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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喀斯特库区的景观特征与旅游开发体制研究!

殷红梅，熊康宁，梅再美

（贵州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贵州贵阳 99((("）

摘 要：喀斯特库区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景观系统，它既是喀斯特地貌

和水域共同构成的封闭或半封闭的水陆嵌套生态系统，又是特殊的水利工程。作

为水陆嵌套生态系统，喀斯特库区类型多样，并具有封闭性与不便捷性、异质性、

稳定性与脆弱性等特征；作为水利系统，喀斯特库区管理权属复杂，旅游开发明显

受环境与功能的限制，库区景观具有多样性与雷同性、水利工程构景的科学性与

美学观赏的独特性等。为此，喀斯特库区旅游开发应采取建立在相关利益分析基

础上的综合开发模式，突出科技投入与绿色经营理念，建立库区旅游资源开发预

警系统和生态环境监测站；设置完善的旅游解说系统；大力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创

建环保型旅游库区。在经营管理体制与运作方面，建议成立库区旅游产业委员

会、旅游开发公司和旅游开发研究与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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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贵州是一个喀斯特强烈发育的高原山区。全省

西北部和黔中地区保存有原始的高原面，地势起伏和

缓，相对高度一般为 9( = "9(>，地面相对平坦，大面

积的锥状峰林与宽广的盆地、谷地、洼地构成一套峰

林溶原、峰林盆地、峰林谷地和峰林洼地等峰林地貌

景观。除西北部和黔中地区外，其余广大地区地处高

原斜坡地带及河流切割的峡谷区，地势起伏大，相对

高度大于 9((>，地表破碎，崎岖不平，大面积的锥状

峰丛与深切的谷地、洼地构成一套峰丛谷地、峰丛洼

地、峰丛峡谷等峰丛地貌景观。因此，贵州喀斯特地

域结构的基本特征是高原峡谷结构，亦即是由差异显

著但又密切相关的两大地域单元———高原区和峡谷

区共同组成。这种地貌结构特征深刻影响着喀斯特

旅游资源的类型及其特征的形成和景区、景点的布

局。

喀斯特地区建库条件优越，自然环境良好，旅游

资源丰富。贵州目前已有的大中型水库大多具有很

强的旅游开发潜力，为挖掘其综合功能，有的建成了

旅游区，还有的正打算进行旅游开发。但目前库区旅

游开发理论研究异常薄弱，理论研究的滞后严重抑制

了开发技术和手段的创新，再加上喀斯特地区环境的

脆弱性、人地矛盾的突出性、人对地认识的有限性以及

旅游开发体制的复杂性，造成在旅游开发中不仅没有

把经营者、管理者、科研者、农民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

性充分调动起来，使科技很好地转化成生产力，而且还

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自然资源破坏、环境质量下降、民族

文化的异化等不良现象，如水库岸上、岛上未经科学规

划设计的大兴土木和对民族村寨与民族文化形式简单

粗糙的移植与表现；湖面上游船的漏油及其未经处理

的污水的直接排放等，影响了旅游库区的可持续发展。

为改变这种状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探讨库区景观的

特征，建立可操作性强的旅游开发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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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喀斯特库区水陆嵌套景观特征

（左：东风湖峡谷型库区；右：红枫湖高原面型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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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斯特库区水陆嵌套系统特征

喀斯特库区是以碳酸盐岩类组成的陆体为基质，

以水体为嵌块体组成的有机整体，是以两种性质相反

的景观镶嵌而成的封闭或半封闭的生态系统。由于

基质与嵌块之间强烈的异质性和独立性，在景观资源

的外貌上与其它类型的旅游构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而产生特殊的旅游效应。

! $! 水陆嵌套系统的类型

根据陆体与水体存在的方式和空间关系的差异，

喀斯特库区可分为陆湖型和陆湖岛型。陆湖型库区

在存在形式上水体被陆体所环绕包围，缺乏天然廊道

与其它嵌块体相联接，因而，它是一个相对孤立、隔离

的生态体系，景观层次分明，景观异质性强。陆湖岛

型库区在存在方式上，由于水、陆之间的交叉互嵌而

构成“山中有水，水中有山”的多层圈套生态系统，景

观层次丰富多样，空间转折多变化，视觉冲击力强。

陆湖岛型库区也是一个相对孤立、隔离的圈层生态系

统，但在其内部，水体却可成为天然的廊道联接陆、

岛，景观异质性强而又有承前启后关系。

根据喀斯特库区陆体的地貌类型，可将喀斯特库

区景观系统分为峡谷型、高原面型（图 %）。峡谷型库

区如贵州的东风湖、乌江水库、万峰湖等，陆体与水体

呈条带状延伸，由于湖库尾水区直接与河流相连，因

而，它是一个半封闭的地域生态系统。在喀斯特峡谷

的不同发育阶段，下切侵蚀作用、溶蚀作用和崩塌作

用强度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峡谷形态—成因类型的出

现和地域结构上不同形态类型的镶嵌［%］。此外，作为

喀斯特峡谷库区陆体的地貌景观资源，一方面，沿水

体呈非均衡分布，峡谷中丰景段与乏景段的交错，构

成了陆体与水体之间的串珠状长廊结构，使游人在景

观心理感应上跌宕起伏；另一方面，这些地貌景观的

形态及其组合从宽阔的分水岭到深切的峡谷，由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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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峰林平原）依次更替为峰林谷地（峰丛谷地）、峰

丛洼地、峰丛峡谷，其规模大小不等，自然景观各异，

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旅游景观。高原面型库区如贵州

的红枫湖、百花湖等，主要分布于喀斯特高原面上的

盆地、山地与丘陵区中。陆体与水体之间的关系或为

陆中的水体镶嵌，或为水陆交叉互嵌，构成较封闭的

平面扩展式的地域生态体系。由于水库蓄水，作为基

质的喀斯特陆体（岸）和嵌体的喀斯特陆体（岛）除了

较完整地保留成库前的景观特征外，还因水动力环境

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形成新的景观类型，丰富了游人

的旅游观感。

! !" 水陆嵌套系统的特征

（"）封闭性和不便捷性。一方面，喀斯特库区水

体与陆体之间的封闭性，使采用同一种运输方式很难

直接达到独立嵌套系统中［#］，而表现出了旅行游览的

不便捷性；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系统基质的喀斯特

陆体（岸），还是作为嵌体的喀斯特陆体（岛），都深刻

地体现了喀斯特原生环境的封闭特性，这种封闭性在

贵州主要表现为地形的封闭和游人游览视线的遮掩

上。封闭的地形使游人的视线只能停留在相对狭小

的空间上，特别是峡谷型库区其封闭性更为显著。

（#）异质性。在性质、结构、演化历史等方面库

区水体与陆体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景观，它们容易使旅

游者形成一种强烈的环境反差心理，从而激发旅游者

到库区去旅游。同时，贵州喀斯特库区陆体景观，同

其它类型的相比，还具有向深性发育和迭置发育的异

质特征，这不仅导致了深邃而封闭的洼地、漏斗、落水

洞、竖井及峡谷的形成和普遍分布，而且还丰富了景

观的旅游美学与科学价值，特别是重迭的多层洞穴特

征，更增强了贵州喀斯特库区陆体景观的奇异观赏

性、科研性和探险价值。

（$）稳定性与脆弱性。库区将水、陆这两种性质

完全不同的地域生态有机地统一于一个整体之中，在

无外界的干预或自身抗干预的阈限范围内，库区水、

陆体的次生与原生环境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都是稳

定的，具备一定的持续性。但库区的抗干预性和生态

的复原能力较小，脆弱特性突出。其主要表现喀斯特

水体的自净能力低，抗污染能力弱，当地表工矿、农业

及旅游区生活污水经落水洞和裂隙渗入岩体，将会增

强地下水的溶蚀性，加大喀斯特洞穴化进程；另一方

面，库区陆体的喀斯特景观是具有多层次的地域结

构，其地上、地下各种不同形态、结构、规模的喀斯特

溶蚀形态景观都是在特定的光、水、热、空气、生物环

境中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变所形成的，具有不可再生

性。同其它资源环境相比，喀斯特资源环境更表现出

明显的敏感性、脆弱性、易损性和低可逆性四大特征。

旅游开发，意味着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喀斯特景观形态

和生存环境条件，导致景观不同程度的发生退化。

" 喀斯特库区的水利系统特性

喀斯特水库是特殊的水利工程，它是由喀斯特地

貌、水域、水工建筑物等构建的地域，是人工建筑景观

与喀斯特山水文化景观的有机结合体。

" !! 水利系统特性

（"）管理权属的复杂性。库区在地域形态上主

要是以水利设施及水面为依托，呈线状或面状向外扩

展，延伸数十公里仍至数百公里，地跨多个县市及地

区，甚至跨省。这种地域形态的存在，使库区在所有

权和管理体制上，既有纵向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又

有横向的独自为政的行政属地管理。管理权属的复

杂性，增加了旅游地管理的难度及相互协调的难度，

也使其在旅游开发的内容、开发公司的选择、环境保

护工程的实施等方面存在有行政地域利益与大旅游

库区利益的矛盾，从而出现不同库区或地段景点的雷

同和旅游互斥的近邻负效应［$］的产生。

（#）环境与功能的限制性。水库大多是由于修

筑大坝、水电站等水利工程，蓄水成湖而得以存在的

特殊生态体系。喀斯特库区环境既具有原生的喀斯

特山水环境特征，又具有库区（人工）环境的特征。因

而，喀斯特库区旅游开发既受限于喀斯特环境的明显

的脆弱性，又受限于库区人工环境的安全性。喀斯特

库区旅游开发除了要强调一般库区的开发原则外，还

应突出不超过喀斯特脆弱因子的阈限范围，需要用旅

游环境的综合承载力与承载量来衡量库区旅游开发

的可接纳程度。同时，库区地域形态的呈线状或面状

延展，其旅游开发还受限于用地面积和用地布局，特

别是在喀斯特峡谷型库区，人地矛盾异常突出，旅游

用地的嵌入和扩大，必然会进一步激化原有的人地矛

盾。为此，在旅游开发步骤上首先应围绕水面和水利

工程进行，形成规模，再逐渐扩展，以避免用地矛盾。

库区的首要功能是发电和引水（包括生产、生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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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而观光、度假、休闲与娱乐等旅游活动功能只是

其派生的综合利用，它们必须服从和受限于首要功

能。因此，旅游活动不能影响水利工程的安全和正常

管理，不能影响水质，不能影响正常的水运与水产工

作等［!］。喀斯特库区环境与利用功能的这种限制，也

加大了库区旅游开发的难度。

! "! 喀斯特水利旅游景观的特征

（#）景观的多样性与雷同性。水库兼有自然的

清新秀丽和人工雕琢的精致与精心。雄伟壮观的大

坝、发电厂房（特别是洞中发电厂房）、输水渠道、跨河

桥梁、过水渡槽等一系列水工建筑物，更使景致多样，

增添了天然湖泊所没有的游兴。喀斯特库区景观特

色：主要表现为以烟波浩渺或狭长而又清澈平静的湖

水和形态各异的喀斯特峰林峰丛、溶蚀低地、石柱及

色彩斑斓的洞穴、峭壁为主，并伴有果园、农田和民族

村寨星落分布；水库周围阡陌纵横，空气清新，再辅以

亭台园林、飞桥小舟，构成充满宁静、闲适、朴素的田

园情调。

虽然构建喀斯特库区景观的构景因子类型多样，

形态各异，但从其组合特征和库区之间景观比较看，

景观雷同性强，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关系，

特别是区位邻近的库区，如贵州的红枫湖、百花湖、东

风湖、花溪水库及乌江水库等，旅游市场的竞争更强，

需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提炼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

主题，形成各具特色、有市场针对性的喀斯特旅游库

区。

（$）水利工程构景的科学性与美学观赏的独特

性。同其它旅游地相比，库区景观因筑坝而成，大坝

的区位选择、设计的工艺、坝高的确定及发电、蓄水能

力等都有丰富的科学文化内涵，体现出水利工程设施

构景的科学性和教育性，特别是喀斯特独有的洞中发

电厂的存在，更使水利工程景观具有独特的美学观赏

价值。

" 贵州喀斯特库区旅游开发体制的构思

" "# 开发模式的选择

贵州喀斯特库区旅游开发，一方面要顺应我国旅

游开发的一般规律，从“大旅游，大产业”出发，充分体

现政府（管理层）、企业（经营层）、研究与策划者（技术

支持层）、当地居民（参与层）和旅游者（旅游主体层）

等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和相互间的协调分工关系；另一

方面，要突出喀斯特环境的脆弱性和库区整体性（包

括功能上、地域上和管理上的整体性）的特征，体现科

技投入、经营理念与经营体制创新的思想。因而，我

们认为，贵州喀斯特库区旅游开发应采取建立在相关

利益分析基础上的一体化（综合）开发模式，明确各利

益相关者（层）的责任、义务、权利与利益分配，促使库

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对政府而言，应突出其主导作用。因为在目前市

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之下，只有政府的主导参与（非

干预），通过创造环境，开拓市场，对企业的发展给予

指导，才能实现市场化的目的，特别是对贵州喀斯特

库区这样一个旅游后发地区，政府的主导将发挥着难

以替代的作用。政府的责任、义务表现为：政府采取

一系列措施，把旅游业培育为库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高库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政府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

增加财政对旅游产业的投入，为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

提供融资机会；政府在制定旅游规划、制定旅游经营

行为规范和在大型旅游活动的宣传促销等方面发挥

主导作用。

对经营者而言，应强化其市场经营的作用和参与

国际、国内竞争的能力。他们有权利获得合理分享旅

游活动开展的利益；旅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当

在适宜的法律或行政限制下有权自由进入旅游行

业［%］。而在旅游经营中，他们有义务优先录用当地居

民（在技艺相同的情况下）；有义务参与当地的发展并

在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的控制下，研究其开发项目对

环境和自然状况的影响以及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和资

金投入；应避免把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模式强加于当

地。

当地居民是旅游开发中的弱势群体，库区旅游开

发除解决被征用地部分居民就业（包括部分季节性就

业）和向当地政府交纳税费时可享受一些优惠外，还

要把库区内的各个村寨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纳入旅

游规划、旅游开发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

执行体系中，应使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参与

旅游发展而带来的利益分配，参与有关旅游知识的教

育培训。

对研究与策划者而言，应突出技术援助和科技参

与。他们有权力合理地分享旅游活动产生的经济利

益，有义务培养库区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和进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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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与科技包装；更有义务深入研究库区旅游承

载力和定期进行生态环境监测，提供有助于节约资

源、尽量选用产生废弃物和污染物少的旅游开发方

式；旅游基础设施的设计和旅游活动的安排应有助于

保护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多样化的自然人文景观

和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旅游活动的规划应使当地传

统的文化产品、工艺品和民俗得以生存和繁荣；库区

总体规划应尽量与当地经济和社会结构紧密结合。

! !" 科技投入与经营理念

进入 "# 世纪，知识、科技与绿色营销、主题营销

成为启动旅游地旅游经济发展的新的思维，“大旅

游”、“大市场”、“大产业”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旅游开发与经营理念向“绿色化”、“知识化与科技

化”、“国际化”转变，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喀斯特旅

游库区是限制因子较多的旅游地，旅游开发与经营必

须强调高科技的支撑与绿色经营理念，通过高技术的

投入来创建生态环保型的旅游库区。

（#）建立库区旅游资源开发预警系统［$］和生态

环境监测站。从生态、环境、旅游者与旅游业从业人

员行为、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预警和生态环境

监测出发，建立一整套喀斯特库区开发利用度预警指

标体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指标，如喀斯特

库区生态系统的要素、形态、数量及分布空间的变化

指标；环境质量变化指标，如工厂“三废”排放对旅游

库区的环境污染、旅游交通运输和旅游活动导致的噪

声污染、旅游视觉污染、生物多样性损失、旅游废弃物

种类、排放量及自然生态的净化能力、表层岩溶边坡

失稳、喀斯特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变异种类、数量

与程度等；人口指标，如旅游者与经营管理者人口总

量、人口增长率、人口结构、人口来源、旅游者需求时

空分布结构，经营管理者、当地居民的文化程度、职业

构成、就业情况、生存意识、环境意识、经济水平及闲

暇时间、个性心理与行为特征等；地区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指标，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支持产业类

型、规模与能力，地区对旅游发展的社会、经济、心理

容量，旅游资源利用方式、强度及投入产出效率、库区

发展目标等。并在此基础上，配备警源分析的数据系

统、处理系统、模拟系统和警兆辨识系统设备［%］，客观

分析库区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和国内外旅游

市场变化所导致的边际警兆，制定月、季、年度预报制

度，及时反映客流及旅游消费、喀斯特与民族文化旅

游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等方面警兆的警度和警情的轻

重，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解决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中的问题。各类观测站（点）的建立和预警分析设备

的配置，也使库区成为科普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

地。

（"）设置完善的旅游解说系统。喀斯特库区是一

个资源、环境极其脆弱的旅游地类型，为了加强旅游

发展的后劲，旅游开发必须在遵循“保护第一”原则的

前提下，围绕喀斯特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和库区

安全，以环境教育为主。通过建立与完善喀斯特民族

地区旅游解说系统，达到树立旅游地形象；以简单、多

样形式为旅游者提供旅游地信息；帮助旅游者了解并

欣赏旅游库区的旅游资源及其价值，加强旅游资源和

设施的保护。

（&）大力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创建环保型旅游库

区。生态旅游是指通过采取生态管理方式，使公众享

受大自然，了解大自然，提高公众大自然保护意识，实

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改善环境的一种旅游活动。

根据贵州喀斯特旅游库区资源与环境特色，可开发出

以下生态旅游产品：第一，喀斯特库岸生态旅游系列，

旅游形式包括科考、登山、攀岩、森林浴、狩猎、采集植

物及矿物标本，科普教育，休养、避暑、避寒等，并结合

库岸典型民族村寨开展民族文化、社会生态之游。第

二，水体生态旅游系列，旅游形式有漂流、竞技、划船、

游泳和跳水、滑水等。第三，库区“农家乐”系列，以旅

游农庄为基地，以开发周末度假旅游市场为主线，可

建立蔬菜瓜果观赏园、花卉观赏园、观赏林区、编造工

艺观赏中心；野菜瓜果山珍品尝中心、水产品品尝中

心；农产品购物中心等。旅游活动形式包括：摘瓜果、

挤奶、垂钓、捕捞、森林野营、跑马、斗马、斗牛、斗鸡、

狩猎、森林浴疗、避暑休养、生态农业休养等。

! !! 经营管理体制与运作

“大旅游”要求“大管理”。针对喀斯特库区的实

际，实现“大管理”必须要实现由库区各段所属行政

部门管理旅游向统一综合管理旅游的方式转变，坚持

“政企分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和“谁受益，谁治

理”的原则。对于地跨多个行政区的大型库区，建议

环湖的各县级旅游机构与相关的旅游机构合并，并成

立具有行政行使权的库区旅游产业委员会，以发展协

调为宗旨，做好库区旅游业与其它产业（特别是发电、

引水、水运）的协调，统筹规划库区旅游发展目标、任

’&#第 "# 卷 第 " 期 殷红梅等：贵州喀斯特库区的景观特征与旅游开发体制研究

万方数据



务，研究制定本地旅游发展政策、措施、规定和办法。

从库区旅游经营看，建议成立库区旅游开发公

司，以开发和管理库区旅游项目。同时，为了强化科

技成果转换和教育服务，促进库区旅游可持续发展，

建议成立库区旅游开发研究与咨询中心，其工作要点

是：制定和实施库区旅游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负

责库区的旅游教育培训，特色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科技

包装；进行库区旅游承载力研究和定期进行生态环境

监测。

在实际的经营运作中，库区旅游开发公司必须按

照有关法律和法规进行市场运作，它可由环湖各地方

政府与水利部门入股组建，公司下设若干分公司，各

分公司可自行投资组建，也可通过融资引进，从事与

库区主题相适的专项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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