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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 

  

前  言 

中国的地质公园建设，是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体系”的倡议，贯彻国务院关于保护地

质遗迹的任务，由国土资源部主持于 2000 年开始进行的一

项新工作。 

地质公园担负三项任务：第一，保护地质遗迹，保护自

然环境；第二，普及地球科学知识，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高；

第三，开展旅游活动，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地质公园体系已初具规模。地质公园事业的

发展使得我国地质遗迹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

段，依托地质公园建设，很多珍贵地质遗迹得到了切实保护，

社会地球知识科学普及水平迅速提升，同时还带动了旅游及

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振兴。 

为加强地质公园管理，进一步规范我国的地质公园规划

建设，指导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特制订本技术要求。 

一、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 

地质公园的规划编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保护优先，科学规划，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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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现地质公园宗旨，突出地质公园特色。 

3.统筹兼顾，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二、规划工作的主要依据及规范性引用文件 

（一）法律法规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国发[2000]38 号）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地质矿产部） 

古生物化石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 

（二）技术规范、标准、指南类： 

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技术要求与工作指南（国土资源

部，2002-11）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指南和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

部，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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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 

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GB/T 14529-93） 

旅游规划通则（GB/T18971－2003） 

国家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规范（国家环保局，1996） 

关于加强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

发〔2009〕50 号） 

（三）地质公园所在地的相关规划：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矿产资

源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森林公园总体

规划、交通规划、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

划等。 

三、规划工作的重点及要求 

（一）合理划定、明确界定地质公园范围 

1.范围划定的原则 

地质公园的范围划定要以能够包含构成地质公园的主

要地质遗迹并能实施有效保护为基本原则，方便管理，避免

公园规划面积过大，充分考虑区域内矿产资源赋存状况和地

方经济建设情况，避免公园内设置矿业权，要注意与地方经

济发展相协调。 

2.范围的表述 

地质公园的范围除文字描述外，同时要用边界控制点（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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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坐标标注在适当比例尺的地形图上。公园范围如有变动

必须标明变动情况，并说明变动的理由和原因。 

3.土地权属及使用 

地质公园的土地权属应清晰。公园内的土地权利人应服

从地质遗迹保护的管理要求，其土地用途应符合地质公园规

划，必要时以“契约”“协议”等形式约定。 

4.勘界 

地质公园边界及地质公园内的功能区界线，必须使用测

绘仪器或 GPS 定位仪（注明误差）进行准确勘界，测定边界

的重要拐点坐标，并标注在以相应比例尺的地形图为底图的

《地质公园园区划界实际资料图》上（根据规模按规划图件

要求确定比例尺）。根据实际管理的需要，应依照边界类型，

设立明确的界线标示碑或标示牌。地质公园勘界的图形与实

测数据应建库存档。 

为便于管理，在保证地质遗迹的完整性和有效保护的前

提下，边界划定可充分利用山脊线、山谷线、河流中线、水

岸、陡崖边线、道路、行政区边界、土地权属边界等具有明

显分界特征的地形、地物界线。 

(二)地质公园园区、功能区 

1.园区、景区 

在公园范围内，按地质遗迹景观和其它景观类型的空间

分布与组合特征、地貌的自然分区、交通连通状况，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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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辖区的因素，可将地质公园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园区和园

区之下的景区。为便于公园统一管理，一个公园的园区应相

对集中，数目不宜过多。 

2.功能区划分 

功能区的划分应依据土地使用功能的差别、地质遗迹保

护的要求并结合旅游活动的要求，在公园或独立的园区范围

内，可酌情划分出如下功能区：门区、游客服务区、科普教

育区、地质遗迹保护区、自然生态区、游览区（包括地质、

人文、生态、特别景观游览区）、公园管理区、居民点保留

区等。 

其中： 

地质遗迹保护区：根据保护对象的重要性，可划分为特

级保护区（点）、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区。

保护区的范围必须准确划定(要有重要拐点坐标)。各级保护

区要有明确的保护要求：特级保护区是地质公园内的核心保

护区域，不允许观光游客进入，只允许经过批准的科研、管

理人员进入开展保护和科研活动，区内不得设立任何建筑设

施；一级保护区可以安置必要的游赏步道和相关设施，但必

须与景观环境协调，要控制游客数量，严禁机动交通工具进

入；二级、三级保护区属一般保护区，允许设立少量地学旅

游服务设施，但必须限制与地学景观游赏无关的建筑，各项

建设与设施应与景观环境协调。所有地质遗迹保护区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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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任何与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工程建设活动；不得进行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活动；不得设立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

疗养院等大型服务设施。 

在公园园区范围内，依据地质公园设立前批准的当地经

济发展规划等开展的工程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应当补充

地质遗迹保护可行性论证报告，经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

查，报国土资源部批准后方可动工。建设单位应确保其建设

活动不得破坏公园内的地质遗迹。 

地质公园内禁止开山、开荒等破坏地貌景观和植被的活

动，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工业开发区。 

科普教育区：公园博物馆、科普电影馆（影视厅）、地质

科普广场一般设于此区。要考虑景区已有的建设，有条件的

公园可以建立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科普培训基地，开辟专

项科普旅游路线等。 

游客服务区：服务区内可发展与旅游产业相关的服务业，

控制其他产业，不允许发展污染环境、破坏景观的产业。服

务区的面积可控制在地质公园总面积的百分之二以内。 

（三）地质遗迹的调查、评价、登录和保护 

应开展对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登录和保护（地质遗迹

类型划分可参照附表 1）。规划应说明公园内地质遗迹调查、

评价、登录和保护工作现状，并确定近期、中期、长期的工

作目标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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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质遗迹的调查 

地质遗迹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查明公园内应当予以保

护的地质遗迹的类型与空间分布；地质遗迹的地质地貌背

景，例如构成地质遗迹的岩石、地层，控制地质遗迹形成的

构造与外营力作用，地质遗迹所处的地貌类型单元等；能描

述和分析地质遗迹形态和性状特征的各种参数；地质遗迹受

到破坏与保护的现状；对地质遗迹产生破坏或威胁的自然与

人为的影响因素。 

地质遗迹野外调查的信息与数据采集，应能满足地质遗

迹评价和建立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数据库的要求。 

地质遗迹调查应以已完成的中、大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

成果为基础，以实测的大比例尺地形图为载体，以提高调查

的精度和控制程度。 

2.地质遗迹的评价与登录 

按科学价值、美学价值、科普教育价值及旅游开发价值

为主并参考有关因素对地质遗迹进行综合评价，将地质遗迹

划分为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及省以下级四个等级。按类按

级编列公园全部地质遗迹名录，并按相关的技术要求进行档

案登录和数据库录入，为有效保护与科学管理提供依据（地

质遗迹数据库办法另订）。 

3.地质遗迹的保护 

将公园内地质遗迹分别划入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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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遗迹保护区中，并有针对性地分别列出其主要影响因素及

保护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与保护措施，使园中地

质遗迹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特级、一级地质遗迹的保护责

任要落实到人。 

(四)地质公园的科学解说系统 

科学解说系统是地质公园的主要特色，其内容包括：户

内外解说设施（地质博物馆，科普电影馆（影视厅），公园

与园区主副碑，解说碑、牌、栏，交通指示牌等），解说员

与解说设备的配备，解说出版物（公园科学导游图、地质公

园丛书、地质公园解说词及主要地质科普路线解说词，科普

音像出版物等）。 

要求： 

地质博物馆：各地质公园都要建立以普及本园区地质景

物知识为主，面积相应的博物馆。独立的园区应当建立相应

的展室。 

科普电影馆（影视厅）：是以科普电影方式向游客介绍公

园科学、历史文化知识的最佳途径。各公园都要建立适当规

模及技术等级的科普电影馆。 

解说牌：主要地质遗迹景物（点）都要设立科学、通俗、

直观的中英文对照（或因地增加其它语种）解说牌。每个国

家地质公园应不少于 50 块；有多个独立园区的地质公园，

其每个独立园区应不少于 30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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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词：要将编写导游员专用的公园、园区、景区、特

设旅游路线的解说词，地质博物馆讲解词列入规划（针对不

同讲解对象应当编写不同的版本）。 

导游员配备：每个独立园区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导

游员，须经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并订出定期地学知

识培训计划及要求（每年不少于一周，世界地质公园还要增

设外语培训）。要编制导游员配备计划和近期实施方案。 

地质公园丛书：是一套具有地质公园自助导游性质的丛

书，要求每个地质公园编制一套，公开出版发行。 

地质公园科学导游图：是计划公开出版发行的一套以数

字地图为底图、直观显示地质地貌特色的游客用导游图。要

求每个地质公园编制一张（要求另订）。 

（五）地质公园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提升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

必须强化。各地质公园必须按要求制定科学研究计划。 

1.科学研究的原则 

以提高园区地质、人文、生物资源研究水平，提高地质

公园的管理及政策水平，更好地实现地质公园“三大任务”

为基本原则。 

2.科学研究选题的依据 

紧密围绕资源、保护、科学解说、打造有科学含量的旅

游产品、提高旅游效益、保障游客安全以及公园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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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设立科研课题。 

主要针对以下领域提出研究课题： 

*园区主要地质遗迹形成原因及在全球或全国范围内地

质演化中的代表性 

*园区主要地质地貌形成演化规律、美学特色、分类及

评价准则及国内外对比研究等 

*园区主要人文、生物景观资源研究 

*科学解说研究(包括解说员培训，地质博物馆，科普电

影馆（影视厅），解说碑牌，导游词编写、科学导游图的编

制、科普音像读物编制等) 

*地质遗迹和生态环境保护方法与措施 

*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 

*数字地质公园建设 

*其它 

3.计划编制要求 

按规划年限要求编制远期、中期及近期计划，近期（3-5

年）计划要编列研究课题名录并提出实施行动方案（包括人

员、经费投入等）。 

4.科学研究的人力资源配备 

整合现有各方面的研究资源，制定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

构、大专院校、专家的合作计划，以及地质公园自身科技人

才的配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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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研究的经费保障 

计划要提出科学研究项目立项的主要渠道、经费的主要

来源及筹措方式。提出保障研究经费的措施和方案。如以不

低于地质公园门票收入的百分之二作为科研基金，并争取当

地政府的资金支持，同时争取进入国家科研计划或国际地质

研究合作项目以获得资助。 

6.科研成果的出版、交流与转化 

要提出主要科研成果的出版途径与方式，提出研究成果

转化为本公园建设与管理服务的要求，制定出利用成果参与

或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计划，建立姊妹公园的计划

等。 

（六）科学普及工作 

开展科学普及活动是地质公园设立的三大任务之一。应

以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为基本原则。各地

质公园应制订科学普及工作方案。 

1.乡土科普活动 

制定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乡土科普教育、环境友好教育、

组织青少年春、秋游园、夏令营、冬令营及其它专题性科学

普及活动方案。提出建立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计划。 

2.教学实习活动 

制定面向大中专学生及科研机构在公园内科研教学实

习编写论文等活动计划并提出近期（3-5 年）的行动方案。



 

 12

提出与有关院校科研学术机构合作建立教学实习、科研基地

计划。 

3.面向普通游客的专项科普活动 

面向普通游客的专项科普活动需求，对客源构成、活动

条件进行可行性分析，编制活动计划。 

（七）地质公园的信息化建设规划 

用现代科技完善信息化建设是建设和管理地质公园的

基本要求。要加强地质公园数据库、监测系统、网络系统的

建设。地质公园信息化建设应包括以下内容： 

*在公园各景点及重点位置安装监测仪器，建立监测中

心，加强对园区的监控管理，确保游客安全，及时发现地质

遗迹损毁事件以及地质灾害和火灾隐患等； 

*建立全园的信息网络系统，包括设立在信息中心的主

机，设立于公园各处的终端机、信息自动服务台、触摸屏、

电子导游系统、大屏幕、虚拟现实系统、面对面信息服务台

等设施。实行信息互通，向游客及时提供游览信息、游览指

南，引导游客游览、疏导客流等； 

*建立地质公园网站，沟通与各个方面的信息联系，要

具有公园及地质遗迹展示、科普教育和地质公园研究平台、

远程票务住宿预订服务等功能； 

通过 WebGIS 的技术手段将地质公园数据库、地质公园

网站和地质公园展示系统、地质公园监测系统整合起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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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远程科研数据获取，数据检索查询，公园网络营销与服务

等功能。 

（八）地质公园的管理体制与人才规划 

健全的管理机构和有序的管理体制，是建设和管理好地

质公园的保障。规划时必须做好地质公园管理体制规划，应

把地质公园管理机构的名称、级别、二级机构设置、人员编

制、管理职能等编列清楚，并以公园上一级政府正式批件为

据。如公园管理机构与其他管理机构（如风景名胜区、自然

保护区及森林公园等）相互重叠时，必须设立专门管理地质

公园日常业务的科室。 

地质公园管理人才、科技人才（特别是地学专业人才，

要求世界地质公园 5-8 人，国家地质公园 3-5 人）是建设和

管理好地质公园的重要保障，必须将公园的人才结构和配备

途径、培训计划纳入地质公园的规划。 

四、规划的成果要求 

地质公园规划应提交以下成果： 

（一）规划文本 

规划文本是实施地质公园规划的行动指南和规范，应以

法规条文的方式、简明扼要地直接表述地质公园规划的结

论，规定做什么和怎么做，体现规划内容的指导性、强制性

和可操作性。 

规划文本的编写要求见《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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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二）规划编制说明 

地质公园规划编制说明是对规划编制的主要原则、主要

内容、编制过程、初审情况等方面的简要说明，具体应包括

以下内容： 

1. 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原则及指导思想。着重说明规

划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特点。 

2. 规划编制过程、规划研究情况。 

3. 规划目标、任务、主要指标及主要内容的确定过程与

依据。 

4. 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5. 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对规划的审核情况。 

6. 征求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专家等意见的情况以及协

调、论证情况。 

7.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三）规划图件及编制要求 

1.主要附图 

地质公园区位和交通图 

地质公园地质图 

地质公园园区划界实际资料图 

地质遗迹及其他自然人文资源分布图 

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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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规划总图 

地质公园园区（景区）功能分区图 

地质公园土地利用规划图 

地质公园遥感影像图 

地质公园科学导游图 

2.相关图件比例尺原则按如下要求选择 

小 型 地 质 公 园 ： 面 积 ≤ 20km ２ ， 图 纸 比 例 为 

1/5000-1/10000 

中型地质公园：20＜面积≤100km ２，图纸比例为 

1/10000-1/25000 

大型地质公园：100＜面积≤500km２，图纸比例为 

1/25000-1/50000 

特大型地质公园：面积＞500km ２ ，图纸比例为 

1/50000-1/100000 

3.地质公园规划图件基本内容编制要求 

（1）地质公园区位和交通图 

用不同比例的几张图（如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组合起来，将本地质公园在全国、全省（区、市）、全

市中的位置和大致范围表示清楚，并在公园所在市的道路交

通图上，将距公园最近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码头

以及市中心区到本地质公园大门的联接道路表示清楚。如果

是世界地质公园还应用世界地图示意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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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质公园地质图 

以地形图为底图，按相应比例尺地质图编制要求编制。 

（3）地质公园园区划界实际资料图 

根据面积的大小按规定选用相应比例的地形图，将公园

全部范围边界和各园区的界线用测绘仪或 GPS 进行实测，重

要拐点坐标进行编号并标注在图上。测点坐标资料造册存

档。此图是政府批准公园面积的依据，也是用图纸计算公园

和园区面积的依据。 

（4）地质遗迹及其他自然人文资源分布图 

是资源现状图，用不同的图例将调查到的主要地质遗

迹、地质景点、水域景点、生物景点、人文景点，分类、分

等级标示在相应比例尺的底图上。 

（5）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图 

按地质遗迹保护区进行分级（如特级、一级、二级和三

级），并用不同的色彩区分表示，特级和一级保护区边界的

重要拐点必须用 GPS 实测，并编号标注在图上，测点资料造

册存档。 

（6）地质公园规划总图 

包括所规划的地质公园各园区、主要景区、重要景点以

及各园区内的主要旅游服务设施（大门、停车场、标志碑、

游客中心、博物馆、重点公共卫生间、餐饮购物场所、观景

台等）、主要游线道路或其它交通设施的位置、范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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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地质公园（园区）功能分区图 

对公园各园区的不同功能进行区划，各不同功能区（如

游客服务区、科普教育区、地质遗迹保护区、人文景观区、

自然生态区、公园管理区、居民点保留区等）要有明确的范

围和界线，并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以指导下一

阶段的公园建设规划（详细规划）。 

（8）地质公园土地利用规划图 

按附表 3将地质公园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现状及土地利用

规划方案编制成图。 

（9）地质公园遥感影像图 

按规划图件比例尺精度要求编制，图面上要有公园范围

及有关地物内容的文字标示。 

（10）地质公园科学导游图 

是游客了解公园主要地质景物、安排食宿、交通等的自

助导游图。科学导游图以遥感影像图为底图转换成地貌晕渲

图，直观地将主要地质遗迹、地质地貌景观、重要人文景物

的位置，观景点以及博物馆、食、宿、医疗、救护场所的位

置表示出来，并将到达这些景点或观景点的交通线路和步行

线路表示出来。图面应设计为折叠页形式，以便于游客携带。 

4.编制规划图件注意事项 

针对国家地质公园规划中图件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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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项： 

（1）在图框内的右下角绘制图栏，图栏内要注明：规

划名称、该图纸名称、比例尺、编制单位名称、图号和编制

日期等信息，必要时要有规划项目负责人和制图人签字。 

（2）规划正式图纸必须在图框内右上角标注指北针和

比例尺。 

（3）在目前没有统一图例的情况下，为方便使用，建

议所有自然景点景物和天然地物均用小圆圈图例，所有人工

设施和建筑物均用小方框图例。 

（四）专项研究报告 

国家地质公园规划专项研究报告是从研究角度为规划

编写提供更加准确、详尽的理论和实际分析论证依据。 

其编写要求见《国家地质公园规划专项研究报告编写提

纲》（附件 2）。 

 

（五）基础资料汇编 

主要是规划编制中形成的基础调查资料、资料辑录、数据

统计、重要的参考文献等。 

五、本技术要求的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所有国家地质公园。原《国家地质公

园总体规划指南（试行）》停止执行。 

六、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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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作由地质公园属地地方政府和省级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联合主持，以委托或招标方式进行。 

由于地质公园规划是一项技术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承担规划工作的单位必须熟悉地质公园规划的技术要求、具

有编制地质公园规划的实际经验，规划编制组成员必须由多

专业的技术人员组成，除地质专家外，还应包括相关规划专

业（城市规划、风景区规划、工程规划或土地利用规划等）

的技术人员，必要时可邀请生态学、文物保护、工程建设、

旅游规划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规划单位应将相关工

作经历与成果、人员的专业与职称构成、管理体系等材料，

报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核认定。 

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经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初审后报

国土资源部批准，由国家地质公园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发布并实施。 

附件：1.《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纲要》 

      2.《国家地质公园规划专项研究报告编写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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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纲要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公园位置 

自然地理位置、行政区划位置、地理坐标。 

第二条 范围、边界、面积 

指经过当地政府确权的公园范围、边界（含主要拐点坐

标）和面积。 

第三条 规划期限  

近期发展规划（5年以内）、中期发展规划（6－10 年）

和远期发展规划（11-20 年），年限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统一。 

第四条  规划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指南，公园及公园所

在地区已批准的相关规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地质

公园文件等。 

第五条 公园发展概况及规划背景 

公园建设史及现规划编制的背景说明 

第二章  地质公园的性质与发展目标 

第六条 公园性质与特色 

第七条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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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发展目标、分项目标、分期发展目标（长远发展目

标、中期发展目标和近期发展目标）。 

第三章  地质遗迹景观及评价 

第八条  地质地貌概述 

第九条  地质遗迹类型 

参照有关的分类划分 

第十条  地质遗迹对比评价 

按科学价值、美学价值、科普教育价值及旅游开发价值

等对地质遗迹进行对比评述，并分别按上述标准列出其级别

（分为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和地方级）。 

第四章  其他景观资源及评价 

第十一条  生物及其他自然景观及评价 

第十二条  人文景观及评价 

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章  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第十三条  总体布局与园区、景区划分 

根据资源的自然组合分布状况结合行政管区，将公园划

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园区、景区，构成公园相互联系的总

体空间布局。 

第十四条  功能区划分 

按担负的任务划分出不同的区域，如：游客服务区、科

普教育区、地质遗迹保护区、公园管理区、居民点保留区等。 



 

 22

第六章  地质遗迹保护 

第十五条  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划分及边界坐标（主要拐

点）的确定 

第十六条  各级保护区的控制要求与保护措施 

第十七条  特殊地质遗迹的保护方案 

第七章  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保护 

第十八条  地质公园环境容量控制与自然生态环境的

保护 

在确保公园环境优美情况下制定出整个公园及各园区，

景区的游人日容量、年容量；提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内容及

保护措施。 

第十九条  灾害防治 

列出园内易发地质灾害、森林火灾、游客安全事故的种

类、地点及防治预案。 

第二十条  珍稀物种名录及保护 

列出国家 1级及 2级保护动植物名录及保护措施 

第二十一条  人文景观保护 

列出园内重要人文景观名录及保护措施 

第八章  科学研究 

第二十二条  课题选择和依据 

围绕公园资源、保护、旅游、解说教育及管理等方面，

以促进地质公园建设为目的拟定课题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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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计划编制 

将选定的研究课题按公园规划期限分期编制研究工作

计划 

第二十四条  近期研究计划的实施 

将近期（3-5 年）研究计划按课题提出招标、委托或合

作的实施方案。 

第二十五条  研究经费 

提出保障研究经费的措施和方案。如以不低于地质公园

门票收入的百分之二作为科研基金，争取当地政府的资金支

持，同时争取进入国家科研计划或国际地质研究合作项目以

获得资助。 

第二十六条  科学研究成果出版及转化 

第九章  解说系统规划 

第二十七条  解说系统架构 

阐明本次规划解说系统的架构，应包括室内、户外解说

设施（地质博物馆、科普电影馆、解说碑牌、路标）及科学

导游图、书画册、音像制品等。 

第二十八条  地质博物馆及科普电影馆（影视厅） 

数量、选址、规模及布局。 

第二十九条  公园主、副碑及综合图文介绍栏 

说明主副碑的选址、设计要求及公园、园区综合导游图

文介绍栏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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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景点、景物解说牌 

地质遗迹及其它景点、景物解说牌的数量及其布局。 

第三十一条  公共信息标识牌 

包括园区内外交通信息、游览、服务信息及保护安全提

示牌分布数量与布局。 

第三十二条   图书音像的出版和推广 

包括科学导游图、简介、科普图书、光盘及电子读物等

的编制出版方案及推广计划。 

第三十三条  解说系统设施维护与更新 

第十章  科学普及行动 

第三十四条  乡土科普活动 

面向中小学生（以公园周边地域为主）开展乡土教育、

环境友好教育，组织青少年春秋游、夏令营、冬令营及其他

专题性科学普及活动，建立科普教育基地计划等。 

第三十五条  科学实践活动 

制定面向大、中专学生及科研机构在公园内科研实习、

编写论文等活动计划，与有关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实习、

科研基地计划等。 

第三十六条  面向普通游客的专项科普活动 

第十一章  旅游发展 

第三十七条  旅游客源市场 

包括客源市场调查、定位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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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地质公园推广计划 

说明向公众推介来园旅游的措施和安排 

第三十九条  旅游项目及旅游产品 

根据公园的资源特色及市场定位，规划观光、休闲、康

疗、科考、科普等项目及产品。 

第四十条  专题考察路线 

体现公园特色的地学、生态、人文专题性考察路线。 

第十二章  地质公园信息化建设 

第四十一条  地质遗迹数据库 

按照国家地质遗迹数据库的要求提出建立数据库的计

划。 

第四十二条 公园监测系统 

提出建立公园监测中心，进行公园资源环境保护监测、

游客管理监测的建设意见与实施计划。 

第四十三条  网站建设 

公园网站的建立与维护 

第十三章  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 

第四十四条  道路交通 

包括外部交通、内部道路、交通、停车场及步道等其他

方式的游览道 

第四十五条  水电设施 

公园总需水量、水源、及供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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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用电负荷、电源、变配电方案。 

第四十六条  环境卫生 

公共卫生间的数量、设置； 

污水总量、处置方案； 

垃圾总量、处置方案。 

第四十七条  服务设施 

餐饮服务设施，住宿设施，安全及医疗服务设施。 

第十四章  土地利用 

第四十八条  土地利用 

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并填写《地质公园用地

平衡表》（附表 2）。 

第十五章  社区行动计划 

第四十九条  社区行动计划 

居住地调整和控制、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到为地质公园服

务的行业等。 

第十六章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第五十条  管理机构设置 

机构名称、级别、主要职责及人员编制。 

机构内部部门名称、职能及人员编制。 

第五十一条  各类专业人员的配备 

第五十二条  导游员及其培训 

导游队伍建设与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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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管理层培训 

第五十四条  近期建设项目计划 

在规划指导下制定地质公园近期建设计划 

第五十五条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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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地质公园规划专项研究报告编写提纲 

 

前言 

对规划编制的背景、规划中需要把握的重大问题等予以

分析与说明。   

1 公园基本情况 

1.1 自然地理概况 

公园所在的地理单元性质，山文、地势、流域、水域、

气候（气温、降水量、蒸发量、日照时数、无霜期等）、水

文、植被（植被类型与结构、植被与森林覆盖率）、生物、

土壤等方面的特征。 

1.2 社会经济概况 

人口（数量、密度、构成、分布），行政区划变化沿革，

产业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现状与预测。 

1.3 公园范围确定的依据 

根据充分满足公园内重要地质遗迹、主体地质景观及其

赋存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的需要，说明公园范围确定的依据。

分析公园范围划定的合理性与管理的有效性。 

1.4  公园发展概况 

1.4.1  地质公园的名称、资格授予时间 

1.4.2 地质公园取得资格以前的地质研究程度与主要



 

 29

研究成果 

1.4.3  地质公园申报和建设期间的考察、规划等工作

概况 

1.4.4  地质公园已完成的建设工作概况及已有的基本

设施 

1.4.5  地质公园已有的管理机构及人才结构情况 

1.4.6  公园如与世界遗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等相重叠或部分重叠，可简述

其设立的基本情况 

2  地质公园的发展战略与规划目标 

根据地质公园主体地质遗迹景观的类型、特色与价值，

围绕地质公园的基本任务并结合地质公园所在地区的社会

经济条件和发展战略，分析说明地质公园的发展战略(近、

中、远)。并对地质公园发展目标的合理性、实现的可行性

进行分析。 

3  地质遗迹景观及评价 

3.1  地质地貌景观概况 

描述区域地质、地貌景观概况及其演化历史。其中区域

地质概况包括地层与古生物、区域构造背景、岩浆活动与变

质作用以及区域地质发展史。地貌包括地貌分区、主要地貌

景观类型及其发展演变历史。 

3.2  地质遗迹景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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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园发育的地质遗迹景观类型，分别进行描述。 

3.3  地质遗迹景观评价 

3.3.1 地质遗迹景观价值评价 

3.3.1.1 科学价值（包含典型性、稀有性、完整性）； 

3.3.1.2 审美价值 

3.3.1.3 科普价值 

3.3.1.4 旅游开发价值 

3.3.2 地质遗迹景观综合价值等级评价 

通过和国内外同类型地质遗迹景观对比分析，综合评价

公园内主要地质遗迹景观的综合价值级别。 

4  其它景观资源评价 

4.1  其它自然景观及评价 

说明公园内其它自然景观的类型与特征，评价其科学价

值、审美价值、科普价值、旅游开发价值、生态价值，并评

价其综合价值级别。 

4.2  人文景观及评价 

说明公园内人文景观的类型与特征，包括物质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说明其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科普价值、历史文

化价值、旅游开发价值，并评价其综合价值级别。 

5  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5.1  总体布局概述 

5.1.1 布局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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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质遗迹资源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布局原则和方法。

例如规模适中原则，完整性、连续性原则，有效保护原则，

有利游客和方便管理原则，与相关规划协调一致原则，有利

社区福利改进原则等等。例如空间分析理论划界，群体意愿

调查，利用地貌、地物以及行政区划划界，保证公园共享基

础设施的完整性等等方法。 

5.1.2  总体布局与空间结构  

公园地质遗迹景观组合、地形地物、水系、行政区划等

的自然分布。 

从点（景点、居民点等）、线（景观线、游线、交通线

等）、面（景观组合区、地貌区、建筑设施分布区、行政区

等）的不同层次、功能和相互关系，描述公园的空间结构。 

5.2 园区、景区 

5.2.1  园区或景区划分的依据 

5.2.2  园区或景区的分区说明 

各园区或景区的特征、性质的描述。 

5.3 功能区 

5.3.1 功能区划分的依据 

5.3.2 功能区的分区说明 

各功能区的功能性质、特征的描述。 

5.4  地质公园的勘界 

5.4.1 勘界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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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需要勘定的地质公园的各类边界，以及勘界的工作

程序、技术方法与手段、精度要求、勘界数据与资料建库存

档的办法。 

5.4.2 边界标识碑牌的设立 

列出需要设立的不同级别与类型的边界标识碑牌的数

量与位置（列出拟建边界标识碑牌位置的地理坐标）。 

6  地质遗迹景观保护 

6.1  地质遗迹保护区类型、级別与范围的划分 

根据保护对象的自然状况可分为点状，线状，面状类型；

按科学价值珍稀程度可分为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保护区；

保护区的范围必须准确划定(其界线重要拐点要注明坐标)；

各级保护区要有明确的保护要求。 

6.2  地质遗迹保护措施 

将重点保护的地质遗迹景群、景点、景物划入保护区后，

要对地质遗迹保护区的保护现状、面临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提出科学的保护方案。特级及一级保护对象要落实到

人。 

7  生态环境与其它景观的保护 

7.1  生态环境保护 

7.1.1 生态环境质量的现状分析与评价 

对公园内的土壤、大气、水环境质量，噪声、环境本底

天然放射性剂量水平，水土流失情况，居民及旅客活动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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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的影响情况进行陈述和评价，并对生态环境影响做

出预测。 

7.1.2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对公园生态环境提出保护措施 

7.2  自然灾害防治 

对公园范围内及所在地区的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病虫

害、极端气候灾害、游客安全事故等灾害的历史状况、发生

背景与条件进行分析，论证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7.3  生物多样性与物种保护 

说明生物多样性与物种保护的现状，分析生物多样性与

物种面临的主要威胁，论证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7.4  人文景观保护 

说明公园内人文景观保护的现状，分析人文景观面临的

主要威胁，提出保护措施，并论证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与可行

性。 

7.5  地质公园的环境容量 

7.5.1 环境容量的计算 

说明公园、园区、景区、景点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的选择，

计算参数的确定，计算的依据。 

7.5.2 公园环境容量控制与管理的现状 

7.5.3 环境容量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7.6  地质公园的建筑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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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建筑容量的计算 

说明公园建筑容量计算方法的选择，计算参数的确定，

计算的依据。 

7.6.2 公园建筑容量控制与管理的现状 

7.6.3 环境建筑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8  地质公园科学研究 

8.1  课题选择的原则和依据 

8.1.1 选题原则 

主要围绕资源、保护、科学解说、打造有科学含量的旅

游产品、提高旅游效率、保护游客安全以及公园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设立科研课题，充分发掘公园的科学文化内涵并体现

前瞻性、实用性原则。 

8.1.2 选题依据 

8.1.2.1 对主要地质遗迹在全球或全国范围内地质演化

中的代表性的分析对比研究 

8.1.2.2 各类地质遗迹形成演化规律，美学特色，分类，

评价准则等的分析对比研究 

8.1.2.3 地质公园科学解说研究(包括解说员培训，地质

博物馆，科普电影馆（影视厅），解说碑牌，科普读物等) 

8.1.2.4 地质公园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研究 

8.1.2.5 地质公园经营管理问题研究 

8.1.2.6 地质公园旅游产品打造和实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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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7 地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研究 

8.1.2.8 数字地质公园建设研究 

8.1.2.9 游客安全研究 

8.1.2.10 其它需要研究的问题 

8.2  科学研究计划编制 

将选定的科研项目按规划期限要求编入计划。提出计划

实施办法和措施，对近期（3-5 年）科研计划要单独编列实

施方案。 

8.3  科研基金 

按门票收入的百分之二作为科研基金，要对科研基金设

立和使用的办法进行可行性说明。 

8.4  科研成果的出版与转化 

提出方案并进行可行性说明。 

9  地质公园解说系统 

9.1 解说系统规划的基本原则 

9.2  地质博物馆与科普电影馆（影视厅） 

9.2.1 地质博物馆 

新建及改造博物馆的选址、建筑规模与建筑风格要进行

多方案对比分析，提出推荐方案，并列出实施计划；编制展

出内容提要及展出形式要求。 

9.2.2 科普电影馆（影视厅） 

原则上要独立建立，条件不具备者可暂设于博物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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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列出建馆面积、座位数及放映技术等级，并列出实施计划；

编制放映影片名录、制作计划及技术要求。 

9.2.3 布展形式与演示形式 

对布展演示形式的技术思路、艺术风格以及不同方案的

比选进行说明。 

9.3 公园主副碑 

9.3.1 主碑 

对公园主碑的选址、占地规模、设计风格以及不同方案

的比选进行分析与论证，说明推荐方案的依据。 

9.3.2  副碑 

对公园副碑的选址、占地规模、设计风格以及不同方案

的比选进行分析与论证，说明推荐方案的依据。 

9.4  景点（物）解说牌 

对公园景点（物）解说牌设置和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技术

思路进行说明并编制实施方案。 

9.5  公共信息标识牌 

对公园公共信息标识牌设置和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技术

思路进行说明和编制实施方案。 

9.6  图书音像出版物 

对“公园科学导游图”、“ 国家地质公园丛书” 等图书

音像出版物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技术思路进行说明并提出实

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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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解说系统的维护与更新 

对解说系统维护与更新的基本原则和技术思路进行说

明并提出维护增补方案。 

10  科学普及行动 

10.1  乡土科普活动 

对乡土科普教育的活动内容、对象、活动条件及项目可

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近期活动方案。提出建立青少年科普教

育基地计划。 

10.2  教学实习活动 

对教学实习活动需求、客源构成、活动条件及项目可行

性进行分析并提出近期的行动方案。提出与有关院校科研学

术机构合作建立教学实习、科研基地计划。 

10.3  面向普通游客的专项科普活动 

面向普通游客的专项科普活动需求、客源及构成、活动

条件及项目可行性分析并编制近期活动计划。 

11  旅游发展 

11.1  旅游发展目标 

说明旅游发展目标和指标制定的依据。 

11.2  旅游客源市场 

11.2.1 市场调查 

说明市场调查的原则、技术方法，以及调查实施的过程

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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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市场预测 

说明市场预测的依据与技术方法。 

11.2.3 市场定位 

说明市场定位的依据与技术方法。 

11.3 旅游项目（产品） 

11.3.1 旅游项目规划的原则 

11.3.2 各类旅游项目规划的依据和设计思路  

11.3.3 各类旅游项目推广的基础条件与可行性分析 

11.4  地质旅游纪念品 

11.4.1 地质旅游纪念品开发的基本原则 

11.4.2 地质旅游纪念品主题确定、产品系列设计的依

据与技术思路 

11.4.3 地质旅游纪念品开发与营销规划的可行性论证  

12  地质公园信息化建设 

12.1 地质公园数据库与 GIS 

12.1.1 建设目的 

例如地质遗迹研究数据共享；有利地质遗迹管理等等。 

12.1.2 技术标准 

说明技术标准选择的依据，以及技术标准的适用性。 

12.1.3 内容与功能 

分析数据库内容与功能需求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说明数

据库总体框架的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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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应用与管理 

应用与管理能力的现状和需求分析，建设目标的可行性

分析。 

12.2 监测系统 

监测系统的现状与需求分析，说明公园的综合环境监测

系统（如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生态环境、物种等）和旅

游管理监测系统（如公园内的游客容量、交通疏导、旅游安

全等）规划的依据和技术思路。 

12.3  网站与网络系统 

网站与网络系统的现状与需求分析，说明公园网站与网

络系统规划的依据和技术思路，以及规划的可行性分析。 

13  基础及服务设施 

13.1 道路交通 

13.1.1 外部交通 

规划原则与结构分析 

13.1.2 内部道路和交通 

规划原则与结构分析 

13.1.3 停车场 

规划原则与结构分析 

13.1.4 其他交通方式 

规划原则与结构分析 

13.2  供水供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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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供水工程设施 

供水及需水量现状，需求预测，用水标准，水源选择的

依据、供水方案及工程建设的控制要求。 

13.2.2 供电工程设施 

电源及用电需求量现状，需求增长分析，电源选择、工

程选址、规模的依据及建设控制要求。 

13.3 环境卫生 

公共卫生间的规划原则，选址、布局的依据，建设控制

要求。 

污水、垃圾排放处理的现状，污水、垃圾排放量的预测，

处置原则，建设控制要求。 

13.4  通讯设施 

通讯设施现状，需求预测，规划原则，建设控制要求。 

13.5  服务设施 

13.5.1 餐饮服务设施的规划原则，选址、规模、布局

的依据，建设控制要求 

13.5.2 住宿设施的规划原则，选址、规模、等级、布

局的依据，建设控制要求 

13.5.3 安全、防护设施的规划原则，功能、布局的依

据，建设控制要求 

13.5.4 医疗服务点的规划原则、功能，选址、规模、

布局的依据，建设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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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土地利用 

14.1  土地利用规划 

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调整方案及规划协调。 

首先要对规划区本底的土地资源分析评估；对土地利用

现状进行分析，对现状不同类型用地的数量和分布进行分

析；在前述两项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地质公园的需要，综合

平衡，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规划、调整；根据地质公园用

地分类（如附表 3）最后编制土地利用平衡表（包括现状的

和规划的）。 

15  社区行动计划 

15.1  社区调整 

包括居民点调整与迁移，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到为地质公

园服务的相关行业中等。 

15.2  景观整治 

15.2.1 整治目标 

15.2.2 整治原则 

15.2.3 分期整治的依据 

16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16.1  管理机构设置 

16.2  职能部门设置 

16.3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 

专业人员配备现状，专业人员来源，专业类型、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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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配的需求分析。 

16.4 导游 

导游人才现状，对导游技能、能力、资质、地质专业知

识需求的分析，导游培训条件、途径的说明。 

16.5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现状，知识与能力结构的需求分析，培训条件

与途径的说明。 

16.6 近期建设项目确定的依据 

16.7 项目实施规划（多个项目应分别说明） 

16.7.1 实施地点的选择 

16.7.2 项目功能定位 

16.7.3 项目的结构与组织 

16.7.4 项目建设的控制要求 

16.7.5 项目的经济技术指标与投资估算 

16.7.6 项目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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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地质遗迹类型划分表 

大类 类 亚  类 

一、地质

（体、层）

剖面大类 

1.地层剖面 

（1）全球界线层型剖面（金钉子） 

（2）全国性标准剖面 

（3）区域性标准剖面 

（4）地方性标准剖面 

2.岩浆岩（体）剖

面 

（5）典型基、超基性岩体（剖面） 

（6）典型中性岩体（剖面） 

（7）典型酸性岩体（剖面） 

（8）典型碱性岩体（剖面） 

3.变质岩相剖面 

（9）典型接触变质带剖面 

（10）典型热动力变质带剖面 

（11）典型混合岩化变质带剖面 

（12）典型高、超高压变质带剖面 

4.沉积岩相剖面 （13）典型沉积岩相剖面 

二、地质

构造大类 
5.构造形迹 

（14）全球（巨型）构造 

（15）区域（大型）构造 

（16）中小型构造 

三、古生

物大类 
6.古人类 

（17）古人类化石 

（18）古人类活动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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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古动物 
（19）古无脊椎动物 

（20）古脊椎动物 

8.古植物 （21）古植物 

9.古生物遗迹 （22）古生物活动遗迹 

四、矿物

与矿床大

类 

10.典型矿物产地 （23）典型矿物产地 

11.典型矿床 

（24）典型金属矿床 

（25）典型非金属矿床 

（26）典型能源矿床 

 

 

 

 

五、地貌

景观大类 

12.岩石地貌景观 

（27）花岗岩地貌景观 

（28）碎屑岩地貌景观 

（29）可溶岩地貌（喀斯特地貌）景观

（30）黄土地貌景观 

（31）砂积地貌景观 

13.火山地貌景观 

（32）火山机构地貌景观 

（33）火山熔岩地貌景观 

（34）火山碎屑堆积地貌景观 

14.冰川地貌景观 

（35）冰川刨蚀地貌景观 

（36）冰川堆积地貌景观 

（37）冰缘地貌景观 

15.流水地貌景观 
（38）流水侵蚀地貌景观 

（39）流水堆积地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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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海蚀海积景观 
（40）海蚀地貌景观 

（41）海积地貌景观 

17.构造地貌景观 （42）构造地貌景观 

六、水体

景观大类 

18.泉水景观 
（43）温（热）泉景观 

（44）冷泉景观 

19.湖沼景观 
（45）湖泊景观 

（46）沼泽湿地景观 

20.河流景观 （47）风景河段 

21.瀑布景观 （48）瀑布景观 

七、环境

地质遗迹

景观大类 

22.地震遗迹景观 
（49）古地震遗迹景观 

（50）近代地震遗迹景观 

23.陨石冲击遗迹

景观 
（51）陨石冲击遗迹景观 

24.地质灾害遗迹

景观 

（52）山体崩塌遗迹景观 

（53）滑坡遗迹景观 

（54）泥石流遗迹景观 

（55）地裂与地面沉降遗迹景观 

25.采矿遗迹景观 （56）采矿遗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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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地质公园用地平衡表 

序 

号 

用地

代号 
用 地 名 称 

面积 

（km2） 

占总面积的

比例（%） 

人均面积 

（m2/人）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00 合计 地质公园规划用地     — — 

01 甲 地质遗迹景观用地     — — 

02 乙 公园设施用地       

03 丙 居民社会用地       

04 丁 交通与工程用地       

05 戊 林    地     — — 

06 已 园    地     — — 

07 庚 耕    地     — — 

08 辛 草    地     — — 

09 壬 水    域     — — 

10 癸 滞留用地     — — 

备  注       年现状总人口   万人，其中游客   人，职工   人，

居民   人 

      年规划总人口   万人，其中游客   人，职工   人，

居民   人 

注 1：其中“—”表示不适用。 

注 2：第 03 项的人均面积计算基数，只计算在项用地内居住的人数，    

不含游客数。游客数是指旅游高峰季节的日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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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地质公园用地分类表 

序

号 

代

号 
用地名称 范     围 备   注 

01 甲 
地质遗迹

景观用地 

地质景观用地、地质迹保护用

地、需恢复的景观用地、野外

游憩用地、其他观光用地 

 

02 乙 
公园设施

用地 

独立旅游基地用地、娱乐文体

用地、度假保健用地、科普设

施用地、其他设施用地 

 

03 丙 
居民社会

用地 

居民点用地，其他社会建设用

地 

非旅游建设 

用地 

04 丁 
交通与工

程用地 

对外交通用地、内部交通用地

(包括车场)、其他配套设施用

地 

 

05 戊 林    地 除园地外的所有林地  

06 已 园    地 各类人工经济林园地 不含竹木材林

07 庚 耕    地 菜地、旱地、水田、水浇地等  

08 辛 草    地 各类草地  

09 壬 水    域 河、湖、海、滩、渠、水库等  

10 癸 滞留用地 
所有废弃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