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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典型地质遗迹景观现状是资源分布广、类型多、数量大、档次高、开发不平衡、开发潜力巨大、宣传促

销力度不够、社会效益差。对其开发战略是要紧跟发展形势，围绕大桂林和北部湾旅游圈，整合圈内各类景观

资源走合作共赢之路。具体建议一是对新兴后进典型地质遗迹的公园、岩洞采取帮、扶、带战术，二是 适 当 增

补或调整圈内地质类旅游企业布局，三是转变观念改进宣传促销模式，四是向先进的旅游地质企业学习取经，
不断充实提升自身企业形象和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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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典型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分布广、类型多、数
量大、档次高，是国内少见的省份之一，特别是地质

公园、矿山公园、地层剖面，特殊岩溶景观遗迹更显

突出。如今 这 些 珍 贵 遗 迹 由 于 各 地 经 济 发 展 不 平

衡，各个遗迹分布、开发程度深浅很不一致。为了配

合高铁时代广西北部湾和大桂林两大旅游圈旅游业

的发展，本文在阐述广西典型地质遗迹景观现状的

基础上，提出广西区内地质遗迹的开发战略和建议。

１　广西典型地质遗迹景观现状

１．１　分布广泛、典型多样、档次又高

　　在广西境内，南起北海市涠州岛，北至资源八角

寨，东起贺州市，西至隆林县，２３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上的山区、丘陵、江河、海岸、洞穴、矿山等场所都分

布有地质遗迹。这些地质遗迹典型多样，共有６个

类型、１６个 亚 类 型、２０６个 点（区），详 如 表１所 示。
这些地质遗迹中，世界级突出的有世界最大的乐业

大石围天坑 群，大 化 七 百 弄 高 峰 深 洼 地，来 宾 蓬 莱

滩，柳州碰冲金钉子界线剖面、南边村泥盆系—石炭

系界线副层型剖面、灵芝状石笋、直径达９．２ｍ的莲

花盆，隆林雪莲洞中花瓣状石笋、神圈，桂林漓江山

水等；国家级 突 出 的 有 南 丹 大 厂 锡 矿、大 新 下 雷 锰

矿，横县六景、南丹罗富、象州大乐、北流大风门、玉

林樟木泥盆系剖面、那坡枕状玄武岩群、第四纪火山

岛—涠州岛等。这些地质遗迹都比较高档。

１．２　开发不均衡，但是开发潜力却巨大

　　广西典型地质遗迹的开发形式、开发区分布和

开发效益都不均衡。在开发形式上，有集中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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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广西地质遗迹分类型

类 亚类 实例

沉积岩 碳酸盐岩 大石围 天 坑、天 生 桥、石 林、月 亮
山、灵芝洞、象山

碎屑岩 资江－八角寨、大瑶山

松散岩类 大化石、来宾石、邕江石、三江石

地质剖面 蓬莱滩、碰冲、南边村

生物化石 六景、万人洞

岩浆岩 喷出岩 那坡、涠州岛、尖山

侵入岩 西山、五湟山、猫儿山

矿产 金属 大厂、下雷、雷公岭

非金属 合山煤、龙胜滑石

冰川 元宝山冰川

人造地貌 龙脊梯田

水域风光 瀑布 德天、九龙、宝鼎、三叠岭

风景河段 清水河、漓江、

峡谷 河池小三峡、大藤峡、大梭

泉 矮岭、路花、灵水、大龙潭

湖泊 青狮潭、南湖、星岛湖、澄碧湖

有单项发的，也有搭配在风景区中开发的。集中开

发的有地质公园、矿山公园。单项开发的有地层剖

面、龙脊梯田。搭配在风景区中开发的有桂林象山、

独秀峰等。在开发区分布上，岩溶地质公园多集中

于广西北半部，南半部的南宁市、玉林市、崇左市是

空白；拥有丹霞地貌的藤县、容县、北流、玉林、博白，
众多遗迹景观开发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矿山公园

目前仅有合山（煤）、全州（锰）两个，广西区内大型现

代化矿山如南丹大厂（锡）、平果铝、大新锰、德保铜、

南乡银等均是空白。在开发效益上，就地质公园而

言，既有效益较好的如著名的乐业—凤山世界级地

质公园，但是也有常年无人问津的免费枕状玄武岩

群省级地质公园。

　　广西典型地质遗迹开发不均衡，但是开发潜力

却是巨大的。广西是旅游资源大省，更是地质遗迹

景观大省（即山、水、洞、石景观资源大省），如今广西

的大多数地质遗迹景观还处于启萌至初级阶段的开

发状态，就连桂林漓江这类有百年开发历史的老景

区，离科学化、现代化仍有较大距离，广西还有很多

世界级、国家级珍稀地质遗迹景观尚未被广大游客

认可或认识，有的地质遗迹景观如金钉子地层剖面、

灵芝状或花瓣状石笋等，还未提到议事日程，更不用

说与广大游客见面。广西还有一些地质遗迹景观，

如钦州三娘湾花岗岩地貌景观，论开发基础可以与

海南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媲美，可是如今的经济效

益却达不到海南三亚“天涯海角”景区的十分之一，

除节假日外，大多时间还处于门庭冷落车马稀的状

态，急待增加投入进行深度开发。

１．３　宣传促销力度不够，社会效益差

　　广西电视台有个“美在广西”栏目，经常播放的

景点只有大新县的德天瀑布、明仕田园，三江鼓楼，
资源县的群螺观天，漓江风光等，而对包括世界级地

质公园如乐业—凤山地质公园在内的广西１５个地

质公园近两年几乎均未提及，造成绝大多数广西本

地人对广西到底有几个地质公园、矿山公园都不十

分了解，甚至毫无所知。作为世界级的金钉子地层

界线剖面、著 名 的 层 孔 虫 生 物 礁，知 道 的 人 更 是 稀

少。这说明广西地质遗迹景观尚未摆脱被冷落、被

闲置的不利局面，无法产生效益。

２　广西典型地质遗迹景观旅游开发建议

２．１　开发战略

　　树立科学发展观，紧跟国内外旅游业发展趋势，
围绕广西北部湾（含南宁、北海、钦州、防城、崇左、玉
林六市）、大桂林两大旅游圈（含桂林、贺州、柳州，呈
品字形格局），整合开发圈内的地质遗迹景观资源，
走帮扶带，合作共赢的道路，积极推动广西旅游资源

开发进程。

２．２　开发建议

２．２．１　帮扶带动后进的高层次地质类旅游企业

　　“帮”指以下两方面：一是当地政府通过制订优

惠政策扶持高层次地质类旅游企业，如地质公园、矿
山公园、新开发的溶洞、金钉子剖面、新开张的奇石

城等；二是经济上帮。具体为一方面政府要在财政

上给予适当投入，另一方面是涉及的行业和部门相

应给予减、缓、免收各种税费，比如农林部门减少土

地、青苗、山林赔偿费、报刊广电行业给予减免广告

宣传费、技术专家咨询费、基础建设材料费等。“扶”
是指在“帮”的基础上，从企业初始亏损阶段扶持至

恢复盈利，进入良性循环阶段，具体包括人、财、物及

技术方面的扶持。“带”是指先进企业带动后进（或

创业阶段）企业，将它们编入先进企业构建经营的旅

游网（线）中，带着一起经营，实现帮、扶、带，合作共

赢，这方面成功例子有大新县德天瀑布游带动了周

围的“龙宫仙境”、“明仕田园”等景点的开发建设，从
而实现了共同获益的目的。

２．２．２　适当增补或调整地质类旅游企业的布局

　　结合广西大桂林、北部湾两大旅游圈的需要，适
当增补或调整地质类旅游企业的布局。如今大桂林

旅游圈有地质类品牌企业８个，其中有５个地质公

园，即资源县资江—八角寨、灵川县海洋山、灌 阳 县

石林、鹿寨县香 桥、金 秀 县 大 瑶 山；２条 世 界 级 地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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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剖面，即碰冲石炭系林内阶与维宪阶界线金钉

子、南边村泥盆系与石炭系界线副层型剖面；１个全

州县雷公岭矿山公园。北部湾旅游圈地质类品牌企

业仅有涠州岛和五湟山两个国家级地质公园。两个

旅游圈在地质类品牌企业数量上相差甚大，建议在

北部湾旅游圈内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创建地质公园，
比如可以在与海南三亚媲美的钦州三娘湾花岗岩、
南宁六景泥盆系剖面、崇左岩溶、容县都峤山（丹霞

地貌）等地创建地质公园；在中 国 最 大 的 锰 矿 基 地－
大新下雷创建矿山公园。

２．２．３　转变观念改进宣传促销模式

　　广西典型地质遗迹开发要紧跟形势，转变观念，
改革创新，实现典型地质遗迹景观开发综合效益上

一个新台阶的目标。如今旅游业的形势已不是一般

的开眼界，看热闹，听故事，而是趋于科学化（如景的

成因机理、商 业 价 值 发 掘……）、现 代 化（设 施 现 代

化，既可展现宏观，也可展示微观）、信息化（从旅游

过程中获取各方面信息充实自身的知识，提高自身

素质）以及展示本土文化（如张艺谋以桂林漓江为舞

台打造的印象·刘三姐）。在功能上旅游不再是过

去单一的休闲娱乐纯服务，而是承担科学普及、信息

传递、弘扬本土文化的多功能产业。作为典型地质

遗迹，山、水、洞、石大多分布于Ａ级风景区，这些遗

迹景观的开发、宣传、促销力度，也要像景区其她风

光一样地进行开发、宣传和促销，改变如今一直处于

受冷落状态，几乎只字未提的状态，也要像安徽省将

天柱山世界 地 质 公 园 放 到 中 央 电 视 一 台 那 样 去 宣

传，去促销。

２．２．４　充实提升自身企业形象和经营策略

　　广西典型地质遗迹开发要虚心学习，通过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不断充实提高自身企业形象。开

发者和从业人员要立足于自身岗位，虚心学习与地

质和旅游有关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走出去可以

去广东有世界地质公园自然遗产的丹霞山、去湖南

有武陵园（张家寨）世界自然遗产（地质公园）、去云

南有路南石林的世界地质公园，它们均是国内地质

遗迹景观开发、保护、效益较好的企业，其经营各具

特色，通过实地考察取经，将大有收益。请进来，主

要是请专家进来，对景区规划、计划、开发理念、规章

制度等进行审议和指导，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典

型地质遗迹的开发上实现快速、高效目标，像桂林山

水一样名扬天下。

３　结束语

　　广西典型地质遗迹景观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开
发不平衡，效益总体欠佳，建议围绕广西大桂林及北

部湾两大旅游圈，调整开发战略，大树品牌，实现广

西旅游资源全面推进的发展局面。具体地，一是对

新兴后进典型地质遗迹的公园、岩洞采取帮、扶、带

战术；二是适当增补或调整圈内地质类旅游企业布

局；三是转变观念改进宣传促销模式；四是向先进的

旅游地质企业学习取经，不断充实提升自身企业形

象和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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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创立硅酸盐硼同位素分析新方法

　　硅酸盐物质的高精度δ１１Ｂ分析受制于化学处理过程中的低回收率和高污染风险，以及质谱测量过程
中难以有效控制分馏等原因，到目前一直都是个难题，导致硼同位素方法的应用研究进展一直比较缓慢。最
近，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硅酸盐高精度δ１１Ｂ分析方法进行研制，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化
学处理流程，即使用 ＨＦ分解样品，以 ＨＦ介质通过ＡＧ　ＭＰ阴离子交换树脂一次和纯化硼，整个流程只需
要一次离子交换过柱和一次蒸干过程，大大减少了硼在化学处理过程中丢失以及污染的机率。整个流程硼
回收率＞９９％，全流程本底～１０ｎｇ，均达到国际上目前报道的最高水准。分离纯化后的硼利用 ＭＣ－ＩＣＰ－ＭＳ
上利用标准－样品－标准模式（ＳＳＢ）直接测量其δ１１Ｂ，通过改进进样系统和严格监控仪器分馏稳定性，可
以实现高效率的δ１１Ｂ测量，δ１１Ｂ结果重现性好于±０．２‰。这一方法的国际岩石标准测试结果与参考值一
致，将为相关的研究提供硼同位素示踪方法，对拓展研究思路具有重要价值。 （据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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