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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旅游的定义、必然性和意义

1 .1 生态旅游的定义和必然性  生态旅游最早提出于1980

年[ 1] , 是近年出现的一种新兴旅游业。它与传统旅游的区别

在于: 前者是以自然生态系统尤其是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旅

游对象; 后者是以人文资源如城市风光、文物古迹为主要旅

游对象。生态旅游亦可说是“回归大自然的旅游”, 它又可分

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生态旅游系泛指整个自然

生态系统的旅游; 狭义的生态旅游系专指森林系统的旅游。

所谓“自然生态系统”按侯学煜先生说, 是指由自然界生物

( 动物、植物、微生物) 之间、非生物( 水、土、光、热) 之间以及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组成的一种不可分割的综合体。桂林积

极开展了生态旅游业, 到目前已经开放了桂林漓江山水系统

猫儿山、资江、青狮潭、乐满地、世外桃园、遇龙河、大桂山森

林公园和荔浦丰渔岩、银子岩等多处旅游点。据旅游部门资

料显示,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1994 年第1 年开放, 就接待了国

内外游客近30 000 人。这些游客除少数是外国外省人外, 其

中绝大多数是桂林本市人。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大气污染

和吵闹的城市里, 从而想更深刻地了解和享受那充满神秘色

彩的大自然的美, 想亲身体会原始森林给人们带来的无穷乐

趣。桂林每年要接待1 000 万左右的国内外游客 , 据可靠资

料显示,2001～2005 年桂林接待游客5 290 万人次, 他们中的

绝大多数人 , 是因为喜爱桂林山水的自然景观而来的。可

见, 人们对生态旅游的欲望是很自然的。

1 .2  桂林开展生态旅游的意义  开展生态旅游的意义非同

一般: ①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大自然, 了解祖国河山的壮丽, 陶

冶人们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的情操。②使人们了解自然生态

系统的组成、结构、作用及生态平衡的意义, 提高人们热爱大

自然、自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的环境意识。③它

是个天然大课堂, 使人们能从中学到许多自然科学, 如地形、

地貌、土壤、水文、地理、动物、植物、微生物、林业等学科的知

识, 起着十分重要的科普作用。④它具有投资少、收益大的

特点, 能促进旅游地区经济发展和增加当地群众经济收入 ,

进而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如猫儿山开放后, 就已从

旅游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林区的护理费; 当地群众在

销售土特产中也得到了不少实惠。⑤有利于减轻桂林市旅

游接待的压力。桂林市2005 年接待游客1 205 万人次,04 年

“五一”黄金周门票收入1 000 万元左右, 居全国第4。1994 年

接待游客400 万人左右, 年人均接待量居全国第1 , 食、住、交

通和游览点都较拥挤, 但自猫儿山、资江和青狮潭等旅游点

开放后, 这种压力就大大减少了。⑥有利于发展与各国及国

内各地人民的友谊, 也可通过接待国内外科学考察人员来加

速旅游区的科学发展。总之, 开展生态旅游是一桩有着重大

意义的美好事业。

2  桂林地区生态旅游的可行性与路线

2 .1  可行性 在桂林开展生态旅游不但是必须的, 而且也

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桂林不仅有20 多年传统旅游经验可供

借鉴, 而且还有发达的水、陆、空交通条件和得天独厚的生态

旅游资源可供开发。

2 .1 .1 具有世界独特的桂林山水自然生态系统。“桂林山

水甲天下”,“无水无山不入神”,“山青、水秀、洞奇、石美”便

是这个系统的特点。从桂林至阳朔的65 km 旅途, 有大量的

奇山、异洞、绿水和石山植物可供人们探索其中的奥秘, 尤其

是探究喀斯特地质构造和变化规律。如七星岩、芦笛岩、象

山、月亮山等, 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 令游人赞叹不

已。美国原总统尼克松 , 就曾把桂林的石山比作中国式的埃

及金字塔; 陈毅也有“愿做桂林人, 不愿做神仙”的著名诗句。

2 .1 .2 具有大面积的典型常绿阔叶林和11 个自然保护区。

桂林的花坪、猫儿山是国家级综合自然保护区 ; 银竹老山为

冷杉保护区; 建新为鸟类保护区; 其余有7 个即青狮潭、海洋

山、驾桥岭、寿城、五福宝顶、银殿山和千家洞等为水源林保

护区。花坪自然保护区面积174 km2 , 是我国银杉最早发现和

数量最多的地方。这里有维管束植物1 114 种和动物哺乳类

11 种、鸟类60 种、两栖类31 种、爬行类16 种, 有常绿阔叶林

系列和亚热带常绿、落叶混交林系列; 有落差30 余米的红滩

瀑布; 有成片的杜鹃花林 , 到处青山秀水, 是生态旅游的理想

场所。猫儿山自然保护区面积1 .7 万hm2 , 这里有维管束植

物1 500 余种及主要动物112 种[ 3] ; 有大片的毛竹林、马尾松

林、杉木林、常绿阔叶林、常绿阔叶与落叶混交林、山顶矮林

尤其是铁杉林、杜鹃花林; 还有华南最高的山峰( 主峰海拔

2 141 .5 m) 、悬崖、狭谷、河流、清溪、瀑布、怪石、云海和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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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的壮景 , 以及垂直分布明显的各种土壤类型, 同时还是

漓江、资江和古宜河发源地, 集“泰山之雄, 华山之险, 庐山之

秀, 峨眉之幽”于一体。因此可以说, 这是桂林生态旅游最理

想的地方之一。除花坪和猫儿山外, 青狮潭、海洋山、寿城等

自然保护区, 亦有不少的类似常绿阔叶林及鸟兽虫鱼等动物

可供观赏或考察。

2 .1 .3 具有风景优美的资江生态系统。资江长达11 km, 可

供水上漂流和水源考察; 有高达百米的宝顶山瀑布可供探

奇; 沿江还有不少森林、奇峰、异石和秀水 , 也是生态旅游的

好去处。

2 .1 .4 具有秀丽的桂林田园风光。桂林的山水是与农家的

田园互相交织成一体的。奇峰下有美丽的田园, 田园中浮现

着壮丽的奇峰倒影; 春来农田水面如镜 , 烟雨渺渺; 夏至稻田

一片油绿, 荷花满塘 ; 秋日佳果挂满枝头, 稻田似金黄色的

海洋。

2 .1 .5 具有众多的果树林和其他土特产基地。桂林不仅山

水闻名于世, 而且不少亚热带果类和土特产在国内外享有盛

誉。白果在桂林有悠久的栽培历史, 主产于兴安、灵川和全

州, 年产量1 500～2 400 t , 是全国久负盛名的白果之乡。罗

汉果主产于永福和临桂两县, 栽培历史百余年, 年产量达

1 000 多万个。沙田柚主产于阳朔、恭城等县, 栽有40 ～50

万株, 年产量600～1 000 万个, 产量及果品质量曾获过全国

第1 名。毛竹在越岭下有约26 000 hm2 , 在临桂、灵川等县也

有不少 , 是我国特有的竹林地。

2 .1 .6 具有一批鸟类栖息地。除花坪、猫儿山、建新、海洋

山和青狮潭5 个保护区及资源的打鸟界、漓江外, 雁山和会

仙的鱼塘、水库亦是鸟类集中的地方。建新鸟类保护区位于

龙胜江底, 附近有著名的龙胜温泉, 区内有红腹角鸡、红腹锦

鸡、穿山甲、小灵猫等珍稀动物及果子狸、豹猫等经济动物。

每年清明和寒露前后数天, 这里和资源打鸟界有大批候鸟迁

徒到此停留休息, 是观鸟和研究鸟类迁徒的好地方。海洋山

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腹角雉等鸟类。青狮潭、漓江及桂林

市郊的山塘和湖泊亦是观鸟胜地, 如雁山莫家大鱼塘, 每年

就有数十种水鸟迁徒到此停留。

2 .1 .7 具有一批园林、科研和苗圃基地。如广西植物研究

所、桂林黑山植物园、桂林市林科所等。广西植物研究所位

于桂林市郊雁山, 距桂林火车站仅24 km, 现有维管束植物

2 000余种, 设有广西植物标本馆、桂林植物园、珍稀植物园、

花卉盆景园和切花基地及金花茶、白果、猕猴桃等繁殖基地 ,

集科研、科普、旅游、生产于一身, 历来是旅游者向往的地方。

2 .1 .8 具有典型的石灰岩石山植被。在桂林市的许多公园

如七星岩、芦笛岩、西山、叠彩山、穿山、雁山及漓江两岸、阳

朔县城附近 , 都保存有大面积的石山植被, 其中有的林子还

带有半天然性质。此外, 在桂林至阳朔一带的农村, 如大埠

乡、雁山乡等地 , 还保存有带天然景观的石山“风水林”。

2 .1 .9 具有独特的大瑶山自然保护区、三江油茶林和贺县

大桂山森林公园。金秀大瑶山自然保护区有维管束植物

2 300 余种, 动物约300 种, 其中鸟类约180 种[ 6] 。植物中有我

国一级保护植物银杉约200 多株, 其中最高的一株达30 .65

m, 是当今银杉的最高者, 最大的一株胸径约86 .9 m[ 7] 。动物

中最珍贵的瑶山鳄晰, 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此外, 保护区

还有灵香草、玉桂、八角、桂油、桂林甜茶、绞股蓝等土特产以

及优美的丹霞地形 、各种森林生态类型等。贺县大桂山林

场建成的森林公园, 占地3 000 hm2 ; 园内具有大片的天然林、

人工林、鸟兽等动物及奇峰、云海、飞瀑、垂岩、清泉、湖泊、河

流等优美天然景观, 还有不少林副特产 , 近年来已建成开放。

这些地方都可作生态旅游和科学考察。

2 .2  路线  生态旅游既然与传统旅游有所区别 , 它的旅游

路线设置也就应当有所不同。一般地说, 生态旅游的主体是

自然生态系统, 因此在设置生态旅游路线时, 就应特别强调

自然环境保护的原则, 并综合考虑景点的分布、游客的身份、

考察的对象和食宿、交通等具体情况。评定旅游路线的优

劣, 既要以旅游的效果衡量, 又要以环境保护的好坏来衡量。

应设置出既能使游客满意又能保护好自然环境的路线。

2 .2 .1 桂林—漓江—阳朔—雁山路线。在这条线上 , 人们

可看到世界上最奇特的各种喀斯特地形地貌( 如各种石灰岩

石山、岩洞、地下河等) , 桂林的青山秀水及田园风光, 漓江沿

岸的石山植物和水鸟, 阳朔附近典型的石山植被、千年大榕

树, 广西特产沙田柚、板栗、马蹄的生产基地, 驾桥岭自然保

护区的常绿阔叶林及毛竹林, 雁山的桂林植物园及广西植物

研究所、大埠的愚自乐园等美丽的风景。

2 .2 .2 桂林—灵川—兴安—猫儿山路线。在这条线上 , 人

们重点可了解漓江上游三大水源及其环境: ①灵川的青狮潭

水库及库区毛竹林、杉木林、杂木林及库面畅游的野鸭等水

鸟。②兴安县城的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灵渠工程 , 了解

“湘漓七三分水”的科学原理及工程附近的园林设置和水生

植物。③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的各种生态系统尤其是大面积

的毛竹林、杉木林、常绿阔叶林、铁杉林、水青冈林和漓江最

终发源地八角田的原始常绿林, 以及沿途的山水风光和苗、

瑶等少数民族的风土民情、地方土特产等。

2 .2 .3  桂林—资源路线。可在此线看到资源打鸟界春秋两

季候鸟大规模迁留的场面; 可饱览资江流域的常绿阔叶林、

杉木林、杜鹃花林、奇特的山水地貌及享受资江漂流、宝顶瀑

布给人们带来的乐趣 , 也可了解苗、瑶少数民族的风土民情。

2 .2 .4 桂林—龙胜—三江( 柳州地区) 路线。这里可看见我

国银杉最早发现的地方———花坪林区的自然概貌、银杉林的

植被及银杉的人工栽培情况。也可见到大面积的天然常绿

阔叶林、毛竹林、杉木林、各种动物及气势磅礴的红滩瀑布、

大面积的人工油茶林, 了解土特产香菇、木耳、灵香草的种植

情况及少数民族的风土民情, 还可享受到龙胜矮岭温泉及三

江侗族程阳风雨桥、鼓楼等的乐趣。同时可到建新鸟类保护

区进行观鸟活动。

2 .2 .5  桂林—大境—兴安路线。此线可以参观考察兴安、

灵川两县的著名白果林基地; 可游览美丽的大境乡山水田园

风光, 可考察漓江支流发源地———海洋山的森林尤其是杉木

林、阔叶林以及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黄腹角雉等鸟类的活动

情况; 可了解到当地少数民族的风土民情, 游览桂林兴安的

“乐满地”。

2 .2 .6  桂林—阳朔—恭城路线。该线除能观到雁山、世外

桃源、阳朔等沿途生态景点外, 还可看到恭城银殿山水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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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如该林区的大面积常绿阔叶林及保存

很好的马尾松林、杉木林以及珍稀植物福建柏、鹅掌楸、华南

五针松及珍稀动物黄腹角雉、小灵猫、白鹇、水鹿、云豹等, 也

可顺路观看恭城柿饼等土特产的加工过程及恭城孔庙。

2 .2 .7 桂林—永福—龙江路线。在此线上主要游览为在寿

城自然保护区观看林区中的典型常绿阔叶林及附近的人工

毛竹林、油茶林、油桐林; 考察林区的珍稀动物黄腹角雉、白

颈长尾雉、大鲵、白鹇、大、小灵猫等。在龙江乡罗汉果产地

观看罗汉果的栽培、生产、加工等系列活动; 同时了解当地少

数民族的风俗及寿城历史。

2 .2 .8  桂林—灌阳路线。此线可看到湘江上游灌江源头

———千家洞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区内的常绿阔叶林

及长苞铁杉、南方铁杉、红豆杉、福建柏及红腹角雉、红腹锦

鸡、猕猴、白鹇、林麝等珍稀动植物。也可参观人工的毛竹

林、杉木林、油茶林, 还可随路参观灌阳红枣、灌阳梨等土特

产的栽培、加工情况。

2 .2 .9 桂林—荔浦—金秀( 柳州地区) 路线。此线主要是参

观考察金秀( 大瑶山) 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和荔浦丰

渔岩、银子岩的岩洞风光。前者优美的丹霞地貌与我国近年

发现的银杉及其常绿阔叶林、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鳄蜥和灵香

草、八角、玉桂等土特产, 是其中主要的游览考察对象。后者

有长达5 .3 km 的岩洞( 俗称亚洲第一洞) , 洞内有美丽奇特的

石笋、石钟乳及长2 .3 km 的地下河可供乘舟揽胜。

2 .2 .10  桂林—贺县大桂山森林公园路线。可参观这里的

天然常绿阔叶林、人工杉木、马尾松林及各种野生动物和优

美的自然环境, 也可在此度假或作森林生态考察。

3  生态旅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 .1 存在的问题

3 .1 .1 森林生态系统将会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桂林的

森林生态系统主要由桂林11 个自然保护区和漓、资二江两岸

森林( 含人工林) 组成, 这是桂林生态系统的主体。这一主体虽

采取过不少措施加以保护,但效果欠佳, 存在问题不少, 其中主

要有:①漓江源头的猫儿山、青狮潭、海洋山三林区森林木材蓄

积量尤其水源林质量下降。其原因主要是前些年乱砍乱伐的

结果。如猫儿山林区海拔1 000 m 以下的路边,10 年前天然林

到处可见, 近几年已剩下为数不多的次生林。同时为了发展毛

竹, 当地群众还将竹林中的植被层全部刮光。②猫儿山和花坪

两林区的珍稀动植物如银杉、铁杉、黄连、灵香草、天麻、野三

七、马尾千金草和红腹角雉、大鲵、果子狸、毛冠鹿等, 近10 年

来也常被偷砍偷猎, 有的几乎绝迹。③漓江沿岸林木生长差,

人为破坏严重。据调查, 大溶江、甘棠和三街三乡( 镇) 的漓江

两岸,绿化较好的仅占32 .8 % , 也就是说还有2/ 3 岸边树木因受

到破坏而绿化效果不好。

3 .1 .2 漓江枯水期延长, 水量严重不足。由于上游森林植

被的破坏和蓄水能力下降, 近年来漓江枯水期已由原来的2

个月延长到6 个月。据报道,1991～2004 年枯水期, 漓江最小

流量减到6 .3～8 .2 m3/ s ,2001～2003 年枯水期日平均流量不

到30 m3/ s[ 4] ;1989 年最少流量竟降到7 .26 m3/ s , 使漓江流域

700 余家工厂、6 万hm2 农田及52 个乡镇的157 .4 万人口与大

量畜禽用水受到影响。据调查, 仅桂林工业每年因缺水损失

达2 000 万元; 居民生活用水也缺少2 000 万t 。同时因江水

暴涨暴落, 常造成水灾毁坏沿岸林木、农田及堤坝。

3 .1 .3 环境污染严重。桂林环境的污染主要表现在漓江水

和城市空气的污染。在漓江枯水期, 江水流量只有7 ～10

m3/ s , 城市和工业用水各需2 m3/ s , 然而全市每月却有24 万t

( 相当于3 m3/ s) 的废水排入漓江。这时漓江水的稀释度几乎

等于1∶1 , 水质污染浓度急剧上升 , 其中悬浮物浓度、化学耗

氧量、NH3 量等增加1 倍, 亚硝酸盐氮增加2 倍, 硝酸盐氮增

加3 倍。此外, 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竟达0 .085 mg/ m3 , 总

悬浮颗粒物达0 .18 mg/ m3 , 酸雨频率达66 .5 % , 这就使桂林

许多原为蓝黑色石灰岩的石山被氧化成了白头山。

3 .2 对策  针对桂林生态旅游上述存在的问题, 桂林地、市

政府已采取正确的方针逐步解决。这条“正确方针”, 就是边

开放旅游边治理保护环境的方针, 即以治理保障旅游、以旅

游促进治理、确保旅游、保护两不误的方针。经过多年的实

践, 认为这一方针是行之有效的。同时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保护生态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①保护好漓江上游猫儿山、

海洋山、青狮潭、南边山等地的森林尤其水源林, 使其恢复到

最佳蓄水状态; ②在漓江流域实施大规模造林工程, 以营造

水源林为主 , 结合营造部分材用、薪炭、经济林; 实行漓江流

域的石山封山育林工程 ; ③调整原有森林的树种结构, 增加

常绿阔叶林树种的比重 ; ④严格控制木材的采伐量, 加强进

出林区车辆的监督; 大力推广省柴灶、沼气灶等, 减少木材的

消耗; ⑤加强森林和环境保护的宣传, 认真执行“森林法”, 提

高人们的环境和森林保护意识。总之, 笔者认为, 桂林的生

态旅游是与桂林生态系统尤其是与漓江流域森林系统保护

相统一的, 只有边旅游边保护, 才能达到既保护又利用和持

续利用好生态旅游资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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