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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适宜性分析的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功能区划
研究

张爱平１，２， 钟林生１，∗， 徐　 勇１， 周凤杰３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３ 渤海大学旅游学院， 锦州 １２１０１３

摘要：黄河首曲地区具有突出的生态功能和较高的旅游价值，研究选取距水域湿地距离、草地覆盖情况、森林覆盖情况、海拔高

度、坡度和偏远程度六个表征地区自然性的标准，采用 ＧＩＳ 技术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适宜性进

行了分析，并结合首曲自然保护区要求对研究区进行了旅游功能区划。 研究区生态旅游适宜性可划分为五级，Ⅰ级适宜度最

低，适合开发一般的生态旅游或大众旅游，Ｖ 级地区适宜度最高，原生态景观价值突出，但环境敏感性也高，宜发展严格生态旅

游，以最大化保护生态环境。 出于协调旅游功能与生态功能的统一以实现地区生态景观可持续利用的目的，研究区被划分为 ３
类功能区、８ 类功能亚区，且均具有各自特殊的主导和辅助服务功能。 研究最后根据各功能区、亚区的特殊服务功能提出了相

应的调控措施，以促进生态旅游的合理性规划及未来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适宜性分析； 功能区划； 生态旅游； 黄河首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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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ｉｎ ｈａｒｄｅｒ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ｚｏｎ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 ｒａｔ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ｒｅ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ａｎｄｅｒ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２０ 世纪中后期，大众旅游的迅速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威胁，作为对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矛盾的思

考与回应，生态旅游应运而生［１］。 自 １９８３ 年生态旅游的概念提出以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其能够带来社会、经
济和环境的综合效益，各国和地区政府随之也纷纷倡导发展生态旅游，全球的生态旅游地越来越多，生态旅游

产品类型也逐渐丰富，生态旅游活动规模越来越大。 据国际生态旅游协会统计，２１ 世纪生态旅游已成为整个

旅游市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２］。 然而，由于目的地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及规划与经营管理的不擅，一些所

谓的“生态旅游地”已背离了生态旅游的理念初衷，与“大众旅游地”没有差别，由此也引发了生态旅游的“泛
化”现象［１］，且这些旅游地多为自然型旅游地（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ｉｔｅｓ），其往往兼具重要的生态功能和极

高的旅游价值，一旦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环境遭受污染，其往往需要巨额的治理恢复成本及漫长的时间过

程［３］。 生态旅游本质上一种旅游发展理念，这种理念需贯穿于旅游活动、旅游开发及经营管理等多个方

面［１］：作为一种旅游活动方式，生态旅游要求旅游行为过程是对环境负责任的［４］，应以不干扰自然地域、保护

生态环境、降低旅游的负面影响为前提；作为一种旅游开发模式，生态旅游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旅游业中的具

体体现［５⁃６］，旅游活动及旅游经营管理应以生态保护为首要原则，突出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及文化责任，追求

可持续发展。 因而，实践中能否有效贯彻落实生态旅游理念是判定旅游地是否走上生态旅游发展之路的标

准，也是旅游规划者、旅游管理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是针对地区开发严格意义上生态旅游的适合程度所进行的评价，其可从空间上为各

地区因地制宜的进行生态旅游开发提供科学依据，是生态旅游地落实生态旅游理念的有力工具。 地块间适宜

度的差异可用于指导地方采用“严格”到“一般”不同的空间管制强度开发生态旅游，以满足“严格的（Ｈａｒｄ）－
一般的（Ｓｏｆｔ）”不同类型生态旅游者的旅游需求［１］。 目前国内外对生态旅游适宜性的研究日益重视，其评价

标准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研究内容，国外有学者将自然性、野生生物分布、生态旅游景观以及生态旅游社区作

为适宜性评价的标准［７］，将野生动物分布、生态价值、生态旅游吸引力、环境自恢复能力，资源多样性作为评

价标准［８］，也有将自然性、野生生物分布、地形地貌、原生态性及社区特征作为评价标准［９］；国内则有学者采

用坡度、距离水库的远近、土地利用、水库景观可视敏感度和河流景观对棋盘山生态旅游开发适宜性进行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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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１０］。 尽管由于各研究区情况以及空间数据获取难度不尽相同，以往研究选取的评价标准各有差异，但不难

看出自然性（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是评价最重要的一类标准，无论是用自然性直接表征，还是用野生生物分布、原生态

性、植被覆盖等间接表征［１］。 多目标决策方法是适宜性评价的主要方法，其依据评价标准对各地区的开发适

宜性进行赋值，并借助层次分析法［１，９］、德尔菲法［３，１０］ 等方法对各标准赋以权重以计算得出各地区最终适宜

性结果。 而随着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的发展，将多目标决策方法与 ＧＩＳ 技术相结合使得生态旅游适宜性

分析、评价更为精确、可靠，国内外诸多学者已对此进行了有效的探索［１，４，８］。 可见，生态旅游适宜性的相关研

究已较为成熟，但其却很少被用于旅游规划与开发，倒是旅游功能区划这一空间规划内容得到广泛运用。 然

而，目前的旅游功能区划多是基于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进行的，这类方法偏重于旅游利用，虽有助于旅游功能的

全面发挥，但对生态环境的考虑不足［３］，不适用于生态旅游开发。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将环境承载力、生态敏

感性分析等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旅游功能区划［１１⁃１２］，这为生态旅游功能区划提供了较好的思路，但学科

的差异致使区划方案仍显不足。 基于此，本文将开发适宜性评价与旅游功能区划相结合，在适宜性评价结果

的基础上对研究区进行旅游功能区划，以为地区因地制宜进行生态旅游开发提供依据，同时为其他自然型旅

游地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图 １　 黄河首曲地区区位及其自然保护区

Ｆｉｇ．１　 ＦＭＹＲ ｍａ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　 研究区概况

黄河首曲地区这一区域概念在学术界已有提及，但其具体的区域范围尚存在争议，但学术界及业界普遍

认为这是一自然性区域，远非行政性区域［１３⁃１４］，本文以黄河第一湾所围成的区域作为研究区（１００°４６′—１０２°
２９′ Ｅ，３３°０６′—３４°３３′ Ｎ），涉及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四个乡（欧拉乡、阿万仓乡、采日玛乡、曼日玛乡），总面积

５１１６．３２ｋｍ２（图 １）。 该研究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境内，属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同时也属于

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由于地形、地貌等原因，黄河在此处形成一个长 ４３３ｋｍ“Ｕ”形大弯曲，黄河

从青海流入其境内时水量仅为黄河总水量的 ２０％，而流出境外时水量占 ６５％，首曲地区给黄河补水量达

４５％，是黄河的“天然蓄水池” ［１３］，其具有重要的水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域气候调节等功能，在黄河流域

水资源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曲地区独特的高原湿地景观及神秘的民族文化吸引了国内

外众多背包客、自驾游等自助型旅游者。 据报道，首曲近年来旅游接待量年增长率逾 ８０％，且旅游者倾向于

游览高原湿地、高原湖泊、黄河第一湾、草原等景观，预示着首曲地区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巨大潜力。
另外，为保护黄河首曲高寒沼泽湿地生态系统，１９９５ 年甘肃省林业厅以甘林资字（１９９５）１２ 号文件批准

３　 ２０ 期 　 　 　 张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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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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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甘肃黄河首曲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高原动植物及其生态环境，至 ２０１４ 年，黄河首曲自然保护区

已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参照《甘肃黄河首曲湿地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保护区覆盖范

围如图 １，保护区总面积 ２０３４．０１ｋｍ２，其中，核心区 ７９０．０４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３８．８３％，缓冲区 ５３０．６３ｋｍ２，占总面

积的 ２６．０９％，实验区 ７１３．３４ ｋｍ２，占 ３５．０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缓冲区严禁旅游活动的开展，而实验区可从事适度的参观与旅游活动，因此在旅游功能区划的过程中须充分

考虑自然保护区这一限制性因素，区划则针对除保护区核心区与缓冲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但生态旅游适宜性

主要基于地区的自然生态本底条件探讨，分析过程中可不考虑这一限制性因素，且已有研究专门针对自然保

护区等保护地区域进行了分析与评价［１５⁃１６］。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自然性连续谱

Ｃｅｂａｌｌｏｓ⁃Ｌａｓｃｕｒａｉｎ （１９８７）最早对生态旅游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认为生态旅游是为了学习、欣赏和享受

历史与现存的自然景观而前往未被污染的或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少的地区进行的旅行活动［１７］。 尽管这一定义

未指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但以此为基础，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得以明晰，学者们后来提出的生态

旅游定义中均包含“自然（ｎａｔｕｒｅ）”、“依托自然（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等词汇，无论是最先提出的欣赏自然、享受自

然、学习自然与认识自然，还是后续提出的保护自然，自然（性）永远是生态旅游活动的核心客体。 于是，单从

自然性、生态景观等本底条件来看，自然性越高、原生态价值越突出的地区生态旅游吸引力越强，越适合开发

生态旅游、接待生态旅游者，这些地区理应得到全面的开发以满足旅游者需求；然而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

要，生态旅游开发需要在旅游与环境之间寻求平衡点。 自然性突出的地区的生态环境敏感性也高［３］，环境保

护要求这类地区应采取严格的空间管制强度开发“严格”的生态旅游产品，发展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旅游（Ｈａｒｄ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而受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活动影响越大的地区宜开发“一般”的生态旅游（Ｓｏｆｔ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甚至

大众旅游。

图 ２　 自然性连续谱框架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自然性连续谱（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概念由 Ｂｏｙ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提出［７］，并由 Ｄｈａｍｉ （２０１０）经过修改后用

于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１］，如图 ２，其为旅游目的地寻

求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开辟了途径。 自然

性较高的一端表示该地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吸引物

以原生态景观为主；而自然性较低的一端表示该地区经

济开发程度较高、人类活动影响频繁，吸引物以城镇景

观为主。 随着自然性程度的提高，开发、发展严格生态

旅游的适宜性逐渐增加。 黄河首曲地区以畜牧业为其最大的经济产业，矿产开发、畜产品加工、中藏药材加工

等工业经济也正逐步发展壮大，由此区内各地块间自然性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据此，首曲地区的自然性可

分从低到高分为五级，Ⅰ级代表该地块自然性较低，适合发展一般的生态旅游或大众旅游，可充分开发旅游资

源并完善旅游接待设施，提升游客体验质量；Ⅴ级代表该地块自然性较高，宜发展严格生态旅游，尽量减小旅

游活动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以最大化保护生态环境。
２．２　 适宜性评价标准及其赋值

根据已有的以自然性为准则的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研究成果［２⁃３，８⁃９］，结合研究案例地可获取的地理信息

数据集及其可靠性，本文最终选取了六项适宜性评价标准，分别为：距水域湿地距离、草地覆盖情况、森林覆盖

情况、海拔高度、坡度和偏远程度（表 １）。 其中，根据坡度标准，整个研究区的生态旅游开发适宜性被分为 ５
级；而根据其他标准，研究区地域被划分为 ３ 级。 适宜性等级越高，说明该地块越适合采用严格生态旅游的发

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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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适宜度计算及功能区划

对于研究区适宜度的计算，本文将采用 ＧＩＳ 与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相结合的方法实现。 首先，基于 ＧＩＳ 软

件平台，将研究区分割为 ９００ｍ２（３０ｍ×３０ｍ）的网格地块，每一网格地块就成为基本空间评价单元，研究区共划

分为 ５，８４８，４７６ 个地块，地区生态旅游适宜性的评价结果即是关于各地块适宜性评价结果的集合；其次，通过

层次分析法计算标准的权重，研究采用的步骤为：①设计适宜性分析六个标准之间的两两比较标度（表 ２）、②
按标度设计成征询问卷提供给国内生态学与旅游学 ２３ 位专家、③收集数据以获得比较判断矩阵数据、④运用

层次分析法软件 ＹａＡＨＰ 进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并计算出各评价标准的权重；最后，在 ＧＩＳ 中综合各标准

的分级结果及各标准的权重叠加计算出研究区生态旅游适宜性结果，其叠加运算的线性方程为：

Ｓ ＝
ｓ１
︙
ｓ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ｃ１１ … ｃ１ｊ
︙ ⋱ ︙
ｃｊ１ … ｃｉｊ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ｗ１

︙
ｗ ｊ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

式中，ｉ 表示第 ｉ 个地块，ｊ 表示第 ｊ 个评价标准，矩阵元素 ｃｉｊ表示第 ｉ 个地块在第 ｊ 个评价标准方面的适宜度，
Ｓｉ即为第 ｉ 个地块的生态旅游开发综合适宜度。

根据综合适宜度计算结果，可利用“自然断裂法（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将黄河首曲地区的生态旅游开发适宜

性划分为五级。 由于适宜性较高的地区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少、自然性较高、以原生态景观为主，因而这类地区

适合建成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区，并限制大众旅游开发及大型旅游项目的建设，这类地区应划分为生态旅

游限制区；反之，适宜性较低的地区可划分为生态旅游适度区、大众旅游区等等。 考虑到旅游功能区划的实用

性及各地区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基于适宜性分析的黄河首曲地区旅游功能区划分为生态旅游限制区、生态旅

游适度区、生态旅游发展区三类。 适宜性结果为五级，而功能区划分为三类，这看似不易操作，实际上这为功

能区划过程中考虑生态功能与旅游功能的完整性提供了空间。

表 １　 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标准及分级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ｓｃｏｒｅ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ＭＹＲ

标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分级依据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适宜性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分值
Ｓｃｏｒｅ

距水域湿地距离 距水域湿地 ５００ｍ 以内 高 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距水域湿地 ５００—２０００ｍ 中 ３

距水域湿地 ２０００ｍ 以外 低 １
草地覆盖情况 高覆盖度草地 高 ５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中覆盖度草地 中 ３

低覆盖度草地及其他地区 低 １
森林覆盖情况 灌木林 高 ５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疏林地 中 ３

其它林地或无林地 低 １
海拔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高于 ４５００ｍ 高 ５

高于 ４０００ｍ 中 ３
低于 ４０００ｍ 低 １

坡度 Ｓｌｏｐｅ 坡度 ≥ ３０° 高 ５
２０°≤ 坡度 ＜ ３０° 较高 ４
１５°≤ 坡度 ＜ ２０° 中 ３
１０°≤ 坡度 ＜ １５° 较低 ２
坡度 ＜ １０° 低 １

偏远程度 距居民点、公路 ５００ｍ 以内 低 １
Ｒｅｍｏｔｅｎｅｓｓ 距居民点、公路 ５００—２０００ｍ 中 ３

距居民点、公路 ２０００ｍ 以外 高 ５
　 　 数据来源：草地、森林、居民点等地理数据集来自 ２００４ 年《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分类》；海拔、坡度等数据来自 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３０ｍ 高程数据集；公

路、河流分布来自 ２０１０ 年甘肃省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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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适宜性标准两两比较标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标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标度解释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标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标度解释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１ 两个标准同等重要 ２ 标准 Ａ 比标准 Ｂ 稍微重要

３ 标准 Ａ 比标准 Ｂ 明显重要 ４ 标准 Ａ 比标准 Ｂ 强烈重要

５ 标准 Ａ 比标准 Ｂ 极端重要

３　 结果分析

图 ３　 各标准适宜性分值的分布地图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ＭＹＲ ｍａｐ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ｓｃｏｒｅｓ

３．１　 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适宜性分析

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适宜性各评价标准分值所涉及的空间分布范围如图 ３。 从图中可看出，代表 ５ 分

的“红色”在图 ３（ａ）、（ｂ）、（ｆ），尤其是图 ３（ａ）、（ｆ）中所涉及的区块面积较大，说明地区主要的生态旅游竞争

力优势在于其湿地资源及未受工业化、城市化等人类活动影响所保持下来的优越的原生态环境。 从六标准各

分值所覆盖的地区面积比重来看（图 ４），黄河首曲地区 ７０．５５％的地区位于距湿地、河流两千米的区域内；５７．
７９％的地区为中、高覆盖度草地；７２．７２％的地区远离居民点及公路；８４．５９％地区高度地域 ４０００ 米，１．２８％高于

４５００ 米；而森林覆盖方面仅 ３．８７％的地区分布有灌木林，疏林地虽也有点星分布，但面积比重不足研究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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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研究区的多数地区坡度低于 １０°（６２．３１％），坡度大于 ２０°的地区约占 １０．１２％。

图 ４　 六标准各分值所覆盖的地区面积比重

Ｆｉｇ．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ＭＹＲ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ｓｃｏｒｅｓ

基于专家意见征询与层次分析法应用后，各标准的

权重确定为：０．３１７（距水域湿地距离）、０．１８０（草地覆盖

情况）、０．１２６（森林覆盖情况）、０．０７７（海拔高度）０．１０６
（坡度）、０．１９４（偏远程度）。 可见，生态学、旅游学专家

普遍认为水域湿地是黄河首曲地区最为重要的生态旅

游适宜性评价标准，高原湿地、河流是其重要的生态景

观，同时，地区长期以来人类活动强度较低，原生态的环

境是地区生态旅游的又一优越的竞争力优势，而由于地

区地处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周边地区均地

形地貌较为复杂，山地资源并不稀缺，因而海拔、坡度等

标准的权重相对较低。 基于这一权重，利用 ＧＩＳ 叠加分

析并采用自然断裂法分类后的综合适宜性结果如图 ５。
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适宜性Ⅱ、Ⅲ级所占区块面

图 ５　 黄河首曲地区适宜性评价结果

Ｆｉｇ．５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ｐ ｉｎ ＦＭＹＲ

积较大，其中Ⅲ级地区达到 ２１０５．３６ 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

积的 ４１．１５％，Ⅱ级地区 １３９３．６８ ｋｍ２，所占比重达到 ２７．
２４％，这两级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２ ／ ３ 以上；Ⅰ级与Ⅳ级

地区面积相当，分别为 ６９９．９１ ｋｍ２、７２３．９６ ｋｍ２；而Ⅴ级

适宜性地区面积 １９３．３９ ｋｍ２。 可见，整个黄河首曲地区

生态旅游开发适宜度呈现“橄榄”型分配格局，适宜度

的两极化特征不明显，这将有利于地区生态旅游功能的

整体发挥及生态旅游产品的组合型开发。 从空间分布

特征来看，Ⅱ与Ⅲ级的地区分布较为集中，Ⅱ级主要集

中分布于研究区东北部，其分布范围内高山和草原较

多，Ⅲ级主要集中分布于西南部地区，范围内生态景观

以大面积湿地为主，而Ⅰ、Ⅳ、Ⅴ三级的分布较为松散，
主要以零散斑状的形式分布于研究区内，其中Ⅰ级斑块

更多分布于研究区边缘地带。
３．２　 黄河首曲地区旅游功能区划

基于生态旅游适宜性分析结果，并根据研究区湿地

生态、草原生态护和黄河水源地保护的要求，结合首曲

湿地自然保护区分区范围（图 １），对研究区进行旅游功

能区划，分为旅游功能区和旅游功能亚区二级（图 ６）。
除研究区涉及到的黄河首曲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与缓冲区外，旅游功能区分为生态旅游限制区、生态旅

游适度区和生态旅游发展区；旅游功能亚区分为 ８ 类，即湿地观鸟旅游区、草原生态旅游区、亲水生态旅游区、
其他原生态旅游区、农牧生态旅游区、山地探险旅游区、高原观光体验区和乡村体验旅游区。 每一旅游功能区

及旅游功能亚区均有其特殊的主导服务功能和辅助服务功能，各功能区、亚区服务功能及所涉及的地域面积、
占总面积百分比见表 ３。

由于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与缓冲区占总面积的 ２５．８１％，旅游功能区划涉及的地域范围共占首曲地

区的 ７４．１９％。 其中，生态旅游限制区涉及的地域范围较广（１４３５．０１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２８．０４％。 这一

功能区以高原湿地、高覆盖度草原等原生态景观为主，景观吸引力强，是旅游者欣赏自然、享受自然的理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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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 但同时这类景观生态敏感性突出，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且高原之上湿地自净化、自修复能力更

低，植被生长缓慢，草原难以恢复。 出于生态旅游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要求，生态旅游限制区应以生态保护

功能为主，旅游功能上仅适合严格的生态旅游者。 生态旅游适度区地域范围 ９０２．１４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１７．６３％，
区内以地形复杂的山地及草原牧场景观为主，景观吸引力较强，生态价值虽不及限制区突出，但仍承担地区水

土保持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生态旅游适度区可适当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弱的旅游项目，兼顾生态保护

功能与旅游功能的发挥，其下分农牧生态旅游区、山地探险旅游区两大生态旅游功能亚区。 生态旅游发展区

１４５８．８４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２８．５１％，主要位于研究区的边缘地带，景观的原生态性较弱，但城镇、乡村、草场等景

观仍具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尤其适合一般生态旅游者（Ｓｏｆｔ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ｔ）游览观光，可在维持生态环境质量的基

础上拓宽旅游方面的功能效用，其下分高原观光旅游区、乡村旅游体验区两大生态旅游功能亚区。

表 ３　 生态旅游适宜性综合结果及主要生态景观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等级
Ｃｌａｓｓ

值区间
Ｓｃｏｒｅ ｒａｎｇｅ

面积比重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主要生态景观
Ｅｃｏ⁃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Ⅰ １—２．１０ １３．６８％ 欧拉乡、畜牧实验场、西库乎鹿场、努尔干塘草原

Ⅱ ２．１０—２．６４ ２７．２４％ 阿日加当草原、俄后草原、阿尼玛卿山区、 也尔莫山区、纳合素日吉山
区、拉日玛山

Ⅲ ２．６４—３．１４ ４１．１５％ 乔科大湿地、扎西湿地、卫当塘草原、欧拉草原、也尔莫乔草原、郎曲乔
尔干草原、沃体库乎小流域、克琼湖、曲合尔小流域

Ⅳ ３．１４—３．５８ １４．１５％ 河曲马场湿地、德务湿地、贡赛尔喀木道湿地、 西麦朵合塘湿地、乔木
格日峰

Ⅴ ３．５８—４．８４ ３．７８％ 阿万仓湿地、贡曲、黄河干流、西库乎河

图 ６　 黄河首曲地区旅游功能区划

Ｆｉｇ．６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ｚｏｎｅ ｍａｐ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ＦＭＹＲ

结合图 ５、图 ６ 可看出，生态旅游限制区主要为适宜性较高等级区，旅游适度区主要位于适宜性适中等级

区，而生态旅游发展区则主要位于较低等级区内，即生态旅游适宜性程度与旅游开发利用强度负相关，生态旅

游适宜性越高，旅游开发强度越低。 如此，基于生态旅游适宜性分析的旅游功能区划可促使地区采用“严格”
到“一般”不同的空间管制强度开发生态旅游，其有助于地区自然生态的维持，有助于地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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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同时可满足“严格的（Ｈａｒｄ）⁃一般的（Ｓｏｆｔ）”不同类型生态旅游者的旅游需求。 结合图 １ 的自然保护

区分区范围可看出，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主要为生态旅游限制区，足见此旅游功能区划方案兼顾了国家自然

保护区的保护原则和要求，生态旅游限制区的设立避免了旅游设施建设及大量游客到访对自然保护区缓冲区

乃至核心区的冲击和影响，从而为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留下了过渡空间。 对比图 １ 同时可发现，
黄河沿线也多为生态旅游限制区，采日玛⁃曼日玛黄河河段及其部分支流涉及土著鱼类的保护［１８］，生态旅游

限制区的划定也将有助于高原冷水性生物的保护要求。 另外，由于研究区东北方向接近玛曲县城，图 ６（ｂ）中
乡村体验旅游区的设立为促进玛曲县城与其周边城乡体验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未来可针对一般的生态旅

游者进一步打造形成县城及其周边的高原特色城乡旅游度假区。

表 ４　 功能分区及相应服务功能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ｚｏｎｅ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

功能亚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ｚｏｎｅ

面积比重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主导服务功能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辅助服务功能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生态旅游限制区 湿地观鸟旅游区 １２．９７％ 水源涵养、维持生态平衡
生物多样性保护、草原保护、
水土保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草原生态旅游区 ５．０６％ 生态调节、土壤保持
防风固沙、生态畜牧、生物多
样性保护

ｚｏｎ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亲水生态旅游区 ２．５９％ 生态服务、高原滨水旅游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

其他原生态旅游区 ７．４２％ 生态服务、原生态观光 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旅游适度区 农牧生态旅游区 ９．６５％ 土壤保持、草原旅游、宗教
民俗文化旅游

水源涵养、生态畜牧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山地探险旅游区 ７．９８％ 生态服务、山地生态旅游、

宗教文化旅游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

生态旅游发展区 高原观光体验区 ２４．３７％ 人居保障、生态观光旅游、 生态服务、开发强度控制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乡村体验旅游区 ４．１５％ 人居保障、高原特色乡镇

旅游
水源 涵 养、 防 风 固 沙、 生 态
畜牧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 ＧＩＳ 技术对具有突出旅游价值与生态功能的黄河首曲地区进行了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并结合

自然保护区范围对研究区进行了旅游功能区划，划分为 ３ 大旅游功能区和 ８ 类旅游功能亚区，研究成果有助

于指导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因地制宜的开发，实现地区生态环境的最佳维持与未来旅游功能的良好发挥，
并可促进首曲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适宜性评价过程中，六大评价标准均是对地区自然性的表征，标准的选择具有明确的目标，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主观随意选择评价标准的混乱。 而在 ＧＩＳ 叠加分析所依据的线性方程中应用层次分析法，着重考虑到专

家的意见和偏好，从而使本研究在数据上主、客观相结合。 适宜性结果显示，代表较高适宜度的Ⅲ、Ⅳ、Ⅴ级覆

盖了研究区的大部分区块，且Ⅰ—Ⅴ类范围面积呈现“橄榄”型格局，意味着黄河首曲地区具有较高的生态旅

游发展潜力。 基于适宜性分析结果的旅游功能区划结果显示：３ 类功能区、８ 类功能亚区均具有其特殊的主导

和辅助服务功能，在未来旅游开发及生态维持方面应因地制宜的采取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策略。
针对旅游限制区的旅游适宜性与其特殊的服务功能应采取以下调控措施：在已有黄河首曲自然保护区的

基础上，进一步扩宽黄河水源涵养区的保护范围，加强对水源涵养区的保护与管理，通过强化湿地立法等手段

严格控制人类利用强度，限制或禁止各种不利于保护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旅游及其他经济社会活动；建
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稳定水源涵养区保护资金的正常供给，可通过“上下游共同治理”模式为水源涵养区创

造条件；落实湿地草场承包到户责任制，将牧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草场的可持续利用联系起来，以达到控制放

９　 ２０ 期 　 　 　 张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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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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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强度的目的；在科学测算该地域承载力的基础上，适度发展生态畜牧业；加强对湿地、草原生态功能重要性

的宣传教育，提高当地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微弱的湿地、草原低强度原生态观光旅游，如
高原徒步、湿地观鸟等旅游活动；控制游客的准入，通过旅游者环境态度调查识别生态旅游者类型，仅为严格

的生态旅游者提供进入许可；建立完善旅游影响监测机制，发展严格的生态旅游。
研究区的生态旅游适度区主要位于中度旅游适宜区，针对旅游适度区的生态旅游适宜性与其生态功能应

采取以下调控措施：选择旅游资源优良、生态环境敏感性较弱的地区，以生态旅游开发理念为指导，开展草原

生态旅游与农牧体验旅游活动；严格控制畜牧量，按照适当比例退牧还草；适当发展生态畜牧业，且生态畜牧

业应尽量与生态旅游发展相结合，可对牧民住宅进行改造，提升其功能，将其改造成旅游露营基地和藏家乐；
加强生态恢复与生态建设以及土壤侵蚀的治理，恢复与重建水源涵养区的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提高

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采取围栏、补播、施肥、灌溉等农业综合技术治理“三化”草地，采用生物的方法加

大草地鼠虫害的防治力度等。
首曲地区的生态旅游发展区主要位于低度旅游适宜区，针对该类地区生态旅游适宜性与其服务功能应采

取以下调控措施：通过休闲旅游要素的挖掘和填充，发挥地域生态系统在科普、观光等方面的服务效用，拓宽

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加大黄河首曲地区的旅游发展力度，加强宗教文化、高原滨水等旅游产品与项目

的开发与建设；加强生态旅游城镇发展规划建设，完善旅游城镇功能；分析黄河首曲地区的主要潜在市场人

群，并充分研究市场的特点，增强旅游产品市场适应性；通过旅游服务功能的科学布局、旅游线路的合理设计、
特色旅游产品的设计、旅游主题形象的凸显、有效营销手段的实施、旅游基础设施的高效配置等一系列措施，
提高旅游资源利用效益，在生态环保的前提下提高景观资源的经济产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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