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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S 空间分析功能在水库旅游规划的应用探讨

——以福建金湖风景区旅游规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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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水库的旅游价值及特点, 并以福建金湖风景区旅游规划为例, 探讨了 G IS 空间分析功能在水库旅游

规划中的具体运用过程, 阐明G IS 在水库旅游资源保护和规划中应用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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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旅游业近年来得到了大力发展, 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 水库旅游业潜力巨大, 是旅游企业所不能忽视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我国水库旅游业的规划、开发、

管理方面尚处在初级阶级, 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而基于

G IS 的旅游开发、规划、管理更是一项新兴的工作。

地理信息系统 (G IS) 是一种特定而又十分重要的空间信

息系统, 研究地理信息的采集、存储、管理、分析、表达等。水库

旅游规划涉及特定空间位置的地理信息, 因此应用 G IS 可以

综合考虑影响水库旅游规划的属性和空间信息[1 ] , 同时G IS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可以方便地模拟水库旅游规划过程。

2　水库的旅游价值及特点

水库可开展的旅游项目较多, 水体、水库库周、水库人工

构筑物均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高山、平湖、幽谷、森林均可

利用于开展各种层次的旅游活动如观光游, 度假游, 休闲游,

探险游等[2 ]。同时, 水库旅游所处地理环境较复杂, 环境容量

较大, 生态环境较脆弱, 利用G IS 强大的数据采集、整理和分

析功能辅助进行的水库旅游规划, 对水库旅游决策具有重要

的意义。

3　G IS 在水库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G IS 具有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和计算能力, 它利用空间

基本要素产生许多有用的信息, 从而进行综合分析, 提供旅

游规划决策依据。其在水库旅游规划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水

库旅游资源空间相关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查询、分析和

显示。而G IS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应用于水库旅游规划, 无

疑地增加了规划的科学性和进步性。

福建泰宁县金湖是福建最大的人工湖, 面积36 km 2, 是国

内惟一的丹霞地貌与浩瀚湖水相结合的独特风景区。以“高峡

平湖”为特色, 山险水美而著称。沿湖有三十六岩、十八洞、五

泉、二瀑等胜景188 处。其上游上青溪蜿蜒在赤石翠峰之间,

两岸壁立千丈, 奇石跋扈, 全程15 km , 99 曲、88 滩, 景点60 余

处。泰宁县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史称“汉唐古镇、两宋名

城”, 历代人才迭出, 历史古迹众多, 宋代朱熹隐居的“新安贤

院”, 明代古建筑群“尚书弟”和尚书墓, 宋代庙宇甘露寺, 醴泉

古刹等。这些构成了泰宁县金湖风景区以金湖库区为主体, 集

原始古朴自然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丰富的旅游资源。

金湖风景区旅游规划的原则是以丹霞地貌为主体、兼顾

花岗岩石蛋地貌, 充分利用风景区的各种自然与人文旅游资

源, 积极为人们开展地质游览、科普、旅游观光和度假娱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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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良好场所, 以科学的开发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以区域经济

发展推动实质性的自然保护, 确保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3 ]。

利用G IS 的空间分析功能分析水库旅游规划管理数据,

辅助规划决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1　地形地貌分析
(1) 利用地形分析模型, 以图表的形式展示金湖丰富的

旅游资源, 突出该风景区独特的水上丹霞、规模宏大的峡谷

群和巨型岩槽、洞穴及深切曲流等地质地貌景观, 突出自然

科学情趣、山野风韵观光和休闲保健等多种功能。此外, 在风

景区东南部 (邓家坊、焦溪、南洋江)及西南部 (举兰、白牙山)

一带火山岩区还潜在着丰富的旅游地质资源, 其中有许多古

火山喷发遗留下来火山作用现象, 古火山口及奇峰异石等景

观, 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地区。
(2)分析水域周围山体的坡度、高程, 并结合水库区域岩

性、第四纪堆积物、人工开挖面、历史灾害等地质地貌环境,

得出流域地质灾害发育程度, 并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尽量使旅

游景区避开地质灾害多发区 [4 ]。
(3) 水库旅游应兼顾发展水、陆、空等多维的旅游项目,

利用地形分析模型, 对空中设立的滑翔机的登陆和着陆位置

进行合理设置[5 ]; 论证水上项目冲浪项目设置的合理性、确

定登高危险系数。如泰宁金湖风景区中的上清溪景群, 长 6

km , 为深切峡谷曲流, 沿途分布有各种造型奇特的丹崖赤

壁、岩峰、嶂谷、千奇百怪洞穴群组合, 峡谷溪流湍急、河道多

变、险峻, 与丹霞景观共同构成了别具一格的“野、幽、奇、险、

趣”的景观特色, 适合开展水上漂流旅游。应用G IS 地形地貌

分析功能, 根据上清溪景观出露情况控制漂流速度和节奏,

合理布局包括上、下码头、出入口、停车场、管理中心、小卖部

等基础设施。
(4) 对单元公路网长度、各类用地面积进行测算。通过

G IS 的质心量算功能可知, 金湖旅游区对外交通方便, 由泰

宁城关到鹰厦铁路线邵武站 76 km , 至武夷山机场 148 km ,

到福州330 km , 距南昌360 km , 在建计划于2005 年全线贯通

的京福高速公路将从风景区东北部经过, 泰宁县城关距京福

高速公路朱口互通口仅15 km。又如石辋是金湖风景区峡谷

发 育最密集的地区, 峡谷呈网状组合, 主峡谷延伸长达 6

km , 峡谷内还发育独特典型的石峰、石墙 (枪山- 牌山- 旗

山) 及壶穴等罕见独特的丹霞奇景, 具有重要的科考和美学

观赏价值。规划在峡谷北端公路边设一入口, 开辟石辋北端

—龙丹口—枪山- 旗山- 牌山—红石山的峡谷地貌科考旅

游路线, 铺设一长约 6 km 的旅游步道, 利用特色交通工具
(马车、牛车等)与长兴—红石山的旅游公路相接。在红石山

设一入口及管理房及畜力车基地, 供往返于红石山和龙丹口

的畜力车辆使用, 在十里巷谷的中段可修一休息亭和公厕等

设施。这些规划在G IS 地形地貌分析功能辅助下皆可以很好

的实现。

3. 2　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是围绕某地物要素画出的定宽地区, 点的缓冲区

是圆饼, 线的缓冲区是多带状, 多边形的缓冲区则是更大的

相似多边形。缓冲区对于建立“影响地带”是必不可少的。如

建立风景优美的旅游通道, 通过缓冲区分析, 规划确定通道

两边需要美化的面积以及修建旅游通道需要占用各种用地

的数量等[6 ]。
(1)水库选址既要有利于重要区域生产力中心的防洪减

灾、能源供应, 同时又不宜过分远离区域生产力中心, 这个选

址原则使得水库地区在其他条件成熟时较容易拥有附近城

市或工矿区的居民作为稳定的旅游客源 [7 ]。利用这一选址原

则, 在水库地区建立一定范围的缓冲区, 判断所能拥有的稳

定旅游客源。分析得出目前金湖风景区的游客以省内为主,

客源以福州地区为多, 占 41. 21% , 次为闽东南 (含厦门、莆

田、泉州、漳州、宁德等地)占 29. 43%。而省外客源集中在上

海, 占 66. 34% ; 其次江西省占 13. 31% , 浙江省占 8. 97% ; 其

它省份占 33. 38%。旅游规划应吸纳“发展闽东南、主攻大上

海、开拓京福线、联动港澳台”的旅游市场开拓策略。
(2)缓冲区分析还可以用于设置旅游环境保护范围的界

定。旅游环境保护范围的划定一般以主要景观用地为中心,

以游人视线的阻隔界面为周边界限。

甘露岩景群情侣峰下的鸳鸯湖每年冬春有上百对鸳鸯

游嬉, 是难得的动物景观, 规划出 1 000 m 方圆的缓冲区, 游

船不得进前, 以免破坏鸳鸯的生活环境。

对猫儿山峰丛 (三个剑峰) 等较为脆弱的核心景观补充

设置隔离栏, 即以三剑锋为中心规划一定区域加以保护, 原

则上不允许游客登上峰柱。

以金湖湖面景观区为中心设置缓冲区将县城的尚书第、

世德堂、红军街、状元街等作为辅助人文景观游览区。

采用缓冲区分析, 控制和防止县城污水及湖区两岸一定

范围的枯枝及垃圾倾入水体, 保护金湖的水源水质; 严格划

定金铙山景区的牧场附近石材荒料的开采范围, 禁止无序开

采, 破坏景观。

在规划景区游客活动区域时, 对游客可能产生危险的设

施用地如输配电设施用地区域设置缓冲区, 使得游客活动用

地尽量远离这些区域。
(3)用缓冲区分析方法分析可以得知周围其他具有竞争

性的旅游资源。从区位上看, 金湖风景区与武夷山风景区毗

邻, 且同属碧水丹山的丹霞地貌景观, 但武夷山风景区是全

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历史悠久, 知名度大, 因此在规划过程中

不能忽视武夷山对金湖旅游业造成的影响, 并设法在最大限

度上改变这种状况。这种改变可以通过G IS 的缓冲区分析及

其他多个空间分析功能相结合来实现。

3. 3　网络分析

公园规划要从全局出发, 统一安排, 充分合理利用地域

空间, 因地制宜地满足风景区多种功能需要, 实行地质地貌

景观保护与生物资源、人文景观资源保护规划相结合、统一

协调的原则。因此充分研究水库区域背景条件对于一个成熟

的规划显得尤为重要。水库的背景条件包括区域内的自然地

理、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发展预测, 相关区域内的旅游业

发展状况, 客源市场, 以及区域内的生态环境问题。

网络分析将水库地区放在一个更大的区域中进行研究,

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库区的特有优势, 确保稳定的游客市场。

在规划设计吸引游客的交通设施时, 首先分析水库景观

资源条件, 区位和区域交通条件, 区域范围内存在的未建及

已建的旅游环境[8 ] , 并结合缓冲区分析, 得出最稳定的客源

中心, 计算客源中心到水库的最佳和最短路径, 最后设置合

理的交通设施。

为了能在竞争中得以生存, 利用网络分析设置吸引客源

的最佳服务, 最近路径、最少费用。如为了减少武夷山这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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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负面影响, 将金湖特色同武夷山大观进行优势互补, 突

出金湖湖光山色, 在规划景区时开通多条水上游览线路, 以

船代车, 以水上游览观光、水上漂流, 水上运动等项目的开展

为主, 达到观赏、娱乐、度假一体的目的。

另外在安全地疏散人群的最佳路径的选择分析时, 同样

可以由网络分析实现。

3. 4　叠加分析

叠加分析是G IS 的特有功能, 也是G IS 区别于其它信息

系统的主要标志, 它提供抽象的数据类型和对象类型叠加分

析的数学模型, 将同一地区、同比例尺的二组或多组图形要

素进行叠加。如利用区域的气候、水文、植被、交通等图形的

叠加分析, 分析水库旅游环境及进行旅游环境评价。

在水库旅游开发中, 应当充分重视挖掘水文化的丰富内

涵, 将水库建设前后的区域地形地貌图相叠加, 分析水库旅

游可利用的资源。

将工程布置图、水文气象图、水体环境图相叠加分析设

置水体保健、水上游乐旅游项目的可能性, 同时验证水上运

动等旅游项目, 如空中飞翔旅游等的科学性。

将现有交通图与地质地貌图与临近行政区域区划图相

叠加, 可判断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力对到达水库交

通便利度改善的关系。例如, 帮助分析临近的主要客源地与

水库之间是否可以添加新的更短的交通路径。

另外, 将工程图与水库区域地形图相叠加, 确定电站生

产建设区和周边旅游地区 [8 ], 电站建设区的少部分区域可以

作为参观区, 叠加分析为规划好安全的旅游路径提供依据。

例如, 梅口平湖景区金猫窥世是地质公园的标志性景点, 将

地质地貌图和交通图相结合可确定在湖中观赏的最佳视点

视域和航线。

4　结　语

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技术在水库旅游规划与管理中的应

用, 体现出其众多的优点和巨大的潜力, 保证了水库旅游规

划与管理的准确性和精确性。

结合空间分析功能及G IS 其他技术理论, 综合运用于水

库旅游规划, 充分发挥水库旅游价值, 建立完善的库区旅游规

划体系, 必将为水库旅游规划提供更加科学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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