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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阐述了滇西北高原上白水台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基

础，评述了该旅游区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分析了白水台泉华台地环境系

统脆弱性特点的基础上，遵循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内涵要求，提出在该旅游区适

宜开展生态旅游，针对该旅游区存在的问题，为实现该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出

了修渠引水以增加泉华台面水流量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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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台位于滇西北香格里拉县东南三坝乡纳西

族自治乡，行政上属于白地村，自然村名叫谷都，其北

面是白水河。白水台海拔 !#7)!9))<，其北有拉坎竹

与玉席谷山体，东为木初谷山体，以往通称为北地山，

西是十三角山体，南为阿白竹山体，过去通称为雪门

坎，它与北面的天宝山和南面的十二栏杆山、新药山

及哈巴雪山相连。这些山体大多由石灰岩组成，因而

山坡往往十分陡峭险峻［"］。白水台是中国最大的泉

华台地之一，在其上游一股富含钙质的山泉，恰似一

条白练从悬崖上飘落下来，并依地形而形成了一层层

由碳酸钙组成的钙华台地，这是一种由饱和碳酸钙水

形成的典型岩溶地貌，占地约 #=<!。也正是这一大

自然的杰作，孕育了古老的纳西族宗教“东巴教”，每

年农历二月初八，方圆百里的各民族都要到这台地上

来朝拜、狂欢。随着香格里拉精品旅游线的开通，这

朵雪域奇葩也被推到了世人面前，并吸引了国内外众

多游客前来探秘。

! 地质概况

白水台是纳西人心目中的圣地，灿烂的东巴文化

的发祥地。关于白水台起源流传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而从地质地貌科学角度去看，它属于一种岩溶地貌。

白水台背靠的十三角山体，构成山体的岩层是三

叠系北衙组石灰岩（图 "），其北部的玉席谷山体则主

要有北衙组二段白云质灰岩夹灰岩和三段纯灰岩与

生物灰岩组成，这为白水台泉华的发育创造了物质基

础［!］。由于强烈的构造运动和风化作用，山体岩石破

碎，断层和裂隙发育。

目前流淌在白水台上的水主要来自位于海拔

!9))< 左右的台顶面后缘的主泉 " 号和 ! 号，根据现

场 测 得 其 +>! ? 高 达 "!@6<<%& A &，B+/C
# 值 为

"!@6<<%& A &，泉水出露后和流动过程，释放出大量的

+/!，并析出大量的 +>+/# 沉积物，于是形成了千姿百

态的泉华景观。

" 自然景观丰富多彩

白水台地处亚热带（北纬 !8D#)E，东经 "))D)!E），

但因该区海拔高度与地势高差 均很大，因而其立体

气候十分明显，即在同一山坡或沟谷中，兼有暖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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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温带（海拔 !#""%"""$）、寒温带

（海拔 %"""%#""$）和寒带（海拔 %#""$ 以上）四种气

候［%］。

图 ! 白水台泉华地质剖面图

&’()* +,-.-(’/0. 12-3’., -3 45, 6’74,2 ’7 80’659’40’ 6’74,2 1.043-2$
*)第四纪白 : 黄白色、灰 : 灰白色泉（钙）华；!)第四纪冰碛泥砾层；%)中三叠统灰岩、白云质灰岩夹白云岩；

; )下三叠统砂页岩夹玄武岩、鞍山质熔解火山岩、间辉长岩体；#)泉群；<)断层；= )断层角砾岩、糜棱岩化碎粒岩；> )海拔高程（$）

气候的明显分带性造成了植被鲜明的垂直分带

现象，于是出现了“一季四时景，四季景交替”的立体

生态奇观。

" )! 幽远的原始森林

白水河上游与十三角山体原始森林保存完好（图

!），区内森林覆盖率达 >;?，原始森林主要由海拔

%="";*""$ 的冷杉林群系（包括杜鹃 : 冷杉林和苔藓

: 冷杉林两个群组）、海拔 %;""%=""$ 的云杉林群系

（杜鹃 : 云杉群组）、海拔 %!""%=""$ 的红杉林群系

（箭竹 : 红杉群组）、海拔 !<@@%!""$ 的云南松林群系

组成，而在木初谷山腰和山脚及洪积台地上，则主要

为次生的灌木 : 云南松群组或灌木群组。山高林密，

生长了许多参天古树，如冷杉，平均高 !#%"$，胸径达

<"/$，云杉平均高 %!$，胸径达 #"/$ 等。

" )" 众多的珍稀动植物

在白水河上游这片幽深的原始密林中，孕育着众

多珍稀的动植物和药材。金钱豹、野驴这些国家一类

保护动物，麝、小熊猫、红腹锦鸡和猕猴等二类保护动

物，不时在密林中出没，而小灵猫、大灵猫、黑熊、狼

獾、穿山甲、赤狐、野猪、灰尾兔、红腹松鼠、灰松鼠等

动物更是常见。四五月山里的杜鹃花、野牡丹、芍药

等花儿竟相开放，尤其是杜鹃花不同海拔，花期不同，

有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不等，颜色也是有红、黄、白、

紫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体会在

这里会更深刻。密林里还不乏见到七叶一枝花、天

麻、三七等珍贵的中草药。

" )# 神奇的白色“梯田”

远看白水台，似银阶玉壁，在阳光下流光溢彩，发

出耀眼的光辉，步临白水台，但见白水台层层叠叠，宛

若片片斜月散落人间，和白水台下百姓的梯田极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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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云波雪浪”也好，“玉埂银丘”也罢，怎么形容都不

为过。一垄一畦的泉华池，以新月形连亘重叠，彼此

怀抱。池中注满的一泓泓清澈翠碧，如同蓝宝石一

般，在蓝天下，尤显波光粼粼。而精致的田埂畦垄更

像是高超匠人用白玉精细雕琢而成。

! 人文景观底蕴深厚

白水台不仅具有明秀的自然风光，而且其丰富多

彩的人文旅游资源为其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

化底蕴。

! !" 古老的宗教文化发祥地

白水台是纳西族东巴教与东巴象形文字的发源

地。据称，纳西族东巴教的第一始祖丁巴什罗从西藏

学经归来，途径白水台，被其美景吸引，留下来设坛传

教。白水台由此成为东巴教徒的神圣地。白水台对

面的上柏峰下有一溶洞，古时为祭祀龙神之地，后因

东巴教第二始祖“阿明什罗”在此修行，遂称为“阿明

灵洞”。相传，东巴文即是阿明什罗在此创造出来的。

! !# 神秘而盛大的节日庆典

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白水台上一年一度的龙王盛

会———朝白水，现今已成纳西族的民族节，居住在这

方圆几十里内外的纳西、藏、彝、傈僳、白、回等少数民

族，都汇集到这里。当地的纳西族都要至此杀鸡祭祀

山神，并将鸡血涂抹在四周的树枝上，以示崇敬，然后

在这平台的绿荫下进行丰盛的野餐。人们吹芦笙，拉

胡琴，围成一圈，跳欢快优美的民族舞蹈。

! !! 独特的民族舞蹈、建筑和服饰

白水台纳西族的阿里里、阿卡巴拉等舞蹈保持了

民族传统特色，节奏明快，极富感染力，最能唤起观众

的参与热情。其中阿卡巴拉歌词是赞美白地山水，赞

美纳西民族，歌颂各民族和睦相处，而舞姿传说是从

龙那里学来的，有吉祥如意的意思。

白地民居属纳西板式木楞房或称井干式建筑，因

滇西北森林茂密，为井干房提供了物质条件，房屋外

墙和内墙都是用去皮圆木或方木层层垛起，木楞接触

面做成深槽，利于叠紧稳固并防水。叠积的圆木暴露

在外，不饰油漆，因形如井口，故称为“井干式”，屋顶

多为木片顶。井干式建筑有较好的防寒性能，适应高

寒山区气候。

白地纳西妇女的服饰区别于丽江和永宁的纳西

族，最有特色的是用硕大的银盘缀成串作头饰，从额

头一直缠到发辫上，且上雕有精细花纹，形式独特。

妇女们尤其是年老的妇女爱披羊皮，既可保暖，走累

了又可席地而坐。

图 # 白水台风景区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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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开发现状

白水台旅游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以

及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其旅游业可以发展为该地区

的经济主导产业。但就目前旅游业发展现状看，却是

经营惨淡，平均每天游客 !"" 人左右，每年游客量不

超过 # 万，而且近年来游客量还有下降趋势，不能不

令人费心思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 管理不善，台面破坏严重

白水台泉华台地的化学组成物质是碳酸钙，这种

白色沉淀物不断覆盖地面而形成泉华瀑、泉华池、泉

华帷幔等千姿百态的岩溶地貌。这些岩溶地貌形成

需要漫长的地质年代，且极其脆弱而容易被破坏剥

蚀。但当地在开发该区时并没有作科学考察，也没向

专家咨询，台地开敞，任游客践踏，虽然后来在有关专

家建议下做了一定范围的控制工作，但控制范围太

小，游客仍在大片未围台地上行走，长此以往必将造

成对白水台旅游区整体景观的机械破坏。此外，还有

脚下泥土的污染，使钙华的颜色发生改变，即由白变

黄，甚至变黑，届时，白水台非白水台，而成黄水台、黑

水台了！

! $# 管理难，源头来水量锐减

白水台所在地是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主要的纳

西族世代生活在这里，他们习惯在白水台下耕种，引

白水台上的水灌溉田地，并且靠山砍木建房子，伐薪

烧柴。由于长年砍伐森林、灌丛，青山变成了草坡、荒

地，森林的水文效应被严重削弱，甚至消失，白水台来

水量也就大大减少，加上其源头水被当地居民修渠引

去灌溉农田，大片的台地已经干涸，没有了水，台上的

沉积即告停止，并渐渐发生风化，昔日广阔的白水台，

如今在渐渐地萎缩。

! $$ 投入太少，基础设施差

目前，白水台旅游区资金来源非常有限，主要是

门票收入，因此，一些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除交通、

通讯设施建设外，旅游区连像样的大门都没有，售票

处和收票处太分散也太简陋。提供游客吃住的饭店

旅社不仅数量少，而且档次都很低，都很简陋，连起码

的生活设施都没有；而除了离旅游区两里外有一个宾

馆外，附近再没有宾馆了。此外，旅游区没有专门的

门票，没有科学的导游词，更没有专门的导游，无法满

足大部分游客的旅游需求。

% 关于白水台旅游开发方向的讨论

泉华台地是泉水在流动过程中，水中 %&’ 逐渐逃

逸到空气中，使水中碳酸钙过饱和而沉淀，并依照地

形层层叠置而成。白水泉华台地规模如此之大，其成

因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白水台泉华是特

殊岩溶生态环境下的产物［#］，有学者则认为白水台泉

华是冷泉淡水碳酸盐沉积，是温湿气候的产物［!］，但

更多证据已经证明，其与深部地热有关［(，)］。不管白

水台泉华成因如何，这种岩溶地貌形态，也具有岩溶

地貌的一般特点，是同沙漠边缘一样的脆弱环境，其

环境容量低［*］。因此，在开展旅游业时一定要走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

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发展经济要与保护资源，保

护生态环境相协调一致，目的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享

有充分的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而根据白水台泉

华台地的特点及其整体资源特征，笔者以为白水台较

适宜于开展生态旅游。生态旅游是旅游产品的一种

类型，含有丰富的旅游活动内容，包括观光、探险、娱

乐、学习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生态旅游是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其目标是实现旅游发展中生

态、经济、社会三效益的统一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它作为一种对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有着特别保护责

任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模式，可通过减轻环境压力，实

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保护旅游景观资源和

文化完整性，平衡经济利益，实现代间的利益共享和

公平性，这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

代表着旅游业发展的方向。

& 几点建议

白水台旅游区既有独一无二的自然旅游资源，又

有深厚的人文旅游资源作为底蕴，为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该旅游区又处于大好的发

展环境中，“香格里拉探秘游”被列为 !--- 年中国生

态旅游年推出的全国十大生态旅游精品线之一，同时

也是中国 ’" 世纪末重点推出的三大旅游精品线之

一，而白水台与虎跳峡、碧塔海、松赞林寺都是该精品

线东线上的王牌景观，在整个香格里拉线发展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其发展必将得到更多优惠的政策。因此

要抓住这些大好的机会，提高白水台旅游业档次，使

其上台阶。

& $" 遵循特色原则，恢复并保护泉华台地

白水台旅游区最大特色是其层层叠叠、宛如蓄满

了水的梯田的泉华池，因此要想法保护这一标志性景

观。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台地上水量锐减，原来两泉的

水量变小了，使碳酸钙沉积（泉华的主要化学物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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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最活跃因子丧失，导致泉华沉积停止。因此要想

利用泉华开发旅游，必须设法恢复泉华台地原有面

貌，要使台地上重新有充足的水流淌。应指出的是在

水源的解决上不能随意引雪水或其它非岩溶水，要在

科学考察基础上和在有关专家指导下，寻找岩溶泉水

来冲台。

经野外考察测，目前当地居民修筑的灌溉农田引

水渠（长 !"#，从台地上经过），是适合冲台的（水流从

源头流向白水台，$% 值由最初的 & ’() 升高到 *+)，电

导率由 *&,!- . /# 降低为 &!0!- . /#，水温由 1+!2升

高为 * ’*2），该渠源头与白水河（该河水来源雪山）

相邻，可以修筑相邻并行的另一渠道引白水河水来灌

溉农田，而用该渠中水去冲台。此外，与白水河大致

平行的位于其南边的另一无名河沟，其两岸有较多的

泉眼冒水，测得其水化学性质（$% 值 1 ’ ,3，电导率为

143!- . /#，水温 1 ’!2）也是适合泉华沉积，因此也可

修筑水渠引其去白水台，路程约 4 ’ )"#，地势刚好略

高过白水台。有了足够的水冲台，泉华沉积又会逐渐

增厚，白水台可望恢复昔日的光彩。同时保护工作也

是至关重要的，是旅游业发展更长远的考虑，不仅旅

游管理者要重视保护工作，而且游客、当地居民也要

有维护白水台泉华景观的意识。

! ’" 提高认识，加强管理

首先提高管理者对旅游区内旅游资源特点的认

识，只有既看到白水台泉华景观质量高，同时又知道

它也是一种脆弱环境系统，稳定性差，抗干扰能力弱，

承纳游客容量较小，才能进行科学的管理。白水台旅

游资源不同一般的旅游资源，它极易破坏消亡，因此

在旅游开发中必须对它进行严格的保护。要扩大控

制范围，泉华分布的地方都要围起来，可在不破坏景

观整体美的基础上，设立一些泉华知识的科学解说系

统和与环境协调的废物收集系统。在门票、导游图

（册）上添加生态知识与注意事项，使游客接受多渠道

环保教育。

! ’# 增加投入，改进设施，留住游客

对外大力宣传，不断吸引游客和外来资金，包括

省内外其它地区国家和政府的，要重视这块东巴宗教

文化发祥地的保护，要投入资金使这一纳西古族文化

传承下去。大力进行旅游管理人员和导游培训，提高

他们的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以促进整个旅游产品质

量的提高。要把从白水台到虎跳峡、丽江，把从中甸

到白水台的公路干线铺通、修好，提高白水台旅游区

与周围区域联系，加强区域合作。增加宾馆、饭店数

量，同时又要提高质量，这样可减轻游客对旅游吃住

的“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适当开发，扩大旅游活

动范围，一来可以避免景观单一；二来开展多种旅游

活动，可减轻主要景观压力，延长游客逗留时间，促进

旅游消费，增加资金积累。白水台作为中国最大的泉

华台地之一，台地内蕴藏着大量的岩溶地质、地貌、气

候、植被、生态等科学信息，为岩溶科学研究提供了良

好的野外试验场。游客则可通过观赏、体验、学习，不

仅陶冶情操，享受视觉快乐，而且可获取一定的科学

知识，这样，白水台旅游区也逐渐提高了层次和品位。

此外还可以开展原始森林探秘游、生态回归游、高山

深谷探险游、民族风情游等。森林里不需要宽阔的公

路，可只铺石板路，这样一方面尽量不破坏森林原始

面貌，保持其原生环境；另一方面可让游客且游且走，

尽兴欣赏沿途景观，则旅游时间自然延长了，相应的

吃住消费也就增加。

! ’$ 搞好教育宣传，注重社区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教育宣传方式，转变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

让他们认识到，旅游业的兴盛与他们自身利益紧密相

连，是发家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扩大白水台周围生

态保护的范围，禁止乱砍滥伐、肆意捕猎，使居民懂得

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从而使青山常青，绿水常

流，白水台泉华台地青春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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