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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申报表 

（创新训练项目） 

 

 

推 荐 学 校 ：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项 目 名 称 ： 

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旅游开发

策略研究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 地质学/旅游管理学 

项 目 负 责 人 ： 何刚 

联 系 电 话 ： 15294386138 

指 导 教 师 ： 孙文礼/马叶情 

联 系 电 话 ： 13619335704 /15035712365 

申 报 日 期 ： 2019 年 4 月 22 日 

 

 

 

 
甘肃省教育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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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申报书要按照要求，逐项认真填写，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表达明确严谨。

空缺项要填“无”。 

二、格式要求：表格中的字体采用小四号宋体，单倍行距；需签字部分由相关人

员以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名。 

三、填报者须注意页面的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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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旅游开发策略研究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地质学/城乡规划学 

项目实施时间 起始时间：2019 年 04 月   完成时间：2020 年 12 月 

项 

目 

简 

介 

(100

字以

内） 

火山地质遗迹是地质历史时期发生并遗留下来的火山地貌、火山构造和火

山岩。本课题以天水别川河火山岩为研究对象，基于其特殊地质科学意义、稀

有的自然属性、美学观赏价值和当地人文景观的研究，提出该地质遗迹浏览观

赏的开发策略。从而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构建旅游强省

新格局提供科学依据。 

申
请
人
或
申
请
团
队 

 姓名 年级 学号 
所在院系 

/专业 
联系电话 E-mail 

主 

持 

人 

何刚 
地质

1731 
17311024 

地质学院/区

域地质与矿产

资源调查 

15294386138 
1905544161@

qq.com 

王一舟 
地质

1731 
17311008 

地质学院/区

域地质与矿产

资源调查 

18719898932 
1014485016@

qq.com 

成 

 

员 

董伟强 
地质

1731 
17311021 

地质学院/区

域地质与矿产

资源调查 

18719508800 
1945521195@

qq.com 

李伟亮 
地质

1731 
17311017 

地质学院/区

域地质与矿产

资源调查 

15293877397 
3012878603@

qq.com 

柏国华 
地质

1731 
17311910 

地质学院/区

域地质与矿产

资源调查 

1879893113 
857574177@q

q.com 

指 
 

导 
 

教 
 

师 

第一

指导

教师 

姓名 孙文礼 单位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年龄 29 专业技术职务 讲师 

主要成果 

 

[1] 2018 年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 1 项； 

[2] 先后主持地厅级科研项目 3 项； 

[3] 2018 年获得甘肃省级高职教育成果一等奖 1 次； 

[4] 2017 年获得甘肃测绘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次； 

[5] 2017 年获甘肃省大学生“创新杯”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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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指导

教师 

姓名 马叶情 单位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年龄 36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主要成果 

 

[1] 先后获得甘肃省教学成果奖 2 次； 

[2] 主持地厅级科研项目 1 项；参与地厅级科研项目 4 项； 

[3] 2017 年获得甘肃测绘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次； 

[4] 2017 年获甘肃省大学生“创新杯”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一、 申请理由（包括自身具备的知识条件、自己的特长、兴趣、已有的实践创新成果 

等） 

 

本课题研究小组成员均为地质勘查专业在校学生，系统学习过地球科学理论，并

于 2018年参加过天水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野外考察，对研究对象已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通过学校创新创业通识课程培训，本小组基于天水脱贫攻坚工作、乡村振兴战略和旅

游强市新格局构建的需求，结合专业所长与地质行业发展新动态，特提出地质遗迹开

发策略研究类创新训练课题申请。 

 

 

 

二、项目方案 

 

1、项目研究背景（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项目已有的基础，与本项目有关的

研究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已具备的条件，尚缺少的条件及方法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地质遗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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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地质遗迹包括由火山岩石

构成的地貌、地质构造或典型岩石遗迹，其往往拥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较高的观赏价

值，并且具有不可再生性。然而，这一重要的研究对象却长期得不到我国学者的广泛

关注，因为传统地质研究主要服务于矿产普查与国民经济建设。但是西方学者对于包

括火山岩在内的地质遗迹的认识相对要更加深刻，他们强调孕育地质遗迹的地质环境

与地质遗迹本身都是地球上最宝贵的自然遗产，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或

缺的重要意义。自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科学旅游蔚然成风，地质与旅游的联系也日

益紧密，最终在众多如陈安泽等老一辈旅游地学专家的推动下，2001 年经国土资源部

批准，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 11 座国家地质公园，以推动地质遗迹景观的科学研究与

保护。在随后的 14 年中，中国共诞生了 240 家国家地质公园以及数量更多的省级地

质公园。这些地质公园不但能够有利推动地方经济转型与快速发展，而且在促进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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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学素养的不断提升方面具有显著效果。目前，在中国与火山岩相关的世界地质

公园有 6 家，国家地质公园有 17 家，火山地质遗迹研究主要涉及以下 6 个领域：

形成机制研究；岩相与形成环境研究；综合评价研究；景观特征研究；类型划分研究

和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 

（2）已有基础 

本研究小组系统学习过地球科学理论，并参加过天水别川河火山岩地貌野外考察

实践教学。本小组对天水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的基本情况已有了解。通过学校创新创

业通识课程的学习，本小组已经基本掌握旅游开发利用要素。 

本课题指导教师曾参编出版《天水地区地质认识实习指导书》，非常熟悉别川河火

山岩地貌和火山岩特征。丰富的地质调查和创新创业项目指导经验可为本创新课题的

进行提供保障。 

 

2、项目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 

 

本课题以天水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火山岩地质遗迹成因演化的

深入研究，为火山地质遗迹的科普宣传、科普教育与科学旅游产品开发提供重要的地

学参考。并结合人文景观，为该地质遗迹旅游开发利用提供科学的建议。具体研究内

容有： 

（1）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并广泛收集天水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区域地质背景和地

质遗迹类型及分布状况。分析总结研究区的区域地质背景，包括区域自然地理、区域

地质演化、区域构造和区域地层状况等。 

（2）通过分析天水别川河地区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与形成演化过程，了解天水

地区别川河古火山活动特征、火山活动时代、火山活动的大地构造环境、火山活动中

心的空间分布、古火山岩形成环境、火山岩浆的起源与演化以及古火山喷发方式。 

（3）结合火山遗迹特征和人文景观，对该处火山地质遗迹的等级和保护范围进行

厘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旅游开发利用策略。 

 

3、项目创新特色概述 

 

传统地质行业主要服务于矿产资源勘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在生态地球理

论指导下，地质行业的业务方向逐渐转向基础类调查，形成“地质+”等众多产业延伸

方向。本课题从“地质遗迹+旅游开发”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主要创先点有以下两点： 

（1）首次厘定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性质与类型 

通过分析别川河火山岩的岩石学与岩相学特征，提出系统的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

分类方案，结合《甘肃省深度贫困县地质环境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和《地质遗迹

调查规范》等技术要求，厘定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等级。 

（2）提出北川河火山地质遗迹旅游开发利用策略 

基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的技术要求，结合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等级

评价，为别川河地质遗迹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4、项目研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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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技术路线 

 

5、研究进度安排 

（1）2019 年 4 月--8 月：通过广泛收集天水地区基础地质调查资源与火山地质遗

迹相关文献和研究报告，梳理古火山地质遗迹以及别川河火山地质遗迹相关研究发展

现状及存在问题。   

（2）2019 年 8 月--12 月：依据资料收集所提供的信息，开展该区域的野外地质调

查，目的是掌握此区域的地貌类型、地质构造、火山岩岩石特征、火山岩地质遗迹类

型与发育特征以及古地理环境等相关内容，并挑选恰当的位置，进行火山岩岩石标本

采集、剖面测量、节理统计及古水流方向测定等。 

（3）2020 年 01 月--2020 年 06 月：岩相学分析、地球化学定年分析等分析，在此

基础上开展地质遗迹等级评价。 

（4）2020 年 07 月—2020 年 12 月：基于旅游资源评价与规划的技术要求，结合

地质遗迹评价等级，提出别川河地质遗迹旅游开发策略。通过与导师及相关专家的讨

论，修正相关内容并提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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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组成员分工 

 

本课题由何刚统筹负责；王一舟负责研究基础资料收集和分析；何刚和李伟亮负

责野外调查路线安排；王一舟和董伟强负责地质遗迹评价；何刚和柏国华负责旅游开

发策略研究。由全体小组成员共同负责岩相学分析和地球化学分析。 

 

三、学校提供条件（包括项目开展所需的实验实训情况、配套经费、相关扶持政策等） 

本项目依托单位是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已有 40 年地质类办学经验，目前拥有

岩矿鉴定实训室、物探实训室等 8 个相关实训室。野外调查掌上机 30 台，GPS28 台，

背包式钻机 1 台。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大力支持大学生创新项目，实施 1:1 配套经费方案。 

四、预期成果 

    该研究可为火山活动的科普宣传、科普教育与科学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重要的地

质学背景。在当前中国科学旅游发展前景广阔的背景下，开发“地质+”旅游路线不仅

能够有效推动地方经济转型与脱贫攻坚，而且能够促进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不断提高。 

五、经费预算 

总经费（元） 40000 财政拨款（元） 20000 学校拨款（元） 20000 

注：总经费、财政拨款、学校拨款由学校按照有关规定核定数目进行填写 

具体包括： 

1、专家访谈、参加会议、差旅费共计 5000 元； 

2、用于项目研发的野外调查工具等购置费共计 1000 元；野外租车调查费用、伙

食费等小计 4000 元；岩石薄片制作费 3000 元；岩石地球化学主微量和定年分析 17000

元。 

3、资料购置、打印、复印、印刷等费用等小计 1000 元； 

4、岩相学薄皮制作和鉴定小计 2000 元； 

4、学生撰写与项目有关的论文版面费、申请专利费等小计 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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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导师推荐意见 

 

    该选题紧贴地质行业发展趋势，研究结果不仅可为区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

和旅游强市战略提供支撑，而且也可提升国民科学素养。故特推荐立项。 

 

 

                                                签名： 

 

                                                  年   月    日 

七、院系推荐意 

 

 

 

 

 

院系负责人签名：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八、学校推荐意见： 

 

 

 

 

 

 

 

 

 

                            学校负责人签名：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