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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喀斯特景观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赵 建

: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 济南 !?((*";

摘 要7山东广大的石灰岩山地=丘陵区蕴藏着丰富的喀斯特景观旅游资源>其主

要形态类型包括7形态奇特的喀斯特山体=残存的喀斯特剥蚀面=幽深的喀斯特谷

地=众多的溶洞=奇异的石灰岩景石:石牙形态;及喀斯特泉群@本文对这些景观形

态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就其旅游开发利用价值作了评析@文中还对山东喀斯特景

观旅游开发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作了简要介绍和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几点建议@
关键词7山东省A喀斯特景观旅游资源A旅游开发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7BC)*D?AE?C!DF 文献标识码7,

山东是我国北方温带溶蚀G侵蚀或剥蚀型喀斯

特 的 典 型 地 区 之 一H*I>可 溶 岩 出 露 面 积 约 为 *J!((
KL!>绝大部分分布在鲁中南山地区@喀斯特地区环

境较脆弱>存在着诸多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然而

作为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喀斯特景观往往可以成为

富有魅力的旅游资源>其开发利用对区域旅游业和当

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M 山东喀斯特景观旅游资源

喀斯特旅游资源指那些形态奇特=环境优异=具

有较高美学观赏和游览价值的喀斯特景观@山东省此

类资源有以下几种类型7
M&M 喀斯特山体

山东的石灰岩山地尽管不具有南方峰林=峰丛的

那种典型形态>但受所在地区构造抬升=侵蚀切割=以
及山体岩层构成等因素影响>往往显现出构造地貌的

明显特征>其中下面几种具有较高的旅游资源意义7
:*;长垣状山体@山体 高 大>海 拔 一 般 在 "((N

9((L>相 对 高 度 )((N?((L@山 体 中 下 部 坡 较 缓

:!(ON"(O;>上 部 则 为 数 十 米 乃 至 百 余 米 的 悬 崖 绝

壁>两侧绝壁夹持之狭窄山脊绵亘起伏=宛如巨大长

垣>在局部侵蚀强烈处>山顶的残峰还可呈现堡状=屏
状=单柱或多柱峰等形态@此种山形与晋=冀=豫三省

交界太行山中南部的P嶂石岩Q地貌相近H!I>但其岩层

构成和形态表现与典型嶂石岩地貌相比简单些@山体

中=下部缓坡多由下寒武统的页岩=砂页岩及薄层灰

岩构成A上部陡崖则是质纯层厚的坚硬石灰岩构成>
在接近抬升强烈的山地的中部区这种山体十分普遍>
如泰山>鲁山山地的济南长清=章丘=博山=沂源>蒙山

山地的蒙阴=平邑=泗水>以及枣庄北部山区@山体的

美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山势的雄伟>山顶长垣的挺拔险

峻@作为一种中尺度地貌形态>此类山体常构成景区

的格架>展现出一种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宏观=远观

的景观效果@
:!;P崮Q@鲁中南地区有许多被称为P崮Q的山体>

其中的大部分为石灰岩质@这实际上是一种石灰岩方

山形态>其成因和岩石构成与长垣状山体相似>也是

下部为页岩=砂页岩>上部为产状平缓的厚层灰岩>所
不同的是山体延伸性不强>多为独立状@其形态特征

为7顶面平坦>面积小者数亩=大者上百亩A顶面以下

为峭壁悬崖所围限A山体下部呈缓坡@此类山体多发

育在山地的近边缘部位>在鲁中南山地中=南部的沂

源=蒙阴=平邑=沂南=费县=苍山及枣庄地区较集中>
据粗略统计数量有 *((多座@这种山体山形奇特>是
很有价值的景观资源>著名的如枣庄的抱犊崮H)I=长

清张夏镇的馒头山等:见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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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残丘A鲁中南山地西部B西南部及南部外

缘的溶蚀&剥蚀平原上8散布着一些低矮残丘8它们

皆由寒武系灰岩构成8海拔 =CC.以下8相对高度百

米左右8呈和缓丘峰状8其上也有些长度百米左右的

溶洞$如长 +CC多米的梁山凤凰山洞和嘉祥青山洞%A
尽管仅就其形态看这些残丘平淡无奇8但因其突凸于

单调的平原之上8加之山上林木葱郁8其景意大大提

高A此外8许多山丘上有众多寺庙殿宇古迹8有些还和

著名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迹密切相联8因此具有很高

的开发利用价值8典型的如D水泊梁山景区的梁山B凤
凰山B龟山E有"小岱峰#之称的东平湖畔的腊山E保存

有 北宋"青山寺#和明代"曾子庙#的嘉祥县青山和南

武山A
!F< 喀斯特谷地

可细分为河谷和山谷两类A此处所谓河谷指石灰

岩山地中有成形河流存在的谷地A山东石灰岩山地中

的河流多表现为"旱谷#特征GH8IJ8不过8旱谷的地下却

往往是区域地下水强径流带8在有利的地形B地质条

件下8地下水复出补给河流8则会形成有经常水流的

河段A这种河段处山青水碧B环境优异8如有其它的自

然和人文景观相配合8则可能成为山地中景色上佳之

处A淄博市泉河头景区即是一例8泉河头村在鲁山山

地淄 河 河 谷 中8该 处 河 床 宽 IC.左 右8河 谷 一 侧 崖

壁下发育两处大泉$龙湾泉%8该段河流得泉水补给而

保持常年不枯8此处泉水清冽喷涌8河水澄碧舒缓8加
之地处深切山地8周围山体峭拔壮伟B林木葱翠8附近

还有溶洞B庙宇古迹等景观8自上世纪 KC年代开发以

来已成为淄博市的一处重点风景名胜区A
无明显河流的谷地称山谷8是山地河流B沟谷系

统的最上部或末端A处在侵蚀切割强烈的低山区中部

的谷地多呈峡谷或嶂谷形态8地处山地边缘的山谷则

宽浅许多A各种山谷中8具有旅游开发意义的是那些

长度较大B切割较深B内部地形复杂B植被较好B且有

众多溶洞B或山泉B溪流等景物的山谷A这种山谷空间

范围清晰$以环周山体山脊线为限%8易于作为一个完

整 的 景 区 开 发A如 济 南 附 近 的 佛 峪8是 一 条 长 约 =
L.B相对深度可达 =KC.左右的深切谷地8谷地宽不

足 =CC.8局部呈嶂谷形态8谷底溪流潺潺E两侧为数

十米高的峭壁悬崖8山峰则由寒武系灰岩构成8峥嵘

奇峭8最高海拔 IMN.E崖壁上发育数个溶洞E峪内还

有众多古代的摩崖造像和寺庙遗址E谷中林密草茂8
景色随季节变化8其中秋天的"佛峪红叶#是古代著名

的济南历城八景之一A佛峪现已是济南近郊的一处著

名自然风景区A类似的喀斯特山谷各地还有许多8如
长清张夏镇的小娄峪B肥城市的陶山B平邑县天宝大

峪沟B临朐县的石门坊等A
!FO 溶洞

溶洞以其独有的地下景观8而成为一种开发利用

潜力很高的喀斯特旅游资源8在山东8可以说人们对

喀斯特景观利用价值的了解B重视最初即来自于溶洞

旅游的开发$见后文%A
山东的溶洞据不完全统计约为 @NC多个8其中洞

穴长度超过 ICC.的大型溶洞目前所知有 +C个$见
表 +%8ICPICC.的中型洞穴约 MC多个8其余为长度

IC多米及以下的小型溶洞A溶洞的分布各地都有8但
以淄博B沂源地区最为集中8这与这些地区质纯层厚

的 奥 陶 系 石 灰 岩 地 层 出 露 面 积 广B分 布 连 续 性 好 有

关A洞穴分布还有一个特点8即往往在一些小山坳中

集中成洞群8最典型的是沂源土门镇8在这一面积约

+FIL.=的范围内集中发育了大小溶洞 HC多个A土

门地区溶洞如此集中与该地区地质B地形环境密切有

关8该地区处于一西北&东南向延伸的狭长奥陶系石

灰岩地层出露带 中8此 灰 岩 带 长 约 +IL.8宽 约 =P
=FIL.8地层倾向为北东8其北边以断层与鲁山主峰

变质岩区相邻8其南侧出露下寒武统页岩B砂页地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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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使得鲁山主峰区及土门周边非可溶岩地区

的地表!地下水皆向中间的灰岩地带汇入"而后循地

势和岩层走向流向东南#丰富的外源水使得土门地区

溶洞十分发育#
从洞穴形态特征看"小型洞穴多为裂隙式或岩蔽

式形态#大!中型的则以单通道水平状为主"少量为多

分支水平状#洞体多较简单"洞内宽度一般数米"少数

洞中局部有宽达 $%&’%(的大厅洞段#有少数大洞

为季节性地下河"如下崖洞!沂水)地下大峡谷*#

表 + 山东省大型溶洞一览表

,-./0 12(3245-6738-69:;-6<3=>=1?-=@2=7A62<>=;3

洞名 位 置 所处地层 长度B(C 溶洞类型 景观特点

朝阳洞 淄博市博山区樵岭前村 DE 0F%% 单通道水平状 规模较大"碳酸钙沉积丰富

)地下大峡谷* 沂水县院东头乡九顶莲花山 G0 E%%%
单 通 道 水 平!裂 隙 状"有 地 下 水

流

规 模 较 大"碳 酸 钙 沉 积 较 丰 富"可

开展地下漂流

九天洞 沂源县土门镇 DE 0E%% 单通道水平状 规模较大"碳酸钙沉积丰富

四门洞 沂水县院东头乡四门洞村 G0 0%HF 多分支水平状 规模较大"碳酸钙沉积较丰富

灵泽洞 青州市仰天山 G$ 0%I% 单通道水平状 规模较大"碳酸钙沉积丰富

洞B未命名C 沂源县土门镇 DE 00%% 单通道水平状 规模较大"碳酸钙沉积较丰富

盘龙洞 济南市港沟镇 DE JI% 单通道水平状 规模较大"有少量碳酸钙沉积

开元洞 淄博市博山区东高村 DE JK’ 单通道水平状 规模较大"碳酸钙沉积丰富

上崖洞 沂源县土门镇 DE I$% 单通道水平状 规模较大"有少量碳酸钙沉积

下崖洞 沂源县土门镇 DE J’% 单通道水平状!属季节性地下河 规模较大"有一定量碳酸钙沉积

洞穴沉积物方面"除了一些较大洞穴外"其余洞

穴其化学沉积物很少"崩积物和碎屑充填物常见"但

厚度不大"故多呈现的是一种单调的干洞特点#有较

多化学沉积物的洞穴一般是处于山麓!近河谷等较低

位置"如博山朝阳洞!沂源土门养神洞!玄云洞!九天

洞!沂水的)地下大峡谷*洞等#在这些洞穴中"一般性

的化学沉积形态类型普遍都见有发育"有的洞中有些

较特殊的形态"如玄云洞中的)云盆*"但受洞穴规模

所限"形态的个体规模都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

新近采石时发现的位置较低!原先处于封闭状态的洞

穴"发育有大量的石花!石针类形态#
并非所有的洞穴都具有开发价值#仅就洞穴自然

状况而言"具有较高游览观赏意义的溶洞应具备以下

条件L首先是规模大"即长度较大!内部宽阔"以具有

足够的空间M其次是碳酸钙化学沉积物数量多!种类

多!个体规模较大M第三是洞内地形富于变化性"如洞

体的起伏!曲折!有地下河!潭等#这样的溶洞单独即

可构成一处游览景区"如淄博的朝阳洞!开元洞!沂水

的四门洞!)地下大峡谷*"沂源土门溶洞群更是集中

了十几个此类溶洞于一处而名蜚于省内#那些规模

小!形态单调的溶洞也并非全无意义"许多洞处于环

境优异的自然风景区中!或与各种文化古迹有关"则

尽管溶洞本身形态平常"但可以作为景区的副景或衬

景"同样有着一定的利用价值#
+/N 古喀斯特剥蚀面

地质历史上的晚第三纪"山东的古气候较之现代

湿热"十分有利于喀斯特发育"当时广泛形成的喀斯

特地面经过后来长期的构造抬升和侵蚀破坏"现仅在

一些山顶台面之上残存"称之为古喀斯特剥蚀面#在

山东"这种古喀斯特剥蚀面目前所知有七处L青州的

仰天槽!皇姑顶!黄花顶M淄博的大寨顶M莱芜与淄博

交界处的平州顶M沂源的唐家寨M章丘的锦屏山O0P#
这些剥蚀面的分布及形态有相似的特征L都处于

海拔 ’%%&I%%(的山顶之上"与谷底相对高差 E’%&
K%%(左右M所在的地区山势陡峭!沟壑纵横"而山顶

台面之上则别是一番景象"呈现为一种周围环以低缓

丘峰!内部地势舒缓的溶蚀洼地形态"溶洼面积都不

大"最大的平州顶为 E8(EM溶洼内多发 育 有 大 片 石

牙!溶斗!落水洞!溶洞等次级喀斯特形态#此外"溶洼

内土层较厚"植被生长条件好"在面积较大的平州顶

上有数个山顶村庄和大片的农田"在仰天山上则是茂

密的森林#十分明显"在山顶古喀斯特剥蚀面上形成

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景观环境#
这些古喀斯特剥蚀面在地貌学上有重要的研究

FE$ 中国岩溶 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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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同时!因其与周围山地迥然有别的景观特色!和
山"石"洞"泉"林以及古代文化遗迹或朴实的山村氛

围等丰富景观要素的和谐组合!使其具有很高的旅游

开发价值#现已成功开发的有两处!即青州仰天山景

区和章丘锦屏山景区#其中的仰天山景区凭借其独特

的 船 形 山 顶 溶 洼 地 貌 形 态"山 上 $%&&’($的 茂 密 森

林"长 达 )&*&(的 灵 泽 洞 等 八 处 溶 洞!以 及 始 建 于

宋代的文殊古寺遗迹等诸多景观!成为一处非常好的

集喀斯特风光"森林生态"文化古迹旅游于一体的山

地风景游览区!并获山东省十大优秀新景点称号#
+,- 石灰岩风景石

属于石牙"溶沟溶槽形态!是地表喀斯特小地貌

形态的一种#在山东!石牙的分布十分普遍!尤其在鲁

中南地区的博山"莱芜"临朐"蒙阴"泗水"平邑"费县"
枣庄等地常大片出露!从喀斯特地貌学角度!可以说

这是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喀斯特地貌形态#
山东的石牙形态多呈棱边圆滑的缓平顶状!石牙

间的溶沟溶槽宽一般半米至一米多!深十多厘米至两

米许!故石牙在地表出露的高度不超过两米#其出露

的地形部位一般在坡度十几度以下的缓平地面!如山

麓"山前剥蚀平原"山间谷地"以及一些平缓的山顶台

面上#坡度较陡处多为裸露型石牙.坡度较缓处土层

较厚!则为半埋藏"埋藏型!仅分散露出石牙的顶部!
当地人称此为/卧牛石0#

石牙分布区岩石裸露"地块零碎"土层瘠薄!从农

业生产上说实属一种/劣地0!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以

成为资源#就山东目前情况看!这种喀斯特形态的开

发有三种方式1
2)3作为景区中的景点开发#石牙地面往往怪石

突兀"峥嵘斗奇!在风景区中大片出露的石牙地可作

为景点之一利用!如博山原山风景区中的一大片石牙

山坡地被开发为/石海奇观0景点#
2$3作为/景石0开采#浅埋藏的石灰岩经长期溶

蚀!岩体内布满大小孔洞!使岩体呈现出奇趣横生的

千姿百态!成为一种非常好的园林风景石料!其中具

有所谓集/瘦"透"漏"皱"丑0于一体者为上佳珍品#目
前!山东许多地方都在进行这种景石的开采!其中较

有规模的是临朐"费县"博山等地#
243构建人工/石林0#将形态较好的石灰岩景石

采 出 集 中 于 一 处!以 聚 众 造 景 形 式 构 建 成/石 林0景

观#最有代表性的是/费县石林0!$&&&年在费县许家

崖风景区!利用采集到的三万多块石灰岩景石!规划

建成了山东乃至全国最大的一处人工/石林0风景区#
+,5 喀斯特泉及泉群

山东的喀斯特泉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泉有

4)&多处!其中日流量达万方以上的有 46处768#在气

候偏干燥的山东人们对泉水是非常重视的!这不仅是

因为其作为水资源的意义!还因其自然喷涌景观具有

很高的观赏价值#如济南的趵突泉!其如雪涛倾注"白
浪 翻 卷 的 喷 涌 奇 观!历 史 上 即 受 到 人 们 的 热 爱 和 赞

美!成为闻名于世的风景名胜#其它较大的泉群还有1
章丘明水百脉泉群"淄博诸泉2神头泉"龙湾泉"城子

泉等3"临朐老龙湾泉"泗水泉林泉"莱芜郭娘泉"鹏山

泉"枣庄十里泉等#

9 喀斯特景观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及条件评析

9,+ 分布面积广!景观资源量丰富

山 东 喀 斯 特 地 貌 主 要 分 布 在 鲁 中 南 山 地"丘 陵

区!这一地区也囊括了除海岸景观以外的山东大部分

的 自 然 景 观 旅 游 景 区#鲁 中 南 山 地 丘 陵 区 面 积 约

$:*6&;($!主要由变质岩系和以石灰岩为主的沉积

岩 系 所 构 成!其 中 石 灰 岩 山 地 区 占 山 地 总 面 积 的

<%=!其地位十分重要#地貌上!鲁中南山地是由五座

海拔超过千米的中山及大片的低山丘陵构成!这五座

中山是 泰 山2)<4$(3"蒙 山2))<&(3"沂 山2)&4)(3"
鲁 山2))&*(3和徂徕山2)&$>(3!其中的前三座即是

山东最主要的三处风景名胜区所在之处#这几处中山

区的主峰区或中心部位都是由太古界泰山群变质岩

构成!而主峰区以外的广大低山"丘陵地带则主要是

石灰岩分布区#这些地区中既有许多久负盛名的老风

景名胜区??如灵岩山"五峰山"博山朝阳洞景区等!
也有近年来不断发现并开发了一些旅游价值较高的

溶洞2见下文3.还有许多景观优异尚未被开发景区景

点!如济南附近的狸猫岭2石灰岩山体几幽谷3"赵八

洞 及 盆 泉 峪2谷 地 与 溶 洞3"博 山 的 大 寨 顶 和 平 州 顶

2古喀斯特剥蚀面3"肥城地区的陶山峪2山谷与溶洞

群3"枣庄附近的龟山地区2山体"溶洞3等#可见!山东

喀斯特景观旅游资源之丰富!开发潜力之巨大#
9,9 较高的景观奇特性!无可替代的景观吸引力

鲁中南石灰岩山地区表现出与非可溶岩山地明

显不同的特征#除了非可溶岩中山区以外!一般的非

可溶岩低山丘陵区山地较和缓"单调!而石灰岩山地

则常因复杂的岩层组合"差异风化"流水侵蚀"漫长溶

蚀的综合作用而使景观表现较为丰富#长垣状"方山

状等山体形态与南方峰林的旖旎多姿不同!所呈现的

是一种气势和力量的美学特色!山顶溶洼"石牙地"溶
洞 则 更 是 喀 斯 特 所 独 有 的 地 貌 形 态!奇 妙 的 石 牙 景

石"深邃神秘的溶洞使人真切地看到喀斯特作用的巧

夺天工#因此!尽管山东的喀斯特地貌不如南方的那

>$4第 $$卷 第 %期 赵 建等1山东喀斯特景观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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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秀丽多姿!却同样具有较高的景观奇特性!有着其

它类型景观无可替代的很强的吸引力"
#$% 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深厚的人文内涵

名山幽谷自古就是最能吸引文人骚客探奇游览

的佳境!同时也是宗教场所选址的&风水宝地’!故许

多喀斯特景观区都与历史人文遗迹有密切联系"山东

最著名的佛教寺院是建于北魏的长清灵岩寺!该寺即

处于灵岩山喀斯特山谷中"受泰山道教文化影响!山
地中大量的是道教观庵!如长清五峰山始建于金代的

洞真观等"青州玲珑山北魏摩崖刻石(云门山(驼山的

隋唐石窟造像都是在险峻的石灰岩山顶上"具有庄重

神秘气氛的溶洞更是成为保存大量古迹的自然载体!
如章丘龙藏洞中明代文人雪蓑&通天透地’题记及百

余尊元代的佛像石刻"风景优美的喀斯特景观孕育了

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众多的古代遗迹又赋予自然景

观以深厚的人文内涵!&天人合一’!大大提高了自然

景观的旅游开发价值"
#$) 有利的区位条件!良好的可通达性

喀斯特集中分布的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处于山东

省 的 中 部!其 周 边 和 内 部 分 布 着 包 括 省 会 济 南 和 淄

博(潍坊(济宁(枣庄(临沂(泰安七个大(中城市!以及

曲阜(莱芜(青州等二十多个县级城市"这些城市近郊

或附近即是大片的喀斯特地区"该区域还是山东最重

要的旅游区!包括有泉城济南(泰山(曲阜圣人故里(
淄博齐国古文化(蒙山(沂山森林公园等众多高等级

风景名胜区!对本省以及国内外游客吸引力巨大"这

种有利的区位条件对鲁中南喀斯特景观的旅游开发

提供了丰厚的客源基础"喀斯特景观多处于山地之

中!但山东的山地属于断块山地!断块山和断陷谷地

相间分布!地形并不十分复杂!加之山东有全国最发

达的公路交通网!即便是山区也几乎是村村通公路!
良好的交通状况可以保证景区的通达性!对于景区迅

速形成经济效益(充分发挥景区潜力十分有利"

% 山东喀斯特景观的旅游开发

%$* 喀斯特景观旅游开发的回顾与现状

隐迹于石灰岩山林或溶洞中的众多历史古迹说

明人们对喀斯特景观的欣赏(探奇和利用古已有之"
但就山东而言!现代真正把喀斯特景观作为一种旅

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说是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淄

博市樵岭前村朝阳洞的开发"该洞长 +,--.!洞内景

观丰富!是山东典型的大型溶洞之一"+/01年当地政

府决定对该洞进行开发!+/02年 2月 +日!以整理后

的朝阳洞为主要景点构成的淄博樵岭前溶洞旅游区

正式对外开放"因这是山东第一个进行旅游开发的溶

洞!立刻就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很快就成为山东的

一处著名喀斯特旅游景区"目前该景区的建设投资已

达 3---多万元!接待游客约 1--多万人次!旅游收入

4---多万元"该洞的成功开发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当

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也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使人

们看到了这种资源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随后!各
地溶洞开发渐成热潮"目前比较大(比较好的溶洞景

区主要有5沂源土门溶洞群!+/0,年开放!至 +//3年

形成具有八个大型旅游洞穴的溶洞景区6仰天山溶洞

群!仰天山景区 3---年 3月正式成为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中有数处垂直深洞和 ++个较大游览洞穴6沂水

院 东 头 乡 溶 洞 群!包 括 +///年 开 发 的 四 门 洞(3--+
年开放的佛祖洞(留虎峪洞以及 3--4年 1月刚刚开

放 的 五 顶 莲 花 山&地 下 大 峡 谷’洞7该 洞 内 游 程 约

4+--.左右!并有 2--.的洞内地下河漂流8"
在政府大力倡导发展旅游业的良好氛围中!在各

地区旺盛的旅游需求驱动下!一批景观特色突出(历

史文化内涵丰富(靠近大中城市的喀斯特景区在 3-
世纪 /-年代后陆续开发出来!比较著名的有5济南地

区的龙洞景区(小娄峪景区(红叶谷景区7皆属喀斯特

谷地类型86淄博市的原山景区7山地型8(泉河头景区

7喀斯特河谷及大泉型86青州市的仰天 山景区7喀斯

特山顶剥蚀面及溶洞群86费县的石林景区7人工石灰

岩景石型86枣庄市抱犊崮景区及熊耳山景区7&崮’形
喀斯特山体(巨大山体裂缝类型8等"表 3中列出了目

前山东已开发的喀斯特景区以及与此有关的旅游景

区!其主要旅游溶洞和景区景点示于图 +中"
%$# 景区开发及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4$3$+ 景观开发区域差异明显

济南(淄博(青州(枣庄等大(中城市附近喀斯特

景区开发较好!而远离这些城市的鲁中南山地腹地区

尽 管 有 许 多 风 景 优 美 的 地 方!但 景 观 开 发 程 度 仍 较

低"从已开发的景区情况看!其经济效益的差异也相

当大!尤其是同类型的(特色差别不很突出的景区相

比更为明显"如沂源土门溶洞旅游区!其溶洞的数量

和景观质量较之博山溶洞并不逊色!然而!其距该地

区最大客源地的淄博市(济南市的距离较远!而博山

溶洞就在淄博市近郊!又恰处于济南至沂源的中间位

置!因此!沂源溶洞与博山溶洞相比处于空间竞争弱

势地位!其经济效益差异十分明显!博山溶洞景区年

平均游客接待量约 3-万人次!而沂源溶洞景区年平

均游客仅万余人次"显然!区位条件(客源市场及区域

旅游需求情况(通达性!及与相临景区空间竞争地位

是景区开发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客观条件"

034 中国岩溶 3--4年

万方数据



表 ! 山东省已开发的喀斯特景点景区及与喀斯特有关的旅游景区一览

"#$%& ’#()**+,(#(-#)#./#**(#0*1+.)#./*2-*+,(#(-#)*2#*(-3#*-/*+4#()*3#./)0#5-1.62#./+.75(+81.0-

景观资源类型 所在地区 景点及景区

山体类 济南市 灵岩山9:;<= 五峰山9>;<= 千佛山= 四门塔景区= 翠屏山= 玉翠山= 锦屏山

淄博市 原山9>;?6< 五阳山= 马鞍山

青州市 云门山9&;<= 仰天山96< 驼山=

枣庄市 抱犊崮96< 熊耳山 龟山 青檀山=

梁山县 水泊梁山9>;<=

东平县 腊山9&;?6<=

嘉祥县 青 山= 南武山9曾子庙<=

泗水县 安 山=

莒 县 浮来山9&;<=

费 县 玉环山

山谷及河谷类 济南市 龙洞佛峪 小娄峪 红叶谷9:;<=

淄博市 泉河头

临朐县 石门坊

平邑县 大峪沟9天宝梨乡<

溶洞类 济南市 东龙洞 西龙洞 赵八洞 牛魔洞

淄博市 开元洞9&;< 朝阳洞 雾云洞 青龙洞 李家连池洞

沂源县

9土门洞群<
千人洞 石龙洞 养神洞 神仙洞 灵芝洞 九天洞 玄云洞 珊瑚洞

青州市

9仰天山洞群<
灵泽洞 千佛洞 水帘洞 罗汉洞 观音洞 仙人洞 卧牛洞 黑龙洞 四门洞 高明洞

沂水县 四门洞9&;< 佛祖洞 留虎峪洞 @地下大峡谷A

枣庄市 黄龙洞 冯峁洞 仙人洞

梁山县 凤凰山洞

嘉祥县 青山洞

费县 仙人洞

龙口市 小莱山洞

石牙景石类 费 县 许家崖景区石林

喀斯特泉类 济南市 趵突泉群9:;< 珍珠泉 黑虎泉 五龙潭泉群 明水泉群 洪范池泉

淄博市 龙湾泉 城子泉 神头泉 秋谷泉

临朐县 老龙湾泉群9&;<

泗水县 泉林泉群

注BC标注 &;?>;?:;的分别为 &DDE年以来国家旅游局审批的国家 &;?>;?:;级风景区F标注 6者为国家林业部审批的国家森林公园G

H标注=者为@与喀斯特有关的景区AF即处于喀斯特地区F但以人文和森林等非喀斯景观为主的风景区F但皆与各种喀斯特地貌和水

文景观有关的景点与点区I

>%&%& 盲目开发

景区开发成功的实例有很强的示范性F但也可能

使人只注意到开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F而忽视本地的

客观条件F产生盲目性开发行为I这种情况在溶洞开

发中较为突出I受博山?沂源溶洞开发的启示F各地溶

洞探寻?开发一度形成热潮F不断有洞穴发现和准备

开发的报道I但其中一些洞穴并不具备可开发的价值

和条件F例如 &DD&年媒体上热闹一时的济南附近的

@空心山洞A及@黄金洞A的探寻等I空心山洞在济南市

历城区彩石乡F属于一裂隙式渗流带洞穴F洞内狭窄

难行F沿石缝而下大约四?五十米G黄金洞在济南市历

城区锦绣川乡F是发育在奥陶系灰岩中的小型单通道

水平溶洞F长不过十多米I此两洞体规模都不大F且都

无具观赏价值的碳酸钙沉积形态F故旅游吸引力不强F
如果盲目投资F只能是造成经济损失I盲目开发的另一

表现是对景区的资源?区位?客源等客观条件评价不

周F景区定位不合理F不能恰当控制建设规模F以至于

造成@投入?产出比A失衡F得不到理想的经济收益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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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鲁中南喀斯特地区旅游景区景点分布略图

"#$%& ’()*+,-./0,12#3$*,)4#0*5#67*#1318(.50*5)$#130.34-.#3*175#0*

+.9)0.34*,)(.50**175#0*.**5.+*#130#3:)3*5.;<’17*,)53’,.3413$
注=溶洞=&%朝阳洞>?%开元洞>@%仰天山溶洞群>A%沂源土门溶洞群>B%港沟盘龙洞>C%赵八洞>D%子房洞>E%小娄峪透明洞>F%坡山洞>&G%

四门洞>&&%大峡谷洞>&?%鬼门洞>&@%梁山洞>&A%嘉祥青山洞>&B%山亭北赵庄洞>&C%黄龙洞>景区=&%龙洞佛峪>?%红叶谷>@%灵岩风景

区>A%五峰山风景区>B%锦屏山>C%樵岭前风景区>D%源泉泉河风景区>E%仰天山>F%云门山H驼山>&G%石门坊>&&%院东头风景区>&?%抱犊

崮H熊耳山风景区>&@%玉环山H石林风景区>&A%梁山泊风景区>&B%腊山风景区>泉群=&%济南泉群>?%章丘百脉泉群>@%博山泉群>A%源

泉龙湾泉>B%临朐老龙湾>C%泗水泉林泉群>D%枣庄十里泉

@%?%@ 景观保护问题

虽然景观保护的重要性已成人们共识I然而实际

中人们有意无意间的许多活动都客观上不同程度破

坏了景观环境I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J归纳起来主要

有几种情况=K&L开发不当J如溶洞开发时的洞内整修

工程破坏了碳酸钙沉积形态及洞内景观的自然完整

性I如淄博朝阳洞开发时就曾无意中破坏了一片边石

堤形态K后来做了人工修复LJK?L不协调的建筑项目J
如山林景区中的宽阔道路H商业性建筑等I既破坏了

山坡H林草的自然平衡I又与景区的环境气氛极不和

谐J如长清小娄峪的例子I该处景区属于喀斯特山谷

景观I未开发前是一处保护很好的次生林场I以茂密

的林草H幽深的环境及十多个溶洞构成的溶洞群为特

色I然而开发中在山坡上中修筑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殿

堂及商业性建筑I部分上山道路也加以拓宽I使景区

的植被H地貌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JK@L非景区因素I
主要是更广层面上的社会H经济原因的干扰和破坏J
这对喀斯特景观中那些对动态变化较为敏感的类型

影响显著J如对泉群景观的影响I济南泉群的衰落及

原因早已为人所知>其它非常典型的例子如国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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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景区的临朐老龙湾泉群曾在 !""#年 $月因周围农

村集中大片的抽水浇麦而一夜干涸%章丘明水泉群在

!"""年 &月曾因附近煤矿井下大量集中排水而停涌

干涸’至今仍难以恢复(
)*+*$ 景区管理和经营有待加强和提高

就已开发的喀斯特景观旅游景区来看’虽然有很

成功的实例’但一般而言景区管理及经营水平普遍较

低’主要表现在,-!.管理体制较落后’一般是村/乡镇

管 理’或 是 个 人 承 包 形 式’形 不 成 集 中 的 规 模 经 营%
-+.从业人员多是当地村民’知识层次和文化素养低%
-).景区经营方式单调/粗放’多为被动0坐等1方式%
-$.景区基础服务设施也欠周全(这种低层次经营管

理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缺乏整体/科学的景区规划’景

观保护得不到切实保证’对外宣传促销不力’难以形

成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高层次景区’景区的经济潜力得

不到充分发挥(

2 结 语

山东有着丰富的喀斯特景观旅游资源’这些景观

虽不比南方喀斯特那样秀丽多姿’却也别具特色(随

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旅游需求的不断增长’具有奇

特性突出观赏美学价值高/且资源量较大的喀斯特景

观自然成为山东省重要的/最具开发潜力的一类自然

景观旅游资源(目前’已开放的喀斯特及与喀斯特景

观有关的景区/景点已有八十多处(喀斯特景观的开

发丰富了山东的旅游市场’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是还应看到’在景区开发

及管理经营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开发

利用这一宝贵的自然资源’特建议如下,
-!.开展全省喀斯特景观资源的全面调查和基础

研究’掌握这些资源的特征/规模/和分布情况’以拓

展喀斯特景观资源储备%
-+.对具有开发价值/且具备条件的景区作客观

的 综 合 评 价’在 此 基 础 上 对 景 区 作 出 恰 当 的 市 场 定

位’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开发%
-).已开发的景区则应着力于建设科学有效的管

理体制’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素质’加强

景区的环境保护’制定突出景区特色/适应市场情况

的经营策略’加强对外宣传’积极开拓市场’改善基础

设施和服务质量’提高景区的整体规格和层次水平(
-$.强 化 旅 游 从 业 者 和 广 大 公 众 的 景 观 保 护 意

识’在与景区开发/规划/经营以及与景区有关的一切

活动中’将景观环境的保护置于首位’并采取相应的

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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