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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末，伴随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各学科向旅游领域渗透过程中，地球科学成为旅游学科和旅
游产业发展的支撑，旅游地学得以形成和发展。
地质资源是自然旅游资源依附的基底，地质奇观是构成山水旅游资源的精灵。
在面临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旅游资源环境有效保护的形势下，地质资源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地质
资源旅游资源化显露到了旅游领域和地学领域面前。
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与保护需要旅游地质学科理论上、方法上的支持；旅游科学与地质科学、人文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会、结合开拓了旅游地质学交叉学科。
旅游地质学逐渐成为活跃于旅游领域的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并对旅游业及旅游学科的发展起着重
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与旅游地学相比，旅游地质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才处于开拓形成的过程中。
      地质资源从单一的矿产资源的概念转化为旅游资源的理念，将地质资源开发的利用形式由采掘地质
体作为矿产资源加工利用到不破坏地质体，以其观赏价值、旅游价值为主要开发利用形式的转化，称
之为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
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是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以地质景观的观赏性、科学性及其
旅游价值开发，体现地质资源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
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的理念构成旅游地质学的核心。
当前，地质遗迹保护、国家及世界地质公园拟建成为旅游界、地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成为政府和民众
关心的要事，是标志着旅游地质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已进入了高层次发展阶段的里程碑；旅游地质学科
面临着飞速完善的良好机遇。
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的进程将拓展地质学科的边缘学科，促进旅游地质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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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质资源从单一的矿产资源的概念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概念，将地质资源开发的利用形式由采掘地质体
作为矿产资源加工利用到不破坏地质体，以其观赏价值、旅游价值为主要开发利用形式的转化，称之
为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
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是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相结合的产生；是以地质景观的观赏性、科学性及其
旅游价值开发，体现地质资源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
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的理念构成旅游地质学的核心。
    《旅游地质学》一书主要作为地球科学（地学、地质学、地理学学科），涉及旅游地学、旅游地质
学研究领域的本科生教材撰写，也适用作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资源勘查、旅游等专业教材。
可供涉及旅游地质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教学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地质学>>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旅游地质学概述  第一节 旅游与旅游地质资源  第二节 旅游地质学  第三节 旅游地质学的产
生、发避孕药与展望第二章 旅游地质资源概述  第一节 旅游地质景观  第二节 旅游地质资源基本特征  
第三节 旅游地质资源与旅游地质资源系统  第四节 旅游地质资源与自然保护区及风景名胜区  第五节 
旅游地质资源的旅游价值  第六节 旅游地质资源类型  第七节 旅游地质景观的成景作用  第八节 旅游地
质景观系列第三章 观赏性旅游地质景观  第一节 第四纪-现代地质景观  第二节 雪山-冰川地质地貌景观 
第三节 河流-湖泊景观第四章 科考、科普性旅游地质资源  第一节 地壳演化——地质遗迹类  第二节 环
境地质——地质灾害遗迹类  第三节 经济地质——人类地质活动遗迹第五章 商品性质旅游地质资源第
六章 中国旅游地质资源  第一节 中国旅游地质资地域分布分部  第二节 中国旅游地质资源基本类型  第
三节 中国旅游地质资源典型实例——三江并流带旅游地质资源第七章 地质遗迹与国家地质公园  第一
节 地质遗迹  第二节 地质公园  第三节 中国国家地质公园  第四节 世界国家（地质）公园简介第八章 旅
游地质资源环境研究方法  第一节 旅游地质资源环境研究的主题  第二节 旅游地质资源环境调查  第三
节 旅游地质资源环境评价  ⋯⋯第九章 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与保护第十章 旅游地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思
考题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地质学>>

章节摘录

第二章  旅游地质资源概述      第一节旅游地质景观      “景观”一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较广，有不
同的诠释。
      景观，“泛指可供观赏的景物”(《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商务印书馆，2001)。
      景观，泛指一定区域及地段内的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岩石、地貌和动物界的总和，反映一定
自然地理环境内的综合特征。
“狭义的景观则是指自然区划工作中的最低级单位。
”“广义的景观具有宏观性、综合性和地域性，一种景观能够充分反映这一地区各种自然地理要素的
组合特征与人为影响。
”(《遥感大辞典》，陈述彭主编，科学出版社，1990)。
      在旅游资源研究中，也较多地使用景观的概念：      风景名胜区指风景资源集中、环境优美、具有
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可供人们游览欣赏、休闲娱乐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域。
也称风景区，海外的国家公园相当于国家级风景区。
      风景资源也称景源、景观资源、风景名胜资源、风景旅游资源。
它是指能引起审美与欣赏活动，可以作为风景游览对象和风景开发利用的事物与因素的总称。
它是构成风景环境的基本要素，是风景区产生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
      景物指具有独立欣赏价值的风景素材的个体，是风景区构景的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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