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2014 年，国土资源部提出了国家地质资料信息要

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具体要求，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落

实全国地质调查数据集成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过程

中，确定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在东北地区增加开发长白

山地质旅游服务产品的专项，将其作为全国服务示范

项目.
沈阳地调中心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始建于

1962 年，时为地质部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由辽宁、吉
林、黑龙江三省地质研究所合并而成，负责东北地区

区域地质、构造地质、矿床及成矿规律、地层古生物、
岩石矿物的综合研究.

1999 年，国土资源部机构改革实施意见中，将沈

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改组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

调查中心. 其职能为：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统一领导下，

承担国家在东北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

矿产勘查任务及相关综合性研究工作；承担东北地区

地质调查成果资料、基础地质信息的接收、保管和服

务；承担国家在东北地区地质调查项目的监督、管理

工作.
2014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专家审查论证，以

（总［2014］04－028－013）号文件下达了项目计划任务

书，标志着项目的正式启动.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承担此

项目，既是几十年来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多年地质科研

成果的提炼，也是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的工作职责所在.

1 地质旅游概念的导出

地质旅游概念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 其代

表人物有英国的 Hose，他认为地质旅游是为学生、旅
游者和休闲娱乐者提供超越一般艺术欣赏和美感，并

能够在专业的解说和优质服务中获得遗产地地质学和

地理学的知识.
美国国家地理和旅游产业联合会认为：“地质旅游

是一种为维护和提高一个地方的环境、文化、艺术、遗
产和为居民良好生活的地理特征的旅游活动.”

地质旅游的倡导者 Newsome 和 Dowling 把地质旅

游定义为：“地质旅游是地质学、地貌学和有关景观、地
形、化石、岩石和矿物等自然资源与旅游学的混合，强

调领会正在创造和已经创造这些特征的过程.”
专家 Stokes 在评价地质旅游时说：“地质旅游是可

持续旅游中崭露头角的新市场，并集中于维护和提升

旅游目的地的地质性质，地质旅游一旦建立，它将提供

给旅游者一次优美的旅游经历.”
Hose 和 James 在归纳、总结地质旅游的意义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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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质旅游是一种有益的旅游形式. 它包涵了基础

地质、可持续性、科普教育性、增加地方收益、提升旅游

满意度五大关键因素，是对传统旅游的延续和升华.”
2008 年 8 月，第一届世界地质旅游大会在澳大利

亚召开，在通过的会议宣言中指出：“地质旅游有很强

的传递给公众地球科学知识的教育要素，地质旅游增

强了人类与地球的联系，使人们开始去感知地球的无

生命景观部分直至爱护地球、保护地球.”
我国学者夏树芳、陈安泽、庄寿强、陈辉等都先后

撰写过相关地质旅游的论文和专著. 2010 年，孙克勤

先生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编著了国内第一部《地

质旅游》专著，为国内从事地质、旅游研究的单位和个

人提供了非常好的一本工具书.

2 长白山地质旅游

长白山地质旅游是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服务产品开发示范项目，

组织在长白山地区从事多年火山地质、构造地质、区域

地质、矿产地质研究的专家在长白山火山地区区域地

质、构造、火山运动、火山喷发四个方面，从不同地质时

期的岩石、矿物，山峰、盆地、峡谷、河流到火山熔岩、火
山盾、火山口（湖）、火山热泉、温泉、矿泉进行分析研

究；从地质成因上，介绍长白山区基础地质常识；在地

貌景观上，诠释地质学与长白山地貌的内在联系；在地

质旅游资源分类上，将长白山划分为科考（科普）性地

质旅游资源、观赏性地质旅游资源、商品性地质旅游资

源；在历史、文化上，将通过介绍与长白山历史相关的

肃慎、唐代高句丽、唐代渤海、金、元、明历代大的历史

事件和遗迹、后金汗努尔哈赤成长、生活过的足迹，清

代康熙皇帝慧眼发现的御用砚石来展示长白山的历史

文化.
长白山地质旅游项目将通过对长白山地质旅游资

源的调查、分类，通过融汇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内容，

把国内地质旅游理论与长白山区地质旅游综合成果的

实践充分展现给世人.

3 项目简介和预期成果

《长白山地质旅游》服务示范项目，选择在举世闻

名的长白山区，工作区分为核心区和拓展区. 核心区约

为 2 0000 km2（包括吉林省内的抚松县、长白县、安图

县、和龙市行政区），拓展区约为 200 000 km2（包括辽

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东部区）.
项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承担，

参加单位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参与单位中国建

材地勘吉林总队、吉林省长白山管理委员会、辽宁省地

质调查院、吉林大学地质调查院.
3.1 项目人员组成

项目负责人：董佩信

项目成员：

李之彤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研究员

张 哲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教高 编辑部主任

李兰英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教高 编辑部副主

任

苑丽华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教高 副馆长

邹淑芳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高工

李秀荣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高工

张 迪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工程师

汪月华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工程师

外聘地质专家：

林景胤 中国建材吉林总队 教高 总队长

张宁克 吉林省矿业联合会 教高 秘书长

关玉波 辽宁省地质调查院 教高 院长

张兴洲 吉林大学地质调查院 教授 院长

马志红 吉林大学地学部学部委员 教授 博士

生导师

徐学纯 吉林大学地学部学部委员 教授 博士

生导师

外聘历史文化专家：

张福有 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 会长 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蒋力华 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 顾问 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梁 琴 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 秘书长 研

究员

张淑芬 北京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

周维新 沈阳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

李立夫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 院长 研究员

赵继敏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 副院长 研究员

刁丽伟 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 教授 硕士生

导师

箫景全 辽宁省抚顺市博物馆 研究馆员

其他人员：

刘贸松、孙莅民、朱乃华、刘小楼、于城、刘吉、赵哲

夫、于观春、王建军、朱洪生

3.2 项目技术路线

项目采用地质调查、历史文化踏查二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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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路线：由地质调查专家小组对项目核心

区的火山地质构造进行甄别，对火山岩石进行采样、定
点、化验，圈定年代界限和地质界限，对地质特征要素

进行拍照、定名和描述，对项目拓展区重要的地质景

观、地层、矿产地、河流汇合地进行定点、定位、拍照、定
名和描述，撰写文章.

历史文化踏查路线：由项目组与长白山文化研究

会组织专家对工作区内史迹、名人、文化进行资料收

集、拍摄，撰写文章.
3.3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从 2014 年 1 月启动，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结束.
3.4 预期成果

项目预计取得以下成果：

1）《长白山地质旅游》专著一本（地质出版社）；

2）《长白山地质（历史、文化）旅游图集》一本（地质

出版社）；

3）《长白山地质旅游专辑》一期（地质与资源）；

4）《长白山地质旅游图册》一本.
3.5 成果发布

2014 年 8 月，沈阳地质调查中心邀请中国地质调

查局、全国地质资料馆及相关单位的专家在长白山召

开项目实施方案论证会.
2014 年 12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地质资料馆

的专家对项目进行验收，在吉林省召开成果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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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地质旅游项目系列介绍 

1950年3月生于吉林省集安市，中央 

党校研究生毕业，研究员。曾任吉林省 

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白山市委 

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吉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正厅级）兼吉林省社科联党组 

书记、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吉林省作 

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吉林省社科院 

副院长等，中国文联常委，中国摄影家 

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政协常委。现为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吉林省诗词学会 

常务副会长，长白山诗社副社长，《长 

张福有 白山诗词》主编，《中华诗词论坛》坛 

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会长 主，吉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工艺美 

术全集•吉林卷》主编。著有《养根斋 

诗词选》《张福有诗词选》《诗词曲律说解》《长白山诗词史话》《高 

句丽王陵统鉴》《高句丽千里长城》等，辑笺《长白山诗词选》，编著 

《长白山诗词论说》《好太王碑》《荡平岭碑记》《百年苦旅》《集安 

麻线局句碑》等，主编《长白山池南撤韵》等大型主题诗集30多部。 

中国社科院东北工程专家组成员，国家文物部门确定的集安麻线高句丽 

碑专家组成员。2012年荣获全国优秀科普名家称号。力行以诗证史，倾 

心培育长白山诗词流派，为长白山文化研究和建设做出开拓性贡献。 

2014年，吉林省| 

长白山文側究 

会与沈隱翻 

查中心联合开展.—— 

《长白山地质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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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地质旅游项目系列图片 

3 ilflf -
丨 TSi ； 

J! 

_ 一 -
_l 1 II 

(_堪 B ut i ill 

IS '•! — “ _ "T~ — —' _ j — 

in mi n n T wr w if * 呷名 
ijjj |8 %' _-Z~" im tiK il' i»i iii iS 

i i S ill iii if iii ifii m 

iiBliiiii 
m~ r- «-• 

单海平主任听取项目汇报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调中心 

长白山文化研究会领导听取汇报 专访吉林省长吉图办公室领导 

与长白山管理委会领导衔接项目 征求地质专家意见 

开展项目实施方案研究 《地质与资源》编辑部编辑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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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地质旅游项目系列图片 

长白山奇石馆 

项目组在集安市 

靖宇县野外踏查 

考察通化县大泉源洒业 

考察费阿拉王城 

爱新觉罗皇家博物院 

登顶凤凰山 



清宫御砚 

松花玉龙玺 

松花石韵 松花石砚 

靖宇白山湖 



长白山风光 

(长闩山管理委员会提供） 

长白山峡谷 夏季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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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冰雪天池n 长白山热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