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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调查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质遗迹调查的术语和定义，工作目的任务，工作程序和精度，设计编审，调查内容

和方法，评价的内容、标准和方法，成果编制与验收达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Z/T 0001-1991 区域地质调查总则（1:50 00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质遗迹 Geoheritage 

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内外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

生的地质现象。 

3.2 

地质遗迹点Geoheritage site  

由成因上相同或相关、空间上相连的地质遗迹构成的区域或范围。 

3.3  

地质遗迹集中区Geoheritage concentration region 

若干个地质遗迹点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分布，且达到一定规模的区域范围。 

3.4  

地质遗迹调查Geoheritage investigation 

采用资料收集与分析、遥感解译、野外调查等综合方法和手段，调查一定区域内地质遗迹点特征、

范围和保存现状，分析其成因演化，评价其科学价值、美学价值，提出保护和利用的规划建议的工作。 



XX/T XXXXX—XXXX 

2 

4 总则 

4.1 地质遗迹分类 

4.1.1 地质遗迹依据学科和成因、管理和保护、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等因素划分为基础地质、地貌景

观和地质灾害等三大类、十三类和四十六亚类，分类见附录 A。 

4.1.2 十三类为地层剖面、岩石剖面、构造剖面、重要化石产地、重要岩矿石产地、岩土体地貌、水

体地貌、火山地貌、冰川地貌、海岸地貌、构造地貌、地震遗迹、地质灾害遗迹。 

4.2 工作目的任务 

4.2.1 查明地质遗迹的主要类型、分布与保存现状，评价其科学价值与美学价值，为地质遗迹的保护、

管理及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4.2.2 具体工作任务包括： 

a）收集整理分析研究调查区内已有的与地质遗迹相关的资料，筛选出具有重要价值的地质现象。 

b)了解调查区地形地貌、植被、气候、水文等自然地理条件，对筛选出的地质现象进行野外核查与

调查，查明其特征、分布及保护利用现状，圈定范围，确定地质遗迹点。 

c)了解区域地质条件，分析总结地质遗迹分布规律及成因演化。 

d)编制相关图件，建立地质遗迹数据库及信息管理系统。 

e)开展地质遗迹评价与区划工作，提出保护与科学利用建议。 

4.3 工作程序 

地质遗迹调查工作一般经历资料收集与分析，遗迹点筛选；设计书编制与审查；野外调查与核查；

综合研究与成果编制；建立数据库及信息系统；成果审查与验收等工作阶段。 

4.4 基本要求 

4.4.1 地质遗迹调查应采用资料收集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4.4.2 地质遗迹调查应调查反映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地质现象。 

4.4.3 重要的地质遗迹点应进行野外实地调查。 

4.4.4 野外工作用图采用国家测绘部门编制出版的地形图或地方有关单位测制并通过审查的专用地形

图、遥感图等，工作手图的比例尺应大于成图比例尺。 

5 设计书编审 

5.1 设计书编制 

5.1.1 根据任务要求，收集调查区的相关资料，筛选出调查对象，确定重点工作区域，选择调查方法

和技术路线，拟定工作方案，编制设计书。 

5.1.2 设计书要求结构完整、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格式规范，文字精练，附图附表齐全。设计书编

写题纲详见附录 B。 

5.2 设计书审批 

设计书经任务委托方组织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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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质遗迹调查 

6.1 总体要求 

6.1.1 地质遗迹调查应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开展野外调查，厘定地质遗迹类型、描述其特征、圈定地

理边界，分析其成因与演化过程，客观评价其价值，阐述保存现状与保护利用条件，提出保护与利用建

议。 

6.1.2 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应进行遗迹筛选，填写地质遗迹筛选信息表，见附录 C。 

6.1.3 对反应地质遗迹特征的重要地质现象应填写地质遗迹调查表，见附录 D。 

6.1.4 野外工作结束后，应编写野外工作小结，进行遗迹鉴评，填写地质遗迹鉴评结果表，见附录 E。 

6.1.5 地质遗迹价值等级评价标准，见附录 F。 

6.1.6 整理地质遗迹调查成果，填写地质遗迹信息采集表，见附录 G。 

6.1.7 地质遗迹调查结束后，应开展原始资料检查，并填写检查表，见附录 H。 

6.1.8 对遗迹点的命名参见附录 I。 

6.1.9 野外工作结束后应开展综合研究，编制相应的报告和图件。报告题纲见附录 J，图件的图例见

附录 K。 

6.2 调查内容 

6.2.1 自然地理特征调查 

调查地质遗迹点的地理位置，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植被、气候、水文，以及与地质遗迹相关的人

文历史等相关内容。 

6.2.2 地质遗迹特征调查 

调查地质遗迹点的分布、规模、形态、物质组成、性状、组合关系等基本内容，分析研究地质遗迹

点的地质背景（岩性、地层和构造）、成因（内外营力）及演化，确定地质遗迹点类型，圈定地质遗迹

点范围，初步评价其科学价值与美学价值。分类侧重调查以下内容： 

a）地层剖面侧重调查分层特征、接触关系及地层序列。 

b）岩石剖面侧重调查岩石结构、岩性分层及岩相序列。 

c）地质构造剖面侧重调查地质体和构造形迹及其所构成的空间结构与先后序次。 

d）古生物化石产地侧重调查古生物化石的个体种属及数量、埋藏特征、赋存层位，收集反映古生

态与古地理环境的证据。 

e）重要岩矿石产地侧重调查矿体的结构形态、产状、控矿构造和围岩蚀变等；矿业遗迹侧重探、

采、选、冶、加工、商贸的遗址调查和矿业史料的收集；陨石产地侧重陨石的成分、数量、形态、体积、

质量等。 

f）岩土体地貌侧重调查地貌单元的岩性、形态、规模、组合、结构关系、地理分布、地貌形成的

控制因素等特征，以及景观的美学特征。 

g）水体地貌侧重观测水体流量、流速、水温、水质、形态、规模等，以及不同季节的景观特征及

其依存的地质地貌环境。 

h）冰川地貌侧重调查冰川的宽度、长度、海拔高度及其所遗留的角峰、刃脊、冰斗、湖泊和冰碛

堤的形态、规模和它们的组合关系。  

i）火山地貌侧重调查火山的形态、大小及其喷发期次、时代和岩性成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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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海岸地貌侧重海蚀崖、海蚀柱、海蚀平台、岩岸岬角、海滩、海岸沙丘等地貌单体的形态、数

量、组合和分布等特征。  

k）构造地貌侧重调查断块山、断陷盆、断层崖、褶皱隆起的面积、形态、位移距离和活动构造的

位置、性质和时代等。 

l）地震遗迹侧重调查地震位置及引起的地质灾害现象，收集地震发生过程的证据、破坏征状、影

响范围和危害程度，了解地震的时间、震中、震源、震级和烈度。 

m）其他地质灾害侧重调查灾害的类型、规模、形态、分布范围、造成的危害程度等，了解灾害发

生的时间序列和主要原因。 

6.2.3 保护利用状况调查 

调查地质遗迹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威胁，并提出保护利用建议。 

6.3 调查方法 

6.3.1 一般要求 

6.3.1.1 应系统收集调查区自然地理、经济、区域地质、水工环地质、矿产资源、遥感影像、旅游资

源、人文历史等相关调查和研究资料，建立资料清单。 

6.3.1.2 利用收集的资料和遥感解译资料，筛选相关地质遗迹，填写地质遗迹筛选信息表。 

6.3.1.3 实物工作量应包括资料收集的数量、遥感解译的面积、调查面积、调查路线的长度、调查点

的数量、照片数量以及遗迹点数量。 

6.3.1.4 野外工作用图一般采用 1：50 000地形图，也可根据调查内容和范围选择适宜比例尺的地形

图或遥感图。 

6.3.1.5 省（自治区、直辖市）域地质遗迹调查成图比例尺为 1:500 000～1:2 000 000；重要地质遗

迹集中区成图比例尺不小于 1：250 000；重要地质遗迹点调查成图比例尺不小于 1:50 000。 

6.3.1.6 使用野外数字采集系统采集的野外数据，应在野外工作期间将所有野外记录及时整理并导出

调查表和信息采集表。 

6.3.2 资料收集与筛选 

收集调查区内已有的区域地质资料，初步确定调查对象；结合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

资料及其他地质地理资料，进一步确定调查对象；通过地方史籍（县志、考古、历史记载）及高精度遥

感影像、地质图等，确认地质遗迹的调查范围，填写地质遗迹筛选信息表（见附表 C）。 

6.3.3 遥感解译 

选择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数据，结合已有资料，建立地质遗迹影像特征和解译标志，初步确定地质

遗迹特征，圈定地质遗迹分布范围，为野外实地调查提供基础资料。 

6.3.4 野外调查  

6.3.4.1 调查方法 

野外调查路线采用穿越和追索相结合的方法，控制调查区地质遗迹的主要特征。对沿途不同地质现

象进行观测和记录，填写地质遗迹调查表（见附录D）。 

6.3.4.2 定点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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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调查点分为观察点、遗迹特征点和边界点。观察点主要记录描述地质遗迹的形态和组合、

地貌单元特征；遗迹特征点主要描述地质遗迹的特征；边界点主要描述地质遗迹的分布范围。地质遗迹

调查点应进行定点测量，记录位置和高程，并对重要地质现象或景观点勾绘信手剖面、素描，照像或摄

像，记录其规模和形态及结构等特征。地质遗迹点的命名应遵循命名的规则，见附录 I。 

 

6.3.4.3 多媒体信息采集 

多媒体信息采集包括摄影和摄像。照片应反映地质遗迹出露的全貌、总体现状及局部特点及形态；

影像应反映地质遗迹的地貌单元、保存现状及宏观特征等。 

6.3.4.4 圈定范围 

对地质遗迹出露边界控制点进行划定，根据遥感解译图和地质图，结合地质现象和景观点的分布确

定地质遗迹的范围、规模。 

7 地质遗迹评价 

7.1 一般要求 

7.1.1 地质遗迹评价遵循分类评价的原则。 

7.1.2 地质遗迹价值级别应组织专家集体鉴评确定,并填写地质遗迹点鉴评结果表（见附录 E）。鉴评

的标准，参见地质遗迹价值评价标准表（见附录 F）。省域地质遗迹调查对地质遗迹级别进行初步评价，

确定为Ⅱ级（国家级）及以上地质遗迹，需开展全国（或世界）范围的对比研究。 

7.2 评价内容 

   地质遗迹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评价内容包括科学性、稀有性、完整性、美学性、保存程度、可保

护性六个方面： 

a) 科学性，评价地质遗迹对于科学研究、地学教育、科学普及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b) 稀有性，评价地质遗迹的科学涵义和观赏价值在国际、国内或省内稀有程度和典型性。 

c) 完整性，评价地质遗迹所揭示的某一地质演化过程的完整程度。 

d) 美学性，评价地质遗迹的优美性、视觉舒适性和冲击力。  

e) 保存程度，评价地质遗迹点保存的完好程度。 

f) 可保护性，评价影响地质遗迹保护的外界因素的可控制程度。 

7.3 评价方法 

7.3.1 专家鉴评 

7.3.1.1 按照附录 A中十三类分别邀请同领域的专家组成鉴评专家组，经集体讨论，确定地质遗迹点

的级别，填写地质遗迹点鉴评结果表，见附录 E。 

7.3.1.2 每一类型地质遗迹点鉴评专家不少于 3人。 

7.3.2 对比研究 

选择与本项地质遗迹级别类相同或相似的地质遗迹点进行对比，对比的特征与要素（属性）应反映

遗迹的重要特征和价值，对比的对象不少于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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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评价标准 

7.4.1 地质遗迹分为Ⅰ级（世界级）、Ⅱ级（国家级）、Ⅲ级（省级）及 IV级（省级以下），具体划

分标准见附录 F。 

7.4.2 Ⅰ级（世界级）： 

a) 能为全球演化过程中的某一重大地质历史事件或演化阶段提供重要地质证据的地质遗迹； 

b) 具有国际地层(构造)对比意义的典型剖面、化石产地及矿产地； 

c) 具有国际典型地学意义的地质地貌景观或现象。 

7.4.3 Ⅱ级（国家级）： 

a) 能为一个大区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重大地质历史事件或演化阶段提供重要地质证据的地质遗

迹； 

b) 具有国内大区域地层(构造)对比意义的典型剖面、化石产地及矿产地； 

c) 具有国内典型地学意义的地质地貌景观或现象。 

7.4.4 Ⅲ级（省级）： 

    a)  能为区域地质历史演化阶段提供重要地质证据的地质遗迹； 

b)  有区域地层(构造)对比意义的典型剖面、化石产地及矿产地； 

c)  在地学分区及分类上，具有代表性或较高历史、文化、旅游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 

7.4.5 IV级（省级以下）地质遗迹是指不符合以上标准的地质遗迹点。 

7.5 地质遗迹区划 

7.5.1 地质遗迹区划包括自然区划和保护区划。依据地域聚集性、成因相关性和组合关系等条件按类

型进行自然区划；依据地质遗迹的等级、保存现状和可保护性等因素进行保护区划。 

7.5.2 地质遗迹自然区划按照地质遗迹出露所在的地貌单元、构造单元，结合遗迹分布规律，进行划

分，分为地质遗迹区、地质遗迹分区、地质遗迹小区三个层次。 

7.5.3 地质遗迹保护区划按照地质遗迹的等级、保存现状和可保护性进行划分。保护区划应当遵循自

然属地和行政区划分原则。保护区级别分为特级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世界级地质遗迹分

布区可划分为特级保护区；国家级地质遗迹分布区一般划分为重点保护区；省级及以下地质遗迹分布区

一般划分为一般保护区。 

8  成果编制与验收 

8.1 原始资料检查 

8.1.1 野外工作结束后，开展原始资料检查工作。 

8.1.2 原始资料检查包括文档资料检查、技术资料检查、野外核查三部分。 

8.1.3 按 10% ～30%的比例抽取“技术资料”进行室内检查，填写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室内检查记

录表（见附录 H.1），按 10%的比例，选取室内检查合格的原始“技术资料”，进行原始资料野外实地

核查，填写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野外核查记录表（见附录 H.2）。 

8.1.4 文档资料检查内容： 

a) 资料清单； 

b) 任务书和设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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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计审查及批复意见书、设计调整批复文件； 

d) 已收集的资料； 

e) 野外工作小结； 

f) 阶段性资料和年度原始资料内部检查记录及意见； 

g) 野外工作总结。 

8.1.5  技术资料检查调查表中各项内容文字描述和多媒体信息表达的准确性和详实程度。 

8.1.6 野外核查重点检查原始资料记录与现场实际情况的一致性与准确性。 

8.1.7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所有成员填写原始资料检查专家意见表（见附录 H.3）。 

8.2 成果编制 

8.2.1 成果报告 

成果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目的任务与工作开展、地质遗迹类型描述与分布规律、成因与演化、地

质遗迹评价与区划、保护与开发利用建议、创新点及成果转化应用等。报告编写题纲详见附录 J。 

8.2.2 图件及说明书 

8.2.2.1 地质遗迹资源分布图的图式图例见附录 K。 

8.2.2.2 地质遗迹资源分布图 。以 1:500 000地质图（简化）和地理底图作为背景图层，专题图层标

注地质遗迹点的编号、类型和价值。 

8.2.2.3 地质遗迹区划图。以 1:500 000地质图（简化）和地理底图作为背景图层，专题图层标注地

质遗迹点的编号、类型和价值；划分地质遗迹小区、分区、区，并以地貌和构造单位+主要遗迹类型进

行命名。 

8.2.2.4 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建议图。以 1:500 000比例尺地理底图为背景图层，专题图层标注地质遗

迹点的编号、类型和保护级别；说明每个遗迹点的重要性、保护方法和保护建议。 

8.2.2.5 重要地质遗迹点（集中区）资源图。成图比例尺的选取应适应地质遗迹的规模，能够清晰表

达组成地质遗迹的各种结构单元并准确描述所有典型及重要的地质现象（单元），一般不小于 1:250 000。

选择相应比例尺的地质图（简化）和地理底图为背景图层，专题图层标注地质遗迹点的范围和构成要素。

地质遗迹点应按附录 I命名。 

8.2.2.6 对地质遗迹资源图、地质遗迹区划图、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建议图编写图件说明书。 

8.2.3 数据库 

应根据地质遗迹信息采集表的要素，建立地质遗迹调查成果数据库和图件的空间数据库。 

8.3 成果评审 

报告应进行初审和终审。承担单位组织初审，任务下达单位组织终审。 

8.4 成果资料汇交 

验收和评审合格后进行成果资料汇交，汇交的内容及办法按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管理

办法执行，汇交的成果资料包括纸介质和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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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地质遗迹分类 

地质遗迹分类见表A.1。 

表A.1 地质遗迹分类 

大类

（Ⅰ） 

类 

（Ⅱ） 

亚类 

（Ⅲ） 
备注  

基础地

质大类

地质遗

迹 

 

地层剖面 

全球层型剖面  

层型（典型剖面）  

地质事件剖面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火山岩剖面  

变质岩剖面  

构造剖面 

不整合面  

褶皱与变形  

断裂  

重要化石产地 

古人类化石产地  

古生物群化石产地 集中产地 

古植物化石产地 植物实体 

古动物化石产地 骨骼等 

古生物遗迹化石产地 足迹 

重要岩矿石产地 

典型矿床类露头  

典型矿物岩石命名地  

矿业遗址  

陨石坑和陨石体  

地貌景

观大类

地质遗

迹 

 

岩土体地貌 

碳酸盐岩地貌（岩溶地貌）  

侵入岩地貌  

变质岩地貌  

碎屑岩地貌 
丹霞、雅丹地貌及砂

岩峰林地貌等 

黄土地貌 
土林、沟、塬、梁、

峁 

沙漠地貌  

戈壁地貌  

水体地貌 

河流(景观带)  

湖泊、潭  

湿地-沼泽  

瀑布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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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大类

（Ⅰ） 

类 

（Ⅱ） 

亚类 

（Ⅲ） 
备注 

地貌景

观大类

地质遗

迹 

 

火山地貌 
火山机构 火山锥、火山口 

火山岩地貌 柱状节理、熔岩流等 

冰川地貌 
古冰川遗迹 冰蚀地貌、冰碛地貌 

现代冰川遗迹 冰蚀地貌、冰碛地貌 

海岸地貌 
海蚀地貌 (侵蚀) 海蚀崖、柱 

海积地貌(堆积)  

构造地貌 

飞来峰  

构造窗  

峡谷(断层崖)  

地质灾

害大类

地质遗

迹 

地震遗迹 
地裂缝  

地面变形  

地质灾害遗迹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地面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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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地质遗迹调查设计书编写题纲 

地质遗迹调查设计题纲如下： 

 

一、前言 

（一）目的任务 

简要说明上级下达的项目任务书名称、文号及任务要求。 

（二）调查范围 

叙述地理范围、经纬度、面积。 

（三）工作内容及起止年限 

（四）区内自然地理概况 

简要叙述区内地形、植被、气候等；附调查区交通位置图。 

二、以往工作概况 

叙述前人工作项目名称、单位、工作年代、工作程度、范围及取得的主要成果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本项目开展的作用。附工作程度图及一览表。 

三、调查区地质概况 

说明区域构造位置与主要地质特征；简述与地质遗迹有关的地层、岩石、古生物、构造形迹、矿产

资源与矿业活动；简要评述地史阶段与事件对地质遗迹形成、演化的作用与意义。 

四、地质遗迹现状 

简述区内已有地质遗迹或可以开发利用的地质遗迹的类型、特征、规模、分布范围、主要成因，说

明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附地质遗迹筛选表。 

五、技术路线与工作方法 

（一）技术路线 

阐明地质遗迹调查的总体思路。 

（二）工作方法 

按地质遗迹类型、相关理论概念等所采用的针对性工作方法。 

六、工作部署 

（一）工作部署原则：根据任务书的要求，有针对性的阐述总体工作思路、技术路线和部署原则，

说明各项工作间的衔接及施工顺序。 

（二）总体工作部署：根据项目的要求和上述部署原则，对不同层次及各类地区工作作出总体部署；

并视具体情况分年度提出各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并附相应的工作部署图。 

（三）年度安排：说明年度工作安排的主要内容和工作量。当年工作安排要详细具体。 

（四）实物工作量 

为完成目标任务设计实物工作量（附实物工作量一览表）。 

（五）标准 

以本标准为准，结合实际，对调查采用的各种手段，提出具体标准。 

七、预期成果 

（一）调查报告、地质遗迹分布图及电子文档； 

（二）地质遗迹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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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台建设及人才培养等 

八、组织机构与人员安排 

（一）组织管理。 

（二）列表说明项目组成员姓名、年龄、技术职务、从事专业、工作单位及在项目中分工和每年参

加项目工作时间等。 

九、经费预算 

按地调项目经费预算要求，编制工作项目经费预算科目、预算依据及总算经费。 

十、组织管理与保障措施 

（一）保障任务完成，提高工作质量的具体措施。含技术措施，各种新技术方法的应用，提高工作

人员水平所采用的技术培训措施等。 

（二）安全及劳动保护措施。 

（三）项目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及措施。 

十一、附图与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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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地质遗迹筛选信息表 

地质遗迹筛选信息表见表C.1。 

表C.1 地质遗迹筛选信息表 

序

号

* 

编

号* 

遗 迹

名 称

* 

大 类

* 

类

* 

亚

类

* 

遗 迹

重 要

特征* 

地 理

位 置

* 

经度* 

E 

纬度* 

N 

地貌

单元 

地

质

时

代* 

赋

存

地

质

体

单

位 

岩

性 

构

造

单

元 

有 无

保 护

措施 

初 步

评 价

等级* 

所

属

公

园

* 

登录

人* 

登

录

时

间

* 

资

料

来

源* 

多

媒

体

编

号 

备

注 

                                             

                                             

                                             

                                              

                                              

                                             

                                              

                                              

注：带星号为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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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本表适用于所有类型地质遗迹资料筛选的信息录入。表中标*的为必填项。 

编号—按照省+市+县+数字格式填写，省县用数据库说明中的代码； 

遗迹—大类、类、亚类皆按附录 B 分类方案填写； 

地理位置—尽量写到镇以下的位置； 

经纬度坐标—按 E、N 表示，可以写多个拐点； 

地质体单位——岩石地层单位写到组，其它地质体单位按年代＋岩性单位填写； 

岩性—写到三大岩类的下一级具体岩性； 

构造单元—写到二级以下； 

地貌单元—分为盆地、平原（台地、丘陵）、山脉（高山、中低山）、高原；海岸单独填

写； 

初步评价等级—按 I、II、III、IV 级填写； 

多媒体资料—单独放文件夹，只填编号； 

所属公园—是否属于地质公园、风景区、保护区、森林公园、矿山公园、湿地公园等，

填写时尽量填写出所属园区的级别； 

地质时代—建议写中文汉字，括号内为代码； 

遗迹重要特征—要说明这个遗迹的判别标准，或者作为重要遗迹的突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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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地质遗迹调查表 

地质遗迹调查表见表D.1。 

表D.1 地质遗迹调查表 

填表说明： 

本表适用于所有类型地质遗迹的整体描述记录不同类型的地质遗迹调查记录； 

遗迹名称：地名（省+市+县）+遗迹亚类； 

类型、亚类：按照附录 A 地质遗迹分类填写； 

遗迹坐标：指遗迹核心点或拐点的坐标，可以填多个拐点坐标； 

野外编号  室内编号  
1/5 万地形图幅

名称及编号 
 

遗迹坐标 E                 N                  H 

观测点坐标 E                 N                  H 

遗迹名称   遗迹类型  亚类  

行政区属 省      市        县        乡（镇）        村 

交通状况  

遗迹出露范围  
露头地貌形态

描述和性质 
 

地质遗迹的地

质特征与参数

描述 

 

重要价值(意

义) 
 

 综合价值（评

价等级) 
 

保护与利用状

况 
 

照片编号  摄像编号  拍摄方位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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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点坐标：GPS 观测点位置，可以是多个观测点； 

交通状况：距最近的道路（高速、国道、省道、其他道路）等的距离及时间，与县级政

府所在地的距离 

露头地貌形态描述和性质：填写地质遗迹露头所处地貌部位和不同形态特征的分别描

述，填写露头性质（自然出露或是人工揭露）及出露率等； 

地质遗迹的地质特征与参数描述：描述与遗迹相关的区域地层特征、岩石类型、地质构

造等信息；从宏观到微观描述地质遗迹的物质组成、结构关系与形态大小等基本特征，分析

其主要成因，该部分内容应当尽可能地详细，并与遗迹详图、照片、素描等相配合。 

地质遗迹的基本特征描述包括： 

地层剖面类：填写地层单位名称、符号、地质时代、岩石组合、厚度、产状、接触关系，

分析其成因； 

岩石剖面类：岩浆岩填写岩体单位名称、符号、形成时代、岩性、岩相、含矿性与围岩

接触关系、围岩时代；变质岩填写岩石名称、变质相带类型、变质程度、变质作用类型、变

质温压条件、含矿性； 

构造剖面类：断层填写断层名称、性质、上盘地质体岩性及代号、下盘地质体岩性及代

号、形成时代、活动期次、走向、倾角、动力、变质岩分带、断层破碎带宽度；褶皱填写名

称、类型、核部地层及代号、翼部地层及代号；不整合界面填写名称、类型、上下覆地层单

位、岩性、产状； 

重要化石产地类：古人类化石产地遗迹填写遗迹名称、产出层位及代号、化石保存特征、

与古人类化石相关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古生物群化石产地、古动物化石产地、古植物化石产

地、古生物遗迹化石产地遗迹填写名称、所属生物门类、化石种属、古生物化石或古生物行

迹保存特征（化石层产出层位、化石层或遗迹层的厚度、出露面积、化石数量、密度、个体

大小、组合特征）、化石地层特征（地层单位名称、时代、厚度、岩石名称、岩性特征）； 

重要岩矿石产地类：矿物填写名称、类型、形态特征、形成特征、围岩时代、矿物组合、

成因类型；矿床露头填写名称、矿种名称、共生矿、伴生矿、成因类型、成矿时代、开发现

状、工业类型； 

岩土体地貌类：填写组成地貌遗迹的主要景观体的类型、形态（单体和整体）、单体特

征（长、宽、高）、丰度、组合关系等。 

水体地貌类：河流亚类主要描述地貌景观体的类型、河床形态、河段长度、河谷宽度、

河床比降、水流状态、最大水深、河流曲率、水质、河岸地质特征、河岸植被情况等；湖泊、

潭亚类主要描述其类型、面积、岸线长度、深度、体积、水质、透明度、湖岸类型，湖岸地

质特征、湖岸植被情况；湿地－沼泽亚类主要描述类型、水质、水深、植被分布、鸟类与动

物分布；瀑布亚类主要描述类型、宽度、水流落差、水流状态、水质、跌水级数及所处河流

名称；泉亚类主要描述类型、水量、水温、地下水性质、地下水补给来源、动态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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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物理性质、泉水用途； 

火山地貌类：火山活动状态、火山口（锥）平面面积、相对高度、火山口直径、火山口

深度、火山斜坡坡度、火山微地貌景观的类型、形态、空间几何形态度量数据、密度、组合

形式、火山地貌的火山堆积物的地质特征（岩性、岩相、产状等）；火山活动期数等； 

冰川地貌类：古冰川冰蚀地貌、冰碛地貌，现代冰川类型（冰斗冰川、悬冰川、冰帽、

山谷冰川等）、长度、宽度（最大宽度、最小宽度）、面积、下限高度、雪线高度； 

海岸地貌类：填写物质组成、形态特征、分布特点以及组合特征； 

地震遗迹类：地裂缝形态、延长方向、倾向、倾角、长度、深度、宽度、排列型式、地

裂缝地层岩性，地面变形分布、最大变形量、变形方向、长度、宽度； 

地质灾害遗迹类： 

崩塌亚类填写类型、长度、崩塌堆积体形状、长轴方向、宽度、高度、坡度、面积、体

积、崩塌地质体岩性特征和地质时代、诱发崩塌的原因、危害程度； 

滑坡亚类填写类型、性质、发生时间、面积、体积、地层岩性、滑动面、前缘高程、后

缘高程、滑舌底高程、滑坡壁高度、滑坡轴方位、滑坡特点及成因、危害程度、稳定程度； 

泥石流亚类填写类型、规模、发生时间、形成泥石流水动力类型、泥沙补给途径、沟口

扇形地特征、主沟纵坡度、相对高差、山坡坡度、流域面积、成因分析、危害程度、防治措

施现状； 

地面塌陷亚类填写平面形状、塌陷长度、宽度、面积、塌陷深度、塌陷地层岩性、发生

时间、诱发的原因、危害程度、稳定程度； 

地面沉降亚类填写范围、平面形状、沉降长度、宽度、面积、最大沉降量、沉降地层岩

性、发生时间、诱发原因、危害程度、稳定程度等。 

重要价值(意义)：指被调查地质遗迹在科学研究、地质工作开展的野外观察、地质教学

实习、地质科学知识普及、美学观赏、旅游及转化生产能力等方面的价值或代表性；重点阐

述遗迹重要价值的对比说明和结论。 

综合价值(评价等级)：提出地质遗迹的评价等级（I-世界级、II-国家级、III-省区级、IV

级-省以下级）。 

保护与利用状况：指被调查地质遗迹是否受到保护，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否在开发利用，

利用的方式，是否面临被人为或自然破坏的威胁，可保护的关键条件，建议地质遗迹保护等

级（特级保护、一级保护和二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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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地质遗迹点鉴评结果表 

地质遗迹点鉴评结果表见表E.1。 

表E.1 地质遗迹点鉴评结果表 

序号 遗迹点名称 级别 定级依据 

    

    

    

    

鉴评时间：                                   鉴评专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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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地质遗迹价值等级评价标准 

地质遗迹价值等级评价标准见附表F.1.和F.2。 

F.1不同类型地质遗迹科学性和观赏性指标及对应标准表 

遗迹类型 评价标准 级别 

地层剖面 

具有全球性的地层界线层型剖面或界线点 I 

具有地层大区对比意义的典型剖面或标准剖面 II 

具有地层区对比意义的典型剖面或标准剖面； III 

具有科普价值的地层区对比意义的剖面； IV 

岩石剖面 

全球罕见稀有的岩体、岩层露头，且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 I 

全国或大区内罕见岩体、岩层露头，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 II 

具有指示地质演化过程的岩石露头，具有科学研究价值。 III 

具有一般的指示地质演化过程的岩石露头，具有科学普及价值。 IV 

构造剖面 

具有全球性构造意义的巨型构造、全球性造山带、不整合界面(重大科学研究意义的) 关键露头地(点)  I 

在全国或大区域范围内区域(大型) 构造，如：大型断裂(剪切带) 、大型褶皱、不整合界面，具重要科学研

究意义的露头地。 II 

在一定区域内具科学研究对比意义的典型中小型构造，如：断层(剪切带) 、褶皱、其它典型构造遗迹 III 

具有科学普及意义的中小型构造，如：断层(剪切带) 、褶皱、其它典型构造遗迹 IV 

重要化石产地 

反映地球历史环境变化节点，对生物进化史及地质学发展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国内外罕见古生物化石产地或

古人类化石产地；研究程度高的化石产地。 I 

具有指准性标准化石产地；研究程度较高的化石产地。 II 



XX/T XXXXX—XXXX 

19 

系列完整的古生物遗迹产地。 III 

古生物化石产地或者露头，具有科普价值。 IV 

重要岩矿石产地 

全球性稀有或罕见矿物产地（命名地）；在国际上独一无二或罕见矿床。 I 

在国内或大区域内特殊矿物产地（命名地）；在规模、成因、类型上具典型意义。 II 

典型、罕见或具工艺、观赏价值的岩矿物产地。 III 

具有一定的科普或观赏价值的岩矿石产地 IV 

岩土体地貌 

极为罕见之特殊地貌类型，且在反映地质作用过程有重要科学意义。 I 

具观赏价值之地貌类型，且具科学研究价值者。 II 

稍具观赏性地貌类型，可作为过去地质作用的证据。 III 

有一定的观赏性，并可以作为旅游开发和科普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地貌景观 IV 

水体地貌 

 地貌类型保存完整且明显，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球具有代表性 I 

 地貌类型保存较完整，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II 

 地貌类型保存较多，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代表性 III 

有一定的观赏性，并可以作为旅游开发和科普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水体地貌景观 IV 

构造地貌 

 地貌类型保存完整且明显，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球具有代表性 I 

 地貌类型保存较完整，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II 

 地貌类型保存较多，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代表性 III 

有一定的观赏性，并可以作为旅游开发和科普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构造地貌景观 IV 

火山地貌 

 地貌类型保存完整且明显，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球具有代表性 I 

 地貌类型保存较完整，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II 

 地貌类型保存较多，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代表性 III 

有一定的观赏性，并可以作为旅游开发和科普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地貌景观 IV 

冰川地貌 

 地貌类型保存完整且明显，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球具有代表性 I 

 地貌类型保存较完整，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II 

地貌类型保存较多，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代表性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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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的观赏性，并可以作为旅游开发和科普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地貌景观 IV 

海岸地貌 

 地貌类型保存完整且明显，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球具有代表性 I 

 地貌类型保存较完整，具有一定规模，其地质意义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II 

地貌类型保存较多，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代表性 III 

 有一定的观赏性，并可以作为旅游开发或者科普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地貌景观 IV 

地震遗迹 

罕见震迹，特征完整而明显，能够长期保存，并具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全球范围） I 

震迹较完整，能够长期保存，并具有一定规模（全国范围） II 

震迹明显，能够长期保存，具有一定的科普教育和警示意义（本省范围） III 

有一定的观赏性，并可以作为旅游开发或科普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地貌景观 IV 

地质灾害遗迹 

罕见地质灾害且具有特殊科学意义的遗迹。 I 

重大地质灾害且具有科学意义的遗迹遗。 II 

典型的地质灾害所造成的遗迹且具有教学实习及科普教育意义的遗迹。 III 

有一定的观赏性，并可以作为旅游开发或者科普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地貌景观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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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地质遗迹评价其他指标及对应标准表 

 

评价因子 界定标准 级别 

稀有性 

属国际罕有或特殊的遗迹点 I 

属国内少有或唯一的遗迹点 II 

属省内少有或唯一的遗迹点 III 

属县域内少有或唯一的遗迹点 IV 

完整性（系

统性） 

反映地质事件整个过程都有遗迹出露，表现现象保存系统完整，能为形

成与演化过程提供重要证据 
I 

反映地质事件整个过程，有关键遗迹出露，表现现象保存较系统完整 II 

反映地质事件整个过程的遗迹零星出露，表现现象和形成过程不够系统

完整，但能反映该类型地质遗迹景观的主要特征 
III 

反应本县域内的地质事件和主要地质遗迹景观特征 IV 

保存程度 

基本保持自然状态，未受到或极少受到人为破坏 I 

有一定程度的人为破坏或改造，但仍能反映原有自然状态或经人工整理

尚可恢复原貌 
II 

受到明显的人为破坏和改造，但尚能辨认地质遗迹的原有分布状况 III 

虽然受到严重破坏，但仍能反应地质遗迹的分布状况 IV 

可保护性 

通过人为因素—采取有效措施能够得到保护的—工程或法律，如古生物

化石产地，遗迹单体周围没有其他破坏因素存在 
I 

通过人为因素—采取有效措施能够得到部分保护的-部分控制-如溶洞

等，周围一定范围内没有破坏因素存在 
II 

自然破坏能力较大，人类不能或难以控制的因素—自然风化，暴雨、地

震等，有一定被破坏的威胁 
III 

受破坏较大，但又产生出新的景观或现象，或者异地保护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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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地质遗迹点信息采集表 

地质遗迹遗迹点信息采集表见表G.1 

表G.1 地质遗迹点信息采集表 

遗迹点编号  野外编号 调查表号及链接 

集中区号  遗迹名称  

地理 

坐标 
东经 E  北纬 N  高程 H      m 

地理位置 省        市        县        乡（镇）        村 

所属 

公园或景

区名称 

 出露范围  

遗迹类型  亚类  

地质时代  

地质体岩

性 
侵入体的岩性不用希腊字母表示，用中文汉字表示，如黑云母花岗岩 

地质构造  

地质遗迹

特征描述 
 

主要成因  

保护与 

利用现状 
 

科学性  

稀有性  

完整性  

观赏性  

保存现状  

可保护性  

评价等级  

建议保护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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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地质遗迹点信息采集表（续） 

多媒体资

料—照

片、摄像、

剖面或素

描图  

1、 照片编号及特征和方位—jpg 

2、 摄像编号和说明 

3、 剖面图及比例尺—jpg 

4、 素描图—jpg 

5、 其他 

其他资料

及附录 

附录 1、调查表 1、2、3.。。。 

附录 2、参考文献目录 

附录 3、专题考察或研究报告 

附录 4、野外采集系统成果-- 

附录 5、其他资料 

登录人  审核人  调查单位  填表日期  

地质遗迹点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 

本表适用于对地质遗迹点整体描述，包括基础地质大类、地貌景观大类、地质灾害大类等所有地质

遗迹点属性记录； 

    遗迹名称、类、亚类：按照附录 A地质遗迹分类方案填写； 

地质遗迹的地质背景：填写地质遗迹所在位置的地层或地质体岩性、地质时代、地质构造等地质特

征； 

地质遗迹特征描述：填写内容要求与附录 D调查表一致； 

科学性：根据地质遗迹在地质科学方面具有的科学研究意义、地质教学野外观察实习的意义、地质

工作野外观察的地质现象的重要性、地质科普教育意义，填写地质遗迹的科学价值； 

观赏性：填写被调查地质遗迹在旅游开发利用吸引游客方面具有的美学观赏性； 

稀有性：根据地质遗迹在国内外或省内外的稀有程度，填写相应的地质遗迹的稀有性评价； 

完整性：根据地质遗迹是自然出露还是人工揭露、地质遗迹出露规模和范围；  

保护与利用现状：指地质遗迹是否受到保护，已经采取的保护方式和措施，是否在开发利用，利用

的方式，是否面临被人为或自然破坏的威胁，可采取的保护措施； 

可保护性：影响地质遗迹保护的外界因素； 

建议保护等级：根据地质遗迹评定等级，填写地质遗迹应当受到保护的相应保护等级； 

多媒体资料－照片、摄像、剖面或素描图：指反映地质遗迹的照片、摄像、剖面图或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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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检查表 

    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室内检查记录表见表H.1。 

表H.1 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室内检查记录表 

项目名称  

检查项目 检查科目 检查内容 专家意见 

一.

原
始
资
料
室
内
检
查 

 

（
一
）
相
关
文
档
资
料
检
查 

1.资料清单 是否缺必要资料、原始资料能否满足报告编写需要  

2.任务书和设计书 是否有  

3.设计审查及批复意见书、设

计调整批复文件 

是否有  

4.收集资料 有无近期最新资料、是否被引用、是否全面。  

5.野外工作小结 是否有  

6.阶段性资料和年度原始资料

内部检查记录 

是否有  

7.野外工作总结 实物工作量、工作内容、任务和目标是否满足任务

书要求；取得的主要成果、原始资料质量评述。 

 

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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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  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室内检查记录表（续 1） 

项目名称  

检查

项目 

检查科目 检查内容 专家意见 

一.

原
始
资
料
室
内
检
查 

  

（
二
）
技
术
资
料
检
查 

 

技
术
资
料
检
查 

1.遥感解译图 是否清晰、表达是否正确  

2.地质遗迹筛

选信息表 

是否有漏项、未填写情况、填写内容是

否正确 

 

3.地质遗迹调

查表、 

野外记录本 

⑴是否有漏项、未填写情况、填写内容

是否正确？命名、分类是否正确？ 

 

⑵露头地貌形态描述和性质  

⑶地质遗迹

的地质特征

与参数描述 

是否记录区域地层时

代、岩石类型、地质构

造  

 

是否描述地质遗迹的物

质组成、结构关系与形

态大小等基本特征 

 

是否有主要成因分析  

⑷重要价值 是否有对比说明和结论  

⑸综合价值 是否提出评价等级  

⑹保护与利

用状况 

保护及措施、利用及方

法、面临的威胁、可保

护的条件、建议保护等

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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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  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室内检查记录表（续 2） 

项目名称  

检查

项目 

检查科目 检查内容 专家意见 

一.

原
始
资
料
室
内
检
查 

  

（
二
）
技
术
资
料
检
查 

 

技
术
资
料
检
查 

4.照片集及视

频资料 

是否清晰、是否反映遗迹点特 

征？是否与“地质遗迹调查表”

对应。 

 

5.野外手图、

典型剖面实测

图 

是否清晰、是否要素齐全、正确 

反映地质遗迹特征？ 

 

6.实际材料图 

 

是否与调查资料吻合、是否要素

齐全、图面清晰、绘制规范（标

示有遥感解译成果和调查线路） 

 

7.实物标本与 

实验测试记录 

是否具代表性？  

室内检查 

结论 

优良 
地质遗迹筛选充分，遗迹主要特征描述完整，价值评述准确，定级合理，图件详实表达清晰，范围明

确。原始资料满足编制最终成果的要求。 
 

合格 原始资料基本满足编制最终成果的要求，需要按专家意见补充完善部分原始资料。 
 

 

欠合格： 原始资料不能满足编制最终成果的要求，需要按专家意见补充完善原始资料。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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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野外核查记录表见表 H.2。 

表 H.2  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野外核查记录表（续） 

项目名称  

核查地质遗迹点名称（地点）  

检查

项目 
核查科目 核查内容 专家意见 

二.

原
始
资
料
野
外
核
查 

1.地质 

遗迹调

查表、

野外记 

录本 

⑴地质遗迹点命名、分类、定级、特征描述、价值评

价等是否正确、客观、与实际吻合？ 
 

⑵露头地貌形

态描述和性质 
是否全面、准确？与实际一致？  

⑶地质遗迹的

地质特征与参

数描述 

与遗迹相关的区域地层时代、岩石类

型、地质构造等信息与实际情况是否

一致  

 

地质遗迹物质组成、结构关系与形态

大小等基本特征描述与实际情况是

否吻合 

 

地质遗迹成因分析是否正确  

⑷ 重 要 价 值

(意义) 

遗迹重要价值对比说明和结论是否

符合实际 
 

⑸ 综 合 价 值

(评价) 

地质遗迹的评价等级是否准确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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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2 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野外核查记录表（续） 

 

⑹保护与利用

状况 

保护及措施、利用及方法、面临的威

胁、可保护的条件、建议保护等级的

描述是否与实际一致，建议是否合理

可行？ 

 

项目名称  

核查地质遗迹点名称（地点）  

检查

项目 
核查科目 核查内容 专家意见 

二.

原
始
资
料
野
外
核
查 

2.照片集

及视频资

料 

与现场实际情况是否吻

合、是否能真实正确反

映地质遗迹特征 

 

3.野外手

图、典型

剖面实测

图 

与现场实际情况是否吻

合、是否能真实正确反

映地质遗迹特征？ 
 

4.实际材

料图 

图上标示的地质遗迹要

素是否与野外实际情况

一致？ 

 

野外核查结论： 
优良 与实际情况相比较，其真实性、完整性、合理性超过 90% 

 

合格 与实际情况相比较，其真实性、完整性、合理性达到 80%  

不合格 与实际情况相比较，其真实性、完整性、合理性低于 80%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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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检查专家意见表见表 H.3。 

表 H.3 地质遗迹调查原始资料检查专家意见表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检查综合意见：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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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附 录 I 

（规范性附录） 

地质遗迹点命名规则 

地质遗迹点命名规则如下： 

I.1 原则和要求 

地质遗迹命名采用学科分类、尊重现实、简明扼要、科学定位的原则，既按照地质遗迹的分类，充

分采用现已使用的名称，命名的地质遗迹类名称简单明确字数不宜过长，一般不宜超过13个汉字，地质

遗迹类名称前尽量使用地质遗迹所在地的地名冠名。地质遗迹亚类名称应地名+亚类 

I.2 地层剖面类命名 

采用各省市《区域地质志》或《中国地层典》等收录的已有典型地层剖面名称，地名+地层剖面，

如：辛集组地层剖面、熊耳群大古石组地层剖面。 

I.3 岩石剖面类命名 

采用《区域地质志》收录的已有岩体名称，地名+岩石名称，如：石牌河闪长岩体、洋淇沟超基性

岩体、鹤壁尚峪苦橄玢岩。 

I.4 构造剖面类命名 

采用《区域地质志》收录的已有地质构造名称，地名+构造名称，如：嵩阳运动、朱阳关－夏馆断

裂带。 

I.5 重要化石产地类命名 

采用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已有名称，地名+地层或时代+古生物名称，如： 

义马义马组银杏植物群、栾川秋扒晚白垩世晚期恐龙动物群。 

I.6 重要岩矿石产地类命名 

采用已有或现在使用的矿产名称，地名+矿种或命名矿物名称，如：平顶山煤矿产地、大冶铁矿产

地、本溪南芬铁矿产地、阜新煤矿产地。 

I.7 岩土体地貌类命名 

采用现在使用的岩土体地貌名称，地名+岩土体类型的地貌名称，如：修武云台山红石峡谷地貌、

遂平嵖岈山花岗岩地貌、栾川鸡冠洞岩溶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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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构造地貌类命名 

采用现在使用的构造地貌名称，地名+构造地貌类型的地貌名称，如：恩施峡谷地貌、推覆构造。 

 

1.9 水体地貌类命名 

采用现在使用的水体地貌名称，地名+水体地貌景观类型的水体名称，如：修武云台天瀑、商城汤

泉池温泉、豫北黄河故道湿地、博爱鲸鱼湾风景河段。 

 

1.10  火山地貌类命名 

采用现在使用的火山地貌名称，地名+火山地貌名称，如：五大连池火山地貌、海口火山地貌，雁

汤山火山地貌，腾冲火山地貌。 

 

1.11  冰川地貌类命名 

采用现在使用的冰川地貌名称，地名+冰川地貌名称，如：青海七一冰川，乌鲁木齐1号冰川，海螺

沟冰川。 

 

1.12海岸地貌类命名 

采用现在使用的海岸地貌名称，地名+岩石名称+海岸地貌名称，如：浙江象山火山岩海岸地貌、福

建平潭花岗岩海岸地貌、北海涠洲岛火山岩海岸地貌。 

 

1.13  地震灾害类命名 

采用现在使用的地质灾害名称，地名+地震灾害类型的地质灾害名称，如： 富蕴地震遗迹，昆仑山

地震遗迹，黔江小南海地震遗迹，映秀地震遗迹。 

1.14  其他地质灾害类命名 

采用现在使用的地质灾害名称，地名+地质灾害类型的名称，如：甘肃永靖黄土滑坡、三峡秭归链

子崖崩塌，云南东川泥石流。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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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附录） 

地质遗迹调查报告编写题纲 

地质遗迹调查报告编写题纲如下： 

第一章  绪论 

（一）目标任务 

（二）技术路线和方法 

（三）工作过程和质量评述 

（四）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完成的工作量 

（五）绩效评估——创新点、亮点 

第二章  区域背景 

（一）地理概况 

（二）地质概况 

（三）前人研究基础 

第三章  地质遗迹调查 

（一）调查方法和内容 

（二）地质遗迹类型及特征 

（三）地质遗迹的分布规律 

（四）地质遗迹形成及演化 

第四章  地质遗迹评价 

（一）评价方法 

（二）评价依据 

（三）单因素评价 

（四）综合评价 

第五章  地质遗迹区划 

（一）区划的原则和方法 

（二）分区论述 

（三）综合分析 

第六章  地质遗迹数据库建设与编图 

第七章  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建议 

第八章  成果应用与转化 

第九章  结束语 

参考文献 

附图 

1) XX省地质遗迹资源图（1:500000） 

2) XX省地质遗迹区划图（1:500000） 

3）XX省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建议图（1:500000） 

附表 

1）XX省地质遗迹保护名录（A4） 

2) XX省地质遗迹筛选表 

3) 野外调查表汇总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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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遗迹调查数据库 

2) XX省地质遗迹照片集（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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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  

附 录 K 

（规范性附录） 

地质遗迹图图例 

地质遗迹图“类”图例见表 K.1  

表K.1 地质遗迹“类”图例（13类） 

“大类”名称 “类”名称 
“类”反白

样式 

底色色值 

C M Y K 

基础地质大类 

地层剖面类 

 

0% 47% 100% 25% 

岩石剖面类 

 

0% 36% 100% 25% 

构造剖面类 

 

0% 47% 100% 0% 

重要化石 

产地类 
 

0% 36% 100% 0% 

重要岩矿石 

产地类 
 

0% 25% 100% 0% 

地貌景观大类 

岩土体地貌类 

 

100% 100% 0% 31% 

水体地貌类 

 

100% 47% 0% 13% 

构造地貌类 

 

100% 0% 100% 31% 

火山地貌类 

 

13% 100%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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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地貌类 

 

36% 100% 0% 13% 

海岸地貌类 

 

47% 100% 0% 25% 

地质灾害大类 

地震遗迹类 

 

0% 100% 100% 0% 

地质 

灾害类 
 

0% 100% 0% 0% 

地质遗迹亚类图例见表 k.2 

表 K.2地质遗迹“亚类”图例（46亚类） 

“类”名称 “亚类”名称 
“亚类”反白样

式 

底色色值 

C M Y K 

地层剖面类 

全球界线层型剖面

亚类 
 

0% 47% 100% 25% 

层型(典型)剖面亚

类 
 

0% 47% 100% 25% 

地质事件剖面亚类  

 

0% 47% 100% 25% 

岩石剖面类 

侵入岩剖面亚类  

 

0% 36% 100% 25% 

火山岩剖面亚类  

 

0% 36% 100% 25% 

变质岩剖面亚类  

 

0% 36% 100% 25% 

构造剖面类 不整合面亚类  

 

0% 47%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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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与变形亚类 

 

0% 47% 100% 0% 

断裂亚类 

 

0% 47% 100% 0% 

重要化石 

产地类 

古人类化石产地亚

类 
 

0% 36% 100% 0% 

古生物群化石产地

亚类 
 

0% 36% 100% 0% 

古植物化石产地亚

类 
 

0% 36% 100% 0% 

古动物化石产地亚

类 
 

0% 36% 100% 0% 

古动物遗迹化石产

地亚类 
 

0% 36% 100% 0% 

重要岩矿石 

产地类 

典型矿床露头亚类 

 

0% 25% 100% 0% 

典型矿物岩石命名

地亚类 
 

0% 25% 100% 0% 

采矿遗址亚类 

 

0% 25% 100% 0% 

陨石坑遗址亚类 

 

0% 36% 100% 0% 

岩土体地貌类 

碳酸盐岩地貌亚类 

 

100% 100% 0% 31% 

花岗岩地貌亚类 

 

100% 100% 0% 31% 

变质岩地貌亚类 

 

100% 100% 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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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岩地貌亚类 

 

100% 100% 0% 31% 

黄土地貌亚类 

 

100% 100% 0% 31% 

沙漠地貌亚类 

 

100% 100% 0% 31% 

戈壁地貌亚类 

 

100% 100% 0% 31% 

水体地貌类 

河流亚类 

 

100% 47% 0% 13% 

湖泊、潭亚类 

 

100% 47% 0% 13% 

湿地-沼泽压裂 

 

100% 47% 0% 13% 

瀑布亚类 

 

100% 47% 0% 13% 

泉亚类 

 

100% 47% 0% 13% 

火山地貌类 

火山机构亚类 

 

13% 100% 0% 25% 

火山岩地貌亚类 

 

13% 100% 0% 25% 

冰川地貌类 

古冰川遗迹亚类 

 

36%  100% 0% 13%  

现代冰川遗迹亚类 

 

36%  100% 0% 13%  

海岸地貌类 海蚀地貌亚类 

 

47% 100%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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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积地貌亚类 

 

47% 100% 0% 25% 

构造地貌类 

飞来峰亚类 

 

100% 0% 100% 31% 

构造窗亚类 

 

100% 0% 100% 31% 

峡谷亚类 

 

100% 0% 100% 31% 

地震遗迹类 

地裂缝亚类 

 

0% 100% 100% 0% 

地面变形亚类 

 

0% 100% 100% 0% 

地质灾害遗迹类 

崩塌亚类 

 

0% 100% 0% 0% 

滑坡亚类 

 

0% 100% 0% 0% 

泥石流亚类 

 

0% 100% 0% 0% 

地面塌陷亚类 

 

0% 100% 0% 0% 

地面沉降亚类 

 

0% 100% 0% 0% 

地质遗迹图图例说明 

a) 地质遗迹图例符号以点状为宜，其空间定位依据图例符号的中心。 

b) 以符号的外形表示地质遗迹所属的“大类”。 正方形代表基础地质大类地质遗迹，圆形代表地

貌景观大类地质遗迹，菱形代表地质灾害大类地质遗迹。 

c) 以地质遗迹符号的不同大小表示该地质遗迹的价值与重要性分为 I 级（世界级）、II 级（国

家级）III级（省级）IV级（省级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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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不同图形反白表示“大类”以下的 13 个“类”，其中，同一“大类”的“类”符号外形相同，

底色相近。底色色值由 CMYK值规定。具体“类”图例设计见表 K.1。 

e) 以“类”的符号为基础，以修改图形或在图形上增添代号等方式，构成新的派生符号，同一“类”

的“亚类”图例选用相同的底色填充，底色色值由 CMYK 值规定。具体“亚类”图例设计见表

K.2。 

 

地质遗迹图编制说明题纲见K.3。 

K.3图件说明书题纲 

地质遗迹各类图件说明书包括如下内容： 

a) 前言； 

包括任务来源、编图工作基础、编图工作目的、编图原则、编图工作程序和方法。 

b) 图面内容和表达方式； 

包括图面内容、表达方式、图层划分以及图式图例。 

c) 地质遗迹分布特征； 

d) 结束语； 

本图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今后工作的建议。 

e)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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