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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许多旅游景点开发力度过大，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 坏，有 必 要 对 景 区 进 行 生 态 旅 游 线 路 规

划，提升旅游线路的合理性及生态特 性，故 以 峨 眉 山 为 例，以 生 态 旅 游 理 论 为 基 础，坚 持 综 合 效 益 原 则，对 当

前峨眉山景观结构与生态安全格局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峨眉山有些旅游线路对原始景观有一定的破坏，且

人文、气象等景观设计也未充分考虑生态安全；鉴于此，提出峨眉山生态旅游应从整合已有交通、丰富交通 工

具、加强生态旅游理念宣传、创新规划旅 游 线 路 等 方 面 进 行 改 进，以 期 为 峨 眉 山 旅 游 可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提 供 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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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对 生 态 环 境

造成了严重 的 污 染，绿 色 环 保 理 念 逐 渐 深 入 人 心，
人们愈 发 厌 恶 城 市 的 环 境 污 染，开 始 向 往 自 然 生

活，并将旅游、学习等寄寓到自然当中，由此以回归

自然为核 心 的 生 态 旅 游 应 运 而 生。但 受 到 诸 多 因

素的影 响，现 有 旅 游 线 路 规 划 存 在 一 些 不 合 理 现

象，如线路设 计 不 合 理、景 区 交 通 不 完 善 及 污 染 严

重等，没有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而将景观生态学

理论渗透到线路规划当中，能够提高线路设计的科

学性。峨眉山位于四川省乐山市，是我国四大佛教

名山之一，地 势 陡 峭、素 有“峨 眉 天 下 秀”之 称。该

地区旅游资 源 非 常 丰 富，但 由 于 受 地 理、历 史 等 因

素的影响，人 们 对 旅 游 产 业 认 识 不 足，致 使 该 地 区

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旅游产业发展潜能没有得

到充分挖掘。鉴于上述问题，在景观生态学理论支

持下，坚持综 合 效 益 原 则，分 析 峨 眉 山 当 前 景 观 结

构与生态安全格局，探讨峨眉山生态旅游线路的规

划与设计，以期为峨眉山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依据。

１　生态旅游概念

生态旅游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过

长时间发展，已 经 形 成 了 较 为 完 善 的 体 系，为 实 践

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
生态旅游 概 念 最 早 开 始 于１９８３年，是 指 以 自

然、文化知识 为 基 础，尽 量 避 免 对 生 态 环 境 产 生 不

良影响，促 进 旅 游 资 源 能 够 获 得 持 续 发 展 的 活 动。
生态旅游自 出 现 以 来，便 引 发 了 广 泛 关 注，随 后 大

量学者对其进行了细致研究。通过整理，总结出生

态旅游 具 体 含 义 如 下：以 可 持 续 发 展 哲 学 观 为 基

础，注重环境 容 量 与 旅 游 生 态 系 统 变 化 规 律，且 兼

顾商业价值。在旅游线路规划中，生态旅游是产品

与技术的整 合，生 态 旅 游 持 续 发 展 是 管 理 者、经 营

者及游客等主体之间相互协调的结果，具体如图１。

图１　生态旅游模型

Ｆｉｇ．１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ｏｄｅｌ

近年来，我国ＧＤＰ迅速增长，人们可支配资金

越来越 多，为 旅 游 业 发 展 带 来 了 更 多 发 展 机 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旅游总人数及增速情况见图２。
由图２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旅 游 总 人 数 逐 年 上 升，
我国旅游业 经 过 长 时 间 发 展，发 展 势 头 较 好，且 旅

游市场呈现规模化发展趋势。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旅游总人数及其增速情况

Ｆｉｇ．２　Ｔｏｔ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旅游业统计

公报，２０１６年为１－６月数据

２　峨眉山生态旅游线路规划设计原则

２．１　符合生态旅游原则

生态旅游 是 将 某 地 区 生 物、文 化 等 作 为 资 源，
进行商业化、产业化运作，同时兼顾对资源的保护，
具有自然、保 护 等 特 点。详 细 来 说，在 线 路 规 划 中

坚持自然原 则，能 够 有 效 协 调 动 物、水 及 地 质 等 多

项资源之间的关系，从而突出生态文化优势。生态

线路的关键在于保护性，因此线路规划要避免敏感

脆弱区域，最大限度保护峨眉山景观［１］。并且，生态

旅游不仅要关注游客需求，还要鼓励当地居民参与

其中，强调参与性。

２．２　综合效益原则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峨眉山景区旅游线路的设

计，除了满足 生 态 保 护 需 求，还 要 考 虑 经 济 效 益 与

社会效益，即怎样满足景区合理的收益与公众的旅

游需求，实现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切实体

现生态旅 游 线 路 规 划 设 计 中 综 合 效 益 原 则。在 具

体线路设计中，要综合考虑景区在开发、经营、管理

方面的成本效益和游客的体验需求。目前，在现有

景区规 划 设 计 中，缺 乏 对 旅 游 线 路 设 计 的 深 入 研

究，导致路线设 计 不 合 理，局 部 资 源 得 不 到 充 分 利

用，不能满足 游 客 体 验 需 求，导 致 旅 游 景 区 吸 引 力

下降，如峨眉 山 传 统 旅 游 线 路 中，游 客 主 要 游 览 区

域为低 山 区 和 高 山 区，但 许 多 游 客 兴 趣 点 在 中 山

区，因此，在生态旅游线路设计中，应增加中山区景

观资 源 的 利 用，缓 解 多 年 以 来 清 音 阁 等 景 观 的

压力［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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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峨眉山生态旅游景观结构分析

３．１　景观结构

景观结 构 是 不 同 生 态 系 统、景 观 单 元 空 间 关

系，即与 生 态 系 统 大 小、形 状 等 要 素 之 间 的 关 系。
从景观结构角度来看，主要有斑块、廊道、基质３个

部分构成，其 中 斑 块 是 空 间 点 块 结 构，分 布 没 有 规

律，具有较强 的 独 立 性，能 够 为 空 间 环 境 注 入 更 多

活力。相对稳定的斑块，在人为因素的干预下能够

形成新物 种，并 使 斑 块 结 构、性 质 发 生 变 化。廊 道

是线形景观 单 元，与 周 围 景 观 不 同 的 是，具 有 较 强

的阻隔、过 滤 等 功 能。基 质 属 于 宏 观 结 构，呈 现 面

状，具有地理、人文等特点。
对于峨眉 山 来 说，斑 块 主 要 可 以 分 为 植 物、动

物、地质以 及 气 象 等 景 观 斑 块。其 中，植 物 斑 块 要

数峨眉 山 丰 富 的 植 物 种 类，并 且 随 峨 眉 山 海 拔 升

高，植被变化越丰富；动物斑块，峨眉山古老物种丰

富，东洋区系多、珍稀物种多等［３］；地质斑块最著名

的是峨眉山 变 化 多 端 的 花 岗 岩；气 象 斑 块 有 日 出、
云海、圣灯等。廊道景观主要有人工廊道和自然廊

道，如公路、桥 及 河 流 等。峨 眉 山 基 质 结 构 最 有 特

点的是玄武岩。玄武岩根据其结构、构造可分为斑

状玄武岩、微晶玄武岩及杏仁状玄武岩等。斑状玄

武岩是该区玄武岩的主要类型，呈青灰、灰绿、暗绿

色，常具五或 六 边 形 粗 大 柱 状 层 理；斑 晶 成 分 为 斜

长石，基 质 为 斜 长 石、辉 石、绿 泥 石、玄 武 玻 璃 等。
微晶玄武岩一般为青灰色、浅绿色、绿墨色等；主要

矿物成分与 斑 状 玄 武 岩 相 似，只 是 粒 度 较 小 而 已，
常形成细 长 柱 状 节 理。杏 仁 状 玄 武 岩 中 杏 仁 体 含

量一般为１２％左右，最高达３０％～３５％，形式多样、
大小 不 一，成 分 以 石 英、方 解 石、绿 泥 石、蛋 白 石

居多。

３．２　景观功能分区

针对峨眉山进行生态旅游线路规划，要对其进

行合理的区 域 划 分，结 合 实 际 情 况，加 强 对 生 态 环

境的保护。景 观 规 划 要 针 对 不 同 景 观 格 局 予 以 功

能分区，最早 分 区 模 式，出 现 在 美 国，由Ｆｏｒｓｔｅｒ提

出同心圆模 式，随 后 出 现 五 圈 层 等 模 式，为 旅 游 区

规划和设计提供了极大的支持。由于景观格局、功

能有所差别，根 据 具 体 情 况 进 行 细 化，能 够 确 定 出

合理的功能和线路，从而在实践中得到良好的应用。
对峨眉山来说，以海拔为基础对其进行功能区

划分。首先是低山区，海拔低于７００ｍ，自报国寺至

清音阁之 间，即 生 态 休 闲 区。其 次 是 中 山 区，介 于

７００～２　０８０ｍ之 间，从 清 音 阁 到 洗 象 池，即 动 植 物

观 赏、徒 步、探 险 区［４］。最 后 是 高 山 区，海 拔 高 于

２　０８０ｍ，为自然观光、科考 区。在 此 基 础 上 规 划 旅

游线路，深度 挖 掘 峨 眉 山 旅 游 资 源，满 足 游 客 多 元

化需求。

３．３　生态安全格局

在景观生态学理论视角下，景观中潜在生态安

全格局（ＳＰ），由景观当中关键布局、位置等构成，具

有较强的主 动、空 间 联 系 等 特 点，有 利 于 景 观 健 康

发展。故要给予生态安全格局更多关注［５］。
峨眉山旅游线路规划要充分考虑这一点，如茂

盛的植 被 是 峨 眉 山 风 景 的 一 部 分，也 是 动 物 栖 息

地，规划植物 景 观 要 沿 着 游 道，确 保 旅 游 者 在 观 赏

的同时不对原始景观产生破坏。同时，针对珍稀动

物，红色熊猫、太 阳 鸟 等，要 舍 远 求 近，依 据 自 然 打

造观赏区，因地制宜，既给游客观赏到动物的机会，
又不打扰动物本身的生存空间；针对数量较多的灵

猴，可以在不 影 响 生 态 安 全 格 局 的 前 提 下，在 固 定

区域设置野生猴园，供游客投食、观赏，增强旅游者

与灵猴之 间 的 互 动。除 此 之 外，人 文、气 象 等 景 观

设计同样要考虑这些方面的影响因素。

４　峨眉山生态旅游线路规划和设计

如今，人们 生 活 水 平 得 到 了 较 大 的 提 高，对 旅

游景观 要 求 更 加 多 元，其 中 生 态 旅 游 凭 借 自 身 环

保、科学等优 势，成 为 未 来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的 主 流 趋

势。针对峨眉山重要景观区域，在景观生态学理论

支持下，可以从以下４个方面进行规划。

４．１　整合已有交通

峨眉山景观开发的前提是拥有较为合理、便利

的交通，整 合 现 有 交 通，形 成 集 合 旅 游 带。因 此 在

实践中，要尽 可 能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兼 顾 景 点 开

发、道路长度 和 宽 度 等 要 素，同 时 兼 顾 徒 步 与 公 路

双方面交通［６］。针对工程建设需要的资金，政 府 要

发挥宏观调 控 作 用，吸 引 社 会 资 金，并 安 排 专 业 团

队深入分析和研究峨眉山景观情况，确保各环节能

够协调配 合。由 于 峨 眉 山 旅 游 线 路 规 划 是 一 项 综

合性工程，任 何 一 个 环 节 出 现 问 题，都 将 产 生 不 良

影响，故要尽可能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以此来形成

区域景观。在此基础上还要突破行政划分，实现景

点综合规划，提 高 景 点 之 间 的 协 作，为 游 客 带 来 更

多自然体验。

４．２　丰富交通工具

除了对已有交通予以整合，还要充分利用原有

线路，并对线 路 中 存 在 的 不 足 之 处 予 以 优 化，如 针

对蜿蜒曲折 的 公 路，要 根 据 因 地 制 宜 原 则，进 行 针

对性规划，使 其 能 够 趋 于 直 线，为 游 客 行 走 提 供 便

利，且要提 高 维 护 和 管 理 水 平。另 外，对 于 新 的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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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要增强景 点 之 间 的 联 系，运 用 线 路，实 现 对 景 观

的划分，突出 景 观 特 点，以 此 来 突 破 以 往 旅 游 功 能

单一弊端［７］。调查发现，目前峨眉山徒步游客 数 量

居多，基于游客需求考虑，可进一步丰富观光工具，
如大巴、小型 电 动 游 览 车 及 自 行 车 等，或 者 修 建 游

览轻轨，构建 多 层 次 交 通 线 路，以 此 来 满 足 游 客 观

光需求。

４．３　注重对生态理念的宣传

宣传是 景 区 营 销 的 有 效 手 段。针 对 峨 眉 山 景

观的宣传，可以坚持集中性、整体性原则，致力于打

造良好的 景 观 形 象，实 现 共 赢 目 标。在 宣 传 时，要

注意强调峨 眉 山 旅 游 功 能，主 打 生 态 价 值、文 化 价

值，以此来吸引更多游客［８］。同时，还要对现有文化

景点进行重 新 包 装，整 合 静 态 与 动 态 两 个 途 径，进

行推介和宣 传，从 不 同 角 度 激 发 游 客 旅 游 兴 致，创

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４．４　创新旅游线路

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旅游需求日益

多元，需求更加个性、丰富，传统路线暴露出很多弊

端，不仅 破 坏 生 态 环 境，且 不 利 于 景 区 持 续 发 展。
在旅游线路 设 计 过 程 中，要 提 前 做 好 市 场 调 研，在

充分了解游客需求的基础上，设计出具有特色的旅

游产品，如针对年轻人探险心理，设计徒步、刺激性

户外运动项 目 等；或 者 针 对 人 们 崇 尚 自 然 的 心 理，
开展拥抱自然的生态旅游，使得游客能够深入感受

大自然独有的魅力，唤醒他们内心当中保护自然的

情感等，尽可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针对峨眉山

生态线路的规划和设计，可以从３个方面考虑：

４．４．１　低山区：生态休闲线路　线路：报国寺———
伏虎 寺———神 水 阁———景 区。这 条 线 路 主 要 是 让

游客深入了 解 当 地 植 物、地 质 及 气 象 等 景 观，感 受

具有悠久历史的佛教文化，并接受生态环境保护教

育。同时，让 游 客 在 报 国 寺 观 看 和 参 与 民 俗 表 演，
增强对当地文化的认识［９］。伏虎寺主要展现寺庙精

妙的构造，赏萝峰晴云。此外，在神水阁、清音阁景

区，主要是让游客体会水文化和水景观。

４．４．２　中山区：徒步、探险、科考线路３条路线　一

是有氧徒步 线 路，以 清 音 阁 为 起 点，沿 途 经 过 洪 椿

坪、仙峰寺 等 景 观 区，终 点 为 万 年 寺 景 区。游 客 在

游览过程中，能 够 欣 赏 到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珙 桐 翔 鸽，
了解植物活 化 石 延 续 到 今 天 的 原 因［１０］；另 外，还 可

以欣赏 到 万 年 寺 景 区 的“白 水 秋 风”等 自 然 风 光。
二是原始森林探险线路，从白云峡开始到大坪植物

景区。主要让游客体验原始森林的奇妙，满足其猎

奇探险的需求。三是生态动植物科考线路，主要在

大坪、石笋沟景区。

４．４．３　高山区：自然景观游览、植物考察２条路线

　一是自 然 景 观 游 览 线。主 要 经 过 洗 象 池、金 顶，
让游客观赏自然奇观，了解自然景观成因；同时，还

可观赏冷杉 林 道、认 识 杜 鹃 等 植 物，了 解 植 物 的 特

性，使人们认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二是万佛顶

生态植物考察路线。主要围绕着金顶、万佛顶２个

景区，让游客 深 入 考 察 动 植 物，认 识 不 同 海 拔 的 植

物，体验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景观生态 学 理 论 强 调 景 区 开 发 经 济 与 生 态 效

益，因此将其纳入到峨眉山旅游线路规划和设计中

至关重要，不 仅 能 够 提 高 设 计 有 效 性，且 能 够 促 进

当地旅游 事 业 健 康 发 展。文 章 试 图 在 景 观 生 态 学

理论视角下，以 景 观 生 态 学 理 论 为 基 础，对 当 前 峨

眉山景观结 构 进 行 深 入 分 析，坚 持 综 合 效 益 原 则，
整合已有道 路 交 通 资 源，根 据 游 客 实 际 需 求，设 计

并构建多层 次 道 路 体 系，并 注 重 对 景 区 的 宣 传，让

更多游客 能 够 了 解 和 认 识 峨 眉 山 风 景。同 时 针 对

峨眉山当前旅游发展情况设计了旅游线路，为峨眉

山生态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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