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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津水库是广西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 , 对该库区湿地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根据评价

结果 , 针对库区湿地特殊的服务功能 , 提出对其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保护的设想。结果表明 : 作为重要的自

然生态环境和舒适性资源 , 该库库区湿地旅游资源类型丰富 , 生态旅游资源品位高 , 并具有后发优势 , 具较高的

旅游开发价值 , 宜于发展以生态旅游为主题的生态观光、寻幽探险、水上娱乐、疗养健身、休闲度假、科学考

察、商务会议、科普教育等形式的旅游。提出西津库区湿地旅游资源开发必须遵照可持续发展理念 , 把握人与自

然和谐。在保护的基础上 , 发展湿地旅游业 ,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湿地 , 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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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 (Wetlands) 是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支撑系统, 是全球范围内转移的生存空间[1]。在调节

气候, 涵养水源, 净化环境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被称为 “地球之肾”[2, 3], 与森林和海洋一起

组成地球循环过程中的三大重要生态系统。随着对

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及生态价值认识的不断

增强, 湿地生态系统已经上升为国家或区域层面的

生态资产重要组成单元 , 并在不同层次得到重视。

作为自然界最大的物种和基因库 [4], 湿地生物资源

丰富 , 同时聚集着大量的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

所以, 湿地是人类感受自然和体验、休闲的好去处,

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发展湿地旅游业,有利于

更好地保护湿地[5], 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西津水库为西津电站郁江上游 ( 西津电站—峦

城) 河段, 由 1964 年西津电站建成后蓄水而成 , 是

广西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汛期水库面积达 150 km2。

西津库区以西津水库为主体, 水域辽阔 , 湿地旅游

资源丰富, 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但西津库区

作为电站库区, 不同于一般的旅游风景区 , 其自然

资源作为旅游载体的同时, 还具有发电、航运、防

洪、灌溉、保存湿地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生态系统等

重要功能, 必须对其加以保护。因此 , 西津库区湿

地旅游资源开发必须以保护为前提 , 在保护的前提

下, 合理开发该库区湿地旅游资源, 可以加快当地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 , 中国西

南地区水电资源丰富, 大中型水电站众多 , 库区湿

地发育, 探讨如何处理好西津库区湿地旅游资源开

发与保护的关系, 对促进西南地区电站库区湿地旅

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研 究 区 位 于 广 西 横 县 西 南 部 , 在 北 纬 22°30′

46″～22°46′13″, 东经 109°14′51″～109°50′29″, 以西

津水库为主体, 具体包括西津水库、峦城—六景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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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段及它们两侧 2～3 km 范围内的区域 ( 图 1) ,

呈 西 北—东 南 向 条 带 状 分 布 , 总 面 积 约 894 km2。

本区地势西高东低, 以西津水库为核心 , 周围东部

为丘陵, 西南部属低丘陵, 北部为高丘陵 , 地形连

绵起伏 , 山岭走向不明显 ; 西北部和中部为台地 ,

地势微波起伏 , 顶面齐平 , 并有小平原分布其中 ,

小平原地面较为平坦。库区最高峰位于莲塘佛子村

以北东东方向约 2.3 km 处, 海拔为 398 m。地表水

系发育, 主要河流有郁江及其支流, 大小共 17 条。

研究区处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属温湿多雨

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太阳辐射强, 光照充足 , 热

量丰富 , 气候温暖 , 雨量充沛 , 雨热同季 , 季风明显 ,

冬长夏短 , 冬春微寒 , 夏季炎热 , 秋季凉爽 , 无 霜 期

长, 少见冰雪。历年平均降水量为 1 415.2 mm, 年平

均太阳总辐射量为 107.5 kcal /cm2 [6]。

研究区涉及南乡、飞龙、新福、平朗、峦城、

六景、良圻、平马、陶圩、莲塘、附城和板路等 12

个乡镇 84 个村民委员会。据统计 , 2002 年库区人

口 25 万人, 主要为农业人口, 农民人均收入 1 790

元, 为横县平均水平的 91%。

研 究 区 湿 地 发 育 , 以 西 津 水 库 湖 泊 湿 地 为 主

体 , 外加周边的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稻田湿地、

沼泽湿地等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湿地生态系统 , 水

域宽阔, 岛屿众多, 湖叉和浅水区发育 , 生态环境

复杂多样, 生物资源丰富, 构成了本区独特的湿地

生态景观。

2 旅游资源评价

2.1 旅游资源特征

旅游区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在研究湿地旅游资

源时, 必须考虑其与周边其它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的组合状况, 以充分挖掘其旅游价值。因此 , 可将

库区的其它旅游资源作为湿地旅游资源的外延 , 把

它们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研究区湿地旅游资源比较丰富, 并与周边自然

和人文景观组合成一个种类比较齐全的综合型的旅

游景区。景区以水域风光、生物景观、茉莉花、西

津电站、地质标准剖面及生物化石点和河旁贝丘遗

址最具特色。

2.1.1 水景壮观, 自然生态优良

研 究 区 以 西 津 湖 为 主 体 的 水 域 辽 阔 , 水 景 壮

观, 烟波浩淼,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 局部大小岛

屿星罗棋 布 , 河 叉 甚 多 。 水 质 清 澈 透 明 , 环 境 幽

雅, 自然生态优良, 是开展观光旅游、水上娱乐和

休闲度假的较佳区域。

2.1.2 生物景观丰富

研究区是广西仅有的、独特的和多功能的生态

系统, 生态环境复杂多样, 生物资源十分丰富 , 并

聚集着大量的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西津水库多

湖汊和浅水区, 水草茂盛, 江河鱼类发育; 周边山

峦起伏, 高树参天, 灌木蓬松, 古藤攀延 , 野生动

物十分丰富, 其中鸟类景观最为突出。珍贵动物有

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蛇 ( 蚺蛇) 及二级保护动物

的穿山甲、山瑞、蛤蚧等, 是开展野生动植物科普

教育活动的理想选择。

2.1.3 地文景观典型

(1) 地质标准剖面及生物化石点: 库区拥有世

界著名的地质泥盆纪标准剖面。泥盆系上、中、下

统, 8 个岩性组, 层序完整, 露头良好, 化石丰富,

兼有深水、浅水生物群的特点, 腕足类化石数量之

丰富, 保存之完整,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泥盆系牙

形刺 26 个标准化带, 在该剖面就有 18 个 , 它是华

南地区泥盆系过渡型典型剖面之一, 具有较高的科

研、教学、科普、旅游价值; (2) 岛屿与洞穴: 本

区岛屿众多, 特别是南乡—飞龙一带及莲塘一带库

面 , 大小岛星罗棋布 , 且个别岛屿具有奇特洞穴 ,

是观光、度假、寻幽探险的好去处。

2.1.4 天象景观奇特

研究区天象景观变幻莫测, 云雾瞬息万变 , 雨

景别有情调, 日出和落日霞辉壮观奇妙。西津日出

是其较具特色的景观之一: 日出时分 , 于宽阔的西

津湖上游水面顺流东眺, 圆日跃出瞬间 , 天边、水

面一片火红 , 宏伟的西津电站大坝犹如空中飞虹 ,

连接于水天之间令人陶醉。

2.1.5 古迹与建筑类景观独具魅力

图 1 西津库区区位示意图

Fig.1 Localation of Xinjin Reseroi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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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津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低水头发电站。

1958 年动工 , 1964 年建成投产。电站主要以发电

为主 , 兼有航运、防洪、灌溉、旅游等综合功能 ,

是大、中、小学学生参观考察的理想之地; (2) 承

露塔: 明朝万历四十二年 ( 1614 年) 永淳县知县童

时明建造的 , 清道光二十二年 ( 842 年) 重修。塔

身呈八角锥形 , 塔基底宽 24 人合抱 , 墙壁厚度 24

隅青砖 , 塔高 7 层共 39 m。塔基的夹墙内有螺旋

式石阶梯可步行直上。塔顶的葫芦形塔尖 1974 年

被雷击, 崩塌了一小边, 但整个塔身完好无损 , 古

风犹存; (3) 贝丘遗址: 贝丘遗址是以富含古代人

类食余抛弃的贝壳为特征的一种文化遗产, 其具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广西是贝丘遗址的家乡, 贝丘遗

址是广西保存最好, 也是内容最丰富的原始文化遗

址, 研究广西的原始文化绝离不开对贝丘遗址的研

究。本区贝丘遗址主要见于西津和平朗河边, 属河

旁贝丘遗址, 以淡水螺蛳蚌壳堆积为特征 , 具有一

定的地域性。

2.1.6 土特产品远近闻名

(1) 茉 莉 花 : 横 县 以 盛 产 茉 莉 花 著 称 , 享 有

“中国茉莉花之都”的美誉。茉莉花茶 , 气味馥郁

芬芳, 滋味鲜爽甘美, 具有降低血压、润燥、生津

等作用。游客可通过观花、摘花、品花、食花、购

花、浴花等一系列富有茉莉文化韵味的活动, 感受

花都魅力; (2) 横县鱼生: 横县鱼生享有 “横县第

一刀”的美誉, 远近闻名。横县鱼生之所以别具一

格是因为其在主料的选择, 作料的搭配及刀工、摆

设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 (3) 大头菜: 盛产于南

乡镇。因其特有的土质、气候和水质, 产出的大头

菜质脆、个大、肉嫩、味香, 再加上奇特的制作工

艺, 使其久负盛名。

2.2 旅游资源评价

2.2.1 交通区位条件优越

横县交通区位良好, 交通便利。县城距广西首

府南宁市相距 124 km, 距沿海经济开发城市北海

200 km。现有郁江航道、湘桂和黎钦铁路、桂海和

南广高速公路、西 ( 津) 南 ( 宁) 公路和 209 国道

通过境内。西津库区距横县城县城仅 5 km, 北部

六景距广西首府南宁市仅 49 km。

2.2.2 景观丰富, 种类比较齐全

库区旅游资源比较丰富, 种类比较齐全。自然

景系有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地文景观、天象与气

象景观等; 人文景观系有古迹与建筑、消闲求知健

身和购物等, 是一个综合型的旅游景区 , 尤以水域

风光、生物景观、茉莉花、西津电站、地质标准剖

面及生物化石点最为突出, 具有很好的旅游开发价

值。

2.2.3 旅游资源独特性强, 市场潜力大

在 “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已成为现代旅游主

题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成熟旅游者抛弃传统的旅游

方式, 而追求转换心情、亲近自然的生态旅游。湿

地被称为 “地球之肾”, 是 一 种 独 特 的 旅 游 资 源 。

湿地作为自然界最大的物种和基因库 , 生物资源丰

富, 自然景观优美, 同时还聚集着大量的珍稀、濒

危动植物 资 源 。 所 以 , 湿 地 是 人 类 感 受 自 然 和 体

验、休闲的好去处, 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 适

合生态旅游的开发, 如休闲度假、观赏娱乐、科学

考察及科普教育等旅游活动, 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

展的热点。

西津水库是广西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 水域规模

宏大, 湿地旅游资源丰富。西津湿地生态旅游资源

的独特性、知识性、趣味性、刺激性能较好地满足

旅游者探新求异、回归自然的基本需求。

横县素以 “中国茉莉花之都”著称, 茉莉花产

量居全国之首, 茉莉花文化内涵丰富多彩 , 茉莉花

歌曲、文学诗词知名度高, 与库区优美山水风光相

互融合, 旅游资源组合度极高, 为全国少有。

同时, 库区还拥有名扬全国的中国第一座低水

头发电站西津水电站、世界著名的地质泥盆纪标准

剖面和化石点、具人类古文化丰富内涵的河旁贝丘

遗址等独特旅游资源。

2.2.4 临近主要客源市场

库区位于南宁、柳州、来宾、北海、玉林、钦

州、贵港 等 城 市 所 组 成 的 桂 东 南 城 市 圈 的 中 心 地

带, 都是广西社会经济的发达地区。该地区居民出

游率高 , 消 费 潜 力 大 , 库 区 旅 游 客 源 市 场 前 景 广

阔。

2.2.5 具有后发优势

目前 , 西津库区的旅游开发尚处于初始阶段 ,

旅游业基础薄弱。但从辨证的观点来看, 后开发景

区也有它的优势, 即后发优势[7]。西津库区的旅游开

发可以借鉴先开发地区成败得失, 尽可能减少建设

成本和发展代价。西津库区由于旅游开发尚处于初

始阶段, 旅游资源多未开发利用, 基本处于自然状

态, 因而基本保存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犹如一张

白纸, 可以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西津库区完全可

以避免重 蹈 某 些 景 区 以 牺 牲 生 态 环 境 为 代 价 的 覆

辙 , 高度重视和利用好自然资本, 走一条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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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发挥后

发优势, 确定发展思路, 选准切入点和突破口 , 实

现旅游经济的跳跃式发展。

3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设想

湿地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 , 保护

湿地资源, 维持湿地基本生态过程, 是改善生态环

境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 也是当今世界

自然保护的重点之一 "。在保护的基础上 , 发展湿

地旅游业,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湿地, 并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的发展。西津库区湿地旅游开发必须在充分

保护好自然资源的前提下进行, 遵照可持续发展理

念, 把握人与自然和谐, 在保护的基础上 , 发展生

态旅游。

3.1 保护优先, 合理开发

湿地的自然资源作为旅游载体的同时 , 还具有

保存湿地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生态系统等重要功能[8]。

开发西津库区湿地旅游资源, 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

为代价来追求旅游效益, 必须在规定环境旅客容纳

量和绝对保护好核心区的前提下, 合理地开发 , 以

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可持续

发展角度看, 应把握好人与自然和谐, 实现在保护中

开发利用, 在开发利用中促进保护的良性循环[9, 10]。

3.2 发展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 ( Ecotourism) 是指旅 游 者 在 追 求 生

态体验的同时承担生态责任的一种旅游活动 , 是与

环境保护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种旅游形式 [11], 已成为

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 , 是 21 世纪旅游发展的

新趋势[12]。生态旅游的概念有 3 个层次 : 一是回归

大自然 ; 二是在旅游行为中要保护旅游区的环境 ,

实践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三是在开发建设

经营过程中, 注意保护自然景观, 维护生态系统现

状, 使整个开发过程符合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原

则[13]。它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 , 以生态环境和生

态旅游资源为取向, 走生态、经济和社会 3 种效益

相统一的一种旅游资源开发的模式。

西津库区的主体是湿地, 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 在 “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已成为现代旅游主

题的今天 , 西津库区旅游开发应以生态旅游为主 ,

并通过生态旅游提高与恢复湿地自然环境质量, 以

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根据库区生态

旅游资源 的 特 点 , 应 侧 重 开 发 生 态 观 光 、 寻 幽 探

险、休闲度假、水上娱乐、疗养健身、科学考察、

商务会议、科普教育等旅游产品。

3.3 重点发展, 突出特色

西津库区的旅游开发尚处于初始阶段 , 宜选择

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作为开

发的重点, 实现生态旅游开发的突破。从库区的旅

游资源分布来看, 西津湖旅游资源最为集中 , 最具

代表性, 且距离横县县城最近, 交通较为方便 , 开

发条件较为成熟, 应为目前开发的重点 , 特别是要

重点开发西津湖独石湾和西津电站两个景区。

特色是生态旅游发展的生命力。西津库区旅游

开发应突出水域风光、生物景观、茉莉花文化、西

津电站、地质标准剖面及生物化石点和河旁贝丘遗

址等特色资源, 强化旅游产品特色。

3.4 进行功能分区, 与社区共建

为了切实做好西津库区湿地资源的保护工作 ,

促进其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库区旅游的开发必须

进行总体规划 , 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功能分区 [14]。

不同的功 能 区 , 在 开 发 上 有 不 同 的 要 求 。 根 据 林

相、动植物分布及地质地貌等可将保护区分为核心

区、缓冲区、外围区。核心区不能用于旅游 , 仅供

科学研究; 缓冲区只允许教学和参观 , 不允许开展

游乐及其他活动; 外围区在自然保护的前提下可开

展旅游活动, 但必须整治垃圾和废物等。

同时, 生态旅游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

当地社区的密切参与[15, 16], 生态旅游要同当地社区发

展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当地社区发展来孤立地发展

生态旅游, 其持续发展所需的支撑就十分有限。生

态旅游要持续发展, 其项目就必须同村社的利益需

求联系 , 吸引社区参与旅游规划、景区开发建设 ,

旅游规划内容应包含社区旅游, 如农家乐、民间文

化、乡土风情等。景区建设让社区群众参与 , 可以

带动当地农民改变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 , 发展特色

农业、生态农业, 开发无污染优质绿色食品 , 调整

农业产业 结 构 , 同 时 发 展 第 三 产 业 ,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最终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从而使当地居民

自觉保护库区生态环境 [17], 杜绝乱砍、偷猎、滥垦

等现象。

3.5 实施生态恢复和保护工程

为提高与恢复湿地自然环境质量, 实现西津库

; 关于加强湿地生态保护工作的通知 ( 国家环保局 环然 [1994] 184 号 , 1994) .

第 18 卷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02



区湿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可采取一些湿地生

态恢复和保护措施 , 如定期 “休鱼”、转变农业结

构等, 从而改善生态大环境, 修复生物链 , 实现生

态良性循环[18]。从某种程度而言 , 旅游是依附环境

而发展的。对库区湿地实施生态恢复和保护措施 ,

有利于保持和改善湿地景观, 创造良好的旅游大环

境, 实现湿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电站库区湿地旅游资源丰富独特 , 具有较高的

旅游开发价值。但作为电站库区, 不同于一般的旅

游风景区, 其自然资源作为旅游载体的同时 , 还具

有发电、航运、防洪、灌溉、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

和湿地生态系统等重要功能 , 必须对其加以保护。

库区湿地旅游资源开发必须遵照可持续发展理念 ,

以保护为前提, 以发展为目标, 重点把握人与自然

和谐。

西津库区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突出 , 旅游区位条

件优越 , 并 具 有 后 发 优 势 , 具 较 高 的 旅 游 开 发 潜

力, 宜于开发生态观光、寻幽探险、休闲度假、水

上娱乐、疗养健身、科学考察、商务会议、科普教

育等旅游产品, 发展生态旅游。

中国西南地区大中型水电站众多 , 库区湿地旅

游资源大多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 , 发展库区湿地

旅游前景广阔, 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地开发与

利用, 以加速当地经济的发展, 是值得我们进一步

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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