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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沙漠生态旅游资源赋存及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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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北方辽阔的沙漠为开发沙漠生态旅游提供了广阔的资源基础。同时，沙漠旅游区的建立能够

形成良好的沙漠生态安全保障。探讨了中国 沙 漠 生 态 旅 游 资 源 的 赋 存 条 件，从 自 然 生 态 旅 游 资 源 和 人 文

生态旅游资源两方面对中国沙漠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根据主要类型沙漠旅游景区（点）统计，分 析

了沙漠生态旅游开发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 后 提 出 了 中 国 沙 漠 生 态 旅 游 开 发 的 优 化 策 略，并 对 旅 游 线 路

进行了设计。今后应该进行沙漠生态旅游功能的深度研究，注重沙漠生态旅游产品的品质开发与管理，使

中国沙漠生态旅游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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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旅游（风沙地貌旅游）是指以沙漠地域和以

沙漠为载体的事物、活动等为吸引物，以满足旅游者

求知、猎奇、探 险、环 保 等 需 求 为 目 的 的 一 种 旅 游 活

动［１］，是一项极高情趣和刺激性的旅游活动［２］。
沙漠化是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标志之一，发展沙

漠旅游的最终目的是形成良好的沙漠生态安全保障。
沙漠旅游开发十分重视生态化原则，沙漠旅游区的建

立能够形成旅游活动与沙漠景观生态系统的耦合，而
且沙漠旅游目的地也可以成为生态旅游教育与宣传

的良好场所。由于具有很好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和

生态环境教育功能，沙漠旅游成为生态旅游的一种，
因此，沙漠生态旅游是对沙漠旅游产品的准确定位。
李先锋等［１］认为通过沙漠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有机结

合可以加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提 出 了 发 展 沙 漠 生 态 旅

游，实施沙漠知识经济战略，发挥沙漠旅游的社会教

育功能等发展思路。杨秀春［３］从保护沙漠脆弱的生

态环境出发提出，在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沙漠化地区

发展旅游，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应是

一个很好的形式。沙漠生态旅游的关键是要保证沙

漠旅游资源的永续性［４］，突出沙漠旅游的生态开发和

生态保护功能，实现沙漠旅游的环境、经济和社会３
大效益的统一。

从沙漠旅游中可以挖掘出很多生态元素，但目前

有关沙漠生态旅游资源赋存和沙漠生态旅游体系的

研究比较薄弱，因此，对中国沙漠生态旅游的分析和

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１　中国沙漠生态旅游资源赋存

根据相关研究［２－３，５－８］，归纳出中 国 沙 漠 生 态 旅 游

资源赋存 具 有 以 下 特 征：（１）面 积 广 大，分 布 广 泛；
（２）景观独特，区域独有；（３）景观类型多样，组合丰

富。沙漠生态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中国开

发沙漠生态旅游提供了广阔的资源基础。中国沙漠

（地）位于３５°—５０°Ｎ，７５°—１２５°Ｅ，西 起 塔 里 木 盆 地

西端，东迄松嫩平原，形成一条横贯西北、华北和东北

地区，东西长达４　５００ｋｍ，南 北 宽 约６００ｋｍ的 断 续

弧形沙漠带［６］，总面积达６．８４×１０５　ｋｍ２。这些沙漠

深居内陆盆地和高原，横跨极端干旱荒漠、干旱荒漠、
干旱荒漠草原、半干旱草原、半湿润草原等５个生物

气候带［７］。其中，新疆、内蒙古与陕、甘、宁、青等省区

是我国北方沙漠生态旅游资源赋存的主要分布区域

（表１）。

表１　中国沙漠和戈壁的分布面积 １０４　ｋｍ２

省（区） 总面积 沙漠（风蚀地） 戈壁

新 疆 ７１．３０　 ４２．００　 ２９．３０
内蒙古 ４０．１０　 ２１．３０　 １８．８０
青 海 ７．５０　 ３．８０　 ３．７０
甘 肃 ６．８０　 １．９０　 ４．９０
陕 西 １．１０　 １．１０　 ０
宁 夏 ０．６５　 ０．４０　 ０．２０
吉 林 ０．３６　 ０．３６　 ０
黑龙江 ０．２６　 ０．２６　 ０
辽 宁 ０．１７　 ０．１７　 ０
总 计 １２８．２４　 ７１．２９　 ５６．９５

按旅游资源性质分类把中国沙漠生态旅游资源

分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人文生态旅游资源两大类。
沙漠自然景观（沙漠和湖泊、河流、草原）与伴生的历

史文化遗存等人文景观共生共存，把两者有机组合，
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沙漠生态旅游资源。

１．１　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

多样的沙漠自然生态景观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

求，是沙漠生态旅游地最引人注目的旅游资源要素：
类型多样、高差较大的沙丘是沙漠开发旅游最基本的

资源基础［８］；雅丹地貌是干旱荒漠地区所独有的风蚀

垄槽地貌景观，形态奇特，具有极高的生态美学价值；
由风蚀洼地积水而形成的风蚀湖，更是沙漠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沙漠植物是沙漠的伴生或组合旅游景观，
具有极强的生态效益和艺术观赏价值。《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举办的“选美中国”活动中，选出中国最美的

５大 沙 漠：巴 丹 吉 林 沙 漠 腹 地，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腹

地，古 尔 班 通 古 特 沙 漠 腹 地，鸣 沙 山、月 牙 泉，沙 坡

头，和中国最美的３大雅丹：乌尔禾，白龙堆，三陇沙。
评选结果从一个全新角度向世人揭示了中国沙漠的

美景，都是因 为 这 些 沙 漠 景 观 中 有 很 多 自 然 生 态 元

素，才使得沙漠旅游“魅力”尽显。

１．２　多样的人文生态旅游资源

沙漠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凭借得天独厚的

历史地理条件和多元文化背景，其历史遗存、民族特

色和地域性文化等人文特点所形成的吸引物，是沙漠

生态旅游地的核心，能够赋予沙漠生态旅游地以生命

和灵魂。例如，蕴含沙漠生态历史的古城遗址（楼兰、
高昌）、体现沙漠生态文化的旅游景区（鸣沙山、月牙

泉和莫高窟）等。在中国北方沙漠中，“沙漠、草原、民
俗”是吸引旅游者最主要的３个因子［９］。如果沙漠将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就会使其具有丰富的文

化内涵和美学、科学、历史文化价值，形成更加强烈的

吸引功能，同时也具有最大的生态旅游效益。

２　中国沙漠生态旅游开发现状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９省区的

１２大沙区已建成各类沙漠旅游景区５０多个［１０］，遍及

８大沙 漠 和４大 沙 地，在 整 体 空 间 上 呈 条 带 状 分

布［１１］。虽然西部的新疆和甘肃是沙漠生态旅游资源

景观组合富集区，但存在资源或景点分散，空间距离

大的明显特点。所以，中国沙漠生态旅游开发程度在

空间结构上表现为东少、中密、西疏。其中，以中部宁

蒙陕甘交界区域开发最密集、开发程度最高。宁蒙陕

甘交界区域以宁夏为中心，东西临鄂尔多斯地区和阿

拉善地区、河西走廊地区，周围被乌兰布和沙漠、腾格

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和宁

夏河东沙地６大沙漠（地）环绕，是西部大开发生态建

设和沙漠生态旅游开发的重要区域。
从各省区主要类型沙漠旅游景区（点）统计（表２）

来看，目前在沙漠旅游开发程度上内蒙古是，景区（点）
数量最多（达１９个），级别高；甘肃和新疆发展相当，鸣
沙山—月牙泉景区已成为甘肃沙漠生态旅游的核心区

域，新疆集中在吐鲁番火焰山和鄯善库木塔格沙漠；宁
夏沙漠旅游景区离城市较近，便于依托中心城市，且开

发较早，沙湖旅游区和沙坡头旅游区旅游开发已很成

熟（二者都是５Ａ级景区）；由于区位交通和经济发展

弱势，青海沙漠旅游开发较弱；受旅游效益影响，陕西

沙漠旅游发展缓慢。从开发特色突出、水准较高的沙

漠旅游景区（４Ａ级以上）来看，其景点资源组合多是

自然风光与生态和环境的充分结合，景观特色上十分

突出沙漠的水域、草原、沙漠绿洲等生态特色。这些

沙漠景区（点）的生态旅游各具特色：甘肃的鸣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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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泉以“山 泉 共 处，沙 水 共 生”的 奇 妙 景 观 著 称 于

世，又把沙、水与莫高窟石窟艺术组合在一起；宁夏的

沙湖和沙坡头把“沙、水”巧妙组合，特别是沙坡头的

草方格压沙坡治沙奇迹，形成了巨大的“草网沙障”、
“翠笼沙滩”和 独 树 一 帜 的 沙 生 植 物 园 等 景 观［１２］；内

蒙古的响沙湾把奇特的响沙现象和蒙古风情进行完

美结合；恩格贝的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等，都是沙

漠生态旅游的成功范例。
沙漠生态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１）沙漠生态旅

游地周围有许多同质旅游地存在，负的近邻效应大。
沙漠生态旅游资源开发“遍地开花”，由于项目相似或

雷同造成旅游地空间竞争现象，导致旅游目的地表现

出强烈的替代关系，使各自处于竞争削弱的局面。如

宁夏沙坡头 和 沙 湖 景 区，内 蒙 古 天 鹅 湖 和 月 亮 湖 景

区，内蒙古库 布 齐 沙 漠 的 银 肯 响 沙 湾 和 恩 格 贝 旅 游

区，均以相似项目辐射同一地域，这种负性的空间竞

争减小了各自本来应该拥有的 旅 游 市 场。（２）沙 漠

旅游资源大多缺乏深层次生态旅游开发，资源结构单

一，易产生旅游阴影效应。观光型的旅游区无非就是

欣赏大漠风景及伴生景观；娱乐项目如滑沙、骑骆驼、
拉沙橇、汽车或摩托的沙漠冲浪等；生态型的旅游区

多是一些沙漠生物展示和农家乐项目等。沙漠生态

旅游特色没有被充分挖掘，很难有效地吸引回头客。
（３）由于沙漠地区环境脆弱，不合理过度开发导致局

部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除少数科研院所，多数景区仍

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在景区开发中生态保护和环保

教育项目较少。例如，近年来敦煌鸣沙山接待游客数

量超出环境容量，使鸣沙山流沙大量下滑，影响月牙

泉水位的恢复，地下水超采，水位逐年下降，沙漠向外

缘不断扩展，有“沙海明珠”之称的沙漠淡水湖红碱淖

湖面年均下降约３０ｃｍ，累计下降近３ｍ，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 水 域 面 积 缩 小 了１９．４５ｋｍ２，２００９年 湖 面 仅 为

３８．３３ｋｍ２，周边原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沼泽地和小水

潭，大多已经消失。

表２　主要类型沙漠生态旅游景区（点）统计

省 区 ４Ａ级以上景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重点风

景名胜区

新 疆

吐鲁番火焰山景区（４Ａ）、鄯善库
木塔格沙漠风景区（４Ａ）、克拉玛
依乌尔禾魔鬼城（４Ａ）、布尔津五
彩 滩 （４Ａ）、哈 密 五 堡 魔 鬼 城
（４Ａ）

甘家湖梭梭林、塔 里 木 胡 杨 国 家 级 自 然
保护区、罗 布 泊 野 骆 驼、艾 比 湖 湿 地 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吐鲁 番 火 焰 山 国 家 地 质 公
园、奇 台 硅 化 木—恐 龙 国 家
地质公园

库姆塔格
沙漠风景
名胜区　

内蒙古

银肯响沙湾旅游区（５Ａ）、巴丹吉
林庙海子（５Ａ）、七星湖沙漠生态
旅游区（４Ａ）、恩格贝生态旅游区
（４Ａ）、达来 月 亮 湖 景 区（４Ａ）、巴
丹吉林沙漠景区（４Ａ）、通湖草原
旅游区（４Ａ）、克什克腾世界地质
公园（４Ａ）

额济纳胡杨林 自 然 保 护 区、西 鄂 尔 多 斯
自然保护区、巴 彦 淖 尔 蒙 古 野 驴 自 然 保
护区、乌拉特梭 梭 林－蒙 古 野 驴 自 然 保
护区、达 来 诺 尔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鄂
尔多斯遗鸥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内 蒙 古
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阿拉 善 沙 漠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世界 地 质 公 园）、克 什 克 腾
国家地质 公 园（世 界 地 质 公
园）、鄂 尔 多 斯 国 家 地 质 公
园、巴彦淖尔国家地质公园

无

甘 肃
鸣 沙 山—月 牙 泉 风 景 名 胜 区
（４Ａ）、武威 沙 漠 公 园（４Ａ）、敦 煌
雅丹国家地质公园（４Ａ）

敦煌西湖国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盐 池 湾 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安 西 极 旱 荒 漠 国 家 级
自然保护 区、敦 煌 阳 关 自 然 保 护 区、安
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鸣沙山—
月牙泉风
景名胜区

宁 夏
沙 坡 头 景 区 （５Ａ）、沙 湖 景 区
（５Ａ）、黄沙古渡景区（４Ａ）

沙坡 头 自 然 保 护 区、白 芨 滩 自 然 保 护
区、哈巴 湖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宁 夏 贺
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宁夏灵武国家地质公园 无

青 海 　　　　　无 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无 无

　　注：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名单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１月，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名单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８月；国家地质公园名单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单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１月。沙漠生态旅游景区（点）位置限定在沙漠区域内，内容涉及沙漠景观和伴生景观及相关活动项目。

３　中国沙漠生态旅游开发措施和旅游

线路设计

３．１　开发措施

３．１．１　加强 生 态 旅 游 规 划 与 开 发，建 立 整 体 沙 漠 旅

游品牌　总体来说，新疆、内蒙古、甘肃、宁 夏４省 区

沙漠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区

位优 势，进 行 适 当 的 地 域 组 合，开 发 潜 力 十 分 巨 大。
各景区要立足于突出自己的个性，充分展示沙漠生态

旅游的巨 大 魅 力，避 免 旅 游 产 品 开 发 的“同 质 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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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整合近距 离 内 的 同 类 产 品，在 功 能 上 分 工 合 作，
宣传上形成合 力，树 立 整 体 沙 漠 生 态 旅 游 品 牌（如 丝

绸之路”沙漠 段 的 申 遗，阿 拉 善 沙 漠 地 质 公 园 的 建 立

等），将众多不同级别的旅游区连接起来，形成在国内

外知名度大的沙漠生态旅游线路。

３．１．２　发展深 层 沙 漠 生 态 旅 游，旅 游 项 目 多 样 化　
沙漠中许多资 源 处 于“待 在 深 闺 人 未 识”的 状 态。沙

漠生态旅游产 品 结 构 应 顺 着 对 资 源 的 深 加 工 方 向 发

展，将沙漠治理、沙漠教育和沙漠旅游有机结合在一

起，将景区的生态文化展示和旅游者的生态体验放在

首位，强化环境认知教育和生态智慧道德的形成。针

对当 地 的 沙 漠 生 态 特 色，利 用 沙 漠 与 湖 泊、湿 地、草

原、残山等多种生态系统构成的旅游资源组合景观，
对沙漠旅游项目进行多样化的开发，旅游者才能体验

沙漠之美。从形 式 上，开 创 特 色 沙 漠 旅 游 项 目，因 地

制宜地开展沙疗服务和拓展训练等项目；从内容上，
建立人与自然关系互动基地，例如沙漠文化博物馆和

沙漠生态度假村等，使游客深层次感受沙漠文化并融

入其中。同时，丰富和优化景区内的生态旅游产品和

线路，加强游客对“接 近 生 态”，“体 验 生 态”，“享 受 生

态”，“保护生态”的经历和体会，创建沙漠生态旅游的

动态循环发展模式。

３．１．３　加强 旅 游 业 与 生 态 农 业、沙 产 业 的 紧 密 结 合

　沙区生态农 业 和 沙 产 业 本 身 就 能 作 为 沙 漠 旅 游 产

品的范畴。它们与沙漠旅游开发紧密结合，以生态农

业和沙产业带动生态旅游业，以生态旅游业促进生态

农业和沙产 业。其 中 的 生 产 过 程 可 以 作 为 工 业 旅 游

品让游客 参 观，制 成 品 可 以 作 为 旅 游 商 品 让 游 客 购

买，而旅游收入又为沙区生态农业和沙产业提供资金

支持。例如，号称“中国沙漠旅游第一品牌”的沙坡头

景区将旅游产业和沙产业进行完美结合，形成沙漠旅

游特色产业，不但有美利纸业的沙漠原料林，还有沙

区风电新能源、沙区设施农业、沙区温棚种植业等产

业。景区带动经济增长的比例是１∶１６，旅游产业拉

动就业的比例是１∶６，这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解决

就业问题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３．１．４　注重 旅 游 区 环 境 安 全 容 量，建 立 和 完 善 实 时

动态的生态环境 监 测 系 统　沙 漠 生 态 旅 游 要 倡 导 科

学、文明、环保、低耗的理念。沙漠旅游区一般处在沙

漠的边缘，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其环境承载能力

较低，过频的人类活动干扰和不适当的旅游必将加速

沙漠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恶化。因此，研究沙漠生态旅

游区环境安全容量，把游客数量控制在自然环境承载

能力范围之内。在沙漠生态旅游区要以遥感、地理信

息和全球定位系统为技术支撑，建立和完善实时动态

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并有效地建立旅游区的生态环

境数据库及信息传输、评估与决策支持系统，建立简

洁、高效的敏感因子指标体系，以监测不同空间和时

间范围内的景区生态动态变化情况，直接为生态环境

保护和建设管理服务。

３．１．５　加强沙漠旅游的生态保护教育与实践　倡导

沙漠旅游时，必须树立生态保护第一的思想，把沙漠

旅游产品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结合，培养旅游参

与者的环境价值观和环境审美观，创造一种人们对待

环境的新的行为模式。
首先，加强自 然 保 护 区 环 境 保 护 宣 传 与 监 督，化

解由于旅 游 者 介 入 而 造 成 当 地 资 源 的 遗 失 和 变 形。
在旅游地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解说系统，对沙漠旅游

进行 有 效 的 教 育，借 助 景 区 的 宣 传 栏、宣 传 画、演 播

厅、书籍、手册指南以及导游解说系统等多种媒体对

旅游者进行环境教育，倡导文明旅游，提高旅游者的

生态保护意识；以治沙模式和治沙技术展示为基础，
提高参观游客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使游客在旅游观光

中亲身感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工作，把自己的行为

约束于各类环境管理规范允许的限度，遵守法规和准

则，维护生态 道 德 和 生 态 文 明。另 外，游 客 鉴 于 当 地

传统的民族文化，通过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通常将

居民和其所处的环境联系在一起，形成自己眼中独特

的“生态旅游”，养成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和责任。
其次，政府机 构 要 积 极 引 导、带 动 周 边 居 民 和 企

业参与到该 项 产 业 中。要 对 旅 游 开 发 者 和 经 营 者 进

行宣传教育，使其能够真正认识生态旅游的本质，树

立科学的生 态 旅 游 观 念。对 参 与 沙 漠 旅 游 经 营 活 动

中的当地人，逐步建立他们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旅游

利益分配和旅游教育培训的推动机制，并利用一定的

经济手段和法 律 手 段 使 当 地 人 成 为 保 持 和 维 护 沙 漠

生态旅游绿 色 质 量 的 主 体。要 提 高 当 地 居 民 的 参 与

程度，使他们亲身感受到生态旅游的发展所带来的经

济利益，从而自觉保护生态旅游资源。

３．２　旅游线路设计

沙漠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包括沙漠观光娱乐旅游、
沙漠康体度假旅游、沙漠科考探险旅游、沙漠生态教

育旅游等，其宗旨是根据游客的不同需要开展多样化

休闲娱乐项目，丰富的游客参与性活动。沙漠旅游开

发所依托城市要有良好的交通条件，因此，沙漠旅游

设计要把旅 游 项 目 与 旅 游 线 路 结 合 起 来 进 行。为 了

充分发挥资源组合优势，增强区域辐射力，因此将沙

漠资源与周边的其他旅游资源、景区协同规划开发，
把沙漠旅游纳入到丰富多彩的旅游线路中，设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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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联合下的旅游环线。
（１）沙漠黄河观光游。中卫（沙坡头）—吴忠（青

铜峡１０８塔）—银川（黄沙古渡）—石嘴山（沙湖）—乌

海（胡杨岛）—巴彦淖尔（河套灌区、乌梁素海）—鄂尔

多斯（七星 湖、响 沙 湾、恩 格 贝）—包 头（昭 君 岛、五 当

召）。
（２）沙 漠 遗 址 遗 迹 游。鄂 尔 多 斯（成 吉 思 汗 陵、

萨拉乌苏 遗 址、河 套 人）—灵 武（水 洞 沟 遗 址）—榆 林

（统万城）—银 川（西 夏 王 陵）—武 威（凉 州 古 城）—嘉

峪关（嘉 峪 关 关 城、悬 壁 长 城）—敦 煌（莫 高 窟、玉 门

关）—额济纳旗（黑水城、居延古城）。
（３）沙 漠 科 考 探 险 游。鄂 尔 多 斯（成 吉 思 汗 陵、

响沙湾、恩 格 贝）—石 嘴 山（沙 湖）—中 卫（沙 坡 头）—
阿拉善盟（通湖草原、腾格里达来月亮湖、巴丹吉林沙

漠、额济纳胡杨林）—敦煌（雅丹魔鬼城）。
（４）沙 漠 民 俗 风 情 游。鄂 尔 多 斯（成 吉 思 汗 陵、

鄂尔 多 斯 婚 礼）—银 川（黄 沙 古 渡、中 华 回 乡 文 化

园）—吴忠（回乡民俗）—阿拉善盟（通湖草原、巴丹吉

林庙和库乃头庙）。
（５）沙 漠 生 态 保 护 游。库 布 其 沙 漠（响 沙 湾、恩

格贝生态农业、杭锦旗穿沙公路风景带）—沙坡头（包

兰铁路、治沙奇迹）—武威（沙漠公园）—民勤（抢救绿

洲生态警示游）—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沙漠奇观、
莫高窟风沙防护）。

４　结 论

沙漠生态旅游是一个投资较大的工程，任何单一

的项目和行 动 都 很 难 取 得 成 功。沙 漠 生 态 旅 游 在 我

国又是新兴的旅游形式，伴随而来的景区开发必然有

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从目前来看，中国西北荒漠地区

旅游“链条”已经在沙漠中延伸，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

果和实践经验，但还存在旅游资源禀赋没有充分合理

利用，沙漠生态旅游的相关理念还没充分挖掘，沙漠

生态旅游的宣传教育还没深入人心等不足。因此，今

后要进行沙漠生态旅游功能的深度研究，寻求适宜的

沙漠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注重沙漠生态旅游产品的品

质开发与 管 理，使 中 国 沙 漠 生 态 旅 游 走 可 持 续 发 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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