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国家地质公园与地质遗迹 
National Geopark and Geological 

Remains in Tianjin 

中国地质调查局 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商志文 

2015.10.23，天津 



• 天津国家地质公园与地质遗迹分布 
 

•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 国家地质公园 
• 蓟县标准地层剖面 
• 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 

 

• 天津古地理变迁与海岸带地质遗迹 
• 天津古地理变迁 
• 海岸带地质遗迹——贝壳堤与牡蛎礁 
• 滨海湿地 

提  纲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 中上元古界国家自然保护区 
• 盘山花岗岩地貌景区 
• 九山顶石英砂岩峰林景区 
• 梨木台石英砂岩峰林峡谷景区 
• 八仙山石英砂岩峰林峡谷景区 
• 黄崖关断崖地貌景区 
• 九龙山碳酸盐岩峰丛景区 
• 府君山地质构造遗迹景区 
•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 
 

海岸带地质遗迹 
• 贝壳堤（贝壳堤博物馆） 
• 牡蛎礁（国家海洋特别保护区、拟建的牡蛎礁博物

馆） 
 

湿地 
七里海湿地、大黄堡湿地、团泊洼湿地和北大港湿地 

 

天津国家地质公园与地质遗迹分布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01年12月10日批
准建立。 
公园位于天津蓟县北部山区，京津唐
核心地带，交通方便，面积342 km2。
园内保存着大量的极其珍贵的地质遗
迹和地质奇观。群峰隽秀、峡谷幽深，
空气清新怡人。自然风光迷人，自然
奥秘诱人，是休闲度假、旅游览胜和
地质科学考察的胜地。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中上元古界国家自然保护区 

蓟县中上元古界国家自然保
护区是我国第一个地质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除世界罕见的蓟县剖
面地质遗迹外，还有雄、险
、秀、幽的多种自然景观和
神奇的人文景观，具有地质
科研、旅游观光等多方面的
功能。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中上元古界国家自然保护区 

蓟县剖面揭露的中新元古代地层年代为距今约18～8
亿年。 
叠层石是蓟县剖面中最具代表性的化石，代表了地球
上最古老和最原始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在解决地层划
分、对比、环境的演变和生物进化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意义。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盘山花岗岩地貌景区 

盘山是国家5A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津门十景之一，主要地质遗迹类型
有花岗岩山峰、石蛋及其垒砌造型、穹窿构造等。“五峰八石”、“三盘
之胜”即是对盘山花岗岩地貌的凝练和概括。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九山顶石英砂岩峰林景区 

“九山顶”为清顺治皇帝御赐，封为清东陵太
祖山，主峰海拔1078.5m，是天津市最高峰。景
区以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景观为主要特征。 
 

擎天一柱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梨木台石英砂岩峰林峡谷景区 

景区内出露中元古界石英砂岩，在内外地质营力作用下，保留许多罕
见的砂岩峰林峡谷地貌景观，成为砂岩峰林峡谷地貌典型代表。 

岩画岭 

黄砬棚瀑布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八仙山石英砂岩峰林峡谷景区 

八仙山石英砂岩峰林峡谷景区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享有“北方
的神农架”美誉，以峰奇、谷奇、石奇、云奇、水奇、林奇、花奇
、鸟奇“八奇”而著称。 

鸟嘴石 

雄狮怒吼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黄崖关断崖地貌景区 

黄崖关是著名的津门十景中的 “蓟北雄关”，关隘东有悬崖为屏

，西以峭壁为依，其险要可见一斑。黄崖关长城集中了各种类型长
城的建筑形式，与周围山岭的奇、险、秀融为一体。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九龙山碳酸盐岩峰丛景区 

景区是由高于庄组灰质白云岩构成的峰丛地貌景观。在漫长的地质历
史中，岩石经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风化作用，形成奇山、异石、怪
木，尤其是树与石的博弈，栩栩如生。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府君山地质构造遗迹景区 

景区是著名的 “蓟县运动”的命名地。这里有丰富的地质构造遗迹

，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资源。是进行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旅
游观光的好场所。 

蓟县断层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地质博物馆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主馆位于蓟县府君山南麓，于2007年 2
月6日奠基，2009年8月16日开馆。主馆建筑面积面积5373 km2，展馆面积
4000 km2。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 
地质博物馆 



天津古地理变迁与海岸带地质遗迹 
天津古地理变迁 

在距今最近的冰期（末次冰期）的最寒冷
阶段（约3~2万年前），全球海面比现在低
约130m，海水退到远至渤海湾东南约
1,200km 的大陆架斜坡处。从约1.1万年前
开始，气温逐渐上升，全球冰盖和山地冰
川融化，冰融水注入大洋，导致海面不断
上升。约7,000年前时，海水向陆进侵（海
侵）到最大边界，直抵现在的德州-白洋淀
-廊坊-唐山一线。若从现代海岸线起算，
最远进侵约140km。随后，随着海面停止
上升、河流携带大量泥砂的逐渐堆积，海
岸线不断后退。经过大约6-7次停顿后，约
在1,000年前时，到达现在海岸线的位置。 



天津古地理变迁与海岸带地质遗迹 
天津市古地理变迁—寒冷的冰期 

距今约11.5~1.1万年前，全球进入
冰期，而在距今约2.6~1.9万年前
的最寒冷阶段，天津地区年平均
温度仅1度左右，比现在年均温约
低10度。当时天津的气候状况与
现在的哈尔滨-呼玛相似。天津地
区甚至南到台湾海峡均有猛犸象、
披毛犀活动。耐寒的云杉、冷杉、
落叶松和草本的蒿、藜和苔藓是
当时天津地区的植被景观。在天
津市陈塘庄地下40m的地层中，
曾发现披毛犀的上前臼齿化石，
而植物学的证据表明当时生长着
耐寒的云杉、松树和苔藓（据罗
宝信、王绍武等）。 



天津古地理变迁与海岸带地质遗迹 
天津市海岸带古地理变迁—温暖的间冰期 

距今约1.1万年以来，地球进入全
新世间冰期，与冰期年平均气温相
比，我国华北地区全新世年均气温
上 升 幅 度 大 于 10 度 。 而 在 约
7,000~3,000年前，又是近1万年来
的最为温暖湿润的阶段，被称作
“全新世大暖期”。南温带和亚热
带喜暖的动物如大象、水牛、竹鼠
和貘等曾分布于黄河流域。喜暖的
栎、榆椴、臭椿、竹子、鹅耳枥、
榛和桦树，以及水青冈、枫香、山
核桃、山矾和水蕨等亚热带植物也
从南方北上来到黄河流域。 



天津古地理变迁与海岸带地质遗迹 
贝壳堤 

波浪或高潮水将贝壳和贝壳碎片从浅海泥
砂中簸选出来，在海边儿的泥滩上逐渐堆
积加高，形成上凸的堤状堆积体，即贝壳
堤。 
天津市南部-河北省黄骅市沿海平原发育距
今约7,000年以来形成的5~6道贝壳堤。堤
宽数十米，高数米（最高11m），凸起于
地表之上，常断续绵延数十公里。贝壳堤
是古海岸线的标志，记录了过去7,000年间
“沧海变桑田”过程中的数道古海岸线。 



天津古地理变迁与海岸带地质遗迹 
贝壳堤 

贝壳堤上的人类遗存 

组成贝壳堤的贝壳 



天津古地理变迁与海岸带地质遗迹 
牡蛎礁 



天津古地理变迁与海岸带地质遗迹 
滨海湿地 

天津市湿地占土地面积的20.9%，居
北方省市第一，其中最重要的是七里
海湿地、大黄堡湿地、团泊洼湿地和
北大港湿地。 



天津古地理变迁与海岸带地质遗迹 
滨海湿地 

七里海湿地风光 

团泊洼湿地风光 大黄堡湿地风光 北大港湿地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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