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鹰潭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 

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 

曹凯 刘青 谢菊英 吕聪明 蒙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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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 园林与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以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为研究案例地,运用最邻近指数､ 核密度分析､ 缓冲区分析等空

间分析方法探讨了该景区民宿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龙虎山景区的民宿在空间上总体呈集聚分

布类型,呈现“二大核心,多处聚集”的分布模式,其中景区海拔､ 水系分布､ 区位交通､ 景点分布､ 景观可视性､

业态分布､ 乡村聚落等 7个方面是民宿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最后,针对龙虎山景区内民宿选址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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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多项规划文件的出台,为我国振兴乡村经济提供了政策依据,为乡村旅游业发展创造了环境条件
[1]｡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民宿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酒店的住宿形式,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日益

升级的旅游需求,从注重物质享受转向更高层面的精神享受,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还能大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加强古村落

､古民居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民宿作为新型阳光行业,具有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推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

助力农民身份职业转换和“就地城镇化”,从而助力我国乡村振兴[2]｡ 

国外民宿业发展较早,研究较系统全面,如民宿产业研究[3]､民宿企业管理[4,5]､民宿市场分析[6]､民宿游客行为体验[7,8]等,同时

形成了专业协会组织和健全的管理规范,并注重个性化､文化保护与展示,服务内容千姿百态｡相较于国外,我国民宿发展还不成

熟,相关研究集中在民宿基本理论
[9-11]､民宿发展相关研究

[12-16]､民宿规划设计
[17,18]､民宿产业经营和游客视角下的民宿研究

[19-21]｡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我国民宿作为一种旅游资源,与乡村的田园风光､民俗风情､自然景观､农业生活等一起成为当地特色景

观与文化的表达｡ 

综上,目前国内对民宿分布空间格局的研究甚少｡民宿分布空间格局对民宿产业的宏观调控和企业投资选址产生重大影响,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中的民宿是指将家宅的空余房间出租给游客,让游客体验当地自然与文化特色的小型住宿场所

｡本文采用网络获取数据,结合实地调查,利用 ArcGIS10.4 空间分析功能研究了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的空间格局

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景区民宿最优选址,优化了民宿空间布局｡ 

1 研究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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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郊,距离鹰潭市区 18km,景区面积 260km2,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文化双遗产地

､道教发祥地､5A 级国家旅游景区,旅游资源丰富,绝美的丹霞地貌､渊源流长的道教文化是景区内最具特色的自然与文化旅游资

源(图1)｡近年来龙虎山景区不断转型升级,自2012年邻近景区的口上舒家村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开始发展民宿产业,短短几年景区

民宿产业发展迅速,涌现出众多精品民宿｡ 

 

图 1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区位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获取 

龙虎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民宿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于业内口碑较好的“去哪儿”网客栈民宿频道｡通过网络平台技术获取景

区民宿客栈的相关信息,数据时间截止到 2019年 12月 25日｡首先,从获取的众多信息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民宿;然后通过网站展

示的民宿信息和游客对各民宿的评论筛选出合格的民宿信息;最后,对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现场调查,去除不实信息,共获取 118

条有效民宿信息｡ 

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基础资料具体包括:地理信息地理空间数据云 DEM30m数据､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城乡规划局编制的龙虎山风

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江西省龙虎山国家地质公园规划､龙虎山风景旅游区官方网站､龙虎山政务网上的相关资料等｡ 

2.2研究方法 

最邻近指数:最邻近点之间的距离用以描述点状事物的空间分布状态,探究点要素在空间的分布情况,一般被划分为集聚型､

均匀型和随机型 3种类型｡计算公式为: 

 

式中,R 为最近邻点指数;ri 为点状要素随机分布时的平均观测距离;re 为点状要素随机分布时的预期平均距离;ri(Si)为区

域内的点到其最近邻点的距离;n为点数;A为研究区域面积｡R>1,空间点呈均匀分布;R=1,空间点呈随机分布;0<R<1,呈集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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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用于计算点､线要素测量值在指定领域范围内的单位密度,是空间分析中常见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方

法｡计算公式为: 

 

式中,Fn(x)为核密度估计值;k为核函数;h为宽带;n为宽带内点的个数;(x-xi)为估计点 x与 xi的距离｡ 

缓冲区分析:缓冲区分析是探索某一地理实体对其周围地物影响,确定不同地理要素空间临近性或接近程度的空间分析方法

｡计算公式为: 

 

式中,B为缓冲区;d为 x与 O之间的距离;L为缓冲距｡ 

3 结果及分析 

3.1民宿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采用 ArcGIS10.4软件中的平均最近邻指数进行分析,结果得出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的最邻近指数 R=0.295837,Z得分

为-14.633404,显著性水平为 0.00｡0<R<1,表明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民宿在空间上总体呈集聚分布类型｡ 

为了进一步验证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空间集聚的特点,本文运用 ArcGIS10.4 软件中的核密度空间分析方法来直观反映龙

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的集聚情况(图2)｡从图2可知,景区民宿分布呈“二大核心,多处聚集”分布模式,其中民宿组团最大核心区

位于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中部的服务中心附近,第二民宿组团区位于景区中部仙水岩景点附近,仅在这二大核心内的民宿数量就占

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总量的 83.05%,另外多处小型民宿组团分布在上清古镇和核心景区内部｡ 

 

图 2景区高程及民宿分布 

3.2民宿分布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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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相关因素典型性,融合前人对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同时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选取交通便捷程度､

景点分布､业态分布､乡村聚落､海拔､水系分布作为影响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集聚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将水系､交通干线､景

点､业态与民宿的距离进行最邻近分析,将高程与民宿增量进行多值提取分析,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 7个因素与民宿增量的关系｡ 

海拔:民宿的选址与地形地貌有着重要的关系,海拔不仅影响着民宿建造成本和民宿自身的安全,还能产生不同类型的地貌,

与其他要素相组合,形成观赏度较高的景观,从而影响民宿的周边景观｡本文利用 ArcGIS的表面分析和提取分析,基于 DEM数据提

取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高程,对不同高程的民宿数量和属性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整体看,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高程变化较大,南

部高､北部低,越往南部地势越高｡经统计,景区内民宿的平均海拔为 67.52m,最低海拔为 56m,最高海拔为 121m｡进一步以 10m为单

位长度分析高程连续区间内的民宿数量,民宿在 56—66m 海拔范围内数量最多,共计 72 家,自海拔 76m 开始呈现出随海拔提升数

量线性下降的趋势｡在分析民宿增量和海拔高度的关系中,以民宿增量为 Y 间隔 10m高度为 X,利用 SPSS22.0相关性分析得出,两

者之间的 Pearson系数为-0.807,P<0.05,线性拟合公式的拟合度 R2为 0.652｡由此可知,在民宿较为聚集区域,民宿增量与海拔高

度成显著负相关,即民宿增量随着海拔高度增大而减小｡ 

水系分布:在龙虎山景区内,水体承载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水源是影响民宿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景区内分布

有丰富的河流和湖泊,主要以泸溪河为主,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横穿景区,其他小型湖泊则不规则地散布在景区内｡本文利用 ArcGIS

的缓冲叠置分析,考虑景区水系分布的实际情况,分别设置 250m､500m缓冲带,对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所有水系进行缓冲区分析统

计｡从表 2 可知,水系分布数量越多的地方,民宿分布也越多,随着与水系距离的增加,民宿数量逐渐减少｡分析民宿增量和与水系

距离的关系,以民宿增量为 Y,间隔 100m 距离为 X,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得出,两者之间的 Pearson 系数为

-0.920,P<0.01,线性拟合公式的拟合度R2为0.846｡由此可知,景区内民宿增量和与水系距离成显著负相关,即民宿增量随着与水

系距离增大而减小｡ 

区位交通:交通便捷程度是游客考虑入住民宿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交通条件可促进民宿的发展｡本文将主要交通干线到

民宿的距离作为交通便捷程度参考｡在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内包含 206 国道､省道龚资线､济广高速公路纵横贯穿景区,整体交通线

路较为便利｡本文利用 ArcGIS 的缓冲区叠置分析,综合考虑游客到最近道路的可达性和便利性,分别设置 50m､100m 的缓冲带,对

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主要交通干线(包括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县道､乡村镇道)进行缓冲分析统计｡交通干线是影响龙虎山风景

名胜区民宿分布的重要因素,在交通干线密度越大的地区,民宿分布越多｡在分析民宿增量和与交通干线距离的关系中,以民宿增

量为 Y,考虑大部分民宿位于交通干线 100m缓冲区内,去除个别偶然的民宿案例,选取间隔 10m距离为 X,在利用 SPSS22.0软件进

行相关性分析后得出两者之间的 Pearson 系数为-0.696,P<0.05,线性拟合公式的拟合度 R2 为 0.543｡由此可知,景区内民宿增量

和与交通干线距离成显著负相关,即民宿增量随着与交通干线距离增大而减小｡ 

景点分布: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景区内共分布着 49 个景点､203 处自然与人文景观,但资源分布不均匀,

大多分布在仙水岩景区､象鼻山景区的周围｡景点分布会较大影响游客对于民宿的选择｡本文选取景区内 112处景点与景观进行缓

冲区分析,利用 ArcGIS 的缓冲区叠置分析,根据景区实际情况,分别设置 250m､500m 的缓冲带｡从表 4 可知,大部分民宿分布在景

点周边区域,景点越多的地方,民宿分布越多｡在分析民宿增量和与景点距离的关系中,以民宿增量为 Y,间隔 100m 距离为 X,利用

SPSS22.0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得出,两者之间的 Pearson系数为-0.647,P<0.01,其线性拟合公式的拟合度 R2为 0.418｡由此可

知,景区内民宿增量和与景点距离成显著负相关,即民宿增量随着与景点距离增大而减小｡ 

景观可视性:景点对于民宿分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景观的可见性｡在民宿视域范围内出现的景点个数越多,游客的住宿体验

也就越好｡景观的可视性是指景源是否处在民宿的视域范围之内｡在此选取了景区内特级与一级景点共计 13个,包括仙水岩､象鼻

山､仙人城､排衙石､无蚊村､马祖岩等,用于景观可视性分析｡利用 ArcGIS的视域分析,输入 13个景点坐标,结合景区高程数据,将

可见光折射系数设置为 0.13,结果显示浅绿色为景点可见区域,不可见区域为粉红色(图 3)｡由此可见,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景观视

野较好｡据统计分析有 15家民宿分布位置看不见特级景点与一级景点,占比 12%｡有 105家民宿景点可视性不错,占比 88%｡从以上

分析可知,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内的景点分布对于民宿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景点可见性大的区域分布着较多的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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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景区民宿与景点可视性分布 

业态分布:良好的业态环境能够为游客提供便利的服务｡本文选取医院､超市､银行､餐饮店等作为业态环境,利用 ArcGIS的缓

冲区叠置分析,综合考虑游客通达的便利性以及景区实际情况,分别设置 100m､500m 的缓冲带,得出业态缓冲区数据统计｡民宿分

布多分布于业态附近,业态数量越多的地方,民宿分布越多,在分析民宿增量和与业态距离的关系中,以民宿增量为Y,间隔100m距

离为 X,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得出,两者之间的 Pearson 系数为-0.476,P<0.05,线性拟合公式的拟合度 R2 为

0.227｡由此可知,景区内民宿增量和与业态距离成显著负相关,即民宿增量随着与业态距离增大而减小｡ 

乡村聚落:民宿的空间分布离不开乡村聚落的影响,乡村是文化的汇集地,体现了当地的文化特性,可为民宿建设提供便利的

服务｡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含有龙虎山镇和上清镇两个中心城镇,拥有良好的区位条件､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镇面积

241.39hm2,占区域总面积的0.93%｡民宿到重点乡村的距离是影响游客选择民宿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ArcGIS的缓冲区叠置分析,

结合景区的实际情况,分别设置 100m､500m 的缓冲带,得出乡村聚落缓冲区统计分析｡景区内的民宿对于乡村聚落极具依赖性,在

空间分布上具有密切关系｡通过比较民宿的集聚区与乡村聚落的集聚区,发现极高的吻合度｡由于民宿大部分位于乡村范围内,因

此不进行民宿增量和与乡村距离的分析｡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文运用 ArcGIS10.4软件对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的空间集聚情况进行了分析,归纳出民宿空间分布的特征,并从海

拔､水系分布､区位交通､景点分布､景观可视性､业态分布､乡村聚落 7 个方面探讨了各因素对景区民宿空间集聚的影响,结论如

下:①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民宿在空间上总体呈集聚分布类型,民宿的分布呈现两核心组团､多处小聚集､中部较强外围较弱的分

布特点｡民宿主要集聚在景区服务中心附近和仙水岩景区的附近,一级民宿组团区域即景区服务中心附近交通便利,有超市､餐饮

店等业态,可为游客提供便利的服务,同时为民宿带来客源,促进其快速发展;二级组团位于仙水岩景区附近,该区域依山傍水,较

好的风景资源为民宿集聚发展提供优势｡②龙虎山名胜风景区民宿集聚分布受海拔､乡村聚落､水系分布､交通便捷程度､旅游资

源､业态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民宿主要分布在景区的低海拔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较高海拔地区分布稀少｡民宿分布与主要交

通干线密度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影响,即与主干道越多的地区,民宿数量数量越多｡同样,水系分布数量与旅游资源数量､业态分

布数量与民宿分布数量之间存正向影响｡乡村聚落与民宿分布密切相关,大部分民宿坐落在乡村周边｡③在景区民宿增量与各因

素的相关性分析中,可知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增量和与海拔高度､水系距离､与交通干线距离､业态距离､景点距离成负相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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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增量随着与各因素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其中,水系和景点两个因素的 p 值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性程度更大,其他因素的 p

值均在 0.05 水平上显著｡通过比较 Pearson 系数绝对值(表 7),结果表明距离的改变对民宿增量影响程度较高的因素是水系与景

点,其次是海拔和交通,最后是业态分布｡因此,景区在考虑民宿增量时,应大力改善影响程度高的因素,如加强利用景区水系,使

之成为民宿发展的增长因素,保持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对影响程度低的因素加以利用并提升作为吸引点｡ 

4.2建议 

通过分析比较多个国内知名民宿分布区域,探究其选址规律后发现,大多数民宿坐落于幽深的山谷之中,与外界接触较少｡纵

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的空间布局与道路､业态､乡村聚落联系紧密,绝大多数民宿分布在距离乡镇较近､交通便捷的地方,且

周边业态密集｡以上因素为民宿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环境､声音嘈杂等问题｡为促进景区民宿多元化发展,

应将安静和隐匿等理念加入到未来民宿规划设计中｡另外,较高地区的生态环境与自然风光比低海拔地区质量高,景区内较高海

拔的地理区位带来的山地美景可给游客带来较好的住宿体验,民宿周边的环境也是游客们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因此,基于保护

生态环境的原则和符合民宿开发情况下可对海拔较高的区域的民宿进行适度开发｡ 

本文从空间布局角度入手,提出 5 点民宿选址建议:①适宜气候且自然环境好的地区;②文化与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③

核心景点分布较多的地区;④客源充足的地区;⑤交通便利且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综合考虑前人学者对民宿选址研究建议与景

区实际情况,如交通可达性､景点可视区域等因素,利用 ArcGIS的叠加功能对各因素缓冲区多次叠加模拟最佳距离选址区域,最终

以景区内主要交通干线 100m缓冲区､水系 100m缓冲区､乡村聚落 500m缓冲区､景点可视区域､景点 500m缓冲区进行相交分析,得

出景区内民宿在空间选址上的最优位置(图 4)｡由图 4 可知,空间最优选址有 4 块区域,分别位于古越水街､上清古镇､仙水岩景区

附近､龙虎山十不得景点附近｡根据统计分析得知,景区现有民宿只有 16家符合以上空间最优选址,其中龙虎山十不得景点附近没

有民宿分布,而该区域是本研究中民宿选址最优区域之一,可供民宿开发｡ 

 

图 4景区民宿最优选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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