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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山区进行旅游保护性区划#是旅 游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在 时 空 推 进 上 的 具 体 落 实*遵 循

山区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的地域分异规律#采用 自 上 而 下 的 自 然 环 境 要 素 宏 观 分 析 与 自 下 而 上

的生态’经济旅游等要素微观分析相结 合 的 方 法#既 避 免 了 仅 仅 对 指 标 数 据 的 简 单 聚 类#又

克服了传统区划中缺乏对人类经济活动影响分析#以及行政区域不完整’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使区划的结果综合程度更高#对山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更具有指导性*以典型山地县龙门为例#

进行旅游保护性区划#确定旅游的重点开发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山区(旅游(保护性区划(龙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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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山地生态系统有别于其他生态系统*不稳定性和敏感性以及生境多样性的山地环境#
使其自身具有资源丰富但生态系统脆弱等特点%(&*由于山地生态系统对外界的人类干扰行

为的抵抗力弱#山区经济的发展必须贯彻 +经济效益从属于生态效益,的原则%@&#否则#
将引起整个系统的退化*长期以来#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山地脆弱生境的破坏加剧了生态

与经济的恶性循环#使大多数山区成为贫困地区%B&*寻找既不再破坏生态环境又能有效推

动区域经济建设的新的经济发展与持续增长方式#就成为山区发展的关键%!&*以可持续发

展原则为指导的生态旅游开发及其产业发展#正好符合山区经济发展的现实和要求#是改

变山区落后面貌和实现山区脱贫致富的最佳选择之一*但由于缺乏对山区旅游资源属性’
生态环境特征及生态过程的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环境建设中还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致使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威胁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旅游活动也逐步成为山

区生态环境破坏的一大潜伏因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的概

念#并引起国内 外 学 者 的 广 泛 关 注#有 不 少 学 者 分 别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对 山 区 进 行 旅 游 区

划%C!((&*然而#人们大多从宏观方面进行定性研究#在微观方面定量研究的较少*本 文

在对研究区域的旅游资源及其生态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山区地域

分异规律的探索和对区域生态’经济要素的空间状态及其内在联系的分析#采用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位于山区的龙门县进行旅游保护性

区划#为决策部门调控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旅游发展战略提出导向性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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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旅游保护性区划的理论思考

;<;!保护性区划的指导思想及理论依据

!!区划研究是揭示事物区域分布差异#探讨区域分异与区域发展规律的主要方法与手

段%(@&*区划研究很早就为地理学所用#并且一直在地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山区旅

游保护性区划不同于一般的旅游区划#大多数山区旅游资源的优势在于自然景观的原始与

生动’人文景观的纯真与古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构造出原始神秘的旅游意境#所以生

态旅游是其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旅游保护性区划方案始终将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的

保护放在首位#在确保旅游者获得非凡体验的同时#发挥环境教育的功能#争取做到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并同时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有所改善#促进当地生态与经济

的和谐持续发展*

!!旅游保护性区划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域分异性*自然生态环境受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后者的影响形成了结构和特点上的地域差异*自然

地域分异是导致旅游环境分异的最主要原因#是形成经济’社会文化分异的基础*正是根

据这种分异#才能进行差别性的归类综合#划分不同的旅游保护性区域(二 是 区 内 相 似

性*任何一个 区 域 都 有 内 部 的 共 同 性#实 现 同 类 相 聚#是 确 定 不 同 区 域 类 型 的 重 要 依

据%(B&(三是发生与发展的动态性*自然生态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是历史演变发展的表征#
任何等级和性质的自然生态单元#都发生发展在统一或近似的区域*区域的差异性和相似

性是一种空间形式#而发展动态性则是区域在时序上的存在形式#遵循客观的发生’发展

原则研究区域的自然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演替过程#研究不同发生与发展时期的特征#
从而论证区域的异同性#揭示规律性的区域发展方向*

;<=!区划的原则

!!旅游保护性区划除了遵循一般的区划原则外#还应立足于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培育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山区经济的振兴*保护性区划的原则应更多体

现综合性区划的特点#主要有生态完整性原则’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综合分析与主导

因素相结合原则’行政区划相对完整的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等*

图(!区划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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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方法

!!旅游保护性区划的对象是生态’旅

游与经济复合地域系统#区划的过程需

要综合考虑自然生态旅游环境因素与社

会经 济 因 素 "区 划 步 骤 见 图($*必 须

对研究区 自 然 资 源 的 区 域 分 异 与 经 济’
社会等不同因素对旅游活动产生的影响

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自

上而下地演绎途径和自下而上地归纳途

径相结合的区划方法#对研究区域进行

综合分区*

!!自 上 而 下 的 区 划 是 根 据 地 貌’气

候’水文’土壤和植被等旅游环境要素

的大尺度 的 区 域 差 异#由 整 体 到 部 分#



&’!!! 地!!理!!研!!究 @!卷

采用演绎途径从宏观上进行定性分析(自下而上的区划主要是选取生态’经济和旅游等要

素的相关分类指标#采用归纳途径由部分到整体#在微观层面用星座聚类方法进行定量分

析*二者的叠 加 使 区 划 的 层 次 性 更 强’综 合 程 度 更 高#对 于 旅 游 可 持 续 发 展 更 具 有 指

导性*

@!实证分析---以广东龙门县为例

=<;!龙门县概况

!!龙门县位于广东省中部#面积@(!(T?@#人口B(>’’万#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和全省的

平均水平*在地形上界于南岭山脉南坡的九连’罗浮两大山系之间#有 +八 山 一 水 一 分

田,之称#山地’丘 陵 占 全 县 总 面 积 的’Qa#是 典 型 的 山 区 县*县 城 位 于 增 江 的 上 游#
是增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北回归线从南部麻榨镇穿过#全县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

候*森林面积覆盖率为’!>Pa#绿化率为P!a#是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县之一*全县空

气清新#水质良好#并且温泉资源丰富#发展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龙门县城距广州市(C&T?’惠州市P’T?’深圳市(QAT?’东莞市(CAT?#与港澳市

场也相距不远#处于上述客源中心城市的近中程出游距离和双休日旅游度假圈内#是距离

珠江三角洲地区最近便的山区生态旅游和避暑胜地之一#旅游区位非常优越*然而本县经

济基础薄弱#在惠州市和整个广东省都属于后进行列#如果按传统的经济模式发展下去#
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立足本县的资源特点和经济 发 展 现

状#寻找新的突破口*龙门县政府明确提出将旅游业作为全县的主导产业’重要的经济增

长点和第三产业的龙头的发展目标#这为龙门县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但如果开发不

当#必然会导致珠三角地区这块难得的 +绿洲,遭到破坏#带来难以弥补的后果*所以#
针对龙门县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的特点#进行旅游保护性区划研究无疑具有针对性和实

用性*

=<=!自上而下的地学图谱分析

!!基于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对全县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要素从宏观背景上进行分

析#以这些要素的空间格局变化作为划分旅游保护区的基础*

!!采用龙门县(b(A万地形图和(PP&年(b(A万土地利用图及其他土地普查资料#以及

土壤’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农业区划等地学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照#从全县尺度

上看#龙门县在地形上可以分为明显的三个单元#即!西北部南昆山地’中部盆地谷地区

和南部山地丘陵地区#中部盆地谷地区又存在龙城盆地和永汉盆地两大辐聚中心*全县自

然环境的地域分异格局主要受地形这一主导因子的宏观控制#地形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导致

气候条件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地形和气候的综合作用又导致水文’植被’土壤等其他自然

地理要素的分异#各种要素在地域上的组合则导致整个自然地理环境的分异#进而影响到

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并由此产生了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类型和特性在地域上的差异*
根据上述自然地理要素的分析#将龙门县划分为B个一级区’’个二级自然区域 "图@$*

!!其中#西南南昆山区以地文景观’水文景观’气候生物景观等组成的自然旅游景观资

源为主#旅游资源具有鲜明的自然性’原始性(东北南昆山区以山地为主#蓝田盆地’地

派盆地等山间盆地成为人类聚居活动场所#所以该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兼备*
自然旅游资源以桂峰山c天堂湖组成的山水风光为特色#人文旅游资源中以少数民族风情

和文化为特色(龙城盆地区中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其中依托地下热水资源开发建设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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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龙门县地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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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设施景 型 较 为 突 出(龙 门 河 谷 地

区#古民 居 等 历 史 遗 产 景 型’特 色

风光河段景型和 观 光 农 业 景 型 都 较

为突出#而 三 者 的 有 机 结 合 更 是 该

区 旅 游 资 源 和 发 展 旅 游 业 的 特 色(
永汉盆地区以温 泉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为

特色(东部 丘 陵 区 和 东 南 部 山 地 区

旅游资源 相 对 贫 乏*上 述 分 区 基 本

奠定了全县旅游 保 护 性 开 发 区 划 的

基本格局*

=<>!自下而上的聚类分析

=<><;!区 划 的 指 标 体 系 及 其 解 释

!考虑到龙门县 的 实 际 情 况 和 国 民

经济统计 资 料 的 来 源#我 们 以 乡 镇

作为基本 分 类 单 元#一 方 面 容 易 得

到比较全 面 的 统 计 资 料#另 一 方 面

乡镇本身也是一 个 内 部 功 能 结 构 基

本一致的小的区域单元#由此选定生态’经济’旅游三大类共(@项指标 "表($*
表;!龙门县主要生态经济与旅游指标基础数据表

4)6<;!4,*6)’%(:)$)$)6#*./*(.&*(.3.?%()3:$."-%’?%3:*@./A.3B?*3C."3$8

!!指标

乡镇!!
#

"万元$
U

"元)人$
9

"元)人$
]

"斤)人$
N
"a$

=
"亩)人$

5
"人)T?@$

$
"a$

I
"a$

V
"a$

D
"a$

F
"分值$

(麻榨 (&BP! B(’C !!PP !QQ ’Q>’ A>QC (AP (& (P>P (B>( QB>& (&P

@永汉 @!PC@ BB!& (P!@ @PC Q@>B A>!Q ((Q !C @A>’ &A>&& B’>! ((Q(

B沙径 P@QC B@&Q (P@! &QA ’Q>Q (>A& PC @(>( & (’>B Q>( BB(

!龙华 &!’@ @PP! QA’ C(C ’’>C (>(@ Q& @C>( P>’ (@>P CA>& (’(

&路溪 Q@Q’ B@PQ !(C! ’@P CQ>Q (>@’ ((’ C(>@ ((>’ (’>( ’’>@ @’

C龙江 (A!AP BQ!@ ’A@! &Q( !B>P (>(@ @@( @! (!>Q @C>! ’Q>( CA

’龙城 @BAA( BB!@ C(B@ CQA !Q>( A>P( @&C !B>( @( @’>C CC>Q C&

Q王坪 (QQBP @QC( (’(P C(P CC>Q (>A& (BA (P>! B>& (&>! ’! @(A

P平陵 @AA’! BB!! BQ@& !’A !’>@ A>(@ @(B! (&>@ QC>& C& !(>’ (!(

(A蓝田 !B(Q @P&A ’&@ CB& Q@>’ A>PB ’& @P>& ’>( (& ’’>( (QA

((龙潭 (AB!A BA’( @BQC C(! ’Q>A (>AQ P& (Q>C& P>@ @B>B& !!>P (@@

(@地派 PB’P @P&( !!B@ !CA ’’>’ A>C& ’P (’>P (&>@ (&>! ’Q>Q @Q(

!!经济指标!项!"#$5]" "万元$#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决定着乡镇经

济发展的总体实力("U$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反映了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乡镇经济发展的潜力("9$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反映区域工业化水平#因本

县工业主要是水泥生产#可间接反映区域环境污染程度("]$农民人均粮食产量 "斤$#
反映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能力*

!!生态指标!项!"N$森林覆盖率 "a$#是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指标#在很大程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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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水土保持状况和生态环境的优劣("=$年末人均耕地面积 "亩$#反映人口与耕地之间

的对比关系("5$人口密度 "人)T?@$#直接反映了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生态承载力的大小("$$城镇化水平 "a$#反映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

越高#越能推动周边旅游业发展*

!!旅游动力指标!项!"I$固定资产投资力度 "a$#反映道路’通讯等对旅游有重大

影响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V$第三产业主导性 "a$#反映了支持当地旅游业发展的设

施建设和服务水平的供给能力("D$贸易餐饮业供给潜力 "a$#反映了旅游接待能力和

餐饮设施供给水平( "F$旅游资源丰度# "是各乡镇旅游资源实体专家评分结果汇总而

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决定旅游业发展潜力*主要数据%(!!(C&详见表(*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我们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关联度#按关联度的大小确定各因素的权重

值*方法如下!

!!原始数据!!"e!""($#!""@$#.#!""#$!""eA#(#@#.#$$

!!对原始数据按下列公式进行初值化处理

!!%"e!"
"($

!""($
#!""@$
!""($

#.#!""#$
!""($

e%""($#%""@$#.#%""#$""eA#(#@.#$$

!!求差序列"A""&$及极差"?,[与"?*-!"A""&$e"%A"&$c%""&$"""e(#@#.#-(&e
(#@#.##$

!!计算关联系数!A"!!A""&$e
"?*-f’"?,[
"A""&$f’"?,[!

"A#’#(#这里取’eA>&$

!!求关联度!!(A"b(A"e(#$
#

&e(
!A""&$!""e(#@#.#-(&e(#@#.##$

!!列关联矩阵!)"("&$$g#

!!计算各指标的平均灰色关联度!%"&e
(
$&

$

"e(
("&! "&e(#@#.##$

!!将"&"&e(#@#.##$归一化处理!"&e
%"&

$
#

&e(
%"&
!"&e(#@#.##$

!!可以把*e"*(#*@#.#*#$作为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各指标的权重赋值如下!
表=!龙门县各生态经济与旅游指标权重赋值

4)6<=!4,*()#("#)$%3B9*%B,$’:)$)./*(.&*(.3.?%()3:$."-%’?%3:*@./A.3B?*3C."3$8

# U 9 ] N = 5 $ I V D F

A>A’ A>AQ A>AQ A>AQ A>AQ A>AQ A>(A A>AQ A>AP A>AP A>AQ A>AP

=<><>!按 #星座$聚类分析法进行综合分区

!!首先按公式!’"&e
%"&c%?*-
%&?,[c%&?*-

g(QA+ "($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式中"e(#@#.#$为样点数#&e(#@#.##为指标数*$

!!接下来按下列式子计算各样点的坐标值’综合指标值

%"e$
#

&e(
*&7)%’"&! "*&为指标权重$ "@$

!"e$
#

&e(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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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
’"&*&! "A#*&#(#且&

#

&e(
*&e($ "!$

!!式中#%"为第"个样点"乡镇$的横坐标(!"为第"个样点 "乡镇$的纵坐标#,"为第"
个样点的综合指标值*然后#根据%"’!"的值#确定每个样点在图内星点的位置#并依次

作出反映全部样点位置的星点#性质相似和接近的样点代表聚在一起形成一个 +星座,型

图*最后#根据综合指标值#对所有样点排序进行聚类结果检查%(Q&*

!!根据公式 "($! "!$对表(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各样点的坐标#见表B*将(@
个样点的坐标点绘在星座图上 "因篇幅所限#星座聚类图略去$*根据样点分布集中程度#
可以进行区域的概略划分*

表>!龙门县星座聚类计算结果表

4)6<>!4,*’$)-(..-:%3)$*’./B-*8(.3’$*##)$%.3(#"’$*-)3)#8’%’./A.3B?*3C."3$8

编号 乡镇名 % ! ,

( 麻榨 cA>(& A>AQ CQ>B’

@ 永汉 A>A! cA>AB QQ>AP

B 沙径 cA>(Q cA>AP &B>C(

! 龙华 cA>@B cA>AB &&>@!

& 路溪 cA>B@ cA>@B Q&>&Q

C 龙江 A>AB cA>B’ ’Q>QB

’ 龙城 A>AQ A>(( QP>@&

Q 王坪 A>(B A>A’ QP>’!

P 平陵 A>A& cA>@P Q&>((

(A 蓝田 A>@Q A>(& &Q>B@

(( 龙潭 A>@ A>B( &P>QA

(@ 地派 A>B& cA>A’ &Q>&C

=<><D!龙门县旅游保护性区划结果分析!将星座聚类分析的结果叠加在自上而下划分的

自然地理环境分异图上#按照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乡镇界线相对完整#空间上连续’有利

于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原则#对龙门县的自然环境分异特征与人类活动的经济’社会要素

进行综合分析*样点’和Q#样点(A’((’(@等在星座图上分布很接近#在地貌类型上

分别属于龙城盆地和东北山地#与自上而下的划分结果也非常吻合(样点&分布 比 较 离

散#结合自上而下分区结果#考虑地形的特征#我们将其与点P和点C划归同一个区(根

据样点的聚集程度#结合旅游资源分布的特点和连续性#将(’@’B’!划归同一个区*

!!根据以上的分析与综合#将龙门县划分为四个旅游保护性区域 "见图B$*#为西南

部旅游开发核心区#行政区包括永汉 "原永汉镇’南昆山镇$’龙 华’沙 迳 和 麻 榨 四 镇#
地形上包括了南昆山’永汉盆地’龙门河谷地和东南山地*因南昆山镇和永汉镇合并#而

麻榨镇在地形上既属于龙门河谷地又有一部分在东南山地*其他几个镇之间由龙门河相

连#且旅游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的相似性#将它们划归一个区符合生态完整性和行

政完整性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区内优势旅游资源的整合#实现旅游业的可 持 续 发

展*$为东部生态环境治理区#包括龙江’平陵和路溪三镇#地形属于东部丘陵*%为中

部综合生态经济区#包括龙城镇和王坪镇 "合并原王坪和田美镇$#地形上属于龙城盆地*

&为北部旅游发展保护区#位于龙门县西北部#在自然地域上属于南昆山的东北段#包括

龙潭镇 "原铁岗镇’左潭镇$’地派镇 "合并原地派镇和天堂山镇$和蓝田瑶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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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龙门县旅游保护性开发区划图

=*6>B!GE3?,K)<436*)-,+*S,:*)-<)4K4):37:*23
3[K+)*:,:*)-)<37):)04*%?*-F)-6?3-9)0-:8

!!把 以 上 划 分 结 果 按 公 式 "!$
的计算结 果 进 行 排 序*排 序 检 验

结果表明#除 永 汉 镇 "点 号 为@#
由于其 刚 合 并 了 南 昆 山 旅 游 管 理

区和原永 汉 镇#其 主 要 指 标 均 处

于全县的 极 值 状 态#所 以 综 合 值

与聚 类 结 果 有 一 定 的 偏 差$外#
其他聚 类 结 果 较 好 地 反 映 了 龙 门

县生态 经 济 和 旅 游 资 源 的 客 观 状

况*说明旅游保护性区划的结果#
符合 全 县 尺 度 的 地 域 分 异 规 律#
又较好 解 决 了 区 域 行 政 边 界 和 生

态经济 与 旅 游 综 合 开 发 等 实 际 问

题#体现出 山 区 旅 游 保 护 性 区 划

应用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和 实 践 意 义#
与本县 的 旅 游 规 划 和 全 国 生 态 示

范县的发 展 目 标 相 得 益 彰#为 全

县的生 态 经 济 建 设 和 旅 游 资 源 开

发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E!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根据旅游保护性区划的结果#
考虑到 龙 门 县 旅 游 资 源 特 点 和 经

济基础现状#旅游业的发展不能遍地开花#应突出重点#加强资源的整合*

!!开发重点---西南部旅游开发核心区*该区是龙门县生态旅游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且

资源的类型和空间组合良好*南昆山的山岳奇观’原始植物群落’悬泉飞瀑等自然山水与

永汉的温泉旅游资源相互补充衬托#再加上龙门河两岸幽竹叠翠’阡陌交通’农人村舍等

构成的恬静的田园风光和客家农耕文化遗存#构成了龙门县最具竞争力的生态旅游资源部

分*目前#区内已经形成南昆山生态旅游中心’香溪堡生态风情园和永汉温泉度假中心#
此外还有沿龙门河谷地发展轴线*应弱化行政界线#加强资源整合#争取将南昆山建成国

家!#级旅游景区#永汉温泉度假区也要按高标准规划建设#使其与南昆山的发展相得益

彰*沿河’沿路的两条景观走廊地带#应发展与旅游紧密结合的观光农业*努力把该区的

生态旅游资源打造为龙门县旅游拳头产品#并以此带动龙门县旅游业和生态经济的全面发

展*同时#要把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首位#做好南昆山国家生态示范区基地的建设#对区

内的地下热水资源要尽快组织地质勘探#查明资源的本底#作为开发温泉项目的依据*

!!保护治理重点---东部生态环境治理区*本区是龙门县的东大门#也是游客进入龙门

后首先感触到的区域*由于建材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大小水泥厂’石灰 厂 遍 地 开 花#(@
个水泥厂和(AA余座石灰窑沿金龙大道两侧分布*高耸的烟囱冒出的浓烟’行道树上飘落

的大量的粉尘#石灰岩丘陵裸露的采石坑等不仅使本区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也造

成明显的视觉的污染#是全县生态胁迫最严重的地区#严重影响了全县旅游业的 整 体 发

展*今后应将生态系统恢复重建与多元高效生态经济体系的发展紧密结合#加大工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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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力度#推进清洁生产#坚决取缔污染严重’危害大又无治理能力的企业*对采矿造成

的岩石裸露地区#要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并举的方法进行治理#尽快恢复植被#遏止

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趋势#恢复和重建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

B!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 "($进行旅游保护性区划有助于对影响旅游发展的山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要素的

全面理解和认识#从而因地制宜进行科学调控’实现山区旅游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采用自上而下定性分析与自下而上聚类分析相结合的区划方法#既避免了仅仅

对指标数据的简单聚类#又可解决传统区划的宏观分析中缺乏对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具体

分析#以及行政区域不完整#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 "B$旅游保护性区划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可持续性#因此在

区域旅游开发中#必须充分考虑旅游活动这种人类消费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即由于旅

游人流和物质能量的输入#导致输出大量的污物和废物#这种干预因素的影响超过生态系

统的阈值时#就会引起生态失调或失衡%(P&*故在区域旅游开发中不能遍地开花#而应确

定重点区域进行资源整合和重点开发*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区划的指标选择中#由于受到调研时间和部分数据资料获取的限

制#一些对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指标 "如环境污染$未能体现出来#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到保护性区划的结果#这有待今后进一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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