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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国家级生态功能区生态旅游开发与保护

杨新军, 李同升
(西北大学 城市与资源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将秦岭国家级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森林、山地和水体三类,并进行了分类评价和综

合评价, 在此基础上采取带—区—亚区三级方法,对秦岭进行了旅游功能区划。对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

治理措施给出建议, 提出了秦岭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的生物资源、景观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举措。秦岭国

家级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的主要问题是土壤侵蚀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通过退耕还林、建立生

态预警机制、严格控制开发建设、分区管理等措施, 可促进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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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Eco-tourism Resources in

Qinling National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YANG Xin-jun, LI T ong-sheng

(Department of U rban and Resour ces, N or thw es t Univ er sity , X i'an 710069, Shaanx i P rov ince, China)

Abstract: Eco-tourism at t ract ions in Qinling National Ecolog ical Funct ion Zone are classified as 3 types that

are fo rest ry, mountainous and w ater resources respect ively, and then types and integr ated assessment are

concluded. Based on 3-hierarchical method, tour ism funct ion zoning is analy zed including zone, dist rict and

subdist rict . M ain problems on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are analyzed, and proposals of protect ion on biological

resource, landscape resource and ecolog ical environment in Qinling m ountain are g iv e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adict ion betw een so il erosion and eco logical protect ion, measurements that include tur ning cult iv ated

land back into fo rests and g rasslands( T CFG) , const ruction of ecolo gical predict ion mechanism , control of

developing const ruct ion, m anagement of zoning etc,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can be coo rd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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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旅游源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其核心理念

试图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是旅游业在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积极响应 [ 1]。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目前生

态旅游收入已占世界旅游总收入的 15%～20% ,生

态旅游作为旅游产品品牌, 日益深入人心
[ 2]
。

目前国内外对生态旅游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的定

义,但多数人认为:生态旅游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可持

续性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和环境教育旅游相互交

迭的旅游活动
[ 3]
。这种旅游活动主要特征是在尽量不

改变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同时, 创造经济发展机会,并

使自然资源保护能在经济上使当地居民受益[ 4]。

认为生态旅游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 2大要点, 3

个标准, 4个功能。( 1) 2大要点。生态旅游是“回归大

自然”的绿色旅游,生态旅游是“保护性旅游”和“可持

续性旅游”。( 2) 3大标准。检验旅游活动是不是生态

旅游有 3大标准,即旅游客体应是原生和谐的生态系

统; 旅游对象(自然景观,自然生态系统,天人合一的

传统文化等)应该受到保护;社区应积极参与并从中

受益; ( 3) 4大功能。生态旅游应至少具备旅游功能,

保护功能,社区发展功能,环境教育功能。

1　研究区域概况

陕西境内秦岭国家级生态功能区主体分布在关

中地区的宝鸡、西安 2地南部和陕南地区的汉中和安

康 2地市,总面积 5. 79 km
2[ 5] ,按照其生态环境特征,

可划分为 3大功能区。

( 1) 海拔2 600 m以上的中高山针叶林灌丛草甸

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该区为秦岭主脊和其它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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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面积约433. 6 km
2
,约占秦岭生态功能保护区总

面积的 0. 70%。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牛背梁等 5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老县城等地方级自然保护

区的上部分布在该区内。

( 2) 海拔 1 500～2 600 m 的中低山针阔叶混交林

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该区位于秦岭主

脊南北两侧海拔 1 500～2 600 m 之间的地带,面积为

15 315. 9 km
2
, 占秦岭总面积 26. 5%。太白、周至、佛

坪、长青、牛背梁等 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至老

县城、太白大鲵等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主体部分均在

该区范围内。

　　( 3) 海拔 1 500 m 以下的浅山人工林水土保持和

生态经济功能区。该区面积最大,为 42 142. 77 km
2 ,

占陕西秦岭总面积72. 8%。该区区位条件较好,受平

原、城市辐射影响大,自然资源种类较多,农林牧副渔

及矿产、旅游等资源的开发已有一定基础。

秦岭是我国南北地理概念上的重要分界线,以其

丰富的植被、种类多样的野生动物、丰沛的水资源和

大量的历史人文遗迹而成为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生

态功能基地, 它在气候、水系、植被、动物和自然环境

上都具有重要的分界意义, 南北两坡丰富的生态旅游

资源为开展旅游活动, 尤其是生态旅游活动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

秦岭山系主体位于陕西省境内, 目前拥有森林公

园 30处,其中国家森林公园 8处;自然保护区 13处,

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处;风景名胜区 33处,其中

国家级 3个, 省级 13个,这些都成为该区生态旅游的

重要载体。随着旅游活动的多元化, 该区生态环境的

典型性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生态旅游产品开

发和建设的重要保障, 开发优势明显。秦岭地区的森

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风景名胜区,以避暑、休闲、度

假、科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目的, 2002年游客

规模超过 1. 00×10
6
人次, 旅游收入超过 1. 00×10

9

元人民币。

2　秦岭生态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

2. 1　生态旅游资源分类

2. 1. 1　森林生态旅游资源　森林在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保护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作为旅游资源可以为人们提供疗养健身、休闲度

假和观光游览的良好条件, 是开展生态旅游的极好素

材。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包括森林、森林环境和森林分

布区域等,内容极为丰富。景色优美的莽莽林海,种类

繁多的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为发展森林生态旅游提

供了极其丰富独特的景观资源。

秦岭地区南北坡垂直地带谱有明显差异,这种差

异使南北两坡的植被类型丰富多样。秦岭山地是东亚

地区暖温带—北亚热带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其生

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遗传的多样

性, 均具有重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秦岭北坡位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的南部, 由于

山体宏大, 绝对海拔为我国东部之冠,坡面一般极陡

狭, 植被垂直带(亚带)的数目随山地绝对高程的增加

而较为完整和明显,排列也较为整齐。落叶阔叶林带

的垂直带发达, 幅度最大,可达 2 000 m 多,几乎是秦

岭北坡最大高程的 2/ 3。秦岭林业用地面积占区域总

面积的 75. 2% , 是陕西省森林资源赋存最丰富的地

区。其特点表现为林地面积大, 景观林分布较广;植

物、动物种类繁多,群落组成复杂,生境多样, 有不少

极具观赏性的树木花草、飞禽走兽和珍稀濒危生物;

垂直分带明显,植被景观在立体空间呈多层性;季节

变化也使森林林相景观更加丰富多彩。

2. 1. 2　山地生态旅游资源　山地是森林植被生存的

基础。秦岭山地山势北仰南俯,北坡壁立千万,挺拔俊

秀, 以秦岭北坡山脊线到渭河平原,最宽不足 40 km,

断崖如壁,峡谷深切,形成多种山地地貌景观资源,作

为森林资源的陪景,也构成了生态旅游资源的有机组

成部分。

( 1) 华山类型丰富的山体景观。华山以其独特的

地貌类型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如远山景观、秀峰景观、

翠岭景观、崖壁景观、奇石景观、幽谷景观等。从地质

构造上讲, 华山是一整块长达 100 km 余的花岗岩体

露出地面的部分,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产生了山地地

貌景观中的极品。

( 2) 太白山高、寒、险、神秘的山地景观。太白山

是秦岭山脉的最高峰,由于地理环境独特, 山体高大

雄伟,岭脊叠障秀丽,山峰峥嵘险峻,峡谷深切幽邃,

形成了千峰万壑陡崖峭壁的壮观景色,冰川地貌千姿

百态,奇趣横生。另外, 在秦岭生态功能保护区中,翠

花山由于山崩而形成的各种带棱角的花岗岩巨石构

成的地貌景观,辋川和柞水的溶洞景观,王顺山的花

岗岩峰山岭地貌等,都是吸引游人“回归大自然”的重

要生态旅游资源。

2. 1. 3　水体生态旅游资源　秦岭地区降水量的多少

与海拔高度密切相关。但年降水量大部分地区在 800

mm 以上,总的来讲降水量比较丰沛。主脊是黄河流

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形成了渭河、汉江、嘉陵江等

重要河流的水源地,丰富的水资源为生物多样性提供

了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山麓一直延伸到高山,

形成了众多的景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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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温泉资源。温泉具有重要的疗养功能。在秦

岭山麓地带分布着许多温泉,其中以眉县汤峪温泉和

骊山华清池等最为有名。太白山的温泉早在 3 000 a

前即已被发现利用,水中含有钠、钾、氟、硫、氢及碳酸

盐、硅酸盐等 20多种化合物以及微量元素,不但品位

高,而且出水量大,汤泉出水量居全省第一。

( 2) 河湖景观。秦岭作为重要的水源地,是众多

河流的发源地,形成了众多的河湖景观。从翠花山山

崩堰塞湖——天池, 直到太白山高山区的侵蚀湖泊:

大太白海、二太白海等,特点各异,独具魅力。河流、小

溪上源处多悬泉飞瀑, 形成了良好的水体景观。

2. 2　资源评价

2. 2. 1　分类型评价

( 1) 秦岭森林资源在陕西省乃至我国北方不论

其森林质量、丰度还是面积,都具有很大的优势。相对

于陕西关中以耕地为主的农业景观, 具有鲜明的生态

旅游开发价值。森林资源具有观赏、科学考察、避暑等

多种功能,为开发生态观光和度假型旅游产品提供了

素材。秦岭北坡以太白山、南五台为代表的森林垂直

带谱,植物种类丰富,不同季节林相变化错落有致,色

彩韵律变换丰富, 为游客观赏和户外教育提供了基

础。秦岭是我国南北分界线,生物多样性和地理位置

的典型性使其成为开发森林生态旅游活动的基地。

( 2) 秦岭山地绵延数千公里,层峦叠峰,使其山

地地貌景观复杂多样, 以华山、太白山等为代表的山

地景观与森林融为一体,太白山的冰川地貌为东部第

四纪冰川遗迹研究的一把钥匙。华山的花岗岩地貌则

以雄、险位居全国名山之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云海、

佛光、飞瀑流泉、奇岩怪石、幽谷秀峰等,对海内外游

客产生持续的吸引力。此外,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山崩

景观,由岩溶作用形成的溶洞景观都在西北地区具有

一定的稀缺性。

( 3) 秦岭水资源丰富, 可供旅游开发的水体资源

类型多样,有温泉、堰塞湖、高山侵蚀湖泊、山泉瀑布、

河流等,多样化的类型为开发温泉度假,水上娱乐(漂

流) ,水体观赏等提供了条件。其中温泉度假与山水观

赏等具有一定的优势, 水体生态旅游资源的丰富多

样,对北方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2. 2. 2　综合评价　秦岭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

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具有互补性,资源价值高,空间组

合较好,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秦岭生态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多种多样的动植物

物种, 充沛的水资源,复杂的地貌形态都具有极大的

观赏娱乐和科学考察价值, 自然风景资源和人文历史

遗迹相互补充构成生态旅游开发的基石。

秦岭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成为我国中部最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林草丰茂, 物种繁多, 保护相对

良好。这种原生的自然环境对久居大城市的生态旅游

者具有很大吸引力。

秦岭生态旅游资源集森林、土地、水体、人文景观

四位一体, 组合较好, 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大分散,小

集中”的格局。这种分布格局使旅游资源开发便于进

行和管理,空间上的集聚也为游线组织和接待服务设

施集中布局提供了便利。

3　秦岭生态旅游功能区划

3. 1　功能区划依据

( 1) 秦岭山地的自然分界功能和主要生态功能;

( 2) 秦岭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状况及其空间组合;

( 3) 秦岭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旅游功能现状; ( 4)

秦岭与中心城市主要客源市场的空间关系; ( 5) 秦

岭生态旅游业发展与当地社区有效参与的需要。

3. 2　分区方案

根据上述分区依据,本方案采取带—区—亚区 3

级划分。其中带的划分以秦岭的南北自然分界功能和

主导生态功能为主要依据,划分为秦岭北坡生态旅游

带和秦岭南坡生态旅游带;旅游区的划分重点考虑了

生态旅游地与市场(中心城市)的空间联系和组织;亚

区划分则以生态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和组合特征为

基础,按照资源的相似性与旅游功能的适宜性进行细

分(表 1)。

表 1　秦岭生态功能区生态旅游区划分方案

旅游带 　旅游区 　　　　　旅游亚区

秦岭北

坡生态

旅游带

西安秦岭

北麓生态

旅游区

宝鸡秦岭生

态旅游区

骊山人文景观与森林生态旅游亚区

辋川溶洞与王顺山林风光旅游亚区

翠华山山崩地质公园与佛教文化旅

游亚区

朱雀—太平森林休闲度假旅游亚区

楼观台道教文化与森林生态旅游亚区

华山山岳型生态旅游亚区

太白山自然生态与科考探险旅游亚区

天台山河源风光与森林生态旅游亚区

秦岭南

坡生态

旅游带

汉中秦岭生

态旅游区

张良庙—紫柏山历史文化与森林观光

亚区

天台亚热带森林生态旅游亚区

安康秦岭生

态旅游区

五龙洞山水林洞景观生态旅游亚区

朱环保护生态旅游亚区

商洛秦岭生

态旅游区

天华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亚区

丹江漂流文化与生态旅游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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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措施

土壤侵蚀是陕西秦岭地区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

秦岭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土壤侵蚀类型可概括

如下[ 7]。( 1) 微度水力侵蚀。主要集中于中高山及低

山丘陵上部地区, 表面物质以岩石为主, 土层较薄;

( 2) 轻度水力侵蚀。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中下部,土

地利用方式以林地、耕地为主,其中耕地主要分布于

大型河谷阶地上,地形坡度一般为 3°～8°; ( 3) 中度

水力侵蚀主要发生在低山丘陵区上部,地形坡度一般

为 8°～15°,土地利用方式有草地、疏林地或耕地。随

地形坡度的增大, 土壤侵蚀作用增强; ( 4) 强度水力

侵蚀。主要发生在谷坡地上,其坡度一般为15°～25°。

土壤侵蚀除受地形、降雨等自然因素影响外, 人类活

动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秦岭地区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森林面积的逐渐

减少,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大, 特别是大于 25°坡地

耕地面积的增加是造成该地区土壤侵蚀加剧的主要

因素。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耕地不断向低山至中山

扩展,林地不断后退。目前森林已后退到海拔 1 400～

1 600 m间,有些区域达到了 1 800 m。相当面积的高

山林地、草场、灌木丛已遭到破坏。为恢复生态功能,

保护生态环境,应加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牧等措

施。随着秦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立,在宏观控制的

情况下合理规划,科学管理,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的土

壤侵蚀情况, 调整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是防止土

壤侵蚀加剧, 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最佳途径。

对于强度和中度水力侵蚀区, 要坚决实行退耕、

还林、还草政策。由于该区域地形坡度较大,土地开发

程度强,主要以耕地为主,当地居民数量大,所以其生

态恢复难度较大。因此,首先必须加强宣传教育,使居

民充分认识退耕、还林、还草的重要性,并且引导当地

居民向旅游服务业过渡,如开办山间旅馆等, 以供游

人休息进餐, 努力将这一区域建成有利于景观保护的

生态型旅游度假休闲区。

对轻度水力侵蚀地区,要减轻其物理开发强度;

这一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以林地和耕地为主,虽然水力

侵蚀不是很强,但也必须认识到其潜在的危险, 如不

及时控制,很有可能向中度或强度水力侵蚀发展。因

此,在该地区必须严格控制土地利用方式,减少耕地

面积,封山育林,逐步恢复其原始风貌,力争将其建设

成为自然景色观光区。

对微度水力侵蚀区,要坚持以防为主,保护天然

植被,增加覆盖率,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该类型侵蚀区

主要集中于中高山上部,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也是

自然植被保存最完整的区域,但由于近年来大气污染

加重,酸雨增多,出现了植被枯死现象,加大对这一区

域的保护力度已刻不容缓; 而且在旅游开发方式上,

应严格控制游客数量,以免因环境压力过大而使自然

植被遭到破坏,建议将此区域建设成为原始生态保护

区, 游客严格实行准入制度, 并以科学考察为主, 杜绝

建设永久性建筑,严禁度假休闲等旅游活动方式。

5　秦岭生态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建议

5. 1　生物资源保护

生物资源是生态旅游资源的主体,秦岭生物资源

主要受到 2个方面的威胁, 一是森林火灾, 二是病虫

危害; 三是人为破坏。

对于森林火灾应坚持“预防为主, 积极消灭”的方

针, 做好森林防火条例宣传, 增强防火意识。同时各旅

游景区结合自身特点,应建立防火队伍,做到森林火

灾“早发现,早消灭”。各旅游景区应设置各种防火宣

传牌,环境保护警示牌等,重点地区应实行无线电子

监探火灾。各地根据实际需要应购置必要的森林防火

车, 防火器材, 以应付森林火灾突发事件,在主要地段

建立防火了望台,使防火了望与旅游功能相结合。

对于森林病虫应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方

针, 以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确保鸟兽不受威

胁。野生动物是秦岭重要的生态资源组成部分, 严禁

乱捕猎。同时应加强有关森林保护法律法规宣传,防

止乱砍乱伐森林。

5. 2　景观资源保护

景观资源保护是资源保护的核心,必须贯穿于资

源开发利用所有过程,在建设中应注重保护, 在旅游

活动开展中也应长期坚持保护这一原则。旅游区的开

发建设中,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尽可能减少土石方的移

动, 必须对损坏的植被及时人工修复,建设应依山就

势, 适应自然条件。对旅游区内的古树名木进行重点

保护,设立围护栏,防止游人过于接近对树木造成伤

害。对于古树及珍稀树种,应挂牌保护,介绍其特性与

年龄,从而启迪游人的保护意识和教育作用, 增加游

人保护的自觉性,同时增添旅游的趣味性和知识性。

5. 3　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影响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同

时也对游客的游览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秦岭作为我国

主要的生态屏障,对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的支撑作用。各旅游区在开发建设中不得已要破坏

的植被,应及时高质量恢复,服务设施外围应进行绿

化美化,主要包括道路绿化与庭院广场绿化等,实现

自然优美的人居环境。各景区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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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 应及时购置设备, 尽快

建设污水处理系统, 加强环境保护硬件设施的建设。

采暖耗能应从环保需要出发, 将污染小,效能高的电

能、太阳能、天然气等能源作为首选能源,逐步取缔以

木材和煤炭为主要能源的设备与设施。

各景区应成立专门环保队伍与管理机构,及时清

运旅游垃圾。另外,还应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生态

旅游社区共管建设,以促进各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

5. 4　建立生态旅游预警机制

生态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应坚持防预结合,积极

建立环境预警机制。建议建立秦岭生态旅游资源与环

境监测体系。为有效监控水体、大气、土壤、植被等环

境因子,设立监测中心,在各个景点设置监测点,及时

采集相关数据和信息。另外,构建生态旅游景区环境

质量评价体系。每年进行 1次综合评价,将评价结果

进行比较分析和公示, 对发生资源破坏和环境退化的

景区要及时进行综合治理。

5. 5　完善生态环境解说系统功能

环境解说系统最基本的功能是对游客进行环境

教育[ 6] , 秦岭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解说系统建设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 1) 导游型环境解说系统: 为了加强导游人员在

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在对秦岭生态旅游的导游人员

的管理和考评中, 将秦岭环境特征和环保知识作为主

要内容之一, 从而让导游担负起管理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职责。主要通过咨询、导游活动、演讲、现场解说等

双向沟通和个性化解说服务,实现环境教育的功能。

( 2) 技术引导型环境解说系统。通过标志、牌示、

音视设备、书面材料、室内展览、游客中心等媒体和手

段对游客进行资源保护和环境意识教育。 在旅游区

内设立具有环境意识教育功能的基础设施, 如位于生

态环境景观的科学解说系统,提醒游客注意环境卫生

的指示牌; 门票、导游图、导游册等多种媒体上增

加生态知识和环保要求注意事项,使游客接受多渠道

的环境意识教育; 根据生态旅游区的规划模式,在

核心区、缓冲区、外围区等不同层次的有关地点分别

设立解说词、标志、牌示等,如在核心区突出科学性和

禁令型解说,在缓冲区突出说明型解说,在外围区则

以引导型解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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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落周边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

量。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改造,在某些方面产生的结果

却严重地违背了人们的初衷,形成新的自然灾害或潜

在的自然灾害威胁。因此, 建议在农村村落规划及扩

展过程中,必须进行灾害危险性评估, 制定相应的防

灾预案及减灾对策,尤其应谨慎对待削切坡脚等建设

性工程。

综上所述,大海子地裂缝的特征在黄土高原坡地

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其形成、发展、演化的过程

中,黄土的物理化学性质提供了基础条件,不甚合理

地修筑梯田提供了水文条件,暴雨及连阴雨是重要的

诱发因素,而人工切削坡脚则是该区地裂缝形成的主

要原因。该区目前正处于滑坡的蠕动变形阶段,必须

采取综合措施,防止或阻滞滑坡滑动面的形成及滑坡

体的滑动,最大限度地减轻以至消除滑坡灾害造成的

生命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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