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康养旅游开发研究 

——以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为例 

李武江
1
 张连

2
 杨刚

3
 孟凡非

11
 

（1.贵州民族大学 生态环境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3.贵州民族大学 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西南民族地区自然景观独特,气候条件优越,动植物资源丰富,民族文化浓厚,是开发康养旅游产业的

良好区域。本文以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为例,结合保护区的资源优势及当地的实际情况,运用 PPP等模式在茂兰自然

保护区开发康养旅游产业。乡村康养旅游的发展,不仅保护利用了当地的生态资源,更是给当地带来极大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助力当地的乡村振兴,对民族地区的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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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健康旅游产业发展极其重视，连续出台了多部标准和政策，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生态康养旅游产

业发展较快。据相关研究显示，健康产业将成为继 IT产业之后的全球“财富第五波”。从休闲旅游、生态旅游再到乡村观光旅

游都开展得如火如荼，紧随其后的“康养旅游”也蓄势待发。西南民族地区是乌江、北盘江、南盘江等几大流域的发源地，风

景迤逦、气候宜人，生态资源丰富，原生环境保护良好，再加上西南民族地区独有的自然景观特色、民居建筑特色、田园风光

特色，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等特色和独特的地理位置都是发展康养旅游的极大优势。 

1 构建茂兰自然保护旅游新业态 

1.1康养旅游开发条件及开发市场可行性分析 

康养旅游是以良好的物候条件为基础，对原生性自然条件要求更高的专项度假旅游活动，与“蓝色”旅游相似，具有一定

的排他性。康养旅游基地的自然条件为：常年气候舒适度指数在 50<DI<76之间；全年空气质量指数（AQI）达标天数≥80%；海

拔在 500～2400m之间的亚高原范围内的区域。亚高原地区是最适合发展康养旅游，一是舒适度高于平原和高原区域，二是亚高

原地区环境氧分压、气压等又比平原低，从而使人的身体在低氧环境下对机体产生有效刺激，改善心肺功能，增强身体耐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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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力。 

康养旅游产业的市场主要集中于：银发人群、亚健康人群和追求高质量生活水平的人群。人口老龄化快速扩宽了养老产业

的市场空间，使得健康旅游行业已成为当前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据人口统计预测到本世纪中叶，老龄人口数将突破四亿，超

过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造成社会养老压力大、养老态势严峻，“健康老龄化”产生的巨大刚性需求亟待满足。银发人群对夏

季凉爽、冬季温暖，适合养生的旅游产品需求旺盛，且银发人群的资金和时间相对充裕，对身心健康会有更多的资金和时间去

调养。因此，康养旅游产业应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开发旅居型（longstay）的“旅居养老”产品。人身体的亚健康状态还不需要

使用药物治疗，可用非侵入性、非药物性的方式来恢复身体原有的生理功能，可以从饮食习惯、规律生活、身心放松、运动等

方面调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追求高生活品质的人群越来越多，其对旅游地的环境质量和旅游文化要求更高，需要原

生环境较好、空气质量高、民族文化浓厚、农产品丰富的乡村才更加适合开展高品质的康养旅游产品。 

1.2茂兰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 

1.2.1气候，地理位置 

茂兰国家自然保护区素有“地球绿宝石”的美誉，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境内，“地球绿宝石”位于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润，四季如春，雨量充沛。全年平均温度为 18.3℃，大于 10℃活动积温4598.6℃，生长期 237

天。年降雨量 1752.5mm，主要集中于初夏至初秋，年平均相对湿度 83%。光照充足，整年光照时数为 1272.8h，日照百分比为

29%，太阳辐射年总量为 63289.80kW/m2。茂兰自然保护区的气候舒适度符合开发康养旅游气候条件的要求，常年气候处于大部

分人都感到舒适的状态；全年空气质量指数（AQI）为 10 左右居多，空气质量常年处于优级，完全符合康养旅游开发的空气质

量条件。位于云贵高原与广西丘陵盆地过渡阶段斜坡地带的茂兰保护区有着瑰丽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洼地、漏斗、落水洞等形

成了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 

1.2.2植物资源 

茂兰保护区统计有高等植物 164科、698属、1820种（包含种下等级），其中裸子植物 6科、8属、16种，被子植物 158科、

690属、1804种。保护区内的单性木兰、掌叶木、白花兜兰等 10多种植物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华南五针松、翠柏、香木莲等

100 多种植物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保护区内还有荔波大节竹、荔波球兰等 40 个喀斯特森林特有种。极其丰富的植物能够很好

地调节保护区内空气的温度和湿度、调节保护区内环境空气的碳氧平衡，具有滞尘、吸收有毒气体等效益，是一个天然大氧吧。

保护区内天麻、石斛属、白芨属等药材丰富；其中天麻、石斛等都是较好的补益药，有滋补身体，美容养颜、明目养肝、延年

益寿等功效。 

1.2.3动物资源 

保护区内现有脊椎动物 400余种，其中爬行类有 3目 10科 47种，兽类有 8目 24科 61种，鸟类有 1目 47科 205种，鱼类

有 5 目 10 科 39 种，两栖类有 2 目 8 科 34 种。另有昆虫 1000 余种。保护区现有的华南虎、豹、蟒、白颈长尾雉为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黑熊、斑灵猩、金猫、苏门羚、鸢等 32种动物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近新发现的灰背燕尾已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保护区生存着众多种类的动物且都生活得较好，表明该地的环境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生活

中我们应该向动物借鉴养生经验，多放松神经，调理身心才会让生命充满活力，提高生活质量，生活得更好，生命更长久。 

1.3茂兰自然保护区人文资源 

保护区乡村内居住有布依族、水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当地少数民族的建筑、服饰、膳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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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品和婚丧嫁娶等独具特色，极富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还包含了丰富的养生知识和养生秘诀，如以药

物养生的瑶族少女习惯用中草药泡澡，这是一种对身体极好的疗养方式，其功效有排毒养颜、松筋活络、滋养身心等。以饮食

养生的有苗族自制的酸菜酸汤等，这些菜肴饮品具有开胃止泻，生津解暑的功效。此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有极大的健身养

生价值，如当地少数民族的赛马、爬花杆、踩芦笙等都是较好的民族传统体育训练运动。 

2 茂兰自然保护区康养旅游开发方案探究 

2.1创新开发模式 

创新开发模式，提高核心竞争力。可以依托民族地区特色资源，打造民族医药疗养馆，民族文化展览馆，民族歌舞文化欣

赏馆，生态农业体验区等模式。在项目融投方面，可以用 PPP 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开发保护区的康养旅游资源，既能减

轻政府的资金负担，又能加快康养旅游项目的建设。其次，要有较好的运营模式和创新市场管理体系。民族地区康养旅游产业

的快速发展，要得到政府、企业、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因此，要构建集行政机构、旅游市场、相关企业与当地居民于一体的

集中化管理体制，统一管理，提高管理效率。要相互协作，共同出力，在充分尊重客观市场运行机制的前提下，运用行政手段

进行规划与管理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运行机制的调节作用。最后，创新乡村康养旅游项目要做好宣传工作，得到全面的宣传。

康养旅游项目可以通过政府官方平台宣传和社会发达的各媒体平台大力宣传。此外，还可以通过目前火爆的微视频、朋友圈等

途径宣传，以致力于提高茂兰自然保护区康养旅游项目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知道并能深入了解，然后能参与体验。 

2.2坚持原生性开发，提高旅游产品质量 

乡村康养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当前众多旅游景区商业化发展的不良趋势，不要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当地自然资源

的本真性。同时，要防止民族地区旅游产品同质化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产品同质化不仅会减少游客的满足感和获得感，还会降

低游客对景区的认可度。利用好景区特有的自然资源，坚持原生性开发，结合茂兰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特色，提升旅

游产品的质量，提高康养主题形象。康养旅游还要因人而异地提供服务，根据游客自身的情况提供不同的旅游产品，退休的老

年人可以在这里旅居长住、养身、养心以调节身心健康。亚健康的中年人，针对不同的病例提供不同的疗养方式，以使身心达

到更健康的目的。对追求高质量生活的人群，可以提供名贵养生药材，如天麻、石斛等以及高质量的农产品，使其得到更佳的

疗养效果。 

2.3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助力康养旅游 

荔波县境内旅游景点较多，借助荔波原有的旅游资源，把大量游客引流到康养基地。荔波景点较多，一年四季都有较多的

游客前来游览，把前来荔波旅游的大量游客引流到茂兰自然保护区康养基地，并引导游客居住体验。充分开发利用茂兰自然保

护区中药材资源和民族传统医药资源，研制出健康养生的药材产品，致力于疾病治疗、疾病预防、康复理疗等与优美的环境结

合以构成健体强身、修养身心的体系。开发以民族文化陶冶情操为主题的全面体验型健康旅游产品。对当地特色农产品精加工，

打造出具有高质量的特色农产品。大力提高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康养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地的少数民族是民族文化的

传承者，是民族文化的活的灵魂，是给游客传达民族文化体验和感知的载体。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康养旅游的过程中要

提高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利益来加大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展望 

发展乡村康养旅游产业会使人回归自然，保护自然，享受自然，从而更加地热爱自然，使得人与环境关系更加和谐，可持

续发展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同时，康养旅游将会使人们身心更加健康，生活更加美好，生命更加长久。基于茂兰自然保护区民

族聚居地的植物、动物、人文资源的优势，开发康养旅游产业既充分利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源、中草药资源、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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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同时又使民族地区的生态资源和非物质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助推

当地乡村振兴，具有极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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