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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旅游业是一种资源消耗低、带动作用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重要产业，对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旅游方式引起了环境污染问题，包括沙漠化、大气、海洋和城

市污染以及森林破坏等。随着时间推移，我国逐渐将生态环境与旅游资源相结合，生态旅游成为时代追

求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通辽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浓厚的民族风情，因此使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目标、

准则和因子层来评价生态旅游适宜性。通过GIS技术，结合环境承载力、旅游基础条件、交通便利性和居

民点距离等因素进行适宜性评价与分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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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sector with low resource consumption,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abundan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overall good benefits, playing an increa-
singly vital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raditional tourism 
methods have led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sues, including desertification, atmospheric, ma-
rine, and urban pollution, as well as deforestation. Over time, China has gradually integrated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ourism resources, making ecological tourism a pursuit of the times and 
a focus of government attention. Tongliao City boasts rich tourism resources and vibrant 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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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s, thus employ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establish criteria and factor layers to 
evaluate the suitability of ecological tourism. Utilizing GIS technology, assessments and zoning are 
conducted by 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tourism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and distance from residential areas. 

 
Keywords 
Ecotourism, Suitability Evaluation, GIS, AHP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延续的复杂动态系统，它是一个惠及所有

国家和民族的综合性产业，其可持续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我国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如今的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逐渐深入人心，根据国际生态

旅游协会(TIES)统计，目前生态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中最受关注且增长迅速的产业。生态环境是一个国

家综合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大环保力度，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在 2019 年的两会上，生态旅游获得了党中央领导

人的关注和认可，提出生态旅游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

的发展关乎着国家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兴衰，纵观历史，我国面临生态环境压力带来的问题，但随之

而来的新型社会让旅游的方式焕然一新，形成了以建设美丽中国为核心的全新治理目标。因此，如何发

展生态旅游成为了目前讨论的焦点。 
内蒙古处于中国的北部边疆，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世界四大草原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由于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等使得该区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已经建成十大旅游产品体系和四条旅游

精品线路。通辽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比邻辽宁省、吉林省，是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民众最为集中

的地区，同时也是重要的旅游交通城市[3]。内蒙古通辽市旅游资源种类多样，拥有美丽独特的草原风光，

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历史资源文化，是内蒙古独具代表性的旅游业发展地区。目前越来越快的经

济发展促进了通辽市生态旅游资源多样，但是由于生态环境日益薄弱，为了能够保证生态旅游可以持续

性发展，因此对通辽市进行生态旅游资源适宜性的评价有利于旅游资源更好的开发和利用，实现绿色健

康的旅游业发展。 

2. 研究方法与因子选取 

2.1. 研究方法 

1) 归纳分析法 
通过在网络上面查找相关文献和在图书馆查找相关书籍，总结出目前国内外的对于适宜性评价的方

法有缓冲区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叠加分析法和重分类法。 
2) 实地考察法 
通过观察、走访等方式，对通辽市进行实地调研，获取实践经验和直接数据，收集有关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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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分布、民族特色、经济社会数据等信息数据。 
3) 叠加分析法 
运用 GIS 空间分析功能，通过叠加分析的空间分析方法，对通辽市的生态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充分分

析评价，得出分级结果。 
4)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又叫做 AHP，是一种确定影响因子权重的思维方式，通过构造层次模型，确定每种因子的

上下级关系和所占的重要程度。本文是利用参考文献中提到的因子权重对影响因子进行赋值。 
5) “3S”技术的应用 
RS 技术是用通辽市地区的遥感现状资料，并对通辽市地区的植被覆盖类型进行分析。用 GIS 的空间

分析功能与制图功能对生态旅游的适宜性评价分析提供技术支持。 

2.2. 评价因子的选取 

2.2.1. 环境承载力 
1) 年均温 
环境承载力主要依赖于生物的生长，包括动物的生存与繁衍，植物生长等因素，温度则对这些因素

起着这重要的作用。 
2) 年降水量 
通辽市的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而中部降水量偏少则相对干旱，就会出现植被覆盖率降低导

致的水土流失，也会引起生物多样性的降低，这些都会影响到通辽市的环境承载力。 
3) 高程 
由于通辽市地区草地、耕地、林地与建设用地占大部分比重，坡度起伏影响较小，所以坡度不予考

虑。 
4) 植被覆盖度 
植被覆盖度高的地区生态系统较为稳定，环境承载力高，植被覆盖度低的地区，植被覆盖类型多为

荒漠戈壁或者雪山地区，环境承载力低，水土流失严重，不利于开展生态旅游。 
5) 生物丰度 
生物丰度指数通过单位面积上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在生物物种数量上的差异，间接地反映被评价区域

内生物丰度的丰贫程度[4]。生物丰度越高，环境承载力越高，反之环境承载力越低。 

2.2.2. 旅游资源的基础条件 
1) 交通便利性 
旅游交通是连接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重要纽带，旅游资源潜力的开发，必须以快速便利的交通做

后盾[5]。通过对道路的缓冲区分析来反映研究区内旅游景区的交通便利性，旅游景区离交通干道越近，

交通越便利，就越适合发展生态旅游。 
2) 与居民点的距离 
生态旅游为了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应该选取与居民区较近的地方，有利于利用居民区现有资源

为游客解决食宿，更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项目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

当地的人均收入从而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3) 旅游设施数量 
旅游设施数量越多越容易吸引外地游客，越有利于旅游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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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权重确定 

2.3.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首先要明确目标层、准则层、因子层，自上而下的分成若干层次，一般来说，第一

层会有一个因素，叫做目标层。最下层代表具体的影响因子，叫做因子层，可以对因子层的影响因子的处

理来为所要研究的目标提供论证依据。在目标层与因子层之间可以有 n 个层次，通常叫做准则层或指标层。 

2.3.2. 构造判断矩阵 
1) 判断矩阵定义 
构造判断矩阵是层次分析法的关键步骤。构造判断矩阵是为了计算在层次模型中下一层元素对上一

层元素所占的权重，例如影响程度较大，则所占权重较大，反之则较小。如表 1 所示，A 为判断矩阵，

aij表示对上一层因素来说，元素 Ai对于 Aj的相对重要性程度，重要的程度取决于生态旅游相关的研究专

家对其打分的统计值。Aij一般取 1，3，5，7，9 几个等级来表示重要程度的系数。 
 
Table 1. Determine the matrix coefficients 
表 1. 判断矩阵系数 

标度 Aij 定义 含义 

1 同样重要 指标与指标同等重要 

3 稍微重要 指标 Ai 比指标 Aj 稍微重要，反之为 1/3 

5 明显重要 指标 Ai 比指标 Aj 明显重要，反之为 1/5 

7 重要得多 指标 Ai 比指标 Aj 重要得多，反之为 1/7 

9 极端重要 指标 Ai 比指标 Aj 极端重要，反之为 1/9 

2, 4, 6, 8  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相应上述数的倒数  一个因素比一个因素不重要的上述描述 

 
2) 构造判断矩阵 
依据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 I (表 2)、判断矩阵 II (表 3)和判断矩阵 III (表 4) [6]。如表 2、表 3 和

表 4 所示，I 表示准则层对于目标层的重要程度所占比例，判断矩阵 II、III 表示因子层对于准则层的重要

程度所占比例，其中判断矩阵 II 表示环境承载力的因子层，判断矩阵 III 表示旅游基础条件的因子层。因

子层的影响因子有年降水量、年均温、高程、植被覆盖度、生物丰度、交通便利性、与主要居民点距离、

旅游设施数量分布 8 个影响因子，分别记为 C1、C2、C3、C4、C5、C6、C7、C8，将准则层的环境承载

力设为 B1，旅游基础条件设为 B2。目前确定权重的方法有许多种，本文通过参考基于 GIS 的川西高原生

态旅游适宜度评价这篇文献中专家评价所构造的判断矩阵来确立各个评价因子对上一层的重要程度。 
判断矩阵 I 的系数矩阵： 

 
Table 2. Indicator layer coefficient matrix 
表 2. 指标层系数矩阵 

 B1 B2 

B1 1 3 

B2 1/3 1 

 
判断矩阵 II 的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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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Layer coefficient matrix of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factor 
表 3. 环境承载力因子层系数矩阵 

 C1 C2 C3 C4 C5 

C1 1 1 3 1/3 1/5 

C2 1 1 1 1/3 1/3 

C3 1/3 1 1 1/3 1/3 

C4 3 3 3 1 1 

C5 5 3 3 1 1 

 
判断矩阵 III 的系数矩阵： 

 
Table 4. Factor layer coefficient matrix of basic conditions for tourism 
表 4. 旅游基础条件因子层系数矩阵 

 C6 C7 C8 

C6 1 1 1/2 

C7 1 1 1/2 

C8 2 2 1 

2.3.3. 确定评价因子权重 
根据参考文献中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如果 CR < 0.1，则满足一致性检验。 

( ) ( )max
1

n

i i
i

AW nWλ
=

= ∑  

( ) ( )max 1CI n nλ= − −  

CR CI RI=  

其中 λmax——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AW——判断矩阵各行的值，n——判断矩阵的阶数，RI——平均随

机一致性指标，CI——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其中 RI 取值一览表如表 5 所示： 

 
Table 5. List of RI values 
表 5. RI 取值一览表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Table 6. Indicator weights 
表 6. 指标权重 

旅游资源基础条件 权重 环境承载力 权重 

交通便利性 0.058 年均温 0.098 

与居民点的距离 0.078 年降水量 0.023 

旅游设施数量 0.098 高程 0.078 

  植被覆盖度 0.275 

  生物丰度 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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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指标权重如表 6 所示。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 

通辽市地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松辽平原西端、科尔沁草原腹地，北纬 42˚15′~45˚41′，东经

119˚15′~123˚43′之间。通辽市地区东与吉林省接壤，南与辽宁省毗邻，西与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交界，北

与兴安盟相连；南北长约 418 千米，东西宽约 370 千米，土地面积约 6 万平方千米[7]。通辽市包括 1 个

市辖区、1 个县级市、1 个县、5 个旗、1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即科尔沁区、霍林郭勒市、开鲁县、科尔

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奈曼旗、库伦旗、扎鲁特旗、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概况 

3.2.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1) 年均温 
年平均气温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时间段在 2008~2017 年，在 ArcGIS 中将收

集到的全国多年平均气温栅格数据按照通辽市行政边界进行裁剪，利用自然断点法分为 4 个等级再进行

重分类，再将重分类后的数据重采样为 500 m 分辨率的栅格数据。重分类的栅格数据属性表中 VALUE
值包括 1，2，3，4，其中 VALUE 值为 4 的代表年均温最高，反之年均温最低。 

如图 2 所示，通辽市地区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离海洋较远所以受海洋

影响较小。在 ArcGIS 中将通辽市地区年均温重分类了 4 个等级，第 4 等级的年均温在 6.8℃~7.9℃之间，

有 176,865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75%，从图 2 可以看出，第 4 等级的温度范围构成了通辽市

的年均温主体，主要分布在南部辽西山地周围和中部冲积平原，耕地居多。3 级年均温在 5.2℃~6.8℃之

间，有 25,354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11%；2 级年均温在 2.9℃~5.2℃之间，有 16,444 个评价单

元，占通辽市总区域面积的 7%；1 级温度在 0℃~2.9℃之间，有 15,754 个评价单元，占总面积的 7%，

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南麓余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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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ap of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图 2. 年均温分布图 
 

2) 年降水量 
年降水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时间段在 2008~2017 年，利用裁剪工具

按区县边界裁剪出通辽市的范围后，利用自然断点法分为 4 级并重分类。 
 

 
Figure 3. Map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图 3. 年降水量图 

 

如图 3 所示，通辽市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6~8 月)，降水量占全年的 70%左右，这个季节对农作物和

植物的生长占主要影响。在 ArcGIS 中利用自然断点法将通辽市的降水划分成了四个等级，降雨量在

352.18~505.46 mm 之间，降水量最多的是第 4 等级，年均降雨量在 444.75~505.46 mm 之间，包含 2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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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12%，主要集中分布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左翼中旗的中度覆盖草地区。其

次是第 3 等级区域，年平均降水量在 411.08~444.75 mm 之间，包含 69,853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

的 30%，主要分布在通辽市南部的辽西山地边缘的浅山。2 级的年降水量是 381.03~411.08 mm 之间，有

63,447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区域面积的 27%，主要在通辽市中南部的黄土丘陵和中北部的山地丘陵；

其中降雨量最少的区域分布在通辽市中部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 352.18~381.03 mm 之间，共有 73,786
个评价单元，占总面积的 31%，其原因是该区域地势低平，有大面积的草地覆盖地，且中部有西辽河流

域的沙质平原。 
3) 高程 
通辽市的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其重分类为 4 个等级，以符合文

章的处理标准。通辽市地区地势中间低平，南北部地势较高，整体呈马鞍形状。 
如图 4 所示，4 级高程范围在 88~279 m，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61%；3 级高程范围在 279~517 m 之间，

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24%；2 级高程在 517~816 m 之间，占研究区范围的 8%；1 级高程范围在 816~1405 m
之间，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7%。由于研究区的地势有平原的地区较为平坦，适宜旅游，但是，在通辽市的

北部有石质山地丘陵，海拔在 816~1405 米之间，这个区间区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不适宜进行旅游活动。

最适宜旅游的区域应为 1 级区域，海拔在 88~279 米之间的西辽河流域沙质冲积平原，其中海拔不到 100
米的点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境内。 

 

 
Figure 4. Elevation map 
图 4. 高程图 

 
4) 植被覆盖度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是表达植被生长状态和植被覆盖度的最佳因子，其定义式为： 

PNIR PREDNDVI
PNIR PRED

−
=

+
                               (3.1) 

其中，PNIR、PRED 表示红外波段与红光波段的反射率[8]。NDVI 的值在[−1,1]之间当 NDVI 在(−1, 0)之
间时，表示几乎没有植被，地表大部分为水、冰川或云等因为对 PRED 有高度的反射；当 NDVI 在(0, 1)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4.132037


罗陶然 
 

 

DOI: 10.12677/gser.2024.132037 382 地理科学研究 
 

之间时，表示植被覆盖度较高，在其间 NDVI 的值越大表示植被覆盖率越高，植被越茂密。 
从图 5 可以看出，该区域的 NDVI 主要集中在 0.75~0.90 之间，有 80,438 个评价单元，占总研究区

面积的 34%，处于植被覆盖率较高的区域，主要是广阔的草原。其次是 0.62~0.75 之间，有 83,315 个评

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36%，该区域有草地、耕地等植被类型和少数树木。2 级数值在 0.64~0.62 之

间，有 53,478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23%，该区域植被种类较少。植被覆盖率最低是在 0.10~0.46
之间，有 17,788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7%，植被种类主要是荒漠，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宜旅游。 

 

 
Figure 5. NDVI map 
图 5. NDVI 图 
 

5) 生物丰度指数 
生物丰度指数计算公式 = Abio × (0.35 × 林地面积 + 0.21 × 草地面积 + 0.28 × 水域湿地面积 + 

0.11 × 耕地面积 + 0.04 × 建筑用地面积 + 0.01 × 未利用地面积)/区域面积其中，Abio 为生物丰度的归一

化系数，Abio = 100/A 最大值，A 最大值是指指数归一化处理前的最大值[9]。 
通辽市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源于网络分享，将土地利用数据导入 ArcGIS 中，分别对不同类型的土地

利用类型进行重分类赋值，例如利用耕地，将耕地类型的新值设为 1，其余土地利用类型赋予新值 0，以

此类推，将赋值后的数据转为矢量数据，在属性表中新添加一个面积字段，分别计算各个土地利用类型

的面积，将其转为栅格数据，进行栅格计算，再计算归一化生物丰度指数，再将处理后数据重分类为 4
个等级。 

从图 6 可以看出，通辽市地区的生物丰度总体划分为 4 个等级，集中分布在中部及地区的西辽河流

域，面积较小，其余地区生物多样性较低，所占比重较大，其分布与海拔和地势等因素有一定关联。生

物丰度指数 4 级在 41~100 之间，有 10,042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18%，主要分布在通辽市中

部地区，中部地区地势低平，有西辽河流域沙质冲积平原。生物丰度指数 3 级在 24~41 之间，共有 4611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8%，此区域有高度覆盖度的草地。生物丰度指数 2 级在 9~24 之间，共

有 4090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7%，此地区有旱地，生物种类较为单一。生物丰度指数 1 级在

0~9 之间，共有 38,995 个评价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67%，多分布于低覆盖度的草地、荒漠、山地的

区域，这些地区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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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Map of biological abundance 
图 6. 生物丰度图 
 

6) 交通便利性 
通辽市的交通便利性是利用某地与主要交通干线之间的距离来表示，利用收集到的国道、省道、高

速公路路线图层在 ArcGIS 中建立通辽市二级以上道路的矢量数据，进行多环缓冲区分析，设置缓冲的环

数为 4，缓冲区的距离以 5 km 为等间距，分别设置间距 5 km，10 km，15 km，大于 15 km，生成 4 级缓

冲区，再将缓冲区的结果转换为栅格数据。 
 

 
Figure 7.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map 
图 7. 交通便利性图 

 

由图 7 中可以看出，与主干道距离 5 千米以内的交通便利性最好，有 10,662 个栅格单元，占通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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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的 30.2%；与主干道距离在 5~10 千米之间区域有 7421 个栅格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21%；与

主干道之间的距离在 10~15 千米的区域有 5603 个栅格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15.9%；远离主干道，距

离在大于 15 千米的区域交通便利性最差，给游客带来交通上的不便，不适宜旅游资源的开发，距离在大

于 15 千米的区域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32.9%，大部分地区处于山地、海拔较高、地区偏远的地方。 
7) 与主要居民点距离 
通辽市城市规模都不大，固本文只以通辽市地区 8 个区域作为主要居民点。在 8 个点的基础上进行

缓冲区分析，以 15 千米为距离生成 4 个等级的缓冲区，分别为 15 km，30 km，45 km，大于 45 km 范围，

得到与主要居民点距离图。距离城市 15 km 以内的有 3107 个栅格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8.8%；距离

城市 15~30 千米的范围中有 8084 个栅格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23%；距离城市 30~45 千米的栅格数量

有 10,830 个，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30.8%；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大于 45 千米范围中，栅格数量有 13,204 个，

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37.4%。从图 8 中反映出的情况来看，通辽市的旅游资源与大部分居民点都有联系，

都有居民点的辐射，所以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旅游情况来充分利用旅游设施资源，这对旅游的发展起到

推动性作用还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通辽市中部、东南部的旅游设施距离与居民点距离都超出了辐

射范围，不利于游客的旅行，也不利于生态旅游开发。 
 

 
Figure 8. Map of the radiation range of the settlement 
图 8. 居民点辐射范围图 

 
8) 旅游设施数量 
进行通辽市各地区的旅游设施数量分析需要通辽市区县图和旅游宾馆、旅行社、餐饮娱乐、旅游购

物 4 种作为旅游设施评价因子，将收集到的输入属性表中，利用 ArcGIS 中的统计将每一个地区每一种旅

游设施数量计算出来，将计算出来的数据与通辽市区县数据的属性表相关联，统计出每个区域的总旅游

设施数量，并将研究区划分为 4 个等级。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旅游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有科尔沁区、奈曼旗和霍林郭勒市，这些地区由于发

展较早，人口数量较多，人均 GDP 相对其他地区较高，市场需求大。科尔沁区位于科尔沁草原腹地，是

通辽市的经济文化中心，有独特的草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表现民族风情与现代化新城市的时尚中心。

奈曼旗则有清代王府、柏盛园度假村国家等 AAA 级景区，是最典型的科尔沁文化旅游地。霍林郭勒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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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较多，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原始森林、原始草原，还可以感受蒙古风情，霍林郭勒市主要有国家 AAAA
级景区 2 个，分别是锡盟布林泉和兴安盟阿尔山。 

 

 
Figure 9. Chart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 facilities 
图 9. 旅游设施数量图 

3.3. 综合评价 

将重分类后的影响因子采用 ArcGIS 中的叠加分析工具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得到最终的通辽市生态旅

游资源适宜性等级图，用自然断点将其分成 4 等级，重分类后分别是不适宜区、较不适宜区、较适宜区、

适宜区。如图 10 所示。 
 

 
Figure 10. Tourist suitability map of Tongliao City 
图 10. 通辽市旅游适宜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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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适宜区 
区域范围：适宜区有 3893 个栅格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14.8%，主要分布在通辽市中部的科尔沁

区和北部的扎鲁特旗一带，位于交通网最密集的地区，位于 G304 国道为基础的“科尔沁 500 公里文化

旅游景观大道”中部。 
区域条件：从环境承载力来看，这一区域的温度较高为稳定，降水丰富非常适宜植物的生长，植被

覆盖度较高，生物种类丰富多样，并且地势平坦，主要是西辽河流域冲积的沙质平原，植被种类主要是

广阔草原与茂密林带。从旅游的基础条件来看，这一地带是通辽市生态旅游发展最早的地区，其中自然

景观有 27 处，历史文化景观有 13 处，具有民族风情的旅游景观有 17 处，城市及景观有 8 处，可供游客

游玩休息的农家乐有 13 处，旅游设施齐全，交通便利，可以为游客旅游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务。经过查阅

资料，从当地的经济条件分析，该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在 2015 年有较大的改变，劳动力资源逐渐向着第

三产业发展，大中小学校集中分布在科尔沁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理念

有更好的认识，并且遵守社会公德，比较容易接受在当地开展生态旅游的活动。 
主要矛盾：由于通辽市中科尔沁区是联通各地的交通枢纽，经济发展较为领先导致所需要的原料增

多，会出现砍伐树木等开发不适当引起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 

3.3.2. 较适宜区 
区域范围：较适宜区有 7298 个栅格单元，占通辽市地区总面积的 26.9%，分布较为分散，大部分分

布于库仑旗和扎鲁特旗，小部分分布于科尔沁区周围、奈曼旗、科尔沁区左翼后旗和霍林郭勒市，这些

地区有京通线和大郑线贯穿。 
区域条件：从通辽市的环境承载力来分析，由于高程相对较高，年均温在 5.2~6.8 之间，降水量比较

丰富，生物种类多样，所以该地带生态系统较为稳定，植被以草地为主。霍林郭勒市与扎鲁特旗的草场

广阔。草质极好，伴有浓郁的蒙古族民族特色，成为了通辽市吸引游客的核心旅游资源。从通辽市的旅

游资源便利性条件来看，旅游设施齐全，有国家 AAAA 级景区如大青沟自然保护区、大青沟原始森林，

还有被称作“绿色净土”的霍林郭勒大草原，有奈曼旗王府这样的历史景观。但是该地区道路密度较低，

交通不便利，草原地区路网分布较少，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出行较不方便，比较高适宜区的总体条件还

是有不足之处。 
主要矛盾：草原过度放牧有可能导致草场退化、水土流失，草原观光旅游设施较少，垃圾处理不及

时会造成环境污染。 

3.3.3. 较不适宜区 
区域范围：较不适宜区有 14,940 个栅格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56.4%，分布在科尔沁左翼后旗中

部、奈曼旗北部和扎鲁特旗中部地区。 
区域条件：从环境承载力上来看，这个区域的温度较低，降水量在海拔较高的地方降水量较多，在

中部平原地区降水量较小，主要以耕地为主，还有部分是建设用地，植被覆盖率中等，北部有少量的冰

雪覆盖，生物丰度较低，生态系统不稳定。从通辽市的旅游资源条件来看，该区域平原地区的交通便利

性较差，道路密度较低，交通不便，与居民点的距离比较远，旅游设施数量较少，不利于利用当地现有

的资源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从经济发展条件来看，该区域的旅游业比重较低，开发较晚尚处于发展阶段，

居民对于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观念还有待提高。 
主要矛盾：地广人稀，交通不方便，主要居民点较少，不利于开展生态旅游建设。 

3.3.4. 不适宜区 
区域范围：较不适宜区有 571 个栅格单元，占通辽市总面积的 1.9%，其范围非常分散，分别在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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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区左翼中旗、科尔沁区左翼后旗和扎鲁特旗有少量分布。 
区域条件：从土地利用类型上看，该区域有较多的未利用地，生物类型较少，植被覆盖率较低，降

水较少，高程较高，空气稀薄，温度较低不适宜植物的生长与动物的栖息。从旅游资源条件来看，该地

区多为未利用地，居民点较少，离主干道较远，道路密度较小，旅游设施数量较少，第三产业开发时间

较以上几种较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所以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就相对减少，可以看出该地不适宜用来发

展生态旅游。 
主要矛盾：由于该地区生态环境不稳定，植被较少，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海拔较高温度较低，不利

于人们活动，所以不宜在这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方进行生态旅游活动，应加强环境建设，增加人民

受教育程度，团结一致保护环境。 

4. 结论 

本文参考了国内外旅游资源评价和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相关研究，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原理、意义和

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以通辽市地区为研究对象，加强了对相关理论的理解。通过分析生态旅游

的内涵并结合通辽市的现状，本文将环境承载力与旅游基础条件作为评价因子，将温度、降水、高程、

植被覆盖度、生物丰度、交通便利性、与居民点的距离、旅游设施数量作为影响因子利用 ArcGIS 进行分

析，在处理数据过程中用到了自然断点法、重分类、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将每个数据转换为栅格数据，

对栅格数据的栅格单元数量和每种级别所占的比例进行对比，得到每个影响因子发展生态旅游的适宜区、

较适宜区、较不适宜区、不适宜区。利用层次分析法判断权重，利用赋权叠加分析法计算出通辽市整体

发展生态旅游的适宜区、较适宜区、较不适宜区、不适宜区，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论据。 

4.1. 加强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 

通辽市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畜牧业和旅游业，相比通辽市的其他方面，旅游业在通辽市

略有优势[10]。其中，经济发展较完善的科尔沁区可以带动科尔沁区左翼中旗、科尔沁区左翼后旗附近的

旅游资源的发展，推动整个通辽市的旅游业。为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对通辽市的旅游资源进

行深度整合，需要结合各个区的优势及特点，充分开发生态旅游的发展潜力，也要坚持保护环境与合理

利用资源的信念。例如当选择某一地方作为生态旅游的发展区域，要考虑到当地的资源现状与环境现状，

不能盲目开展，要将治理环境与开发相结合，来实现绿色化旅游。要加强灾害防治，可以利用 GIS 技术

对地质灾害进行分析，实现高效的灾后重建提升生态环境尽快恢复效率。 

4.2. 用 GIS 评价生态旅游资源适宜性的意义 

目前 GIS 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缺乏系统回顾[11]。基于 GIS 的旅游资源适宜性评价有利于对区域的

旅游资源管理和分析，对于科学合理的规划旅游用地更加全面。在 GIS 旅游业方面日益成熟的同时，建

立了许多有特色的风景区，也在旅游区域设立了方便游客的设施，可以快速查找出旅游的衣、食、住、

行、旅游购物、娱乐场地。合理的根据生态环境的特征规划旅游资源设施，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持

生物丰度，从而稳定周边环境，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因地制宜的开展生态旅游。 

4.3. 注重蒙古族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 

通辽市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含有独特的蒙古族文化，将旅游的内核放在发展特色文化上。在生态

旅游中也有蒙古族特色的旅游景观[12]，例如蒙古包、服饰、马头琴演奏、射箭、骑马等，可以在草原上

建立度假山庄，发展草原景区的蒙古族特色季节性旅游活动。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政府可以建议当地

居民参与生态旅游活动中，可以确保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原貌，为当地居民提高就业机会，提高当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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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生活水平，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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