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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2008年青海省金银滩草原景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统计数据,从保护区级

别、植被类型、地形坡度、土地利用类型 4个方面构建了草原景区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 GIS技术对具有较高旅游价值与生态功能的金银滩草原景区进行了生态敏感性评价与

区划,对每个敏感区的生态环境特征与生态敏感性进行了分析, 并对金银滩草原景区进行旅

游功能区划.结果表明: 金银滩草原景区可划分为高度生态敏感区、中度生态敏感区和低度生

态敏感区;基于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 将景区划分为 3类旅游功能区 (生态旅游限制区、生态

旅游适度区和大众旅游区 )和 6类旅游功能亚区 (湿地保护类、原生态观光类、农牧旅游类、草

原旅游类、城镇旅游类和乡村旅游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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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 ical data of natural eco logy and social economy in Jiny intan G rassland

Scen icA rea in Q inghai Prov ince in 2008, an eva luation index system fo r the ecolog ical sensit iv ity o f

this area w as establish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 tected area rank, vegetation type, slope, and land

use type. The eco log ica l sensit iv ity of the sub areas w ith h igher tourism value and eco log ica l func

tion in the area w as eva luated, and the tourism funct ion zoning o f these sub areas w as made by the

techno logy o fG IS an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eco env ironmenta l characteristics and eco log ica l

sensit iv ity of each sensitive sub area. It w as suggested that the Jinyintan G rassland Scenic A rea

cou ld be div ided into three eco log ical sensit iv ity sub areas ( high, moderate, and low ), three

tourism functional sub areas ( restricted development ecotourism, moderate development ecotourism,

andm ass tour ism ), and six tourism funct ional sub areas ( w etland pro tection, prim itive eco log ica l

sightsee ing, agriculture and pasture tour ism, grassland tourism, town tourism, and rura l tourism ).

Key words: ecolog ical sensitiv ity; tourism function zon ing; Jiny in tan G rassland Scen ic Area;

Q ingha i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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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以自然旅

游资源为主体的自然型旅游景区被大批开发, 这类

景区往往兼具重要的生态功能和极高的旅游价值.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对这些景区进行功能区划是一

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助于科学利用旅游资源、分区

开发适宜的旅游产品项目, 有助于促进旅游景区生

态环境的分区分级重点保护以及保障景区所在区域

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基于景区尺度的旅游

功能区划大多是在旅游资源特点分析基础上进

行
[ 1]
, 这类方法偏重于旅游利用, 对景区自身生态

功能保护的考虑不够.也有些学者从主体功能与旅

游环境承载力地域差异的角度对旅游区进行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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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2- 3]

,这种方法能较好地处理旅游景区旅游开发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为景区旅游功能区划提供

了一种能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思路, 在这

种思路指导下,本文提出基于生态敏感性分析的景

区旅游功能区划方法.

生态敏感性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和自然

环境变化的反映程度, 表明了发生区域生态环境问

题的难易程度和可能性
[ 4 ]
. 实质上, 生态敏感性评

价是对现状自然环境背景下潜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

行明确辨识, 并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区域
[ 5]
. 深

入分析和评价区域生态敏感性、了解其空间分布状

况,能为预防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域政策提供

科学依据
[ 6]
. 生态敏感性分析评价已广泛应用于生

态脆弱性评价
[ 7- 9]
、划分保护区

[ 10]
、生态建模

[ 11 ]
、

土地生态敏感性评价
[ 12 ]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敏感性

评价
[ 13 - 14]

、功能区划
[ 15- 16]

、湿地保护开发利用规

划
[ 17]
、城市生态敏感性分析

[ 18]
、景区生态规划

[ 19 ]
以

及对一些旅游景区的环境问题分析
[ 20- 21]

等生态环

境研究领域.也有学者采用 G IS技术对湿地开发与

利用、城市建设进行生态敏感性分析
[ 17, 22]

. 景区生

态敏感性评价能深入了解景区所在区域的生态敏感

性,基于敏感性分析,可提出景区旅游功能区划,针

对景区开发旅游前后可能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可提

出适宜的生态调控策略, 这将有助于景区生态、社

会、经济三方面综合效益的发挥. 基于此, 本文以具

有典型意义的青海省金银滩草原景区为例, 采用

GIS技术对金银滩草原景区进行旅游功能区划, 以

期为金银滩草原景区生态功能与景区旅游价值的发

挥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其他自然型旅游景区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金银滩草原景区 ( 36 53 ! 37 12 N, 100 42 !

101 02 E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境

内,景区面积 672 km
2
, 2007年人口约 2 5万, GDP

约 8 5亿元. 该景区地处青藏高原, 年均气温

- 0 3 ∀ , 年均降水量 456 0 mm, 年均蒸发量

1461 4 mm;地形平坦开阔, 以盆地地貌为主, 海拔

在 3000~ 3600m.金银滩草原景区属祁连山山地环

湖盆地高寒草甸地区, 是湟水河的源头以及我国温

性草原与高寒草甸草原的过渡地带之一.

当前,金银滩草原景区的生态环境总体良好,生

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基本正常,较理想地维持着金银

滩草原生态系统平衡,为湟水河下游流域西宁等地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也凸现出不少生态环境

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生境破碎化、部分地段生态

环境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 2)公路建设、

草原任意围网、随意乱挖土石、药材和虫草以及随意

拉电线等造成草原生态系统退化; 3)火力发电厂产

生大量废弃物 (如废煤渣等 )以及拉扯电网等, 严重

影响了草原景区的景观质量; 4)春旱大风、霜冻冰

雹等灾害性天气和常规游牧方式的畜牧业以及过度

采食和践踏,导致草地沙漠化,草地鼠虫害、毒杂草

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使部分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退

化较严重.

金银滩草原景区与青海省省会西宁相距

100 km,位于青海省环西宁旅游经济圈内,是青海湖

旅游北线的必经之地、青海湖旅游景区的重要节点

以及环青海湖民族体育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

银滩草原景区现为国家 4A级景区. 2007年, 景区旅

游人数达 49万人次, 旅游收入达 5880万元. 西宁

金银滩草原 青海湖黄金旅游线路的基础设施和配

套服务设施日臻完善,环青海湖旅游公路的贯通、青

藏铁路的提级延伸、315国道的升级改造大大增强

了游客的可进入性.虽然该旅游景区已初步形成了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格局,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如

景区旅游主要集中在原子城红色旅游方面, 而金银

滩草原旅游产品较少;当前已有的草原旅游产品还

处于较低层次,产品较少、缺乏特色;缺乏科学规划,

未能设计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草原旅游产品等.

1 2 生态敏感性评价因素的选择

生态敏感性分析应充分考虑自然生态属性和社

会经济属性的相关因素.

1 2 1自然生态因素 由于金银滩景区是重要的水

源保护地,而且不同地形坡度和不同植被类型对生

态敏感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保护

区分级、坡度和植被类型作为自然生态属性的评价

因素.

1 2 2社会经济因素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功

能各不相同, 对生态环境的敏感度也不一样
[ 18]

, 加

之土地利用类型状况是地域空间反映最直观的因

素, 所以本文选择土地利用类型作为社会经济活动

属性的评价因素.

1 3 数据来源

生态敏感性分析所涉及数据源于海北州国土

局、农牧局等部门提供的 2008年海晏县土地利用现

状图、金银滩草原地形图和金银滩草原保护区划.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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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采用 A rcGIS 9 2软件进行分析得到金银滩草原

景区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的统计数据 (表 1) .

1 4 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银滩草原景区的自然生态基础本底与社

会经济活动,按照上述评价指标的选择,构建金银滩

草原景区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表 2) . 采用德

尔菲专家评价法
[ 23 ]

,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评估各因素

评价层与指标评价层对生态敏感性影响的权重值

(表 2) .

1 5 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

按照评级指标体系中不同因素层和指标层的权

重值,构建了评价金银滩草原景区各斑块生态敏感

度权重值的公式:

A i = B 1C i + B2D i + B3E i + B 4F i

式中: A i为斑块 i的生态敏感度权重值; B 1 ~ B4分

别表示保护区级别、植被类型、坡度和土地利用类型

的权重值; C i为斑块 i的保护区级别; D i为斑块 i的

植被类型; E i为斑块 i的坡度; F i为斑块 i的土地利

用类型.

采用 A rcG IS 9 2分析软件, 通过综合层 因素

层 指标层三级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的空间叠加分

析, 得出景区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

表 1 金银滩草原景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统计数据

Tab. 1 Statistical data on natural eco logy and social economy for J inyintan Grassland Scen ic Area

因素层
Factor layer

指标层
Indicator layer

面积

A rea( km 2 )
百分比

Percentage
斑块数

Patch num bers

保护区级别 一级保护区 P rim ary p rotected area 143 75 21 39 15

Rank of protected area 二级保护区 Second p rotected area 260 41 38 75 8

三级保护区 Three grade p rotected area 267 84 39 86 4

植被类型 灌丛 Shrub 43 89 6 53 9

V egetation type 温带草原 Tem perate grass land 302 73 45 05 3

高寒草原 A lp ine grassland 8 62 1 28 3

高寒草甸草原 A lp ine m eadow grassland 316 76 47 14 7

坡度 < 5 456 87 67 99 -

S lope 5 ~ 20 174 28 25 93 -

> 20 40 85 6 08 -

土地利用类型 建筑用地 Bu ilt up land 31 21 4 64 15

Land u se type 天然草地 Natu ral grassland 572 39 85 18 -

改良草地 Im proved grassland 13 89 2 07 8

灌木林 Shrub 30 17 4 49 4

旱地 D ry land 15 82 2 35 8

交通用地 T raffic land 8 52 1 27 -

- : 未统计 N o statistics.

表 2 金银滩草原景区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Index system on ecological sensitivity eva luation for Jinyintan Grassland Scen ic Area

综合评价层

Com prehens ive
evaluation level

因素评价层

Factor evaluat ion
level

权重值

We igh t
value

指标评价层

Ind icator evaluation
level

权重值

W eight
value

生态敏感权重值

E cological
sens it ivity

w e igh t value

斑块生态敏感度 保护区级别 0 3036 一级保护区 Prim ary protected area( C1 ) 0 4853 0 1473

Patch ecological Rank of p rotected area( B1 ) 二级保护区 Second protected area( C2 ) 0 3238 0 0983

sensit ivity( A) 三级保护区 Th ree grade protected area( C3 ) 0 1909 0 0580
植被类型

Vegetation type( B2 )
0 2124 灌丛 Sh rub ( D1 ) 0 1824 0 0387

温带草原 T emperate grassland ( D2 ) 0 2105 0 0447

高寒草原 A lp in e grass land( D 3 ) 0 2639 0 0561

高寒草甸草原 A lp in em eadow grass land( D 4 ) 0 3432 0 0729

坡度 0 1717 < 5 ( E1 ) 0 2158 0 0371

S lope( B3 ) 5 ~ 20 ( E2 ) 0 3214 0 0552

> 20 ( E3 ) 0 4628 0 0795

土地利用类型 0 3123 建筑用地 Bu ilt up land( F1 ) 0 0861 0 0269

Land use type( B4 ) 交通用地 T raff ic land ( F2 ) 0 0926 0 0289

天然草地 N atura l grass land( F3 ) 0 2421 0 0756

灌木林 Shrub ( F4 ) 0 1684 0 0526

改良草地 Imp roved grass land( F5 ) 0 2572 0 0803

旱地 Dry land( F6 ) 0 1536 0 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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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旅游功能区划方法

首先, 根据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所具有的生

态功能类型,考虑金银滩草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结合生态敏感单元的生态敏感性,将金银

滩草原景区划分为若干个旅游功能区.其次,依据各

生态敏感单元的生态功能和旅游功能, 将旅游功能

区划分为若干功能亚区.

2 结果与分析

2 1 金银滩草原景区的生态敏感性区划

为科学促进金银滩草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使

旅游产品项目开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

研究按照不同等级对景区生态敏感性进行区划,以

科学明晰不同敏感性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及存在的

问题. 由图 1可以看出,研究区的高度生态敏感区主

图 1 金银滩草原景区生态敏感性评价

F ig. 1 E co log ical sens itiv ity eva luation for Jiny intan G rassland

Scen icA rea.

要位于保护级别较高、坡度较大、河源湿地分布的区

域; 中度生态敏感区主要为天然草原地区;低度生态

敏感区主要位于城镇及其周边乡村地区.为使草原

景区生态敏感性评价与区划结果对旅游开发具有更

强的可操作性,结合当地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生态

环境、自然条件等情况, 将生态敏感性评价与区划结

果划分为 16处生态敏感单元 (表 3).

2 2 金银滩草原景区的生态敏感性分析

2 2 1高度生态敏感区 研究区高度生态敏感区位

于湟水上游地区的水源保护区域, 具有水源保护的

生态功能,主要有以下特征: 1)生态系统稳定性较

差, 易受外来干扰的影响,属于重点保护区域; 2)生

态系统结构较单一,以高原草甸和河流湿地为主.目

前存在的生态敏感性问题主要为: 天然草原过度放

牧等导致植被破坏、土地沙化、土壤侵蚀严重, 易受

人类活动干扰,近年湿地面积有所减少、湿地的生态

功能有所退化.

2 2 2中度生态敏感区 研究区中度生态敏感区的

生态环境特征主要表现为: 大部分地区地形相对平

坦、生态环境较好, 草原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差、抗外

界干扰能力较差. 目前该类地区存在的生态敏感性

问题主要为:受人类干扰影响,部分区块的土地利用

强度过大;公路建设、草原围栏、乱挖土石、挖药材和

虫草等使生境破碎化严重; 部分草原生态环境退化

严重,存在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水源涵

养功能下降等现象.

2 2 3低度生态敏感区 研究区低度生态敏感区的

主要生态环境特征表现为:生态承载力较高、生态条

件较好、地势平坦且对外界的干扰活动具有一定抗干

扰性.目前存在的生态敏感性问题主要有:城镇发展

导致非农业建设用地逐年增加, 建设规模逐渐变大;

农牧业生产矛盾日趋突出;火力发电厂对周边生态环

境的影响较大;拉扯电网破坏了草原的自然景观.

表 3 金银滩草原景区生态敏感单元
Tab. 3 Ecolog ical sen sitiv ity cells for Jinyin tan Grassland Scen ic Area

生态敏感分区
Ecolog ical
sensit ivity area

生态敏感权重值
Eco log ical sens it ivity

w eight value

面积
A rea

( km 2 )

百分比
Percen tage

(% )

生态敏感单元
Eco log ical sens it ivity cell

高度敏感区
H igh ly sens it ive area

0 2914~ 0 4413 267 21 39 76 湟水河源头湿地区、索已草原区、加日果草原区 H uangshu i R iver
Sou rceW et land, Suoyi Grassland, Jiariguo G rass land

中度敏感区
Moderately
sensit ive area

0 2275~ 0 2913 217 38 32 35 阿尕特多草原区、南部草原区、同宝山草原区、中部天然草地区、
一大队草原区、曲龙峡谷区、特尔沁湿地区 Agateduo G rassland,
Sou th Grass land, TongbaoshanG rassland, C entralG rassland, Y idadu i
G rassland, Qu long C anyon, TerqinW etland

低度敏感区

Low sens it ive
area

0 1601~ 0 2274 187 41 27 89 西海城镇区、城镇发展储备地、三角城镇区、哈勒景草原区、西南

草原区、东部天然草地区 X ihaiTown, Tow n d evelopm ent area, San
jiao Town, H ale jing G rass land, Sou thw estG rass land, E astG rass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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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金银滩草原景区旅游功能区和功能亚区

Tab. 4 Function region and func tion sub region for J inyintan Grassland Scen ic Area

功能区
Fun ct ion
reg ion

功能亚区
Fun ct ion
sub region

区块
Plot

面 积
Area

( km 2 )

百分比
Percen tage

主导服务功能
Dom inan t serv ice
function

辅助服务功能
Assistant service
fun ct ion

生态旅游限制区
Restricted devel
opm en t ecotourism
area

湿地保护类
Protection of
w etlands

湟水河源头湿地区 H uan
gshu i River S ource W et
land

221 89 33 02 生态调节、水源涵养 E co
log ical regu lat ion, w ater
conservation

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
物多样性保护 Soil reten
tion, w ind preven tion and
sand fixat ion, b iod ivers ity

con servat ion

原生态观光
类 Prim itive
ecological
sightseeing

索已草原区、加日果草原
区 SuoyiGgrassland, J iari
guo G rassland

45 32 6 74 生态服务、水源涵养、原
生态观光 E cological serv
ice, w ater conservation,
prim itive ecological sight
seeing

生物多样性保护、草原保
护 B iod iversity conserva
tion, grass land conserva
tion

生态旅游适度区
Moderate develop

m en t ecotourism
area

农牧旅游类
Agricu lture

and pastu re
tourism

阿尕特多草原区、南部草
原区、同宝山草原区、特

尔沁 湿 地 区 Agateduo
G rass land, Sou th G rass
land, Tongbaoshan G rass
land, T erq inW etland

101 02 15 03 生态畜牧、草原生态旅
游、生态服务 Ecolog ica l

an im al husbandry, grass
land ecotou rism, ecolog ica l
service

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
物多样性保护 W ater con

servation, soil retent ion,
w ind preven t ion and sand
f ixat ion, biod iversity con
servation

草原旅游类
G rassland
tourism

曲龙峡谷区、中部天然草
地区、一大队草原区 Qu
long Canyon, C entra l

G rass land, Y id adu iG rass
land

116 37 17 32 草原生态旅游、宗教文化
旅 游 Grassland ecotou r
ism, religiou s and cultura l

tou rism

生态畜牧业、水源涵养、
防风固沙 E cological an i
m al husbandry, w ater con

servation, soil retent ion,
w ind preven t ion and sand
f ixat ion

大众旅游区
M ass tourism area

城镇旅游类
T ow ns tourism

西海城镇区、城镇发展储
备地、三角城镇区 X iha i
Town, town d evelopm ent
area, S an jiao Tow n

96 16 14 31 藏式城镇旅游、人居保障
T ib etan tow n tourism, liv
ing en vironm ent guaran tee

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开
发强度控制W ater conser
vation, ecological service,
d evelop ing in tens ity regu

lation

乡村旅游类

Ru ral tourism

哈勒景草原区、西南草原

区、东部天 然草 地区
H alej ingG rassland, Sou th
w es tGrassland, E as tN atu
ralGrassland

91 24 13 58 藏式村落旅游、人居保障

T ib etan village tourism,
liv ing environm ent guaran
tee

生态畜牧、生态服务、防

风固沙 Eco log ical an im al
hu sband ry, ecological
serv ice, soil retent ion,
w ind preven t ion and sand
f ixat ion

2 3 金银滩草原景区的旅游功能区划

2 3 1功能区划方案 根据金银滩草原生态保护和

湟水河水源地保护的要求, 结合当地的自然和社会

经济发展背景,按照不同区域承载的生态功能与生

态敏感性分析结果, 对研究景区进行二级旅游功能

区划, 分为功能区和功能亚区 (表 4). 其中, 功能区

分为生态旅游限制区、生态旅游适度区和大众旅游

区;功能亚区分为 6类,即湿地保护类、原生态观光

类、农牧旅游类、草原旅游类、城镇旅游类和乡村旅

游类.由图 2可以看出,研究区的生态旅游限制区主

要为高度生态敏感区, 生态旅游适度区主要为中度

生态敏感区,大众旅游区则位于低度生态敏感区内.

不同旅游利用强度与景区生态敏感性强度呈负相

关,即生态敏感度越高,旅游利用强度越低.

2 3 2功能调控方案 1)生态旅游限制区. 研究区

的生态旅游限制区主要为高度生态敏感区, 针对该

类地区存在的敏感性问题与旅游利用应采取以下调

控措施:建立水源保护区, 加强对水源涵养区的保护

图 2 金银滩草原景区旅游功能区划

Fig. 2 Tour ism function zon ing fo r Jiny intan G rass Scen ic

A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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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严格保护自然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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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 如过度放牧、采

矿、开垦草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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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科学测算该区域承载力基础上,适度发展生态畜牧

业;对居住在该区的牧民,原则上鼓励搬迁, 并给予

合理补偿;加强管理,完善法律法规, 严格执行国家

有关规定,禁止在该区域进行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

活动; 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湿地与草原低强

度原生态观光,如高原户外徒步和原生态观光等.

2)生态旅游适度区. 研究区的生态旅游适度区

主要位于中度生态敏感区, 针对该类地区存在的敏

感性问题与旅游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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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草原载畜量,按照草原载畜量进

行适当比例的退牧还草,科学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

畜牧业应尽量与生态旅游发展相结合, 可对牧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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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草原生态恢复与生态建设,尤其是当

前已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 必须实施严格科学的生

态恢复措施,提高草原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严

格划区轮牧、网围育草、加强牧草治理、加强人工种

草、严防沙漠化, 加强草地育肥、退化草原改良、鼠害

生物治理、饲料资源开发和草原保护管理.

3)大众旅游区.金银滩草原景区的大众旅游区

主要位于低度生态敏感区, 针对该类地区存在的敏

感性问题与旅游利用应采取以下调控措施: 加强金

银滩草原景区的旅游发展,加强大众旅游、宗教文化

等旅游产品与项目及其功能建设; 加强生态旅游城

镇发展规划建设,完善旅游城镇功能;调整城镇产业

结构, 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控制城镇

污染, 加快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严格控制西海镇与三角城镇的建设用地开

发,建设规模适度,采取相对集中与整体分散的开发

模式; 严禁在临近河流地区建设有污染的企业,对拟

建设的项目要进行科学论证,使城镇发展符合自然

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

3 讨 论

本文采用 G IS技术对具有较高旅游价值与生态

功能的青海省金银滩草原景区进行了生态敏感性评

价与区划,并基于景区生态敏感性评价,对金银滩草

原景区进行了旅游功能区划, 将景区分为功能区和

功能亚区,针对每个旅游功能区的生态敏感性问题

与旅游利用进行了功能调控措施分析.该研究成果

将有助于金银滩草原景区旅游价值的更佳发挥、生

态功能的更好维持,并可促进金银滩草原景区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银滩草原景区为湟水河水源地, 这不仅关系

着海北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关乎湟水

河中下游的西宁等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该景区

的旅游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如何协调是区域发展的

一大难点.由于研究区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功能,因

此景区旅游利用强度不宜过大, 故对草原型景区进

行旅游功能区划时,应科学评价景区生态敏感性、注

重生态保护,在高度生态敏感区应尽量避免开展强

度较大的旅游产品项目, 应侧重于低强度的原生态

观光型旅游产品, 并根据景区自身生态功能与区域

旅游发展的需求进行针对性变化.

由于影响自然型旅游景区生态敏感性的社会和

自然因素相对复杂.因此,在对自然型景区进行生态

敏感性评价与旅游功能区划时, 应充分结合不同景

区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背景, 提出适宜其特

点的生态敏感性评价与旅游功能区划方法, 为实现

景区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金银滩草原景区所具有的重要生态地位, 要求

旅游利用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因此,本文主要依据生

态敏感性分析对金银滩草原景区进行功能区划. 然

而影响旅游功能区划的因素较多, 其他因素对旅游

功能区划影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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