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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部分省级地质公园规划,探讨其编制思路。阐述公园基本情况、建设开发现状、公园发展规划、规划实施保障

及近期建设项目内容,为省级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省级地质公园；基本情况；开发现状；发展规划；实施保障；近期建设 

 

前言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生态旅游产品,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目前,省级地质公园建设如火如荼,

地质公园规划是地质公园建设指导性文件,必须具规范性、

合理性、科学性和前瞻性。本文在研究部分省级地质公园规

划的基础上,提出其编制思路及编制内容。 

1 省级地质公园规划编制现状 

省级地质公园规划严格参照《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

术要求》编制。此外,结合各省地质公园建设情况,江西、广

东制定了《省级地质公园验收标准》、陕西实施了《地质公

园建设规范》、河南出台了《地质公园建设指南》,为省级地

质公园规划编制提供依据。通过研究江西省杨岐山、广东英

德英西、四川茂县叠溪松坪沟、湖南省云山等省级地质公园

规划,制定其编制思路见图 1。 

 

图 1  省级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思路 

2 省级地质公园规划编制内容 

2.1 公园基本情况 

2.1.1 区位条件 

包括交通、地理、经济和文化区位,是发展战略和规划

目标确定的主要依据；规划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 

2.1.2 边界范围 

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相关性、地域单元完整性、主要地质

遗迹景观集中分布且具有重要价值的区域、矿产等资源综合

利用、保护与开发关系、建设与管理关系、与现有规划衔接。 

2.1.3 地质遗迹景观及评价 

包括地质(体、层)剖面、地质构造、古生物、矿物与矿

床、地貌景观、水体景观、环境地质遗迹景观七大类。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定性评价是对自然

属性及景观价值的评价,包括典型性和稀有性、系统性和完

整性、自然性和原始性、优美性；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生

态、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价值,在此基础上,与同类地质

公园做对比评价。定量评价是对景观价值和开发利用条件的

综合评价,建立相应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

模糊数学模型确定评价等级(世界级、国家级、省级、省级

以下)。 

2.1.4 其他自然与人文景观及评价 

包括自然生态景观、古树名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依据《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规范》规定的风景资源评价

指标层次,进行综合评价(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2.1.5 公园性质与特色 

体现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景观资源的禀赋特征、价值等级

及主要功能。 

2.2 建设开发现状 

2.2.1 基础设施 

查明交通、水电、卫生、通讯设施等现状,明确制约地

质公园发展的内容。 

2.2.2 服务设施 

查明园内及周边住宿、餐饮、安全防护、医疗等基础服

务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包括游客服务中心、科普教育基地、

公共信息标识牌、景点解说牌、导游、监控系统及网站等,

针对一般成熟景区,重点把握与地质公园的差异。 

2.2.3 管理机构 

查明地质公园现状管理机构及专业人才配备情况。 

2.3 公园发展规划 

2.3.1 规划背景及目标 

规划背景从国家重大战略机遇、省级重大政策指引、市

域重大事件、区域辐射等出发,结合地质公园建设开发的良

好势态,确保规划编制必要性和规划内容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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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体目标突出地质公园特色,明确功能定位。分项

目标分为资源保护、科普教育、旅游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地

质公园核心理念的具体实践。分期目标重点与相关规划衔接,

近期首要确保揭碑开园。 

2.3.2 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根据地质遗迹空间分布、保护区级别和范围,结合交通、

地形地貌、植被、水文条件,划分园区和景区。结合公园土

地使用功能差别、地质遗迹保护要求,充分考虑科普教育、

景区发展和旅游活动需求,设置地质遗迹景观游览区、人文

景观游览区、综合服务区、居民点保留区及自然生态区等。 

2.3.3 保护规划 

根据地质遗迹综合价值等级,突出保护重点,按特级、一

级、二级、三级及自然生态保护区实施保护。各级保护区落

实保护管理责任人,制定合理的控制要求,提出管理执法、技

术监测、设施保护、维护修缮、宣传教育等措施；结合特殊

地质遗迹的类型、规模、形态、价值等级、遭受损坏的难易

性,制定专项保护方案。 

采用线路法、面积法、卡口法确定地质公园环境容量,

制定明确的大气、水、声、土壤等生态环境质量要求。 

2.3.4 科学研究 

结合发展目标,围绕资源、保护、科普、解说、旅游、

推广、信息化及管理等制定。 

2.3.5 解说系统 

包括地质公园博物馆、科普影视厅、主碑、综合图文介

绍栏、景点解说牌、公共信息标识牌、图书影像出版物等。

解说内容、对象和工具体现一般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通俗

性、系统性与多样性、便捷性与适宜性。加强现代化技术的

运用。 

2.3.6 科学普及行动 

重点对象是青少年,主要任务是建立科普、教学、科研

基地,制定科学普及行动方案。兼顾社区居民和普通游客,

致力于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2.3.7 旅游发展 

通过市场调研,查明现状旅游客源及旅游收入,预测未

来发展趋势。根据公园资源特色及市场定位,规划科普、科

考、生态、观光、休闲、康体等项目及产品,制定满足不同

游客需求的旅游路线。 

2.3.8 信息化建设 

制定地质遗迹管理数据库与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标准、采

集及录入方法和要求；监测系统需满足保护规划要求及管理

需要；独立网站具查询便捷、访问流畅、主题风格突出、信

息更新及时、基本旅游功能完善、管理到位等特点。 

2.3.9 基础及服务设施 

结合公园建设现状及相关规划,对公园内外道路交通、

供水供电、环境卫生、通讯及住宿、餐饮、医疗、安全防护

设施等进行合理规划。 

2.3.10 土地利用 

符合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充分考虑禁止建设区、限制建

设区、适宜建设区,结合保护、建设需要,兼顾园内村庄发展

需求。 

2.3.11 社区行动计划 

重点与园内村庄发展规划相衔接,将居民点划分为控制

型、缩小型、聚居型和搬迁型。结合公园所在地生态文明建

设和乡村发展方案及乡村振兴战略等,提出劳动力转移、产

业结构调整、乡村环境整治计划。 

2.4 规划实施保障 

2.4.1 管理机构 

成立地质公园实体管理机构,并通过地方编委或编办批

准。 

2.4.2 专业人才 

管理机构必须配备一定数量地学专业人才。 

2.4.3 地学导游 

必须具备较高的地学背景知识水平及综合素质,经考核

合格后持证上岗。 

2.5 近期建设项目 

确定依据为初步实现地质公园保护地质遗迹、普及地学

知识的目标,并确保揭碑开园。严格按照地质公园验收标准,

分为保护、展示、监测、服务、基础工程等。 

3 结语 

本文制定了省级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思路,提出围绕公园

基本情况、建设开发现状、公园发展规划、规划实施保障及

近期建设项目编制规划,能够为省级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提供

一定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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