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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水土保持生态系统、水土保持旅游资源及水土保持旅游的科学内涵,论述了水土保持与旅

游的关系。水土保持可为发展旅游提供一定的旅游资源,为某些旅游地、景区景点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增加景区景点美感。开展水土保持旅游可以提高水土保持社会经济效益。分析了水土保持旅游资源的主

要类型及其旅游功能,提出了应加强水土保持部门与旅游部门的合作, 增加水土保持旅游开发意识, 开展

有关水土保持旅游研究,培育典型, 不断总结经验等促进水土保持旅游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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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giving the scient ific connotat ions o f ecosystem, tourism and tourism r esources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and the relations betw ee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and tourism are discussed. Sol and

w ater conser vation can pro vide some tourism resources for tourism product ion development , make sound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for some traveling places, sightseeing areas or sightseeing spots, and add beauty sense

fo r sightseeing highlights. Research o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tour ism can pr omote social and econom-i

cal effects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w o rk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in types and their functions o 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tourism, some suggest ions are pr esented, such as enhancing cooperat ion betw ee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 ion department and tour ism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increasing development con-

sciousness o 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 ion tourism, car rying out relevant r esearch on so il and w ater conserva-

t ion tourism, foster ing typical examples, and summing up experiences cont i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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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节假日的增多,

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 广大群众, 尤其是城镇居民的

休闲旅游需求, 日益增多,需要多种多样的旅游产品。

另一方面,多年来我国在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

境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财力, 完成了大量水

土保持设施,在治理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中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尤其在黄土高原等一些水土流失

严重地区,更为突出。

能否充分利用, 如何利用这些水土保持设施开展

旅游活动,既满足城镇居民休闲旅游的需求, 又提高

水土流失地区的水土保持社会、经济效益, 是值得关

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  有关水土保持旅游的概念

1. 1  水土保持生态系统
指由于水土保持措施的布设,在一定空间内生物

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互相

作用, 互相依存而形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例

如,小至一片水土保持林, 一片草地, 一块梯田, 一块

坝地, 一座水库, 大至有生物、工程措施布设的不同级



别的流域等, 它们都存在着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物

质、能量的相互作用。这些大小不同的水土保持生态

系统,要维持其生态机能的正常运转, 还必须依靠外

界环境提供输入一定的能量、物质(包括自然的和人

工的光、热、水、肥、管理等) , 并向外界环境输出一定

的生物代谢产物和热量等,即生态系统既受到外部环

境的影响,同时它也影响着周围环境, 是一个开放系

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系统。由于水土保持措施的布设

配置主要是人为作用,因此水土保持生态系统应属于

社会 ) 经济 )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既有农业生态系
统,又有城市(城郊)生态系统;既有陆地生态系统(梯

田、坝地、林草地) ,又有水域生态系统(水库、池塘)。

1. 2  水土保持旅游资源

水土保持旅游必须依靠一定的旅游资源。作者

认为凡对游客具有一定吸引力,能够激发旅游者旅游

动机,并可能被利用来开展旅游活动(游憩)的各种典

型水土保持生态系统、水土保持设施与实施过程及其

它因素,均可称为水土保持旅游资源。可以看出, ( 1)

只有对游客具有吸引力, 才能被旅游开发所利用, 因

此对游客的吸引力便成为确认是否属水土保持旅游

资源的重要依据,也是旅游资源实用价值和基础性的

主要体现。这里必须指出,所谓水土保持旅游资源对

游客的吸引力, 是指对社会旅游者的群体而言, 而不

是以个别人的爱好为标准; ( 2) 除了已经布设、配置

的水土保持措施客体或形成的典型水土保持生态系

统外,某些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过程, 例如修筑水平

梯田、淤地坝、引水拉沙等过程,对许多未见过的人就

具有吸引力,可供游人参观,甚至参与体验; ( 3) 所谓

其它因素, 主要是指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 以

及与水土保持有关的典型或奇特水土流失景观、无形

的非物质因素等, 例如水土保持促进了新农村的建

设,坚持不断治理的愚公移山精神等。

1. 3  水土保持旅游

所谓水土保持旅游, 是指借助于水土保持旅游资

源为主而开展的各种观光游览、参与体验等旅游活

动。例如观赏大型水土保持设施,体验梯田、坝地田

园风光及优美的生态环境, 参观果园及摘采水果, 水

面游乐及垂钓, 水土保持林(草)生态旅游等。水土保

持旅游不仅可为专业人员及有关师生提供学习机会,

而且更能为异地群众,特别是为城镇市民提供回归自

然,享受自然,增强身心健康的良好途径与方式。

2  水土保持与旅游的关系

2. 1  水土保持措施可为发展旅游提供资源

某些水土保持措施或水土保持生态系统,可为发

展旅游提供一定的旅游资源如前所述,在水土保持过

程中, 某些治理区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发展, 可以形

成特殊的水土保持生态景观(系统)。例如,吴旗县大

面积退耕还林(草)形成的高原草灌绿色生态景观, 使

黄土地披上了绿色的外衣,生机勃勃;绥德韭园沟、延

安西河沟等地的淤地坝坝系农业生态景观,具有浓郁

的田园风光景色;广西龙胜、甘肃定西等地的坡地梯

田景观,集壮丽、秀美于一体;三门峡水库已成为陕县

黄河游的重要景点; 许多典型小流域的综合治理, 体

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各项治理措施之间的有机结

合,等等。能够吸引游人参观、体验、实践等, 成为水

土保持旅游资源,即成为旅游资源的组成部分, 能为

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一定的资源,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 2  水土保持可为旅游创造良好的环境
水土保持可为山地丘陵区旅游地、景区景点, 创

造良好的旅游环境。许多地方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植被难于生长,荒山秃岭的景观缺乏生机和美感, 甚

至使人感到荒凉,这样的旅游景区无形中就降低了对

一般游客的吸引力。例如黄河壶口瀑布周围山坡植

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夏天更是头顶烈日,生态环境

较差, 游人看到瀑布真面目后, 不愿多留,很快就想离

开。黄果树瀑布,不仅壮观的瀑布吸引游人, 而且周

围林木茂盛,幽深优美的环境也吸引游人, 使游客留

恋往返。而水土保持可为绿色植被的生长提供重要

的基础,有利于植被恢复生长, 改善生态环境, 为发展

旅游提供有利的环境条件。

此外, 保持水土, 还有利于改善小气候、改善水分

循环, 减少某些山洪自然灾害。/山青水秀0的优美环
境,离不开水土保持。革命圣地延安市区周围, 由于

重视水土保持,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已是树木满山

坡,绿绿葱葱, 改善了环境, 增加了城市的生机与美

感,使延安更能吸引游人。

2. 3  通过某些水土保持措施配景,可增强旅游景区

景点的美感

  虽然在许多景区景点并不是以观赏水土保持设
施、开展水土保持旅游为主体, 但由于某些水土保持

措施的有利配置,却能起到烘托主景,强化主景美感

特征的作用。例如承德的外八庙古建筑群及造型景

观 ) ) ) 棒锤山,郑州的邙山风景区,路南石林的造型

景观 ) ) ) 阿斯玛,桂林的山水景观, 张家界的石峰、石

柱景观,武夷山的九曲十八溪等, 都有一定的植被的

配合与烘托,起到/绿叶配红花0的效果。又如某些山
区寂静、幽深意境的形成, 除了地貌等因素外, 坡面有

适当的林木相配合, 能增加其寂静幽深感, 晋陕峡谷

谷坡水上流失严重, 缺少茂密的林木,因此虽属大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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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但寂静幽深的美感稍为逊色。在一些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特别是在干旱缺水的黄土高原旅游景区

内,配以小型坝库、蓄水池、引水渠道等能增加美感,

丰富观赏内容, 更具有吸引力。

2. 4  开展水土保持旅游,可以充分利用水土保持资

源, 增加水土保持社会经济效益

  利用水土保持资源及所形成的优美环境开展旅

游活动,已有不少典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利用/龙脊

梯田0开展旅游,已经成为他们向外宣传的一张明片,

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城以南, 水平梯田由山脚绕

到山顶,层层叠叠,远看梯田如链似带, 田坎线条行云

流水,潇洒柔畅。梯田规模宏大壮观, 集壮丽与秀美

于一体,每年吸引数 10万中外游客前去参观游览,当

地人还办起了农家客店, 让游客体验有农家特色的食

宿,既促进了该县旅游业的发展, 又提高了水土保持

的社会经济效益。兰州市多年来坚持在白塔山、徐家

山人工造林,种植果树, 绿化荒山,保持水土, 现在白

塔山公园树高林茂, 曲径通幽, 成为兰州市重要的旅

游景区之一,而徐家山也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闹市

/桃花园0,是兰州市民重要的休闲地。北京市平谷区

挂甲峪村多年来重视保持水土,保护林木,修建水库,

生态养山,使原来的自然景观更加优美,不仅林木葱

郁,风景秀丽,还建立了千亩生态果园, 已成为北京郊

区有名的/休闲绿谷0,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陕
西省陇县通过对关山山地草原的管理和保护,已建设

成为一个有名的山地草原旅游区, 年吸引游客达 10

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超过 2 000万元。江苏省漂阳水

库,通过人工改造成为旅游景区, 2007年游客达 200

万人次,收入过亿元。

3  水土保持旅游资源的类型与旅游功能

依据水土保持措施的性质、分布的不同,其水土

保持旅游资源主要类型及旅游功能如下。

3. 1  蓄水工程生态景观

蓄水工程生态景观(系统) 包括各类不同规模的

水库,例如黄土高原地区为防洪、蓄水、保水修建的黄

河三门峡水库、小浪底水库及大量中小型水库, 有的

大坝雄伟壮观, 湖面碧波荡漾,湖光波影;有的岸边绿

树成荫,景色绚丽多姿, 可供参观游览, 开展水上体

育、游乐、垂钓休闲等活动。

3. 2  淤地坝坝系生态景观

淤地坝坝系生态景观(系统) 在黄土高原分布较

多,在一个小流域内多由少数较大的骨干坝和众多的

小型坝组成坝系, 拦泥淤地, 形成/一块块坝地平展

展,逐级升高夹山间,土肥水丰庄稼茂, 田园风光诱人

眼0的美景,如能配以窑洞人家,地方特色更加突出,

可以开展农家乐、观赏田园风光等旅游活动。

3. 3  坡面梯田生态景观
坡面梯田生态景观(系统) 主要是指各类土坎、

石坎水平梯田,黄土高原土坎梯田较多, 大面积修建

的水平梯田,层层迭迭, 规模壮观。众多田坎弯曲自

然,如巨龙腾空而起, 层层梯田相连,田面平整等高顺

延,充分展现了人工美、和谐美、雄伟美, 可开展参观

游览等活动。

3. 4  人工水保林生态景观
一些生长良好的水保林及水保经济林,有的绿树

成荫, 有的果实累累, 自然生态景观特色突出, 可建立

森林公园、观光果园,开展回归自然的生态旅游及采

果、品果旅游等人工水保林生态景观(系统)。

3. 5  防风固沙生态景观

在风沙区规模较大或典型的防风固沙措施,如防

风林网、沙漠(地)公园等人工草地生态景观(系统) ,

能给人以特殊的生态景观美、奇特美等感受, 可开展

参观游览、体验等旅游活动。

3. 6  人工草地生态景观

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有大面积的防风固沙, 保

持水土的人工草地生态景观(系统) ,这里绿地、白云、

兰天相映, 帐蓬点点, 牛羊成群,一派草原牧场风光,

可开展草原牧场风光旅游。

3. 7  城郊型水土保持生态景观

城郊型水土保持生态景观(系统) 主要指在城市

郊区由水土保持所形成的优美环境, 并配以亭、台等

人造景观。水土保持措施既可是综合性的多项内容,

也可是单项内容, 如水库、森林等。可供城镇居民开

展多种休闲活动。

3. 8  综合治理生态景观
多年来在黄土高原等地开展了以小流域为单元

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按流域实行因地制宜, 因害设

防,多种措施,统一规划, 综合治理,已出现了许多综

合治理的典型流域。在这里梯田、坝地、林(草)地等,

各得其位, 各显其能, 自然和谐,植被葱绿、山清水秀。

生态环境良好,水土流失得到了控制。这些综合治理

生态景观(系统)可供人们回归自然、休闲度假、游览

观光、修学研讨, 获得生态美、自然美、人工美、和谐美

等多种美的享受。

4  对开展水土保持旅游的几点建议

4. 1  加强合作

水土保持部门与旅游部门加强合作,共同开发水

土保持旅游项目。水土保持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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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依靠水土保持部门依据旅游市场的需求和水

保措施布设的实际, 提供有开发价值的水土保持旅游

资源或产品,另一方面要依靠旅游部门的宣传组织和

销售,特别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要重视旅游部门提供

的讯息。通过合作, 提供市场需要的新旅游产品, 满

足广大群众的旅游需求,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同时提

高水土保持的社会经济效益, 为水土保持与旅游结合

创造出一条双赢的路子。

4. 2  增强旅游意识

水土保持部门应增强旅游开发意识,在水土保持

规划与水土流失治理中, 要开拓思路, 即在治理水土

流失中,不仅要重视各项措施的保水拦泥,改善环境,

增产等效益,还应考虑各项措施本身及环境效应作为

旅游资源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此,一方面在

某些水土保持措施的规划布设中,尤其在城镇郊区,

应尽可能把有利于开展休闲旅游作为目标之一,安排

有关项目建设; 另一方面,在某些已有的且具有旅游

开发价值的水土保持措施中, 根据旅游需求可以适当

进行有关项目的补充完善与包装, 以提高旅游吸引

力,为开展旅游创造条件。

4. 3  加强研究
加强水土保持与旅游相结合的研究。水土保持

旅游活动虽然在某些典型地区已有开展,但尚存在不

少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例如,水土

保持(含规划、措施布设、现有措施等)与旅游的关系,

水土保持旅游资源的界定,水土保持旅游市场的调查

分析及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水土保持旅游项目的建

设投资及组织与管理等,需要广大水土保持工作者以

及水保部门进行研讨, 使一些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

逐步得到解决。

4. 4  建立试验地
建立水土保持旅游开发试验地, 不断总结经验。

一方面将利用水保设施及环境效应已经开展水土保

持旅游活动较好的地方作为典型, 要总结经验、完善

内容与提高品位,使其成为真正的水土保持旅游地;

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调研并结合实际,选择某些吸引力

较大的水土保持旅游资源地,进行试验, 精心规划设

计出有影响的旅游产品,开展旅游活动。通过上述两

个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推动较大范围水土保持旅游活

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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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区由于山地自身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外
在的人为干扰作用, 亚高山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的演变已显现出严重的退化态势。植被快速恢复与

重建成为抑制山地生态系统退化和改善生态环境的

切入点和有效途径。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在

相当程度上是以人工参与的方式进行的,最强烈的人

为方式就是以造林工程为代表的植被生态系统重建。

人工恢复重建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稳定

性等方面与区域原生植被群落都存在着差异。因此,

按照森林植被的演替规律,奠定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

基础,是亚高山植被快速恢复重建过程中人工造林的

技术设计和工程施工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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