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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喀斯特旅游 自然资源调查及分类

艾万枉

(曲家遥感中心长沙遥感每 )

提要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
,

就已开辟的旅游热点和热线而论
,

喀斯特

旅游占据着重要地位
。

然而
,

喀斯特旅游资探尚缺乏完善的分类和统

一的工作方法
。

笔者根据科学类型
、

属性
、

功能
、

成景条件
、

美学价值
、

开辟类型和

项 目
,

为便于保护和管理应用
,

将其划分为
:

( ” 山石
、

( 2) 水体
、

《3) 润

穴
、

( 4) 植物
、

( 5) 动物
、

( 6) 气象
、

( 7) 灾害共七大类
。

指出润穴资抓的调

查除旅游观光内容外
,

还应重点对修学
、

探险
、

医疗
、

借水等功能进行评

价
,

以发展中国喀斯特现代旅游
。

关健词
:

喀斯特旅游自然资源
;

喀斯特环境
;

喀斯特特色旅游

现代旅游方兴未艾
。

当前世界旅游热点已向亚太地区转移
,

古老而文明的中国更倍受各

国旅游者的青睐
。

在这一机遇的推动下
,

我国多门类特色旅游
,

如民俗
、

宗教
、

会议
、

奖励
、

蜜月
、

医疗
、

体育
、

探险
、

修学等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
,

19 8 8年接纳有组织涉外游

客 435 万人
,

年创汇22
.

2亿美元
,

其中桂林
、

杭州
、

昆明
、

长江三峡
、

九寨沟
、

及
“

瑞琳仙境
,

等喀斯

特旅游创汇十分令人瞩目
,

年创汇约占旅游总收人的 1 / 3
。

随着人们旅游观念的更新
,

现代旅游 已由单纯的
“

观光式
”

转向更高的层次一一
“

参与式气

即旅游活动与个人专业爱好和兴趣相结合
,

以达至」丰富知识
、

掌握信息和陶冶性情
、

增强体质

之目的
。

因此
,

拓宽我国喀斯特现代旅游
,

以
“

观光
”
和

“

参与
”

相结合
,

开辟科学考察
、

知识
、

修

学
、

探险
、

潜水旅游等
,

已成为我国旅游地学界的重要任务
,

亦是我国特色旅游业新方向
。

为完

成和实现上述任务和目标
,

笔者不揣浅陋
,

将喀斯特旅游资源调查和分类的看法汇整成文
,

供

同行们参考
。

喀斯特旅游自然资源分类

旅游资源
,

从现代旅游的角度看
,

是指凡能激发旅游客体的旅游动机
,

已为旅游业利用
,

或

可能开发利用的自然因素
、

社会因素所构成
,

可以产生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实体
,

都称之为

旅游资源
。

按上述定义
,

喀斯特旅游资源则限制于喀斯特地学范畴之内
。

喀斯特旅游资源分类是喀斯特资源调查
、

评价
、

规划
、

开发利用的基础
。

然而据笔者所接

触到的文献资料
,

喀斯特旅游资源分类皆欠系统
.

未考虑其特殊属性
,

因此只能泛泛而谈
。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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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
:

喀斯特学 已由地貌学中脱颖而出
,

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

从喀斯特景观结构而

论
,

它是具有二元 (地表
、

地 下) 四维 (二维空间形态和时间 )的综合体
;
从喀斯特景观发育演变

的条件而言
,

它是三相 ( 固体
、

液体
、

气体 ) 物质流和能量流相互转化的矛盾斗
一

争的过程和结

果
。

由此决定了喀斯特旅游资源有别于其它旅游资源而白成体系
。

故有条件和有必要予以系

统分类
。

笔者认为分类方案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

分类以喀斯特类型
、

属性
、

成景条件
、

功能
、

活动 方式
、

开发形式之差异为基础
。

2
.

分类应突出
“

观赏式
”
和

“

参与式
”

的特点
。

既考虑近期发展的类型和项目
,

又要考虑到

中
、

远期可能开发的类型和项目
。

3
.

分类应层次分明
,

便于应用
,

特别是管理
、

保护应用
。

根据上述原则
,

以成景的基本属性将喀斯特旅游 自然资源划分为七大类
,

即山石
、

水体
、

洞

穴
、

植物
、

动物
、

气象
、

灾害遗迹
。

在此基础上
,

再以功能
、

开发形式
、

活动方式细分
“

类
”

和
“

亚

类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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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喀斯特旅游自然资源分类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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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喀斯特旅游资源调查

喀斯特旅游资源调查
,

是获取喀斯特环境及其景观类型
、

成因
、

分布规律第一手资料的基

础性工作
,

为资源评价
、

规划
、

开发利用
、

管理
、

保护提供依据
。

调查工作程序如图 2所示
。



第三期 艾万饪
:

论喀斯特旅游 自然资源调查及分类

图 2 喀斯特旅游资源调查及评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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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喀斯特旅游资源综合性科学考察

2
.

1
.

1 适用 范围

喀斯特旅游资源综合性科 羊考
一

察
,

即为
“

专家团
”

工作法
。 “

专家团
”

应由多学科
、

多工种的

专家学者联合组成 考察团成员不仅要有渊博的喀斯特地学知识
,

而且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科

学
、

环境
、

文史
、

建筑
、

艺术等多方面的学识 在工作过程中专家们除各 自发挥自己专长之外
,

并能形成多学科之间互相交叉
、

渗透和促进
,

以提高成果水平
。

这种形式适用于
:

( 1) 区域性喀斯特旅游资源调查评价
;

( 2) 新发现的大
、

中型喀斯特旅游资源区
,

或国家级喀斯特地质自然保护区
,

或喀斯特国家

地质公园
;

( 3) 喀斯特型国家旅游风景名胜区
、

或热线及热点的潜性开发研究
。

2
.

1
.

2 调查任务和内容

如前所述
,

喀斯特形成条件复杂
,

分布广泛
,

由此而决定考察研究应包括地表
、

地下这两个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成生环境及其生态系统
。

在考察准备工作阶段应系统搜集和整理自然地

理
、

社会经济
、

环境保护
、

区域地质
、

遥感图象等资料
。

通过应用多平台
、

多片种
、

多时象遥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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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解释考察区水系
、

交通条件
、

植被发育特征及地层岩性
、

地质构造
、

地貌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

地质灾害等
,

为考察团成员提供宏观的基础资料
。

在这基础上再开展野外考察
,

其主要任务

是
:

( 1) 调查考察区喀斯特景观构景条件
,

包括地层及岩性分布与相变特征
、

岩层层组结构
、

岩

层产状及其变化特征和断裂及垂直节理发育程度
、

密度与力学性质及地质作用营力的改造

等
。

( 2) 查明考察区山石景体 (点 )分布位置
、

类型
、

规模
、

成因
、

最佳动态及静态观赏角与变化

特征
,

季节观赏效应
,

景体破坏程度
,

并进行景体 (点 )级别评定与科学命名
、

美学命名
。

( 3) 查明考察区地质历史遗迹
。

重点为典型地质剖面
、

沉积建造
、

教科书式地质构造以及

化石产地
、

古冰川遗迹… …
。

为开辟知识
、

修学
、

科学考察旅游或建立专门性博物馆提供基地

和依据
。

( 4) 初步查明考察区地质灾害类型
、

分布
、

成因
、

规模
、

发生灾害时间
、

灾情损失等
,

为修学
、

考察旅游选择出典范地段
,

并作出稳定性评价与开发影响评价
。

( 5 )查明考察区观赏石资源种类
、

分布
、

和观赏石质量
、

体量
、

储量等
,

为开发特殊旅游商品

作出评价
,

并提出保护管理措施或建议
。

( 6) 查明考察区洞穴发育分布规律
、

洞穴数量
、

规模及开发条件
。

从
“

观赏式
”

角度研究外
,

应侧重于
“

参与式
”

旅游功能的开发研究
,

并作出综合评价
。

( 7 )查明考察区水体景点分布
、

类型
、

成因
、

规模
;
实测水体水位

、

水量
、

水质及水动态变化

特征
飞

从
“

山之趣在于水 ,’0勺角度
,

研究温泉
、

矿泉
、

间歇泉
、

瀑布
、

天池等之韵味
。

并对旅游供

水水源地作出选择评价
。

( 8) 调查考察区小气候特征及气象构景情况
,

评价最佳观赏时间
、

观赏地段
。

如日出
、

日

落
、

夜月
、

云海
、

云瀑
、

逆温效应及冰雪期与构景特色
。

( 9) 调查考察区植被区系特征
、

构景条件
。

按
“

山之态在于树
”

的观点
,

研究植被对山石
、

水体的的点缀美化
,

或独 白造型之特色
。

尤其应重于对珍稀濒危类植物的保护调查
;

花卉
、

药

材
、

真菌
、

水果
、

绿雕
、

根雕
、

盆景等资源的开发研究
,

并作出经济价值评价
。

( 10) 初步调查考察区动物门类及种群 l火系特征
、

活动分布范围
、

繁衍过程及食物链关系
,

保护现状等
。

对可能开发的狩猎旅游场地
,

应布置专门性监测站
,

最终对狩猎种类
、

狩猎时间
、

猎量等作出评价
。

( 1 1) 调查和监测考察区水
、

土
、

气
、

母岩环境背景值
、

环境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等
,

对旅游

区环境质量
、

环境容量作出评价
。

( 12) 搜集考察区矿产资源资料
,

如矿产类型
、

储量
、

开采情况
。

作出矿产资源与旅游资源

开发在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环境效益方面的对比评价

( 13) 调查考察区行政管辖
、

社会经济状况
、

人口资源及劳动 力素质
、

土特产资源 (尤其是名

优产品 )
,

地方对开发旅游业的积极性
、

投资渠道
,

军事地位及人境限制等
。

( 14 )建 立喀斯特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数学模型
,

采用
“

专家团
”

或
“

民意调查
”

法予以定量评

价
。

( 1 5 )编制考察仄旅游系列图和报 告
,

供旅游业应用
.

并解决
一

批生产实际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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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一

3 调查手段运用

考察手段选择
,

取决于上述任务的研究内容
,

以及发展喀斯特现代旅游之目的
。

因此应采

用常规 手段与新技术
、

高技术相结合的形式
。

包括以 下儿方面

( ” 遥感技术
,

( 2) 基础地学调查
,

( 3) 地球物理
.

( 4) 地球化学及同位素技术
,

( 5) 环境调查

与监测
,

( 6) 动植物调查与监测
,

( 7 )计算机应用

2
.

2 喀斯特旅游洞穴调查

2
.

2
.

1 分类

旅游洞穴可按其形态
、

规模
、

观赏价值
、

科学价值予以分类成表 1所示的 19 种洞穴
。

表 l 喀斯特旅游润穴分类表
T a b

.

1 C h as
s i if e a t i o n o f k a r . t e a v e 卜 for t

ou
n 旧 m

一
、

按形态

卜水平润穴

2
.

楼阁润穴

3
.

垂直洞穴

4
.

倾斜洞穴

5
.

迷官洞穴

二
、

按规模 (长度 )

1
.

小润穴
: -< l oo m

2
.

中等润穴
: 100 一 1仪X) m

3
.

大润穴
:

I心阅目一日艾幻 m

4
.

巨互润穴
:

> 翻吠幻m

三 按现赏及科学价值

1
.

摘石洞穴

2
.

文石佣穴

3
.

月仍石润穴

4
.

石青晶祠洞穴

5
.

冰洞

6
.

风润

7
.

水润

8
.

古人类及动物化石润穴

9
.

喷气润穴

10
.

张 口竹理润穴

2
.

2
.

2 调查任务和内容

喀斯特旅游润穴是处于地下部分的一种特殊环境及其生态系统
,

对它的调查几乎包罗了

润穴学的全部内容
。

如洞穴水文学
、

气象学
、

岩石学
、

矿物学
、

地质构造学
、

地貌学
、

水文地质

学
、

工程地质学
、

环境学
、

生物学
、

考古李… … 。

但由于从旅游目的出发
,

又区别于洞穴学
,

侧重

于
:

( l) 在调查洞穴发育分布规律
、

形态
、

规模的过程中
,

重点研究 a
.

洞穴微地貌
,

包括洞壁突

出物
、

沟槽
、

流痕
、

井管
、

天窗等
。

b
.

滴水石构景
,

如钟乳石
、

石笋
、

石柱
、

石瀑
、

石慢
、

石旗
、

石

田
、

石花
、

云盆
、

穴珠等
。 c

.

水体
:

爆布
、

暗河
、

虹吸管
、

间歇泉等
,

以及洞穴音响
、

洞穴小气候
、

文

不扫层及古生物化石
、

洞壁艺术
、

题咏
、

石雌
、

浮雕
、

摩崖石刻等
,

评价其开发价值
。

( 2) 从保降游客旅游的安全性出发
,

必须查明洞穴各段通行条件
、

可能产生的水文地质及

工程地质问题
,

并作出洞穴稳定性评价和开发旅游后的影响预测评价
。

( 3) 实侧洞穴气象
、

水文
、

空气
、

C O
:

等环境参数
、

对洞穴环境质量
、

环境容量予以评价
。

并

提出旅游洞穴环境保护和管理方面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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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洞穴旅游功能综合调查及评价
。

即除
“

观赏式
”
之外

,

应对探险
、

潜水
、

修学
、

医疗
、

科学

考察
、

供水及饮料基地等功能进行综合性研究和评价
。

如洞穴医疗功能方面的研究
,

因洞穴具
“

嫌气
、

恒温
、

恒湿
、

低噪
、

优质水源
”

等特点
,

对流感病毒
、

好氧细菌所引起的疾病的治疗
,

比药

物更显奇效
。

若能配合温泉
、

矿泉
、

音响
、

中草药
、

产毛功等医疗
,

构成中国喀斯特特色医疗旅游
,

其前景将十分诱人
。

尤其是我国南方
,

条件更为优越
,

从洞穴规模
、

数量
、

温 (矿 )泉分布等情况

看
,

皆举世难得
。

加强喀斯特旅游洞穴医疗研究
,

已成为我国旅游地学与医学结合的新任务
。

2
.

3 喀斯特旅游区环境调查

全球环境污染问题
,

也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
。

我国属发展中国家
,

工业虽不甚发达
,

但由

于管理不善
,

某些旅游城市环境 已有污染或恶化的趋势
,

并出现 些环境地质问题
。

因此
,

开

展喀斯特旅游区环境调查及监测
,

也成为旅游资源调查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

据笔者近期赴

西南地区考察和朱川 (杭州 )
、

愈玉明 (桂林 )
、

禄定一 (昆明 )等研究者调查和预测研究
* ,

从以下

几方面已亮出
“

黄牌
”

替告
。

( 1) 工业废水直接排放于喀斯特漏斗
、

落水洞
,

引起地下水水质污染
。

( 2) 开采喀斯特地下水引起塌陷
、

地面开裂
,

并导致水源枯蝎
、

水质恶化
。

( 3 )排污超过江河水系自净能力引起生物灭绝
,

湖泊富营养化
。

如昆明滇池
,

富营养化造

成水葫芦暴长
,

影响了旅游活动的开展
。

( 4) 游览洞穴缺乏环境容量控制管理措施
,

游人过量
、

灯光过强
,

改变了洞穴环境引起滴石

颜色暗淡和风化
。

对于喀斯特旅游区环境调查和监测
,

可按图 3所示的程序和内容开展工作
。

但对旅游新区

图 3 喀斯特旅游区环境质工评价程序框图

P i g
.

3 F ar m e of e n v i r o n m e n t q u a l iyt e v a lu a U o n p r o e
阅

u r d fo r ht e k a阳 t ot u r i s t s p o st

今
19 8 7年

,

中国2 X( X) 年地下水资探及环境地质问题预测研究 (内部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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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喀斯特旅游自然资源调查及分类

和老区的研究重点略有区别
。

2
.

3
.

1 旅游新 区的环境调查及监浏

( 1) 运用地球化学
、

水文地球化学
、

环境监测及分析技术
,

查明旅游区水体
、

大气
、

土壤
、

母

岩环境背景值及环境容量
,

并作出综合评价
。

( 2) 查明旅游依托城市
、

拟建的旅游村环境污染现状
、

污染类型及原因
,

作出开发影响评

价
。

( 3) 查明旅游区及其外围的天然环境质童不良问题
,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方病类型
、

发病

情况及趋势
,

并提出地方病防治措施及水
、

土改良方法
。

( 4) 评价旅游交通
、

旅游商品生产基地能源结构
,

可能带来的线
、

点状污染问魔
,

并提出防

治方法和意见
。

2
.

3
.

2 旅游热点区环境调查及监侧

对旅游热点区环境的调查及监测
,

尽可能与环保部门配合
,

重点是对大气和酸雨的监侧研

究
。

必要时可建立动态监测网络和模拟试验场
。

研究工业
“

酸雨
”

引起喀斯特可能产生的
“
激

发性
”

发育和演变及对喀斯特旅游景观的影响或破坏
。

此外还须利用环境保护部门多年监侧

资料作出旅游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及影响预测评价
,

最终为保护管理喀斯特旅游环境立法而提

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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