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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存在的安全隐患, 以创5A 级旅游区为目标, 从人与自然和谐、

景观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提出了一系列优化设计方案和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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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是中国最具有特色的自然风景区之一, 武陵源境内岩溶地貌发达, 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发育

更为世界罕见。1988 年10 月, 国务院公布武陵源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 年12 月7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员会批准将武陵源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内外专家、学者赞誉武陵源是“大自然的迷宫”和不可思议

的“地球纪念物”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聪明技术评价报告》中指出:“ 武陵源在风景上可以和美国最好的几个国家森

林公园及纪念物相比。” 武陵源作为“ 世界自然遗产” , 在保护、建设、开发和管理上应具有更高的要求。目前, 武陵源风

景名胜区日平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可观, 但是旅游活动给景区生态安全带来了一系列不可

忽视的问题, 加之景区内已建的人文景观与设施存在非理性化的倾向, 将严重影响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1  武陵源风景区自然与社会经济概况 

1 .1 自然概况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定义, 武陵源区域包括三部分:①武陵山区域的山脉, ②接纳武陵山山脉径流的河流——— 澧水, ③接

纳澧水的湖泊——— 洞庭湖, 但武陵山山脉是这一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武陵山山脉涵盖了2 个行政区域:张家界市和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武陵山脉盘踞湖南的西北角, 属云贵高原云雾山的东延部分, 山系呈北东向延伸, 弧顶突向北西,新华夏构造

带之隆起, 海拔在1 000m 左右, 峰顶保持着一定平坦面, 山体形态呈现出顶平, 坡陡, 谷深的特点, 最高峰壶瓶山海拔2 

098 .7m。武陵山脉山原土地地貌发育自北向南分为3 支。北支:分布于湘、川、鄂边境的八面山、八大公山、青龙山、东山峰、

壶瓶山；中支:沿澧水干流北侧, 有天星山、红星山、朝天山、张家界、白云山等；南支, 从贵州省境延伸过来, 进入湖南省有

腊尔山、羊峰山、天门山、大龙山、六台山等, 为武陵山脉的主脉, 是澧水与沅水的分水岭。上述三支山脉均消失于洞庭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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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武陵山脉纵贯湖南省西部, 成为东西交通的屏障, 但局部地段有较低的山隘, 如洞口等地, 构成东西交通的通道。除武陵

源核心景区外, 张家界市还有桑植县的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亚洲第一大洞九天洞、贺龙元帅故乡洪家关, 慈利县的道教圣地

五道山、万福温泉, 永定区的天门山森林公园, 茅岩河、“ 江南名刹” 普光禅寺、玉皇洞石窟等自然或人文景点300 余处。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地处北纬28°52′—29°48′, 东经109°40′— 111°20′之间, 位于湘西北边陲, 澧水之源, 武陵

山脉横亘其中, 其气候属中亚热带山原型季风湿润气候, 年平均气温16.8℃, 四季宜人。张家界地处云贵高原隆起区与洞庭湖

沉降区之间, 既受隆起的影响, 又受沉降的牵制, 加上地表水切割强烈和岩溶地貌极其发育, 形成了当今这种高低悬殊、奇峰

林立、溪谷纵横的地貌形态。 

1.2 经济社会状况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隶属新兴的旅游城市张家界市。地处湖南西北的武陵山区, 全市面积9 563km2 , 人口153 万多, 其中土

家族、白族、苗族、侗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占全市的64%。张家界市现辖有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和桑植县4个县级行政单

位。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自开发以来, 已基本形成水运、陆路、航空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 进出十分便捷。程控、微波通信随时

可直达世界各地。旅游接待床位已达3 万多张, 其中内外资星级宾馆8 家, 涉外定点宾馆22 家。与景区配套的黄狮寨索道、天

子山索道、索溪水库及其水上娱乐中心、民俗文化村、购物中心等服务项目建成和抓紧筹建、施工。近年年平均接待游客逾300 

万人次, 其中国外游客接近1/ 3。2003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13.2%, 财政收入年递增10%, 固定资产投资年递增32 %。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是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少数民族占全市总人口的 71 .3 %。各种民俗风情, 令国内

外游客兴趣盎然, 遐思无限。环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张家界市, 还有桃花源、猛洞河等风景名胜, 与三峡、桂林一道构成旅游旺

线。 

2  生态安全现状与问题分析 

生态安全涉及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 包括环境资源安全、生物与生态系统安全和自然与社会生态安全[ 1-7] 。张家界市武陵

源风景名胜区借助20 多年开发的基础, 凭借世界独一无二的景观资源得益于当地政府、景区开发部门及公司、居民的努力, 已

成为湖南省旅游的第一品牌, 旅游业已成为张家界市最具经济竞争力、最具文化内涵、最具影响力的产业, 而且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 将继续成为最大产业。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特别是景区经济实力的原因, 对比国际景区先进管理水平和基础设施, 武

陵源风景名胜区在生态安全方面仍有差距。 

2 .1 防火灭火设施不足 

目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张家界的森林景观、岩体景观是本地最重要、最难再生或不可能再生、最可宝贵的自然资

源。一旦发生火灾, 后果不堪设想。其直接后果是林毁山损, 基础设施破坏, 同时还可能导致游客被困, 造成人员伤亡。其间

接后果是张家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将不再是享誉世界的自然遗产。 

在所有物质和基础设施中, 景区最缺乏的是足够的防火灭火水源和基础设施。山腰以上, 只有少量湿地；山顶、山腰、山

脚缺乏足够的灭火器, 也缺乏其它的防火灭火设施。整个景区无位置桩, 一旦发生火灾, 分散在景区各处的游客无法向救援力

量报告自己的准确位置, 难以获得救援力量的有效、快速救助。 

2 .2 信息设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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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览景区过程中, 青年游客、老年游客都可能遇到困难, 甚至发生意外。景区面积大、地形十分复杂, 由于信息设施缺

乏, 一旦发生意外, 游客难以及时有效向景区管理部门报告。目前, 在景区无电话亭、无位置桩、无路灯, 缺乏基本信息设施。 

2 .3 人工设施非景观化趋势严重 

景区的人工设施, 必须遵循溶入自然、溶入环境、依山就势、突出而不张扬的原则, 达到“ 不是风景胜似风景” 的效果。

但目前景区所拥有的游道、护栏、厕所、垃圾场、垃圾桶、蓄水池、标识牌、休息亭、摊棚摊点、停车场、生活用水供应设施、

照明设施等人工设施均有非景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是人工痕迹太浓, 取材缺乏生态艺术, 色彩未能溶入环境, 造型生硬(直线

型、方块形为主, 缺乏亲切感), 体量喧宾夺主, 文化内涵不深, 地方特色体现不充分、景区特色体现不够。 

2 .4 核心景区保护不够 

武陵源最可宝贵的是形状各异的裸露岩体和巧夺天工、点缀其中的植物。由于旅游的需要, 裸露岩体和附着的植物必须呈

“ 开放” 状态, 以满足游客视觉的需要。但是长期“ 开放” , 风吹雨淋、日晒夜露, 必然导致岩体风化, 逐渐成为风蚀的

景观, 直至消失。 

2 .5 固体污染物缺乏有效处理 

固体污染物是景区影响视觉的主要因素, 及时有效的处理十分重要。目前景区的固体污染物未能有效处理, 最突出的是垃

圾, 景区内尚未资源化利用, 更无高效、节能的垃圾处理装置。 

3  武陵源景区优化建设工程内容与实施方案 

风景名胜区优化即是从景区的客观实际出发, 以生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针对景区中非理性的部分进行改造、重建或修复, 

使之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3.1 水系的优化与治理措施 

3.1 .1 增加蓄水量。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建库蓄水,保障景区用水。一方面扩建已建的水库、水坝和山塘, 通过加

高库堤和挖深山塘的措施, 提高蓄水位, 使之增加蓄水量。另一方面, 设法利用可能建库和筑坝的山谷、山涧新建水库, 截流

山间洪水, 新增蓄水量。蓄水的塘、坝, 应特别注意在山腰以上位置设置, 因为一旦发生旱灾或火灾, 给水最困难的部位是山

顶, 只能依靠塘、坝蓄水。缺水是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要是因为山高、坡陡、岩石多, 造成山顶

和靠近山顶之处难以蓄积天然雨水, 造成游客洗脸、洗手和冲厕所用水缺乏, 给游客活动和景区卫生管理带来诸多不便。改造

的设想是选择合适的位置, 广泛修建地下水池, 分散截流山泉和地表径流, 配套兴建用水管网系统, 以满足生活用水的需要, 

同时准备森林防火用水。裸露的天池, 晴天水蒸发强烈, 约1cm/ 天。通过加深天池, 增加其蓄水量；在天池上方搭建山葡萄架, 

形成天然屏障, 减少水分蒸发。 

3.1 .2 改造溪流景观。主要是对山麓和山下的溪流景观进行改造:①将平缓地段人工直线型溪流改造成自然的曲线, 使之

开合变化有致, 富有节奏和韵律；②将有一定高差的溪流选择几处突出位置, 人工增加高差, 让溪流形成叠水和小瀑布,增强流

水的声音和溪流的动态美；③人工智能计划排水, 通过管理让景区内水库和水坝蓄积的雨水有计划的排放。以金鞭溪为例, 它

是景区的一张王牌, 必须保证白天流水潺潺。但可改目前日夜随其自流的状态为白天排水、晚上关水的状态, 使山中的溪水源

源不断, 清澈宜人。具体措施是在金鞭溪的上、中游修一条隐形(白天游人难以察觉)水坝, 白天通过计算机采用人工智能原理

控制排水, 夜间则关闸蓄水。从理论上计算, 金鞭溪可节约用水一半以上；④沿溪设置步行小路, 在景区溪流两边或跨过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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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游道, 使游人更加亲近溪流, 游道蜿蜒前行, 可宽可窄, 可是汀步、石桥、滩地等；⑤种植溪边植物, 丰富溪流植物景观, 

广泛种植现有水生和湿生植物, 引种水生鸢尾、溪荪、黄菖蒲、莼菜等观赏价值较高的湿生与水生植物。 

3.2 土石保护措施 

3.2 .1 岩体保护措施。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山形和山势系自然形成,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景区内悬崖绝壁, 比比皆是, 集

天下名山的特色, 雄、奇、险、秀俱全, 美不胜收。山中的石景完全不需要人工雕琢, 但是自然风化不可抗拒, 尤其是酸雨将

加速岩石表层风化, 然而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岩石风化加上微生物活动形成土壤, 一部分留在石缝与石穴之中, 一部分沉集于

岩石的基部, 大部则被雨水形成的地表径流冲走, 由此可见留下来的土壤是极其珍贵的。因此人工尽可能少动土, 以免人工造

成表土流失:①保护地被植物和森林, ②在人为裸露之处, 选择适宜的植物覆盖或采用山石铺装。特别是武陵源的风景名胜区, 

必须更加严格保护, 划出一定区域作为“标本”或“ 孤本”景观进行保护, 要做到游客看不到岩体真实的面貌, 只看到由植被

覆盖的山体。 

3 .2.2  路旁土保持措施。在景区内修筑道路开挖路基时需要动土动石, 施工时应尽量降低对山体的损害程度:①利用石

头筑自然花池与花台, 种植植物；②采用卵石和自然山石对露裸的土壤进行铺装覆盖, 对已修筑的道路旁的裸露地也是采用同

样的方法进行处理；③永久种植减少翻耕, 景区内人工栽种的植物, 尽可能选择多年生的, 并且能自然生长在景区环境之中, 

不需要人工再度移栽, 减少耕作次数, 以免造成水土流失。 

3 .3 道路与广场改造措施 

3 .3.1  道路改造措施。①道路宽度。景区中游路的网络已经基本形成, 并且是依山就势而设。道路的宽度大部分是一致

的, 变化较少, 道路改造时, 道路可宽可窄, 窄的路段为通道, 宽的路段为游人集散休息的小广场, 山林中的道路游道不求呈

直线, 但求变化自然。平缓之处的游道, 力求线条流畅,不一定要求等宽度延伸, 可有宽窄变化。②山林之中的石级游路。石级

的高度不求一致, 可有变化, 石级路的边缘线不求直线, 改造生硬的直线可依山就势, 变化自然。采用自然蹬道的形式。石级

游路, 可分2 种, 每隔10— 15m , 相间铺设。第一种是采用条石, 由人工开凿而成, 规格一致, 运至游路铺设,可比喻为“ 现

代路” ；第二种是自然石块, 形状可各异, 只求组成的平面表面平整, 类似于“ 生态路” 。③游路旁适当增设凳子, 以满足

游人小憩的需要凳子造型力求简洁, 色彩与自然环境协调, 材料可用石材也可用木材, 还可以石木结合。④游路护栏。游路较

陡险之处必设护栏, 护栏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因此护栏要求结构牢固, 高度达到国家强制性条文的要求(1.05m), 其造型与

色彩必须与自然环境协调, 仿树桩护栏的色宜深不宜浅, 尽可能与路旁树干颜色相似；悬崖之处的金属护栏宜采用岩体的灰色、

灰绿色和褐色。目前悬崖之处的金属护栏为银白色, 很刺眼, 与环境很不协调。⑤道路边缘处理措施。坡地道路需增设排水沟, 

以防泥土随雨水沉积在道路上, 道路边缘尽量做到不露泥土, 可种植多年生地被植物, 如麦冬、鸢尾、吉祥草等；采用石头铺

盖或卵石铺盖, 形成枯山水状；采用山石砌成自然形状的花池或花台, 再在其中种植地被植物。 

3 .3.2  广场改造措施。广场其实就是拓宽了的道路,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的广场包括入口处停车场、入口处游人集散广

场和景区内车辆停靠广场和建筑附属广场等, 这些广场因功能上的差别而应有所不同, 停车场在满足停车承重的功能前提下, 

力求生态化, 主要措施是在停车场周围和中央栽植常绿的大树, 使车辆停在树荫之下。入口处集散广场和建筑附属广场, 则必

须考虑与周边环境协调, 最好采用纯天然石材铺装, 石材以粗面的为佳。广场的形状不要过于呆板, 周围和中央设树池, 最好

是成丛栽植大树, 并放置凳子, 或利用树池边作凳子, 供游人小憩, 形成生态广场, 达到一种俯瞰见树林、少见硬质铺装的效

果。广场的树种以常绿为主, 也可种植部分落叶树种, 以丰富色彩。 

3 .4 植物配置 

3 .4.1  植物种类的选择。①选择乡土植物, 在需要人工种植植物的地方, 乔木树种尽可能的选择乡土树种, 并且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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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方式种植, 地被植物也尽可能选种生命力强的土生土长植物；②选择多年生植物, 目的是减少耕种次数, 防止土壤流失。 

3.4 .2 种植方式与养护管理。地被植物种植尽可能采用播种的方式, 即选择景区范围内生长较好的地被植物, 收集种子, 

选用多种植物, 坚持适者生存的原则, 不刻意人工去留, 使其自成群落, 达到一种能够自我维护、自成一体的理想状态；根据

需要将人工造型树种和时令花卉布置于景区的显要位置, 宜少不宜多, 以减少维护费用；景区内大面积的山林自然生长良好, 

让其保持自然状态, 游路两旁游人活动的范围内的枯枝、落叶应及时清除, 以消除火灾隐患；在宾馆拆除的位置,首先是设法改

造植物的生长环境, 主要是土层厚度和肥力, 然后选择适宜的植物, 包括乔木, 灌木和地被植物, 做到用生态恢复技术种植植

物, 乔灌草合理搭配, 使其尽快形成人工植物群落, 加速恢复被破坏的环境。 

3.5 垃圾处理措施 

垃圾处理措施有:①对游客加强保护环境的宣传, 门票的背面可加印游客须知, 规范游客的行为, 增强环保意识；②合理布

置垃圾桶, 造形可以特别设计, 如采用硬塑材料的各种动物造型, 避免千篇一律, 既增加趣味性, 又增加观赏性, 还方便环保

工作人员管理。但要求色彩必须与环境协调；③垃圾资源化处理, 即景区内无利用价值的垃圾及时运至景区外的垃圾填埋场进

行卫生填埋, 为了防止垃圾二次污染, 填埋场的设计以确保生态安全为前提, 采用特别的防渗隔水措施, 使填埋的垃圾处于相

对干燥状态, 并覆土绿化, 使垃圾填埋场成为森林生态景观；④厕所粪便处理措施, 建议采用渣水分离措施,实行沼气化处理, 

沼气用于照明烧水。 

3.6 景区内人文景观利用与改造措施 

充分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精华, 甚至可将凤凰的蜡染文化、龙山里耶的井文化、永顺的吊脚楼文化、古丈的山歌文化都搬到

武陵源来, 讲究原汁原味, 但要进行艺术性的包装。改造现有建筑, 功能建筑考虑其观赏性, 景区内所有建筑必须具有优美的

造型, 如景区内旅游产品, 摊点要精心设计, 统一风格和造型, 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 给游人以美感；景区内的建筑外装修, 

尽量选用纯天然材料, 纯天然色彩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景区内的组合建筑必须考虑其空间和立面变化, 达到可以入画的境界；

景区内的石桥尽可能采用天然石材, 采用传统的石桥做法, 并注重桥的立面造型。目前的标识牌有两个问题:①形状呆板, 都以

方正形为主, 同时过大过高；②缺乏国际公正性, 如有的标识牌上只有中、英、韩三种文字。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措施是所有标

识牌都宜采用石料或木料, 做小做矮。为了方便游客注目, 标识牌放的位置要恰当, 做到不挡路而引人注目, 其绝窍是在每一

个标识牌位置前或后有一个适当的引导物, 通过“ 引导” 和“ 训练” 让游客形成条件反射。标识牌子形状可采用叶形、椭

圆形、半圆形、带有缺刻状的圆形三种。解决第二个问题有2 个方案, 一是在现有三种文字基础上, 中文和英文字大小不变, 将

韩文缩小, 并加世界主要文字, 不会超过30 种, 世界主要文字按英语顺序排列, 大小同韩文；二是将现有韩文去掉, 只留中文

和英文。 

3.7 信息系统 

3.7.1 设置位置桩:以游道为基础, 每隔100 —150m 设置一位置桩, 高度为20— 30cm, 直径为10 —15cm, 设置在游道

一侧的20cm 处, 每一个位置桩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 其作用是在游客遇到困难时可及时向景区管理部门告知其确切位置。 

3 .7.2  布置求助电话亭:以游道为基础, 每隔200 —300m 设置一电话亭, 设置在游道旁边, 每一个电话亭都有一个唯一

的编号, 方便游客及时与景区管理部门或同行联系。 

3 .7.3  建立信息网站:在张家界已建的信息网站中增加游客行为规范的内容, 使来张家界旅游的游客了解有关信息, 增

强游客的生态意识、防火意识、环保意识、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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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4  完善监控管理系统:为了景区管理人员及时了解和掌握景区情况, 采用现代监控技术, 布置数字化的监控系统, 

对景区主要游览路线和景点进行监控, 以便更好地为游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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