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海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刍议 

文/王丽红 王黎明 

   一、 向海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概况 
   向海自然保护区位于吉林省白城市西北部70千米处，东经122°05’～122°35’，北纬44°
50’～45°19’之间，面积10.55万公顷，是我国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七块湿地之一。
向海是由香（向）海庙转化而来，是以鹤类等大型水禽为主体的珍稀鸟类和湿地生态类型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1、 向海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特征 
   （1）三河并入，形成大面积的沼泽湿地景观 
   向海湿地的主要水源是南部的霍林河，西部的额穆泰河，北部的洮儿河，丰水期时大小漫流
而过，形成大面积的湿地。湿地内滋润着茂密的芦苇、水生植物和草原、草甸，给向海增添了一种
原始的自然美。芦苇因其高大茂密，有“第二森林”之称，它分布在一些大型湖泊边缘的的浅水
区，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 
  （2）生物多样性景观 
   向海自然保护区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鸟类，目前，考察
到的有286种，隶属17目53科132属，包括候鸟85种、旅鸟11种和留鸟20种。全世界共有鹤15种，向
海就有6种，占40％。世界仅有1500只丹顶鹤，在向海繁殖的就有60多只，故有“鹤乡”之称。  
   （3）蒙古族风情浓郁的草原文化景观 
   向海是蒙古自治乡政府所在地，境内一些村中仍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文化，在
向海每年都要举办蒙族的传统盛会—那达慕大会，非常隆重别致，其中有别具一格的摔跤、赛马、
射击等。为弘扬民族风情，区内还设有蒙古族风情村，有蒙古族服饰、食品，此外，各种风味小吃
俱全，还有蒙古族歌舞助兴。 
二、 向海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规划设想 
   向海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还是个崭新的领域，致使整
个湖区的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尚处于初始状态。本区旅游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除了存在旅游宣
传力度不够，开发深度不够等问题以外，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向海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1） 生态环境脆弱 
   向海自然保护区是作为湿地生态系统而建。湿地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分布地域最光、生产力
最高的自然景观类型之一，其结构和功能十分独特。目前，维护向海湿地的三条河流中，霍林河、
额穆泰河属于季节性河流，进入枯水期，水位急剧下降，甚至有些区域无水，导致生态严重失调，
给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 
（2） 经济贫穷 文化落后 
向海自然保护区所在的周围市县绝大部分是贫困县，区内畜牧业为粗放的游牧业形式，农耕多数表
现为粗放经营，广种薄收，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的保护。文化落后，社会发育
层次低，人们的价值观念落后。 
（3） 适宜旅游的时间短，气候条件差 
   向海自然保护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和多雨，秋季凉爽，冬季
寒冷干燥；是半干旱的缺水区。大风和干旱叠加形成本区主要的气象灾害。从气候条件上考虑，本
区适宜旅游的月份为每年5月下旬—8月下旬，时间较短。 
2. 向海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规划模式 
（1） 湖泊观光、湖滩养殖、狩猎的生态旅游模式 
   向海湿地由20多个湖泊交错相连，利用广阔的湖面，开发具有观光参与功能的旅游，湖面可
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活动，此外，在湖泊沿岸的沙滩上，建设滑沙场、滑草场，开展滑沙、滑草、
沙滩浴等娱乐活动。在湿地林区，可适当划分出一定的狩猎区，开展游客狩猎旅游，丰富旅游的内
涵，满足各类游客的需求。 
（2） 科学考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旅游模式 
   向海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有595种，其中药用植物22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300多种 ，
对教育和科研来说是一种重要资源。1984年由世界国际野生生物基金会组成的国际鸟类专家考察团
来向海考察，仅几天光景就观察到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鸟类58种，1989年，由英国、日本、加拿大

 



等国组成的国际考察旅游团来向海观光考察。  
（3） 农业观光、品尝的生态旅游模式 
   向海自然保护区内，地势低平，土壤肥沃，光热充足，但农业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现代生
产农业、观光农业，发展较快，造成资源浪费。本区可通过利用高新技术建立高效生产的农业模
式，生产绿色产品，组建农业观光园，发展种植、养殖、园艺等旅游项目，让游客享受田园风光乐
趣，满足都市人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愿望。  
（4） 体验民俗风情的旅游模式 
   向海自然保护区周围村庄的居民，民族构成以蒙族为主，可利用蒙族的风俗习惯、民俗活
动，建立乡村民俗农庄，开展家庭以小团体周末度假旅游，让游客和农民同吃同住，干农家活，享
农家乐，充分体味浓郁的乡村风情和民俗文化。 
（5） 开展区域联合的旅游模式 
   向海自然保护区以湿地景观为主，其西北部科尔沁是以草原风光为主，阿尔山以温泉疗养为
主，呼和浩特以参观文化古迹为主，这些景点的旅游资源和品质是异质的，有一定的互补性。双方
在客源市场上存在着合作、互补的关系，如果实行联动开发，可共同推进旅游业的发展。 
   向海自然保护区湿地旅游资源丰富，开展生态旅游前景广阔，但生态系统脆弱，开发中不能
只顾眼前的经济效益而忽视长久的社会、生态效益，应坚持社会、生态、经济三方面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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