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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男#工程师#主要从事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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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京栖霞山地区地质研究历史较早#基础地质资料丰富#但尚未开展专门的地质遗迹调查+首次对栖霞

山地区地质遗迹进行了较全面的实地调查#筛选出较重要的地质遗迹
<=

处#并划分为
=

大类
#!

类
#C

亚类#分析了

主要地质遗迹的资源特征#评定出国家级地质遗迹
<

处#省级地质遗迹
$C

处#说明栖霞山地质遗迹等级已达到国

家地质公园标准+论述了栖霞山地质公园建设的有利条件#提出了地质遗迹保护和地质公园建设规划及建议#为

栖霞山地区地质公园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

关键词!地质公园建设,地质遗迹,栖霞山,南京

中图分类号!

D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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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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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山位于有)中国地学摇篮*之称的宁

镇山脉地区#区内地层保存完整#构造背景复杂#不

仅蕴藏宁镇山脉地区最大的铅锌银多金属矿床#且

地质遗迹类型多样$数量众多#被称为)天然地质博

物馆*和)地学教科书*+同时#栖霞山自然景观秀

丽#人文古迹遍布#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金陵第

一明秀山*#素有)六朝胜迹*之称#以)栖霞红叶*闻

名#是国家
H(

级旅游景区$中国四大赏枫胜地之

一+然而#在长期的矿产开采和旅游开发中#栖霞

山的地质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地质遗迹资源

保护与开发也相对滞后+目前#栖霞山地区尚未开

展系统的地质遗迹调查+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

设的推进#栖霞山已被打造成大型文化景区#南京

大学地球科学系王德滋$薛禹群等院士也提出了建

设栖霞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议#栖霞山地质遗迹保

护$开发及与人文历史景观的融合已成为新的研究

课题+

本文通过对栖霞山地区地质遗迹进行全面调

查#介绍区内地质遗迹的类型$分布$数量及主要地

质遗迹资源特征#初步评定地质遗迹等级#为地质

公园规划和地质遗迹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

!

地质背景

栖霞山位于南京市栖霞区中部#属宁镇山脉西

段北支#为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区+本文所述调查区

包括栖霞山及周边南象山$北象山$五亩山$何家

山$石 龙 山 等#地 理 坐 标 为!

##&mCCn#!p

"

##&mC"n%Hp'

#

!$m%=nH!p

"

!$m#%n#%p.

#总面积约为

$%ST

$

+调查区地层区划属扬子地层区下扬子地

层分区#出露地层由老到新为志留纪茅山组#泥盆

纪观山组#泥盆纪-石炭纪擂鼓台组#石炭纪老虎

洞组$黄龙组#石炭纪-二叠纪船山组#二叠纪栖霞

组$孤峰组$龙潭组$大隆组#三叠纪青龙组#侏罗纪

钟山组$北象山组#白垩纪西横山组和龙王山组#第

四系主要为冲积或冲洪积物%

#B!

&

'图
#

(+

栖霞山区域地史演化大致经历
H

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前震旦纪#形成区域稳定基底,第二阶段为

志留纪-三叠纪#形成一套海相$陆相及海陆过渡

相碳酸盐岩和碎屑岩地层#受印支运动挤压影响#

褶皱和断裂活动强烈#地层产状较陡或倒转#形成

一系列近
'h

向平行的复式褶皱#晚三叠纪)南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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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图例!

#;

全新统冲积物,

$;

上更新统冲积物,

!;

侏罗纪龙王山组,

H;

侏罗纪西横山组,

C;

侏罗纪北象山组,

<;

侏罗纪钟

山组,

=;

三叠纪青龙组,

&;

二叠纪大隆组,

";

二叠纪龙潭组,

#%;

二叠纪孤峰组,

##;

二叠纪栖霞组,

#$;

石炭-二叠纪船山

组,

#!;

石炭纪黄龙组,

#H;

石炭纪老虎洞组,

#C;

泥盆-石炭纪擂鼓台组,

#<;

泥盆纪观山组,

#=;

志留纪茅山组,

#&;

实测及

推测整合界线,

#";

实测及推测断层,

$%;

正断层,

$#;

逆断层,

$$;

角度不整合界线,

$!;

产状,

$H;

实测剖面位置+

地质遗迹图例!

#;

层型剖面,

$;

断裂$不整合界面,

!;

古动物化石,

H;

典型矿物岩石,

C;

碳酸盐岩地貌,

<;

湖泊水体,

=;

采矿

遗址,

&;

滑坡遗迹,

";

地面沉降与地裂遗迹,

#%;

其他地质景观+

图
#

!

南京栖霞山地区地质图及主要地质遗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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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后#该区上升为陆地#结束海相沉积历史,第

三阶段为侏罗纪-古近纪#由陆源碎屑岩及火山碎

屑岩组成#地层产状较平缓#与下部地层呈不整合

接触+该阶段燕山期构造活跃#以近
).

向挤压下

的断裂-断块活动为主#继承并改造原有的构造样

式#形成
..'

$

.'

$

.h

及近
'h

向断裂#形成断陷

和隆起的基本格局,第四阶段为新近纪-第四纪#

主要为松散层堆积#表现为强烈的断块差异升降运

动#继承并发展原有的盆山格局#形成了现今的丘

陵地貌%

H

&

+

"

!

地质遗迹调查方法与类型划分

"$!

!

地质遗迹调查方法

在对前人区域地质调查资料研究的基础上%

#BH

&

#

修测调查区大比例尺'

#XC%%%

(地质图#获得调查区

详细地质资料,开展地质遗迹普查#布置调查路线

$$

条#调查地质点
#"<

处#登记地质点位置$地质地

貌等特征,在地质遗迹分布集中区域和重点区域开

展专项调查#修测
#X#%%%

地质剖面
$

条#实测构造

剖面
#

条#筛选地质遗迹点
<=

处#填制地质遗迹调

查卡片#拍摄数码照片
&C%

张,通过室内系统整理#

划分地质遗迹类型#对地质遗迹点进行价值评价#

判定遗迹点等级#绘制遗迹点分布图'图
#

($地质遗

迹保护规划图$科普游览路线规划图等专题图件+

"$"

!

地质遗迹类型

根据国土资源部
$%#%

年发布的2重要地质遗迹

调查技术要求'试行(3$2江苏省地质遗迹保护规划

'

$%##

"

$%$%

(3$2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指南3$2国

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3等相关地质遗迹分类

要求#参考前人研究成果%

CB&

&

#依据地质遗迹主体物质

组成$成因及规模#并结合地质遗迹景观特征#采用

)大类
)

类
)

亚类*三级分类体系#将地质遗迹类型划

分为地层剖面大类$地质构造大类$古生物大类$矿物

与矿床大类$地貌景观大类$水文景观大类$环境地质

遗迹景观大类等
=

大类#进一步划分为
#!

类及
#C

亚

类#共
<=

个地质遗迹点'表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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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南京栖霞山地质遗迹类型划分表

)*+,-!

!

L*&-

M

018-50:

M

-07-18&*

M

-583

[

8]8*57*3

#

R*3

/

83

M

大类 类 亚类 数量 总计

#

地层

剖面大类

地层剖面 区域性标准剖面
$

沉积岩相剖面 典型沉积岩相剖面
<

&

$

地质

构造大类
构造形迹 中小构造

$% $%

9

古生物大类 古动物 古无脊椎动物
& &

M

矿物与

矿床大类

典型矿物产地 典型矿物产地
#

典型矿床 典型金属矿床
#

$

N

地貌

景观大类

岩石地貌
碎屑岩地貌景观

$

岩溶地貌景观
##

构造地貌 构造地貌景观
$

火山岩地貌 火山岩地貌景观
#

#<

O

水体

景观大类

泉水景观 冷泉景观
!

湖沼景观 湖泊景观
!

<

P

环境地质

遗迹景观大类

地质灾害景观

滑坡遗迹景观
$

地裂与地面沉

降遗迹景观
#

采矿遗迹景观 采矿遗迹景观
H

=

#

!

主要地质遗迹资源特征及价值评价

本文参照2重要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要求'试行

$%#%

(3相关准则及前人相关研究%

"B##

&

#将地质遗迹

级别划分为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和省级以下
H

个等

级标准#以下择要进行简介+

#$!

!

典型地层剖面

!6#6#

!

二叠纪栖霞组$

D

$P

%层型剖面

该剖面位于栖霞山东南大凹采石场#走向为

.hB)'

#长 约
$!% T

#自 下 向 上 出 露 船 山 组

'

+

$

D

#

3

($栖霞组'

D

$P

(和孤峰组'

D

$1

(#其中栖霞组

地层总厚约
#=!T

'图
$

(+栖霞组岩性自下向上分

C

部分!底部碎屑岩$下部臭灰岩$下硅质岩$中部灰

岩和上硅质岩#底部钙质页岩或泥质灰岩与下伏船

山组灰岩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

&

+栖霞组含大量蜓

类$腕足类$珊瑚类化石#局部含量达
!%_

#剖面地

层岩性描述如下+

上覆地层!孤峰组'

D

$1

(#深棕色泥质硅质岩

整合

栖霞组'

D

$P

(

#=$6CT

QRS

灰色薄层白云质燧石岩$燧石岩与薄-厚层硅质白

云岩互层#含腕足类及蜓类化石+

<6<T

#;

灰岩,

$;

泥灰岩,

!;

白云岩,

H;

硅质岩或燧石岩,

C;

燧

石结核,

<;

无脊椎动物化石,

=;

整合界线,

&;

平行不整合

界线+

图
$

!

南京栖霞山地区栖霞组剖面图

OI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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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QRT

灰色薄-厚层灰岩与中厚层白云质灰岩$泥灰岩互

层#含蜓类$有孔虫及藻类化石+

$H6!T

QRU

深灰色中$厚层灰岩$含硅质灰岩#含燧石结核#产蜓

类$有孔虫$苔藓虫及藻类化石+

$%6CT

QRV

灰黑$灰色中厚-块状灰岩夹泥灰岩透镜体#含燧石

结核及团块#含珊瑚$腕足类化石+

$#6=T

W

深灰$灰色厚层灰岩#含燧石结核#含蜓类$珊瑚$腕

足类及藻类化石+

#"6=T

X

深灰色中薄层夹中厚层灰岩#含燧石结核及团块#含

少量藻类化石+

#$6!T

,

深灰$灰黑色中厚层夹中薄层含硅质灰岩#少量泥质

灰岩$钙质泥岩#含少量蜓类化石+

=6$T

+

深灰$灰黑色中薄层燧石岩#底部夹硅质泥岩及灰岩

透镜体#含腕足类及介形虫化石+

!6&T

*

深灰色中薄-中厚层灰岩#顶部夹泥灰岩#含燧石及

透镜体灰岩#含腕足类$双壳类化石+

!6<T

)

深灰色块状灰岩夹极少量泥质灰岩#含腕足类和苔

藓虫化石+

C6CT

(

灰色厚层状灰岩夹泥灰岩团块$条带或透镜体#含蜓

类$腕足类$苔藓虫及藻类化石+

$$6=T

'

灰色块状灰岩#含少量腕足类及非蜓有孔虫化石+

=6"T

&

浅灰色中厚层灰岩+

$6#T

%

黄褐色薄层泥灰岩$钙质泥岩夹泥质灰岩透镜体+

%6HT

****

平行不整合
****

下伏地层!船山组'

+

$

D

#

3

(#浅灰$深灰色纯灰岩+

该剖面整体连续#保存完好#化石丰富#是)栖

霞灰岩*定名地#以该剖面为正层型剖面的)栖霞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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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作为中国标准岩石地层单位列入2中国地层

表3#成为全国地层对比标准%

#!

&

+因此#该剖面地质

遗迹等级属国家级#具有重要的科普价值和教学研

究意义+

!6#6$

!

中侏罗世北象山组$

G

$

D

%层型剖面

剖面位于北象山东侧旧公路边#出露地层由下

向上为早侏罗世钟山组'

G

#

>

($中侏罗世北象山组

'

G

$

D

($早白垩世龙王山组'

N

#

0

(+北象山组底部与

下伏早侏罗世钟山组呈整合接触#顶部与早白垩世

龙王山组呈不整合接触#剖面长
#$%%T

#其中北象

山组地层总厚约
C<$T

#沉积连续#顶底齐全'图

!

(+北象山组底部为灰色石英砂岩#夹含砾长石石

英砂岩#属于河湖相沉积,中部为灰白$灰黄色岩屑

石英砂岩$石英砂岩#局部含火山碎屑岩#底部为含

砾砂岩,上部为紫色粉$细砂岩夹灰白色中细粒长

石石英砂岩+剖面地层岩性描述如下+

#;

石英砂岩,

$;

含砾石英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

H;

泥质

砂岩,

C;

泥质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岩,

&;

角砾安

山岩,

";

安山质角砾熔岩,

#%;

岩屑,

##;

整合界线,

#$;

角

度不整合界线+

图
!

!

南京北象山地区北象山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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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覆地层!龙王山组'

N

#

0

(#紫色块层状安山质角砾熔

岩及灰绿色块状角闪安山岩+

+++++++

不整合
+++++++

北象山组'

G

$

D

(

C<#6<T

上部
$=C6<T

QRY

灰白色块层状细粒岩屑砂岩与灰绿色$紫红色粉砂

质泥岩互层#含火山岩碎屑+

#&6&T

QRZ

灰白$灰黄色薄-中层粗粒岩屑石英砂岩#含火山岩

碎屑+

=%6$T

QRS

灰绿色薄层粉砂质泥岩+

!<6=T

QRT

灰白$微红色薄-中层细粒岩屑砂岩+

C!6"T

QRU

灰白$微红色厚层中粒岩屑石英砂岩#夹含砾粗粒砂

岩透镜体#含火山岩碎屑及植物茎干+

<C6$T

QRV

灰白色厚层中粒岩屑石英砂岩夹细粒岩屑石英砂岩

及含砾中粒岩屑石英砂岩+

!%6&T

中部
#CC6"T

W

浅紫红$灰绿色中层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夹暗紫色粉

砂质泥岩#含火山岩碎屑+

$%6<T

X

上部为紫红$暗紫色中-厚层含砾粉砂质泥岩$钙质

泥岩$泥岩组成单韵律#夹少量灰绿色泥岩,下部为浅红色厚

层粗粒岩屑石英砂岩#含火山岩碎屑+

#"6"T

,

紫红$灰绿$黄色细粒岩屑砂岩$泥岩韵律层+

=6%T

+

棕黄色中-厚层中粒岩屑砂岩#含火山岩碎屑+

!=6HT

*

暗紫$青灰色厚层泥质粉砂岩$泥岩#含火山岩碎屑+

$C6=T

)

灰紫色块层状细粒岩屑砂岩#含火山岩碎屑+

$#6!T

(

浅红色中-厚层中粒石英砂岩#含火山岩碎屑+

##6=T

'

暗紫色薄-中层泥质粉砂岩#下部夹红色泥岩+

#$6!T

下部
#!%6#T

&

灰白色中层中粒石英砂岩+

H=6#T

%

灰白色中厚层含砾中粒石英砂岩#夹长石石英砂岩#

含植物茎干+

&!6%T

整合

下伏地层!钟山组'

G

#

>

(#棕黄色中-薄层泥质细砂岩与

灰$灰黑色薄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该剖面出露完整#研究程度较高#是江苏岩石

地层单位)北象山组*命名地#是下扬子地区北象山

组正层型剖面%

#

&

#在我国东部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是华东地区研究晚古生代地层和侏罗纪地层

的珍贵资料#属于国家级地质遗迹+

#$"

!

典型构造剖面

在南象山西南采石场可观察到中二叠世栖霞

组'

D

$P

(与上覆早侏罗世钟山组'

G

#

>

(之间的角度不

整合接触界面+该采石场下部为栖霞组臭灰岩层#

为海相碳酸盐岩台地沉积#内部发育断层角砾岩,

上部见钟山组底砾岩层#厚
!

"

CT

#以石英$燧石为

主#表现出典型河床底部滞留沉积,不整合界面呈

阶梯状起伏#下部地层产状较陡#上部地层产状较

平缓'图
H

(+

该剖面是)南象运动*定名地#露头完整#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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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岩,

$;

断层角砾岩,

!;

底砾岩,

H;

砂砾岩,

C;

中细砂

岩,

<;

粉细砂岩,

=;

角度不整合界线+

图
H

!

南京南象山钟山组和栖霞组角度不整合接触示意图

OI

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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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质现象直观#科学性与完整性显著#此次构

造运动使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拼合#形成现今

'

8

(

;

红叶谷化石点'海百合茎断面(,'

F

(

;

天开岩化石点'腕足类(,'

Y

(

;

虎山化石点'笛管珊瑚(,'

@

(

;

枫林湖化石点'螺塔(+

图
C

!

南京栖霞山典型化石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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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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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雏形%

H

&

+本次运动之后#南京及其临区

由沧海演变为桑田#是海陆变迁的直接证据#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学意义#也是理想的地质教学实习及

科普旅游遗迹点#属国家级地质遗迹+

#$#

!

古生物景观

栖霞寺门右侧立有明征君碑+据前人研究#其

碑材取自栖霞山早二叠世栖霞组灰岩#属于沉积岩

类的)海百合茎石灰岩*#经过对碑正面
#%%YT

$ 范

围内观察#明显或隐约可见的海百合茎化石有
<=

个+经推算#全碑正面约有海百合动物化石
$$%%%

多个#是难得的化石标本珍品#兼具重要的历史文

化价值#属国家级地质遗迹+

栖霞山地区古生代化石主要产于石炭纪和

二叠纪灰岩地层中#主要有珊瑚$牙形刺$腕足

类$蜓类$菊石类$放射虫及植物碎片等#野外灰

岩露头中发现保存较好的海相无脊椎动物化石+

丰富的古生物化石是区域地层对比的重要依据#

对研究下扬子地区生物演化$古地理$古气候演

变等具有重要价值#在区域内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和稀缺性+此外#某些完整性好$形状特殊的化

石也具有极高的观赏性#比如笛管珊瑚$螺塔$海

百合茎等#几乎保存了原始生活姿态'图
C

(#属省

级地质遗迹+

#$D

!

矿山景区

矿物与矿床遗迹是栖霞山地区最具特色的地

质遗迹之一+栖霞山山体之下蕴藏丰富的铁锰矿$

铅锌银矿$金矿等多金属矿产资源#其中栖霞山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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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矿属于大型中低温热液型铅锌矿#并伴生银矿和

沉积淋滤型铁锰矿#是宁镇山脉地区最大的铅锌

矿#其矿床地质特征与成因研究一直倍受地学界关

注%

#H

&

#铁帽等矿化蚀变现象明显#热液说$层控说等

曾成为研究热点+全国性矿床学术会议也将此列

为重点参观点#坑道中揭露的构造地质现象极具观

赏价值#整体属国家级地质遗迹+

栖霞山地区矿产资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勘探

与开采#遗留数量众多的采矿遗迹#包括栖霞山锰

矿$铅锌矿$江南水泥厂等+这些矿山遗址$采矿遗

迹#记录了我国近现代矿业发展历程#是矿山旅游

与科普旅游的理想场所#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O

!

地貌景观

地貌景观遗迹是栖霞山最主要的地质遗迹之

一#包括
#!

处岩石地貌$

$

处构造地貌和
#

处火山

岩地貌'图
<

(+

'

8

(

;

纱帽峰千佛岩,'

F

(

;

品外泉砂岩赤壁,'

Y

(

;

天开岩岩溶地貌'石芽(,'

@

(

;

烧烤园岩溶地貌'地表钟乳石(,'

L

(

;

烧烤园岩

溶地貌'一线天(,'

Q

(

;

天开崖构造地貌'断裂(+

图
<

!

南京栖霞山主要地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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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地貌!主要分布于北象山组砂岩地层#在

外地质营力作用下形成奇石$方山$陡崖$巨石等景

观#主要遗迹点有赤壁方山$纱帽峰$千佛岩等+栖

霞山景区的摩崖石刻多出现在此类地貌上#自然景

观与历史文化相融合#在省内具有典型性和稀有

性#属省级地质遗迹+

岩溶地貌!栖霞山岩溶地貌景观众多#如天开

岩$叠浪岩$竖井$钟乳石等#在江南地区极罕见+

按出露条件#其属裸露型喀斯特,按气候带划分#其

属亚热带喀斯特,按岩性划分#其属石灰岩喀斯特,

按发育阶段划分#其属幼年期至青年期#是喀斯特

地貌发育的初步阶段+该类地质遗迹与苏州西山

国家地质公园喀斯特地貌类似#在崖壁上发育较大

面积的地表钟乳石#外形美观#此类地表钟乳石在

全国稀有#极具科学性和美学价值#其地质遗迹等

级可达国家级#其他岩溶地貌属于省级地质遗迹+

构造地貌!栖霞山地区构造发育#构造地貌直

观雄奇#主要景观有天开崖$两断山#在构造断裂作

用下山体开裂#壁立千仞#突兀陡峻#如刀劈斧砍#

极为壮观+与苏南地区同时期构造遗迹相比#栖霞

山地区遗迹类型更齐全#发育演化更典型#整体属

省级地质遗迹+

火山岩地貌!位于北象山东北角#为安山质含

角砾凝灰岩或安山质角砾熔岩#在地貌上形成独立

的山头#是区域火山活动的重要证据#属省级地质

遗迹+

#$A

!

水体景观

栖霞山地区水体景观规模$美学价值不及苏州

西山国家地质公园#且溪泉多已不复存在#溪流干

涸#泉水枯竭#整体属于省级以下地质遗迹+但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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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水景具有独特风格#人工湖参与栖霞山水循环#

蒸发量与降水量平衡#湖水常年不涸,水体清澈#鱼

儿成群#荷叶连连#空气清新,更有众多古泉遗迹#

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推崇#留下多处摩崖石刻$碑铭

及典故#彰显了栖霞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多

个古泉遗迹可达省级地质遗迹标准+

#$a

!

地质灾害遗迹

栖霞山地区砂岩节理裂隙发育$灰岩地层面积

较大#在开山采矿$建设开发等人类活动中#形成多

个典型的地质灾害遗迹#主要有危岩坍塌$江岸滑

坡$岩溶塌陷导致的地裂与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

遗迹是研究地质灾害形成机理和发展过程的活教

材#整体属省级以下地质遗迹+

D

!

地质公园建设

D$!

!

地质公园开发建设条件

'

#

(地质遗迹资源质量较高+栖霞山地质遗迹

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层型剖面$构造剖面$矿床遗

迹极具科学价值#古生物化石景观$地貌景观$水体

景观等具有较高的美学观赏价值+经初步调查研

究#栖霞山地区国家级地质遗迹有
C

个亚类共
<

处#

省级地质遗迹有
#$

个亚类共
$C

处#省级以下地质

遗迹有
##

个亚类共
!<

处#达到国家地质公园申报

要求的地质遗迹等级标准+

'

$

(人文景观资源优势突出+栖霞山名胜古迹

众多#历史文化$佛教文化$茗茶文化底蕴深厚#留

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及大量的摩崖石刻#形成栖

霞山独特的山景文化+人文景观资源对于栖霞山

地质公园的申报和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

'

!

(基础设施完善+栖霞山景区通达条件较

好#区位优势明显#水路交通便捷#

$

小时交通圈可

以辐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潜在客源量巨大,景区

周边配套设施完善#游客接待能力较强+此外#多

所高校院所在栖霞山设立科普和教育实习基地#有

利于地质遗迹的保护和开发+

D$"

!

地质遗迹保护建议

'

#

(根据评定的遗迹等级#对单个遗迹点采取

不同等级的保护措施#并制定相应的保护制度#定

期检查维护+

'

$

(根据保护和开发需要#划分地质遗迹点保

护区和景观区+根据保护程度不同#进行相应揭

露$加固工程#制作保护等级表示牌和解说牌等辅

助设施+

'

!

(按地质遗迹类型与分布特点#进行划块分

级保护+根据综合价值高低和实际保护的难易程

度#将保护区级别划分为不同等级#实现科学有效

保护+

D$#

!

总体布局与路线规划

根据地质遗迹和其他旅游资源分布特征#结合

地质遗迹保护与栖霞山景区发展需求#将栖霞山地

区划分为
=

个遗迹景观分区#分别为象山地质教学

实习区$西峰构造遗迹区$读枫园岩溶地貌遗迹区$

中峰综合地质遗迹区$千佛岩砂岩地貌遗迹区$甘

家巷矿山遗迹区和栖霞寺人文景观区+结合栖霞

山现有景点及本次调查中新发现的地质遗迹景观#

规划
<

条游览路线'表
$

(+

表
"

!

南京栖霞山地区地质遗迹及其他景观游览路线规划

)*+,-"

!

)0=110=&-547-6=,-50:

M

-07-18&*

M

-5*360&7-1,*3654*

9

-583

&7-

[

8]8*57*3*1-*

#

R*3

/

83

M

路线内容 途经点

岩溶地貌与化

石遗迹

明镜湖-卧云亭-天开岩-御花园-两断

山-枫林湖

岩溶地貌与构

造遗迹

凌云栈道-叠浪岩-烧烤园-构造剖面-望

枫亭-碧云亭

人文历史与砂

岩地貌
栖霞寺-舍利塔-千佛岩-剑石-小营盘

综合地质景观
桃花扇亭-虎山亭-红叶谷-天开崖-凤

翔峰

地质教学 大凹村-南象山-北象山

矿山科普旅游

考察

银茂铅锌矿业公司-采矿区-江南水泥厂-

石灰岩采坑区

O

!

结
!

论

栖霞山地区较重要的地质遗迹点共
<=

处#集中

分布于栖霞山$南象山及北象山+初步研究认为#

符合国家级地质遗迹有
C

个亚类共
<

处#符合省级

地质遗迹有
#$

个亚类共
$C

处#具备申报国家地质

公园的条件+以栖霞山景区为依托#建设栖霞山国

家地质公园具有一定的优势+景区内地质遗迹保

护刻不容缓#应尽快开展地质公园申报工作#将栖

霞山建设成集科学考察$科普教育$生态$文化旅游

于一体的多功能国家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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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V̀]@

^

#

V?94]

J

?

Z

94FI[

J

V?L8@e8[

J

L4]̀ Y4[@IVI4[4Q

J

L4

Z

B

89SY4[̀V9]YVI4[I[UIWI8̀?8[

#

Z

94

Z

4̀L̀

Z

58[[I[

J

8[@ ]̀

JJ

L̀VI4[Q49

J

L4?L9IV8

J

LY4[̀L9e8VI4[8[@

J

L4

Z

89S

Y4[̀V9]YVI4[

#

8[@V?Ì iI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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