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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功能分区的山地旅游地水土保持模式研究
李 跃 军

(台州学院 经贸管理学院 ,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 　要 : 山地旅游地在我国旅游目的地构成中具有重要地位。以景观生态协调发展 ,空间格局差异性和资

源合理利用为原则 ,把山地旅游地分为旅游景观、生态环境保护景观、旅游引景空间景观、山地混合景观等

功能区。基于景观功能分区 ,提出了山地旅游地的旅游景区型、农旅结合型、自然生态型、农业经济型等水

土保持模式 ,为山地旅游地科学合理的水土保持景观生态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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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attern of Mountainous Tourism

Destination Based on Landscape Functional Zone

L I Yue2jun
( S chool of Econom y and T rade M anagement , Taiz hou Universit y , L inhai , Zhej iang 317000 , China)

Abstract : Soil and water loss has become one of t he usual issues of t he environment in mountain tourism re2
gion. The mountain tourism destination is divided into tourism landscape f unctional zone , p relude space f unc2
tional zone , eco2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f unctional zone , and mixing mountainous landscape f unctional

zone. The different types have t 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ero sion. The paper p ut s forward four pat2
tern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i . e. , t he pattern of tourism area , t he combined pat tern of agricult ure

and tourism of prelude space , t he nat ural pat tern of eco2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f unction zone , and t he agri2
cult ure2based economic pat tern of mountainous f unction area. The st udy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to rational

ecological const ruction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Keywords : mountain tourism destination ; landscape functional zone ; patter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至 2008 年 ,我国共确定了 187 处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其中山岳型旅游风景区约占一半 ,分布在 19 个

省 ;至 2008 年 1 月 ,在中国 28 处世界遗产中山岳型

风景区占 11 处。按国家旅游局批准的前四批 4A 级

旅游区中 ,山地旅游地数量达到 190 个 ,约占49. 1 %。

可见 ,山地旅游地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

用。但是 ,由于我国山地旅游地往往又是自然资源的

富集区 ,具有丰富的淡水资源、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 ,

造成了广大山地资源开发用地与保持水土之间的矛

盾较为突出 ;而且 ,由于山地旅游地观光水体的高敏

感性和旅游景观环境的高要求 ,即使是较少的水土流

失 ,也极易影响旅游地景观价值。因此 ,开展科学合

理的水土保持是当前山地旅游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

主要任务之一。

1 　山地旅游地的水土保持问题

山地旅游地处于山地背景之中 ,具有山地所共有

的生态环境特征。山地的地形、植被、河流等影响旅

游地的开发项目类型、开发程度。山地旅游地环境质

量与旅游发展关系极为密切 ,环境质量支持并约束着

旅游发展 ,旅游环境质量的优劣不仅制约旅游开发的

过程与结果 ,同时还直接影响着游客旅游经历的质

量 ;反过来 ,旅游的发展改变着环境质量 ,旅游开发经

营和旅游活动均会对旅游地的环境质量产生正面或

负面的影响。

由于经济活动和旅游开发 ,人为地对山地旅游地

山体、地貌和植被的影响 ,必然使水土流失加剧 ,尤其

是公路两侧边坡、水库四周、宾馆和房屋等建筑物边



坡更为突出。中国各大名山旅游区都存在着程度不

等的水土流失问题 ,以水土流失为主要形式的生态环

境问题成为山地型旅游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据

黄山抽样调查 ,逍遥溪在暴雨时溪水中含砂量达 5 %

～20 % ,风景区内的石门水电站大坝下一座 1. 5 m

高的拦砂坝由于水土流失 ,已于 1985 年填平 ,石门电

站现年发电量仅及历史上最高发电量的 11 %[ 1 ] 。九

华山 —黄山公路沿线两侧 ,每遇暴雨时 ,泥砂顺流而

下 ,溪水一片混浊。因此 ,旅游区植被即使较好 ,水土

流失总量不大 ,但水土流失对旅游活动质量的影响仍

然存在 ,水土流失的潜在风险性较大。山地旅游地水

土流失是普遍存在的 ,有些区域还是很严重的。山地

旅游地水土流失空间差异性显著 ,由于降水、地形、人

为作用等因素影响 ,我国山地型风景旅游地水土流失

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特征 ,而且表现为一定的空间差

异 ,地形地貌和植被状况对水土流失程度影响较大。

旅游景观作为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理实体 ,不仅具

有经济、生态价值 ,而且具有美学价值。这就要求山

地旅游地水土保持整治方案给人以美的享受 ,增加人

文景观设计 ,将水土保持设施、景观生产价值有效融

于旅游景观美感受之中 ,将水土保持治理工程与旅游

景观相结合 ,使原有旅游景观美不被减弱又能产生最

佳旅游吸引力。

2 　山地旅游地景观功能分区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标准出发 ,景观可划分为不

同的景观功能。邱彭华、俞鸣同[2 ] 从功能着眼 ,从结

构入手 ,进行多要素综合的景观生态分类分析 ,把景

观分为自然景观、半自然景观、农业景观、人工建筑景

观、水域景观、廊道景观 ,并把它们进一步细分为 3 级

层次。傅伯杰、陈利顶[3 ] 等从农业生产角度出发 ,把

区域内景观功能类型划分为生产性、保护性及消费性

3 种 ,进而提出生产型、保护型、消费型及调和型 4 种

景观生态系统类型。基于旅游发展的山地景观功能

分区 ,必须根据景观生态系统特征要素的差异 ,保证

景观异质性规律体现到山地旅游地区划和保护之中 ,

制定若干的原则作为指导。

2. 1 　山地旅游地景观功能分区原则

2. 1. 1 　景观生态协调发展原则 　景观是自然 —人文

生态复合形成的景观综合体 ,是复杂的地域生态系

统。景观生态是景观综合体的基本特征 ,是保证景观

环境高质量存在的基本规律。不同的山地景观 ,具有

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 ,如果不综合考虑山地旅游地功

能的协调 ,一种景观的不合理利用就可能影响到周边

景观的利用价值 ,甚至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 ,山地

景观功能分区 ,一定要有利于生态保护原则 ,坚持景

观生态的协调发展。

2. 1. 2 　空间格局差异性原则 　由于交通和自然条件

等的影响 ,居民点 —经济活动景观 (以农耕景观为

主) —自然或半自然景观组成的结构是山地地域主要

景观单元。但从宏观来看 ,山地旅游地不同区域 ,对

于旅游发展功能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地域差异性 ,如旅

游景观区、生态保护区及农业经济区等。因此 ,基于

旅游发展的景观功能分区需要从空间格局差异性出

发 ,使景观单元内旅游开发功能表现出一定的相似

性 ,单元之间有较大差异。

2. 1. 3 　旅游资源合理利用原则 　山地是重要的经济

地域单元 ,资源的集约、高效和生态化利用是提高山

地经济活动的效益、保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山

地景观的重要前提。各个单元应从当地资源特点出

发 ,考虑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 ,因地制宜发展当

地经济。对于旅游资源中具有一定优势的山地旅游

地 ,要坚持旅游发展导向原则 ,通过对景观的规划使

其在空间拓展、结构优化、旅游形象、管理方面进一步

提高与深化。

2. 2 　山地旅游地景观功能区

按照上述分区原则 ,本文把具有旅游开发条件和

开发价值的山地旅游地分为旅游景观、生态环境保护

景观、旅游引景区景观、山地混合景观等功能区。

2. 2. 1 　旅游景观功能区 　指具有旅游资源优势 ,能

够吸引游客去旅游观光、度假和学习等旅游活动的山

地景观地域。按照景观旅游资源要素不同 ,山地旅游

地景观可分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山地湖泊水体风

光、旅游度假区、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等。按地貌形

态分 ,山地旅游景观可分为山岳型、峡谷型、湖泊溪谷

型 ;按地质地貌成因 ,可分为花岗岩地貌景观、变质岩

地貌景观、砂岩峰林地貌景观、丹霞地貌景观、岩溶山

地景观。不管哪一类旅游景观区 ,往往实施退耕还林、

减少农业活动、改变耕作方式 ,绿化工程建设以及环

境保护等措施 ,进行了多方面的环境管理 ,促进了旅

游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进一步减少了旅游区水土流失

程度。但是 ,由于修建道路、桥梁、停车场、楼堂馆所、

索道等旅游开发 ,旅游区的局部区域水土流失仍然较

严重 ,水土流失空间上呈现出斑点状分布的特征。

2. 2. 2 　旅游景观的引景空间功能区 　引景空间区是

指区域尺度内从风景区的依托城镇到风景区边缘所

经过的路径空间 ,包括道路及其两侧游客视野所及的

空间[4 ] 。通常通过广告牌、建筑小品、道路绿化树等

已经在营造氛围 ,使游人思想感情乃至身心体验与主

景区的氛围、内涵逐步接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引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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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景观区交通道路建设产生的切坡、人工弃土坡

等 ,必然带来了水土流失 ,并呈现出轴线延伸的空间

分布特征。

2. 2. 3 　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区 　从山地旅游地的整体

来看 ,尤其在旅游景观区外围 ,水土流失对旅游景观

区影响较为直接。为了增加旅游景观区生态环境质

量和减少景区外围对景观区环境影响 ,必须将旅游景

观区一定范围内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置于首位。该功

能区水土流失主要为自然型水土流失。

2. 2. 4 　山地混合景观功能区 　包括种植业景观 ,药

材、花卉、蔬菜等特色经济栽培景观 ,高效农业生产及

示范基地景观等农业景观 ;生态保护及自然修复景

观、园林式景观、经济林特色景观、水土保持生态防护

林景观等林业景观 ;草原及放养景观、人工种草圈栏

养殖景观特色养殖景观、统一大规模养殖及示范基地

景观等畜牧养殖景观 ;水库及灌溉上程 ,梯田开发、沟

道坝系生态建设景观 ,桥梁、道路工程等建设景观。

还有小城镇建设和居民地景观、经济林果区、山地渔

业养殖景观。

该区生态环境容量相对较大 ,产生的水土流失对

旅游景观区的景观价值干扰相对较小。

3 　山地旅游地水土保持模式

山地旅游地因区域条件、景观功能与土地利用类

型等差异 ,导致了不同的水土流失特点。因此 ,防治

水土流失应采取多种治理措施相结合 ,因地制宜 ,分

别采取不同的水土保持景观生态保护对策。

3. 1 　旅游景区型水土保持模式

旅游景区的水土流失问题主要有旅游工程项目

带来水土流失 ,以及旅游旺季时游客超载对水土保持

造成的压力。为此 ,一要控制工程项目产生的水土流

失。二要进行合理的旅游线路设计 ,通过增加旅游区

的景点来分散游客 ,鼓励游客淡季出游 ,减少因过度

使用对生态环境与水土流失造成的影响。在旅游线

路设计时 ,要考虑不同季节游客活动对土壤和植被的

影响 ,当景区土壤和植被处于脆弱季节时 ,采取其它

景区进行替换 ,保证游客旅游路线的顺利进行。三要

引导游客行为。根据水土流失对观光水体浊度的影

响规律 ,当大雨和暴雨时 ,尽量减少游客对观光水体

的旅游活动 ,以免游客对景区的不良感受。四要科学

调节旅游生态环境容量。生态环境容量是指在一定

时间内 ,旅游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致退化的前提下 ,

旅游地所能容纳的旅游话动量。要利用多种措施 ,控

制游客旅游活动在合理容量内 ,如利用票价浮动的方

式有效减轻旺季对景区的压力 ,减少游客超出容量值

对景区土壤的过度践踏等。

根据山地旅游地旅游景区类型与水土流失特征

的差异性 ,旅游景区型水土保持模式主要有森林公园

型、水域风光型、深切峡谷型和山丘景观型等 ,其地域

分布与重点水土保持项目如表 (表 1) 。

表 1 　山地旅游地旅游景区型水土保持模式

主要模式 适用地域 重点水保措施

森林公园型
以森林风景取胜 ,植被良好 ,环境优越 ,可开展森林
观光、科考、度假、森林生态旅游的区域

保护原始森林景观 ,控制建设项目水土流失 ,提高休
闲娱乐区植被覆盖率 ,防止游客超载。

水域风光型
以水体风光视觉美感为主体。以观光型和参与型活
动为主 ,游客量大的区域

保护观光水体质量 ,加强水体周边裸露地治理 ,限制
旅游设施建设项目 ,增大流域植被覆盖率

深切峡谷型
吸引物以溪谷地形为主 ,以观光水体为辅 ,以线状游
步道为特征的区域

保护观光水体质量 ,溪谷上游设置多级水坝 ,调控上
游流域来沙 ,形成串珠状小型水面 ,防止游客超载。

山丘景观型
以山丘地形、象形岩体、历史古迹为吸引物、以登山、
观光为主体 ,游客活动范围较松散的区域

植树种草 ,减少游客对裸露地面的直接采踏 ;减少水
土流失对象形岩石的冲击。

3. 2 　引景空间的农旅结合型水土保持模式

由于引景空间位于旅游景区与旅游依托中心的

过渡区域 ,又是在交通线两侧 ,具有相对便利交通条

件 ,所以目前在许多引景空间内发展了许多生态农业

观光园和农家乐等特殊形式的农林旅结合型的经济

发展模式。因此 ,在引景空间区内水土保持主要有交

通景观型、“农家乐”型和生态农业观光园 3 种类型
(表 2) 。

“农家乐”型水土保持模式主要是对农户农业活

动和游客参与性农业活动产生的水土流失进行合理

防治。生态农业观光园模式指在生态农业基础较好

的地区 ,尤其是生态农业示范区的水土保持。

3. 3 　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区的自然生态型水土保持模式

自然生态水土保持模式景观生态建设重点是 :大

力实施水土保持工程 ,实行退耕还林还草 ,封山育林 ,

使森林群落趋于稳定 ,保护坡面免遭侵蚀 ,努力提高

植被覆盖率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功能 ,为山地

旅游地的旅游景观优良生态环境创造有利条件。该

种模式主要有水源涵养功能的植被保护模式和高坡

度的退耕还林模式 2 种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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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山地旅游地农旅结合型水土保持模式

主要模式 适用地域 重点水保措施

旅游交通景观型 山坡地交通景观道
加强交通线两侧和路基边坡绿化 ;进行护坡、废弃土和取土场处理 ;
修建边沟截水沟、急流槽、排水沟等 ,减轻径流对边坡冲刷。

农家乐模式
著名旅游景区附近、城效或交通
便利的引景空间内

防止游客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提高非活动区植被覆盖率 ,控制农
业活动区水土流失

生态农业观光园
旅游功能突出的生态农业示范
区

防止农业示范区农业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按照具体实际分析 ,采
取农业活动水土保持措施

表 3 　山地旅游地自然生态型水土保持模式

主要模式 适用地域 重点水保措施

水源涵养功能的
植被保护模式

边远山区 ,人口相对稀少 ,生态环境良
好 ,植被基础较好

以保护生态环境和水源涵养功能为主 ,以封山育林为主 ,
补植结合 ,结合修建截水沟

高坡度的退耕
还林模式

25°以上坡耕地和林地 ,现有农耕活动频
繁的地区

防止土壤流失为主 ,政策引导 ,加强宣传 ,政府补助 ,结合
“退耕还林”和“天保林”工程 ,发展生态林木

3. 4 　山地混合功能区的农业经济型水土保持模式

山地经济发展模式多种多样 ,水土保持是山区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5 ] 。农业经济型模式主要有农

林果经济发展治理模式、庭院生态经济建设模式、生

态村镇建设模式等[6 ] 。其水土保持模式主要有山丘

型带状垂直分异治理、谷地型水土保持、坡台地综合

治理等几种 (表 4) 。山丘型带状垂直分异治理模式

是指山丘地区按照山丘地貌单元类型垂直差异进行

综合治理 :山顶林草防治、山腰经济林带整治、山脚坡

改梯治理的技术措施[7 ] 。谷地型的水土流失问题主

要是河流上游流域的水土流失带来的影响 ,山地河谷

深切 ,山溪性河流 ,落差大 ,蓄水能力差 ,滑坡灾害多

发 ,易使下游发生洪涝灾害。坡台地综合治理模式指

在缓坡地推行坡改梯工程的治理方式。

表 4 　山地旅游地农业经济型水土保持模式

主要模式 适用地域 重点水保措施

山丘型带状垂直
分异治理模式

地形相对独立的山丘旅游地 山顶林草防治 ,山腰经济林带整治 ,山脚坡改梯治理的技术措施

谷地型水土
保持模式

沟谷型地形与沟谷二岸平原的
地形

沟道底部沿途分段修建堤坝 ,设置沉沙池 ,拦截上游侵蚀的泥沙 ;谷
地二侧水田区修建排洪、排涝水沟 ,沟路结合 ;水系源头水源涵养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 ,搞好流域综合治理 ;生产建设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坡台地综合
治理模式

25°以下坡耕地、坡台地
坡改梯 ;坡面水系整治 ,重视蓄排水系统的建设 ;合理的耕作模式与
造林模式 ,实施沃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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