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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地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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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对湘西地区地貌旅游资源的基本类型、主要地貌风景区进行了研

究．研究表明：本区地貌旅游资源包括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等类型，具有分布广、数量多、种类全、品质

优等显著特点．同时指出了本区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整体开发保护意识、生态环境破坏严

重等），提出了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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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基本条件之一，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而出现和不断深化的．地貌是

在特定的地质基础与新构造运动等内力因素以及复杂多变的气候、水文、生物等外力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当其具有旅游观赏

价值时，便作为旅游资源，称为地貌旅游资源．包括凸峰、独峰、峰丛、石（土）林、奇特与象形山石、岩壁与岩缝、峡谷段落、沟

壑地、丹霞、雅丹、堆石洞等基本类型［１］．湘西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决定了本区以山地地貌为主的大地貌背景，各种地貌旅游

资源十分丰富．因此，从地貌学的角度研究本区的地貌旅游资源及其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合理开发与保护地貌

旅游资源，促进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湘西地区位于湖南西部的武陵山区和雪峰山区，属全国地势第２级阶梯，是云贵高原向丘陵平原过渡的地区，是一个以

中低山为主的山地山原地貌区，最高海拔１　７３６．５ｍ，最低海拔９７．１ｍ，平均海拔约８００ｍ．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怀化市和张家界市，总面积约５．２７万ｋｍ２．本区在构造上属扬子准地台武陵山褶皱带，古生代末期沉积了 厚 达

５００ｍ多的滨海相碎屑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丹霞地貌、喀斯特地貌等，构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景观形态．

１　主要地貌旅游资源

１．１石英砂岩峰林地貌

区内石英砂岩主要形成于泥盆纪，这种岩石质地坚硬，胶结致密，产状平缓，垂直节理发育，经地表流水作用，形成了奇

特的峰林地貌景观，有代表性的如张家界地质公园．
张家界地质公园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面积３　６００ｋｍ２，由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杨家界４个主要景区构成一个完整

的生态系统，山、水、桥、洞、瀑地貌景观齐全，是一处难得的天然博物馆和罕见的旅游名胜地．园区内有３　０００多座拔地而起

的石峰，其中高度超过２００ｍ的有１　０００多座，个体形态有方山、台地、峰墙、峰丛、峰林、石 门、天 生 桥 及 峡 谷、嶂 谷 等．公 园

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砂岩峰林地貌景观为核心、以喀斯特地貌景观为衬托，兼有成型地质剖面、特殊化石产地等大量地质遗

迹，构成独具特色的砂岩峰林地貌景观组合．

１．２喀斯特地貌旅游资源

喀斯特地貌是地表可溶性岩石受水的溶解和机械作用下形成的各种地貌形态，如石芽、石林、峰林、溶斗、落水洞、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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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洞、溶蚀洼地等．湘西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本区也成为我国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区，地貌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１．２．１喀斯特洞穴地貌旅游资源　喀斯特溶洞的形成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湘 西 地 区 石 灰 岩 分 布 广 泛，而

丰富的降水，孕育了本地区丰富的喀斯特洞穴地貌旅游资源．有代表性的如湘西州凤凰县奇梁洞和张家界黄龙洞．

１．２．２喀斯特峡谷地貌旅游资源　在地貌大背景条件下，本区喀斯特峡谷地貌与峰丛地貌发育 典 型．（１）坐 龙 峡：坐 龙 峡 位

于湘西州古丈县河西镇境内，峡谷长约３　５００ｍ，宽处不足丈余，窄处仅容１人通过，最大高差达３００ｍ；谷内绝壁纵叠，溪瀑

横悬，崖树斜逸，异草遍被；（２）天龙峡：天龙峡位于凤凰古城西部的阿拉镇境内，在黄丝桥古城和中国南方长城之间，距凤凰

古城２４ｋｍ，离贵州铜仁大兴机场仅７ｋｍ，交通便利．天 龙 峡 以 险、奇、峻、秀、幽 著 称．两 岸 峰 峦 重 叠，山 高 水 险，草 木 幽 深，

峡谷最窄处不过２ｍ，地势甚为险要．

１．２．３红石林地貌　经加里东、印支、燕山及喜马拉雅等多期构造运动的影响，本区内形成 了 以 北 东 向 为 主 的 断 裂、褶 皱 构

造，受北东及北西两组共轭节理的切割，以 及 长 期 的 风 化 剥 蚀、溶 蚀 作 用，形 成 了 具 有 很 高 观 赏 及 开 发 价 值 的 红 色 石 林 景

观［４］．如古丈红石林国家地质公园．
古丈红石林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湖南省古丈县西北部，距古丈县城３４ｋｍ，面积２６１．１２２ｋｍ，核心景区面积５３．０８２ｋｍ．

红石林景区的构景岩层由奥陶系十字铺组、大湾组紫红色泥质灰岩及硅质灰岩组成．红石林整体呈褐红色，色彩晴红雨黑，

阴转褐红．石柱高大密集，雄伟壮观．在３０ｋｍ２ 多景区内，发育了１　０００多座峰柱，峰顶与地面高差１０～３０ｍ左 右，群 峰 组

合形式多样，形态各异，色彩变化莫测．

１．３丹霞地貌旅游资源

丹霞地貌系指垂直节理发育的水平或红色碎屑岩（主要是白垩系及老第３系钙质胶结的红色砂砾岩），由于差异风化，

重力崩塌、侵蚀、溶蚀等作用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奇峰、陡壁等地表形态．丹霞地貌以壮丽秀美而独具魅力，是我国特殊风景

地貌的一种重要类型［２］．
湘西地区丹霞地貌的物质基础是中生代第３纪所沉积的河湖相陆缘红色岩系，以红色砂岩、砾砂岩或砂砾岩为主，集中

分布在沅江盆地，这是一个中型红层盆地，其中多个次一级的中小红层盆地都有丹霞地貌分布．著名的丹霞地貌旅游风景区

有万佛山丹霞地貌风景区、思蒙丹霞地貌风景区、花山丹霞地貌风景区等［３］．

２　地貌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与主要问题
湘西地区的旅游业在改革开放后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随着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主要风景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

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逐年增长［９］．如张家界市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４　３６８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１４９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１４０亿元，年接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分别以２０．４％和４１．５％的速度增长．旅游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年

提高，反映出本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深度．但是，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也凸显出诸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旅游资源开发的深

度与现实要求不符等主要问题．

２．１落后的交通条件不适应现代旅游的需要

现代旅游是现代社会现象的综合反映．如果把一次旅游活动作为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看待，就不难发现其运动形态由

２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线上运动，即旅游者从离家外出到结束旅游返回，旅游者始终处在移动状态；一部分是点上的运动，

指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逗留活动，旅游者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点上”都要受制于交通条件．湘西地区现有的交通条件

相对落后，有不少景区、景点道路的通行条件较差，大多数乡村通路率较低，路网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现代旅游的发展．

２．２缺乏整体开发保护意识

旅游业发展、旅游资源开发应首选特色项目，各级的决策者对这个问题都有所认识．湘西地区是一块旅游资源宝地，也

是一块多方边缘之地，由于行政区域的分割，没有任何一方来牵头组织进行旅游总体开发规划编制，缺乏整体协调，追求短

期效益，造成开发过程中的种种弊端［４］．

２．３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旅游开发成为许多地区新的经济" 增长点" ，但人们在获取巨大的经济收益的同时，却对环境所遭到破坏视而不见，对批

评意见也听而不闻．在许多地方，破坏性建设愈演愈烈，旅游业的发展导致了对植被、水体、空气质量和野生动物的日益严重

的破坏和伤害，旅游已不再是无烟工业．湘西地区由于缺乏科学规划指导，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受到较为严

重的破坏．据调查，本区内林地面积和立木蓄积量分别下降２３％、３８％，森林覆盖率仅３８％，油桐、油茶荒芜率分别为６１％、

８３％，荒山草坡占土地面积的２５％，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７７％，已占土地总面积的３３％．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本区旅游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带来不利影响．

２．４缺乏行政区之间的合作

湘西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属于行政主导型，资源开发形成垂直关系上的紧密结合，为了争取上级的项目投资，倾力于各个

行政管理区的资源开发，存在着各旅游区之间、某些旅游区之内，“行大于游”的矛盾，成为发展各行政区之间旅游协作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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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障碍．目前，张家界“三横一纵”骨架网络已基本建成高等级公路，但与周边知名景点明显缺乏有效联接；怀化与黔东南、贵

州铜仁地区接边公路也存在等级低、不配套问题．由于缺乏行政区之间的联系，使本区各个景观区之间难以形成完整的旅游

线路网络，势必会影响旅游业的综合竞争力．因此在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强调以区域为纽带特别重要．

３　建议
地貌旅游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遭到破坏的风景地貌不可能再造，这就要求在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要加强对资源的

保护．针对本区地貌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各 种 问 题，为 了 使 本 地 区 的 地 貌 旅 游 资 源 得 合 理 开 发，保 证 旅 游 经 济 的 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３．１更新观念，科学开发

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旅游业的发展，应以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为基础，其中重要环节是在规划阶段对各

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既要考虑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合理布局和维护生态平衡等，又要紧密结合区域发展目标、相关

行业配套，减少旅游业发展的盲目性、局限性和短期行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求得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５］．

３．２加强旅游宣传，提高景点的知名度

旅游宣传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把固定旅游产品和无形旅游产品推销出去的特征，决定了旅游宣传的重

要性．能否以有力的宣传招徕更多的中外游客，培植更多的客源市场，是影响湘西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实施旅游宣

传，要树立“好酒也怕巷子深”的观念．湘西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要得到世人的了解、认可并吸引中外游人来观光游览，离不

开媒介的宣传作用．旅游宣传要强调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唯一性，宣传旅游亮点和看点．同时，旅游宣传要有针对性，要瞄准

目标市场和消费群体的不同层次需求．

３．３加强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问题是制约湘西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交通问题的解决，会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旅游资源优势．旅游目的

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对提高本地区的旅游环境容量和承载力以及提高本地区的知名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会树立本地区地质地貌旅游的新形象．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规模、布局、数量必须严格论证和审批，做到适度超前发展，

避免设施的不足和浪费，从而为旅游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开发条件．在规划和建设旅游配套设施上，要坚持建立有当地

特色的，可以满足旅游开发和环境建设的双重需求的目的［６］．

３．４新的旅游景点开发和老的旅游景点再开发

我国目前比较热门的地貌风景主要是山岳地貌、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海岸地貌和峡谷地貌．多分布在交通便利、经济

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区域．而其他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地貌旅游资源由于交通等因素而无法或很难开发，那么伴随着交通的

发展，应该开辟一些新的旅游景点．已开发的景点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再开发问题，这些风景点具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和知名

度，搞好再开发，能够吸引更多的新老游客［６］．

３．５加强旅游区的管理

首先培养一批旅游业的高素质人才，满足当前旅游区管理的人才需要；其次必须对旅游区实行过程管理和过程考核，按

照“休闲、度假”的功能定位和“重保护、拓市场、优服务、上品位”的总要求，切实提高本区旅游景点的服务水平．

３．６开展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是针对传统旅游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环境问题提出的“保护旅游”和“可持续发展旅游”，强调对自然景观的保

护［７］．经过长期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湘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旅游收入在总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要实

现区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行生态旅游战略．
开展生态旅游，强调保护好完整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首先是保护好自然景观的原始性．生态旅游还强调旅游规模的

小型化，限定在承载力范围之内，既利于提高观光质量，又可避免对旅游资源的破坏．在旅游业发展中，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制定生态旅游规划，进行旅游环保宣传，重视当地人的利益，采取多种技术手段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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