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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地区地学科普教育价值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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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北省井陉地区地质资源类型多样，评价该区地学科普的可行性和预期效果，探讨其教育价值，可以为开展地学

科普教育和旅游提供依据。在综合分析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井陉地区典型的地质现象和地质作用进行了梳理。从地质遗

迹资源的特征和价值、开发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科普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在井陉地区开展地学科普教育

的可行性和预期效果。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了该区地学科普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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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地球科学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研究人们赖以

生存的地球的科学，它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地球科学知识的

普及可以激发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对大自然的探索精神，有助

于人们树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自觉地应用到

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中。地学科普教育以人地关系为主题，

能加深人们对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认识，激发人们热爱自然和

保护自然的热情，增强保护资源环境的意识。近年来，地学

科普形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科普载体越来越丰富。科普

旅游是以旅游为载体来传播旅游资源中蕴含的科学知识，是

科普活动与旅游相融合的产物 [1]。地质科普旅游通过开发具

有观赏和科学价值以及典型代表意义的地质资源，让游客在

旅游的过程中学习到相关的地学知识 [2]。当前已有一些学者

对地质科普旅游资源进行了划分，如彭燕将其划分为地层遗

迹、岩石遗迹、地质构造遗迹、沉积遗迹、水文地质资源、

地貌遗迹和人文景观遗迹等七大类型 [3]。参考前人研究成果，

结合河北井陉地区现有的地质旅游资源，将该区地学科普旅

游产品分为地貌景观游、地质构造景观游和水文景观游。通

过这 3 种不同的旅游形式，将地学科普与旅游活动有机结合

起来，使旅游者能够“在游中学，在学中游”。

2. 典型的地质现象及地质作用

井陉地区包括丰富的地质现象与地质景观，比如嶂石

岩地貌、侵入体地貌、变质作用、火山堆积作用、角度不整合、

断裂构造、火山流动构造、潮坪沉积、河流沉积等 [4]。

（1）河迹湖泊

张河湾水库位于井陉县境内，是受自然地质条件控制

形成的曲流河经过人工截流而成。湖泊位于甘陶河篙亭至定

盘寨峡谷曲流地段，长约 15 km，是典型的深切曲流人工湖，

湖水面宽 150 ～ 250 m，大坝附近水深 60 m，水质洁净，水

色清碧，湖光秀丽。

（2）湖心岛与河流侧向侵蚀作用

湖心岛位于张河湾西侧水库的中部，其南缘陡北缘缓，

表现出河流侧向侵蚀的特征。汛期，湖心岛与陆地隔绝，形

成一片绿洲；枯水期，湖心岛与陆地相连形成“半岛”，岛

的北侧发育由洪水形成的小型沙洲，组成了完好的地质旅游

景观。

（3）嶂石岩地貌

井陉地区的地貌类型属于嶂石岩地貌，以棱角鲜明的

块状构造红色石英砂岩构成的悬崖峭壁为特征。它整体长而

成岭，嶂谷相连成套，以具有棱角明显和呈巨型阶梯状等特

征而与丹霞地貌有所不同。井陉地区嶂石岩地貌分为 9 个基

本类型，包括单面岩壁、方山地貌—垴、岩墙、峰丛与石柱、

孤峰（柱）和石墩（台）6 类正地貌，以及套谷、裂谷和岩

洞 3 类负地貌。

（4）标准地层剖面

研究区主要出露早、中元古代和古生代沉积地层，以

峪沟水库—出六里早元古代和福庆寺中元古生代地层剖面

发育最好，是太行山地区研究程度较高，层序较为完整，地

质现象丰富的典型剖面。其中，福庆寺剖面的地质景观和旅

游景观极为丰富，是一条不可多得的地质旅游路线。该条路

线可以观察到 25~6 亿年期间的物质组成、特征地质现象，

以及所发生的地质事件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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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庆寺剖面是本区出露的最早的地质体，隶属于晚太

古代五台群石家栏组，其主要岩性为一套变质岩系，包括黑

云母斜长片麻岩和角闪斜长片麻岩，条带状混合岩，混合花

岗岩。福庆寺剖面的伟晶岩岩墙是由侵入作用形成的，酸性

的岩浆沿着裂隙侵入到太古代片麻岩之中结晶，形成直立的

岩墙。阜平运动是太行山地区最古老的一次构造运动，大约

发生在 25 亿年，表现为太古代地层的变质、褶皱变形和混

合岩化作用，以及中酸性岩浆的侵入作用。阜平运动之后，

太古代片麻岩经历了长期的风化剥蚀。早元古代地层覆盖在

太古代片麻岩的不同层位之上，形成角度不整合。早元古代

地层主要为一套浅变质的沉积岩。吕梁运动是太行山地区的

又一次构造运动，大约发生在距今 18 亿年，表现为早元古

代地层的低级变质、褶皱变形作用。吕梁运动之后，早元古

代地层也经历了长期的风化剥蚀。近水平的中元古代地层覆

盖在早元古代地层的不同层位之上，形成角度不整合。中元

古代地层主要由石英砂岩组成，自不整合面向上拔地而起，

形成了约 160 m 的丹崖景观，称为嶂石岩地貌。受近东西向

断裂的影响，自此向西形成了宽 2~45 m 的峡谷，两壁直立

如削。

（5）河流阶地

甘淘河自山西省昔阳县由南向北流过本区，经蒿亭、

沿庄流向下游。张河湾坝址以上，河谷较窄，两侧呈条状分

布有河漫滩。沿庄以下，河谷开阔，河漫滩发育，多被辟为

农田。在河流的拐弯处，流水的侵蚀堆积作用明显。甘淘河

两岸发育有一、二、三级阶地，其中二、三阶地发育不全。

一级阶地分布在南蒿亭、北蒿亭及坝轴线附近，由河流冲积

次生黄土状砂土组成，阶面倾向下游，高出河床 5~8 m，沿庄、

测鱼镇等建于一级阶地之上。平涉公路建于二级阶地之上。

3. 地学科普的可行性和预期效果评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旅游者的消

费需求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越来越希望在旅游过程中学习到

科学知识，科普旅游逐渐成为发展趋势 [5]。井陉地区距离河

北省石家庄市较近，具有交通便利、环境优越、山美谷幽、

林秀水澈等特征，以及较高的美学、文化和科研价值，在该

区开展地学科普切实可行。

3.1 可行性研究

井陉地区东邻石家庄，西邻山西太原，北有首都北京。

目前已有苍岩山、张河湾水库、南寺掌森林公园、峪沟水库

等风景名胜和自然景观保护区，是太行山为数不多的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旅游地各景区

彼此相连，山脉巍峨，但可进入性好，交通便利，道路网络

密集，易于与外界联系。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交通网络，每

日均有石家庄到苍岩山、石家庄到测鱼、石家庄到南蒿亭，

以及井陉到苍岩山、井陉到测鱼、井陉到南蒿亭等数次公交

班车及旅游专车。景区设施齐全，基础结构合理。

井陉地区自然环境优越，一年四季风光秀丽，各具特色。

该区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森林可以调节气候、净化空气、

吸收粉尘等功能，是休闲和度假的好去处。除了旅游功能，

南寺掌森林自然保护区也是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井陉地区

地质资源类型多样，蕴含着丰富的地学知识，具备进行科普

教育的优势和条件。

3.2 预期效果评价

在井陉地区开展地学科普教育，其效果取决于多个因

素，包括地质遗迹资源的特征和价值，开发条件和社会经济

条件，科普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等。

井陉地区地质遗迹资源级别高，其中的嶂石岩地貌规

模大，在很大范围内具有典型性。地质资源价值突出，具有

较大的观赏价值、环境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该区地

质演化历史漫长，地质现象和地质景观丰富、类型多样，保

存有完整的地层剖面（福庆寺剖面等）、独特的岩石景观（嶂

石岩地貌）、典型的地质构造遗迹以及罕见的水文地质遗迹

（张河湾水库）等。该区蕴含着大量的地学知识，充分体现

了地层学、岩石学、构造学、沉积学以及生态学等科学价值。

井陉地区具备了开展地质科普教育的基础条件。

井陉地区具有很好的开发条件，属于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旅游景观中心距石家庄市仅七十多公里，各景区彼此

相连，交通便利。景区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强有力的客

源市场条件。山区人民勤劳朴实，农副产品丰富，既丰富了

旅游产品，又取得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该区作为国家级重

点风景名胜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赏，仅苍岩山

景区每年接待游客 50 余万人次，门票收入在 200 万元以上。

在井陉地区开展地学科普教育，可以取得如下效果：通

过地学科普教育可以使旅游者在见证地球历史演进的同时，

增强地学知识，提高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地学科普教育

可以促使人们加强地质遗迹资源与周围自然和人文景观的

协调与整合，从而增强井陉地区科普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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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地学科普教育可以使人们减少对

井陉地区地质遗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以科普旅游的形式对地质遗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实现资源

保护与科普旅游的协同发展。地学科普教育可以促进井陉地

区科普旅游持续、健康地发展，既保护了地质遗迹资源，又

活化了科普旅游产品，塑造了科普旅游品牌，完善了旅游产

品体系。地学科普教育需要培养科普旅游人才，组建专业人

才队伍，从而促进了当地的就业。

4. 地学科普教育价值

4.1 地貌景观科普教育价值

井陉地区的嶂石岩地貌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并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游人前往观光。嶂石岩地貌是独特岩石景观旅

游区域的突出代表。在嶂石岩地貌的原生地，其高达数百米

的陡壁，绵延数十公里的长墙，已奠定了此类岩石景观的旅

游形象地位。由于太行山地区多处旅游区域的主要山体反映

出了这一地貌特征，因而嶂石岩地貌在很大范围内具有了典

型意义。嶂石岩地貌是岩石科学旅游圈的重要成员。通过对

此类岩石的形成机制、发育过程、景观特征的深入研究，已

为其开发深层次的旅游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嶂石岩地貌

为开发科普旅游产品提供了条件。开辟合理旅游路线并设置

若干观景点，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为游客提供观赏嶂石岩地貌

的壮观景色。在这些地点树立诸如典型丹崖、“Ω”型嶂谷

等景观的观景地。利用各种导游标志和宣教媒体对游客进行

嶂石岩地貌景观的形成、发育，嶂石岩地貌区域的生态特征，

环境保护与培育的科学原理，为游客提供真实准确的科学信

息。这些举措可以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祖国美好山河，了

解嶂石岩地貌形成机制与原理。地貌景观科普教育不仅普及

了地学知识，而且增强了游客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意识。

4.2 地质构造景观科普教育价值

地质构造景观是地质公园独特的旅游资源，研究区包

括标准地层剖面、构造运动与接触关系、侵入作用、火山堆

积作用、火山流动构造、变质作用、断裂构造、潮坪沉积、

根劈作用、河流阶地等景观。地质构造景观既是一个天然的

“地质实验室”，也是普及地质知识的大课堂。地质构造景

观科普教育可以增强游客地学体验，进一步增强科普旅游的

参与性和体验性。

4.3 水文景观科普教育价值

张河湾水库坝址在张河湾村附近的甘淘河干流上，大

坝类型为浆砌石实体重力坝。水库大坝作为一种人文旅游资

源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宏伟壮观、气势磅礴的大坝和设

计精巧美观的建筑风格具有重要的观赏价值，体现了劳动人

民的勤劳智慧；另一方面，水库坐落在早元古代甘陶河组变

质火山岩之上，其枢纽建筑物包括大坝（挡水墙、主溢流坝、

副溢流坝）、泄水空、排沙空、放水空及防渗墙等。张河湾

水库可以作为增长知识，了解大坝建造的教学基地。张河湾

水库是是典型的深切曲流人工湖，水库中部的湖心岛与其北

侧的小型沙洲组成了完好的地质旅游景观。张河湾水库可以

作为普及河流沉积、洪水作用等地质知识的大讲堂。水文景

观科普教育可以使游客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5. 结语

通过深入挖掘井陉地区地质遗迹资源的深层价值，积极

开展科普旅游活动，大力推进地学教育，可以增强科普旅游

的参与性和体验性。游客在游玩过程中既增强了地学知识，

又提高了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意识。地学科普教育可以增强该

区科普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

减少对井陉地区地质遗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以科普旅游的

形式对地质遗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实现资源保护与科普旅

游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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