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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嘎山旅游开发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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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贡嘎山地区旅游开发对当地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虽然发展旅游业带动了贡嘎

山地区经济的增长, 但是粗放的旅游开发方式已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影响了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对如何处理好合理开发旅游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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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嘎山位于四川省康定、泸定和石棉 3县境内,

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 主峰海拔

7 556m,是横断山脉最高峰,被誉为 /蜀山之王 0,是

世界上著名的高峰之一。贡嘎山是著名的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以贡嘎山为中心,由海螺沟、燕子沟、木格

措、塔公、伍须海、贡嘎南坡等景区组成, 面积达 1万

km
2
, 是目前我国面积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在区域内还建立了国家地质公

园和国家森林公园。贡嘎山有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

质地貌景观和自然旅游资源集中地, 是我国地理、生

物、冰川等科考基地,世界各国探险家、科学家到贡

嘎山登山、探险、考察,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1 贡嘎山旅游资源特色

贡嘎山以神奇壮丽的雪峰、冰川、高山湖泊、温

泉等世界上罕见的地质地貌景观闻名于世, 同时集

森林、草原、峡谷、珍稀动植物、民俗、历史与一体,特

色鲜明,人文自然景观交相辉映 (图片 1~ 5)。

111  独特的自然风光

贡嘎山是横断山系的第一高峰, 主峰海拔 7 556

m,在主峰周围林立着 40多座海拔 6 000 m以上的

高峰,形成了群峰簇拥、雪山相接的宏伟景象。主峰

及其周围姊妹峰终年白雪皑皑,晴天金光闪闪,阴天

云海茫茫,姿态神奇莫测,可谓自然界一大奇观。

贡嘎山是青藏高原东部最大的现代冰川作用中

心,有现代冰川 74条
[ 1]
, 著名的有海螺沟一号冰川、

贡巴冰川、巴旺冰川、燕子沟冰川等。这里有国内同

纬度海拔最低的冰川 ) ) ) 海螺沟冰川, 最低点海拔

2 850 m, 伸入原始针叶林带达 6 km, 冰川、森林共

存,形成 /绿海银川 0的奇景。这里还有中国最大,

高差 1 080m、宽 1 100 m的海螺沟大冰瀑布, 每当

雪崩发生时,冰雪飞腾, 响声如雷, 气势磅礴,蔚为壮

观。由于冰川运动形成的冰川弧、冰川断层和冰塔、

冰桥、冰川石蘑菇等造型奇异、变化万千。

贡嘎山景区内有 10多个高原湖泊, 著名的有木

格措、伍须海、仁宗海、巴旺海等,有的在冰川脚下,

有的在森林环抱之中,湖水清澈透明, 保持着原始、

秀丽的自然风貌。这里还是我国东部最近的地热资

源富集区,有海螺沟温泉和康定二道桥温泉等数百

处温泉出露,温度之高、流量之大、分布之密集、医疗

价值类型之丰富,堪称一绝。

112 丰富多彩的动植物

贡嘎山保存了极其原始的生态环境, 是我国西



部重要的植物区系交汇区、濒危动物栖息地和生物

基因宝库。贡嘎山景区内垂直带谱十分明显, 南坡

和东坡具有从亚热带到寒带植被的完整垂直带谱,

西坡和北坡则有典型的高寒草原植被及与高山峡谷

的植被镶嵌的特点。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分布的过渡

性和混合性,及第四纪以来青藏高原的抬升,形成了

生物区系成分古老、组成复杂、物种分化剧烈、特有

种丰富、生物群落和生物种群类型多样的特点。这

里是全球 2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区

内有维管束植物 185科、869属,约 2 500余种
[ 2]
, 其

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连香树 ( C ercidiphy llum ja-

ponicum S ieb1et Zucc1 )、星叶草 ( C ircaeaster agrestis

Max im1)、独叶草 (K ingdonia un if lora Balf1 F1 etW1
W1 Sm ith)、水青树 (T etracentron sinense O liv1)等 23

种。脊椎动物有 400多种, 属国家一、二、三类保护

的动物有 20多种。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牛

羚 (Budorcas tax icolor、白唇鹿 (C ervus albirostris)、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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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猴 ( Rhinop ithecus rox ellanae)、野牦牛 ( Bos grunni-

ens )、雪豹 (Pan thera uncia)等 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有小熊猫 (A ilurus fulgens )、猕猴 (M acaca mulat-

ta )、猞猁 ( Felis lynx )等 18种。

113 宗教民族文化
贡嘎山地区是汉、彝、藏等多民族聚居地,世代

相传的民族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及娱乐文化形式丰

富多彩,并且藏传佛教文化异常深厚,著名的宗教寺

庙比比皆是,如至今已有 1 000多年历史的藏传佛

教萨迦派俄尔巴传承寺院 ) ) ) 塔公寺、位于贡嘎山

主峰足下的贡嘎寺等。

114 红军长征文化

海螺沟下游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地

方,是泸定桥战斗前的停留地。在安顺场战斗之后,

红军主力北上翻桂花坪,经过海螺沟下游的柏杨坪、

沙树坪到达磨西,再由磨西走营盘古道越摩岗岭,一

举夺取泸定桥,取得了在中国革命史上有重大战略

意义的胜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在磨西天主教

堂住宿,在这里商议攻打泸定县城事宜
[ 3]
。

2 旅游开发对环境的影响

211 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旅游开发对地方基础建设、经济发展起到重要

带动作用。仅海螺沟景区而言, 在 2001年二郎山隧

道贯通以后,游客人数从上一年的 414万人次剧增
到 11万人次, 2004年又突破 15万人次,当年旅游

收入对泸定县 GDP的贡献率达 2819% ,对于当地

农民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增收。旅游开发前,当地

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和挖药, 旅游开发后这种

情况有一定变化,主要是挖药在家庭收人中所占的

比重下降了近 50%, 打工收入所占的比例有较大增

加
[ 4]
。而且旅游推动了对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及

环境的保护,改变当地居民的观念,增强他们对环境

价值的认识。

212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1211 对生物的不良影响

旅游地的配套设施建设、公路修建及房屋建设

需占用大量土地,对生物的生存空间造成了不利影

响。调查表明,旅游业发展对植物覆盖率、生长率及

种群结构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同时,

旅游者的不慎或管理不善可能导致的森林火灾也将

致使植物覆盖率下降。旅游地人口的增加, 使得动

物的栖息地受到侵害,某些动物被迫迁走,一些动物

数量减少乃至绝灭。

11对植被的不利影响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 景区的植物群落和生态环

境遭受了一定破坏。旅游开发过程中基础设施、服

务设施的建设,如观光道、观景台等,不可避免的会

破坏旅游地植物,还有可能损伤一些珍稀濒危植物,

如 1996年海螺沟修建旅游公路时,因选线不当而使

大湾子的大百合群落、热水沟与水海子之间的麦吊

杉 ) 大叶杜鹃群落、水海子与三号营地之间的寄生

植物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三号营地与干河坝之间

的一片具有重要科研与观赏价值的自然演替群落被

分割成数块
[ 5]
; 旅游服务设施所排放的 /三废 0 (废

气、废水、废渣 ) 也会影响一些植物的存活; 旅游者

的旅游活动也会对旅游区植物产生不利影响, 如随

意采摘花木、搭建帐篷、任意砍伐树林当烧柴等等;

一些旅游商品的制作和出售, 诸如野生药材、兰花等

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 由于销路好, 导致被大量采

挖,使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贡嘎山地区的虫草

( Cordycrp s sinensis ( Berk1 ) Sacc)、绿绒蒿 (M econop-

sis)、一把伞南星 ( A risaem a erubescens ( W a ll1 )

Schott1 )、川贝母 (Fritillaria cirrhosa D1 Don)等药用

植物每年都受到大量无序的采集, 产量大幅减少,景

区内的兰花和一些苔藓植物也被当地群众采挖后进

行销售。

21可能对动物的不利影响
由于旅游开发,使一些动物的生存环境受到干

扰,如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景点建设碎化了动

物的生境;施工噪声和旅游交通工具噪声惊扰了动

物的生活,使动物受惊吓或改变生活地点和习性;土

壤、水体污染导致动物生境恶化,甚至导致动物生病

死亡;少数游客在旅游区滥捕猎以及食用珍稀野生

动物,使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甚至濒临灭绝。野生

动物数量的减少,从而导致食物网简单化,食物链缩

短,部分断裂和解环, 甚至消失, 结果造成固有的生

态系统出现不平衡。

21212 对非生物环境的影响

11对土壤的不利影响
旅游开发对土壤的影响主要有:由于植被破坏,

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土壤裸露面积增加,土壤质量

下降,风沙化严重; 游人的过度践踏,使土壤板结,落

叶层和腐殖质层破坏, 使土壤肥力下降, 土壤 ph值

上升;大量基础设施、旅游设施的建设,占用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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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使绿地面积减少,破坏生态平衡
[ 6]
。

21对水体的不利影响
旅游开发对水体的污染是比较严重的, 由于景

区一般远离城镇,购物相对不便,游客在进入景区游

览过程中通常均携带许多软硬纸质、塑料包装及金

属易拉罐等简便食品与饮料,其餐饮后不能理性丢

放,极易污染水体。还有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主要

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生活污水、粪便垃圾、雨水淋溶

渗滤液等进入溪流、湖泊等水体, 造成水体质量下

降,同时影响旅游区的视觉景观。其主要污染物有

各种有机物、油类、固体悬浮物、致病微生物、有毒重

金属化合物等,这些污染物进入水体中,首先是影响

人体健康;其次, 改变水生生物和湿地鸟类的生境,

导致水生生物的死亡和鸟类的绝迹
[ 6 ]
。

31旅游开发带来的噪声、固体废弃物、大气污染
旅游开发也给旅游地环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噪

声、固体废弃物和大气污染问题, 主要表现在:旅游

接待地的垃圾、噪声等将构成对旅游地的动物和人

体危害。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施工噪声影响当

地居民和旅游者生活。旅游者的噪声、景区和商业

场所招揽旅游者的音响声等,破坏了景区清幽的环

境。旅游者随意丢弃食品包装纸、塑料袋、饮料筒、

啤酒瓶、果皮等, 会造成固体废弃物污染, 影响旅游

区景观和环境卫生。旅游区服务设施和交通工具产

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烟尘等大气污

染物影响旅游区的大气环境,污染旅游区的空气。

41旅游开发可能对地质地貌的不利影响
由于地处新构造活动活跃地区, 贡嘎山如崩塌、

滑坡、泥石流和雪崩等山地灾害频繁,加之大规模地

开山修路、兴建宾馆,使山体边坡和植被遭受破坏,

可能会诱发了一些新的滑坡、塌方等山地灾害。如

1989- 07- 08和 26, 海螺沟观景台西沟先后发生了

两次泥石流,对景区造成极大破坏; 2001- 05 - 04,

通往景区的道路塌方,造成交通堵塞,致使数百人无

法进人景区,不得不将大多数游客转往泸定、康定住

宿,给游客和景区造成了一定损失。2005- 08- 11

晚海螺沟发生的特大泥石流,也造成景区内多处公

路和桥梁严重毁损, 1 200余名游客在景区附近受

阻,一些农户受灾, 磨西沟内所有小型电站均被冲

毁。此外旅游容量超载, 也会导致一些地貌形态侵

蚀速度加快。

3 对策

1995年在西班牙沙罗特通过的 5可持续旅游发

展宪章6中就指出: /旅游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旅游

能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同时旅游也加剧了

环境的损耗和地方特色的消失 0 [ 7]
。所以只有将旅

游开发对环境破坏的力度降至最小, 保护旅游赖以

存在的资源与环境基础不受破坏,才能保证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

11制定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生态旅游规划
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及可持续发展理论

为依据,制定科学的生态旅游规划,利用生态环境资

源发展旅游,并通过发展旅游来保护生态环境资源。

旅游景区要合理地进行功能分区,可划分为原生态

核心区、缓冲区和旅游接触区、生活服务区。原生态

核心区一般禁止入内, 缓冲区允许有特殊目的的人

进入,旅游接触区是游客观光游览区,生活服务区则

是提供给服务人员和游客的基本保障区
[ 8 ]
。各区

要在科学计算生态环境承载容量的依据下, 平衡客

源、合理调控游客时空分布,除此之外,还应利用一

些经济手段,如实行旅游淡、旺季价格等进行调控,

严格限制核心区的旅游人数, 在保证一定经济效益

的同时使景区环境也得到有效保护。

21加强景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监测
为了避免或减少旅游活动对景区的环境污染,

保持景区的环境质量,应加强景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尽快恢复景区旅游公路沿线上受到损坏的植被, 并

注意将造林与造景相结合, 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景区

内垃圾和污水的处理, 在游览线上合理设置垃圾桶

并加强保洁员的巡查清理;建立山地灾害监测系统、

环境监测网和综合科研基地, 开展山地灾害预报服

务,监测、研究景区的生态环境变化,进行环境影响

分析预测;杜绝大规模的工程开挖活动,以免引发各

种地质灾害;针对不同山地灾害的特征,采取相应的

防灾措施,在游览道路上和景点有危险的地段,竖立

明显的警示标记;在导游宣传材料上,对景区的主要

灾害、类型与防灾知识进行说明,增强游客的防灾意

识和自救能力。

31加强生态保护的宣传教育
在目前游客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的情况下,

必须加强生态旅游的宣传普及工作,强化以生态环

境质量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意识, 提高广大参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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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素质,这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应

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各种媒体, 加强对游客进行

保护区价值、保护意义、法制和动植物、生态学科普

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既起到对全民进行教育的作用,

同时扩大生态旅游的社会影响,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

保护区进行生态旅游。完善景区内的环境保护提示

说明系统,还可在景区内建立展览馆、游客中心,以

生动、形象的方式,向游客介绍景区的资源与环境特

点和科学知识,满足游客的求知欲望,提高游客的环

保自觉意识。

41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生态旅游

在发展生态旅游的经济政策中渗透环保意识。

对于那些经济效益虽高, 但对生态环境有破坏作用

的产业部门坚决予以取缔。从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

发展的长远目标考虑,以旅游地的自然资源为基础,

发展有利于维护生态景观并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经

济。可以加强对景区内资源植物的开发利用,建立

天麻 ( Gastrodia elata B l1 )、大黄 ( Rheum palma tum

L1)、虫草 ( Cordycrp s sinensis ( B erk1) Sacc)等珍贵药
材的生产基地,避免当地农民对野生药材的无序采

挖,还可以针对贡嘎山地区的杜鹃属 ( Rhododen-

dron)、报春属 ( P rimula)、百合属 ( L ilium )、木兰属

(M agno lia)等优良观赏植物和一些珍稀植物建立培

育基地,进行人工栽培和繁殖试验,既有利于生态环

境的保护,又可以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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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 ental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Gongga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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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Institu te of M oun ta in H azard s and Env ironm en t; Ch ine se A cad emy of Sc iences; Chengd u 610041, Ch ina )

Abstract: The impacts o f tourism developmen t on social and econom ic environment and ecolog ical env ironmentw ere

analyzed in deta il1 A lthough tour ism promotes the grow th of economy in Gongga d istribu,t but the rough develop-

ment pattern o f tourism has caused serious pollution and damage in the frag ile eco log ica l env ironmen t and in fluences

the susta inable deve lopm ent o f tourism1 In order to mainta in the balance betw een the exp lo iting o f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pro tect ing of econom ic environmen,t some suggestions w ere measured1

Key words: GonggaM ounta in; tourism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 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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