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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7在分析了喀斯特地貌旅游资源具有 的 景 观 特 色@竞 争 特 点 和 环 境 特 点 之

后>提出喀斯特旅游地形象的塑造应以喀斯 特 地 貌 景 观 的 特 点 为 基 础>通 过 对 喀

斯特旅游地的文脉辨析@形象调查和竞争性 分 析 确 定 其 形 象 定 位>继 而 围 绕 其 形

象定位进行喀斯特旅游地的形象口号设计@视 觉 形 象 塑 造@行 为 形 象 塑 造 和 形 象

传播策略的选择>并提出在形象塑造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与自然景观的协调和喀

斯特景观的可持续开发两个问题A
关键词7喀斯特地貌?景观特点?旅游形象?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7BCD!&E 文献标识码7,

喀斯特地貌景观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遗产A
喀斯特地区奇特的山形@神秘的洞穴@清秀的水域与

当地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其它人文景观结合>已成为我

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A据统计>全国以喀斯特

景观为主或为辅的景区 约 占 景 区 总 数 的 )(F以 上>
其 中 国 家 级 景 区 中 喀 斯 特 景 区 占 总 数 的 )<FG*H>近

年更有上升的趋势A如此众多的喀斯特旅游景观为我

国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从总体上来看又

存在着同类旅游产品彼此明显的竞争A显然只有通过

特色鲜明的旅游形象塑造>使游人留下深刻印象>形

成思维定势>才可使不同喀斯特旅游地产生不同的持

久魅力>形成各自的竞争优势A喀斯特地貌景观是一

种典型的造型地貌景观>它的形成@分布@演化和发展

都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因此表现出来的景观特色也

与众不同A只有深入了解喀斯特旅游地>掌握其特点>
才能塑造出鲜明@独特的旅游地形象A本文拟从喀斯

特地貌景观的特点出发>系统地分析喀斯特旅游地形

象塑造的技术方法>以探讨喀斯特地区旅游开发的科

学规律A

I 喀斯特地貌景观的特点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过水对可溶性岩石的溶

蚀作用>形成了喀斯特地貌奇特的自然景观A由于岩

性@气候和构造等条件的不同>喀斯特发育的类型和

形态亦有很大的差异A例如J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

簪K的 桂 林 山 水>喀 斯 特 发 育 以 峰 林@峰 丛 和 孤 峰 为

主?J万千石笋拔地起>森严刀剑指向天K的云南石林

则以剑状石牙为主A此外>还有神奇虚幻的地下溶洞@
千姿百态的洞内沉积物等A尽管喀斯特的形态众多>
所处地域不同>景观组合也各不相同>但从景观特色@
竞争和环境特点等方面加以归纳总结>喀斯特地貌景

观具有下述三方面的特点A
I&I 景观特色

*&*&* 艺术性@神秘性@科学性的完美结合是喀斯特

景观的基本特点

喀斯特旅游地景观无论地表和地下都具有优美

的 造 型>而 这 些 千 姿 百 态 的 形 态 均 有 奇 特 的 科 学 内

涵A
首先>喀斯特地貌景观成因复杂>形态众多>地下

洞穴中所埋藏的古生物和古人类化石具有重大的科

学价值>是地学@环境科学及景观地貌学研究的重要

素材>也是揭示大地J沧海桑田K的自然博物馆>对科

普教育富有启迪作用A
其次>以山美@水秀@洞奇@石怪而在各种地貌景

观中独领风骚的喀斯特景观常使人对自然塑造之力

及其产物的奇巧形体产生莫测高深之感>寄予神话的

意境A例如广西桂林漓江>峰峦叠秀>碧水如镜>青山

浮水>倒影翩跹>犹如锦画?四川黄龙>数以千记的池

沼>彼此牵缬>形状各异>池水滢红漾绿>被誉为J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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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池!"溶洞地下世界更是把山水风光#人神鸟兽#奇

树异花融为一体$将现实形象与虚幻意境%似人似仙#
似 景 似 物&相 结 合$融 山 水 风 光 于 一 体$集 水 旱 世 界

%洞&于一地$把你带入一个真正缩微了的梦幻#美妙

但又是现实的世界’
在喀斯特旅游资源的开发中$科学性和艺术性并

重的原则早已成为共识’
如世界自然遗产四川九寨沟#黄龙风景名胜区$

具有短距离内同时发育有山岳高寒岩溶带和峡谷温

带岩溶带两个带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两地不同于南方

岩溶区的典型风光’上部山岳高寒岩溶带提供了岩溶

水补给入渗和向深运移的条件$下部岩溶水集中排泄

形成水色秀丽的湖泊和造型奇特的露天钙华堆积$并
且岩溶水和钙华相辅相成$共同对光线进行吸收和反

射$从而才形成了九寨沟和黄龙以山高谷深$色彩变

幻为特色的景观’一些学者将这种岩溶类型命名为

(岷山型岩溶!$充分体现了其科学上的独特性)*+’其

中岷山型岩溶的钙华堆积更以盆华#滩华#瀑华的不

同组合进一步分为黄龙式%滩华#盆华共存&#九寨沟

式%瀑华#盆华共存&#扎嘎式%瀑华式&),+$分别奠定了

黄龙(人间瑶池!和九寨沟(童话世界!两种既有相同

之处$然而又各领风骚的景观特色’其中黄龙的景观主

体 是峡谷中大面积的露天钙华堆积%滩华&和五彩池

%盆华&$后者即是黄龙的精华--(瑶池!’九寨沟则是

由瀑华#盆华和湖泊共同组成’扎嘎式位于松潘牟尼

沟$为一钙华瀑布$落差 .,/*0$宽 ,10$气势磅礴$是

九寨沟-黄龙旅游沿线上的另一重要岩溶景观’
又如目前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喀斯特天坑!)2+$形

态上是一种四壁峭立%而不是任何形式的缓坡$且不

包括后生改造&$深度与平面宽度均不小于 130$典型

的如四川兴文小岩湾天坑#重庆奉节小寨天坑#重庆

武隆箐口天坑#广西乐业天坑等$其直径和深度均大

于 *330$规模巨大$形态特征十分明显’天坑岩溶景

观在科学上代表了岩溶发育过程中一种特殊的动力

系统和形成机制$对研究岩溶地质#第四纪地质和天

坑相对封闭环境中生态环境特征有重大意义$在旅游

开发上则以其稀有#奇特#宏伟#险峻等景观特性产生

强烈的视觉对比和心灵感受$成为岩溶旅游景观中的

导向性因子之一’
洞穴堆积物构成了另一类科学与艺术性完美结

合的岩溶景观’如 4..,年发现的重庆武隆芙蓉洞$不
仅 其 洞 穴 次 生 化 学 沉 积 物 非 常 丰 富$从 各 种 重 力 水

%滴水#流水#溅水#池水&类型到琳琅满目的非重力水

生成物$在已有科学分类和命名的类型和形态中几乎

样样齐全)1+’这些都是研究地下岩溶现象十分难得的

产物$其科学价值不言而喻’而这些洞穴堆积物形成

的钟乳密布全洞$琳琅满目’各类钟乳#晶花造型奇

特$具有多种栩栩如生的或拟人#或状物的神奇造型$
与同样属岩溶景观的天生桥一起构成武隆旅游景观

的精华之一’
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数岩溶峰林平原’在著名的桂

林-阳朔峰林区$大量造型优美的峰林被赋予了诸如

如(象 鼻 山!#(剪 刀 山!#(鸡 冠 山!#(骆 驼 山!#(龙 角

山!#(月亮山!等$成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风光的地

貌基础$以致被称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岩溶旅游

景观 之 一)5+’67880)9+指 出:(许 多 艺 术 史 研 究 者 认

为$古典中国绘画中那种奇异的#尖塔状的山峰是脱

胎于中国南部的亚热带的岩溶景观’!其艺术与科学

领域的相互渗透由此可见一斑’
4/4/* 景观的多样性和配套性

喀斯特地貌景观是在长期的#特定的地质环境下

发育成的$往往具有景观多样#配套性好的特点’特有

的地下洞穴系统和多姿多彩的岩溶堆积物#景象万千

的地表形态等既体现了空间层次的多样性$也令不同

景观互相映衬$极大丰富了其景观内容$体现了一种

集美学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 #经济价值于一体

的景观属性$具有极高的观赏#科普教育#健身#特种

旅游的功能’喀斯特地貌景观起伏的地表#嶙峋的怪

石#深邃的峡谷#峭立的悬崖和深渊的落水洞#神秘的

洞穴和潺潺溪流$这种环境已成为登山#攀岩#探险#
漂流等旅游爱好者的理想选择’

例 如 四 川 九 寨 沟 的 景 观 包 括 高 山 峡 谷#原 始 森

林#群湖叠瀑和野生动物资源$其中除原始森林和野

生动物资源外其余三项均与喀斯特作用有关);+’岩溶

作用除参与了部分沟谷地貌的形成外$其堆积物--
石灰华还直接建造了树正群海#诺日朗群海#珍珠滩

及其后缘群海等湖泊$诺日朗瀑布#珍珠滩瀑布也是

由石灰华堆积形成’正是喀斯特地貌的这种配套发育

奠定了九寨沟景观资源的基础’调查表明$旅游者心

目中的九寨沟形象主要是这类喀斯特自然风光);+’
最近在四川兴文召开的中国首届喀斯特旅游研

讨会对位于该地的喀斯特地貌进行了考察’该地喀斯

特发育配套性极好$拥有地表石林#天坑$地下大型溶

洞#溶洞堆积物等景观$更为难得的是由于相对隔水

层的存在$在其博望山景区$流水潺潺的峡谷溪流景

观与落水洞瀑布#暗河共存$被一些旅游界专家称为

奇观’可以说由于岩溶发育基础条件和发育过程的差

异$这种配套性资源是普遍存在的’
</= 竞争特点

一方面$喀斯特地貌景观具有普遍性’中国仅裸

露岩溶区就达 .3万 >0*).+’全世界凡是有碳酸盐岩

分布的地区$大多有喀斯特景观发育’从地貌学的角

度看$喀斯特旅游地的构景因子类型多样$形态各异$
有喀斯特洞景#山景%石林#峰林#峰丛&和水景$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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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组合特征和喀斯特旅游地之间的景观比较看!景观

雷同性强!是一种共性大"独特性小的旅游景观!相互

之间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关系#地位级别和知名度高

的喀斯特景观吸引了众多距景观所在地较远的旅游

者$而地位级别低"知名度小的喀斯特景观只能吸引

附近地区的旅游者!因而喀斯特旅游景观在旅游地的

空间竞争中表现出较为典型的替代性竞争状况#另一

方 面!上 述 分 析 的 喀 斯 特 旅 游 资 源 的 一 些 特 性 也 说

明!各地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也存在有差异性!所以在

喀 斯 特 旅 游 地 的 开 发 中!一 定 要 注 意 旅 游 形 象 的 培

育!找出该旅游地喀斯特发育的特色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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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环境特点

喀斯特地貌景观以其易溶蚀"多孔(洞)"易干旱"
难恢复"容量低和具有地表和地下双层结构的生态系

统特性区别于其它景观*+,-#往往具有脆弱的生态!石
漠化发育!其产生因素除地质"地理因素外!还与人口

压力过大!土地资源结构与农村产业结构错位!缺乏

替代产业支撑等因素有关*++-#
人类对喀斯特地貌景观的开发!将在一定的程度

上使其生态环境脆弱"低容量"自毁性等动态特性加

剧#喀斯特旅游地形象塑造一定要考虑喀斯特地貌景

观的生态脆弱性#一些地方的研究已充分注意到了这

一点*+.-#

/ 喀斯特旅游地形象塑造的技术程序

喀斯特旅游地形象塑造的基本程序一般包括前

期的旅游形象定位和后期的旅游形象塑造(图 +)#

图 % 喀斯特旅游地形象塑造流程示意图

012&+3456789:;<=>685;>=75??=<@:>?6
A5?61B:61=B19:259=CA1B2

如图 +所示!前期主要通过文脉辨析"旅游形象

调查和形象替代分析等基础性研究得出喀斯特旅游

地的形象定位$后期的旅游形象塑造则主要围绕形象

定位讨论旅游形象的具体表达和传播!如D口号设计"
视觉形象塑造"行为形象塑造"形象传播策略及喀斯

特旅游形象塑造过程中需正确处理的关系等#
/&% 基础性研究

.&+&+ 文脉辨析

任何喀斯特旅游地都具有其自身独特的地方特

性!文脉反映的就是这种地方特性!即旅游地的自然

地理背景"历史文化特征"民族民俗文化"社会心理积

淀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等!这些人文因素深刻地烙上了

地域特征!使旅游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文脉辨析就

是通过对喀斯特旅游地的地理"历史"文化的E阅读F
和提炼!精炼地总结该地的基本风格!即进行独特性

的 提 炼!为 旅 游 形 象 的 设 计 和 塑 造 提 供 本 土 特 征 基

础*+G-#
首先对喀斯特旅游地的地理文脉进行提炼!喀斯

特旅游地在地理特性方面所具有的与其它地区完全

不同的特征或特殊地位!可被强化开发为其文脉!成

为吸引旅游者的事物#喀斯特地貌景观是一种典型的

造型地貌景观!它的形成"分布"演化和发展都有其自

身 的 内 在 规 律!具 有 奇 特 的 科 学 内 涵 和 景 观 的 多 样

性"配套性#因此!提炼喀斯特旅游地的文脉!必须首

先进行科学的鉴定"分类!从而确定比较范围!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独特性的提炼#如美国猛犸洞是世界上最

长的洞穴(HIH&G49)$越南下龙湾拥有世界上最多的

海上峰林!+,,,多个峰丘兀立在 +J,,49.的海面上#
如果本地没有世界性的地理特征!可以考察是否具有

全国性的地理优势或自然特色!如贵州黄果树瀑布是

我国最大的瀑布$贵州织金洞有中国最完美的棕榈状

石笋等#在地方旅游开发中!抓住这些地理特征!有时

是 一 个 很 有 吸 引 力 的 号 召!即 使 是 区 域 内 的 地 理 之

最!也可以作为宣传营销的切入点!如辽宁省本溪水

洞是我国北方最长的水洞(G,,,9)"山西省平定县娘

子关泉(喀斯特大泉)是北方第一大泉等#一些地理特

征本身并无E之最F的属性!同样可以通过挖掘独特性

加以E炒作F!如湖南花垣县大龙洞地下水库被开发为

具有独特地方性的旅游吸引物#
其次是对喀斯特旅游地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分

析!喀斯特地区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总可以寻找到具

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历史遗迹"历史人物"历史

事件和古代文化背景!作为文脉的构成要素!特别是

喀斯特洞穴#在历史上!我国道教"佛教都巧妙利用洞

穴山体建造庙宇!开展宗教活动#如贵州镇远的清龙

洞"昆明的观音洞等$此外!一些洞穴还是人类祖先穴

居的遗址!如北京猿人洞"广西柳江人洞等!洞内发掘

有珍贵的石器"古钱"头骨化石等!有些洞穴有历代名

人题刻"诗文墨迹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旅游地的文化

因子加以挖掘!体现喀斯特旅游地的独特性#
在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并不充分的喀斯特旅游

地!还可以通过对当地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考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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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提炼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景观特性"喀斯特富集的

地区大多民族文化浓郁!有许多值得提炼的文化性和

精神性内涵!这些人文因素深刻地烙上了地域特征!
使喀斯特地貌景观形成特有的形象底蕴!由此产生的

形象吸引是巨大而持久的"例如!云南石林!其景观特

点为高大石林#多层溶洞!加之当地撒尼人的民族风

情和阿诗玛的美丽神话传说!使云南石林赋予了新的

意义"文化性和精神性价值内涵是喀斯特地貌景观旅

游形象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源泉"由于文化本身的抽象

性!一方面可以激发游客的联想!另一方面也可以向

前挖掘或向后延伸!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喀斯特地貌

景观的旅游形象可由此得到持续的发展"
$%&%$ 旅游形象调查

旅游形象调查就是对旅游形象传播的受众进行

调查!了解人们对喀斯特旅游地的形象感知!从而对

喀斯特旅游地的现实形象作出判断!为喀斯特旅游地

形象的定位提供依据"定位理论最核心的思想是’去
操纵心中已存在的东西!去重新结合已存在的联接关

系("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旅游者对喀斯特旅游地的

形象感知!这种感知是建立旅游形象的第二个基础"
旅游形象调查内容"喀斯特旅游地形象的内容应

是 丰 富 而 有 针 对 性 的!可 以 从 三 个 方 面 进 行 调 查 评

估)一是对旅游地知名度#美誉度的调查!例如向游客

提问对某旅游地知道不知道*感觉怎样*可根据此调

查结果对旅游地的现实形象作出评判+二是对喀斯特

旅游地形象构成要素进行调查!例如提起某喀斯特旅

游地!旅游者心中会想起什么*会用怎样的词语来评

价#描述等*凭此项调查可以测量出旅游地实际形象

的构成元素!从而帮助确定目标形象+三是对游客信

息来源的调查!通过调查旅游形象认知媒介和渠道!
可获得旅游地形象对外广泛传播的方式"

调 查的对象和方法"调查对象以主要客源地居

民#潜在市场的旅游消费者为主!同时也应顾及旅游

地本地居民"调查方法一般可采用问卷式调查!选择

在机场#码头#车站#宾馆等’窗口(地带或景区附近发

放给客人填写并及时回收"同时!还可以利用网络技

术在网上更大范围内散发问卷"
调查的分析和评估"将调查结果进行分类汇总!

利用统计学原理进行计算测评!评估出该喀斯特旅游

地在旅游者心目中的知觉形象"例如四川兴文就是通

过其主要客源市场的形象认知调查和分析评估得出

最能代表兴文特色的依次是地表石海#大漏斗# 人

文化,&-."
$%&%/ 形象替代分析

任何一个旅游地都面临着市场的竞争压力"喀斯

特旅游地具有共性大#独特性小!替代竞争强的特点!
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大"喀斯特旅游地只有通过实施形

象定位的差别化战略!即通过对竞争市场的调查!将

未来的目标市场和产品形象作对应分析!确定本产品

在 产 品 谱 上 的 位 置!以 及 与 其 它 产 品 进 行 差 异 性 分

析!从而确定出旅游地的独特性!即那些最能体现景

观地方性#文化特色和服务个性的东西!因为’唯有独

特的东西才能被旅游者从众多相似的信息中注意和

感知("
0%0 旅游形象定位

旅游地的形象定位是旅游地形象塑造与传播的

前提与核心"喀斯特旅游地的形象定位就是在旅游地

文脉辨析#旅游地形象调查和形象替代三个主要因子

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来寻找人们的心智阶梯!发现旅

游形象市场的间隔#空缺!确定并树立自己的特色优

势!并将这种优势深入到潜在旅游者的心中!占据某

处心灵位置!使旅游地在旅游者心中形成生动如画#
鲜明而强烈的感知形象的一种方法,&1."通常采用的

形象定位方法有)领先定位22适用于独一无二或无

法 替代的旅游资源!如’天下第一奇观(#’织金归来

不 看 洞(#’九 寨 归 来 不 看 水(等!这 种 形 象 定 位 最 鲜

明!最具驱动效应+比附定位22并不占有原有形象

的最高位!而甘居其次!强调其相似性或突出其差异

性!如’小山峡(#’小小山峡(等+空隙定位22从新角

度出发进行立意!创造鲜明的形象"如’天坑地缝世间

奇!风光绝色任君游(等,&-."
0%3 旅游形象塑造

$%/%& 口号设计

形象定位的最终表述往往是以一句主题口号加

以概括"主题口号是以喀斯特旅游地所处的自然#社
会环境为背景#以其景观资源为基础!将喀斯特旅游

地最具优势的特征加以提炼并概括的表述!往往只是

一句话!它是喀斯特旅游地形象内外传播的焦点和重

要载体!是旅游地形象创意构思的语言文学表现!反

映喀斯特旅游地鲜明#独特的个性!一句有时代感#具
独创性#寓意深刻#琅琅上口的主题口号!往往能引起

人们的无限遐思!产生意想不到的号召力"例如’千层

碧水走黄龙(就从色彩#地貌等方面动态地反映了黄

龙沟的总体特征"旅游地口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反

映旅游地总体形象特点的口号4总体旅游口号5!另一

类是开展旅游推广活动的主题口号4年度性专题口号

或节庆活动口号5"例如九寨沟的主题口号是)童话世

界2九寨沟!与此相应!还推出了’游遍千山万水!长

忆九寨黄龙(#’拥抱激情!九寨沟徒步探险(#’奇异民

俗!奇异世界!九寨沟藏#羌风情狂欢(等一系列营销

主题口号"
$%/%$ 视觉形象塑造

喀斯特旅游形象的精神内涵需要具体的符号来

表达#体现"视觉形象所创造的信息常常带给旅游者

&$/第 $$卷 第 -期 赖良杰等)喀斯特地貌景观特点及旅游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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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观的感受!最深刻的印象"同时视觉形象的传播

途径也最为广泛#喀斯特旅游地视觉形象主要包括

视觉景观形象与视觉符号系统两大门类#视觉景观的

美和吸引力显然是喀斯特旅游地发展的永恒要素"因
此设计塑造当地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视觉景观形

象是喀斯特旅游地形象塑造的重要任务#视觉景观形

象的设计包括通道$%&’()!边沿$*+,*)!节点$%-./’)!
目 标 区 域$+*0’./&’.-/)!地 方 标 志 物$1&/+23&45)等

要素的造型与颜色识别#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给旅游地

形象塑造的重大启示之一就是用最鲜明!最醒目又美

观生动的标识和图案概括出旅游地的风物特色"作为

旅游地招徕宣传的视觉识别符号6789#喀斯特旅游地

形象的视觉识别符号包括旅游地名称!旅游地标徽!
代表性的主体色调与标准字体!旅游地象征性的吉祥

物!旅游地纪念品!旅游地企业形象!旅游地户外广告

等等#不论是视觉景观还是视觉符号都需要精心设

计"反映喀斯特旅游地的定位形象!体现差异的地方

性以及人工与自然和谐的形式#例如:四川兴文喀斯

特旅游地的视觉景观形象;;岩海景片大门就设计

为 一 僰 人 寨 门"反 映 出 兴 文 喀 斯 特 旅 游 地 的 形 象 定

位#
<=>=> 行为形象塑造

一般来说"旅游者对旅游地形象的感知"除了对

旅游地所在地理环境实体如景观实体视觉表达信息

的感知外"还包括对当地人文社会环境的抽象感知#
如果说前者的感知使旅游者悦目"那么后者的感知则

使旅游者赏心#使旅游者赏心的旅游地感知来自于三

类人的行为:旅游地从业人员!当地居民和其他旅游

者"因此旅游地从业人员的服务与管理行为!旅游地

居民的态度与行为以及旅游者的旅游行为都是旅游

形象行为表达的重要构成部分#喀斯特旅游地的行为

形象塑造"既要反映该旅游地的形象定位理念及其营

销主题"同时还应强调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等原则?进
行旅游地从业人员!当地居民的行为形象塑造时"要

充分体现喀斯特旅游地的人文理念#
<=>=@ 旅游形象传播

塑造旅游形象的目的是为了将旅游形象信息有

效地传播给受众$现实的或潜在的旅游者)"促使其了

解!信赖旅游地和旅游产品"并产生购买动机#根据游

客的类型"喀斯特旅游地形象的传播自然分成两种方

式:一是对已经到达旅游地的游客进行即地式传播"
即旅游者通过实地游览接受形象系统"形成对旅游地

的实地印象?二是对还未到达旅游地的游客进行跨越

式传播"即通过各类广告媒体把喀斯特旅游地形象系

统 传 播 出 去"影 响 潜 在 旅 游 者 对 旅 游 地 的 原 生 形

象67A9#喀斯特旅游地在开展旅游形象传播时"可针对

旅游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实施游程阶段追踪的旅游

地形象传播策略"即将旅游者划分为潜在旅游者!在

途旅游者!到达旅游者"对不同阶段的旅游者采取不

同的促销手段"进行旅游地形象的传播$表 7)#

表 B 喀斯特旅游地形象传播三阶段策略

C&D=7C(4**%(&0*0E’&F’.F’(*’4&/03.’’./,-G

H&40’+*0’./&’.-/.3&,*

阶段 传播工具 实施方式 达成目的

潜在旅

游者

媒体广告 通过印刷品!大众 传

媒!网 络!展 览 等 宣

传推广

发布形象信息"提高旅

游地知名度

旅行尝试 邀 请 旅 行 商 熟 悉 旅

游产品

培 养I舆论领袖J"使其

向旅游者推荐

公关活动 邀请名人!媒体访 问

旅游地

获 取名人I示范效应J"
媒体全面推广

节事举办 策划!实施旅游地 标

志性节事

整合旅游地形象"提高

知名度

直递邮件 向旅行商!会展和 奖

励 旅 游 机 构 投 递 推

广邮件

丰富形象信息

办事处 提 供 宣 传 资 料 和 咨

询服务

传递形象信息

途中旅

游者

途中接待 在 途 中 传 播 旅 游 地

信息

纠正形象误区"鼓励旅

游 者 延 长 停 留 时 间 和

促进后期消费

户外广告 沿 线 重 点 地 段 设 立

交通和建筑广告"多

侧 面 宣 传 旅 游 地 特

色和服务产品

强化旅游地形象"对旅

游者实施潜在影响

到达旅

游者

旅游

中心

为旅游者提供!传 播

信息"为特殊旅游 者

提供特殊信息服务

提高旅游者满意度

媒体 宣 传 当 地 旅 游 吸 引

物!接待设施

进 一 步 激 发 已 到 达 旅

游者的购买动机

<=>=K 喀斯特旅游地形象塑造工作中要正确处理的

两个关系

$7)形象塑造应与自然景观相协调

景观的自然形态和野趣"是喀斯特地貌景观吸引

游客的最大特色#喀斯特旅游形象的塑造若能与环境

相协调"既有利于突出旅游资源的特色"又可以构成

积聚旅游资源的整体美"使游客观后感到舒适!自然#
为此"喀斯特旅游地旅游线路和景点建设的规划布局

要尽力做到不破坏自然景观"不污染环境"保护和维

护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完整#在修建设施时I宜小不宜

大!宜低不宜高!宜隐不宜显!宜土不宜洋!宜淡不宜

艳J"即建筑物体量要小"不搞庞然大物而与自然景观

争夺空间?要使建筑物尽量不要直入游客眼帘"游客

远处眺望"虚虚实实"时隐时现"不破坏景区的原有风

貌"如阿庐古洞在喀斯特主景区外围修建公园"增添

了景观特色#但有的喀斯特景区核心区内种植高大乔

木"修建高大建筑群"安排生活区"扰乱了喀斯特景观

的组合层次和观赏效应"过多的人工植被和花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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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喀斯特风景区的厚朴和旷野性!这不是衬景!而是

压景"
#$%形象塑造应有利于喀斯特景观的可持续开

发

喀斯特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本底脆弱!在旅游开发

过程中!稍有不慎!便会破坏其原始风貌!且一旦破坏

则难于恢复"因此!喀斯特旅游地形象塑造要以生态

安全为首要原则!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影响喀斯特旅游

地的前瞻性远景规划与现阶段开发利用措施的选用"
为此!在进行旅游形象塑造时!首先要按一定的原则

和程序确定喀斯特旅游地近&中&远期的远景规划!确
定不同级别的保护区和游览区!对不同地区&同一景

区内不同级别的景观区确定开发措施和容量规模"其
次要深化对喀斯特旅游地生态环境&历史&现状和演

化趋势&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健全资源调查评价&规划

审 批 体 系!建 立 多 学 科&多 行 业 的 专 家 规 划 组&设 计

组!协调保护&规划&开发&管理等"最后还要深化对喀

斯特旅游地开发类型的认识!综合&配套地开发景区

内所有可供人们游览&休闲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资

源!因地制宜地规划设计旅游项目!在形象塑造时!要
充分体现’天人合一(的观念!塑造既有喀斯特地貌景

观和民族特色!又能保证喀斯特旅游地生态平衡的协

调区!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喀斯特旅游资源的可持

续开发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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