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规范化体系研究

罗书文 1,2，罗时琴 1,2，吴克华 1,2，杨　桃 3，邓亚东 4，刘宇炫 1,2，毛永琴 1,2，张弘智 1,2

（1. 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01；2. 贵州省喀斯特洞穴 (旅游) 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01；3. 贵阳十二中学, 贵州 贵阳  550002；
4.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岩溶洞穴是世界上最重要地质旅游资源之一，其脆弱的生态环境给保护利用带来重大挑战，

洞穴生态环境一旦破坏难以恢复，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规划设计是岩溶洞穴旅游可持续利用的有

效手段。中国虽在岩溶洞穴旅游规划的理论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但系统化和规范化存在不足，给

岩溶洞穴资源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文章针对目前中国洞穴旅游开发的现状，以研究现状为基

础，结合国外研究成果，（1）从洞穴自身特点出发，借鉴相关地质遗迹保护利用规划编制的技术要求，

构建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模式；（2）凝练其利用规划设计的核心要素及关系；（3）以岩溶洞穴

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模式为基础，围绕规划设计核心要素，梳理岩溶洞穴旅游开发规划设计的基本构

成，并阐述其内容及特点；（4）根据岩溶旅游资源自身特点，结合其他地质遗迹管理经验，提出岩溶

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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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根据岩溶洞穴旅游资源自身特征和保护利用属性，从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人−地关

系视角出发，结合国外研究成果及中国管理部门属性，构建其保护利用规范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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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洞穴被认为是地壳中能够被人类进入探索的天

然空间[1]，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利

用的进程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从史前时代起，人

类就开始使用洞穴，但利用范围局限于靠近洞口获

得阳光的区域[2]，这个时期洞穴充当人类的庇护所；

（2）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对洞穴有一定认知，对洞

穴利用范围较之前有所深入[2−5]，这个时期对洞穴利

用的驱动原因很多，但基于当地文化信仰或芒硝、石

膏等资源利用需求居多[2]；（3）人类文明逐渐进入高

度的发展阶段，洞穴旅游也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

的地质旅游资源之一[6]。第三阶段人类对洞穴利用

强度前所未有，洞穴旅游也成为洞穴利用的主要形

式，特别是自电灯发明后，洞内安装上电灯[7] 吸引大

量的游客参观，为业主和当地社区创造不菲收入 [2]，

据一份旅游洞穴重要性的估计报告称，每年全球洞

穴游客人数为 1.5亿人次，洞穴旅游收入约 35亿美

元 (约 20亿欧元)[8−9]。洞穴旅游也进入全新阶段，并

成立了国际旅游洞穴协会 (International Show Cave
Association简称 ISCA)，并对旅游洞穴赋予定义与诠

释，认为“地球表面以下自然发育的，并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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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的地下空间” [9] 统称旅游洞穴。此后 ，据

ww.showcaves.com网站 2021年不完全统计，全球旅

游洞穴有 1 400个（此网站统计我国仅有 70个，实际

上有 700多个 [10]）。且 Chiarini等 [2] 认为，在未来几

十年旅游洞穴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新冠

病毒”之后的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中表现突

出。洞穴是相对封闭的地下空间，形成相对稳定、季

节弱、永久黑暗和物质能量输入低的环境条件，导致

洞穴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同时，洞穴也保存着地质

环境演变过程中的大量信息，被称为地质环境演变

过程的档案库，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近些年来，世

界各地的人们对洞穴旅游越来越感兴趣[2]，大量游客

给脆弱的岩溶洞穴环境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给

洞穴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洞穴生态环境一旦破坏，

造成科学信息和自然栖息地不可逆转的损失，这引

起全球洞穴科学家对其地质生态系统管理和保护的

关注[10−11]。目前，在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及

洞穴协会，对旅游洞穴环境和洞穴可持续发展的评

估开展研究与探讨，并在旅游洞穴中建立长期洞穴

地质遗迹及生态环境保护监测[2,12−15]，为旅游洞穴管

理者实时采取措施保护洞穴资源。中国岩溶旅游洞

穴已达 700多处[10]，旅游洞穴在中国西南岩溶集中分

布区的国民经济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曾有“开发一

个洞搞活一个县”的经典案例，如重庆武隆、广西巴

马最初通过开发芙蓉洞和水晶宫逐渐将旅游建设成

为全县龙头产业，从偏远贫穷县变为红遍全国的旅

游目的地。中国在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规划设计

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在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利

用影响因素[17−19]、原则 [20−21]、游览路线设计 [22]、灯光

设计[23−24]、环境容量 [25] 及利用形式的演变 [16,26] 等方

面。除此之外，旅游活动对洞穴地质生态环境影响

也逐步受到重视[27−28]，过去 30年内由中国著名的岩

溶地貌与洞穴学家朱学稳先生领衔的中国地质科学

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岩溶景观与洞穴研究团队，贵州

省山地资源研究所洞穴研究团队，在洞穴旅游规划

的理论研究与应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重要成

就，但从政府管理部门来看缺乏系统化和规范化管

理依据，如旅游洞穴从资源调查→保护利用方案→
洞穴运营监管方面缺乏规范化依据，需要加强。因

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针对目前中国洞穴

旅游开发现状，结合国外发达国家旅游洞穴保护利

用经验惯例和中国地质公园及风景名胜区等自然景

观保护利用经验，对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规

范进行梳理与厘定，构建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

用体系，以期为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编

制提供技术指导，为行政审批监管和洞穴管理者提

供参考。 

1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特征

地质旅游是 20世纪 90年代晚期在英国首先得

到认可，并在贝尔法特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29]，认为

地质旅游是“以一个地区的地质和地貌景观为基础，

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旅游” [30]，且以规划、组织、

领导和监督四部分组成旅游资源管理任务，地质景

观保护管理是规划、组织、领导关系和地质旅游景

点与公众、政府之间多重相互关系的监督过程[31−35] 。
岩溶洞穴是重要的地质旅游资源，具有地质旅游一

般属性，是在相关部门组织、领导、监督及规划的引

导下，开展岩溶洞穴资源保护利用，调节洞穴资源与

公众之间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洞穴

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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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人−地关系

Fig. 1　Human-land relationship of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1.1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构成

岩溶洞穴旅游和其他旅游业一样，需要结合市

场、经济和岩溶环境等不同专业综合评估过程，是一

项涉及多个行业多要素的部门活动，从岩溶洞穴资

源保护利用关系来看，洞穴旅游活动主要涉及资源、

保护和利用三大系统（图 2）。脆弱的洞穴环境极易

受到破坏，对地表活动和岩溶补给系统特别敏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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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岩溶洞穴旅游资源调查研究是保护、利用的基

础与前提，资源条件决定管理和旅行机构制订相应

的管理措施和旅游行为。由于洞穴环境的特殊性，

洞穴旅游又区别于一般的旅游业，是具有专业性较

强的旅游行为活动。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37] 等规

划属于面上规划，涉及事项繁多需先进行总体规划

后开展专题规划两步走，而岩溶洞旅游资源利用属

于相对封闭地下空间利用，既要与区域协调又要体

现封闭空间专题的双重属性。据中国有关岩溶洞穴

旅游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和相关文献资料[15−17,19−25]，岩

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的核心内容涉及资源调查

研究、保护措施及利用策略等，而洞穴旅游资源组织

规划的目的是从源头上缓解资源保护利用之间的人

−地矛盾，让洞穴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在保护

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 

1.1.1    岩溶洞穴资源价值与保护利用关系

岩溶洞穴资源系统是指岩溶洞穴资源条件，主

要包括重要岩溶洞穴内能吸引游客的一切自然、文

化资源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活动，这是洞穴旅游资源

利用的根本和基础，也是保护的核心内容。岩溶洞

穴旅游资源主要由洞内沉积物、洞道形态、生物和

文化遗迹等资源组成，其资源的地学意义、美学和文

化等科学价值决定资源的保护价值，同时资源的完

整性决定了资源的意义与价值（图 3），从而决定资源

的利用途径与保障措施。
 
 

洞穴资源系统

完整性 意义 价值

图 3　岩溶洞穴资源保护−意义−价值相互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karst cave resources

  

1.1.2    岩溶洞穴资源自然和价值导向性与保护利用关系

岩溶洞穴环境是一个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系统，

一旦遭到破坏难以恢复。岩溶洞穴保护系统是以岩

溶洞穴的吸引物免受破坏为前提，使开展旅游活动

避免对洞穴生态环境产生破坏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岩溶洞穴旅游景观保护分为价值保护和景观资源本

身的物理保护,在资源保护利用过程中主要来自自然

和人为两方面威胁（图 4）。岩溶洞穴资源保护要求

取决于自然价值和价值导向两属性[34,36]，自然价值保

护是保护地质遗迹的有形物质和无形特征价值[37]。

价值导向保护是以人为本的方式保护地质遗迹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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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构成

Fig. 2　Main factors of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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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价值[38−39]，资源的自然价值决定其价值导向，同

时价值导向反作用于自然价值，价值导向保护和自

然价值保护相辅相成，自然价值保护使资源系统在

面对自然威胁时，有形物质特征完整性和无形价值

得到保护，而价值导向保护可以帮助地质遗迹在面

对人类威胁时得到保护。 

1.1.3    岩溶洞穴资源保护利用与环境要素属性关系

人们对洞穴旅游资源调查、研究和保护的最终

目的是为人类所用，目前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形

式主要有洞穴文化旅游、洞穴探险旅游、洞穴生态

观光旅游（图 5）。除了探险游不需要过多基础设施

建设外，其他洞穴旅游资源利用还需要修筑游览步

道、灯光系统、景点名、解说词、科普和标识标牌等

基础设施。在岩溶洞穴旅游规划设计中这些基本组

成要素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是在旅游市场这个

社会属性里，以及人对岩溶洞穴景观的求知欲和对

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使用的框架下共同编织的规划

设计，但所有这些要素都要以景观资源保护可持续

利用为核心和宗旨。因此，岩溶洞穴旅游开发不仅

具有自己独特的开发核心要素，也同样具有旅游开

发中的共同属性及要素，包括社会要素和其他旅游

基础设施，例如：（1）游步道：主要是指洞内游览道路，

它主要涉及游览步道类型及走向；（2）灯光系统：岩

溶洞穴是一个黑暗的环境，灯光系统在整个游览活

动中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将洞内景观呈现给游人和

照明的作用；（3）科普教育：是指通过标识和解说系

统、参与活动等设施和行为，使游客在游憩中获得丰

富的地学知识感知和体验，从而提高游客的科学素

养；（4）景点：是指岩溶洞内次生化学沉积物或其他

吸引物，规划设计者根据其形态的拟人似物的特征

而设定； （5）解说词：又叫导游词，是指设计者根据设

定的故事（像什么、是什么、为什么等），通过导游将

内容介绍给游客；（6）标识标牌：是洞内安全、科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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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和引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警示、景点

名和指示引导等内容；（7）外部及其他旅游基础设施：

主要包括游客中心、信息服务、公共安全，洞内的供

水、污水垃圾处理、排水系统以及通讯管网等；（8）社
会要素：包括市场营销和促销方案、地质遗迹保护相

关的法规、公营和私营旅游业组织机构、旅游从业

人员教育培训计划、提高公众对旅游业认识的计划

以及环境和社会经济计划等。

洞穴在利用后，通过旅游设施建设和人们的大

量涌入，通过物质和能量的输入或内外空气交流频

繁对环境水、气、热和岩等环境要素破坏和改造性

较大，进而打破洞穴原有生态平衡，使洞穴景观资源

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 

1.2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模式

由上述内容可知，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的核

心是协调景观资源、公众和政府间的关系，资源可持

续利用与人们保护意识是必不可分的。政府以规划、

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的作用形式呈现，是保护和管

理的监督者，通过意识传导人与洞穴旅游资源之间

的相互作用，发挥政策制定和决策作用，表现为人与

洞穴旅游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洞穴旅游资源

的规划保护管理是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资源保护的前提下开展资源利用，通过规划引导

洞穴管理者和旅游者在洞穴旅游活动中达到最佳资

源保护效果。洞穴旅游资源价值是资源保护的基础，

政府采取的任何决策和政策都是围绕它展开。洞穴

旅游资源价值由固有价值和外部价值组成，是人们

赋予它品质意义的表征，它的价值形式决定旅游资

源保护利用形式。在资源利用过程中，洞穴旅游资

源完整性受到来自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威胁，洞穴资

源一旦遭到破坏难以恢复，因此，洞穴旅游资源的运

营需要法律框架的引导和监督，开展洞内环境监测

和资源价值监测，以便随时采取相关措施，实现岩溶

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图 6）。 

2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研究体系
 

2.1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系统核心要素及

关系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是以洞穴资源特
 

规划

领导

组
织

监
督

岩溶洞穴旅游
资源保护利用
体系模式

图 6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模式

Fig. 6　Conceptual model of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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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为基础，在旅游市场社会属性框架下，紧紧围绕洞

穴主题、功能分区、游览步道、景点设计、解说词设

计、灯光系统设计、科普教育和标识标牌等要素进

行的旅游规划设计。这些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如图 7
所示：（1）洞穴主题定位是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差

异化和市场推广的鲜明旗帜，它根据资源类型和资

源等级挖掘自己的特色而定位；（2）游步道与景点相

辅相成：①游步道设置是根据资源分布、洞道规模、

洞道结构和地形地貌而设计游步道的走向和路径形

式；②景点设计是根据游步道周围景观分布特征而

设置，同时，景观的分布及美学视角决定游步道的走

向和形式；（3）解说词是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

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洞穴资源特征和景点的准确描

述，通过灯光设计将意境渲染，达到感染受众群体，

使其了解资源的实情、状态和意义；（4）紧扣洞穴主

题优化洞穴资源利用进行功能区化，结合景点分布

特征，构建科普展示牌和标识标牌达到感染和受众

的目的。 

2.2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研究内容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是通过对岩溶洞穴

内旅游吸引物（次生化学沉积物景观、其他自然与人

文景观、旅游设施等）进行优化配置，与区域其他旅

游资源协调开发，以达到最佳人地关系，从而实现岩

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达到可持续性目标。

由上述可知，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具有景观

资源利用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双重属性。洞穴资

源利用不仅需要从自身特征总体对其规划控制，而

且要实现和地表相关属性衔接的控制性规划，而详

细规划涉及到景观设计方面的内容，也是洞穴旅游

规划设计的核心；同时，洞穴旅游有效运行和资源可

续性利用，是岩溶洞穴旅游保护利用规划设计的最

终目的，需要相关措施保驾护航，使资源得到健康有

序运行。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不仅具有旅游开发

的一般属性，还具有洞穴特殊环境的专有属性。根

据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模式，可知岩溶洞穴

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资源

SWOT（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控制性规划、

景观规划设计和保障性规划等内容，通过资源

SWOT分析结果指导控制性规划、景观规划设计和

保障性规划（图 8）。 

2.2.1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 SWOT 分析

SWOT分析是在市场营销环境中对岩溶洞穴旅

游资源开展优势、劣势 、机会和威胁 4个方面的针

对性分析，从而指导岩溶洞穴旅游实施布局、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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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洞穴旅游资源利用核心要素关系图

Fig. 7　Key elements of utilizing cave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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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接待容量等规划设计：（1）优势分析是对岩溶洞

穴旅游资源在区内旅游市场环境中的优越性、优点、

特点和长处等分析；（2）劣势分析是对岩溶洞穴旅游

资源在区内旅游市场环境中的弱点、缺点和不足等

分析；（3）机会分析是对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在区内旅

游市场环境中的有利发展趋势和走向分析；（4）威胁

是对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在区内旅游市场环境中的与

同类替代性等分析。 

2.2.2    控制性规划

（1）主题定位   旅游洞穴是中国各岩溶区普遍存

在的资源，具有共性大、个性小的特点[40]，为在日趋

激烈和多样化的竞争中赢得市场，满足洞穴旅游的

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对特定洞穴丰富多彩的景观

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概括，提炼出特有、旗帜鲜明的

开发主题[26]，并围绕它展开相关旅游策划和市场活

动，减少洞穴开发的雷同性。

（2）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紧扣定位主题、依据

岩溶洞内的景观资源类型、空间展布、规模、级别，

洞道结构特征及保护对象和进出口不同，对岩溶洞

穴进行优化分区。按功能可分为：接待服务区、生态

保护区、游览观光区、科普解说区和专题功能区（如

根据洞道结构人工造场景）等功能区，它们之间既要

有区别又要有联系，具有各自的保护要求。

（3）区域协调规划   洞穴旅游开发不仅是为了资

源本身而规划，必须立足于 SWOT分析结果，与区内

旅游共享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与区内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因此，洞穴旅游资源利用规划设计要与区内

旅游总体规划布局要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旅游

资源利用规划、旅游市场规划、旅游设施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规划等区域规划相

统一。

（4）旅游生命周期与发展规划   旅游地的生命周

期是一个循环进化的过程, 经过 6个阶段, 即: 探查

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

衰落或复苏阶段[41]。保继刚[41] 在对岩溶洞穴旅游的

研究中认为岩溶洞穴旅游生命周期比较独特，往往

没有探查阶段和参与阶段，直接进入发展阶段，同时，

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孤立的洞穴巩固阶段和停滞阶

段都很短，很快就进入衰落阶段, 游客量迅速减少，

有的保持一定数量的游客量并持续发展，有的会因

游客量减少太多，以至于不能维持正常营运，导致停

止营业。所以，岩溶洞穴旅游生命周期正确研判和

合理发展规划，是处理和解决衰落阶段游客量减少

的基础，使洞穴旅游有效健康地运营。一般来说，岩

溶洞穴开放初期，因轰动效应游客量很快达到峰值,
随着本地游客锐减，如果洞穴资源吸引范围较小，很

快进入衰落阶段。因此，岩溶洞穴旅游发展规划应

与岩溶旅游生命周期相应，进行近、中、远期等不同

发展阶段的规划，分析洞穴旅游业在区内社会经济

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估计和利用现有技术手段，分

析洞穴旅游的发展方向、规模、速度和目标，根据旅

游发展的产业政策提出实现目标的措施。

⇌

⇌

⇌

（5）环境容量规划   环境容量是指环境承载能力，

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岩溶洞穴成景过程：大气降

水通过植被覆盖层和土壤层后，吸收了充足、丰富

的 CO2，变成具有强溶蚀力的水（大气土壤层 CO2

溶解 CO2，CO2+H2O   H2CO3）与碳酸盐岩作用形成

岩溶水，岩溶水沿洞壁或其他地下空腔围岩渗出，压

力突降，CO2 释出（Ca(HCO3)2  CaCO3↓+H2O+CO2↑），
对应不同的裂隙、水量及渗出方式，分别形成类型丰

富、千姿百态的洞穴化学沉积物，在相对封闭的环境

下会形成洁白如雪、晶莹剔透的石笋、石钟乳、石柱、

石幕、流石坝、卷曲石、鹅管等景观[42−43]。当洞穴开

展旅游利用时封闭环境很快会被破坏，导致次生化

学沉积物景观脱水砂化。因此，洞穴环境容量是洞

穴开展旅游的关键性参数[44]，是洞穴科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内容[45]，对洞穴的利用、保护和管理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洞穴旅游容量测算方法一般有生态容

量法、空间容量法和综合容量法[46]，其目的是要控制

洞内温度、湿度、CO2 浓度和空气的流动性基本保持

原始状态或较少破坏。同时，结合人们在洞内环境

舒服度对空气和空间参数需求，测算岩溶洞穴环境

容量。 

2.2.3    景观规划设计

（1）游览线路设计 洞穴景观与景点多数属于微

景观，其景观的美和意境多数由游客想象，洞内景观

形态具有“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特

征，因此，洞穴内游览线路（游步道）的规划设计显得

尤为重要[5−6]。游览线路是洞穴旅游规划设计的核心，

游步道的曲直、走向直接影响游客观赏和游览效果，

同时，游步道的类型和形式还要根据洞穴总体定位，

如大众旅游、高端游或探险游等而制订。游览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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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洞穴旅游的主线，通过合理组织将各功能区、景区

和景点相互串联，完善景区景点的空间结构，能让游

客感觉到洞穴旅游的魅力，同时又要排除游客在游

览过程中容易触碰沉积物景观的路径。通常情况下，

洞穴旅游线路设计遵循以下原则：进出口各异，避免

回头路，宜曲不宜直，宜狭不宜宽，宜粗不宜平，险而

不危，高低相宜，险中求宜，欲露先藏，通常将精华的

景观串联在游览后程。

（2）景区景点名设计   景区与景点设计是根据洞

道空间特征和景观资源分布特征而定的，是调节游

客审美疲劳的最有效手段。在景区景点设计中应充

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神话故事和当地风情，融入景

观形成科学实际，让游客从一个意境进入另一个意

境，增强他的好奇心、游览欲望与求知欲，从而减少

洞穴环境带来的幽闭、压抑等不适。景点的设置宜

均而不宜散，宜精而不宜多，景点的命名通常围绕景

区主题而制订；同时，景区主题也可以根据洞道发育

空旷、幽深等特征而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营造某种场

景，在洞内特殊环境下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解说词设计   解说词是洞穴旅游资源利用规

划设计的又一重要内容，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洞穴

游览的效果与质量，解说词的编纂应紧紧围绕洞穴

景点名进行。解说词本身是就景点的性质、特征、

形状、成因关系等进行说明，是对游客视觉游览的补

充，让游客看到实物和形象的同时，从听觉上得到形

象的描述和解释，通过形象化的描述，使游客感知故

事环境，犹如身临其境，从而达到感情上的共鸣。洞

穴导游词主要解决像什么、是什么、为什么等三个

问题，使游客不仅听到美丽动听的故事，了解当地人

文风情，还能学到岩溶学知识。

（4）灯光系统设计   洞穴灯光系统主要分为景灯、

路灯、专用照明灯 (如灯箱及摄影用灯等)和应急灯

三个独立循环系统，其层次分明，主次有序， 灯光设

计应纳入洞内景区、景点、游览线路、导游设施等整

体规划设计系统之中[21−24]。景灯、路灯、专用照明

灯 (如灯箱及摄影用灯等) 等采用分段程序控制，适

当控制灯具设置密度以减少光污染；使用冷光源，以

求层次分明，色彩处理上要根据景物特点，“虚实”、

“浓淡”手法并用；灯光能源方面使用低能灯具，避免

使用绚丽灯光，远离景观，减少景观表面能量，避免

灯光植物滋生对景观的破环，路灯灯光背对游客，不

能直射游客；利用现代技术声、光、电相结合创造特

殊场景，尽量拓宽景深，丰富景观层次，增强立体感，

提高光照艺术效果；使用防潮绝缘、安全方便、高效

节能材料为主，磁控开关、独立控制柜等。灯光安装

后要进行不断调试达到较高的现代化、自动化水平，

整体效果较好。

（5）科普解说及导游系统设计   科普解说是向游

客讲解岩溶洞穴内部的一些岩溶现象、历史文化等，

获取岩溶学知识，使游客能认识到洞内景观资源的

脆弱性，使游客在洞穴游览的环境里对所见所闻产

生兴趣并激发他们去思考，而自觉参与到资源的保

护中来，以达到对游客进行户外教育的目的。解说

系统的功能包括：旅游区基本信息和导向服务；帮助

游客了解并欣赏旅游区的资源及其价值；加强对旅

游资源和设施的保护；鼓励游客参与旅游区的管理，

提高与旅游区有关的游憩技能；提供旅游者、社区居

民与管理者的对话途径；对旅游者进行户外教育。

洞穴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主要包括：灯箱片、导游解

说、洞穴简介、解说手册、标识牌和导游等。在洞穴

旅游过程中，导游起到引导、保护景观资源和游客安

全、传授洞穴相关科学知识的作用。

（6）其他旅游设施规划   洞穴旅游保护性利用规

划设计与地表其他旅游规划设计旅游略有不同，主

要涉及游客观光部分，而对吃、住方面涉及较少，以

疗养、吃、喝、住等娱乐为主题的洞穴开发例外。因

洞穴旅游的特殊性，一些设施应作为专项进行规划，

如废物废水的处理系统、通讯系统和游客中心等，这

些设施的布局要从系统角度出发，防止对洞穴产生

破坏[47]。 

2.2.4    保障性规划

（1）科学研究与监测规划   目前，洞内很多次生

化学沉积物成因机制仍不清楚，如那些结构脆弱、造

型奇异的钟乳石景观，很容易受到破坏，对它的发育

机制和存在的临界条件还不清楚需要进行研究。洞

穴是相对于外部大气条件较为稳定的自然环境，可

根据通过地下通道的能量和物质量分为高、中和低

能量洞穴[35]，在自然条件下，洞穴中的能量主要取决

于通过洞穴的水流、水气和空气 [48]。旅游洞穴直接

或间接引入大量的能量或物质（温度、湿度、CO2 浓

度），洞穴开发后洞穴环境极易受到影响，改变原有

的次生化学沉积物环境和生境，导致沉积物被溶蚀、

侵蚀等风化作用发生[49−51]；洞内放射性元素氡对工作

206 中国岩溶 2025 年



人员的安全具有一定影响[52−54]，以及游览设施物质分

子弥散对洞穴环境会产生污染[55−56]。因此，对岩溶旅

游资源洞穴利用开展科学研究及长期监测旅游洞穴

水环境、空气环境和照明系统灯光植物[2]，以便随时

掌握洞穴环境动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洞穴环境遭

到不可逆破坏。

（2）游览安全与环境保护规划   一般来说，洞内

游览安全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两方面。自然灾

害可能有洪水和危岩落石；人为事故主要可能有滑

跌和电击等，评价洞穴自身特点及主要安全隐患点，

编制采取有效措施。地表环境变化通过地下水为纽

带直接影响洞内环境的变化[56−57]，因而环境保护在洞

穴资源的保护中分为地表和地下两部分。①根据洞

道发育在地表的投影范围和与洞穴有水力联系的区

域来界定地表保护规划范围，对区域地表环境中的

峰丛山体、土壤、草被、水体和空气环境采取有效保

护措施[58]；②洞内钟乳石及其他景观资源保护，按景

观的典型性、稀缺性和整体性，划分为核心、重要和

一般三类，分别采用不同的保护措施。

（3）管理与市场营销规划    该规划是对运营商

团队建设、优化使洞穴旅游资源得到健康有效运

营。其主要涉及：①管理机构构成，人员配备，人

员相关专业技能培训更新管理理念，提高管理体系

的自我调节能力；②按相关规划科学、有序地展开

研究、利用和保护等，设立保护基金，建立网站，支

持和鼓励公众在网络平台或现场等积极参与管理

活动，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③根据资源特色挖

掘旅游形象宣传品牌，利用传统媒介和现代自媒体

加强推广宣传，根据生命周期规划不同时期市场营

销策略。

（4）施工规划   洞内次生化学沉积物极易破坏。

例如，鹅管、细小石笋、石柱等细小沉积物景观，很

容易被震动发生断裂；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极易

吸附在次生化学沉积物表面，影响美观或对晶莹透

体的次生化学沉积直接是致命一击；材料严格控制，

防止随着材料进入而附带进来的孢粉在灯光的作用

下生长，一般砂石就地取材。因此，在规划设计中要

根据不同洞穴环境、不同的景观类型设计合理的施

工工艺；严格要求洞内设施材料，减少外来物质，防

止生态环境被破坏。

（5）工程量与投资概算   工程量与投资概算，是

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项目得以实施和正

常运转的有力保障。因此，工程量与投资概算的科

学性直接影响到洞穴的开发水平。 

3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机制
 

3.1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特点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利用具有自身的特点，决定

了其利用规划设计不同于其他行业部门的规划，岩

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规划设计的特点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性   由岩溶洞穴景观资源自身特点决定，

其共性大，空间竞争性大，因此通过旅游开发的建设，

使洞穴旅游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充分显现出来，

形成一个鲜明有别于其他洞穴的旅游主题，并对旅

游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一般要具有旗帜鲜明、内容

简单、地方特色等特征。

（2）专业性   岩溶洞穴属于岩溶学范畴的一个研

究领域，而岩溶学本身不属于主流学科，只有在碳酸

盐岩分布的地方才涉及。岩溶洞穴环境的脆弱性，

决定了岩溶洞穴旅游开发需要具有较强专业背景的

技术人才进行规划设计，才能保证岩溶洞穴景观在

开发过程中，达到可持续性，且洞内很多景观的形成

和破坏机制还未完全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

（3）高保护性   岩溶洞穴环境十分脆弱，景观一

旦破坏难以恢复，失去吸引力，导致旅游活动无法持

续开展而停业等，所以洞穴旅游规划设计的目是为

了更好地保护好资源，实施“保护第一、利用第二”

的指导思想，实现洞穴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

（4）区域协调性   洞穴旅游在区域旅游上属于一

个点，是区域旅游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城

乡统筹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因此，岩溶洞穴旅游规划

与其他产业的规划共同协调发展，达到社会经济和

生态环境效益最大化。

（5）综合性   岩溶洞穴旅游既具有一般旅游的属

性，又具有岩溶洞穴的专业属性，其规划设计具有综

合性特征，涉及洞穴、岩溶、工程地质、环境、水文地

质、园林、美学、古生物、基础地质、电子、自动化、

旅游等学科。在规划设计中具有多目标、多因素、

多层次、多部门的特点，因此，岩溶洞穴旅游开发规

划设计，无论在发挥旅游资源的特色上还是在满足

游客的需求上，都要进行综合考虑与合理安排，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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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的能力。
 

3.2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流程

近年来，旅游洞穴的业主们已经意识到保持旅

游洞穴尽可能干净、自然和美丽是最重要的，以便在

未来和未来几代人中保持其旅游吸引力[2]。旅游洞

穴在一定区域内不仅成为区内重要的经济来源，而

且创造一系列经济活动，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可持续

和持久有助于国民经济发展。但由于中国有关洞穴

资源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体系不健全，监管不规

范，洞穴旅游资源利用门槛值较低、利用形式简单粗

暴、资源破坏社会成本低，从而导致洞穴资源呈现不

可逆破坏。目前，中国在洞穴资源利用方面只有广

西壮族自治区具有专属的洞穴钟乳石保护条例，并

依据该条例在区内对洞穴利用前，需做可行性研究

报主管部门审批，其他省份缺乏专属法律条文。除

此之外，在洞穴资源利用后期的建设、运营阶段也缺

少资源保护利用规范化体系理论指导和遵循，给政

府领导、组织、监督和规划带来不便，为此，结合多

年的岩溶洞穴研究和旅游开发经验，以及参考国内

外相关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

性利用机制（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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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机制

Fig. 9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mechanism of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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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1）洞穴旅游保护利用除了与其他地质遗迹保

护利用具有共同属性外，还具有自身的密闭和脆弱

性，保护利用需要政府以规划、组织、领导、监督管

理的作用形式呈现，政府是保护和管理的监督者，通

过意识传导人与洞穴旅游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发

挥政策制定和决策作用；（2）洞穴旅游规划是对有限、

密闭黑暗、生态环境脆弱的环境进行保护利用规划

设计，在保护利用过程中抗人类活动扰动较差，因此

在保护利用中开展环境监测具有重要意义；（3）岩溶

洞穴旅游资源保护性利用机制，是洞穴旅游在开发

建设中和后期运营中的有效监督举措。本文虽然通

过总结梳理前人成果，结合工作经验提出岩溶洞穴

景观资源保护利用构成要素，建立岩溶洞穴资源保

护利用模式，并结合岩溶洞穴环境独特性，分析岩溶

洞穴规划特点，从资源 SWOT 分析、控制性规划、景

观规划设计和保障性规划等方面阐述岩溶洞穴保护

利用规划体系的研究内容，构建资源保护利用规范

化体系，但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保护利用规范化体系

的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在将来工作实践中不

断总结修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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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ed system of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LUO Shuwen1,2，LUO Shiqin1,2，WU Kehua1,2，YANG Tao3，DENG Yadong4，
LIU Yuxuan1,2，MAO Yongqin1,2，ZHANG Hongzhi1,2

（1. Guizhou Institute of Mountain Resources,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2. Guizhou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3. Guiyang No.12 Middle School,

Guiyang, Guizhou 550002, China；4. Institute of Karst Geology, CAGS,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Karst  caves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geological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world,  yet  their  delicat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present  great  challenges  for  both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nce  ca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re  destroyed,  restoring  them is  challenging.  Therefore,  the  planning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ave  tourism resources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sustainable  use  of  karst  cave  tourism.  Although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of  karst  cave  tourism,  there  is
insufficient systemat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which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karst
cave resourc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cav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existing research,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draw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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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searching  finding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This analysis reveal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components of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ystem  of  the  resources.  Additionally,  it
incorporated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planning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levant  geological  heritage,  and
examined  the  influences  and  relationships  affecting  cave  resources  from  four  aspects:  organization,  leadership,
planning and supervision. The goal was to develop a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mode for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2) The core elements of planning and designing, along with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of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the  tourism  market.  (3)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mode  for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the  planning  and  designing  karst  cave  tourism  development  were  sorted  out.  The  core  element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 planning were examined, while its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were also elaborate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utilization of cave resources should be governed not only by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by their
connection to relevant attributes of the surface. The detailed planning involves landscape design, which is also the core
of planning and designing cave tour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cave tourism and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re  the  ultimate  goals  of  planning  and  design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karst  cave
tourism. Relevant measures are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4) According
to  the  thematic,  professional,  highly  protective,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karst
tourism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geological heritage management experience,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mechanism for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has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four  aspects:  organization,
leadership, planning and supervision.
　　By analyzing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key elements involved in both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t establishes a model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karst  cave  resources,  drawing  o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finding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arst  cave  planning  through  various  frameworks,
including SWOT analysis of resources, control planning, landscape planning, and support planning.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content  of  a  planning system of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karst  cave resources.  It  illuminat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for  plann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It  develops  a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mechanism, striving to enhance the practic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planning efforts.  The goal is  to ensure
the healthy, orderly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ave tourism, while also guiding and supervising government actions.
Besides,  this  study  seeks  to  facilitat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upervision,  an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by  both
government entities and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ave tourism resources. This study
hold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suppor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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