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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environment include natural factors and the factors of non-tour- 
ism and tourist activity. Among them, tourism activity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ourism environ-
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ourism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tour-
ism activ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ourism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urtle Mountain, especially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related to tourism environment. Then, 
it discusses the current reflection of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problem in Turtle Mountain. At last, 
it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to optimize Turtle Mountain tourism environment from fou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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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响景区旅游环境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非旅游因素、旅游活动因素。其中旅游活动与旅游环境有着密

切关联性，因此，从旅游活动这一视角来分析景区旅游环境的优化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通过分析龟峰山

景区旅游发展背景，尤其是与旅游环境相关的旅游资源、自然地理条件，进一步探析了当前该景区旅游

环境问题的具体体现，提出从四大方面来优化龟峰山景区旅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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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及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

顶层设计后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凸显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旅

游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息息相关，景区的旅游环境保护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旅游发

展中保护环境、优化环境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旅游景区追求持续、协调发展必须遵守的重

要原则。有关旅游环境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重点、热点和焦点。国内对旅游环境的概念界

定尚未达成一致。刘振礼(1989)认为旅游环境，就范围而言，包括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依托地，而更重要的

是旅游目的地；就内容而言，包括与旅游活动相关的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而更重要的是旅游资源状

况[1]。旅游发展初期人们认为，旅游业是“无烟工业”，即旅游的发展不会引起环境的污染、资源的破

坏等问题。但现实中相反，许多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及游客等旅游活动、旅游企业的某些行为使生态资

源遭到破坏，生态环境被污染，给景区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2]。而出现的这些旅游

环境问题，不仅降低了旅游环境的质量，也反映了人们没有有效遵循旅游区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

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的要求，也不符合旅游者对舒适、美观等旅游审美需求，进一步影响着旅游地形

象宣传和效益的发挥。许多学者关注到了这一现象，根据所研究旅游资源类型的不同，可分为山岳旅游

地旅游环境、乡村旅游环境、古村落旅游环境、水域型旅游环境、城市旅游环境等，其中以山岳旅游地

的旅游环境研究居多。万绪才(2002)采用定量方法比较分析了山岳旅游地黄山和天柱山的旅游环境质量

[3]，并构建了其综合评价指标及模型，龚志强(2006)研究分析了庐山旅游开发造成的牯岭城市化现象严

重及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性影响[4]，吕霞霞等依据最低量规律，衡定了山岳旅游地崆峒山景区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指标即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并为其环境优化提出相应对策[5]。由此可见，山地旅游环境研究

的重要性。从其研究的视角分类来看，主要有旅游者、旅游活动、综合旅游和非旅游因素等视角，但更

多关注的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宏观性影响，缺少对旅游活动视角下山岳旅游地环境优化的梳理。当前龟峰

山景区处于旅游开发中期，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完成并已投入运营多时，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却也凸显

出其存在的一些旅游环境问题，其问题也是许多后起的山岳型旅游地发展共同面临的。鉴于此，研究认

mailto:610362302@qq.com
mailto:mingqingzhong01@163.com


基于旅游活动视角的山岳型景区龟峰山的旅游环境优化研究 
 

 
89 

为应在后续开发、运营及管理中：一方面注意景区后期开发中的旅游环境优化，开发与保护并重；另一

方面应注意对前期旅游发展中的问题进行补救，推进旅游环境的优化。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选择处于旅游开发中期建设的山岳旅游地——麻城龟峰山风景区为例进行探

讨。着重从微观视角分析其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活动的开展带来的旅游环境问题，进而针对其旅游环境

中所存在问题提出优化对策。 

2. 龟峰山景区发展背景与现状 

2.1. 景区发展历程 

龟峰山位于湖北麻城市东部山区，距市区 30 公里，总面积 100 多平方公里，因其山势酷似一只昂首

吞日的神龟而得名，最高峰龟背岭海拔 1320 米。景区发展起步较晚，但速度较快，现已开始全面推进创

AAAAA 工作。2006 年 11 月正式成立麻城市龟峰山风景区管理处。自 2007 年“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

鹃”的旅游品牌叫响，经过七年的发展，门票收入从当年的 20 万到 2014 年突破 1600 万。2007 年该景

区被评为国家 AAA 级旅游风景区，2008 年省林业局授予“省级森林公园”，2009 年晋升为国家 AAAA
级旅游风景区。2010 年获得了“省级旅游度假区”、“省级先进景区”等荣誉。于 2014 年被评为国家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2.2. 景区现状 

龟峰山规划总面积为 73.8 平方公里，由神奇的龟峰、雄伟的龟背和形象逼真的龟尾等九座峰组成，

景区内有龟首、龟背、龟尾三大游览区，现已开发经营的是龟首游览区，主要景点有神奇的龟峰、杜鹃

花海、杜鹃花立方、杜鹃山庄、长寿路、望儿石、能仁寺等五十多处，可观赏景点类型多样。年均气温

13.0℃~16.1℃，7 月份最高气温为 23 摄氏度，有着避暑的天然优越条件。年平均降水量 1111.2~1688.7 mm，

日照 2153 h，年无霜期 250~270 天，适游期长。 
该景区属亚热带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江淮小气候区，北坡是南温带针叶与落叶林混交林景观，南

坡则是亚热带针叶与阔叶林混交林景观，景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95%，其中古杜鹃群落面积达 10 万多亩、

生长周期上百万年，还有数千亩的竹海，单株竹子的直径达 5 寸，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珍贵的古树名

木。此外，龟峰山山野物产丰富，土特产众多，有获部优产品的“龟山岩绿茶”和 800 多种野生药材及

竹笋、天麻、地藕、白花菜、板栗、弥猴桃等几十种野生食品。 
整体而言，龟峰山景区有着极佳天然旅游资源，生态旅游环境优越，旅游发展潜力较大。但随着旅游

的深入开发，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文化环境氛围缺乏等问题，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

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且季节性鲜明一直是龟峰山景区发展的瓶颈，旅游旺季也带来了旅游环境的高耗损。 

3. 龟峰山景区旅游活动引起的旅游环境问题 

3.1. 部分项目开发建设科学性不足，影响景区环境整体性 

当前，许多山岳景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往往容易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不断扩大景区建设规模，走

“建设性破坏，破坏性建设”路子，而忽视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规划，如景区大范围修建观光索道、旅

游公路、宾馆、仿制和移植不适宜的旅游项目等。有些开发项目从表面上看迎合了游客，而实际上给景

区长远发展带来了新的隐患[6]。龟峰山景区于 2014 年进一步荣膺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理应更加重

视景区旅游环境的保护工作。全华[7]以张家界环境演变趋势分析为例，研究揭示众多山岳型景区内或其

流域上游的人文建筑呈现急剧增加趋势，并造成了生态环境日渐恶化，又以乱建疗养院及旅馆带来的影

响最严重。现景区内的四寿线、杜鹃花海栈道、宾馆、旅游步道、观光索道等建设，客观上都对旅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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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如何将其破坏程度降到最低值得进一步思考。此外，该景区内现有的环卫

设施有限是促成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因素之一，沿着四寿线而上及顺万步阶而下，可见放置的垃圾桶数量

严重不足。因此，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是解决景区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基础。 

3.2. 游客市场潜力较大且时间分布不均，超出旅游环境承载量 

根据景区各景点的空间规模(面积、道路长度)测算数据及设施规划的数据，测算出景区内旅游环境容

量(如表 1)。其中，空间标准是参考西方国家同类指标、国内学者对山岳型风景区的环境容量的研究成果

以及本区的具体情况综合确定的。由于龟峰山景区以山岳观光旅游为主，旅游高峰期人流主要集中在主

干道长寿大道和龟首、龟背、龟尾等景区景点的游步道上，所以，本区环境容量主要控制道路人口容量。

根据考虑龟峰山景区的综合因素分析，选定其一年可游览天数 240 天，则龟峰山旅游资源空间容量最适

合值约为 762 万人次/年。而考虑到目前麻城市旅游接待床位数共计日均 16,395 人，是经济发展容量中的

限制因子。因此，可以旅游接待规模作为经济发展容量。因此，年综合容量约为 393.48 万人次。但龟峰

山所在地麻城市近年来游客数量持续、迅速增加(如表 2)，预计到 2020 年 1129.83 万人次，且来麻城旅游

的游客绝大多数都会前往龟峰山游玩，显然给今后龟峰山景区带来了一定压力，尤其是景区旅游环境保

护工作方面。 
 
Table 1. The measuring on traveling pavements’ space capacity of Turtle Mountain scenic 
表 1. 龟峰山景区游览道路空间容量测算 

空间类型 道路总长度(m) 
人均空间标准(m/人次) 瞬时空间容量值(人次) 

基本值 最适值 基本值 最适值 

主干道 81,000 3 4 27,000 20,250 

游览步道 23,000 1.5 2 15,333 11,500 

小计 瞬时容量 = 游憩面积/空间标准 42,333 31,750 

日空间容量 日空间容量 = 瞬时容量 × 1 42,333 31,750 

注：龟峰山平均游览时间 t 约 9 小时，每天开放时间 T 按 9 小时算，则日周转率 T/t = 1 

数据来源：麻城龟峰山风景区管理处。 

 
Table 2. The statistics on tourism of Macheng from 2007 to 2014 
表 2. 麻城市 2007~2014 旅游相关数据统计 

年份 旅游人数(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亿元) 

2007 46 1.5 

2008 60 1.5 

2009 65 3.6 

2010 95 5.1 

2011 213 10.9 

2012 218 13 

2013 298 17.6 

2014 360 23.8 

数据来源：麻城龟峰山风景区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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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同的旅游时段，游客的分布也十分不均。每逢杜鹃花开季节 4~5 月份及避暑季 7~9 月份，

往往达到游客高峰并超负荷，仅今年“五一”3 天，景区接待游客达 21 万人次。游客在杜鹃花盛开时的

集中程度达到年游客量的 90%以上，为旅游基础设施尤其是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带来很大压力[8]，严重

影响其旅游环境。此时刻，也是景区环境的高耗损期，对景区脆弱的珍稀动植物景观，更是致命的摧残。

花季骤热、他时爆冷的旅游产生的“商机”所引发的急功近利行为，更是对景区自然环境造成了无形的

破坏。如果不加以合理规划与限制，减少这一旺、淡季的差距，平衡旅游景区四季游客接待量，随着旅

游项目的进一步开发建设，景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将由现阶段的量变进一步向质变转化。 

3.3. 景区旅游从业人员的环境意识亟待强化 

据 2014 年数据统计，就龟峰山景区导游人员中本科学历者占 30%、大专学历者达 100%，学历水平

有待提升。景区部分旅游从业人员的环境保护知识欠缺，环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由于受经济利益驱动，

往往忽视旅游经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适合的建设和环保习惯，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例如

前来旅游景区内的出售小商品等旅游从业人员骑着尾气超标的摩托车出入景区及在景区产生的垃圾未自

觉处理，忽略了生态环境，对景区旅游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 

3.4. 旅游过程中游客文明行为欠缺，环保意识较弱 

旅游者的文明行为及其素质的高低是影响旅游景区旅游环境的重要因素。通过五一前后对该景区的

调研，可见景区游步道两旁垃圾遍布。另外，旺季期间景区游人如织，吸烟、乱吐痰、乱掷垃圾、攀折

花木、践踏草坪、破坏历史古迹、损坏标识牌等公共设施的不文明行为也得以放大化，而置身于花海与

人群中的部分旅游者也往往容易忽视自身行为，这为对景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带来较大破坏，尤其

是景区较难清扫的古杜鹃群落及森林覆盖等区域，加大了景区环保工作难度。 

4. 龟峰山景区旅游环境优化对策 

4.1. 因地制宜旅游开发建设，助力生态环境保护 

对旅游景区的合理规划和开发是景区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而山岳型景区生态环境系统的不稳定性、

敏感性和脆弱性特质也要求在旅游项目开发建设、旅游活动开展之际更需注意保护和整治旅游环境[9]，
助力于生态环境保护。龟峰山景区在现有开发建设基础上一方面整治和补救原有环保规划的不足，促使

如景区污水处理站、垃圾处理厂、环卫基础设施的选址与落实，还严格按照环保法律，规定开展更加细

致的植被森林保护、水资源保护、大气环境保护、噪声污染防治规划。具体而言，考虑到龟峰湖作为饮

用水的重要来源，因此，增加水源地的水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控制周边建筑设施，并加强水质监测力度；

为减少道路或者旅游者旅游娱乐活动带来的噪声污染，在原有道路规划建设基础上，提升车辆和道路建

设的等级，并注意在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和敏感时段考虑种植隔离林带屏障和采取禁鸣、限速、限行

举措；严格保护景区索道建设所涉及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因龟峰山规划区内有多条河流

和湖泊，河流水位变化较大，有明显的丰水期和枯水期，所以尤其注意索道沿线植被、土壤的保护，避

免泥石流与洪涝的发生。 

4.2. 科学测评景区环境承载能力，合理调控旅游环境容量 

科学的景区环境承载能力是景区旅游环境容量合理调控的前提。景区的环境承载力应当是综合考虑

多项指标而确定的，其中游客的旅游“舒适度”体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当客流量超过一定限度时，

不但生态环境受影响，也会直接影响游客的游览兴致[10]。龟峰山景区应在其承载能力范围内进行发展建

设，综合其空间环境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环境承载力、设施环境承载力，并依照最小限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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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规律的瓶颈制约分量原则，得出景区的环境承载力。考虑到现有的限制因子主要在住宿接待设施，因

此，后期重点考虑景区所依托城市麻城市区内住宿接待设施的扩充。此外，景区在管理运营过程中亦可

采取淡旺季价格差异化及景区旺季期间人车分流、游览空间分流及景点之间分流，并重点开发淡季旅游

产品等措施有效调控游客量，避免超负荷的游客进入而对景区环境造成较大的破坏。随着后期的开发建

设的深入和规模的扩大，景区亦应该及时再次测评其自身环境承载能力，以便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的调控，

进而为旅游者提供一个舒适的旅游环境。 

4.3. 强化景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旅游参与者的环境意识 

景区旅游环境得以有效的整治和保护还依赖于旅游参与者的环保意识。龟峰山景区的最大特色在于

其兼具优美和独特的地质地貌、丰富的森林等生态旅游资源及古迹古遗址等历史久远的历史文化景观资

源。而这些旅游资源得以长久、持续的利用的前提是景区旅游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良性循环。景区可结合

各类媒体，采用教育培训、解说、提醒等各式手段向旅游景区的旅游者、宾馆、居民和景区工作人员宣

传推广环境意识。如提倡各宾馆、山庄、招待所和居民使用无磷洗涤剂，推广重复使用塑料带和纸包装

袋，不使用一次性用品等。此外，加强对景区工作者的环境意识培训，提高其处理旅游工作和景区环保

关系的能力和应对不文明行为游客的策略及技巧；社区居民是龟峰山景区发展的重要依托，提高景区内

及周边居民的环境意识有助于促使其自觉维护景区的环境氛围，使社区与景区旅游保持健康和谐的发展；

增加景区的生态厕所、垃圾桶等旅游基础服务设施，促进旅游参与者文明举止的践行；增设文明行为温

馨提示牌，巧妙运用委婉而到位的标语或幽默风趣的漫画或地方文化特色的语言来提醒游客，以减少对

景区旅游环境的破坏，提高环保可行性。 

4.4. 开展景区外围环境影响评价，优化景区综合旅游环境 

外围环境往往是旅游景区的一个形象窗口，优良的外围环境能够提高游客进入的意愿，也影响着游

客对旅游地的满意度。龟峰山景区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该景区独特的优势，应该重点加以保护，

保持优越的生态环境。此外，景区发展应该在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开阔视野，注重景区外围环境的

生态保护。龟峰山景区靠近龟山镇，是其首要外围环境：一方面体现在出入景区的旅游公路建设和美化，

强调景观廊道的建设；另一方面要求对其周边乡村社区环境的整改和营造，整改与景区旅游发展不相适

应的周边村落建筑和基础设施，营造出与龟峰山景区旅游环境相符的文化氛围。此外，麻城市作为龟峰

山景区发展的重要依托城市，也应注意工业发展的环境保护的同时强调旅游地产等对景区等有较大依赖

性的产业，尤应注重项目对景区环境的影响评价，在保护和保持景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开发，

以助景区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效益。 

4.5. 加大景区环保投入，促使景区环境持续保护 

强调景区的环境保护投入是景区环境得以持续有效的予以保护的重要物质基础。龟峰山景区在其旅

游环境保护投入方面，主要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就人力而言，主要是景区环卫清洁工作者、特

殊资源的环境监测者等人员的配备；龟峰山景区的物力资源是指服务于旅游环境保护的旅游厕所、垃圾

桶、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站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财力的投入是龟峰山景区环境保护的动力因素，

旅游环境的综合管理中可向景区相关商业性机构适当征取旅游资源环境保护费或旅游环境补偿费，并提

取一定比例景区门票收入的来成立景区环境保护基金，专用于龟峰山景区的环境保护及治理。 

5. 结语 

强调景区旅游环境的优化是体现景区吸引力大小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景区持续发展、提升景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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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良好的旅游环境质量对旅游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并推动旅游景区的持续发展。因

此，龟峰山景区应该高度重视其旅游环境的重要性，尤其是要求旅游环境中景区的规划开发、运营、管

理及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环境保护理念，并将其融入服务中予以实施。此外，景区旅游环境的营造也

应该结合地方文脉、特色文化，并关注细微化的环境工程，从而为旅游者提供一个和谐、舒心的视觉环

境、休闲环境、消费环境、生态环境，为旅游企业提供一个优越、高效的投资环境和旅游服务环境。 

致  谢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边疆山区交通与旅游空间结构耦合及关联机制研究”(41361037)；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3BAJ07B02)；云南省旅游产业研究基地重点项目(JD2014ZD10)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刘振礼 (1989) 旅游环境的概念及其他——试论旅游与环境的辩证关系. 旅游学刊, 4, 37-39. 

[2] 保继刚, 楚义方 (1999) 旅游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3] 万绪才, 包浩生 (2002) 山岳型旅游地旅游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研究——安徽省黄山与天柱山实例分析. 南京农
业大学学报, 1, 48-52. 

[4] 龚志强, 江小蓉 (2006) 近现代(1895-1937)庐山旅游开发与牯岭城市化. 江西社会科学, 6, 245-251. 

[5] 吕霞霞, 石惠春, 张灿 (2014) 崆峒山风景区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实证分析. 资源开发与市场, 3, 346-349. 

[6] 刘琼 (2001) 晋祠风景名胜区旅游环境浅析.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 6, 39. 

[7] 全华 (2002) 山岳型旅游区人文建筑环境后效与调控模型. 山地学报, 6, 706-711. 

[8] 陈丽军, 侯贵保, 杨凯 (2015) 季节性旅游景区开发模式探讨——以麻城龟峰山风景区为例. 黄冈师范学院学
报, 1, 24-27. 

[9] 马远军, 胡海文 (2011) 山岳型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整治对策.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 63-65. 

[10] 曾华, 刘富军 (2013) 龙虎山风景旅游区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及优化对策分析.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246-250. 


	An Analysis of Tourism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on Mountain Scenic Area of Turtle Mount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Activity
	Abstract
	Keywords
	基于旅游活动视角的山岳型景区龟峰山的旅游环境优化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龟峰山景区发展背景与现状
	2.1. 景区发展历程
	2.2. 景区现状

	3. 龟峰山景区旅游活动引起的旅游环境问题
	3.1. 部分项目开发建设科学性不足，影响景区环境整体性
	3.2. 游客市场潜力较大且时间分布不均，超出旅游环境承载量
	3.3. 景区旅游从业人员的环境意识亟待强化
	3.4. 旅游过程中游客文明行为欠缺，环保意识较弱

	4. 龟峰山景区旅游环境优化对策
	4.1. 因地制宜旅游开发建设，助力生态环境保护
	4.2. 科学测评景区环境承载能力，合理调控旅游环境容量
	4.3. 强化景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旅游参与者的环境意识
	4.4. 开展景区外围环境影响评价，优化景区综合旅游环境
	4.5. 加大景区环保投入，促使景区环境持续保护

	5. 结语
	致  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