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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科普离公众有多远
■本报记者温新红

地质公园变形记
■本报记者 温新红

云台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上
世纪在国内名不见经传，作为旅游地，2001 年前
名称是王屋山云台山国家风景名胜区。2002 年，
云台山成为国家地质公园，2004 年进入首批世
界地质公园名单。之后名声大噪，游客人数直线
上升，旅游收入由过去的几百万元到现在仅门票
年收入就几个亿。

福建漳州，牛头山古火山口是位于大海中的
火山口。2001 年到火山口风景区的游客不到 3 万
人，旅游收入不足 10 万元。这年，以火山口为主
要景区建立了滨海火山国家地质公园，2009 年
游客可以进入 5 大景区，人数超过 50 万，收入已
逾 3000 万元。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显然，让这些旅游地
发生巨大变化的关键词是地质公园。目前，中国
有 241 个国家地质公园，29 个世界地质公园。

9 月中下旬，第六届国际地质公园大会将在
加拿大举行，届时又会有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出
炉，相信其中必少不了中国的地质公园。

中国的地质公园是如何建立的？建立的目的
是什么？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是否与其建立的初衷渐行渐远？

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地质科
学院研究员、中国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会副
会长陈安泽，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刘嘉麒，
中国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会专家、《中国最
美的地质公园》作者吴胜明。

科学家的建议

地质公园，顾名思义，就是有地质特征的休
闲场所。可是，地质如何与玩搭上的？“是历史的
产物”，陈安泽告诉记者，其过程是自然形成的，
但建立地质公园则有一段曲折经历。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百废俱兴，各
行各业都在回暖中，旅游也渐渐进入老百姓的生
活。那时陈安泽任中国地质学会科学普及委员会
副主任，他们有一项工作是办夏令营，即带着中
小学学生游玩的同时学习科学知识。

夏令营都是在名山大川中进行，老师们发现
他们在讲解山水石头的由来时，后面一直有游客
跟着，就很奇怪，游客说老师们讲得有味道，不但
讲石头的名字以及是在水里形成还是在火里形
成，还讲了地形地貌景观等，“把山讲活了，把石
头讲活了，非常有意思。”那些游客认为。

这给陈安泽及其他地学专家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们意识到，原来地学与旅游是可以挂钩的。

1985 年 10 月，湖南张家界召开了地质部的
地质保护工作会议，地址是在当时的武陵源国家
森林公园，那里有许多 200 米～400 米高的大石
柱，是由泥盆系石英砂岩构成的石柱群地质地貌
景观，参会的地质学家一致认为，这里更适合叫
地质公园。地质公园的名称就出来了。

然而，设立地质公园是要得到国家相关部委
的同意才能实施。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 1999 年
在山东威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了转机，陈安泽
作了一个关于地质遗迹保护的报告，并提到要运
用地质遗迹，建立地质公园。地质与旅游相结合
产生大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这一论点引发了
参会领导和科学家的关注。这一次地质公园得到
了认可。

1985 年到 1999 年，用了差不多 15 年的时
间，“这是科学家的建议不是行政的结果。”陈安
泽强调。

全球的潮流

2000 年 8 月开始国家地质公园申报，10 月上
报了 13 个，经审定最后 11 个确定为第一批国家地
质公园。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地质公园的元年。

到今年 1 月，先后分 7 批通过了 241 处国家
地质公园。也是差不多 15 年时间，中国的地质公
园发展之快令人惊讶。

事实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对地质遗
产保护也日益关注。1996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的
第 30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
学部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共同提出“建世界地
质公园”的创议。“应该说，世界地质公园是国内
外科学家碰撞的结果。”陈安泽说。

2004 年，第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公布，中国进
入了 8 个。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 29 个世界地质
公园，是全球最多的国家。

“地质公园不仅在国内，在全球也成为一个
潮流。”陈安泽笑称，因为中国是几大板块的交接
部位，地质构造复杂多样化，地质历史长，地质遗
迹较多，资源丰富，可建立的地质公园自然也多。
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会有 50 个左右世界
地质公园，300 个左右国家地质公园，以及众多
的省级、县级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的牌子一出来就很受欢迎。吴胜明
以黄山为例。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通过后，黄山
市的有关领导特意找到评委会表示，黄山也要申
报。评委会的专家们对他们的积极态度感到吃
惊，黄山市的领导认为要把黄山的地质知识加
入，向更高的层次方向发展。

不仅仅是旅游热地

在谈到建立地质公园前后的变化时，吴胜明

说：“变化太大了。”他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以
前就是毛坯房，现在是精装修。的确，经过规划建
设的地质公园完全不是过去的荒山野岭。

旅游人数激增，当地的旅游收入比过去增加
了数倍，有的甚至能“点石成金”。像河南的云台
山、黑龙江的五大连池、福建的泰宁等都是这些
年的旅游热地。

2000 年陈安泽去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那
里还是一片荒山。他告诉当地的领导，这里的景
观很好，“花岗岩，一个石头柱子连着一个石头柱
子，排列起来像树林，也似城堡，可以叫花岗岩石
林，不但科学上有特点还具有很大的观赏价值”。
当时一个该旗秦旗长很重视，也有人怀疑这样的
荒地能搞出什么。2001 年，建立克什克腾国家地
质公园，2005 年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如今当地旅
游收入已不可同日而语。

陈安泽告诉记者，开展地质旅游活动、促进
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最初建立地质公园的
三项任务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满足了社会
需求，与人民利益相结合，这是地质公园能发展
的重要原因”。

当然，地质公园另外两个理念也是更为重要
的，第一是保护地质遗迹，保护自然环境；第二是
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福建漳州景观在建滨海国家地质公园之前，
牛头山景区八景之一的“海蚀天桥”因未得到有
效保护于 2004 年崩塌于海滩上。此外，更有人为
的破坏，像无证的采石场和不加限制的采石、游
客敲打火山口的晶体等。

“建立公园后，遗迹基本就不会被破坏了。”
刘嘉麒说，规划好旅游路线，严格管理，即使游客
人多的话，对景观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旅游是要讲‘故事的，比如说一个溶洞怎么
形成、什么时候形成的，以前只是一个大框框
100 万到 200 万年，要准确到一百几十万年就很
难。”陈安泽说，因为地质公园的需求，地球科学
研究得更深入了，“没有大量的科学研究支撑，那
就是瞎说”。

旅游观念待提升

这十几年，中国越来越多的风景名胜区成为
世界级或者国家级地质公园，同时喀斯特、丹霞、
花岗岩等地貌特征的景区申遗成功，尽管人们渐
渐熟悉这些地质名词，但与中国地质公园的游客
激增、经济效益后起直追不成正比的是中国人对
地质公园内在的关注度。

吴胜明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在滨海火山国家
地质公园考察，看到一群带着孩子的家长，就和
这些人聊了聊，问他们是否知道这里是什么景
观，他们说不知道。吴胜明告诉他们说这是国家
地质公园，玩的地方是火山口。

2001 年起，吴胜明走过了国内五六十个地
质公园，写了许多相关的文章，还出版了《中国最
美的地质公园》等书。

“现在有一句话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导。去哪里旅行都要做功课
的。”吴胜明说，“泰山的仙人桥是大自然相当难
得的景观，是由三块花岗岩风化形成的天生桥，
是泰山最主要的景点之一。但很多人看后都不知
道成因，因为他们没有做功课。”

吴胜明认为，中国人的旅游素质还需要提
升，旅游观念也要从一般欣赏风景休闲引导到求
知识、从知识中求乐趣的方向，从而提升到更高
层次。而地质公园在提高国人的科学修养上是很
有作用的。

吴胜明解释说，三清山、河南的嵖岈山、厦门
的鼓浪屿都是花岗岩，但三者因崛起的时代不
同，可以看出花岗岩的地貌形态不同。

还有一个吴胜明说过多次的例子，许多书刊
都将中国最大的瀑布说成是黄果树，“这是错误
的，连徐霞客的水平都没有达到，近 400 年前他
就说过，黄果树不是中国最高的，也不是落差最
大的。黄果树的落差是 67 米，云台山的云台天瀑
落差是 314 米，这就没法比”。

“一个风景懂得了它的成因，就会觉得津津
有味。”吴胜明说。

《方言解说世界杯》走红

世界杯开赛后，《方言解说世界杯》近期爆
红网络。《方言解说世界杯》涵盖世界杯期间所
有场次，针对同一场比赛将有不同的地域重量
级嘉宾进行音频直播。各地体育广播当家 DJ
等 48 位倾力加盟该栏目。

其中，四川方言直播更是独具匠心地请到
了众多川籍笑星助阵，在波黑与尼日利亚比赛
中出现严重误判的助理裁判叫鲁尔，小白杨生
动地用川话形容裁判为“卤猪耳”，引来球迷们
一致点赞。另一位笑星麻花，虽然不懂足球，但
很懂艺术，在解说哥斯达黎加和意大利比赛
时，麻花看到哥斯达黎加进球，甚至高歌一曲，
把方言解说世界杯推向高潮。

点评：世界杯让球迷酣畅淋漓，也给非球
迷增多了些趣事。

西班牙重推麦家作品

从今年 6 月开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街头
的一辆辆公交车体上，一行问句和一行回答吸
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谁是麦家？你不可不读
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车身广告背景则是
新书的封面：红色丝绒上铺着褐色的木格，其
中的一格里有一个骰子，书名则是金色字体的

“El Don（解密）”。如此大的手笔来自于西语国
家第一大出版集团———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团。

像这样的公交车广告，在马德里的 18 条
公交线路上随处可见，将连续投放 40 天，接下
来还会出现在巴塞罗那的公交车上。

另外，《解密》已经成为英国出版巨头企鹅
蓝登书屋“企鹅经典文库”中的首部中国当代
小说，而行星出版集团同样将它纳入了旗下最
著名的“命运”书库，这也是中国当代小说首次
入围这一西语经典文学书库，得以与马尔克
斯、博尔赫斯、略萨以及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的作品并列。

点评：如此大手笔的广告，这在国内很鲜
见，不知道麦家的这部作品在国外的销量能否
超过本土？

大理古城新规

大理市古城保护管理局日前透露，从 7 月
1 日起，古城重点保护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可向古城保护管理局申请核发《风
景名胜区大理古城准营证》。《准营证》中提到：
停电商户不得点蜡烛，这让部分酒吧负责人感
到无所适从。

有酒吧老板担心，只要酒吧停电，无论点
不点蜡烛都会影响客流，“不点蜡烛怎么看得
见，客人早跑光了”。

点评：安全固然重要，安全意识更重要。虽
然大家不希望古城失火，可是能不能制定一些
更尊重商家、尊重客人的方法？

宁可不上户口也不让孩子姓苟

五代十国时期，后晋一“敬”姓大臣因为要
避皇帝石敬瑭的名讳，忍痛减“文”改姓为

“苟”。但因与“狗”同音，一千多年后，众多“苟”
姓后人不堪祖宗改姓所累，改回“敬”姓。

“宁可不给孩儿上户口，也不能让他姓苟。”
早在妻子准备怀孕时，一位姓苟的先生就决定要
给孩子改姓，甚至一度撂下了这句狠话。

早在 2000 年，河南一些村庄就集体“改姓”
了。这之后，陕西、甘肃、河北、沈阳、黑龙江等地
的很多苟姓人，纷纷认祖归宗，成功改姓“敬”。

点评：说起来，中国的姓中动物名同字或
者同音的不少，像“马”“牛”“朱”等，还有组词
后不那么“好听”的，所以我们这些站着说话不
腰疼的人就很难理解这姓“苟”咋啦？

《变形金刚 4》院线受热捧

《变形金刚 4：绝迹重生》正在刷新着一个个
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纪录。自 6 月 27 日零点开映
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该片首日票房达 2.19 亿
元，打破内地首日票房纪录；27 日单日排片率
达到 63%，刷新《私人订制》58%的纪录；公映
两天，票房就已经突破了 5 亿元，成为中国电
影史上最快突破 5 亿元票房的电影。

就在《变形金刚 4》上映前几日，国家出版
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说：“中国电影是
中国院线的朋友，美国电影是合作者也是竞争
者。对产业背景我们要有深入认识，2014 年已
经呈现出竞争的紧张的焦灼。在 50 多天前，中
国电影的市场份额在 63%，预计过了今晚，国
产片份额会跌到 50%。”他表示，一些影院《变
形金刚 4》恨不得排到 100%，还是希望大家科
学理性一些。

“《变形金刚 4》绝对是压倒性的排片，大
家对这个片期待很高，”院线经理表示，“毕竟
院线要以市场为导向，追求票房最大化是必要
的”。一线城市中，上海、深圳、广州、重庆等地
院线，《变形金刚 4》和《分手大师》的首日场次
比例基本是 41，而北京的比例是 31。

点评：对国外大片的推崇不是一朝一夕养
成的，院线排片的推动和引导只是其中一方
面。所以国内影片想一口吃成胖子并不现实。

文化微议

2013 年 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国内三
大著名景区同时也是世界地质公园的江西庐山、湖
南张家界、黑龙江五大连池黄牌警告，督促三地在

“向公众科普地球科学知识”等方面作出整改。
中国地质公园的建立有三项任务，向公众传

播地球科学知识，促进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是其中
一项。

地质公园如何传播科学知识也是有具体的要
求和标准的，包括建立主碑、沙盘、地质博物馆，所
有的景点景物都要有科学解说牌，石头柱子、峡谷、
溶洞及其中的钟乳石等都要写一个深入浅出的科
学解说牌，另外还要有科学导游图、科学导游指南、
配讲解员等。

问题是，这些措施能持续下去并做到位吗？内
容能否吸引游客？除了这些硬件，软件上又能跟上
吗？

缺乏有科学内涵的引导

“国内的许多地质公园及其他旅游风景区，都
有科学内涵太弱、科普工作做得差的问题，不但做
得很不够，个别地方还含有不科学的内容。”记者问
到目前地质公园的科普现状时，刘嘉麒直言道。

究其原因，刘嘉麒认为有几个方面因素，一是
地质公园管理者的问题，本身缺乏科学素养，不知
道如何进行科普；二是景区导游所讲的内容缺乏科

学和文化内涵。
对于地质公园的博物馆，刘嘉麒也认为“缺乏

特色，大同小异，就有一些标本”。
“其实每个景观都有很多科学内涵，地质公园

的科学意义、地质遗迹的意义有很多值得讲的。”刘
嘉麒说，一些与恐龙相关的地质公园做得相对好
些，“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导游能把恐龙化石的来
龙去脉讲清楚”。

陈安泽也认为：“科学普及工作还远没有达到
我们理想化标准。”而且，真正合格的、合乎要求的
地质公园不多，像解说系统、博物馆、解说牌、导游
图等，开始请专家做了一些规划还比较完善，过了
几年就没人管了。“本来是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与公
园的领导和管理层重视经济效益多过其他两方面
有关。这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从 2009 年起，地质公园评委会只授予
国家地质公园资格，待按标准建成后，经国土资源
部再次下文批准才能获得国家地质公园称号。陈安
泽打了一个比方：“先考试入学，再修学分，然后毕
业论文通过，才发毕业证书，否则一入学就发毕业
证书，谁还会认真读书呢？”

理想的人才配备

刘嘉麒认为，人才缺乏是导致地质公园科普
做得不好的主要因素。陈安泽也认为，人才缺乏

是地质公园规范、发展的瓶颈，同时，面对势不可
挡的地质公园的发展，他还看重地质公园人才的
发展。

1985 年 4 月，一个全国性的旅游地质研讨会
在召开之前，改为旅游地学研讨会，一字之差，“让
地理学的专家和地质学专家聚在一起了。”陈安泽
说，也是在这次会上，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成立。

理所当然地，旅游地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由此
开始了，“这是中国人创立的，是中国科学家的创
新。”陈安泽告诉记者，在学科的创建中，地理学家
和地质学家共同努力，创立了较为完整的旅游地学
理论和指导旅游业发展、地质公园建设及风景区建
设等一系列法规、标准、指南、办法等。

“现在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地学景观为主
的景区占 90%以上，国家地质公园的推出，更突出
了旅游地学的作用。”陈安泽说，因为“地质公园的
基本指导是旅游地学理论”。

人才问题也与旅游地学学科发展有关。陈安
泽说地质公园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世界地质公园
配 5～8 人、国家地质公园配 3～5 位旅游地学专业
人才，进入领导层或者成为管理人员”。

但是，我国的风景名胜的管理人员多数是乡村
干部，“他们缺乏理论知识。而地质公园要有旅游地
学人才，既懂旅游又懂地学”。陈安泽还说，现在高
校里的旅游管理与旅游地学不能等同。可喜的是，
今年下半年长安大学将首次招收旅游地学本科生。

栏目主持：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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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公布，中国进入了 个。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 个世界地质公
园，是全球最多的国家。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会有 个左右世界地质公园， 个左右国家
地质公园，以及众多的省级、县级地质公园。中国的地质公园是如何建立的？建立的目的是什么？近
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与其建立的初衷渐行渐远？

武陵源世界地质公园黄山世界地质公园

贵州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