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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scale, type and quantity of tourism resources such as geography landscape, water scenery and 
biological landscape in Jianhe County from the aspects of geoscience, tourism and humanities. T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such as 
the dividing space,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of homogeneity,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ary consistency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paper 
curries ou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Jianhe County. It summarizes the dis-
tribution law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Jianhe County and grasps the distribution situation and laws of tourism resources, 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unty to further discover, expand and integrate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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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剑河县旅游资源分布规律探讨　
冯运富　斯恩智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17 地质大队，中国·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

论文从地学、旅游学、人文科学等方面，对中国剑河县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等旅游资源单体规模、类型、数量进
行全面评估。以剑河县行政区域为划分空间，按照旅游资源同质、发生、演化一致性等分类原则，对剑河县各类型旅游资源
分布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剑河县旅游资源的分布规律，掌握剑河县旅游资源分布状况及规律，为该县进一步发现、拓展及整
合旅游资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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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旅游资源大普查的通知》（黔

府发 [2016]10 号）及黔旅普办发 [2016]2 号文件精神，由笔者

主持完成中国贵州省剑河县旅游资源大普查工作，通过本次

资源大普查，查清了剑河县资源的数量、类型、性质、价值、

特征、空间分布等特征，对剑河县旅游资源有了一个较为科

学的认定，特别是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建筑与

设施、人文活动、乡村旅游、红色旅游资源尤为突出，要根

据旅游资源的分布规律精准施策、合理布局、总体规划及定位，

把旅游业培育成剑河战略性支柱产业。

2 剑河县旅游资源基本类型及数量

2.1 剑河县旅游资源基本类型

根据剑河县现有旅游资源的调查研究结果，按照国家颁

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 － 2003）

标准及《贵州省旅游资源大普查技术要求》（以下简称《技

术要求》），剑河县旅游资源分为“主类”、“亚类”、“基

本类型”三个层次。主类共 12 项，其中地文景观、水域风光、

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 4 类属自然旅游资源，遗址遗迹、建

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山

地体育旅游、康体养身旅游 8 类属人文旅游资源；亚类共 42 项、

基本类型共 210 项 [1]，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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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县旅游资源类型总体情况示意图

2.2 剑河县旅游资源基本类型占比

本次全县累计调查完成 782 个旅游资源单体，剑河县旅

游资源类别丰富，主要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其

中人文类旅游资源中建筑与设施、乡村旅游、人文活动类所

占比例较大，分别占旅游资源单体总量的 27.24％、19.95％、

5.88％，这主要得益于剑河县地处苗族、侗族聚居区，其建

筑风格独特、历史文化深厚、人文习俗丰富，其次自然类旅

游资源以生物景观、水域风光为主，分别占旅游资源单体总

量的 21.74％、11.51％，主要原因在于其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68.20％，国家珍稀保护植物及古树名木众多；剑河县水资源

丰富，清水江呈北西—南东向贯穿全县，其支系水流发育，

加上区内特殊地形地貌及地质条件，形成了较多河流、湖泊、

瀑布等自然景观 [2]。如图 2 所示

图 2 全县各类旅游资源比例分布图

3 剑河县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分布规律

3.1 地文景观类旅游资源

地文景观是指在长期地质作用和地理过程中形成，并

在地表面或浅地表存留下来的各种景观。从地质背景看，剑

河县境有得天独厚的地文景观。剑河地质构造属江南古陆地

的一部分，区域地质发展经历了三个沉积 - 剥蚀阶段，造就

了独特地形地貌，地文类旅游资源在整个剑河县内部的分布

范围相对比较广泛，根据实地考察以及研究结果，发现剑河

县全县总共有 12 个乡镇都涉及到地文景观类旅游资源，根

据对该地区的地文景观类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分析，首先以南

明镇的地方景观单体数量为主，占比比较大，占据到全县的

35.42%，其次，剑河县山川秀丽，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区域

内有众多著名山川，如八万山、老山界、青山界、天堂界等

著名景点，除此之外，剑河县革东古生物地质公园是世界寒

武纪生命大爆炸的三大遗址之一，内含“三个世界级生物群

（凯里生物群及剑河生物群、八郎动物群）”和一条潜在“国

际层型候选剖面”即中下寒武统界线全球层型和层型定位剖

面（金钉子）。该地质公园内除三叶草、疑源类、双壳类和

遗迹化石外尚有棘皮动物、多空动物、刺胞动物、软体动物、

非三叶虫节肢动物、蠕虫、菌藻类等，至今已经发现古生物

化石 11 个门类 168 属 500 余种，其门类众多、数量丰富、标

本精美，其化石种类居世界第三，被国内外专家赞誉为“地

球生命的摇篮”，是研究生物演化的“金钥匙”，具有极高

的科学研究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 [3]。全县地文景

观分布如图 3所示。

 
图 3 全县各乡镇地文景观类旅游资源分布图

3.2 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

水域风光是指水体及所依存的地表环境构成的景观或现

象，剑河县地处长江流域，境内水系属长江水系，水资源丰

富，主要河流有清水江、南哨河、八卦河、巫密河、郎洞河等，

大小河流、溪沟共 334 条，河流总长 910 公里，清水江自北

西向南东呈“S”贯穿整个剑河县境内，其支流发育且分布星

罗棋布，故而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赋存十分丰富，如图 4 所

示。分析发现剑河县内的水域风光型旅游资源，基本上分布

在清水江以及清水江支流的河畔附近，整个覆盖范围比较广，

由于生态山水旅游资源丰富，山清水秀、瀑布叠生，从而拥

有自然环境优越的清水江、南哨河、巫密河、柳练溪瀑布群、

白水洞瀑布、雷打塘湖等独特的水域风光，根据对 12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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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水域风光旅游资源在南寨乡、南加镇、久仰乡分

布占比中比较高，分别是 21.11%、16.67%、12.22%。

图 4 全县各乡镇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分布图

3.3 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

生物景观是指以生物群体构成的总体景观和个别的具有

珍稀品种和奇异形态个体，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是剑河县现

有旅游资源类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剑河县森林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达 68.2%，是贵州省 10 个重点林业县之一，全县

青山秀水，森林茂密，植物种类繁多，县域内有植物 2.5 万多

种，其中有红豆杉、银杏、水杉等国家Ⅰ级保护植物，经过

数据统计和调查研究结果，区域内生物景观类的旅游资源仍

然分布在 12 个乡镇，其中久仰乡在其中的占比最高，达到了

15.88%。剩下的乡镇，在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的分布上相对

比较分散，不同乡镇的分布单体数在 8-20 的范围之内。在对

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时，发现如果是从

全县的行政区域角度出发，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原则和规律，

发现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在剑河县的西南部、植被整体覆盖

率相对比较高的区域位置分布广泛。比如南寨 - 南加地区的

森林植被整体覆盖率比较高，所以该区域范围内的这种类型

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广。如图 5 所示。

图 5 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分布图

3.4 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

剑河县遗址遗迹类的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广，经过对该

类型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南哨、南加以

及太拥这几个乡镇总共可以占据到该类型全县旅游资源的

83.99%。其他乡镇的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分布较少，剑河县

内部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主要是因为剑

河县内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

分析，由于剑河正式建县至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历史上有

苗族南迁及分迁、清·雍乾咸年间的清廷“收复”苗疆屯军

安民、抗清的农民起义等历史事件痕迹遍布境内各地，这些

经济社会活动及历史事件发生地、军事遗址与古战场、废弃

生产地、交通遗迹、废城与聚落遗迹、长城遗迹等，均为剑

河县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分布奠定坚实基础，具有很高的历

史文化研究价值 [4]。

3.5 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资源

剑河县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建筑

与设施类旅游资源也蕴含着浓烈的苗侗风情，建筑技艺高超，

传承久远，建筑风格独具苗侗特色，其中鼓楼是侗乡最具有

独特风格的建筑物，座座鼓楼高耸于侗寨之中，巍然挺立，

气概雄伟，是苗侗文化的极佳载体（见图 6.7），在对剑河县

内的建筑与设施旅游资源分布规律进行分析时，以行政区划

划分为基础。发现建筑与设施类的旅游资源基本上在该县的

东部、西部地区分布比较广泛，这两个地区也是苗侗族的主

要聚居地。同时，在清水江沿岸等一些交通条件相对比较良

好的位置，该类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就会有所增加。根据剑

河县内该类型旅游资源的占比，发现建筑与设施类型的旅游

资源分布也比较广泛，各个乡镇都会覆盖，其中磻溪镇在该

类型旅游资源的单体数量上是最多的，占比达到了 18.31%[5]。

图 6 洞脚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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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凯寨风雨长廊

3.6 其他旅游资源

图 8 剑河县旅游总体规划图

（据《剑河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15）

剑河县旅游资源除上述资源外，还有乡村旅游、人文活

动、旅游商品等地方特色旅游资源，其分布规律与当地居民居

住地有密切关联，受地域、民族、人文活动、交通等限制，近

年来，由于当地政府对旅游开发的重视，提出了以温泉休闲度

假为核心，兼顾温泉康疗养生、苗族文化体验、原生态自然观

光、地方风味美食、休闲特色购物、创意艺术表演、洞穴猎奇

探险、水上运动观光以及养生度假人居为一体的温泉旅游产业

综合体。实施大健康、大数据、大扶贫的战略，构建“一核两

翼·一带四线“的旅游产业格局（图 8），一核为仰阿莎故里

综合服务区（剑河氡硫温泉度假区），两翼为生态旅游发展和

人文旅游发展，一带为清水江山水景观带，四线为美丽乡村度

假游、森林探秘生态游、红色文化体验游和民俗风情休闲游，

对该县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4 结语

论文通过对剑河县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等旅

游资源单体规模、类型、数量从地学、旅游学、人文科学等

方面全面的评估，以剑河县行政区域为划分空间，按照同质、

发生、演化一致性等为分类原则，对剑河县各类旅游资源的

分布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剑河县旅游资源的分布规律与地域、

人文活动、地方特色、民风民俗、水系、生态环境有密切联系，

掌握剑河县旅游资源分布状况及规律，为该县进一步发现、

拓展及整合旅游资源供科学依据，确保剑河县旅游业的稳定

发展。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剑河县旅游资源大普查报告 [R],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 117 地质大队 ,2016.12

[2] 贵州省旅游资源大普查技术要求 [R], 贵阳：贵州省旅游资源大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5.31.

[3] 刘悦 , 吕兴洋 , 周晓丽 . 冰雪旅游需求的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J]. 四

川体育科学 ,2020,39(01):91-95.

[4] 贵州省剑河县旅游业发展规划（2016—2030 年）< 修编 > 说明

书 [R], 北京：北京江山多娇规划设计院 ,2015.

[5] GB/1897-2003,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S], 北京：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 ,2003.5.1.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3.3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