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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背景下张家界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优化
1
 

尹华光，鲁芮妍 

（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湖南张家界 427000） 

【摘 要】：以张家界旅游景区要素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距离指数、基尼系数、连接度、通达度分析的研究方

法，对全域旅游背景下张家界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张家界旅游景区空间分布集聚不均衡;

旅游景区间交通网络的通达度不高，景区之间联系不够便利快捷;旅游资源开发差异化不够明显。提出重新整合旅

游资源，完善旅游交通网络，明确景区差异化定位等优化措施，以期实现张家界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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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空间结构是衡量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是否达标的重要标准，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有利于协调区域旅游局部与局部、

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1］

，对旅游空间结构进行优化整合有利于合理规划与开发旅游资源、促进区域旅游联合发展
［2］

。其中，旅游

景区的空间结构是旅游空间结构中的重点研究对象。目前对张家界市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还不多，而从全域旅游的视角对张家

界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研究还属空白。基于此，本文对张家界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以为张家界市旅游景区空间

结构的优化提供参考。 

张家界市是全国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现有 20家国家 A级以上旅游景区，其中 5A景区 2家、4A景区 9家、3A景区 9家。

为方便计算，本文将茅岩河〜九天洞景区归为桑植县。由于交通、资源等因素，张家界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不够合理，旅游活动

主要集中在天门山、武陵源以及玻璃桥景点，造成个别景点旅游超负荷，而其他景区门可罗雀，因此，开展全域旅游背景下张

家界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是全面实施“对标提质、旅游强市”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图 1张家界市 A级旅游景区分布图 

一、张家界市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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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把握张家界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状态，本文拟用最邻近距离指数和基尼系数分析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基于拓扑和

度量的空间分析方法，从α指数、β指数、γ指数，以及平均径路长这几个指标，对张家界旅游交通网络空间结构进行研究。 

表 1张家界市景区景点系统乌鸦矩阵表 

景区代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0.0 25.6 2.61 2.95 19.2 9.1 29.2 22.9 38.1 24..5 63.9 40.1 23.2 17.8 71.1 2.35 24.6 43.8 2..93 31.2 

2  0.0 24.8 26.7 40.6 30.6 50.9 43.6 51.2 2.4 75.4 42.6 2.43 9.02 82.4 25.4 3.7 52.2 26.03 6.07 

3   0.0 1.94 18.1 7.54 28.61 21.66 41.1 23.9 62.1 41.89 22.3 17.57 69.4 0.74 23.5 41.64 1.33 30.37 

4    0.0 16.6 6.1 26..9 20.3 40.8 24.2 60.9 42.9 24.2 19.5 68.3 1.27 25.4 41.2 0.66 32.5 

5     0.0 10.6 10.5 3.9 57.6 40.3 46.8 57.6 38.2 34.9 53.8 17.6 38.3 30.5 16.8 46.6 

6      0.0 21.1 14..3 45.3 30.1 54.9 48.8 28.2 24.4 62.1 7.12 28.7 35.6 6.3 36.5 

7       0.0 7.5 57.4 50. 7 41.3 65.98 48.7 45.4 47.8 27.7 48.5 30.2 27.01 57.0 

8        0.0 54.7 43.4 42.9 61.48 41.3 38.3 50.06 21.3 41.1 27.92 20.5 49.7 

9         0.0 48.9 98.1 18.7 49.8 42.9 104.7 40.4 53.02 80.75 40.8 53.8 

10          0.0 76.4 40.3 2.8 7.2 83.6 24.6 5.6 53.3 25.2 6.8 

11           0.0 103.6 73.6 74.1 7.3 61.6 71.8 23.4 60.9 80.6 

12            0.0 42.1 36.4 110.8 42.2 45.4 83.5 42.8 43.2 

13             0.0 7.14 80.73 23.1 3.3 50.5 23.61 8.46 

14              0.0 81.4 18.2 10.1 51.6 18.9 13.9 

15               0.0 68.7 78.8 30.3 68.1 87.6 

16                0.0 24.2 41.5 0.79 31.3 

17                 0.0 48.5 24.7 8.8 

18                  0.0 40.88 57.4 

19                   0.0 31.9 

20                    0.0 

 

（一）张家界市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态势。 

1.最邻近距离指数。把旅游景区看成点状分布，点状要素有随机分布、均匀分布和凝聚分布 3 种类型。对旅游空间结构的

研究一般采用最邻近距离指数。rE表示理论最邻近距离，ri表示实际最邻近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式（1）、（2）中:A表示所研究区域的面积，n表示旅游节点数，通过使用软件 GIS绘制景区分布图（见图 1），并用 GoogleEarth

测量出各景区之间实际直线距离值（见表 1），经计算，得出张家界市景区之间实际最邻近距离的平均值 ri≈6.285 公里。张家

界 4 级景区共 20 家，总面积为 9653 平方公里，计算得出张家界 4 级景区理论最邻近距离 rE≈10.985 公里，最邻近距离指数 R

≈0.572。当 R=1 时，表示点状目标呈随机分布;当 R〉1 时，表示点状目标呈均匀分布;当 R<1 时，表示点状目标呈凝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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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张家界市 A级景区呈较强的凝聚分布状态，景区分布较为集中。 

2.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可以刻画空间要素分布，也可以对两个空间要素分布进行对比，是研究空间分布的重要方法
［3］

。根

据表 2,将 20个 A级景区在张家界市辖 2区 2县内，做基尼系数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3)(4)可计算出张家 A 级景区在 4 个区县内的空间分布情况。理论上，基尼系数介于 0 到 1 之间，数值越小说明景区

集中程度越低。经计算，得出 GiNi≈0.948,C≈0.052。该数据表明，张家界市 A 级景区在各行政区域内呈集中分布，且均衡度

很低。 

表 2张家界市 A级旅游景区在各行政区的分布情况 

序号 行政区 景区数 所占比重(％) 

1 武陵源区 6 30 

2 永定区 6 30 

3 慈利县 6 30 

4 桑植县 2 10 

合计 20 100 

（二）旅游景区空间网络结构。 

旅游交通通达度与连接度状况对旅游景区交通空间网络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张家界市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铁路线

等为主要参照物，对旅游景区进行整合，利用 GIS 技术绘制了张家界市各交通节点与国道、高速公路、铁路的空间分布图，并

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平面拓扑图(见图 2)。 

 

图 2张家界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平面拓扑示意图 

根据旅游景区空间集中分布特征，对交通节点进行一定的整合，共划分为 10 个节点:V1—绿色大地生态园、军声画院、土

家风情园、田家大院、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老道湾;V2—溪布街、紫霞观、大鲵科技博物馆、宝峰湖;V3—武陵源核心景区;V4

—黄龙洞；V5—大峡谷、龙王洞;V6—万福温泉、五雷山;V7—赵家垭朝阳地缝;V8—贺龙纪念馆;V9—九天洞茅岩河景区;V10—

江垭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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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α指数。α指数是测算网络回路性的指标，表示是观察的网络回路数与理论最大数之间的比率
［4］
。计算公式为： 

     α=(a-b+1)/2b-5                         (5) 

α为网络的回路性，a表示交通网中直接连线数量，b表示交通网中节点的数量，其取值范围是 0到 1之间，当时α=0时，

说明没有回路;当α=1时，说明回路数达到最大。根据张家界旅游交通空间拓扑图可知，a=20,b=10,得知α≈0.733,说明张家界

市交通网络的回路性还未达到理想状态。 

2,指数β。β指数指网络中节点的平均连线数目，主要度量网络的连接性
［4］
。计算公式为 

            β=a/b                          (6) 

β表示交通网络的连接度，取值一般在 0 到 3 之间，取值越大，表示连接度越好。β取值为 2,说明张家界市旅游景区之间

交通的连接度较高。 

3.γ指数。γ指数是度量网络内各节点之间连线的观察数与连线最大限度数目的比率
［4］
。其计算公式为： 

           γ=a/2(b-2)                       (7) 

γ表示交通网的连线比率，其变化范围在 0 到 1 之间，γ取值越大，表明网络连通度越高。计算得知，张家界市旅游交通

网络连通指数γ=0.83,说明交通网络的连通度还有待提高。 

4.平均径路长。平均径路长是测量网络系统中各节点之间通达度的重要方法之一
［5］
。表 3 为图 2 所示的旅游网络最短径路

连接性矩阵。 

表 3旅游网络最短路矩阵与平均径路长 

节点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行总数 平均径路长 

V1 0 1 1 1 2 1 2 1 1 2 12 1.3 

V2 1 0 1 1 2 2 3 2 2 2 16 1.8 

V3 1 1 0 2 3 2 3 2 2 2 16 1.8 

V4 1 1 2 0 1 1 2 2 2 1 13 1.4 

V5 2 2 3 1 0 1 2 2 3 1 17 1.9 

V6 1 2 2 1 1 0 1 2 2 1 13 1.4 

V7 2 3 3 2 2 1 0 3 3 2 21 2.3 

V8 1 2 1 2 2 2 3 0 1 1 15 1.7 

V9 1 2 1 2 3 2 3 1 0 2 17 1.9 

V10 2 2 2 1 1 1 2 1 1 0 13 1.4 

合计           153 1.7 

 

从表 3可知，张家界旅游网络平均最短径路长为 1.7,表明连通性不佳，5处节点的通达度指数高于平均值，其中，V7(赵家

垭朝阳地缝)的通达度最低，影响交通网络综合指数的提升，4 处节点低于平均值，其中 V1 平均径路长为 1.3,是整个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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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两区两县中，大峡谷、龙王洞、九天洞〜茅岩河景区、武陵源核心景区、溪布街、大鋭科技馆、宝峰湖通达度偏低，尤

其是作为张家界龙头旅游景区的武陵源核心景区，平均径路长略高于 1.7,说明其交通条件仍有待提高，随着武陵山大道和高铁

站两大工程将相继竣工，有利于破解张家界旅游交通“瓶颈”，提高武陵源核心景区通达度。 

（三）张家界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存在的问题。 

1.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不够合理。张家界旅游景区呈较强的凝聚分布状态，景区分布较为集中;再测算景区空间分布均衡

度发现，张家界市 A级景区空间分布不均衡，且高品质旅游资源分布较为集中，慈利、武陵源区分别拥有 4家 4A级以上景区，

分别各占全市 4A 以上景区总数的 37%，而桑植县的旅游资源还未得以充分的开发利用，4A 以上景区数量不及全市的 10%。旅游

景区空间布局的不均衡，必然会影响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面发挥。因此，张家界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需要进

一步的优化。 

2. 旅游交通不够完善。根据上文对张家界市 A级景区空间网络连接度和通达度计算得知，张家界市旅游景区平均径路长

为 1.7,交通通达度有待提高。旅游景区以永定区为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结构，景点主要分布在 305,306省道附近，连接度较好，

但还未达到理想状态，游客在游览一些景区时不得不走回头路，并且部分景区之间交通连接相对不便，尤其是赵家垭朝阳地缝、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大峡谷、黄龙洞、茅岩河〜九天洞景区交通网络亟待提高，永定区车辆堵塞严重，交通舒适度较差，这些

问题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旅游交通网络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3. 旅游资源开发差异化不够明显。雷同的景观资源难以吸引商旅游客连续游览的兴致，资源环境的相似、文化背景的相

同，极可能给品牌带来负面影响。张家界市对于区域发展缺乏整体的旅游规划，存在旅游资源开发雷同，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

严重等问题
［6］
，例如，享有“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全能冠军”美誉的 4A 级景区黄龙洞，是典型的卡斯特岩熔地貌;而同

时，张家界还开发了距离不到 30 分钟车程的 4A 级景区龙王洞以及九天洞，这些景区均属于卡斯特岩溶地貌，旅游资源类型趋

同，易让游客产生审美疲劳，且景区之间竞争激烈;尤其是龙王洞景区，为争取客源，采取高额回扣、低价等不正当手段，扰乱

了旅游市场秩序，影响了张家界旅游整体形象，不利于整个旅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张家界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对策路径 

为扭转目前的不均衡状态，改变个别景点旅游活动超负荷、而其他部分景区门可罗雀的局面，本文提出下列对策，以期完

善旅游产品、市场、产业、交通、服务体系，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丰富旅游体验，提高重游机率。 

（一）重新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景区空间格局。 

在“全域旅游”的理念下，针对目前张家界旅游资源开发不充分、分布不均的问题，重新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张家界市

将区域规划为四大片区，即中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观光旅游片区、东部慈利观光休闲旅游片区、南部永定商务〜人文旅游片

区、西部桑植生态〜红色旅游片区。在此基础上，依托各旅游片区内的旅游资源，将四大片区划分为 21个旅游景区，以实现旅

游资源的均衡利用和旅游景区的科学布局。 

1. 南部都市旅游片区。划分为永定商务旅游区，打造为武陵山片区多功能旅游集散地和目的地的信息服务中心;天门山

国家森林观光旅游区、老道湾休闲旅游区，建设以观光、户外拓展活动、特色餐饮为主的度假胜地;王家坪乡村旅游度假区，开

发以民俗风情为主的旅游产品，打造中国乡村旅游名镇；天罗山城堡历史文化旅游区，开发为以历史文化观光为核心的旅游区;

槟榔谷休闲度假区，开发田园休闲、山野运动和民俗风情旅游产品。 

2. 中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观光旅游片区。划分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开发森林生态观光类为主、森林自然风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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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式为辅的旅游产品；索溪峪景区，开发以生态观光为主、科普教育和人文古迹产品为辅的旅游产品;此外，还有杨家界景区以

及天子山景区。 

3. 东部生态旅游片区。划分为万福温泉旅游区，开发以观光娱乐、休疗保健为主的旅游产品；江垭温泉旅游区，开发以

康体养生、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为主的旅游产品;还有大峡谷旅游区、涹江漂流旅游区、五雷山道教文化旅游区、牧羊冲茶马古

道旅游区、赵家垭朝阳地缝旅游区以及坼岩村度假旅游区，开发生态旅游、休闲农业等旅游产品。 

4. 西部红色旅游片区。划分为苦竹寨土家文化旅游区，开发以民俗为主的旅游产品;洪家关红色旅游区，开发以人文、

军事旅游为主的旅游产品；九天洞~茅岩河景区，开发以水上运动为主的旅游产品。将各旅游片区串联起来，共同形成张家界旅

游经济圈。由此，张家界旅游发展将形成“三星拱月、月照三星”的全域旅游格局
［7］

。在此框架下，实施点轴式发展，优化双

核（武陵源核心风景区、市中心城区核心服务区）结构，进入点线面协同发展状态，加速一体化进程，缩小区域内部差距，实

现中、东、南、西部景区旅游业协调发展。 

（二） 完善旅游交通网络，提高景区可进入性。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全域旅游的关键步骤。三官寺、洪家关等地区，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但基础设施不健全，尤其是在交

通方面，游客可进入性差，削弱了游客的出游意向，甚至公路在某些乡镇没有全覆盖。同时，在旅游热点地区，如武陵源、大

峡谷，游客需花费较多的人力财力进行空间上的转移，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因此，需对交通方式、交通路线进行优化。对

外交通规划方面，强化对外界的快速交通体系，建设张家界连通武汉、长株潭、西安、成渝、桂林五大城市圈交通网络，形成

“3456”（小时）交通圈，大力推进黔张常铁路建设，形成“23”（小时）交通圈，增设安张衡、张吉怀、渝长客运专线、石怀

复线等铁路;对内交通规划方面，适当增设主要景区与周边景区的旅游专线公交，如创建便捷的武陵源核心景区至天门山国家森

林公园、九天洞〜茅岩河景区的旅游专线公交，改善路况，优化交通路线，提高旅游景区的外部吸引力，逐步实现共建、共享、

共用基础设施，统筹城乡一体化，使张家界成为武陵山片区唯一拥有国际空港、高铁“十字枢纽”城市和“六向六射”高速网

的旅游胜地。 

（三） 明确景区差异化定位，加大旅游产品差异化开发力度。 

产品差异化可有效消除相邻地区旅游产品的同质现象，丰富旅游产品的种类，满足旅游市场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的需

求，丰富游客体验，增强区域旅游吸引力
［8］
。通过对同质化景区进行 SWOT分析，明确景区的功能定位，加大对同质化景区的差

异性开发力度，形成特色鲜明的景区发展格局，使同类资源景区因环境的改变和功能的创新而使游客享受较高的差异化体验，

增强整个区域的旅游竞争力。以温泉为例，慈利县拥有两个 4A级旅游景区——万福温泉和江班温泉，由于这两个温泉设计和建

造雷同，经营模式和服务模式趋同，大大降低了对游客的吸引力，因此，需对这两个景区进行差异化处理。万福温泉位于慈利

县城郊区，交通便利，游客消费水平较高，温泉旅游地开发应主要针对城市中的潜在客源，突出休闲、观光、娱乐、会议、商

务等功能;江垭温泉开发应主要以乡村资源与温泉资源相结合为主，该景区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尤其是三双村、江班林场，

是武陵山片区少有的拥有山水景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通过将温泉与乡村旅游资源结合，开发出独具特色的“乡村+温泉”旅游，

对于增强游客体验，延长逗留时间，提高旅游消费，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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