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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生态品质的鄱阳湖区旅游空间格局 

周国宏 聂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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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在对鄱阳湖区 136 对生态旅游资源品质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构建了湖区“回”字形旅游格局，

在此基础上将鄱阳湖区分为生态都市、文化名山、瓷都仙山、鄱湖风情和临川山水共 5个生态旅游小区，进而对各

小区空间结构进行了定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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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鄱阳湖区概况 

周国宏运用断裂点理论与经济联系强度模型等方法，确定了鄱阳湖区范围。根据最新行政区划，研究区范围包括江西省南

昌市的东湖区、青山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新建区、南昌县、安义县和进贤县，景德镇市的昌江区、珠山区和乐

平市，九江市的庐山区、浔阳区、瑞昌市、共青城市、庐山市、九江县、德安县、永修县、都昌县、湖口县和彭泽县，新余市

的渝水区，鹰潭市的月湖区、贵溪市和余江县，抚州市的临川区和东乡县，宜春市的樟树市、高安市、丰城市和奉新县，上饶

市的鄱阳县、余干县和万年县共 8个地级市的 36个县（市、区）。湖区总面积 45,228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27.1%，截至

2015年底，湖区总人口 2015.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8438.14亿元，分别占全省的 44.1%和 50.5%。 

2 鄱阳湖区旅游资源及其生态品质 

基于感知形式的生态旅游资源概念，在实地调研基础上获得鄱阳湖区生态旅游资源共 136 对。从可视角度来看，湖区有自

然性生态旅游资源 79 处（其中地文类 40 处，水文类 39 处），人文性生态旅游资源 57 处（其中村镇型 23 处，园林性 18 处，

参观体验性 16 处）。 

通过构建具有显著生态性的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对湖区 136 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鄱阳湖区有特品级旅

游资源 4 处，优品级旅游资源 83 处，良品级旅游资源 45 处，普通品级旅游资源 4 处。据此可知，鄱阳湖区生态旅游资源以优

品级和良品级为主，占湖区资源实体总量的 94%。其中，优品级中自然性的占 69%，人文性的占 31%;而良品级中自然性的占 38%，

人文性的占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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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鄱阳湖区生态旅游格局构建依据 

3.1旅游资源分布特征 

鄱阳湖区生态旅游资源具有分布范围广泛、组合状况良好和稀疏程度明显的特征。此外，湖区生态旅游资源还表现出沿主

要交通线路分布的特征。 

3.2旅游集散中心格局 

鄱阳湖区范围内有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新余市、抚州市和鹰潭市共 6 个中心城市。通过中心地等级划分模型，湖

区有一级中心地 1 个、二级中心城市 4 个、三级中心城市 1 个。这些中心地较为均匀地分布于湖区的各个方位。是湖区良好的

旅游集散中心。 

3.3旅游交通线路格局 

鄱阳湖区主要旅游交通方式应为汽车。从湖区目前髙速公路状况来看，湖区旅游交通呈“日”字形。“日”字形旅游交通

网将湖区旅游集散中心及大多数生态旅游资源相联系。 

3.4旅游“回”字形格局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鄱阳湖区生态旅游环绕鄱阳湖在陆上形成不规则“口”字形空间格局，沿湖形成以水路为主的环湖沿

岸生态旅游格局。二者叠加，鄱阳湖区生态旅游格局呈现不规则“回”字形。 

4 鄱阳湖区生态旅游分区 

4.1中部生态旅游区 

中部生态旅游区围绕下鄱阳湖，由上饶市的余干县、鄱阳县，九江市的都昌县、永修县和南昌市的南昌县、进贤县和上新

建组成，该小区面积 15,695 平方公里，占湖区的 34.70%。该小区共有 35处旅游资源，其中有特品级生态旅游资源鄱阳湖 1处;

有优品级资源鄱阳湖湿地公园、吴城古镇、柘林湖、云居山和溪霞水库等 18 处;有良品级资源大港水库、南山、徐埠古镇、西

湖李村和文巷镇等 14 处;有普通品级资源琵琶湖和国电黄金埠电厂 2 处。由于鄱阳湖是该区唯一一处特品级旅游资源，且小区

内大多数旅游资源都依托鄱阳湖，故可将该区命名为鄱湖风情旅游区。 

4.2东部生态旅游区 

东部生态旅游区包括景德镇市的昌江区、珠山区、乐平市，上饶市的万年县和鹰潭市的贵溪市和月湖区，小区面积 6，150

平方公里，占湖区的 13.60%。该小区有 22 处生态旅游资源，其中有特品级生态旅游资源景德古镇和龙虎山 2处；优品级资源得

雨生态园、神农源、洪岩洞、乐平古村群和文山石林等 9 处；良品级资源明青园、玉田湖、军山、翠平湖和三峰山等 11 处;无

普通品级资源。由于该区两处特品级旅游资源特色鲜明，具有较大吸引力，故可以将该生态旅游小区命名为瓷都仙山旅游区。 

4.3南部生态旅游区 

南部生态旅游区包括抚州市的临川区和东乡县、鹰潭市的余江县和宜春市的丰城市，小区面积 7,166 平方公里，占湖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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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该小区共有 20处生态旅游资源，无特品级生态旅游资源，但有优品级资源升华山、上池村、含秀湖、临川温泉和吉泉

峰等 10 处；良品级资源株山、厚板塘古村、药湖、厚源古村和锦江古镇等 8 处;普通品级资源丰城大桥公园和梦湖等 2 处。本

区临川文化具有较高知名度，且自然性生态旅游资源占大多数，故可将本小区命名为临川山水旅游区。 

4.4西部生态旅游区 

西部生态旅游区包括南昌市的西湖区、青云谱区、东湖区、青山湖区、湾里区、安义县和下新建区，宜春市的奉新县、樟

树市和高安市及新余市的渝水区，小区面积 9,428平方公里，占湖区的 20.85%。该区共有 34处生态旅游资源，虽无特品级生态

旅游资源但有优品级资源梅岭、天香园、艾溪湖湿地、九仙汤温泉、阁皂山、仙女湖、安义古村群、厚田沙漠、百丈山、和孔

目江湿地等 27 处；良品级资源万场百果园、小刘新村、菲莎谷生态园、世外驿站和蒙山等 7 处;无普通品级资源。省会城市南

昌市位于该区，且新余市的渝水区也位于该区，这两个城市生态优势明显，故可将本区命名为生态都市旅游区。 

4.5北部生态旅游区 

 

北部生态旅游区包括九江市的庐山区、浔阳区、瑞昌市、共青城市、庐山市、德安县、九江县、湖口县和彭泽县，面积 6,789

平方公里，占湖区的 15.01%。该区 25 处生态旅游资源，其中有特品级生态旅游资源庐山 1 处;优品级资源桃红岭、石钟山、东

塘河畲族自然村、天沐温泉、龙宫洞和芳湖湿地等 19处；良品级资源聂桥溶洞、河东农家乐山庄群、涌泉洞、赛城湖和金砂湾

工业园等 5处;无普通品级资源。特品级旅游资源庐山是世界文化景观，具有极高影响力与知名度，故可该小区命名为文化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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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 

5 鄱阳湖区生态旅游空间结构评价 

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是区域内旅游资源的分布状况及质量、数量的组合关系。故本研究用优特品级资源占比（反映旅游区内

资源品质状况）、资源类型与实体多度（反映旅游区内资源类型与实体空间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空间结构协调度（反映

旅游区内资源空间结构的协调性）等指标，进一步对各生态旅游小区空间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鄱阳湖区生态旅游空间结

构评价如表 1。 

表 1鄱阳湖区生态旅游空间结构评价表 

 
优特级 

资源占比（％） 

类型多度 

（处/100km-2） 

类型实体多度 

（处/100km-2） 

空间结构 

协调度 
总体评价 

中部旅游区 54.29 0.06 0.22 63.56 117.85 

东部旅游区 50 0.16 0.36 56.51 106.51 

南部旅游区 50 0.10 0.28 42.11 92.11 

西部旅游区 79.41 0.12 0.36 67.52 146.93 

北部旅游区 80 0.16 0.37 62.58 142.58 

由表 1 可知，从优特级资源占比来看，北部和西部旅游区优特级生态旅游资源占比最多，均达近 80%;其他三个旅游区的优

特级生态旅游资源占比也均超过一半。从资源类型多度来看，北部和东部旅游区生态旅游资源类型最丰富、异质性最强，其次

为西部旅游区和南部旅游区，中部旅游区的生态旅游资源类型最少、异质性弱。从资源类型实体多度来看，北部、西部和东部

旅游区生态旅游资源类型实体最丰富，南部和中部旅游区的生态旅游资源类型实体则相对较为单一。从空间结构协调度来看，

西部旅游区生态旅游空间结构最协调，中部和北部旅游区空间结构协调性次之，再次为东部旅游区，南都旅游区的空间结构协

调性最小。 

研究将每个小区优特级资源占比和空间结构协调度相加，得到鄱阳湖区生态旅游空间结构总体评价结果。结果表明，鄱阳

湖区西部和北部生态旅游区旅游资源品质最高，旅游空间结构最为协调；中部和东部生态旅游区旅游资源品质较高，旅游空间

结构较为协调；而南部生态旅游区旅游资源品质相对较低，旅游空间结构协调性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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