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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旅游的基本概念

生态旅游也称绿色旅游
,

是一种无污染
、

无破

坏
,

以欣赏和研究 自然环境
、

野生动植物以及人文特

征为目的
,

能够增加旅游者自身知识
,

增强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并有助于 自然保护的高级旅游
。

近年来
,

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的原因是
: ¹ 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
,

需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

º 人类社

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 自然环境
,

造成严重的环境

问题
。

如大城市和工业区的噪音
、

粉尘
、

大气和水污

染
,

绿地减少等
,

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 加

上工作与生活节奏加快
,

人们的心理压力也增大
,

在

工作之余需要安静的环境
,

远离闹市到没有噪音和

污染
、

空气清新的大 自然 中去
。

而生态旅游可 以充

分享受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
,

满足人们回归 自然的

心理要求
。

» 生态旅游业在我国的发展迅速
。

近年

来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国

家对生态旅游十分重视
,

通过投资改替交通
、

通讯设

施
、

开发景点等措施
,

使生态旅游业在我国迅速发展

起来
,

形成一门新兴的第三产业
。

生态旅游和一般

旅游相比
,

既有共同性又具有 自身特点
。

生态旅游

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旅游
,

它既能促进思想文化交流
,

加快商品
、

信息流通
,

推动经济发展
,

又能使旅游者

在旅游中深刻认识天人一体
,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重

要性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

从

而呼唤人们热爱自然和保护 自然的意识
,

以达到永

续利用自然资源的目的
。

2 西双版纳的生态旅游资源

西双版纳地处祖国边睡
,

位于云南省南部边缘
,

与老挝和缅甸 接壤
,

面积为 1
.

97 万 如产
,

总人 口

(199 4 年) 80
.

6 万
,

居住有傣
、

哈尼
、

布朗
、

拉枯
、

基

诺
、

瑶
、

伍
、

彝
、

苦聪和汉族等民族
。

西双版纳地理位

置为东经 99
.

58 ’

一 10 1
.

50
’ ,

北纬 21
’

09
‘

一22
,

36
‘ ,

同

纬度的世界其它地区多为荒淇
,

而它却繁衍着丰富

的动植物种类
,

被誉为
“

植物王国
”

和
“

动物王 国
” 。

低纬度和低海拔的西双版纳处于欧亚和印度板块的

结合部
,

地质结构复杂
,

加上澜沧江及其支流的俊

蚀
,

导致不同的地貌类型和复杂的气候水文条件
,

发

育了丰富的动植物种类
,

以及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

风情
,

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
,

吸引着大批中外

游客到西双版纳观光
、

考察
,

旅游业已成为西双版纳

的支柱产业
。

西双版纳的旅游资源大致可以分为 3

类
: ¹ 自然景观

。

由于纬度低
、

海拔低而独具热带风

光
,

其中植物种类萦多
,

保存了众多第三纪古热带区

系的后裔或残遗珍稀种
、

孑遗种和特有种
,

是我国自

然资源的一个独特部分
。

西双版纳的土地面积仅占

全国土地面积的 1% ,

而高等植物种类却占全国的

1刀
,

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和 区系成分的复杂性早已为

植物学界所胭目
。

热带雨林中物种丰富
,

附生
、

茎花

等现象令游人叹为观止 ; “空中花园
、

独树成林
”

等景

观和树旅等
“

活化石
”

使人们大开眼界
。

西双版纳的

动物种类占云南的 l龙
,

占全国的 1/4
,

已发现的有

哺乳动物 10 2 种
、

鸟类 42 7 种
、

两栖类 36 种
、

爬行类

63 种
、

鱼类 100 种
、

昆虫 巧oo 多种
,

有国家级 自然保

护区 5 片
,

面积共 20 多万 ha
,

动植物已得到很好的

保护
,

是丰富的物种墓因库和重要的科研基地
,

也是

宝贵的旅游资源
。

喀斯特地貌在西双版纳地区有一

定分布
,

溶洞众多
,

千姿百态的石灰岩上生长着茂密

的热带雨林
,

形成
“

绿色石林
”

的奇特景观 ; 此外
,

景

色秀丽的澜沧江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
,

在西双版

纳境内婉蜒流过
,

流经缅甸
、

老挝
、

越南
、

柬埔寨
,

最

后流人南海
,

被誉为
“

东方的多瑙河
” 。

º 历史古迹
。

西双版纳的古迹大都与傣族文化有关
,

村村有寺庙
,

有寺必有塔
,

宗教和历史文化渊源流长
。

» 民族风
情

。

西双版纳是多民族聚居地区
,

各民族仍保留着

原有的文化和习俗
,

多元文化共存
,

不仅是旅游观光

的好地方
,

而且还是进行人类学
、

语言学
、

民族学
、

宗

教
、

文化
、

艺术
、

服饰
、

建筑等研究的理想场所
。

此

外
,

西双版纳与老挝
、

缅甸接坡
,

跨 国旅游也成为热

点
。

收稿 日期 :199 7 一 01 一 20

3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应遵循的原则

生态旅游的客体是 自然和人文环境
,

也是一种

无污染
、

无破坏的旅游
,

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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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天人一体
,

保护 自然这一主题
。

在开发生态旅

游资源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 ¹ 保护自然环境的原则

。

在开发旅游资源时应注意保护自然环境
,

避免人为

对野生动植物和自然景观的破坏
,

在开发前应进行

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评价
,

确定开发规划方向和

规模
,

划分出绝对保护区
、

可开放保护 区和旅游保护

区
,

并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对保护 区内的环境影响因

素
,

制定相应的保护与管理措施
。

º 生物工程为主

的原则
。

开发时应强调以生物工程为主
,

尽量保持

原有自然景观的韵味
,

避免人为工程对 自然景观的

破坏
。

» 与民俗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

西双版纳少数

民族众多
,

各民族生活习俗
、

宗教文化背景各异
,

蕴

藏着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
,

因此开发生态旅游业应

与当地民俗文化相结合
。

¼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

的原则
。

生态旅游离不开当地居 民
,

鼓励 当地居 民

积极参与
,

增强他们保护资源环境的 自觉性和责任

感
,

有利于保护 自然
。

4 开发西双版纳生态旅游业的建议

开发西双版纳的生态旅游业应做到
: ¹ 成立专

业化生态旅行社
。

为了开发生态旅游
,

必须突破现

有旅行社的格局
,

成立专业化生态旅行社
,

既要有较

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

还需具有自然地理
、

生物
、

环保
、

生态和外语等知识的导游和翻译人才
,

以满足不同

层次旅游者的要求
。

º 多方引资
,

开发建设好生态

旅游区
。

生态旅游地遍及高山密林和交通不便的 山

区
,

需筹集资金改善交通
、

通讯
、

电力
、

食宿等条件
,

建立购物
、

娱乐设施 以吸引旅游者
。

» 加强宣传和

管理
,

保护环境
。

加强对旅游区的行业管理
,

理顺关

系
,

统一经营
,

避免多头经营
,

挤占和瓜分景区 ;加强

对游客的宜传教育和管理
,

严禁破坏生态旅游资源

的行为
。

¼增加旅游内容
,

提高旅游质量
。

在广开

旅游景点
、

完善服务设施
、

提高服务质量的基础上
,

增加旅游内容
,

提高旅游质量
,

使游客不仅在感观上

享受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美
,

而且从旅游中获

得有关自然
、

生物
、

地理
、

历史
、

人文等知识
。

½ 大力

开发旅游产品
。

大力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产

品
,

如土特产
、

工艺品
、

木雕
、

花卉
、

纪念品等
,

以满足

游客的购物需求
,

增加经济收人
。

¾生态旅游与科

研相结合
。

生态旅游区一般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
,

是较好的科研基地
,

因此应加强地区间或国际间的

合作研究
,

推动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

提高科研水平
,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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