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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这样一种现状，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发展
，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激增和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
用，导致资源日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调，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因而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已成为当代人类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20世纪末，人类终于醒悟：人类必须善待自然！
而建立自然保护区正是开展自然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
甘肃太统一崆峒山自然保护区正是在这一重要背景下得以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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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1.4 堆积侵蚀河谷阶地在堆积侵蚀黄土丘陵区，泾河及其支流红河和茹河等皆发育河谷阶地。
以泾河为例，可分出一、二、三级阶地。
一级阶地分布于泾河滩地，由全新统黏砂、砾石层组成，厚约2m。
二级阶地在河床两侧广泛分布，最宽处可达2.2 km，高出河床数米至十米不等，具有二元结构，上部
由全新统砂土组成，厚约2m，下部由全新统砾石层组成，厚约5m。
三级阶地在二级阶地两侧分布广泛，以陡坎与二级阶地相接，两者高差可达50m左右。
上部为马兰黄土层，下部为砾石层。
　　3.3.2 自然遗迹概况　　3.3.2.1 地质资源遗产保护区内崆峒山及相邻的泾河峡谷、十万沟、大阴山
及太统山等地地质资源十分丰富。
根据地质地貌特征初步划分为崆峒山和太统山型两类。
　　（1）崆峒山型以崆峒山为代表，包括泾河峡谷、十万沟和大阴山等。
构成这些风景区的主体岩层为上三叠统延长群砾岩和砂砾岩，其上角度不整合覆盖下白垩统碎屑岩，
局部见黄土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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