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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科学评价旅游地生态安全的时序演变及其动态变化特征,识别其影响因素,探讨其驱动机制对协调旅游

地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矛盾,推进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发展。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

例,基于DPSIR模型构架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TOPSIS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研究区2009—2018年旅游

生态安全动态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宁夏旅游生态安全贴近度由2009年的0.423增加

至2018年的0.517,旅游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其安全等级始终处于中等水平,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改善;就不同

子系统而言,驱动力系统和状态系统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压力系统、影响系统和响应系统整体呈上升趋势;通过地理

探测器探测发现,不同因素对旅游生态安全影响的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关键影响因子数量减少,单一因素对旅游生态

安全的影响增加。而旅游空间密度高、压力大,生态环境质量不高、响应能力不足是宁夏生态安全整体水平较低的主

要原因。因此依据旅游生态系统承载力,合理把控游客数量,加大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提高系统响应能力是提升和

改善研究区旅游生态安全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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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cientificallyevaluatethetemporalevolutionanddynamicchangecharacteristicsof
tourismdestinationecologicalsecurity,identifyitsinfluencingfactors,exploreitsdrivingmechanismto
coordinate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andtherapiddevelopmentof
tourismindustry,andpromotethesustainableandhealthydevelopmentofregionaltourismeconomyand
ecologicalenvironment,wetookNingxiaHuiAutonomousRegionasanexampletoconstructanindex
system,basedontheDPSIRmodel,usedtheentropyweightmethod,theTOPSISmodel,andthegeo-
detectortoanalyzeandstudythedynamicchangesintourismecologicalsecurityanditsdrivingmechanismin
thestudyareafrom2009to2018.TheresultsshowedthattheclosenessofNingxia'stourismecological
securityincreasedfrom0.423in2009to0.517in2018;theecologicalsecuritystatusoftourismhadbe
improved,butitssecuritylevelhadalwaysbeenatamediumlevel,andtheoveralllevelneededtobefurther
improved;intermsofdifferentsubsystems,theoveralldrivingforcesystemandstatussystemshoweda
downwardtrend,andthepressuresystem,theimpactsystem,andtheresponsesystemshowedanoverall
upwardtrend.Throughthedetectionofgeographicdetectors,itwasfoundthattheintensityofdifferent
factors'impactontourismecologicalsecuritywassignificantlydifferent,andthenumberofkeyimpact
factorsdecreased.Theinfluenceofasinglefactorontourismecologicalsecurityhadincreased.Thehigh
densityoftourismspace,highpressure,lowquality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insufficientresponse
capacityarethemainreasonsfortheoveralllowlevelofecologicalsecurityinNingxia.Therefore,basedon



thecarryingcapacityofthetourismecosystem,thenumberoftouristsshouldbecontrolledreasonably,and
theecologicalenvironmentgovernanceandprotectionandimprovementofsystemresponseabilityareimpor-
tantwaysandmethodstoenhanceandimprovetourismecologicalsecurityinthestudyarea.
Keywords:DPSIRmodel;tourismecologicalsecurity;geographicdetector;NingxiaHuiAutonomousRegion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之

一,这已成为全球、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关键政策目

标[1]。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是高度重视短期

和长期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研究领域,旅游生态安全地位日益凸显[2]。但随

着世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越

来越大,不仅影响了旅游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

服务功能,而且严重威胁到旅游地的生态安全[3]。如

何协调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维护旅

游生态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目标[4]。目前,旅
游生态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研

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生态安全思想起源[5]、旅游地生

态安全综合测评[6]、旅游生态安全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7]、旅游生态安全变化趋势预测及

其动态预警[8-9]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模型法、预
测法、投影法以及指数法等[10-13],结合GIS空间分析

法对研究区旅游生态安全进行定量分析;从研究对象

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针对全国、省域、市县域以及景

区、自然保护区和景观等展开了研究。但由于不同学

科研究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因此对于旅游生态安全评

价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宁夏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地区,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特别是实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以及全域旅游以来,
宁夏政府大力支持旅游业发展,实施全面开放的旅游政

策,游客数量日益攀升,旅游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旅

游业的发展增加了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如何保障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维护旅游

生态安全,成为当前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内容。因此本

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基于DPSIR模型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和改进 TOPSIS模型对宁

夏旅游生态安全进行评价,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得到

影响宁夏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从而揭示宁夏旅

游生态安全驱动机制,以期为研究区旅游发展与管理

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宁夏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地处黄河上游地区,介
于35°14'—39°23'N,104°17'—107°39'E,东与陕西省

相邻,西部和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南部与甘

肃省比邻,区域轮廓南北长、东西窄,地势南高北低,

北部地形以平原为主,南部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区
域总面积6.64万km2。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

气温6~10℃,年均降水量220mm左右,平均海拔

1000m以上,日照时数3200h以上。截至2018年,全
区共辖5个地级市22个县(区),总人口约为681.79万

人。宁夏旅游资源丰富,境内共有 A级景区73家,
其中5A级景区4家,4A级景区17家,3A级景区34
家,星级旅游饭店98家,旅行社135家,乡村旅游示

范点312家,旅游商品研发基地28家。全区接待游

客超过42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50亿元,约占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9%,旅游业进入自治区战略性

支柱产业行列。

2 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将旅游地视为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

生态系统。旅游生态安全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
过对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和旅游生态环境的有效管理,
使旅游地生态系统保持结构稳定和功能多样性,为旅

游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环境空间,维持旅游地

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可持续

发展[14-15]。因此,科学评价旅游生态安全既要考虑自

然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又要考

虑人类活动、经济活动以及社会发展与旅游地之间的

相互作用关系。欧洲环境署提出的“驱动力—压力—
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综合了PSR模型

和DSR模型的优点,能够反映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影响,从而揭示人类社会自

主、积极的反馈机制。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可持续发

展评价、生态安全评价以及生态脆弱性和水资源安全

评价等领域。
因此本文将DPSIR模型应用于旅游生态系统构建

旅游生态安全动态预警指标体系,其运行机制如图1所

示:旅游活动、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作为长期驱动力

(D),旅游发展对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以及生态资源产生

一定压力(P),直观反映在旅游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状

态(S)上,进而对生态系统产生一系列影响(I),为维持

旅游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人类采取一系列响应(R)
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基于该模型的运行机制,采用

DPSIR模型构建宁夏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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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代表性以及可获得性等原则

的基础上,通过频度统计法和专家咨询法,参考相关

文献[6-13],结合宁夏实际状况,进行评价指标的筛选,
建立宁夏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表1)。

图1 DPSIR模型运行机制

表1 宁夏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权重

宁夏

旅游

生态

安全

评价

体系

旅游收入增长率 % 0.0537
城镇化率 % 0.0346

驱动力(D)
游客量增长率 % 0.0526
人口自然增长率 % 0.0267
人均GDP 元 0.0335
第三产业比重 % 0.0348
人口密度 人/hm2 0.0267
游客空间密度 人次/hm2 0.0518

压力(P) 万元GDP用水量 m3/万元 0.0347
污水排放量 m3 0.0331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m3/人 0.039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重 % 0.0225
城市饮水源水质达标率 % 0.0318

状态(S) 森林覆盖率 % 0.037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418
人均耕地面积 hm2/人 0.0349
生态用地递减率 % 0.0426
旅游资源利用强度 0.0437

影响(I) 人均旅游收入 万元 0.0513
旅游经济密度 万元/km2 0.0493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 0.0416
旅游从业人员大专以上学历比重 % 0.0387
每万人在校学生数 人 0.0346

响应(R) 环保投资占GDP比重 % 0.0526
污水处理率 % 0.0315
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 % 0.0232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宁夏统计年鉴》、《中国旅

游统计年鉴》以及宁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宁夏土地利用变更资料数据和宁夏环境公报和监

测数据以及宁夏政府报告、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其
中个别数据来源于相关单位和部门。

2.3 改进熵权TOPSIS模型

TOPSIS法是一种常用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法,通

过测度目标靠近正负理想解的程度来对评价对象进

行综合评估[16]。该方法对数据分布、样本含量以及

指标数量没有严格限制,且直观、真实、可靠,能够很

好地反映旅游生态安全评价过程[17]。但其传统的

TOPSIS法以理想解到负理想解的距离来判断评价

对象贴近理想解的程度,排名无法完全反映评价对象

的优劣性,而改进 TOPSIS法对评价对象到正负理

想解的距离公式进行了改进,可以客观反映评价对象

的优劣性[18]。因此,本文采用改进TOPSIS法对宁

夏旅游生态安全进行评价,计算过程为:
(1)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Yij=(xij-xjmin)/(xjmax-xjmin)
负向指标:Yij=(xjmax-xij)/(xjmax-xjmin)

式中:Yij为指标标准化后的值;xjmax和xjmin分别为

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更为客观的熵

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能够很好地避免主观因素的影

响。其计算公式为:

wj=(1-ej)/∑
26

j=1
(1-ej)

ej=(1/ln10)·∑
26

j=1
(zijlnzij)

zij=Yij/∑
26

j=1
Yij (当zij=0时,zijlnzij=0)

式中: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值;ej 为第j项指标的

熵值;zij为第i年第j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计算结果

见表1。
(3)建立加权评价矩阵。其计算公式为:

T= Tij 10×26=wj·Yij

式中:T 为加权评价矩阵;Yij为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wj为指标权重;Tij为规范化决策矩阵。
(4)确定第i年的正负理想解:计算公式为:

T+
i = maxTij i=1,2,…,10{ }

T-
i = minTij i=1,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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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i 和T-

i 分别为正、负理想解;Tij为规范化决

策矩阵。
(5)计算第i年的Tij值到T+

i 和T-
i 的距离。计

算公式为:

D+
i = ∑

26

j=1
(Tij-T+

i )2,D-
i = ∑

26

j=1
(Tij-T-

i )2  

(i=1,2,…,10)
式中:D+

i 为第i年评价对象到正理想解的距离;D-
i

为第i年评价对象到负理想解的距离。
(6)计算第i年与理想解的贴近度(Ci),计算公

式为:

Ci=
D-

i

D+
i +D-

i

式中:Ci∈ 0,1][ ,其值越大,该年旅游地生态安全评

价值越大,旅游生态系统越安全,反之,旅游生态系统

越不安全。

2.4 宁夏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探测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模型探测影响旅游生态安全

的影响因素,该模型由王劲峰等[19]创建,最先应用于

地方疾病与风险因子探测方面,随后被广泛应用于地

理要素的空间分异等方面。其计算公式为:

q=1-
1

nσ2∑
L

h=1
nhσh

2

式中:q为研究区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探测值,假设影

响要素X 离散化后有M 级分类,那么nXi为影响要素

X 的i级内的样本数;n为总样本数;n所有i级(i=1,

2,3,…,M)的nXi和σ2 为整个区域的离散方差;h 为层

(h=1,2,3,…);L 为M 或X 的分层。当q=1时,说
明旅游生态安全发生分异完全由因素 X 决定,当q
=0时,表明因素 X 对旅游生态安全分异的影响为

0,该值越大,说明因素对旅游生态安全影响越大。

2.5 旅游生态安全划分标准

本文结合宁夏实际,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0-21],采
用等间距划分法依据贴近度Ci将宁夏旅游生态安全

状况划分为5个等级(表2)。
表2 宁夏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划分标准

贴近度 安全状况

[0,0.2] 不安全

(0.2,0.4] 较不安全

(0.4,0.6] 一般

(0.6,0.8] 较安全

(0.8,1] 安全

3 结果与分析

3.1 宁夏旅游生态安全状况分析

研究期间宁夏旅游生态安全的贴近度呈逐年上

升趋势(图2),由2009年的0.423增加至2018年的

0.517,说明宁夏旅游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近年

来,宁夏在生态立区理念的指导下,不断加大区域生

态保育与恢复建设力度,积极推进旅游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同时注重旅游低碳转

型以及集约发展,构建和发展生态旅游城市,提升旅

游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生态旅游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区旅游生态安全状况朝趋

好的方向发展。2014—2016年旅游生态安全贴近度

出现短暂下降,由0.524下降至0.483,主要是全域旅

游的实施,入境游客数量增加,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较

高,旅游地人口密度增大,加大了旅游空间密度,旅游

资源利用强度增加所导致的。说明提高水资源节约

利用和循环利用水平,有效缓解资源供需矛盾,严格

把控旅游地游客数量,注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与

维护,对于研究区旅游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16
年以来,随着生态文明理念以及生态建设政策的颁布

与实施,宁夏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力度逐年加大,其
旅游生态安全状况逐渐趋于好转。

图2 2009-2018年宁夏旅游生态安全状况

但从生态安全等级来看,宁夏旅游生态安全等级

状况不容乐观,其生态安全贴近度整体处于0.4~
0.6,增长不显著,旅游生态安全等级状况始终处于

“一般”水平。整体来看,研究区旅游生态安全等级水

平未得到根本好转,重点景区生态承载力较大、旅游

空间密度和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生态用地面积不足且

保护形势严峻,环保投资占GDP总量较低以及旅游

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水平低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严重制

约了宁夏旅游生态安全整体水平的提升和改善,也是

今后发展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3.2 宁夏旅游生态安全各子系统分析

从驱动力系统来看,2009—2018年研究区驱动力系

统贴近度由0.686下降至0.346(图2),其安全等级由较

安全下降为较不安全,生态安全状况逐渐恶化,这与研

究区旅游业与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息息相关。近年

来,宁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加快,城镇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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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快,城镇化率不断增加,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特别

是旅游业发展速度日益加快,游客总量逐年攀升。然而

社会经济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带来

了诸多压力,使其生态系统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隐患

增加,对生态安全的维护产生一定影响。
从压力系统来看,2009—2018年研究区压力系统贴

近度由0.543下降至0.562(图2)但其安全等级始终保持

“一般”状态,生态系统压力增加,不利于区域旅游生态

安全,这也是社会经济与旅游业快速发展的结果。宁夏

旅游资源丰富,西夏文明、黄河文化以及“塞上江南”的
美誉为其旅游业发展增光添彩,特别是全域旅游的全面

实施,全区旅游人数逐年攀升,人口集聚加速,游客密度

不断上升,旅游资源利用强度增强,同时也加大了污染

物排放量,使得水资源供需矛盾显著,生态系统压力不

断增加。因此必须依据旅游承载力合理调控旅游人数,
同时加大污染管控与治理力度,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旅游发展水平,逐步缓解旅游业发展供需矛

盾,持续推进旅游生态安全状况不断好转。
从状态系统来看,2009—2018年研究区状态系

统贴近度由0.436下降至0.431(图2),整体变化不

大。从安全等级状况来看,研究期间其始终处于“一
般”水平,整体形式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是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态建设使得大量耕

地别占用,致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全域旅游

的实施,为宁夏旅游发展带来了机遇,未来一段时期

将是宁夏旅游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黄金阶段,对于土

地资源的需求将只增不减,因此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以及耕地保护水平,缓解人地

关系矛盾,对于改善和提高旅游生态安全至关重要。
从影响系统来看,随着宁夏旅游业和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其生态用地面积有所增加,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重、饮用水水质状况以及森林覆盖率和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等不断得到改善,旅游生态安全状况不断趋于好

转,研究期间贴近度由0.476增加至0.517(图2)。虽然

其贴近度有所增加,但从安全等级水平来看,其仍处于

“一般”状况。生态用地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其保护压

力仍较大,且整体质量不高,而对于核心景区游客数量

较多,旅游资源利用强度较大,旅游地负荷增加等问题

尤为突出。因此,在注重增加和保护生态用地数量和质

量的同时,基于生态承载力合理调控游客规模及其空间

分布格局,从而推进旅游生态安全状况的根本转变。
从响应系统来看,研究期间其贴近度由0.349增

加至0.671(图2),安全等级由较不安全逐渐转变为

较安全,安全状况改变显著。这与宁夏对旅游业发展

的高度重视,积极开发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综合体,建

设塞上江南旅游圣地,加大投资旅游业发展与建设力

度,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树形象、惠民生

和防风险以及投试点等工作以及注重专业人才的培

养息息相关。在政府政策和制度的支持下,环境污染

治理投资力度、污水处理率、垃圾无公害处理率和专

业人才数量及其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从而有效带动了

旅游生态安全不断趋于好转。

3.3 宁夏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

为探讨研究区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及其驱动

机制,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计算各评价指标对研究区

旅游生态安全的影响,通过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分
析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表3),不同因素对旅

游生态安全影响的强度存在显著差异,2009—2018
年各影响因子决定力q值呈下降趋势,关键影响因子

数量减少,而单一因素对旅游生态安全的影响增加。
(1)驱动力影响因素。从指标决定力q 值来看,

各指标影响程度相对均衡,第三产业增长率、人均

GDP和城镇化率的决定力q 值增大,表明上述3个

因子对研究区生态安全影响较大。第三产业不仅可

以促进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第

三产业很少受土地和资源的约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也较小。宁夏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较大,将是未来对改

善旅游生态安全的关键驱动因素。
(2)压力影响因素。从指标决定力q 值来看,旅

游空间密度和万元GDP用水量的决定力q 值最大,
表明这两个因子是影响宁夏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

素。旅客是旅游活动的主体,同时也是最难控制的因

素,其不文明的旅游行为都将对环境造成影响。游客

空间密度反映了城市游客数量,而游客密度一旦超过

旅游地环境承载力,将发生生态失衡,影响旅游地生

态安全。万元GDP用水量反映了旅游活动和生活影

响下的资源消耗水平,其q 值由2009年的0.476增

加至2018年的0.493,表明万元GDP用水量对研究

区旅游生态安全影响程度加大,长此以往将对旅游地

生态环境造成压力。
(3)状态影响因素。建成区绿化面积、森林覆盖

率对研究旅游生态安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化不

仅可以减少灰尘,还可以调节空气,对保持生态环境

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是缓解旅游生态安全的重要因

素,同时也是促进生态环境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关键

因素。从指标决定力q值来看,研究始末建成区绿化

面积、森林覆盖率q 值均较高,说明是影响研究区旅

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4)影响影响因素。通过探测结果可以发现,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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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经济密度和人均旅游收入在旅游生态安全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并且可以通过刺激增强旅游地投资更多

资源来维护旅游生态系统实现良好运转的意愿,从而

提高旅游生态系统的响应能力。旅游收入占GDP的

比重代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反映了旅游在经济

体系中的地位,也是旅游生态安全的关键经济因素。
(5)响应影响因素。应对措施主要体现在短期

措施和长期措施上。依据探测结果可知,污水处理率

和环保投资占GDP比重的决定力q 值增加显著,表
明这些短期措施可以直接改变生态环境。而旅游从

业人员大专以上学历比重和每万人在校学生数的决

定力q值呈缓慢增加趋势,说明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人才投资是提高应对能力的关键因素,对于

改善旅游生态安全具有显著作用。
表3 宁夏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探测值

影响因子 影响指标 2009年 2018年 影响因子 影响指标 2009年 2018年

旅游收入增长率 0.219 0.058
状态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253 0.234
城市化率 0.348 0.389 人均耕地面积 0.219 0.183

驱动力
游客量增长率 0.158 0.197 森林覆盖率 0.263 0.247
人口自然增长率 0.186 0.167

影响

生态用地递减率 0.349 0.325
第三产业增长率 0.315 0.321 旅游资源利用强度 0.448 0.464
人均GDP 0.277 0.283 人均旅游收入 0.602 0.667
人口密度 0.194 0.176 旅游经济密度 0.511 0.625
游客空间密度 0.649 0.533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0.433 0.446

压力 万元GDP用水量 0.476 0.493

响应

旅游从业人员大专以上学历比重 0.172 0.426
污水排放量 0.168 0.114 每万人在校学生数 0.258 0.274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0.229 0.214 环保投资占GDP比重 0.206 0.223

状态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重 0.206 0.203 污水处理率 0.154 0.396
城市饮水源水质达标率 0.236 0.214 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 0.131 0.159

  根据生态格局和生态系统理论,旅游生态系统的各

要素处于相互影响和循环运行的状态,而对其关键因素

进行调控有利于维持旅游生态系统稳定运行。本文基

于宁夏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探索其驱动机制(图3),
有助于明晰系统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及其形

成原因。旅游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一个由旅游环境影响

和旅游经济发展组成的复杂的多变量耦合系统。驱动

力因素是整个旅游生态安全演变的动力源泉。宁夏经

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促进

了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而旅游活动造成的一系列资源消

耗和污染物排放等带来了人口压力、资源压力和环境压

力,进而对旅游地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特

别是核心景区,游客数量的激增,加大了其生态压力,生
态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明显,从而改变其原有生态系统

的稳定状态。而旅游生态系统不稳定的状况将影响旅

游经济的发展,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旅游经济的衰落。
为保持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使管理者采取一定

的管理决策和措施,而合理有效的管理决策和措施不

仅减轻旅游发展压力,维持健康良好的旅游生态系统

状态,同时还可以调节外部压力对旅游生态系统产生

的改变。宁夏政府十分重视旅游压力改变生态环境

带来的旅游经济影响,因此不断加大环保投资应对旅

游活动带来的压力,维护旅游地生态环境稳定状态,
调节外部压力对旅游生态系统产生的改变。

图3 宁夏旅游生态安全驱动机制

  通过对研究区旅游生态安全地理探测发现,宁夏

旅游生态安全关键影响因子数量减少,而单一因素对

旅游生态安全的影响增加。旅游空间密度高、压力

大,生态环境质量不高、响应能力不足是宁夏生态安

全整体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因此依据旅游生态系统

承载力,合理把控游客数量,加大生态环境治理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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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提高系统响应能力对于提升和改善研究区旅游生

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期间宁夏旅游生态安全由2009年的0.423
增加至2018年的0.517,旅游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改

善,但其安全等级始终处于中等水平,整体水平有待

进一步改善。从驱动力系统来看,研究期间驱动力整

体呈现大幅下降的变化趋势,其变化与宁夏旅游和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息息相关;从压力系统来看,其贴近

度呈波动上升态势,旅游生态系统压力越来越大,这
是旅游业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的结果;从状态系

统来看,其贴近度整体呈下降的变化趋势,由0.436
下降至0.431,旅游生态安全状态有所下降,但其变化

幅度不大;从影响系统来看,其贴近度整体呈上升的

变化趋势,由0.476增加至0.517,主要得益于生态环

境质量的改善与旅游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从响应系

统来看,其贴近度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由0.349增

加至0.671,宁夏旅游生态安全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

能力显著提升。
通过地理探测器探测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不同

因素对旅游生态安全影响的强度存在显著差异,
2009—2018年各影响因子决定力q 值呈下降趋势,
关键影响因子数量减少,而单一因素对旅游生态安全

的影响增加。而旅游空间密度高、压力大,生态环境

质量不高、响应能力不足是宁夏生态安全整体水平较

低的主要原因,因此依据旅游生态系统承载力,合理

把控游客数量,加大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提高系统

响应能力是提升和改善研究区旅游生态安全的重要

途径和方式。
旅游生态安全是一项涵盖社会、经济、生态、文

化、政策等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进行合理、科
学的评价有利于区域旅游发展与管理,实现可持续发

展。而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是旅游生态安全评价的

关键,受数据资料的影响,本文的评价指标构建可能

不一定健全,仍需进一步探讨。此外本文从时间尺度

对宁夏旅游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并对其驱动机制进

行了探讨,缺乏时空角度的综合评价,而对于旅游生

态安全调控对策与优化路径等问题的研究,也需要进

一步的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PengJ,YangY,LiuY,etal.Linkingecosystemserv-
icesandcircuittheorytoidentifyecologicalsecuritypat-
terns[J].ScienceofTheTotalEnvironment,2018,644
(10):781-790.

[2] LuCY,LiWL,PangM,etal.QuantifyingtheEconomy-

environmentinteractionsintourism:CaseofGansu
Province,China[J].Sustainability,2018,10(3).DOI:

10.3390/su10030711.
[3] YangX,DongL,LiC.Microclimatetourismandmicrocli-

matetourismsecurityandsafetyinChina[J].Tourism
Management,2019,74(5):110-133.

[4] 鲍青青,刘胜峰.喀斯特旅游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与障

碍因子分析:以桂林为例[J].中国岩溶,2017,36(3):

407-414.
[5] 吕君.旅游生态安全思想的缘起及其安全状态诊断[J].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7(5):35-38.
[6] 徐美,刘春腊.张家界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

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3):605-614.
[7] 周彬,钟林生,陈田,等.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格

局及障碍因子[J].地理科学,2015,35(5):599-607.
[8] 徐美,刘春腊,李丹,等.基于改进TOPSIS-灰色GM(1,1)模

型的张家界市旅游生态安全动态预警[J].应用生态学

报,2017,28(11):3731-3739.
[9] 周彬,虞虎,钟林生,等.普陀山岛旅游生态安全发展趋

势预测[J].生态学报,2016,36(23):7792-7803.
[10] 曹新向.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基于生态

足迹模型的分析[J].经济地理,2006,26(6):1062-1066.
[11] 武春友,郭玲玲,于惊涛.区域旅游生态安全的动态仿

真模拟[J].系统工程,2013,31(2):94-99.
[12] HeG,YuBH,LiSZ,etal.Comprehensiveevalua-

tionofecologicalsecurityinminingareabasedonPSR-
ANP-GRAY[J].EnvironmentalTechnology,2018,39
(23):3013-3019.

[13] 李细归,吴黎,吴清,等.中国旅游生态安全测度及障碍

因子诊断研究[J].生态经济,2017,33(6):90-95.
[14] 张爱平,钟林生,徐勇,等.中国省际旅游发展质量特征

及空间差异[J].地理科学,2015,35(3):283-292.
[15] 于伯华,吕昌河.基于DPSIR概念模型的农业可持续发

展宏观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5):

70-74.
[16] 徐美,朱翔,李静芝.基于DPSIR-TOPSIS模型的湖南省土

地生态安全评价[J].冰川冻土,2012,34(5):1265-1272.
[17] 鲁春阳,文枫,杨庆媛,等.基于改进TOPSIS法的城市

土地利用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以重庆市为例

[J].资源科学,2011,33(3):535-541.
[18] 赵宏波,马延吉.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生态安全的时空

格局及障碍因子:以吉林省为例[J].应用生态学报,

2014,25(2):515-524.
[19] 王劲峰,徐成东.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地理学

报,2017,72(1):116-134.
[20] 王鹏,王亚娟,刘小鹏,等.基于PSR模型的青铜峡市土

地生态安全评价与预测[J].水土保持通报,2018,38
(2):148-153.

[21] 王鹏,王亚娟,刘小鹏,等.基于PSR模型的生态移民安

置区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以红寺堡区为例[J].水
土保持研究,2018,25(6):270-276.

482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2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