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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库消落带的研究传统上主要集中于库区生态环境变化和常规经济利用方面。我国大型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形成的消落带的重要的利用方式就是旅游业的开发 , 但是关于水库消落带对旅游业可能产生

的潜在与长期的影响目前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以中国面积与涨落幅度最大的消落带———三峡水

库消落带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三峡水库消落带对三峡旅游的景观 、环境 、旅游生产与管理等方面可能产生

的负面影响 ,同时也说明其可能带来一定的利用机遇 ,强调三峡库区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要积极规避消落带

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合理对消落带土地进行旅游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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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Riparian Zone in Reservoir on Tourism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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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vious studies on riparian zone in a reservoi r fo cus mainly on eco-envi ronmental changes and rou-

tine economical usage.In China , one of the main utilizations on riparian zone caused by the const ruct ion o f

large-scale hydropow er pro ject is the tourism development.However , li tt 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o-

tential and long-term inf luences of riparian zone on tourism.This paper takes the riparian zone in Three Gor-

ges rese rv oir fo r example , which is the largest one bo th in area and f luctua tion in China.The authors point

out the passive inf luences of ripa rian zone on tourist at t raction , to urist environment , and tourist management

and the possible use oppo rtunities , and stress that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servoir area should ci rcumvent

the passive inf luences and take rational use of riparia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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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修建带来了许多现实与潜

在的环境影响。其中 ,水库蓄水后形成的消落带作为

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带 ,对库区特色优势产业 ———旅

游业的运行带来了许多影响和挑战 ,亟需引起旅游管

理者和经营者的重视 。

1　消落带研究进展

河湖由于水位消涨而在最高水位线与最低水位

线之间形成了消落区域 ,一般包括河道堤岸型 、湖泊

堤岸型和水库岸坡型 3种。国外称为河岸带(ripari-

an zone),国内一般称为消落带 、消落区或者消涨带 。

消落带是人类剧烈改造和利用环境空间后形成的 ,整

体研究还比较单薄。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已经饱和

并受到了较大的环保压力 ,国外消落带的研究除了少

数研究是针对大型水坝建设后的消落带
[ 1]
以外 ,主要

是着眼于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探讨湖泊 、河流等自然水

域消落带形成后的特殊湿地景观以及生态影响和生

态管理 ,分析其生物种类 、净化作用等[ 2-6] 。一些学者

注意到消落带面积不大 ,但实际生态价值远远超过想

象[ 7] ,如消落带的野生动物 、鱼类与休闲娱乐的利用



很少基于科学的手段进行 ,亟需加强管理[ 8] 。

中国有 87 000 多座水库 ,是世界上水库数量最

多的国家 , 全国已建成大中型水电站 230 多座 ,在建

大中型水电站共 182座 ,并在建有多处大型水利枢纽

设施 。水利水电建设的热潮意味着将有更多消落带

的出现 ,应该说是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和

地域 ,亟需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关注 。该领域虽然开始

了探讨 ,但由于起步较晚 ,成功例证极少[ 9-13] 。国内

消落带研究的热点无疑是在令人瞩目的三峡水库 ,特

别是三峡水库消落带的生态变化与重建研究[ 14-21] 以及

水库消落带的经济利用研究[ 22-32] 两个主要方面 ,认为

三峡库区消落带严重制约库区周围环境的演替和发

展 ,应该选择适当的模式进行环境整治 、保护和开发。

水库所在的江河峡谷地区一般都是旅游资源丰

厚 、旅游产品精华之地 ,截至到 2008年 9月 ,中国已

经设立 314处国家水利风景区 。水库消落带的淹没

时间长 、消落幅度大等特征 ,会影响库岸旅游景观和

生态 ,使得库区旅游业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变动

空间(表 1)。当前从旅游业的角度关注其可能的影

响的研究与报道还比较鲜见 。只有少数别学者在讨

论三峡库区消落带环境时开始意识到其对旅游业可

能存在的挑战
[ 18 , 33]

,风景名胜区消落区应该是消落

区治理 、利用和管理的重点之一[ 34] ,旅游景区消落带

的生态重建应该考虑旅游观赏休闲功能[ 35] ,并在消

落带土地利用中发挥三峡黄金旅游线的作用
[ 36]

,观

光旅游是消落带利用的重要方式
[ 37]

。

表 1　国内外部分大型水库的功能 、水位变化与旅游业特征

水库名称　 水 系　　　 水位变幅/ m　库周旅游景观特点　 主要旅游市场　 旅游品牌地位　

三 峡 长 江 175～ 145
亚热带中低山

河谷

国际 、国内高端旅游

市场

中国 12 条“国家旅游

线路”之首

二 滩 雅砻江 1 200 ～ 1 185 中高山河谷 四川省内市场 国家森林公园

龚 嘴 大渡河 528～ 520 中高山河谷 四川省内市场 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

新安江

(千岛湖)
钱塘江 108～ 107

亚热带丘陵

低山

国际 、国内高端度假 、

观光市场

国务院首批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

龙羊峡 黄 河 2 581 ～ 2 532 干旱高原盆地 青海省内市场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刘家峡 黄 河
1 729 ～ 1 712
(实际运行水位)

干旱高原盆地 甘肃省内市场
全国首批工业旅游

示范点

丹江口 汉 江 155～ 139 亚热带丘陵 湖北省内市场
与世界文化遗产 、4A 级旅
游区的武当山毗连互补

新丰江

(万绿湖)
新丰江 116～ 93

亚热带丘陵

山地

以珠三角为主的华

南市场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胡佛
美国科罗拉

多河
374～ 330 沙漠地带 国际市场

内华达州最早形成的旅

行景点之一;美国七大现代
土木工程奇迹之一

阿斯旺 埃及尼罗河 173～ 72 干旱高原 国际市场 世界旅游度假胜地

伊泰普
巴西和阿巴拉圭

的界河巴拉那河
220～ 219 亚热带高原 国际市场 世界知名观光旅游地

　　注:表中资料来源于文献[ 38] ,有修正。

2　三峡库区旅游业发展的消落带环境
及影响分析

2.1　三峡库区旅游业与消落带概况

长江三峡是世界上唯一乘坐豪华游轮游览的世

界级大峡谷 , 被列为中国 14 条黄金旅游线之首 。

2006年三峡游客超过 100 万人次 , 其中海外游客近

30万人次 ,可间接带动中国旅游业近 4亿美金的外汇

创收 。

三峡水库于 2008年 11月初首次试验性蓄水 ,水

库运行方式为“蓄清排浑” 。每年汛期(6—9月),将水

库水位降至防洪限制水位 145 m;汛期后(10月)开始

蓄清水至正常高水位 175 m , 1月后逐步降低水位 。

这样 ,库区水位最高保持在 175 m ,最低保持在 145

m ,从而在库区两岸形成两条平行的永久性的水位季

节性消落带。它涉及库岸长度在 2 996 km ,垂直落差

达30 m ,面积约 300 hm2 [ 14] ,涉及湖北省 、重庆市所有

的库区县 ,特别是长江万州区以上主河段和库区内支

流;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水库消落带 ,也是全国水位涨

落频率稳定情况下涨落幅度最大的消落带 。消落带

“冬水夏陆” ,成陆期恰好与三峡旅游旺季重合(表 2)。

作为三峡旅游的景观廊道 、生态屏障和交通航线 ,三

峡库区消落带在世界旅游史和水利史上都无先例

可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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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峡库区水位与三峡旅游市场旺季的年变化情况对比

月份 1 2—3 4 5 6 7—8 9 10 11 12

水位/ m 175～ 170 170 ～ 165 165 ～ 160 155 145 145 145 145～ 175 175 175

国内市场 √ √ √ √ √ √

海外市场 √ √ √ √

　　注:“ √”表示“处于旺季时间” 。

2.2　三峡库区消落带对旅游业的影响

虽然相关消落带的变化对三峡旅游业带来的潜

在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评估 ,但大体包括不利

影响和有利影响两大方面 。

2.2.1　不利影响

(1)直接影响旅游景观数量和质量。消落带的

出现将直接改变三峡旅游景观的数量 、质量和分布 ,

带来三峡旅游景区的重新布局和特色变化 ,也对旅游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来新的挑战。首先 ,由于消落带

的部分旅游景观被淹没 ,三峡库区旅游产品完整性将

被一定程度上削弱。据统计 ,在三峡水库正常蓄水

后 ,现有的 108处定级保护的文物古迹将有 39处涉

及淹没 ,其中全淹没有 25处 ,半淹没有 14处 。其次 ,

由于消落带具有很大的水位变化和景观动态 ,水体景

观与交错带景观在年际内相互渗透交错 ,形成一种极

不稳定的旅游景观格局。另外 ,三峡库区消落带坡面

上的植被和土壤被破坏后 ,成库前适合生长的陆生植

物将消失 ,而适应水生环境的物种又因消落带的季节

性出露水面而成活率低 ,导致消落带旅游生态结构简

单化 、多样性与丰度下降。最后 ,低水位时裸露的消

落带可能会由于浸泡后的水渍和植物结构的缺损而

与陆域和水库形成明显的景观视觉反差 ,而此时正值

三峡旅游旺季 ,无疑会极大地削弱旅游景观的美学价

值和休闲功能 ,对于以水体和峡谷为主题的三峡旅游

景观品质有较大影响 。

(2)形成旅游环境污染 。在三峡库区高水位运

行后的水位下降阶段 ,消落带水流变缓 、滞流 ,导致消

落带生态系统将受到水陆两个界面的交叉污染 ,如汛

期和低水位运行时的泥沙及其携带的农药残留 、化肥

以及水位转换过程中存留的污染物会淤积沉淀在消

落带 ,易形成岸边污染带并滋生各种病原体 、致病菌 。

特别是三峡消落带所在的旅游码头 、岸边的景区 、旅

游城镇等地在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 ,污染严重的消落

带将成为各种虫菌的滋生原以及异臭的散发地 ,有可

能诱发大规模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对游客与旅游区工

作人员的健康威胁较大。

(3)增加了旅游生产与管理的不确定性。三峡

旅游主要是依托游船作为产品载体 、依托长江航道作

为主要线路骨架 、依托沿江旅游资源作为空间节点 。

但三峡历史上一直是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区 ,

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 。蓄水后 ,三峡水库消落带河

段在高水位浸泡 、周期性涨落和水流 、涌浪对坡体的

不断冲刷中 ,可能使一些旧滑坡复活 ,并诱发新的滑

坡 、崩塌 、塌岸 、危岩和泥石流 ,增加了旅游业安全管

理的不确定性 ,一定程度上威胁三峡库岸旅游活动 、

旅游生产以及水上游船航线的安全 ,从而间接改变三

峡旅游线路与产品的适游期 、使用范围 、规划选址与

环境安全等。另外 ,由于消落带水位变动差异很大 ,

直接带来了三峡旅游航线和进港航道的水位变动 ,对

于游船港口建设 、码头管理 、旅游航线路线都极为不

利 ,增加了许多旅游组织管理的不确定 ,给游船航行

安全及基地安全带来很大的影响。每年随着不同季

节水位的变化 ,港口锚地的位置 、航道水位的深度 、航

线的安排 、航标的设置 、船舶的设计 、上岸游客流与物

流的组织都要调整 ,而且水位变动对于旅游城镇和景

区的生活 、生产用水也带来许多不便 ,一年四季取水

点的位置 、高度都有可能不断变动 。

2.2.2　有利影响　水位周期性涨落使得消落带成为

三峡库区生态系统中能量循环 、物质转换的活跃地

带 ,其成陆期与库区光热水资源集中期一致。消落带

有较高的生产潜力
[ 39]

,其开发 、利用是实现库区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组成[ 40] 。三峡库区消落带可季节性利

用的土地面积达到 300 km
2
以上 ,利用期长达 120 d

以上 ,具有较高的生产潜力和多功能利用性 ,为发展

包括生态旅游 、生态农业等多种旅游利用等带来了可

能的契机 。对于动态移民达 118万 、人均耕地 0.055

hm2 的三峡库区来说 ,更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如

若运用与环境互利共生 、倡导资源开发与保护均衡选

择的旅游开发方式来有效利用消落带资源 ,将为消落

带的保护与治理带来更大的活力 ,并实现胡锦涛总书

记提出的“努力使库区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劳动就

业有着落 、脱贫致富有盼头”的重要目标。

3　三峡库区消落带对旅游业影响的防
治与利用对策

　　三峡库区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应积极规避消落带

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 ,并适度 、合理地对消落带土

地进行季节性旅游利用或全年旅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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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旅游关键节点与轴线为重点加强消落带生态

的治理与恢复

坚持以保护水库生态 、改善旅游重点景观环境 、

提升库区旅游的背景生态为主的原则 ,分步骤在三峡

水库消落带的旅游视觉关键节点和轴线(旅游城镇 、

景区 、旅游主航线 、旅游标志物 、重点峡谷景观 、旅游

码头 、江心岛 、半岛 、港汊等)上及时清理岩壁上的污

染物 ,进行重点旅游治理和消落带的保护 、生态恢复

工作 。对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密集的地质灾害敏感

多发地和失稳库岸段 ,应该辅以一定的工程护坡措施

加固堤防 ,并将地质灾害治理与景观的优化建设有机

结合 。

旅游生态治理要遴选 、培育一批能适应消落带生

长环境的两栖植物(水藻 、水生植被 、自然植被),在旅

游关键区域构建和恢复一定面积的较为稳定 、有一定

旅游观赏质量的消落带植被群 ,营造库区人工湿地草

丛 、湿地灌木等保护型和观赏型植被 ,推进河岸旅游

景观优化性演替。使得消落带与三峡旅游产品环境

更协调 ,创造出库岸植物繁茂稳定 、景观层次鲜明 、景

色宜人的三峡库岸复合旅游景观格局。

3.2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开发系列旅游产品

三峡库区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地以现有三峡旅游

市场为引导 ,综合库岸消落带的生态环境整治与多种

产业 ,丰富三峡旅游产品的结构与谱系 。从三峡水库

消落带的旅游产品开发方向来看 ,消落带上部可以修

建一些旅游景观工程;白帝城岛 、石宝寨岛 、广阳岛 、

皇华城岛等江心岛 ,可依托岛上产品建设水陆一体的

濒水主题公园或者康乐度假旅游基地;如秭归县链子

崖这样的地质灾害频发地可以综合开发成包括消落

带 、滑波 、危岩等在内的生态 、地质类科考旅游产品;

在旅游集镇和旅游景区 ,消落带可以建设季节性游船

停泊点和季节性旅游商品 、餐饮场所 。三峡库区消落

带内由于成陆期短 ,应该重点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园 、

水上生态养殖示范园生态林草旅游观光园等旅游产

品 ,丰富三峡观光旅游 、科考旅游 、农业旅游 、生态旅

游等旅游产品 ,并强化旅游业与地方其它产业的互动

发展 。例如 ,可选择受到洪水威胁较小 ,土质较好 、地

势平坦的消落带种植农作物 、湿生植物 、水生花卉和

水生蔬菜等一季作物 ,开展绿色农业观光 、农产品采

摘与购买 、农产品加工等旅游活动;在坡度较大的区

域 ,可以种植一些水生能力强的湿生草丛 、湿地罐丛 、

湿地林木 ,开展林木科普 、林地观光等旅游活动;溪河

库湾 ,可利用坝拦 、网栏等方式在形成一定面积水域

并利用其发展渔业养殖 ,开展水岸垂钓 、特色水产科

普 、水产商品购物等活动 。

3.3　以保证水库正常运行为原则构建旅游业的消落

带治理与利用的管理机制

三峡水库消落带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按照有

关法律 , “由三峡水利枢纽管理单位负责管理 ,可以通

过当地县级人民政府优先安排给当地农村移民使用;

但是 ,不得影响水库安全 、防洪 、发电和生态环境保

护”[ 41] ;“满足库区水土保持 、水质保护和生态与环境

保护的需要”[ 42] ;“占用库区消落带土地的临时利用项

目 ,项目业主要与有关区县(自治县)签订临时使用协

议 ,向有关国土管理部门办理临时使用手续” [ 43] ;“利

用水库资源开发旅游项目 ,应符合经批准的长江三峡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
[ 44]
”不过 ,在“谁投入 ,谁收益 ,

如何依法管理”等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要

尽快制定可持续利用的旅游规划 ,明确三峡库区消落

带的旅游开发重点和治理策略 ,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

应该加强旅游部门与移民局 、农业 、林业 、环境保护 、

土地利用 、渔业 、港务等部门的统筹 ,并建立跨湖北省

和重庆市的跨地区协作机制;由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制订具体的消落带旅游治理与旅游利用管理办法 ,严

格旅游利用的审批检查;制定消落带开发利用和生态

治理的优惠政策 ,使库区旅游和消落带的开发利用走

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 倡导利用上尽量照顾当地移民

使用 。

3.4　以旅游业为中心完善对消落带治理与利用的科

研支持 、投入支持和公众支持

旅游业主体更应该科学 、合理 、有步骤地加强基

础工作力度 ,争取多方面支持。由于三峡水库迄今仅

有两次试验性蓄水超过 170 m ,旅游业要深化对消落

带的监测 、评估与研究 ,对库区旅游作一次全面的消

落带调查 ,监测旅游景观与生态在消落带变化中的演

替规律 ,探索旅游行业对消落带生物治理 、工程治理

的关键技术和旅游利用路径。同时 ,要加大投入力

度 ,从“三峡水电建设基金”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为依

托 ,国家和有关部门(如水利部 、移民局 、旅游局 、扶贫

办等)进行配套投入 ,优先选择旅游资源富集区和水

位 170 m 以上宽谷型消落带等 ,建立消落带旅游环境

治理 、旅游利用示范点 ,逐步推广 。

此外 ,大力向旅游开发者 、库区群众和旅游者等

传授消落带的旅游治理 、保护和利用知识 ,减少对消

落带的污染和破坏;旅游部门与航运管理部门也要及

时地对旅游企业发布游船航道 、水位及其它安全信

息 ,协助游船企业做好安全预案 ,从而使旅游游船从

容应对在水库蓄水变动期和腾库消落期的航行 、游览

及停泊安全 ,保证三峡游船在消落带变化中的安全

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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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众多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

兴建与运行对库区旅游的影响深远 、长期且难以完全

预测 。应当承认的是 ,由于三峡旅游业的发展与壮大

晚于国家关于三峡工程的设想与动议 ,在国家对三峡

工程的决策论证中缺乏来自旅游行业声音 。在各种

消落带治理与土地利用方式中 ,以环境为物质基础 、

市场稳定的旅游开发方式是其中的最优方式之一 。

因此 ,必须正视库区消落带对三峡旅游业的不利影响

和有利影响 ,正确认识消落带的演变规律 ,合理利用

库区消落带资源 ,更充分的发挥旅游业在后大坝时代

的三峡库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并为其它水库地

区的消落带治理与开发提供更多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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