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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洞穴旅游资源特性与开发保护
⒇

杨明德
(贵州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贵阳 550001)

摘　要　溶洞旅游资源是一类位于地下的特殊景观资源 ,具有五大特

征: ( 1)不可再生性但可永续利用 ; ( 2)资源旅游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 ;

( 3)在岩溶分布区具遍在性和景观自身的雷同性 ; ( 4)因属环境脆弱性

资源 ,故旅游开放后表现出高度变异性 ; ( 5)存在旅游生命周期律。在溶

洞资源开发中 ,必须做好四个环节方面的工作 ,即: ( 1)调查、研究、评

价 ; ( 2)科学规划 ; ( 3)合理开发利用 ; ( 4)有效保护和管理。此外 ,对在溶

洞资源开发中的近邻互斥效应和立法保护问题 ,文中也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岩溶洞穴　旅游资源　开发与保护

岩溶洞穴 ( karst cave简称溶洞 )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遗产 ,也是一类独特的自然景

观资源 ,由于它主要是在地下 ,并以其奇异度、神秘性和高度行为感受冲击性而极大地吸引着

游人。又由于溶洞常汇集摩崖石刻、碑刻、书法、壁画、古建筑等文化艺术人文景观 ,甚至是古人

类居住栖息地 ,而成为探古索今的遗址宝地。因此它又赋予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品格。这就使

溶洞成为一种具有双重价值的可利用资源。但溶洞作为一类旅游资源 ,又具有许多与其它旅游

资源不同的特性。

1　岩溶洞穴资源特性

溶洞旅游资源主要表现出五大特性:

1. 1　景观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与可持续利用性

溶洞资源既是一类不可再生性资源 ,但又是可以做到永续利用。至今已发现的 118种洞穴

矿物资源 [1 ] ,不仅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其中更不乏因其结晶造型美而有重要的旅游观赏价值和

珍藏价值 ,如世所罕见的蝴蝶状方解石晶形、彩色石膏晶簇晶针、彩色莹石晶簇等。但这些尚不
构成旅游资源价值的主体 ,而构成旅游资源主体的是大自然塑造的奇特的地下“宫殿”、天上人
间的“天堂”——各种不同形态、结构、规模的溶蚀形态 ,地下洞厅、通道以及最引人瞩目的那些
奇 特的造形 、丰富的造色 、神奇的音响 、朦胧变幻震慑人心意境的次生碳酸盐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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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leo thems)。 它们都是在数以万年的时间中形成的 ,虽然许多景观形态至今都还处于建造

过程中 ,但因其形成缓慢 ,其定型基本上是在过去自然历史时期形成的 ,而且一旦被破坏、开

采 ,即不会再生。 至于那些附属于洞景中的古文化遗迹 ,则更是独一无二 ,不能再生 (不包括人

工复制和仿造 ) ,破坏了 ,也就永远消失了。

溶洞资源由于其功能主要是观赏、旅游、探险和增进科学知识、陶冶人的情操 ,培养对大自

然的热爱 ,增强人类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和独有的医疗作用及特殊的储积库、种养场 ,而不是

资源的开采和消耗、索取。 因此 ,只要开发与保护并重 ,做到科学合理利用 ,那么这类资源不会

随着开发利用的发展而减少 ,相反 ,可以获得永续利用的回报。例如极具游览观赏价值的卷曲

石、晶花 ,只要我们在洞穴旅游开发中 ,做到基本保持它形成原始状态的环境条件 ,那么它不仅

不会因旅游开放而受到破坏 ,而且还可能继续生长或保持其物质、能量的动态平衡得以长期保

存。对景物老化变色、脱落 ,只要采取科学的保护措施 (如既能清洗杀灭破坏性藻菌生长 ,又能

固结景物的清洁剂和喷洒保护膜 )也可使之永葆光彩 ,与地面其它风景资源一样而万古长存。

这是与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又一不同的特性。

1. 2　旅游景观上的不可替代性

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黄山归来不看山” ,但黄山归来却不可以不看洞 ,更何况溶洞本

来就是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的组成部分。因为溶洞是一类独特结构的以地下奇妙世界为主的旅

游地质、地貌和生态景观 ,任何再有代表性的地面山水自然景观都不能代替它 ,这不仅是因为

它奇特造形的成因上很独特而不同于众 ,还在于只有当你亲自观赏游览了溶洞 ,你才会领略溶

洞世界的独特自然美 ,自然界还没有那一类山水自然风光像溶洞地下世界那样能把山水风光、

人神鸟兽、奇树异花、天上人间象征地模型化地融为一体 ,亦即它既能将现实形象与虚幻遐想

意境 (似人似仙、似景似物 )相结合 ,又能融山水风光于一体 ,集水旱世界 (洞 )于一地 ,容微观与

宏观造型于一处 ,把你带入一个真正缩微了的梦幻美妙但又是现实的世界。这种旅游景观与心

理感受 ,自然是其他任何地面天然景观所无法替代的。

1. 3　旅游景观地域上的遍在性和雷同性

溶洞旅游资源虽独特而具有不可替代性 ,但凡有可溶岩特别是碳酸盐岩分布的地区 ,又都

会有溶洞发育 ,无论是地球上的湿热带还是温带 ,也不管是高山还是丘陵平原区 ,我国南方还

北方 ,都有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溶洞发育和分布。 例如 ,全世界在 1981年就有旅游洞 650个

( Habe 1981) [2 ] ,美国开放的游览洞有 200余个 ,我国开放的旅游洞也有 217个 [3 ]。被称为中国

岩溶省的贵州 ,据不完全调查 ,上报给省有关部门称为有旅游价值的溶洞即有 3000个 ,遍布全

省。而仅据黔中地区安顺、平坝二县市洞穴旅游资源普查结果即达 1030个 ,平均溶洞密度达

0. 7个 /km
2。而最大密度达到 6个 /km

2①。号称岩溶王国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登记注册的溶

洞也有 5000个
[ 4]
。这就是说 ,洞穴景观资源在碳酸盐岩分布区是普遍存在的 ,不具独占性。

溶洞资源虽然类型、形态、规模各异 ,如水洞旱洞、观赏游览洞、科研洞、文化艺术遗产洞、

人类遗址洞 ,但从旅游者的角度看 ,洞穴无论规模大小、是水洞或旱洞 ,不外乎都是由共性大、

个性小的钟乳石、石笋、石柱、石幔、石瀑、石花、云盆、石枝等构成的似人、似神、似兽、似物、似

景的景观组成 ,即使那些可谓独一无二的如世界最大的洞——长达 550km的美国肯塔基州的

猛马洞 ( M ammo th cave)
[5 ]、中国北京猿人洞人类遗址、广东曲江狮子岩马坝人遗址、云南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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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洞、新西兰奥托木的萤火虫洞、法国的史前人类壁画闻名于世的纽斯洞 ( Niaux Cave)
[2 ]

等 ,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非专门研究游人缺乏重游的巨大吸引力。

闻名遐尔的国际保护洞穴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波斯托伊纳洞 ( Po stojna Cave)以其规模

宏大、化学沉积形态景观多样齐全 ,壮观奇美 ,并有特殊的洞穴动物蝾螈鱼 ( Proteus

anguinus) ,世界一流的旅游设施和管理水平 ,可用五种语言 (英、法、德、义、南 )为游客导游讲

解 ,吸引着游客 ,年最高旅游人数可达 88万人 ,旅游高峰月每天最多人数达 1. 2万人 [ 4] ,但它

仍因溶洞本身景观的雷同性而没有构成世界游客向往的唯一溶洞景观。 由于与之配套的周围

旅游点和休养度假地 ,重游率最高的也仍然是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本国和法国、意大利、奥大

利等临近国家的游人 ,其它国家仍以首次旅游游客为主。

与国际名洞——波斯托伊纳洞相媲美的贵州织金打鸡洞被人誉称“打鸡归来不看洞”、“地

球瑰宝” ,但它也并未构成亚洲或中国唯一向往的溶洞 ,因为无论是国内或国际游人 ,当他游览

了桂林芦笛岩洞、杭州桐庐瑶琳洞、重庆市武隆芙蓉洞、北京石花洞 ,云南泸西阿庐古洞后 ,也

就没有再专程到贵州来游览一个虽是世界名洞 ,但仍是大同小异的打鸡洞的必要了。反之亦

然 ,游了打鸡洞也就没有再专程去游览其它名洞的心理要求了。因为只要游览了上述或国内其

它一、二名洞后 ,在相当程度上已满足了对溶洞地下世界奇异的心理感受要求 ,也就是说 ,全国

还没有一个开放的溶洞能象长江三峡、黄山、泰山、张家界、九寨沟、云南石林、桂林—阳朔风光

那样具全国和世界性的吸引力 ,相反 ,只具有地域范围的吸引力 ,这正是由于溶洞旅游资源的

遍在性所决定的。

1. 4　溶洞开放后的高变异性

溶洞属脆弱性环境资源 ,当其被长年开放游览后 ,也就意味着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原溶洞封

闭和半封闭环境下的气象、水文、空气 CO2含量、光亮度和生物生态环境 ,从而导致溶洞景观

不同程度、不同速率的变色、“老化”、剥落、风化起粉、开裂、折断和失稳 ,以及特种动物消失、灯

光植物暴长等景观退变演化过程发生。特别是在钙质沉积形态丰富 ,承受干扰阈值低、能力差 ,

易受损的中低能量级的溶洞 [6 ] ,尤为严重。例如北京石花洞开了一个 100m长的出口隧道后 ,

因改变了原洞穴环境气象条件 (温度、湿度、风速、蒸发、大气 CO2含量 ) ,使洞内 80m长的景物

遭受风化
[3 ]
。 贵州织金打鸡洞、云南路南石林白龙洞开放后 ,洞中的鹅管、卷曲石、石花和方解

石晶体出现变色、折断、崩落等快速退变现象。而有的洞内景物如发状卷曲石、水上晶针、钙筏 ,

即使轻轻用手触摸也会顿然消失。桂林芦笛岩洞、贵阳地下公园 (白龙洞 )开发数年间 ,许多洁

白似玉的石笋、钟乳石、石柱、石幔变黄、变黑 ,表面风化起粉甚至干裂 ,失去昔日的光彩。

溶洞景观变异现象的普遍发生 ,正是与溶洞资源环境脆弱性属性的退变过程机制快速反

馈效应分不开 ,这就表明溶洞旅游资源的开发 ,不同时采取根据洞穴景观资源的高变异度特性

的科学有效保护措施 ,只顾一时经济效益的开发 ,无异于像矿产资源进行“掠夺式”无序开采一

样 ,给溶洞景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1. 5　溶洞旅游具有生命周期性

旅游溶洞的生命周期表现出循环进化的过程 , R. W. Butler ( 1988)认为旅游景区一般具有

6个阶段的生命周期 ,即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 (或稳定 )阶段、衰落

(或复苏 )阶段
[7, 8 ]
。 斯洛文尼亚波斯托伊纳洞近二个世纪以来 ( 1818年开始 )的发展过程基本

符合 R. W布特的旅游地生命周期规律性 ,而且有着很长的巩固和稳定阶段。但在我国由于洞

穴旅游资源的开发 ,主要是 80年代以后才快速发展起来 ,开发的无序性和盲目性较大。加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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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洞洞内黑暗和危险 ,一般前期很少有自发前往的游客 ,而溶洞一旦被发现 ,或由于好奇或由

于不懂洞穴科学 ,而仅有很简单或很短期的探查 ,以后受经济利益的吸引 ,很快采取保护如封

闭洞穴 ,接着就进行开发 ,一旦开发旅游 ,由于轰动效应吸引大部分本地游客和部分外地临近

的游客 ,头一、二年达到高峰 ,轰动效应一过 ,本地游客锐减 ,由于吸引范围小 ,很快即进入衰落

阶段。所以我国许多洞穴探查、参与周期都很短 ,有的甚至直接进入发展阶段 ,巩固和停滞周期

还未达盛期就进入衰落期了。只有那些在旅游热线上或镶嵌在著名风景名胜区的溶洞 ,因借助

于旅游市场区位优势分流游客而出现较长的巩固和停滞周期。贵州安顺龙宫分流黄果树游客、

云南阿庐古洞分流石林游客 ,是表现这一周期阶段有充分发展的实例。

由此可见 ,我国溶洞资源旅游生命周期性反映了中国国情 ,并显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溶洞

旅游生命周期模式。

2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开发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2. 1　近邻正负效应

由于旅游景区、景观质量的高低和吸引游客的范围、空间竞争的能力、区位优势及留客时

间延长率均不同 ,旅游市场竞争的再组织形式也不同 ,既会自发地产生景点的旅游互斥近邻负

效应 ,也会产生景点旅游互补近邻正效应。

旅游景观的空间竞争是由多个旅游景点在同一地域内出现引起的 ,溶洞由于属共性大、独

点性小的旅游资源 ,当多个洞穴在同一旅游地区出现时 ,便会产生空间替代性的相互竞争 [9 ] ,

出现溶洞自身吸引力彼此消长 ,并导致区位条件好 ,景观质量高、知名度大 ,独特性强的溶洞替

代相邻景观价值一般、区位条件相对差、开发层次低的溶洞。由于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后 ,选择旅

游点的级别及转移旅游点的路线 ,在时间和费用允许的条件下 ,是不愿停留在原地去游览景观

相同或相似的景点的 ,而是迁移到其它游览级别更高、更富观赏和刺激性的景点上去。 如贵州

安顺郑家洞与镇宁犀牛洞被龙宫洞和黄果树水帘洞替代 ,以致现在这二个洞因溶洞景观组构

相对较单一 ,开发程度差、层次低 ,游客逐步减少 ,以致最后难以维持运营费用而自行关闭。 云

南白龙洞和阿庐古洞都是石林景区的近邻开发溶洞 ,距石林分别为 104km里及 96km ,两洞都

想分流吸引石林游客 ,但结果因阿庐古洞为一景观质量高的水旱兼备的溶洞 ,交通区位条件较

优 ,开发的科学技术水平较高 ,知名度高 ,吸引力大 ,从 1988～ 1995年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达

55. 4万人次 ,而白龙洞仅 11. 26万人次 ,且因其轰动效应已过 ,游客下降幅度很快减至 5万人

次以下 ,只有阿庐古洞的 12%
[9 ]
。 安顺名噪一时的北龙宫也因相同的原因被龙宫竞争替代而

衰落。所以旅游溶洞资源的开发与发展也要受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支配 ,而不依人们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那种以为见洞就开 ,开必赚钱 ,就有经济效益的简单作法 ,必然要受到这一规律的惩

罚。

溶洞资源有序合理开发 ,又会产生近邻互补正效应。 当开发的溶洞 ,靠近经济发达或旅游

城市、旅游热线、著名风景名胜区 ,交通便利 ,或潜在交通条件好 ,溶洞景观质量高 ,周围又无可

替代的旅游景观时 ,可使该景区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产生延长旅游时间 ,增强对游客的吸引

力 ,所开发的溶洞 ,又会对旅游景区质量价值起到增补的回报作用 ,产生旅游景区的群体优势 ,

起锦上添花的“马太效应”。浙江瑶琳洞即是典型实例。 该洞仅距国际旅游名城杭州西湖

84km,交通便利 ,区位条件优越 ,形成游了杭州西湖 ,也必游瑶琳的态势。 1985年以来 ,该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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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年游客可达 100万人次 ,经济效益极佳 ,净收入 4755万元 ,已是建洞投资的 3倍
[10 ]
。安顺

龙宫 ,仅距黄果树瀑布 41km,构成了黄果树景区的又一重要景点。形成游黄果树也必游龙宫

的态势 ,仅 1984～ 1993年接待游客 374. 6万人次 ,只比黄果树少 7. 5% (据贵州省旅游局 ) ,显

然起了良好的旅游近邻互补正效应 ,推动了黄果树瀑布风景名胜区旅游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2. 2　合理开发与依法保护

溶洞资源要做到可持续发展永续利用 ,必须根据洞穴资源的特性做到开发利用与保护并

重。根据国外成功的经验 ,应在四个环节方面做到科学、合理有序进行。

( 1)开发前必须进行溶洞资源的基础科学调查研究 ,做出综合评价。

( 2)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依法进行开发利用规划 ,制定详细的规划图。

( 3)根据规划有序地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建设 (包括各种旅游设施的布局 ,诸如洞内外道

路修建、灯光布设及休息、食、宿、娱乐点建造 ,旅游商品购置点布设 ,排污处理等硬件的设计

等 ) ,并按景观资源的性质、功能价值、保护级别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进行建设和开

放。

( 4)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 (管理职能机构、科普宣传展览厅室 )和完善的科学技术保护措

施 ,包括建立监测站及进行系统观测研究和必要的规章制度。

以法护洞 ,以法管洞是洞穴资源能得以合理开发、持续利用、有效保护的根本保证 ,也是规

范人们保护洞穴行为的准绳 ,因此世界许多国家都制定有专项法律法规予以保护 ,就是法制观

念很强的美国 ,在 1988年还特地颁布了全国性的《联邦洞穴保护法》①。

我国目前在洞穴资源保护方面严重地存在着溶洞资源的乱开滥采 ,洞穴资源权属不清 ,不

把洞穴资源看成是国家所有甚至据为地方或个人所有 ,随意开发 ,任意开采洞内有价值的景物

的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把破坏、盗采贩卖钟乳石 (即洞内各种钙质沉积景物 )视为发财致富之

道。据中国环境报报导 ,从 1991年 1月～ 1992年 2月 ,仅从桂林海关装箱出境的钟乳石即达

32t ,作为“商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 ,导致我国特别是在南方一些省份 ,许多有旅游、观赏和研

究价值的洞穴遭到大规模掠夺性的开采破坏 ,达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②。

已开发的旅游洞穴 ,也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 ,重经济效益轻科学管理 ,以及管理体制不顺

的问题和普遍产生景观质量退变和一些景物消失现象。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除了国民素质较低、环境保护意识较差 ,法制观念不是很强 ,管理体

制不太健全 ,洞穴开发的科学意识较差外 ,当与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有关。我国虽然已有

《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

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但还没有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基本法和专门的《洞穴

资源保护法》。鉴于洞穴资源保护的迫切性 ,国家一时还不能出台全国《洞穴保护法》的情况下 ,

可先在洞穴资源集中分布的省 (市 )制定《洞穴保护条例》地方性法规 ,来加强洞穴保护和管理

的法制力度 ,以便逐步走向以法管洞的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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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朱学稳 .金钱诱惑下的暴殄 ,利欲薰心下的愚昧 .见:中国地质学会洞穴研究会会刊 , 1992( 1)

关于加强岩溶洞穴和钟乳石保护的建议 .见:中国地质学会洞穴研究会会刊 , 199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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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OF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Yang Mingd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 Guiyang 550001)

Abstract

As a speci fic underg round landscape resources, the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possess

fiv e cha racteristics, that is ( 1) be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 but ever lasting usable; ( 2)

non-substitutive in torism function; ( 3) universal existence and self-simila ri ty in karst ar-

eas; ( 4) high va riabi li ty af ter opening to tourists; ( 5) having a periodici ty of tourism life.

It is impo rtant to do four key links well in karst cav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that is,

( 1) investiga tion, research and evalua tion of ka rst cave resources; ( 2) a good scienti fic plan-

ning , ( 3) retional exploi ta tion, and ( 4) ef fective measures of pro t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e problems o f repelling ef fect each o ther betw een the tw o neighbour caves and

the legisla tion to protect the cave resource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Karst cave　 Tourism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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