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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开发分区识别及空间管制

———以生态脆弱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雒占福，梁晶晶，张 蓉，王家明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全域旅游的全域景区开发与全域要素开发具有较大国土空间冲突风险，尤其是在西南生态敏感区。开展

全域旅游开发的分区管控研究不仅是促进全域旅游融入国土空间管控的理论探索，更是生态脆弱区推进全域旅游

科学发展的实践探索。目前全域旅游分区研究多以行政范围内的旅游经济分区与功能开发分区研究为主，融合国

土空间要素的旅游适宜性、分区分类的全域空间管控性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以生态脆弱区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为例，在修正后人体舒适度基础上测度旅游活动空间适宜性，并结合旅游资源禀赋、美学价值、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限制等多维度多因子进行旅游开发评价，基于国土空间管控要求综合识别全域旅游开发的空间分区，划定其管制

类型，研究结论如下：（１）阿坝州全域旅游的空间舒适性由西北向东南递增；（２）阿坝州旅游资源开发条件整体以

较好与较差等级为主，州东南地区与国道沿线的汶川、松潘、茂县、马尔康等县的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较好；（３）阿坝

州全域旅游开发的空间分区可分为优化开发区、引导开发区、适度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四类，近１／３的空间属于限

制开发空间，不同类型空间实施不同管制策略；（４）阿坝州全域旅游须贯彻国土空间规划的全域管控理念，避免全

域旅游为全区域旅游开发、全时空开发乃至全要素开发，应分区施策分类管理。本研究可为生态脆弱区全域旅游

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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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迈入新时代［１］，各

级各类空间规划在支撑区域发展，科学布局生产空

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促进国土空间合理利用和

有效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山区，整体

谋划具有较强空间融合性的全域旅游，建立科学高

效的空间规划与旅游管控体系，是乡村振兴、建立中

国新时代旅游业的必然要求。

全域旅游是从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

全时空等方式推进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实现旅游

景观全域优化、旅游服务全域配套、旅游治理全域覆

盖、旅游产业全域联动和旅游成果全民共享的大旅

游、系统旅游与现代旅游［２］。然而，构建国土空间

旅游规划体系，强化“三区三线”管控的过程，势必

会对跨多个行政区、与控制线相互交织的旅游资源

开发产生局部冲突。例如，侵占永久基本农田、自然

保护区等禁止建设空间问题；利益驱动下对一般农

业空间与一般生态空间要素的过度开发利用问题。

因此，须以全域旅游和国土空间利用冲突为切入点，



构建具有国土空间融合性和可操作性的旅游空间规

划与管控体系。

早期的旅游区划研究较为单一［３－４］，之后逐渐

发展为对气候舒适度［５］、旅游资源［６－７］、旅游者［８］、

交通可达性［９］、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１０］、旅游市

场需求［１１］、生态旅游［１２］等不同侧重的旅游区划研

究，同时也开展了旅游功能分区［１３］、旅游潜力分

区［１４］以及旅游景观分区及其开发策略［１５］等方面的

旅游分区研究，研究方法上多运用 ＧＩＳ技术［９］、因

子分析［１０］、层次分析［１２］、主成分分析［１６］等方法，在

研究尺度上，多以县域［１７］、市域［１１］、省域［５－６］、城市

群［１８］等不同等级的行政单元为研究尺度。综上，旅

游分区研究为组织区域旅游特色、推动区域旅游开

发、提高旅游效益提供了依据，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在研究角度上，多以主题区划为主，也有研究综合考

虑多要素进行分区［１３，１６］，但其综合性与管制性仍然

不足，弱化了旅游开发中相关制约要素的作用和机

制，难以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开发逻辑和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要求；在研究内容上，大多立足于功能分区

的视角与单一层面规划，忽略了“多规合一”空间规

划理念；研究方法上，虽有学者开展了生态脆弱区保

护式旅游开发的空间分区研究［１９］，但基于景观同质

性的分区划界难以与国土空间“三区”的旅游属性

相结合，与“三线”的管控特点相融合。总体来看，

鲜有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治理的人地关系要求，多维

度解读和分析全域旅游开发条件与分区管制的实证

研究。

川西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由

第一台阶向第二台阶的过渡地带。川西高原高峰

林立、冰川丛生、峡谷深切、河流湍急，绝美的自然

风光和纯朴的藏羌彝俗，吸引着国内外旅人前往，

是全域旅游开发的热点地区。然而，川西高原是

典型的高寒生态脆弱区和中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和补给区，建立了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增

长的旅游活动对当地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

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因素产生了综合影响，在

处理好与脆弱敏感的生态环境和与国土空间规划

“三区三线”的管控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旅游业，对

其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位于

川西高原东北缘，正积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和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建设。本文以阿坝州为研

究区，构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全域旅游开发空

间管制框架，立足于多维度，定量识别和划定阿坝州

旅游开发空间分区，并尝试提出管制途径，以期为国

土空间规划时代的川西高原生态脆弱区的全域旅游

开发提供科学借鉴。

１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全域旅游开
发分区管控逻辑与框架

#"#

　管控逻辑
旅游开发是在适宜旅游活动的区域进行旅游资

源开发利用的一种人类活动，属于典型的人地关系

作用过程［２０］，在旅游人地关系中，旅游活动虽然居

于能动地认识、利用、改变、保护地理环境的主动地

位，但必须要服从旅游资源所在“地”的适宜性与功

能性要求，二者在特定旅游地域系统中形成相互制

约、相互依存的作用关系［２１］。早期旅游业发展大多

奉行经济至上的增长主义，全域旅游时期增加了对

人本主义的重视，迈入国土空间规划新时代后，全域

旅游开发与国土空间规划相互交织、拟合错位，出现

国土空间利用冲突问题。因此，全域旅游规划亟待

反思和转变内在的规划逻辑，推动国土空间体系的

融入，加强空间管控逻辑，寻求与国土空间规划语境

相适应的旅游空间和管控策略，构建类似“双评价”

为基础的“三区三线”分类管控模式与逻辑的新型

旅游人地关系。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全域空间是否适宜旅

游活动”“全域空间的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如何”“全

域空间应如何旅游分区才能协调“三区三线”的分

类管控”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

全域旅游开发分区管控逻辑（图１），形成响应国土
空间规划要求的全域旅游人地关系。

#"!

　管制框架
国土空间规划以“先布棋盘、后落棋子”为技术

路线，以“双评价”为基础的“三区三线”划定与分类

管控为基本内容，以此调控和引导空间资源优化配

置、集约利用，构建稳定、协调的国土空间秩序［１］。

全域旅游的核心在于“域”，以往依行政下辖的区县

为旅游发展单元的划分方式，背离了以山、水等自然

地理单元和文化区、民俗区等人文地理单元组成的

旅游资源分布规律和管理逻辑，缺乏科学支撑，管制

过程各自为政，保护与开发标准不一，而全域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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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全域旅游开发分区管控逻辑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ｚｏ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ｌｌｉｎｏｎ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域”突破了行政区划藩篱，以国土空间自然和人文

地理单元为对象，在遵循国土空间控制线管制前提

图２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旅游开发分区管制框架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ｚｏ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下，实施精准有序开发的策略。因此，本文以“多规

合一”的图视化表达为载体，在充分考虑“三区”的

旅游属性和潜能，严格生态控制线落地前提下，构建

了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旅游开发分区管制框架

（图２），具体表现为以旅游舒适性评价与旅游资源
开发评价为基础，定量了解全域范围内旅游活动的

空间适宜性以及自然、社会、经济、建设、生态等旅游

开发方面的优势和障碍，以控制线框定分区范围，统

筹协调跨行政区边界的旅游区开发强度与资源

配置。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研究区概况
阿坝州位于川西高原东北部（９７°２２′～１０４°２７′Ｅ、

２６°０３′～３４°２０′），总面积８．４２万 ｋｍ２，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图３）。全州气候复杂多样，西北部高原为
大陆高原性气候，冬季寒冷漫长、夏季凉寒湿润；山

原地带夏季温凉、冬春寒冷，属于温凉半湿润气候；

高山峡谷地区气候垂直性差异显著，随海拔升高呈

现亚热带到温带、寒温带、寒带的变化。

阿坝州共有１３个县、１７４个乡镇、１０９０个行政

９８８Ｖｏｌ．４０，Ｎｏ．６ 全域旅游开发分区识别及空间管制———以生态脆弱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图３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村，截至２０２０年共有常住人口８２．２万 人。全州拥
有６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３个国家５Ａ级景区、２４
个国家４Ａ级景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１个、省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６个，２０２１年共接待游客
４０５８７１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３４２．９５亿元，位列
川西之首。其复杂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少数民

族文化极具川西代表性，在旅游方面的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环境承载力有限等问题也具有典型性［２２］，

研究其旅游开发空间分区和管制策略，对于阿坝州

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旅游舒适度指数

本研究考虑旅游者在山地地区因海拔升高导致

体内供氧不足而出现高原反应的现象［２３］，基于海拔

与氧分压的关系，对传统人体舒适度指数［２４］进行修

正，公式如下：

Ｋｓｓｄ ＝１．８×Ｔ－０．５５×（１．８×Ｔ－２６）×

（１－Ｒ÷１００）－３．２ 槡× Ｖ＋３２ （１）
Ｋｉ＝Ｋｓｓｄ×［１＋（１８００－ＡＴ）÷５３４４］ （２）

式中，Ｋｓｓｄ为人体舒适度指数；Ｔ、Ｒ、Ｖ分别为气温

（℃）、相对湿度（％）及风速（ｍ／ｓ）的日平均值；Ｋｉ
为旅游空间舒适度指数；ＡＴ为海拔高度（ｍ）；５３４４
为阿坝州海拔最高点（６１２５ｍ）和最低点（７８１ｍ）海
拔差；１８００为人体发生高原反应的海拔高度分界
线。根据我国人居适宜性的海拔高度分级［２５］，０～
１８００ｍ为适宜人类日常活动的海拔段，海拔降低促
使氧分压升高，空气中含氧量充足，人体舒适度随着

海拔降低而升高，海拔超过１８００ｍ，海拔升高导致
氧分压和含氧量降低，旅游者易发生高原反应，人体

舒适度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根据中国气象局的人

体舒适度指数分级标准［２４］（表１），对阿坝州旅游空
间舒适度计算结果进行评价，其中，把１、９级归为不
舒适等级，２、８级归为较不舒适等级，３、７级归为较
舒适等级，４、５、６级归为舒适等级。
２．２．２　旅游资源开发评价

（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１９，２６］，立足生态脆弱

区，从国土空间规划的多目标与多约束性的特点出

发，引入自然基础条件（山、水、林、田、湖、草等）、土

地利用方式、生态保护红线及其管制差异条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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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人体舒适度指数的分级标准［２４］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ｉｎｄｅｘ

级别 指数 体感

１ Ｋｓｓｄ≤２５ 寒冷，感觉很不舒服，有冻伤危险

２ ２５＜Ｋｓｓｄ≤３８ 冷，大部分人感觉不舒服

３ ３８＜Ｋｓｓｄ≤５０ 凉，少部分人感觉不舒服

４ ５０＜Ｋｓｓｄ≤５５ 凉爽，大部分人感觉舒服

５ ５５＜Ｋｓｓｄ≤７０ 舒适，绝大部分人感觉很舒服

６ ７０＜Ｋｓｓｄ≤７５ 稍热，大部分人感觉很舒服

７ ７５＜Ｋｓｓｄ≤８０ 热，少数人感觉很不舒服

８ ８０＜Ｋｓｓｄ≤８５ 炎热，大部分人感觉很不舒服

９ ８５＜Ｋｓｓｄ 酷热，感觉很不舒服

心区、缓冲区与实验区）、水土保持能力（坡度、土壤

侵蚀）等国土空间要素，兼顾全域旅游的全局性、空

间性、整合性，构建阿坝州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评价指

标体系（表２）。采用德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判
断矩阵，通过向专家进行征询，填写判断矩阵并赋

值，计算后确定各层次各因素之间的权重，指标层和

准则层的权重计算一致性检验均小于０．１，子目标
层权重一致性检验ＣＲ＝０．０４７。

（２）评价指标解释与量化
本文从旅游资源禀赋、美学价值、社会经济、生

态环境限制５个维度出发，共选取１０个指标评价阿
坝州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各指标说明与空间表达

（图４）如下：
①景点品质：景点是旅游供给的物质载体和旅

游业赖以发展的重要依托，不同等级的旅游景点对

游客的吸引力不同，按照５Ａ、４Ａ、３Ａ、特色村寨与普
通景点５个等级划分，并通过核密度分析揭示其开
发的连片性。

②林地郁闭度：林地不仅是重要的国土空间要
素，更是重要的风景资源，林地郁闭度对旅游地的生

态与观赏游憩价值有重要影响，按郁闭度差异划分

为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和其他林地４个等级。
③草地覆盖度：草地是具有较高游憩价值的风

景资源，反映草地资源丰度和生态性状的草地覆盖

度拥有不俗的旅游观赏与生态价值，按高覆盖、中覆

盖和低覆盖３类划分等级。
④水域景观性：水不仅是重要的国土空间要素，

也是重要的风景资源，不同类型水域具有差异化的

美景度。按沟渠、湖泊、河滩地、坑塘和永久冰川冻

土５类划分等级，其中，湖泊和滩地可作为公园旅游
景点，永久冰川冻土往往是重要的大尺度旅游景点。

⑤人口基础性：旅游地人口是旅游开发的重要
依托，人口密度越大，提供的旅游服务产品越丰富，

带来的旅游效益越广泛，以２５人／ｋｍ２作为人口聚
集区与人口稀少区的划分界线。

⑥交通可达性：旅游地交通便捷度直接影响着旅
游者的出行决策，交通可达性是测度地方旅游开发条

件的重要指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ＪＴＧＢ０１－２０１４）》［２７］，参考前人研究成果［１８］划

分为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村道５个等级。
⑦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方式对旅游资源开

发有重要影响［２８］，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旅游开发的

支持与制约不同，本文按建设用地、草地、林地、耕

地、其他用地５类划分等级。
⑧生态空间管制：对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

实施禁止开发的管理原则，在保障和维护生态系统

稳定性的前提下，生态保护红线区内可适当发展生

态旅游产业。原则上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进行

人为活动，部分科学研究观测活动可在缓冲区进行，

实验区允许少量居民点和旅游设施存在，是保护区

内唯一可以发展旅游业的区域，但旅游开发应符合

生态管控要求。

⑨坡度：旅游地坡度越大，水土流失程度越高，
越不适宜旅游开发，根据前人研究成果［２６］并结合阿

坝州实际情况，按坡度 ０°～１５°（水土流失不敏感
区）、１６°～４０°（水土流失较敏感区）、４１°～９０°（水
土流失敏感区）３个等级划分。

⑩土壤可蚀性：不同类型土壤的抗侵蚀能力不
同，依据中国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差异［２９］划分可受侵

蚀程度的差异，将土壤易受侵蚀的水平纳入旅游资

源开发评价中。

!"$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涉及的数据来源与处理见表３，所有图像

与统计数据均通过均一性检验与订正，确保准确

可靠。

根据研究区实际面积和可操作性统一所有图

像的像元大小为３０ｍ×３０ｍ，以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为操
作软件平台，经过拼接、配准、裁剪、投影变换和重

采样等一系列预处理后进行旅游分区识别，具体

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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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阿坝州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Ａｂａ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总目标层（Ｏ） 子目标层及指标权重 准则层及指标权重 指标层 指标权重

旅游资源开

发条件评价

Ａ旅游资源禀赋评价
（０．２４）

Ａ１景点品质

Ａ１１５Ａ景点
Ａ１２４Ａ景点
Ａ１３３Ａ景点
Ａ１４特色村寨
Ａ１５普通景点

０．３２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１１　

Ｂ自然景观美学价值评价
（０．２６）

Ｂ１林地郁闭度
（０．３７）

Ｂ１１有林地
Ｂ１２疏林地
Ｂ１３灌木林
Ｂ１４其他林地

０．３９　
０．２６　
０．２１　
０．１４　

Ｂ２草地覆盖度
（０．３４）

Ｂ２１高覆盖草地
Ｂ２２中覆盖草地
Ｂ２３低覆盖草地

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１９　

Ｂ３水域景观性
（０．２９）

Ｂ３１沟渠
Ｂ３２湖泊

Ｂ３３水库坑塘
Ｂ３４永久冰川冻土

Ｂ３５滩地

０．１１　
０．３３　
０．１３　
０．２８　
０．１５　

Ｃ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０．２３）

Ｃ１人口基础性
（０．２９）

Ｃ１１人口聚集区
Ｃ１２人口稀少区

０．９１　
０．０９　

Ｃ２交通可达性
（０．３７）

Ｃ２１１级
Ｃ２２２级
Ｃ２３３级
Ｃ２４４级
Ｃ２５５级

０．３５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１０　

Ｃ３开发建设条件
（０．３４）

Ｃ３１草地
Ｃ３２林地
Ｃ３３耕地

Ｃ３４建设用地
Ｃ３５其他土地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０９　
０．４９　
０．０６　

Ｄ生态环境限制性评价
（０．２７）

Ｄ１生态空间管制
（０．３８）

Ｄ１１非生态保护红线区
Ｄ１２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Ｄ１３自然保护区缓冲区
Ｄ１４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Ｄ１５生态保护红线区

０．５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２７　

Ｄ２坡度
（０．３６）

Ｄ２１０°～１５°
Ｄ２２１６°～４０°
Ｄ２３４１°～９０°

０．７１　
０．２９　
０．００　

Ｄ３土壤可蚀性
（０．２６）

Ｄ３１淋溶土
Ｄ３２半淋溶土
Ｄ３３初育土
Ｄ３４钙层土
Ｄ３５干旱土
Ｄ３６半水成土
Ｄ３７水成土
Ｄ３８高山土
Ｄ３９人为土
Ｄ３１０铁铝土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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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评价要素：（ａ）景点分布；（ｂ）人口密度；（ｃ）林草地和水域分布；
（ｄ）交通可达性；（ｅ）土地利用类型；（ｆ）生态红线与自然保护区；（ｇ）水土流失情况；（ｈ）土壤类型

Ｆｉｇ．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

（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ｇ）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ｈ）ｓｏｉｌｔｙｐｅ

（１）根据修正后人体舒适度模型，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克里金空间插值将结果插值为３０ｍ分辨率数据，依
照表１将阿坝州旅游空间舒适度计算结果划分为舒
适、较舒适、较不舒适和不舒适４个等级。

（２）旅游资源开发评价计算过程：将各指标单
因子分析结果经归一化处理后，统一为３０ｍ×３０ｍ
连续栅格面数据，运用ＡｒｃＧＩＳ叠加分析计算得到旅
游资源开发条件评价结果，通过重分类将评价结果

由低到高划分为４级，最后结合旅游舒适度评价结
果，根据相对一致性的原则进行分区。

３　结果分析

$"#

　旅游活动空间适宜性评价
阿坝州旅游空间的舒适度分布受地形影响，整

体由西北向东南递增（图 ５）。不舒适区域面积最
大，主要分布于西北部高海拔地区，非世居游客到此

易发生高原反应；其次为较不舒适区域，分散于松

潘、金川、马尔康等海拔相对较高地区；较舒适区占

全州面积的１／５，分布于九寨沟—金川连线以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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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数据类型及来源
Ｔａｂ．３　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备注

气象数据
中国气象数据网

（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选取１９８４—２０１９年阿坝州及周围１５个站点的日数据，若站点缺
测序列≤５日，采用线性回归法插补；若站点缺测序列 ＞５日，则
用站点该日多年平均值；若站点缺测值＞３０日则舍弃该站点。

ＤＥＭ数据
地理数据空间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ＳＲＴＭＤＥＭ３０ｍ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产品

旅游资源数据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ｈｔｔｐ：／／ｗｌｔ．ｓｃ．ｇｏｖ．ｃｎ／）
截至２０２１年７月共有５Ａ级３处、４Ａ级２４处，３Ａ级１８处

交通道路数据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ｇｃｃ．ｃｎ／）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的矢量数据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 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 矢量数据

生态红线数据
四川省人民政府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ｇｏｖ．ｃｎ／）
矢量数据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数据 四川省自然资源局 截至２０２１年７月阿坝州共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６个

空间行政边界、河流矢量数据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２０１５年中国县级行政边界数据和中国三级流域空间分布数据

土壤类型数据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ｔｐｄｃ．ａｃ．ｃｎ／）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１∶１００万土壤数据

　

图５　阿坝州旅游空间舒适度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ｍｆｏｒｔｌｅｖｅｌｉｎＡｂａ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区，海拔相对较低，游客极少出现高原反应；舒适区域

面积最小，仅占全州面积的８．８６％，主要以汶川、茂县
等人体舒适感明显的西南低海拔地区为代表。因此，

西南部低海拔地区最适宜开展户外旅游活动。

$"!

　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评价
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结果县际差异较大

（图６），在空间上呈带状交错分布（图７）。开发条
件较好地区面积最大，约占全州总面积的１／３，主
要分布于若尔盖、松潘、小金等受生态限制较小区

域；其次为开发条件较差地区，在空间上分散于阿

坝县、若尔盖、红原等地，该区旅游资源虽有较高

的自然景观美学价值，但区域内基础设施较为薄

弱，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旅游开发难度较大；开发

条件差的区域占全州总面积的２２．５４％，主要为受
国土空间底线约束的脆弱区；开发条件好的区域

面积最小，仅占全州面积的１１．６６％，主要为州东
南部和国道沿线地区，游客的可进入性强，旅游资

源禀赋好，较少受生态环境限制影响。综上，虽然

阿坝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具备全域空间旅游

开发条件，但潜藏大量待开发区域，各县应基于评

价结果考虑旅游开发的类型、范围与强度。

$"$

　阿坝州旅游开发空间管制分区
３．３．１　分区类型

根据开展旅游活动的空间适宜性与旅游资源开

发条件的组合关系，在考虑国土空间划定的农业空

间、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的管制要求的前提下，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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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阿坝州各县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评价结果
Ｆｉｇ．６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ｆＡｂａ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图７　阿坝州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ｂａ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坝州全域旅游开发的空间分区分为优化开发区、引

导开发区、适度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４类（表４），各
分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如下（图８）：

（１）优化开发区：几乎全年体感舒适，有良好旅
游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基础，旅游开发强度大、起步

早，旅游基础设施水平较高，是当前的高质开发区和

阿坝州旅游业的支撑点。主要分布于九寨沟、汶川、

图８　阿坝州全域旅游开发分区结果图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ｕｌｔｍａｐｏｆａｌｌｉｎｏｎｅｔｏｕｒｉｓｍ

ｚｏｎｉｎｇｉｎＡｂａ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茂县等地，面积最小，占全州面积的１１．３９％。
（２）引导开发区：全年除冬季外大部分时间体感

舒适，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受生态环境限制小，区

域内潜藏大量待开发空间，是未来阿坝州旅游业发展

最适宜的扩展区。占全州总面积的２９７４％，主要分
布于松潘、小金、黑水等地。

（３）适度开发区：气候舒适性条件相对较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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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支撑旅游业的高速

发展，部分地区受生态环境限制的影响，旅游开发潜

力一般。主要分布于红原、壤塘、马尔康、若尔盖等

地，面积仅次于引导开发区。

（４）限制开发区：旅游资源禀赋较差，基础设
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对旅游开发等外界干扰的

承受能力较低，是生态屏障和重要资源保证地，其

生态价值远高于旅游价值。空间上与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生态红线范围大致吻合，占全州总面积

的３３０８％。
３．３．２　管控策略

本文以控制旅游开发强度、协调保护与开发的

矛盾为出发点，确定旅游分区差别化的管制目标，实

施开发有分级、管控有边界的全域旅游空间开发管

表４　阿坝州全域旅游开发空间分区方法
Ｔａｂ．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ｌｌｉｎｏｎ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Ａｂａ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旅游资源

开发条件

舒适度等级

舒适 较舒适 较不舒适 不舒适

好　　　 优化开发区 优化开发区 适度开发区 适度开发区

较好　　 优化开发区 引导开发区 适度开发区 适度开发区

较差　　 引导开发区 引导开发区 适度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差　　　 适度开发区 适度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表５　阿坝州全域旅游开发空间分区管控策略
Ｔａｂ．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ｏｆａｌｌｉｎｏｎ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Ａｂａ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分区 分区价值 开发类型 保护强度 管制目标 管控手段

优化开发区 旅游＞生态 高质开发 低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打造高品位旅游区。

引导开发区 旅游＞生态 高效开发 低 引导旅游建设与发展，扩大旅游用地规模。

适度开发区 生态≥旅游 适度开发 适中 协调开发与保护，创造适当弹性。

限制开发区 生态＞旅游 限制开发 高 严格控制开发活动，坚守生态安全的底线。

以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管控要

求为基础，结合各分区管制目标，通

过旅游开发强度控制、旅游开发边

界控制的相应管控规则落实。

制策略，具体内容见表５所示。
（１）优化开发区
本区目前主要面临旅游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问

题，未来可加大对人力、知识、技术资本投入，挖潜旅

游资源的民族文化价值，创新营销宣传模式，激发旅

游产业活力，形成“旅游＋文化 ＋科技”的新兴开发
模式。同时，还应发挥龙头景区带动作用，辐射临县

乃至全州旅游经济，推动川西旅游环线发展，实现高

品位发展之路。

（２）引导开发区
本区可借助政策引导，抓住其现存旅游资源受

人工干扰破坏较少的优势，尝试旅游特色小镇、“农

旅双链”等新兴开发方式。在控制开发强度在生态

承载范围内的前提下，合理科学地挖潜存量用地，盘

活国土空间旅游属性发挥不足地区的旅游资源，逐

步拉紧与优化开发区的纽带，促使其成为继九寨、黄

龙等知名景区的旅游新高地。

（３）适度开发区
本区应立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需求两

方面，严格限定旅游开发边界与强度，利用其独特的

高原生态旅游资源，有度有序地发展与生态文明价

值观高度契合的生态旅游。同时可依托生物医药等

高科技，提升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承载力，化

解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提升区域

可持续发展能力。

（４）限制开发区
本区的生态价值远大于旅游开发，区域内除少

量科普、生态型旅游活动可酌情开展外，整体仍以环

境保护为主，限制开发活动，严格落实自然保护区和

生态红线范围内的管控原则。未来可在考虑生态价

值基础上，合理引导各类影响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

开发活动的外迁，保障生态环境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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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１）本文以修正后人体舒适度模型表征高海拔
地区旅游空间舒适性情况，发现其空间舒适度东南

高西北低，与龙亚萍［３０］、邓海明［３１］的研究结果大致

相符，但本文的评价结果更为精确真实。原因在于：

人体舒适度指数虽综合各气象因子表征舒适度，但

对山地高海拔地区效果相对较差［３２］，本文引入氧分

压与海拔的关系，对人体舒适度模型进行补充修正，

使同一海拔高度下的舒适度指数修正前后具有较大

差异（图９），在空间表达上也更为精细（图１０），更
全面的指示了阿坝州多样性垂直性气候（亚热带、

温带、寒温带与寒带）与多样性地形地貌（高山、高

原、峡谷与河谷）的差异；其次，增加了阿坝州周边

１５个站点数据，弥补了单纯基于州内数据计算的低
精度缺陷。尽管如此，人体舒适度也受植被类型、特

殊天气现象、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且个体的环境耐

受也有差异，需在不同的研究中取舍。

图１０　阿坝州人体舒适度指数空间分布特征修正前后的对比：（ａ）修正前；（ｂ）修正后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ｉｎｄｅｘ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Ａｂａ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ａ）ｂｅｆｏｒ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ｆｔｅ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２）旅游资源开发评价是旅游规划的基础工
作，本文对阿坝州旅游资源开发评价结果总体符合

区域实际：开发条件好的区域多分布于州东南部与

国道沿线，与当前阿坝州旅游大环线格局大致吻合；

而开发条件较差的区域与当前《阿坝州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３３］的生态脆弱性评
价结果和未来重点生态修复区域较为一致，这表明

图９　同一海拔人体舒适度指数修正前后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良好的旅游资源禀赋、自然景观美学价值和社会经

济条件对阿坝州旅游开发有较大支撑力。在指标选

取上，选取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水土流失的地形

坡度与不同抗侵蚀能力的土壤类型等指标，较好地

表征了阿坝州本底环境承载力问题，衡量了保护与

开发边界；选取山、水、林、田、湖、草等国土空间要

素，促使全域旅游分区更好的融入国土空间管控体

系。在分区结果上，优化开发区与引导开发区基本

属于当前阿坝州旅游大环线区域，适度开发区、限制

开发区与阿坝州生态脆弱性区、未来重点生态修复

区范围大致吻合。综上，本研究通过全域空间的旅

游空间识别（双评价）、旅游空间分区（空间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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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空间管制（空间组织）的研究过程，较好印证了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旅游人地关系逻辑框架的合理

性与科学性，协调了阿坝州全域旅游开发与国土空

间利用冲突，划定了国土空间要素与全域要素相互

作用相互协调的旅游分区，制定了与国土空间规划

语境相适应的管控路径。但存在以下不足：旅游开

发评价涉及地理学、生态学、旅游学等多学科，旅游

目的地生命周期也处于演化阶段［３４］，极具复杂性和

动态变化，未来需注重区域性和阶段性的转变。

５　结论

本文基于多源数据，针对生态脆弱区的阿坝州

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全域旅游开发分区管

控逻辑，综合阿坝州旅游空间舒适性评价与旅游资

源开发评价结果，提出了全域旅游开发分区与管控

策略，结论如下：

（１）阿坝州旅游空间舒适性由西北向东南递
增，以不舒适等级为主。

（２）阿坝州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评价结果的县际
差异较大，整体以较好和较差等级为主，开发条件好

的区域面积最小，各县应基于评价结果考虑旅游开

发的类型、范围与强度。

（３）阿坝州旅游开发空间分区分为优化开发
区、引导开发区、适度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４类。其
中，限制开发区面积最大，优化开发区面积最小，不

同分区依据相应空间管制目标采取针对性的管控

策略。

（４）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全域旅游须贯彻全
域管控的国土空间治理理念，科学合理地协调全域

旅游与国土空间各类控制线的冲突，避免全域旅游

为全域空间、全时空乃至全要素的旅游开发，科学引

领生态脆弱区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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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ｉｌｉａ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８８，２（１）：５６－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０７／ｊ．ｃｎｋｉ．

１００９－４４９０．１９８８．０１．０１１

［４］韩杰．关于东北区旅游地理区划的探讨［Ｊ］．经济地理，１９９２，

３０（４）：７２－７６．［ＨＡＮＪｉ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２，３０

（４）：７２－７６］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５７／ｊ．ｃｎｋｉ．ｊｊｄｌ．１９９２．０４．０１７

［５］李东，由亚男．新疆旅游气候舒适性分析与旅游区划［Ｊ］．资源

开发与市场，２０１４，３０（３）：３７１－３７３＋３８１．［ＬＩＤｏｎｇ，ＹＯＵ

Ｙａ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ｍｆｏｒ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１４，３０

（３）：３７１－３７３＋３８１］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８１４１．２０１４．

０３．０２９

［６］翟海国，贾晶．河南省自然旅游资源区划研究［Ｊ］．地域研究与

开发，２０１４，３３（６）：１０３－１０７．［ＺＨＡＩＨａｉｇｕｏ，ＪＩＡＪ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Ａｒｅ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３（６）：１０３－１０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２３６３．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９

［７］李妍．基于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浙江省乡村旅游资源区划研究

［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２０，４１（２）：３１９－３２５．［ＬＩＹａｎ．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２０，４１

（２）：３１９－３２５］ＤＯＩ：１０．６２１／ｃｊａｒｒｐ．１００５－９１２１．２０２００２４０

［８］陈秀琼．基于旅游者角度的中国旅游区划分研究［Ｊ］．商业经济与

管理，２００６，１７３（３）：７４－７９．［ＣＨＥＮＸｉｕｑｉｏｎｇ．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ｒｅ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７３（３）：７４－７９］ＤＯＩ：１０．

１４１３４／ｊ．ｃｎｋｉ．ｃｎ３３－１３３６／ｆ．２００６．０３．０１３

［９］潘竟虎，从忆波．基于景点空间可达性的中国旅游区划［Ｊ］．地

理科学，２０１４，３４（１０）：１１６１－１１６８．［ＰＡＮＪｉｎｇｈｕ，ＣＯＮＧ

Ｙｉｂｏ．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Ａｇｒａｄｅｓｃｅ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４

（１０）：１１６１－１１６８］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４９／ｊ．ｃｎｋｉ．ｓｇｓ．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６

［１０］韦福巍，黄荣娟．基于因子分析的广西旅游区划［Ｊ］．热带地

理，２０１２，３２（６）：６７０－６７５．［ＷＥＩＦｕ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ｊｕ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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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２，３２（６）：６７０－６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８４／

ｊ．ｃｎｋｉ．ｒｄｄｌ．００２２９５

［１１］刘正鼎．呼和浩特市乡村旅游市场需求与空间布局研究［Ｄ］．

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２０１２．［ＬＩＵＺｈｅｎｇｄ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ｈｈｏｔ

ｒ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Ｈｏｈｈｏｔ：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ＤＯＩ：１０．７６６６／ｄｙ２１１８７９７

［１２］张爱平，钟林生，徐勇，等．基于适宜性分析的黄河首曲地区

生态旅游功能区划研究 ［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２０）：６８３８

－６８４７．［ＺＨＡＮＧＡｉｐ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ｓｈｅｎｇ，ＸＵＹｏｎｇ，ｅ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ｏｆ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ｅａｎｄｅｒｏｆ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５（２０）：６８３８－６８４７］ ＤＯＩ：１０．５８４６／

ｓｔｘｂ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０７７７

［１３］孙艳．旅游空间功能区划理论与方法的初步研究 ［Ｄ］．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１．［ＳＵＮＹａｎ．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ｐａｃｅ［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ＤＯＩ：１０．７６６６／ｄ．

ｙ１９２２６１８

［１４］李鹏，邱琬钧，虞虎，等．滨海旅游功能分区及其开发潜力评

价方法———以辽宁省为例［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２２，３８（２）：１０２－１０８．［ＬＩＰｅｎｇ，ＱＩＵＷａｎｊｕｎ，ＹＵＨｕ，

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ｊｉ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３８（２）：１０２

－１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４６／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２７７．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４

［１５］陈兴．横断山脉中南段文化景观区划及旅游开发策略［Ｊ］．云

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９（２）：９５－１０５．

［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４９（２）：９５－

１０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１１０．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２

［１６］王润，刘家明，张文玲．地理大数据视野下京津冀乡村旅游空

间类型区划研究［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７，３８（１２）：

１３８－１４５＋１６９．［ＷＡＮＧＲｕｎ，ＬＩＵＪｉａ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ｏｆｒ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Ｊｉｎｇｊｉｎｊｉ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ｖｉｅｗ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８（１２）：１３８－１４５＋１６９］ＤＯＩ：

１０．７６２１／ｃｊａｒｒｐ．１００５－９１２１．２０１７１２２０

［１７］丁正山，钱新锋，张学文，等．基于旅游发展潜力的县域单元

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探讨———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Ｊ］．地理研

究，２０１２，３１（１０）：１９０５－１９１５．［Ｄ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ＱＩＡＮ

Ｘｉｎ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ｗｅｎ，ｅｔａｌ．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ｐａｃｅａｔ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Ｉ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ｃｉｔｙ，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３１（１０）：１９０５－１９１５］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２１／ｙｊ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１６

［１８］靳诚，黄震方．基于可达性技术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区划［Ｊ］．地

理研究，２０１２，３１（４）：７４５－７５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ｆａｎｇ．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３１（４）：７４５

－７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２１／ｙｊ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１６

［１９］陈萍．生态脆弱地区保护式旅游开发的空间规划途径———以乌

鲁木齐县南山山前地区为例［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５，２２

（５）：５－１０．［ＣＨＥＮＰ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ｙ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ｒａｇｉｌｅａｒｅａ：Ａｎ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ＵｒｕｍｑｉｃｏｕｎｔｙＮａｎｓｈａｎｓｕｂ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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