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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此思想指导下，本文为合理

保护与开发利用浮来山地区地质遗迹资源针对浮来山地质遗迹保护与利用规划方案进行相关研究，主要

完成：1) 查明浮来山地质遗迹分布，摸清地质遗迹分布情况；2) 开展地质遗迹保护区划分研究；3) 提
出地质遗迹保护措施和利用规划方案，为地方政府地质遗迹管理和决策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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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is the millennium pla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idea, in order to reasonably protect and develop the g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fulaishan are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lanning schem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eo-
logical heritage in fulaishan area, and mainly completes: 1) find out the distribution of geological 
heritage in fulaishan area, find out the distribution of geological heritage; 2) carry out the re-
search on the division of geological heritage protection area; 3) put forward the protection meas-
ures and benefits of geological heritage. The planning scheme can provide basic data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local government’s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of geological 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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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1]。”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5000 多年的中

华文明就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发育成长，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生

命之根，是中华文明发展之源[2] [3]。作为地球历史的物证，地质遗迹是现今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4] [5]。实现地址遗迹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重要途径，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6]。在上述思想的指

导下，本文为合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地质教学天然课堂”浮来山地区地质遗迹资源针对浮来山地质遗迹

保护与利用规划方案进行相关研究。这在地方政府地质遗迹管理和决策中可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 调查区自然地理与地质环境概况 

2.1. 自然地理 

(a) 地理位置和范围 
调查区位于莒县、沂南县和沂水县三县交界处，东距莒县县城 9 km，距青岛市 200 km，距淄博市

180 km，206 国道、京沪高速接日兰高速均有连接道路直达调查区，胶新铁路莒县站距调查区仅 10 km，

并且有公交车直达。本次地质遗迹调查区范围西至杨家街村–路家庄村–上李家庄–下店一线，东至任

家庄–邢家庄四村–辛庄–北高家庄一线，南至辛家街村–任家庄一线，北至庞家泉–上店一线，涵盖

了新太古代、震旦纪、青白口纪、寒武纪、奥陶纪地层分布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43′09″~118˚44′53″，
北纬 36˚35′04″~36˚37′47″，面积 12.68 km2，调查区位置图如图 1 所示。 

(b) 气象 
调查区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春季温和，风多雨少；夏季炎热，雨量集中；秋季凉爽，少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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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冬季寒冷，雨雪稀少。全年平均气温 12.1℃，极端最高气温 39.4℃，极端最低气温−25.6℃，历年平

均无霜期 183 天。 
(c) 水文 
调查区属沭河流域，以浮来山—庙山为界，向东地表水及地下水流入沭河流域，向西地表及地下水

流入柳青河上游，最终绕过浮来山汇集到沭河流域。受地形地貌及构造的影响，地下水径流较快，并向

东南方向排泄，排泄方式主要以径流排泄为主。浮来山镇境内主要河流为柳青河及其主要支流黄花河，

属淮河流域沭河水系。黄花河发源于沂水县四十里镇苑庄北，县境内流域面积 35 km2，主河道长 4 km，

干流平均坡度 2.4 m/km；柳青河发源于莒县闫庄镇玉皇山，流域面积 296 km2，河道长度 32.8 km，干流

平均坡度 1.3 m/km。柳青河为平原河道，地势低洼，雨季汛猛，易成水灾。 
(d) 地形地貌 
调查区地处日照市莒县，临沂市的沂南县、沂水县三县交界处，区内最高点为浮来山，海拔 298.90 m，

最低点 135 m，区域最低侵蚀基准面高程 130 m。调查区内地貌形态的发育受地质构造、地层岩性、水文、

气象等因素综合影响，发育丘陵地形，按成因类型可分为构造剥蚀地形、剥蚀堆积地形。 
① 剥蚀堆积地形 
残丘丘陵区，分布于调查区西部，地层岩性为新太古代片麻状中粒石英闪长岩及青白口–震旦纪土

门群砂岩、粉砂岩、页岩、灰岩、白云岩。绝对标高在 135 m~195 m 以下，山坡坡度 5˚~45˚，沟谷发育，

上部青白口–震旦纪土门群地层分布区多呈 V 字型，两壁陡峭，沟身较窄，基岩裸露，沟内有大漂石、

砾石，下部新太古代片麻状中粒石英闪长岩分布区多呈 U 字型，沟壁较平缓，沟底有少量坡洪积堆积物。 
② 构造剥蚀地形 
岩溶丘陵区，分布于调查区中东部，地层岩性为寒武纪–奥陶纪灰岩、页岩、砂岩、白云岩。绝对

标高在 298.9 m~137 m 以下，山坡坡度 5˚~60˚。寒武纪灰岩夹页岩区，由于强烈风化剥蚀作用和构造影

响，单面山地形较发育，寒武纪张夏组岩溶较发育，形成救生泉、卧龙泉等水体景观和云龙崖地貌景观。

奥陶纪灰岩分布区，地形平缓，由于该层灰岩适宜生产石料，故该区分布众多采石场，形成人工陡坎。 
 

 
Figure 1. Traffic location map of survey area 
图 1. 调查区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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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质概况 

调查区自新太古代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发展过程，区内分布地层有新太古代红门岩套片麻状中粒

石英闪长岩，青白口纪–震旦纪的土门群砂岩、页岩、灰岩，寒武、奥陶纪的灰岩、页岩、白云岩。调

查区西部杨家村–路家庄–上李家庄–上店一线以西，出露新太古代红门岩闪长岩套中细粒石英闪长岩。

调查区内浮来山西侧出露中生代燕山期脉岩，岩性为正长斑岩，岩脉走向大体与片理走向相同。 

2.3. 地质构造 

调查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板块(I)、鲁西隆起区(II)、沂沭断裂带(III)、汞丹山断隆(IV)、汞丹山

凸起上(V)。调查区位于沂沭断裂带中部，沂沭—汤头断裂在调查区西部通过。安丘—莒县断裂在调查区

的东部通过，与主干断裂相平行的次级构造浮来山断层组正好通过调查区，它们的特征如下：沂水—汤

头断裂：断裂总体走向 18˚左右，倾向西，断裂出露宽度大，断裂中挤压现象明显，具压扭性“正断层”。

安丘——莒县断裂：断裂走向 20℃左右，倾向西，倾角在 75˚以上，常以逆断层出现，断裂内见有许多

具擦痕的滚动角砾，其角砾及擦痕特征表明断裂活动的多次性[7]。浮来山断层组：多与主干断裂平行的

次一级断层组。由数条北北东向断裂组成，倾向东，倾角在 80˚左右，断裂带内压性和张性特征均有，但

总体看为正断层。 

3. 调查区地质遗迹及其他旅游资源特征 

3.1. 地质遗迹类资源 

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 由于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

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参照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10〕89 号)，
将地质遗迹分为基础地质大类地质遗迹、地貌景观大类地质遗迹、地质灾害大类地质遗迹三大类，进一

步细分为类、亚类与型。 
浮来山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地质遗迹经历了各大地质发展阶段漫长的地质发展史[8]，积淀了

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构成了多种地质特征集中、地貌景观奇特的地质遗迹，有着巨大的科学、文化学

术价值和旅游价值，其中有些地质遗迹以其具有的独特性、稀有性以及特殊性的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

在中外地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震旦纪土门群地层剖面是山东省在国内外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主要剖面之一，在区域上有着显著

的代表性，在区域地层对比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构造形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区内先

后经历多次不同的构造阶段，形成了复杂的构造格局，具有清晰的构造痕迹；区内地貌景观资源丰富，

云龙崖、怪石峪、救生泉等各类地质地貌景观千姿百态；浮来山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又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人文历史资源亦非常丰富，区内有商周老树、晋代古刹、隋唐庙庵。 

本文调查与评价了主要的地质遗迹点 239 处，其中基础地质大类地质遗迹地层剖面类 191 处，构造

剖面 21 处，岩石剖面 20 处；地貌景观大类地质遗迹 3 处；自然人文景观 4 处，具体见附表 1 浮来山主

要地质遗迹一览表。 

3.2. 人文历史资源 

浮来山调查区内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类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许多文

人墨客，不仅在山中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并对区内的奇异秀丽写下了许多诗文佳作，从而为名山增加了

文化底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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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林寺[10] 
千年古刹定林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晚年遁迹藏书校经之处，距今

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为山东省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院落面南背北，

分前中后三院，南北长 95 米，东西宽 52 米，总面积 4940 平方米。前院以大雄宝殿为主体，数配殿分左

右展开。大雄宝殿除具备大寺院的像偶外，并加塑了四大天王。大雄宝殿东配，以“关帝殿”为伽兰(护
法神)，西配是菩萨殿、泰山行宫。后院为校经楼、十王殿、禅堂。三进院是三教堂。 

② 文心亭[11] 
文心亭，系 1962 年为纪念《文心雕龙》成书 1460 周年所建。亭为六角飞檐，内庇“象山树”摩崖

巨字篆刻；字大径尺，落款为“隐士慧地题”，字迹清晰，古拙苍劲。亭右立一石碑，上镌“文心亭”

三个道劲大字，系郭沫若先生亲笔所题。 
③ 莒子墓[12] 
沿浮来山东麓北去两公里处，有一大型古墓，封土高三十余米，占地 34.7 亩，这便是浮来八观之一

的莒子墓。墓西北方有点将台，系当年护陵兵演练的指挥台。墓西南方约五百米处的山脚下有烧木炭遗

址，是当年下葬时，烧制围棺防腐木炭的窑场所在。 
④ 朝阳观[13] 
朝阳观位于浮来山中部，浮来山主峰以北，据碑石所见。朝阳观曾有三次更名，四易僧道。自东晋

至唐中叶，浮丘定林寺一直是佛教禅宗和尚的大寺院——是信奉“坐禅入定”的禅林。至唐武灭佛历经

三次毁寺。兹后虽有复修，但已远不如昔。此时定林寺住持僧见山北麓有旺水涌泉，民称龙泉，传有神

龙在此主宰一方早涝，每当旱涝成灾时，必有乡民聚此祭祷。山僧为增加香火收人，借此地利于唐乾元

年间(759 年前后)建龙泉寺于泉阳。此寺大门面东，正殿三间内塑禅宗像偶——有雨师、雷神等。西厢供

置金石造像、东厢为僧舍。此寺因适应世俗民心，香火大盛。定林寺派有戒僧在此住持。此间凡外地僧

俗到浮丘朝佛参禅者皆寓龙泉寺。一时成为游僧、香客接待站。 

3.3. 自然资源 

天下银杏第一树——该树在山中定林寺前院中央，树龄近 4000 年，树高 26.7 米、干粗 15.7 米，占

地 600 多平方米，至今仍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堪称生物界中的“活化石”。198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曾对此树进行专题研究并向全世界播放了其近影。据《左传》记载：“鲁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是指春秋时期莒国的国君莒子与鲁国的国君鲁公，在银杏树下结盟修好一事。那时此树虽无确切年龄记

载，却已如烟云笼罩于浮来山。清顺治年间，莒州太守陈全国立碑曰，“此树至今已三千余年。”据此

推算，这树已有 4000 余年的树龄。 

4. 调查区地质遗迹保存与开发利用现状 

4.1. 地质遗迹保存现状 

浮来山地质遗迹调查区地质遗迹资源类型典型，资源丰富，包括地层剖面、岩石剖面、构造剖面、

水体地貌 4 类，各类地质遗迹及其他旅游资源 239 处。区内地质遗迹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尚不完善，

在保护方面，仅极少地质遗迹被列为保护对象，在开发方面侧重于地质地貌、自然景观、人文历史，而

地质遗迹的科研、教育和其他方面的价值往往被忽视。目前开发的与遗迹有关的景点主要有怪石峪(张夏

组下灰岩段鲕粒灰岩)、云龙崖(张夏组上灰岩段藻丘灰岩)、卧龙泉、救生泉等。通过实地调查，本文发

现以往对地质剖面类等地质遗迹重视不够，缺乏有效的保护，如由于历史原因，浮来山附近人为开采石

灰岩形成了多个采石坑，地质地貌景观遭受破坏现象较为严重。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的重视，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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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意识不断增强，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大部分地质遗迹和其他旅游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目前

主要地质遗迹资源保存良好。 

4.2. 地质遗迹保护措施 

调查区内地质遗迹资源丰富，文化历史悠久。区内的地质遗迹资源及其它旅游资源历来受到各级政

府的重视和保护。为切实做好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保护区突出了四个工作重点： 
① 是严厉禁止开矿等破坏地质地貌的行为。由于浮来山西部石灰岩资源丰富，导致当地村民开山炸

石，乱采滥挖，致使主峰西侧破坏严重[14]。以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为中心，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

安排部署，责成国土、住建、林业、旅游等部门和驻地乡镇浮来山镇组成专项整治小组，严厉禁止任何

开矿炸石等破坏行为，在保护区周边部分地段建设保护墙，并与邻县、主管部门保持密切协调沟通，较

好的保护了保护区的地质地貌的完整性。 
② 是严禁乱搭乱建行为。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禁止任何未经批准的乱搭乱建行为，保持保护区的原

始地貌。 
③ 是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保护区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森林植被的保护和恢复工作，确

保保护区植被覆盖率。在植树造林方面，保护区每年都组织干部职工和周边村庄一起开展植树活动，确

保林木面积的持续增加。在看护方面，保护区组建了保卫科，并聘用了十余名护林员，昼夜强化林木资

源的看护。在森林防火方面，保护区组建了森林消防专业队，开展冬火夏防、开设防火隔离带，建设防

火通道等活动，实行全年防火，确保森林资源的安全。 
④ 是突出天下第一银杏树的管护。定林寺内的天下第一银杏树是保护区内重要自然和人文景观，具

有重大价值。保护区组织专门力量，每年都开展病虫害防治和浇水、看护等工作，确保了银杏树的健康

生长。浮来山最老的古银杏树树龄近 4000 年，对于年龄过大的银杏树，除了常规的防虫防害，还要针对

树体衰老导导致的木制疏松进行额外的加固支撑工作。此外，对一些病树和残缺的树要进行治疗和修补

[15]。 

4.3. 主要危害因素 

调查区主要有地层剖面、岩石剖面、构造剖面、水体地貌 4 类地质遗迹，这些地质遗迹是经过漫长

的地质历史演化而成的，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源。在其演化进程中的主要危害因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

素两大类。其中前者主要指外力地地质作用(风化、剥蚀、崩塌等)作用；后者是指盗采、盗挖、建设性破

坏、开发性破坏等因素。 
浮来山地貌景观：对调查区地貌的危害因素主要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在调查区内分布着数个村庄，

村民进行的大量生产和基本建设等活动易破坏景区的植被覆盖及岩石结构，从而最终破坏浮来山周边地

貌景观。 
典型剖面：对本类地质遗迹的危害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流水的侵蚀作用，区内流水的

侵蚀下切，将浮来山东西两侧冲出数条冲沟，破坏了地质剖面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其次是人类活动的影

响，调查区及附近人类生产和建设活动，大量的开采种植，已使区内部分地质遗迹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水体地貌：水体地貌受人类工程活动影响，景区内为加强游览性对卧龙泉、救生泉采取了砌筑保护。 

5. 地质遗迹区划[16] 

5.1. 区划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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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原则：1) 根据地质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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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的分布特点，突出种类多样性，成因相关性和空间组合性原则。2) 根据主要地质遗迹景观的价值，

突出典型性、代表性和自然完整性原则。3) 综合考虑地质构造条件，充分体现地质遗迹景观形成与发育

规律原则。 

5.2. 分区论述 

根据调查区地质遗迹点的分布情况、地质遗迹保护对象的重要性，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调查区

的地质遗迹特点，将调查区分为 I 级、II 级、III 级三个地质遗迹保护区。 
地质遗迹一级保护区：范围西至路家庄村东、上李家庄村东南，北至上李家庄村东，东至浮来山西

侧山腰采石运输路，南至 S336 省道，极值地理坐标：东经 118˚43'12.4"~118˚43'50.0"，北纬

36˚35'12.1"~36˚36'33.9"，面积 1.18 km2。该范围内土门群组地层剖面集中、连续分布，在全国具有对比

意义，反映新太古代—新元古代区域地壳活动变化而带来的地质、地貌演化特征，共包含 86 处地质遗迹

点，其中国家级 30 处，省级 56 处。 
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范围西至浮来山西侧山腰采石运输路，北至簸箕峰北侧山谷，东至浮来山东

侧山脚公路，南至 S336 省道，极值地理坐标：东经 118˚43'31.2"~118˚44'11.4"，北纬 36˚35'29.4"~36˚36'45.3"，
面积 1.87 km2。该区域为浮来山景区已开发区域，该范围内出露寒武纪地层，出露较好，涵盖地层剖面、

构造剖面、水体地貌、岩石剖面 4 类地质遗迹，反映新古生代以来区域地壳活动变化而带来的地质、地

貌演化特征，共包含 50 处地质遗迹点，其中国家级 1 处，省级 45 处。此外，区内还保存有定林寺、天

下第一银杏树、朝阳观、文心亭等人文、自然景观。 
地质遗迹三级保护区：调查区 I、II 级保护区外其它区域，极值地理坐标：东经 118˚43'09"~118˚44'53"，

北纬 36˚35'04"~36˚37'47"，面积 9.63 km2，该区域分布新太古代—奥陶纪马家沟大坪期以来区域地壳活动

变化而带来的地质、地貌演化特征。该范围内地质遗迹出露较差，地质遗迹通达性一般。共包含 103 处

地质遗迹点，其中国家级 18 处，省级 85 处。此外，该范围内还保存有莒子墓人文景观。 

6. 调查区保护与利用规划 

6.1. 保护措施 

为实现调查区的保护，所有地质遗迹保护区内不得进行露天开矿、采石、取土、砍伐及其他与保护

功能不相符的工程建设活动；不得设立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等大型服务设施。一级保护区

可以安置必要的游赏步道和相关设施，但必须与景观协调，要控制游客数量，严禁机动交通工具进入；

二级、三级保护区允许设立少量地学旅游服务设施，但必须限制与地学景观游赏无关的建筑，各项建设

与设施与景观协调。 

6.2. 利用规划 

① 开发利用定位 
功能定位就是要解决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一般讲，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有多种

功能，如地质遗迹保护、科普教育、科学考察、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但实现多种功能的前提是必须有

效的保护地质遗迹资源本身和生态环境，必须充分突出“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 
浮来山省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特色鲜明，在保护的前提下继续体系观光功能的同时，

应深化对其研究、科普功能的开发利用，而且一定要再景区环境容量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并确保珍贵的

地质遗迹不受到人为的破坏。因此，浮来山省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开发利用定位是以浮来山组剖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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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主景，以千年古刹定林寺、银杏树王为辅景，集科普教育、科学考察、人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 
② 地质遗迹的科学性与观赏性规划 
(a) 充分体现地质遗迹的科学性 
地质遗迹资源不同于别的自然景观，在对其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突出其科学价值，让不同

地质遗迹所具有的不同科学意义通过人为有意识地突出和专门的文字介绍、解说途径、方式充分展现出

来，让它的科学性更加地鲜明，从而满足游客这方面的需求，如浮来山组层型剖面的成因、石旺庄组地

震纹的形成、怪石峪以及云龙崖的形成等等。 
(b) 解决好科学性和观赏性的矛盾 
地质遗迹的科学性和观赏性应很好地结合，防止一味的追求科学性而使解说过于深奥而不被一般游

客所接受，也要防止单纯展示其景观艺术而忽视其科学含义，由于景区针对的是广大的一般旅游群体，

为此，在具体操作上应首先选择具有造景功能的遗迹开发，以通过它的美学观赏价值吸引游人，同时对

这类地质遗迹景观本身的地学意义做解释。建立说明牌的目的应该是针对这类人群的，其文字说明应力

求简洁、通俗、易懂，总之，应将一个复杂的地学问题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讲清楚，既有景观介绍又兼有

成因解释，以达到观赏和科普的有机结合；为满足特殊群体(科学考察、教学)的需要，可适当进行有一定

深度的科学性讲解；并在有重要地学意义的地质遗迹点建标志牌或专门介绍地学含义的说明牌。 
(c) 地质遗迹旅游产品规划 
在掌握地质遗迹资源详细状况的前提下，同时在对客源市场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浮来山省

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功能，设计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细分市场的需求。 
(d) 旅游产品市场销售策略 
总的来讲，作为地质遗迹的旅游产品在进行市场宣传和销售时，与其他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文旅

游产品不同，可以从学术和旅游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宣传促销。在学术方面，围绕保护区建设，可以通过

一些相关的地质工作或其他的学术会议，撰写地质遗迹资源以及地质遗迹保护区建设方面的相关论文、

论著，从而在学术界、地学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对象是一些地质方面的学术工作者和大中专

院校相关专业或对此感兴趣的教师和学生，特别是那些在校学生，他们的闲暇时间比较多，并且求知欲

望强烈，是未来地学旅游的主力军。他们对地质遗迹旅游产生通常具有较大的兴趣和热情，同时在旅游

方面，可以组织以造“市”(市场)为主旨的宣传促销活动和以造“势”(声势)为主旨的大型节庆活动，通

过各种媒体加以广泛宣传。 

7. 结论 

为合理保护与开发利用浮来山地区地质遗迹资源，本文在完成浮来山地区地质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浮

来山地质遗迹保护与利用规划方案进行相关研究，主要完成：1) 对浮来山地质遗迹保存现状、已有的保

护措施进行了调查，分析了破坏地质各类的地质遗迹的主要危害因素；2) 根据调查区地质遗迹点的分布

情况、地质遗迹保护对象的重要性，将调查区划分出了 I 级、II 级、III 级三个地质遗迹保护区，对每个

保护区地质遗迹情况进行了描述；3) 提出了地质遗迹开发利用规划建议，重要地质遗迹保护措施，为政

府规划、决策提供依据，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研究针对浮来山地质遗迹保护与利用规划方案，不仅对文化科学研究和带动旅游业意义重大，浮来

山作为山东省十大魅力景点之首，一个省级风景地质遗迹保护区得到了好的保护与利用，对于省内其他

地质遗迹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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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able A1. List of main geological relics in fulaishan      
附表 1. 浮来山主要地质遗迹一览表 

点号 
点位 

地质遗迹点 
   

X Y 地理位置 大类 类 亚类 

NO1 3941315 385233 南普陀寺墙东侧 张夏组灰色厚层藻丘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 3941358 385231 南普陀寺东北 张夏组灰色厚层藻丘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 3941440 385121 定林寺南(怪石峪) 张夏组灰色厚层鲕粒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 3941499 385104 定林寺南侧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下

灰岩段灰色厚层鲕粒灰岩，点

西为馒头组红河段褐黄色厚层

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 3941752 385013 五百罗汉 235 附近 张夏组灰色厚层藻丘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6 3942031 385010 福山观音北侧下坡

信号杆旁 张夏组灰色厚层藻丘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 3942084 384942 佛来峰北三叉口 张夏组灰色厚层鲕粒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8 3942009 384914 佛来峰西北公路边 馒头组洪河段褐黄色厚层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9 3942378 384935 朝阳观北、山北坡 张夏组灰色厚层鲕粒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0 3942341 384833 绕园路西北角 馒头组下页岩段砖红色云泥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1 3942265 384810 绕园公路西北 馒头组石店段灰黄色白云质灰

岩夹砾屑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2 3942199 384848 绕园路三叉口北 馒头组下页岩段紫红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3 3941538 384951 寻根馆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下

页岩段紫红色页岩，点西为馒

头组石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4 3941618 385207 定林寺东侧 张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5 3941706 385220 提升站西北 张夏组条带状藻凝块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6 3941846 385292 浮来山庄东侧路边 张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7 3941844 385311 浮来山庄东侧路边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18 3942164 385086 朝阳观东南路西 张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https://doi.org/10.12677/ojns.2021.91021


李星传 
 

 

DOI: 10.12677/ojns.2021.91021 183 自然科学 
 

Continued 

NO19 3942286 384996 朝阳观东北，环山

路西 
张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 3940806 384940 S336 路边 正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21 3940557 385030 浮来山 S336 省道

南采坑内 构造擦痕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褶皱与变形 

NO22 3941136 384279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黑山官组

紫红色纸片状页岩，点西为新

太古代石英闪长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不整合面 

NO23 3941147 384296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灰紫色隐晶灰岩，点西为黑山

官组黄绿色页岩夹海绿石石英

砂岩透镜体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4 3941160 384299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灰黄色钙质页岩，点西为蛋青

色隐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5 3941125 384315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夹透镜状砂灰岩，

点西为二青山组灰黄色钙质页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6 3941169 384323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

厚层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7 3941176 384393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8 3941183 384511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夹薄层泥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9 3941253 384610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灰

黄色中薄层细粒石英砂岩与黄

绿色页岩互层，点西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0 3941286 384735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点，石旺庄组中薄层砂质

泥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1 3941117 384630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点，浮来山组黄灰色中厚

层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2 3941067 384418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夹灰黄色薄层泥质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3 3941054 384354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点，佟家庄组紫红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4 3941071 384320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

厚层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5 3941070 384287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灰紫色隐晶灰岩，点西为黑山

官组紫红色页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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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6 3941005 384828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点，石旺庄组青灰色中厚

层含砂微粒灰岩，见黑灰色蠕

虫状方解石脉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7 3940987 384678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点，浮来山组黄灰色薄层-
中厚层细粒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8 3940953 384663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灰黄色中厚层石英砂岩夹黄绿

色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

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39 3940823 384335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厚层含海绿石石英砂岩，点西

为二青山组灰黄色钙质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0 3940815 384310 路家庄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灰紫色薄层隐晶灰岩，点西为

黑山官组紫红色夹黄绿色纸片

状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1 3941290 384260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黑山官组

紫红色纸片状页岩，点西为新

太古代石英闪长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不整合面 

NO42 3941301 384271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蛋青色灰岩，点西为黑山官组

紫红色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3 3941368 384276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灰紫色隐晶灰岩，点西为黑山

官组紫红色页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4 3941373 384283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灰黄色钙质页岩，点西为蛋青

色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5 3941403 384287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夹透镜状砂灰岩，

点西为二青山组灰黄色钙质页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6 3941407 384294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黄

绿色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厚

层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7 3941436 384319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佟家庄组紫红色页岩

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8 3941428 384402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夹薄层泥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49 3941481 384507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佟家庄组紫红色页岩

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0 3941516 384525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灰黄色中厚层细粒石英砂岩与

黄绿色页岩互层，点西为佟家

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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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1 3941562 384556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浮来山组薄层石英砂

岩夹黄绿色页岩，间夹厚层石

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2 3941611 384619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石旺庄组青灰色中厚

层含砂微粒灰岩，见黑灰色蠕

虫状方解石脉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3 3941746 384644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组

紫红色页岩，点西为石旺庄组

灰白色白云质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4 3941719 384615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石旺庄组中薄层砂灰

岩夹灰黄色薄层粉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5 3941686 384584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石旺庄组黄

灰色石英粉砂岩，中层砂灰岩

相间，点西为浮来山组黄灰色

薄层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6 3941665 384535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浮来山组黄灰色中层

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7 3941661 384477 路家庄村东 浮来山组中层石英砂岩与黄绿

色页岩互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8 3941668 384452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薄层石英砂岩与黄绿色页岩互

层，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色页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59 3941664 384393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60 3941641 384287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夹中层泥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61 3941607 384239 路家庄村东 岩性点，佟家庄组紫红色页岩

夹黄绿色页岩，见褶皱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62 3941600 384224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佟家庄组黄

绿色页岩，点西石旺庄组厚层

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63 3941603 384209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佟家庄组黄

绿色页岩夹透镜状砂灰岩，点

西为二青山组蛋青色隐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64 3941601 384196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二青山组蛋

青色隐晶灰岩，点西为暗紫红

色页岩夹黄绿色页岩，夹薄层

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65 3941594 384193 路家庄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黑山官组黄

绿色纸片状页岩，点西新太古

代片麻状石英闪长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不整合面 

NO66 3941820 384145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佟家庄组黄

绿色页岩夹砂灰岩、泥灰岩、

石英砂岩凸镜体，点西为二青

山组蛋青色隐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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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7 3941792 384300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68 3941814 384378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点，佟家庄组紫红色页岩

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69 3941825 384397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灰

黄色薄层石英砂岩与黄绿色页

岩互层，点西佟家庄组黄绿色

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0 3941821 384445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点，浮来山组灰黄色薄层

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1 3941755 384440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薄

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点

西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2 3941859 384212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夹薄层泥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3 3941938 384283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4 3942006 384354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灰

黄色薄层石英砂岩与黄绿色页

岩互层，点西佟家庄组黄绿色

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5 3942056 384433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石旺庄组砂

岩与砂灰岩互层，点西浮来山

组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6 3941912 384391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灰

黄色中薄层细粒石英砂岩与黄

绿色页岩互层，点西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夹薄层泥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7 3942131 385129 福寿广场西南 张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8 3942160 385086 福寿广场西 张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79 3941493 385099 卧龙泉  地貌景观大类地

质遗迹 水体地貌 泉 

NO80 3941517 385065 救生泉  地貌景观大类地

质遗迹 水体地貌 泉 

NO81 3942212 385026 朝阳观山门口北侧 神泉 地貌景观大类地

质遗迹 水体地貌 泉 

NO82 3941574 385090 银杏树     

NO83 3942190 384999 朝阳观     

NO84 3941922 385030 福寿阁     

NO85 3941574 385090 定林寺     

NO86 3942424 384699 朝阳峰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石

店段，点西为朱砂洞组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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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7 3942158 384164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黑山官组黄

绿色页岩，点西为新太古代片

麻状石英闪长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不整合面 

NO88 3942713 384187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蛋青色灰岩，点西为黑山官组

紫红色夹黄绿色纸片状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89 3942189 384194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夹透镜状砂灰岩，

点西为二青山组灰黄色钙质页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90 3942172 384202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夹透镜状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91 3942152 384291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

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色

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92 3942137 384388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黄灰色石英砂岩与灰色中厚层

砂灰岩互层，点西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夹黄

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93 3942170 384551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正长斑岩，

点西为石旺庄组黄灰色中厚层

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94 3942162 384599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组

灰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为正

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95 3942284 384577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组

灰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为正

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96 3942280 384533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正长斑岩，

点西为朱砂洞组灰色厚层豹皮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97 3942296 384514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组

灰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为石

旺庄组灰色中层白云质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98 3942291 384507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灰色中层白云质灰岩，点西为

石旺庄组青灰色中厚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99 3942279 384412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黄灰色石英砂岩与灰色中厚层

砂灰岩互层，点西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夹黄

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00 3942222 384271 路家庄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

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色

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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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1 3942369 384186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佟家庄组黄

绿色页岩，点西佟家庄组厚层

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02 3942374 384178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夹透镜状砂灰岩，

点西为二青山组灰黄色钙质页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03 3942381 384172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灰黄色钙质页岩，点西为黑山

官组黄绿色夹紫红色纸片状页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04 3942373 384156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黑山官组

黄绿色页岩夹紫红色页岩，点

西为新太古代片麻状石英闪长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不整合面 

NO105 3942472 384154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黑山官组

黄绿色页岩，点西为新太古代

片麻状石英闪长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不整合面 

NO106 3942466 384166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蛋青色灰岩，点西为黑山官组

紫红色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07 3942704 384982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黑山官组黄

绿色夹紫红色页岩，点西为新

太古代片麻状石英闪长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不整合面 

NO108 3942704 384022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蛋青色隐晶灰岩，点西为黑山

官组紫红色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09 3942700 384038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二青山组

灰黄色钙质页岩，点西为二青

山组蛋青色隐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10 3942687 384048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夹透镜状砂灰岩，

点西为二青山组灰黄色钙质页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11 3942682 384062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

中薄层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12 3942582 384265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

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色

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13 3942553 384345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黄灰色石英砂岩与灰色中厚层

砂灰岩互层，点西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中厚层细粒石英砂岩夹

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14 3942462 384502 上李家庄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朱砂洞组灰

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石旺庄

组灰色薄层白云质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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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5 3942741 384592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馒头组石店

段黄绿色薄层页岩夹黄灰色薄

层灰岩，点西朱砂洞灰色厚层

豹皮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16 3942758 384507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馒头组石店

段黄绿色薄层页岩夹黄灰色薄

层灰岩，点西朱砂洞灰色厚层

豹皮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17 3942743 384493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朱砂洞组灰

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正长斑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18 3942715 384492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正长斑岩，

点西为石旺庄组黄灰色中厚层

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19 3942762 384453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灰色中厚层白云质灰岩，点西

为石旺庄组黄灰色中厚层砂灰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20 3942763 384407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黄灰色中厚层砂岩与砂灰岩互

层，点西为浮来山组黄灰色薄

层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21 3942807 384320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

页岩，点西为正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22 3943875 384235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正长斑岩，

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23 3943052 384063 上李家庄东 岩性点，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24 3943178 384989 上李家庄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点西佟家庄组含

海绿石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25 3943154 384620 董家山村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褐

黄色厚层细粒石英砂岩，点西

为馒头组紫红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26 3943197 384549 董家山村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紫

红色页岩，点西为馒头组灰色

厚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27 3943221 384445 董家山村西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黄灰色薄层石英砂岩与灰色中

层砂黄灰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

夹黄绿色页岩灰岩互层，点西

为浮来山组黄灰色薄层石英砂

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28 3943205 384345 董家山村西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

页岩，点西为正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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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9 3943191 384282 董家山村西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正长斑岩，

点西为浮来山组黄灰色薄层石

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30 3943187 384251 上李家庄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

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色

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31 3943064 384217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正长斑岩，

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32 3942946 384316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点西为正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33 3942947 384341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夹黄

绿色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黄

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34 3942883 384399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黄灰色薄层石英砂岩与灰色中

层砂黄灰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

夹黄绿色页岩灰岩互层，点西

为浮来山组黄灰色薄层石英砂

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35 3942796 384524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灰色中厚层白云质灰岩，点西

为石旺庄组黄灰色中厚层砂灰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36 3942766 384530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组

灰色中厚层豹皮灰岩，点西为

石旺庄组灰色中厚层白云质灰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37 3943040 384306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点西为正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38 3943056 384317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夹黄

绿色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黄

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39 3943046 384416 上李家庄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黄灰色薄层石英砂岩与灰色中

层砂黄灰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

夹黄绿色页岩灰岩互层，点西

为浮来山组黄灰色薄层石英砂

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40 3943745 383987 下店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黑山官组紫

红色页岩夹黄绿色页岩，点西

新太古代片麻状石英闪长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不整合面 

NO141 3943734 384018 下店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二青山组紫

红色隐晶灰岩，点西紫红色页

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42 3943453 384307 下店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黄

灰色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

岩，点西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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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43 3943453 384307 下店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正长斑岩，

点西浮来山组黄灰色中厚层细

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44 3943328 384419 董家山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黄

灰色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

岩，点西正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45 3943316 384446 董家山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薄层砂灰岩与薄层砂岩互层，

点西为浮来山组黄灰色薄层石

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46 3943449 384367 董家山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正长斑岩，

点西浮来山组黄灰色中厚层细

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47 3943461 384420 董家山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黄

灰色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

岩，点西正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48 3943760 384479 董家山村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石旺庄组黄

灰色薄层石英砂岩与灰色薄层

砂灰岩互层，点西浮来山组黄

灰色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49 3943766 384446 董家山村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夹黄

绿色页岩，点西为正长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50 3943764 384330 董家山村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正长斑岩，

点西为浮来山组黄灰色薄层石

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151 3943821 384330 董家山村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黄

灰色薄层-中厚层石英砂岩夹

黄绿色页岩，点西佟家庄组黄

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52 3943976 384333 下店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黄

灰色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

岩，点西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53 3943884 384446 下店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黄

灰色薄层砂岩与灰色薄层砂灰

岩互层，点西浮来山组黄灰色

中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54 3944047 384336 下店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

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色

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55 3944178 384525 下店村东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黄灰色薄层石英砂岩与灰色中

层砂黄灰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

夹黄绿色页岩灰岩互层，点西

为浮来山组黄灰色薄层石英砂

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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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56 3944329 384675 下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组

灰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为石

旺庄组灰色中层白云质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57 3944546 384535 上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浮来山组

黄灰色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

页岩，点西为佟家庄组黄绿色

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58 3944622 384563 上店村东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159 3944688 384673 上店村东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160 3942514 385518 浮来山文武学校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炒米店组

灰色厚层竹叶状灰岩，点西为

崮山组灰色薄层疙瘩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61 3942515 385588 浮来山文武学校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b 段灰白色糖粒状白云岩，点

西为炒米店组灰色厚层竹叶状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62 3942513 385681 浮来山文武学校东

北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163 3942525 385852 浮来山文武学校东

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马家沟群

东黄山组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

岩，点西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

色厚层含燧石条带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64 3942519 385921 浮来山文武学校东

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北庵庄组

灰色厚层灰岩，点西为东黄山

组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65 3942688 385812 辛庄村西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北庵庄组

灰色厚层灰岩，点西为东黄山

组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66 3942816 385602 辛庄村西南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167 3942762 385486 辛庄村西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b 段灰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点西为炒米店组灰色厚层竹叶

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68 3943042 385372 莒子墓南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169 3943149 385453 莒子墓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b 段灰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点西为炒米店组灰色厚层竹叶

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70 3943467 385693 辛庄旧址北部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171 3943440 385812 辛庄旧址东部水塘

边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东黄山组

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点西

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色厚层含

燧石条带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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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72 3943400 385854 辛庄旧址东部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北庵庄组

灰色厚层灰岩，点西为东黄山

组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73 3943351 385738 辛庄旧址南部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色厚层含燧石条带白

云岩，点西为三山子组 b 段灰

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74 3943357 385805 辛庄旧址东南部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东黄山组

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点西

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色厚层含

燧石条带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75 3943363 385855 辛庄旧址东南部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北庵庄组

灰色厚层灰岩，点西为东黄山

组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76 3943823 386048 辛庄村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北庵庄组

灰色厚层灰岩，点西为东黄山

组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77 3943825 385994 辛庄村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东黄山组

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点西

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色厚层含

燧石条带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78 3943902 385933 辛庄村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色厚层含燧石条带白

云岩，点西为三山子组 b 段灰

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79 3943661 385706 辛庄村旧址北部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180 3943469 385442 莒子墓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b 段灰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点西为炒米店组灰色厚层竹叶

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81 3943996 385130 王家山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下

灰岩段灰色厚层鲕粒灰岩，点

西为馒头组红河段褐黄色中厚

层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82 3943638 384973 王家山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下

灰岩段灰色厚层鲕粒灰岩，点

西为馒头组红河段褐黄色中厚

层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83 3943639 385002 王家山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上

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灰岩，点

西为张夏组下灰岩段灰色厚层

鲕粒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84 3943618 385151 王家山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崮山组灰

色薄层疙瘩状灰岩，点西为张

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灰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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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5 3943820 385113 王家山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下

灰岩段灰色厚层鲕粒灰岩，点

西为馒头组红河段褐黄色中厚

层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86 3943820 385192 王家山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崮山组灰

色薄层疙瘩状灰岩，点西为张

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灰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87 3943836 385371 王家山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炒米店组

灰色厚层竹叶状灰岩，点西为

崮山组灰色薄层疙瘩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88 3943878 385435 王家山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b 段灰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点西为炒米店组灰色厚层竹叶

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89 3944105 385542 王家山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b 段灰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点西为炒米店组灰色厚层竹叶

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90 3944291 385844 北高家庄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色厚层含燧石条带白

云岩，点西为三山子组 b 段灰

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91 3944296 385893 北高家庄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东黄山组

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点西

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色厚层含

燧石条带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92 3944330 385948 北高家庄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北庵庄组

灰色厚层灰岩，点西为东黄山

组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93 3944365 385558 杜家洼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b 段灰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点西为炒米店组灰色厚层竹叶

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94 3944365 385487 杜家洼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炒米店组

灰色厚层竹叶状灰岩，点西为

崮山组灰色薄层疙瘩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95 3944763 385784 西韩家庄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色厚层含燧石条带白

云岩，点西为三山子组 b 段灰

白色厚层糖粒状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96 3944765 385865 西韩家庄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东黄山组

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点西

为三山子组 a 段灰白色厚层含

燧石条带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97 3944766 385920 西韩家庄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北庵庄组

灰色厚层灰岩，点西为东黄山

组黄绿色薄层泥质白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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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8 3945147 385447 杜家洼村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三山子组

b 段灰白色糖粒状白云岩，点

西为炒米店组灰色厚层竹叶状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199 3945106 385261 杜家洼村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炒米店组

灰色厚层竹叶状灰岩，点西为

崮山组灰色薄层疙瘩状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0 3944925 384980 杜家洼村西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崮山组灰

色薄层疙瘩状灰岩，点西为张

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灰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1 3944404 384832 上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下

页岩段紫红色页岩，点西为馒

头组石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2 3944225 385088 杜家洼村西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洪

河段褐黄色中厚层砂岩，点西

为馒头组下页岩段紫红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3 3944192 385181 杜家洼村西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上

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灰岩，点

西为张夏组下灰岩段灰色厚层

鲕粒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4 3944173 385226 杜家洼村西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崮山组含

绿晶海绿石生物碎屑灰岩，点

西为张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

藻丘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5 3942009 384764 浮来峰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石

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点西为

朱砂洞组灰色厚层豹皮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6 3942021 384798 浮来峰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下

页岩段紫红色页岩，点西为馒

头组石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7 3941949 384831 浮来峰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洪

河段褐黄色中厚层砂岩，点西

为馒头组下页岩段紫红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8 3941798 384770 浮来峰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石

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点西为

朱砂洞组灰色厚层豹皮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09 3941892 384945 福寿阁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下

灰岩段灰色厚层鲕粒灰岩，点

西为馒头组红河段褐黄色中厚

层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10 3941937 384969 福寿阁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上

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灰岩，点

西为张夏组下灰岩段灰色厚层

鲕粒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11 3941970 385014 福寿阁北 张夏组上灰岩段灰岩厚层藻丘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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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12 3942279 385258 福寿广场东北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213 3942063 385420 浮来山文武学校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崮山组灰

色薄层疙瘩状灰岩，点西为张

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灰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14 3943347 385080 宋家山村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崮山组灰

色薄层疙瘩状灰岩，点西为张

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灰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15 3943458 384878 董家山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下

灰岩段灰色厚层鲕粒灰岩，点

西为馒头组红河段褐黄色中厚

层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16 3943475 384821 董家山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下

页岩段紫红色页岩，点西为馒

头组石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17 3943572 384734 董家山村东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石

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点西为

朱砂洞组灰色厚层豹皮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18 3943480 384655 董家山村北部村民

院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组

灰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为石

旺庄组灰色中层白云质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19 3942722 384922 簸箕峰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下

灰岩段灰色厚层鲕粒灰岩，点

西为馒头组红河段褐黄色中厚

层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20 3943222 385023 簸箕峰北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221 3940535 384445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佟家庄组

黄绿色页岩，点西为石旺庄组

厚层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22 3940678 384672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浮来山组薄

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点

西佟家庄组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23 3940582 384817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石旺庄组砂

岩与砂灰岩互层，点西浮来山

组薄层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24 3940589 384928 杨家街村东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225 3940415 384973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灰

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为石旺

庄组灰色中层白云质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26 3940340 384951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石旺庄组

灰岩段灰色中层白云质灰岩，

点西为石旺庄组砂质灰岩段灰

色中厚层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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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27 3940318 385063 杨家街村东 断裂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构造剖面 断裂 

NO228 3940376 385081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石

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点西为

朱砂洞组灰色厚层豹皮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29 3940525 385113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下

页岩段紫红色页岩，点西为馒

头组石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30 3940543 384987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组

灰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为石

旺庄组灰色中层白云质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31 3940638 385069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石

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点西为

朱砂洞组灰色厚层豹皮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32 3940490 385184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下

灰岩段灰色厚层鲕粒灰岩，点

西为馒头组红河段褐黄色中厚

层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33 3940572 385520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石

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点西为

朱砂洞组灰色厚层豹皮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34 3940590 385560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下

页岩段紫红色页岩，点西为馒

头组石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35 3940577 385567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张夏组下

灰岩段灰色厚层鲕粒灰岩，点

西为馒头组红河段褐黄色中厚

层砂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36 3940601 385783 杨家街村东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崮山组灰

色薄层疙瘩状灰岩，点西为张

夏组上灰岩段灰色厚层藻丘灰

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37 3941191 384922 浮来山南门西侧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朱砂洞灰

色厚层豹皮灰岩，点西为正长

斑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岩石剖面 侵入岩剖面 

NO238 3941441 384811 浮来峰西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正长斑岩，

点西为朱砂洞组灰色厚层豹皮

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NO239 3941261 384929 烽火台北 
岩性分界点，点东为馒头组石

店段灰色中薄层灰岩，点西为

朱砂洞组灰色厚层豹皮灰岩 

基础地质大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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