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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资源特点及其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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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已开发到一定阶段，本文按照人文、自然两方面对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资源进

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对其特点进行分析，同时分析了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的发展现状，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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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是依托旅游资源，以人类的活动为基础的一项凸显体育元素的旅游活动，具有集参与性与观赏性、娱乐性与健身

性、专业性与高品位性、教育性与互动性于一体的特征。随着消费方式的转变、健康理念的提升、体育产业的泛化，体育旅游得

到快速发展。体育与旅游的协同发展，不仅为全民健身服务，更在其产业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因此，深入分析当地体育旅游资源，结合现状进行发展尤为重要。 

1 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分析 

1.1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资源概况 

2015 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批复同意创建首个国家级旅游休闲区——环巢湖国家旅游休闲区。休闲区正在规划建设五大板

块，包括国际休闲运动旅游示范区和中国康体养生示范区。体育旅游作为环巢湖地区重点发展对象有利于成为环巢湖地区旅游

发展新的增长极。据统计，环巢湖普查区旅游资源单体总量为 159个：自然旅游资源 49个，人文旅游资源 68个，文化节事及风

俗活动 27个，主要特色旅游商品 15个。“159 个旅游资源五级 8个，四级 20个，三级 52个，二级 50个，一级 27个，未获等

级 2个”,旅游资源质量较高。环巢湖地区历史优秀，文化底蕴丰厚，拥有较多的人文及自然资源，旅游资源类型比较齐全。然

而，体育旅游资源亦是旅游资源的一个部分，是体育资源和旅游资源的相互融合。环巢湖地区在众多的旅游资源基础上进行体育

旅游发展，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体育旅游资源提供坚实的基础。笔者在学者不同的旅游资源分类标准基础之上，采用体育旅游资

源分为体育旅游自然资源和体育旅游人文资源两大类型这一标准对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分类统计，具体见表 1。 

表 1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分类统计 

体育旅游人文资

源 

民风民俗风

情 

民俗风情类 中庙庙会、南巢歌会、银屏山牡丹节、水师节、亚夫纪念节、夏至节等 

岁时节庆体 三河水文化节、温泉养生暨民俗文化旅游节、幸福长临钓鱼节、中庙旅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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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化周等 

民俗传统体

育 
抛彩球、赛龙舟等 

赛事场馆建

筑 

体育建筑类 大圩马拉松文化馆、奥体中心、合肥体育中心、安徽省体育馆 

体育训练基

地 
紫蓬山训练基地、合肥巢湖国际帆船俱乐部 

大型体育场

所 
大圩马拉松小镇、中央公园(筹) 

大型体育赛

事 
沿环湖大道举办国际马拉松、环湖国际自行车赛、“铁人三项”等 

体育旅游自然资

源 

地貌资源类 山地类 
冶父山、银屏山、东庵森林公园、茶壶山、四顶山、紫薇洞、华阳洞、峔山

岛等 

水体类资源 湖泊瀑布类 巢湖、湿地、半汤温泉养生度假区等 

 

1.2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资源特点 

1.2.1体育旅游资源类型丰富，但较为分散 

环巢湖地区拥有大量的旅游资源，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人文自然资源均俱，如湿地湖泊、温泉、

民俗、赛事建筑资源。但是各类旅游资源分布在环巢湖地区的各个方向，且资源总量不大，没有形成资源合力，未产生较有影响

的目的地吸引物。 

1.2.2水资源特色明显，但污染问题依然存在 

环巢湖地区以巢湖为核心水资源，水系发达，沿湖共有河流 35条，蓄水量和丰水期与五大淡水湖相比优势明显，具备层次

分明的环湖地形地貌，省内罕见的湖岛景观与其发展较为成熟的环湖大道及衍生资源为湖区增添了更多的吸引力。同时区域内

温泉出露点较多，四季长流，丰富的水资源具有的独特性为体育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湖区沿岸大量使用农药

及工业排放污水使湖内的氮、磷两种元素呈现富营养化，产生大量蓝藻，尤其进入夏季，会出现恶臭。虽然政府已经下大力气处

理，污染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水域污染问题依旧存在。 

1.2.3民俗文化丰富，但缺乏影响力 

环巢湖地区文化色彩浓厚，节目丰富，具备区域地方特色，一些民俗体育被列入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地区有

“巢文化”“吴楚文化”“三国文化”“水乡文化”等，有“牡丹节观赏”“夏至节”“庙会节”“亚父纪念节”,有划龙船、

踩高脚、舞龙舞狮、虾子灯、旱船、腰鼓、莲湘舞等，但是该民俗文化挖掘深度浅薄，缺乏特色主题，知名度不高，展现民俗文

化的载体较为单一，时间存在局限性，可参与性较低，没有形成品牌效应。 

1.2.4体育建筑类及基础接待设施薄弱 



 

 3 

环巢湖地区的建筑类体育资源设施不足，虽然周边有奥体中心、合肥体育中心、安徽省体育馆、紫蓬山训练基地等，但都不

在环巢湖地区的核心板块，前往路程较远，在开发的城市中央公园虽起到弥补，但他的主体作用更多是为周边居民提供娱乐休闲

设施，而体育小镇也只在规划阶段。并且，环巢湖地区基础接待设施薄弱，沿湖公共厕所设置较少，餐饮场所、民宿及主题度假

村发展滞后，缺乏与体育旅游相关的产品。 

2 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发展现状 

2.1以举办赛事为吸引力的体育旅游已初具成效，但同质性较大 

近几年，环巢湖地区的赛事举办频繁，影响力逐渐提升，大型体育赛事纷纷落户环巢湖，形成水陆空全部空间的环巢湖竞赛

体系，对环巢湖旅游和城市空间旅游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如合肥国际马拉松赛、世界铁人三项(世界顶级赛事)、环巢湖地区全国

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中国青年帆船帆板精英赛暨全国 0P帆船锦标赛、全国速度轮滑(场地)锦标赛、中日韩三国围棋赛、全国速

度轮滑(公路)锦标赛、中国热气球挑战赛(半汤站)等。其中合肥国际马拉松赛在 2020 年被世界田径正式评定为“国际金标赛

事”,成为中国内地第 13个国际金标赛事，合肥国际马拉松正式迈入“双金时代”!诸多的体育赛事的举办全面提升合肥的国际

影响力和知名度。但是放眼全国，虽然环巢湖地区体育赛事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其他城市同样成绩不俗，甚至于体育旅游强省

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仅靠赛事举办提升游客对目的地地区的吸引力可能效果不佳。 

2.2民俗体育旅游活动频，但影响力较弱 

环巢湖区域民俗体育活动几年来发展势头良好，该地区连续多界举办了民俗文化节、在特定的节日里，以娱乐表演和体育比

赛等为载体向游客展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特色民俗体育活动。环巢湖区域相关的民俗体育活动能真正结合当地民俗特色、诠释

当地悠久的历史和神话传说，满足游客确实需求的相关活动很少。另外，由于只在特殊的时节举办，时间局限性大、观赏性一般，

参与感不够，不能赢得较多的关注。 

2.3大量体育旅游资源处于浅层独立开发阶段，未形成联动效应 

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资源丰富，湿地资源存量巨大，水资源优势明显。以水资源为例，目前环巢湖地区开发的水资源体育项

目仍以滨水为主，具有开发价值的湿地资源基本处于待开发或者开发的初级阶段，一些水上项目只偶见于节日活动。山地项目开

发比较简单，同时各个景点之间比较分散，游玩项目大量同质，旅游线路较长，不能很好实现板块内区域联动，进行游客引流，

笔者一些旅游网站上输入“环巢湖”以及“巢湖”字样，连基本的旅游线路推荐都未呈现。 

3 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发展对策 

3.1围绕环巢湖地区品牌体育赛事，政府企业联动提升旅游附加值 

目前，环巢湖地区体育赛事基本处于政府统筹主办，社会资本介入体育旅游较少，体育项目参与人员难以转变为游客。因此，

可以与企业进行联合，利用社会资本开发体育俱乐部，鼓励省外俱乐部落户合肥，针对各种赛事开发环巢湖旅游产品；充分发挥

旅行社作用，设计赛后的旅游休闲线路，增加赛事人员的停留时间。 

3.2打造精品体育旅游项目，做到一景一特色，区域联动发展 

体育旅游品牌产品的开发并非越多越好。目前环巢湖地区的旅游项目不少，但同质性较大，创意不够，深度不够。在具体的

开发中不要盲目追求他有我有，要自有自身独特的资源做到他无我有。在民俗文化中，印象丽江、印象西湖、黄山印象都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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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打造出自己独特的旅游项目，环巢湖地区也可以利用民俗文化、山水景观打造出自己的文化品牌；在水

资源中，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开发特色的水上项目，景区之间相互引流，打造二日以上的旅游线路。 

3.3构建体育+大健康旅游，增加常规性体育项目 

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研究指出城市居民体育旅游结伴主要是以“家庭”为主，男性人

群总体上选择垂钓、登山、山地车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而女性人群对龙舟和野营的参与动机要高于男性。环巢湖地区吸引的游

客群体主要是合肥周边及长三角地区，短途旅游一般呈现出频次高，停留时间短的特点。因此，要结合大健康发展一些常规性体

育项目，如开辟野营宿营地、设立垂钓点、开展登山，花草等项目，将健身走，夜跑、骑行作为每日项目，做好体育旅游的同时

提升合肥市居民的健身质量。 

3.4做好基础设施工作，建造标志性体育建筑 

环巢湖地区举办赛事较为成功，参加人员较多，但是人不仅要引进来，更要留下来。目前巢湖水域污染问题依然存在，基础

设施薄弱，休闲度假型酒店缺乏，这些都成为旅游者留下来的绊脚石，政府下大力气做好水污染治理工作，要利用依靠国际、国

内顶级赛事支撑，进行招商引资，做好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造标志性体育建筑将环巢湖体育旅游的宣传打出去。 

4 结语 

环巢湖地区体育资丰富，体育旅游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疫情过后，人们的生活理念及出游方式必会发生一些

转变，以现有的发展情况来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优化提升。在合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契机下，环巢湖地区的体育旅

游也要将机遇与挑战共存，打造更具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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