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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旅游规划和景观设计的特点及新疆精河县巴音阿门旅游区概况 , 分析了精河县巴音阿门旅游区景观设计现状及区位优
势 , 提出了精河县巴音阿门旅游区规划思路与景观设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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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90 年代, 随着旅游业产业地位的不断提高, 旅

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前, 全国各地非常重视

旅游业的发展, 纷纷将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力开

发景区、景点。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中 , 为了避免盲目建设、恶

性破坏 , 首先需要进行科学的旅游规划。

旅游规划一方面是艺术, 即以景观环境形象为核心带动

的景观艺术 ; 另一方面是物质环境的规划设计 , 即综合运用

植物, 以环境绿化、水土整治为核心的园林绿化艺术与技术。

旅游规划过程中涉及景观设计、建筑物布置、色彩搭配等一

系列问题。景观设计是一项以空间设计为核心的工程技术 ,

是旅游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新开发的景区规划中 ,

旅游规划已融合于景观设计[ 1] 。笔者以新疆精河县巴音阿

门旅游区为例, 介绍了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的特点, 提出了

精河县巴音阿门旅游区规划思路与景观设计对策, 旨在为旅

游规划中的景观建设提供依据与参考。

1  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的特点

1 .1  旅游规划的特点  旅游规划是以旅游者的需求为导

向, 以产品为中心 , 以资源为依托, 根据旅游区不同的资源优

势和市场需求特性进行创意策划 , 对区域旅游发展进行全方

位的规划设计。高水平的旅游规划, 可以指导旅游业与旅游

区建设健康快速地发展。旅游规划具有3 个特性 , 即: ①综

合性。旅游规划涉及的学科较广泛, 涉及到旅游、地理、园

林、建筑、景观、环保、经济等学科, 甚至有时还涉及军事方

面。需要用系统、综合的思维 , 统筹全局, 通盘考虑。②产业

性。在对目标市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 , 进行全方位市场营

销, 同时设计“游”之外的其他5 要素, 即吃、住、行、购、娱, 同

时还需设计支持保障体系。③创新性。即要突出特色 , 只有

突出特色的旅游规划, 才能描绘出独具特色的开发建设蓝

图, 才能引导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与

优化[ 2] 。

旅游规划的三元论[ 3] 对应产生了3 种极具发展潜力的

旅游规划流派, 即 : ①以旅游策划为核心; ②以景观规划和环

境艺术设计为核心 ; ③以旅游资源为核心。其中, 以景观规

划和环境艺术设计为核心的景观流派, 重在空间规划布局与

景点设计。

1 .2  景观设计的特点 景观设计不仅要考虑视觉及功能要

求, 还应与人们的心理及精神要求相结合 , 即表现为“三境一

体”———物镜、情境、意境[ 4] 。景观设计涵盖的内容较广泛 ,

涉及到风景区、公园、旅游区、街头绿地、工厂、居住区环境、

纪念性场所等各种设计, 以创造与自然相和谐的环境为目

的, 同时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 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效

果[ 5] 。景观设计还具有大众性和艺术性, 应注重遵从自然、

因地制宜、源于文化、考虑市场、适度设计、注重社区、人性设

计的理念[ 6] , 基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景观设计原则[ 7] , 以及

景观的独特性、多样性、异质性原则 , 整体优化景观设计 , 创

造和谐、适宜的环境, 为满足游客心理期待而营造一种氛围

和场景[ 8] 。

2  精河县巴音阿门旅游区概况

精河县地处北疆交通要冲,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

部, 准格尔盆地西南边缘 , 天山支脉婆罗科努山北麓 , 总面积

约为777 .3 hm2 。隶属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 古“丝绸之路”

天山北路( 又称皮毛道) 从该县经过, 是古“丝绸之路”北道重

镇。“巴音阿门”系蒙古语音译, 为“富绕的山口”之意。巴音

阿门旅游区域属于精河县茫丁乡 , 北起精河至巴音阿门茫一

巴( 乡级) 公路17 km 处的敖包, 南至精河林场昆都仑东西向

河谷, 东至精河河支流, 西至都拉洪草原西侧河谷。巴音阿

门旅游区交通便利, 气候宜人。

3  精河县巴音阿门旅游区景观设计现状

3 .1  植物资源与自然景观现状 作为举世闻名的枸杞之

乡, 精河县的民俗文化、民族风情、乡土文化及地方特色浓

郁, 特殊的地质地貌和气候条件创造的众多森林、草原、巨

石、溪流等景观是同类资源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 丰富多变的

天象景观为游客带来了深刻的自然体验; 泉、溪、河等丰富的

水景观, 使旅游区更具有了一种灵动感; 植被丰富 , 乔木、灌

木、藤本、地被植物、野生花卉、草原、地衣植物等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植物群落, 其中不乏多种名贵药用植物、观赏价值极

高的观赏植物、经济利用价值较高的植物; 高山、河谷、山间

平台、地质断层等地质构造景观具有重要的环境教育意义 ;

民居建筑就地取材与环境融合, 类型丰富, 集湖光山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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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民俗文化、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为一体。

3 .2 民族风情现状 风景区原住民为载入史册的清朝时期

东归的蒙古族吐尔扈特部落牧民, 蒙古文化积淀深厚, 保存

完整, 草原文化特色鲜明 , 浓重的民族服装、饮食风俗引人入

胜。这些独特厚重的民族文化为旅游区注入了深厚的内涵 ,

同时赋予了生命与灵魂, 也造就了后续发展的无限空间。

4  精河县巴音阿门旅游区的区位优势

从地理区位看, 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自古是中国通往

中亚和欧洲各国的必经之地, 是中西文明的交汇点。博尔塔

拉是中国西部第一门户, 而精河又是博尔塔拉的东大门。从

旅游区位看 , 精河县位于博州、伊犁地区客源发生地的过渡

地带, 奎赛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 斜穿县境东部和北部的第2

座欧亚大陆桥乌阿铁路的建设, 使精河县成为连接伊犁、博

尔塔拉地区的重要旅游节点。巴音阿门旅游区距离县城精

河镇仅30 km 左右, 夏季气候舒适、景色宜人。交通条件的改

善为该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5  精河县巴音阿门旅游区的规划思路与景观设计对策

5 .1 旅游规划思路 巴音阿门旅游区紧密围绕旅游主题定

位, 以资源特色为基础和出发点 , 努力强化休闲避暑功能, 充

分挖掘景观内涵和价值 , 融入现代旅游的理念和表现手法 ,

以充分体现旅游区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蒙古东归文化旅游

吸引力, 树立生态保护和持续利用形象, 追求环境与旅游共

荣、互动发展的崇高境界, 打造该旅游区休闲体验旅游的精

品品牌。

5 .2 景观设计对策

5 .2 .1 合理安排功能分区。根据巴音阿门旅游区的自然条

件及地理位置, 对旅游功能区设计、线路设计、旅游项目安

排、旅游设施布局进行合理安排 , 可将其划分为入口引导区、

旅游接待服务区、休闲游憩区、生态体验区4 个功能片区。

旅游区以停车场为中心 , 以东南方向为生态游览线, 西北方

向为休闲娱乐游览线。旅游者可根据其自身需求, 沿不同类

型道路( 可乘车、徒步、骑马、坐马车) 到达不同的旅游功能

区, 以达到旅游休闲的目的。

5 .2 .2 建立第一引导区及印象区。县城至巴音阿门旅游区

以茫一巴公路17 km 处的敖包为标志物, 根据蒙古族的传统

习俗, 将原有的敖包进行扩建修整, 并在敖包周围铺设硬化

道路, 满足游客顺时针绕敖包祭祀的活动需求 , 在敖包旁设

置专门的标牌解释敖包的宗教文化内涵及相关知识。与敖

包相对的路西侧设一巨型景石 , 上刻旅游区名———“巴音阿

门旅游区”, 设计旅游区第一引导区。通过设计旅游区标志

景石, 围绕敖包进行主题文化塑造, 建立旅游区第一印象区。

5 .2.3 合理规划旅游设施。旅游接待服务区, 东侧为宽阔

的河沟 , 西侧为陡峻的山坡, 北侧为都拉洪林区入口。该区

是通往都拉洪和昆都仑的必经之地, 应在对区内红岩小学旧

校址至青图沟口拐弯处的平坦山前修建一露天停车场 ; 在红

岩小学遗址纪念碑东南方向建设环境幽雅、设施齐备的红岩

度假村, 作为旅游区集散服务、导游服务、餐饮服务及特色商

品销售服务中心, 建立休闲游憩区( 都拉洪景区) 、生态体验

区( 昆都仑景区) ; 在红岩小学西侧山顶修建蒙古风格的迎宾

亭, 并将其作为该区的标志 , 同时也可作为游客登山休息的

场所。利用原红岩小学后的天然河沟, 引水筑坝形成念珠状

湖泊, 周围配置乔木和花灌木, 以营造该区安静悠闲的度假

氛围。

5 .2 .4  建立休闲游憩区。自旅游接待服务区至都拉洪草

滩, 植被丰富、景观独特, 是该旅游区中最具吸引力的区域 ,

可将其规划成为休闲游憩区。该区具有大都拉洪、小都拉洪

两块平台和一处幽谷飞瀑, 可将其作为主要的休闲、游赏、民

俗体验、文化石参观( 包括界石、纺锤石、龙马石、守候石、虎

鲸石等) 等旅游活动区域, 其中文化石参观不仅可使游客参

观到形态各异的巨石 , 还能享受浓厚的蒙古文化传说。

5 .2.5 建立生态体验区。生态体验区位于旅游区内的昆都

仑景区 , 距离旅游接待区5 km。区内林相结构丰富, 有天然

云杉纯林、人工云杉林、山坡灌木林、河谷混交林、天然草场

等植被类型。空气清新、气候凉爽, 是典型的山区气候类型 ,

瞬间即变的天气现象( 云、雾、雨、雹) 使游客在切身体验气象

变迁的同时, 获得气象知识; 山间河谷溪流纵横, 大小不等的

河滩卵石也可吸引大量游客在该区戏水、赏石。根据该区资

源与环境条件可设计3 条生态游览线路, 即: ①茫巴线昆都

仑段延长线部分, 可乘车、骑马、坐马车游览。②沿天然云杉

林边缘 , 可骑马或步行游览。③位于昆都仑平台东侧河谷 ,

可徒步游赏, 在景区入口处设一标志景石。

6  结语

景观与旅游密不可分, 景观设计需要考虑游客使用、运

营管理和经济效益, 旅游规划也同样需要分析时空布局、生

态环保、景点建设。旅游规划中的景观设计不仅追求环境美

化, 还需要注意与旅游定位的主题及旅游项目布局相符合。

旅游创意需要何种场景化环境, 景观设计就应运用各种技术

手段去营造相应的景观。另外, 旅游规划的创意必须符合实

际情况, 同时必须保护景区原有的生态环境。良好的景观设

计不仅可以实现旅游定位、形象创造、环境整治, 同时还能为

旅游景区带来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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