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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根据生态系统和文化资源的保护要求划定不同的区域，并通过对区域内活动开展的范围和强度进行管

控，实现生态保护、游憩利用等目标。从功能约束条件出发，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 为例，采

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选取自然游憩资源、景观美景度、人文游憩资源、游憩利用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条件等 6 个因

子构建了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体系。运用 GIS 空间分析工具对其进行单因子分级评价和综合评价，定量评估了钱江

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的适宜性，并将其适宜性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 I—IV 的 4 个等级。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

宜性 4 个等级的面积呈“橄榄”型分布格局。在游憩利用适宜性分析结果及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管理要求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

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划分为 6 大游憩利用类型，并提出不同游憩利用类型的主导服务功能与管理措施。研究结果可为

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管理和游憩利用提供规划与管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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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park zoning i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classifying different areas according to their ecosystem and

cul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and controlling recreational use types and intensity．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Pilot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QNP ) was used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recreation
suita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under constraints of zoning． This paper propos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at combined the

use of Delphi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AHP)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suitable recreation sites of QNP． Attributes

selected to represent recreation suitability in the national park included natural recreation resources，scenic beauty，human

recreation resources，recreation use aptitude，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and social condition． All obtained

data were evaluated and integrally overlapped in th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base． Thus，a recreation suitability
map was created manually on a scale of I to IV，with I being“not suitable at all．”Results suggested that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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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ility levels in QNP tended to have an olive-like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recreational use suitability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of zonings in the national park，this study identified six types of recreational use

and proposed dominant service functions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those recreation use area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guidance regarding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national parks．

Key Words: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Pilot; recreational use; suitability; assessment

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稀有性的生态系统、自然与文化遗迹或景观为目的，为公众提供

教育、科研、游憩机会，由国家依法划定并统一保护与管理的区域［1］。自 1872 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建立以来，

国家公园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国际公认的拥有高质量资源禀赋、提供优质游憩体验的重要场

域。游憩使用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其高度集中性，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产生“节点和链接”的影响格局［2］。

因此，生态系统保护与游憩利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国家公园管理研究和实践关注的重点。在国外 100 多年的

国家公园游憩管理实践中，功能分区逐渐成为缓解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矛盾、实现有效管理的一个关键性和

规范性工具。在功能分区框架的指引下，各国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开发了各类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及管理工

具，如美国国家公园和林业部门提出的游憩机会谱(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ROS) 、可接受改变极限

( 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LAC) 以及游客体验和资源保护( Visitor experience ＆ resource protection，VERP) 。

其中，游憩机会谱被广泛用于美国国家公园和荒野游憩地，通过采用偏远程度、区域规模、人类迹象、使用密度

和管理力度 5 组指标构建游憩机会序列，力求在游憩环境和游憩需求之间达到平衡［3］。在此基础上，不同游

憩地根据自身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衍生出多种游憩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如美国水务局针对水域游憩地提出的

“七标六类法”，即包含可达性、远隔性、自然性、游客冲击、场所管理、游客管理的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体

系［4］; Nahuelhual 等针对海洋保护地游憩利用提出的基于可达性、游憩利用能力、资源禀赋、景观美景度等指

标的评价体系［5］; Gül 等构建的自然公园游憩适宜性评价指标包括与水体的距离、文化价值、可进入性、植被、

坡度、视觉价值、气候条件、海拔等［6］; 也有学者借鉴游憩机会谱构建了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可进入性、生态旅游和其他资源使用的关系、吸引物、现存基础设施等［7-8］。

我国保护地类型多样，由于管理目标和功能定位的差异，采用不同的功能分区方法，游憩活动开展的程度

也有差异。自然保护区采用“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的分区方式，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 3 个功能区，

游憩功能主要在试验区体现［9］。风景名胜区的功能分区则更多参照了城市规划中按功能需求对土地进行划

分的方式，同时兼顾游憩利用与生态系统保护。作为游憩活动开展的重要空间，各类保护地如何在功能定位

的基础上划定游憩利用适宜区域，是提升保护地管理质量面临的重要问题。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借鉴国外

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类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对森林公园的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主要

包括游憩资源、游憩承载力、游憩区位条件、景观可视度、科考适宜性等［10-11］; 对风景名胜区的游憩利用适宜

性评价指标体系则强调游憩资源的代表性、稳定性、协调性、奇特性、观赏性、社会性和梯度性［12］。这些评价

指标主要基于资源禀赋考虑，往往偏重于对资源的利用，对生态环境影响考虑不足［13］。因此，也有部分学者

从环境质量、土壤环境、水文水系、地质岩性、植被覆盖情况等反映生态敏感性的指标体系出发评价游憩利用

适宜性［14-15］。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点在于对原有保护地的生态系统功能进行整合，合理定位功能区，

在此基础上，实现生态系统保护与提升国民游憩福利的双重目标。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推进情况来看，受国

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主要功能定位的差异影响，各试点区功能分区名称不统一、分区利用强度差异大，且在

功能分区的框架下，缺乏二级分类指标对游憩活动开展的类型和强度进行相应的界定和指导［16］。鉴于此，本

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的框架，构建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的评价

体系，据此确定国家公园游憩活动开展的类型和强度，为国家公园制定科学的游憩管理战略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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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钱江源国家公园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境内，地处 28°54'—29°30'N，118°01'—118°37'E( 图 1) 。钱江

源国家公园浙、皖、赣三省交界地带，西与江西婺源县森林鸟类自然保护区毗邻、北接安徽省休宁县岭南省级

自然保护区，包含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上述自然保护地之间的连接地带。该

国家公园总面积 252 km2，涉及浙江省开化县苏庄、长虹、何田、齐溪 4 个乡镇，包括 19 个行政村、72 个自

然村。

图 1 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区位

Fig．1 Location of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清晰的边界和明确的功能分区是进行有效保护和游憩规划管理的基底，有助于较好地厘清国家公园与周

边区域的关系。依据保护对象的敏感度、濒危度、分布特征和景观展示的必要性，结合居民生产、生活与社会

发展的需要，钱江源国家公园被划分为 4 个功能区: 核心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17］，

各功能区的面积和主要功能如表 1 所示。根据功能分区的要求，游憩活动主要在部分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

区和传统利用区展开，因此，本文针对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也在这 3 个功能区范围内进行，

评价区域面积为 180．21 km2。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 1) 空间数据: 主要包括钱江源国家公园矢量界线，乡镇行政区划矢量界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中

提取的开化县土地利用数据、DEM 数据、2015 年开化县重点保护动植物数据、2015 年 7 月植被覆盖指数

( NDVI) 数据、2015 年乡道及以上级别道路网数据、各类游憩资源点分布等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

环境数据中心、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和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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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钱江源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概况

Table 1 Profile of zoning of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功能区名称
Name of Zoning

规模 Scale

面积
Area /km2

占比
Proportion /%

主要功能
Key function

保护利用要求
Requirement i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核心保护区
Core preservation zone

71．79 28．49 生 态 系 统、生 物 栖 息 地
保护

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保持生态系统的自然过
程，禁止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生态保育区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zone

123．08 48．84 生态系统恢复、科研教育
实行严格保护，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
更新，低密度开展线性专业生态教育

游憩展示区
Recreation zone

15．80 6．27 游憩利用、社区发展
在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 展 生 态 旅 游、环 境
教育

传统利用区
Traditional utilization zone

41．33 16．40 传统农林经济发展
在保护前提下引导现有社区的传统产业可
持续发展

合计 Total 252 100 — —

数据来源: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 2) 统计数据: 主要包括 2015 年钱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的村镇数量、居民点人数和游憩设施数据，数据

来源于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以及开化县旅游、生态管理部门统计资料。
2．2 研究方法与技术流程

2．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国内外关于各类保护地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18-21］，根据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本质

要求，遵照主导因素、差异性和稳定性、地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指

标体系。指标体系划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因子层 3 个层级。目标层是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准则层

包括自然游憩资源适宜性、景观美景度、人文游憩资源适宜性、游憩利用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条件 6 个维

度。其中每个维度包含了不同的指标因子，具体见表 2。由于研究区域范围较小，降水和年均温差别不大，对游

憩利用适宜性差异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剔除了这两个因子。指标赋权是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的关键问题，本文

遴选了来自保护地和生态旅游管理领域的 20 位专家，采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向量，并采用熵值法

对权重加以调整，以规避层次分析法中存在的主观随意性缺陷［22］，综合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表 2) 。

表 2 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coefficient of recreation suitability in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目标层 Target level 准则层 Criteria level 指标因子层 Indexes level

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 自然游憩资源适宜性 B1( 0．2601) 独特性 C1( 0．1608)

Evaluation of Recreational use 分布密度 C2( 0．0387)

suitability in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自然游憩资源所占比重 C3( 0．0606)

景观美景度 B2( 0．1793) 景观美学质量 C4( 0．1793)

人文游憩资源适宜性 B3( 0．0293) 资源品位 C5( 0．0073)

分布密度 C6( 0．0219)

游憩利用能力 B4( 0．1583) 土地利用类型与游憩活动匹配度 C7( 0．1583)

生态环境承载力 B5( 0．2961) 高程 C8( 0．0130)

坡度 C9( 0．0265)

植被覆盖度 C10( 0．1217)

生物丰度指数 C11( 0．0977)

土壤侵蚀强度 C12( 0．0372)

社会条件 B6( 0．0769) 交通通达度 C13( 0．0333)

道路密度 C14( 0．0092)

与主要居民点的距离 C15( 0．0050)

游憩设施数量 C16( 0．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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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游憩利用适宜性单因子分级标准划分

在进行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时，需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的标准值。指标要素的性质复杂性决定了

评价标准的多样性。评价系统采用的评价标准类型包括:①国家、行业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地方已颁布实施

的各类标准;②类比标准，即参照旅游资源评价、其他保护地适宜性 /敏感性评价、环境质量评价等相应指标，

通过类比确定质量等级;③背景值或本底值标准，即以研究区域未受人类活动干扰或干扰程度较低的水平参

数为标准。本文为使评价更加客观，首先采用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其次参考类比标准，当无上述两类标准

时，采用背景值标准。对于背景值标准的等级划分，采用研究区域背景数据在 ArcGIS 10．2 中的自然断裂法

( Nature Breaks) 对环境适宜性得分进行标准化，从高到低依次赋值 4、3、2、1 分，个别指标不适用于该方法的，

采用经验判断的方法( 表 3) 。

表 3 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标准及分级

Table 3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ratings of recreation use suitability in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指标
Criteria

评价得分 Score

4 3 2 1

自然游憩资源独特性
Uniqueness of natural recreation resource

2．41—2．90 1．91—2．40 1．70—1．90 1．30—1．69

自然游憩资源分布密度
Density of natural recreation resource

0．88—1．58 0．38—0．87 0．13—0．37 0—1．12

自然游憩资源所占比重
Proportion of natural recreation resource

74．45%—92．30% 59．88%—74．44% 44．22%—59．87% 22．22%—44．21%

景观美学质量
Scenic beauty

60—85 45—60 20—45 ＜20

人文游憩资源品位
Quality of human recreation resource

3．04—3．99 2．78—3．03 2．42—2．77 2．00—2．41

人文游憩资源分布密度
Density of human recreation resource

0．50—0．88 0．27—0．49 0．10—0．26 0—0．09

土地利用类型与游憩活动匹配度
Matches between land-use type and recreation activities 相容值 ≥6 4≤ 相容值 ≤5 2≤ 相容值 ≤4 相容值 ＜ 2

高程 Elevation 71—442 m 43—619 m 620—819 m ＞820—1241 m

坡度 Slop ＜10° 11°—25° 26°—45° ＞46°

植被覆盖度 Vegetation coverage 0．83—0．91 0．71—0．82 0．58—0．70 0．50—0．57

生物丰度指数 Bio-abundance index 81—94 53—80 33—52 4—32

土壤侵蚀强度 Soil erosion intensity 轻度 中度 强烈、极强烈 剧烈

交通通达度 Accessibility ＜500 m 500—1000 m 1000—1500 m ＞1500 m

道路密度 Road density 0．4505 km /km2 0．4048 km /km2 0．4353 km /km2 0．3388 km /km2

与主要居民点的距离
Distance to village

＜1 km 1—1．5 km 1．5—2．0 km ＞2．0 km

游憩设施数量
Recreation facility

10．47—17．99 6．87—10．46 4．00—6．86 1．00—3．99

2．2．3 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综合评价模型

在上述指标层因子得分标准化后，在 GIS 中综合各标准的分级结果及各因子的权重逐级归并集成，得出

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的评价结果，计算公式为［23］:

En =∑
p

i = 1
wiei

式中，En 为指标 n 的游憩利用适宜性分值; p 为指标 n 包含的下一层级指标数; wi 为指标 i 的权重; ei 为指标 i

的游憩利用适宜性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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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分析

3．1．1 自然游憩资源

基于自然游憩资源独特性、分布密度、所占比重 3 个指标的叠加分析，得出钱江源国家公园自然游憩资源

适宜性评价结果。其中，在 ArcGIS 空间分析中，自然游憩资源分布密度设置的搜索半径为 2．5 km。运用自然

断裂法分别对自然游憩资源适宜性进行赋值，由低到高依次赋值 1、2、3、4，各等级值对应的区域面积分别为

124．38、31．86、18．99 km2和 4．98 km2，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49．36%、12．64%、7．54%和 1．96%( 图 2) 。自然游憩

资源适宜性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核心区边缘和生态保育区部分区域，这部分区域拥有大片重要生态

价值和服务功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且与河流 /瀑布组合形成丰富多样的景观生态系统，为游憩活动提供了

较大的空间。
3．1．2 人文游憩资源

虽然国家公园的游憩活动依托的资源以自然资源为主，但地理特征下形成的人文游憩资源也是不可忽视

的游憩吸引物。钱江源国家公园人文游憩资源主要包括古村落文化、茶文化、农耕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文化。
基于对人文游憩资源品位和分布密度( ArcGIS 空间分析中设置的搜索半径为 2 km) 的叠加分析，将钱江源国

家公园自然适宜性进行数据标准化，依据等级从低到高分别赋值 1、2、3、4，各等级值对应的区域面积分别为

59．66、57．58、42．69 km2和 20．28 km2，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23．67%、22．83%、16．94%和 8．05% ( 图 2) 。人文游

憩资源适宜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传统利用区和游憩展示区，其中，国家公园中部分布较为集中的古村落

和农业生产传统保留区是适宜度最高的区域。这充分说明社区不仅为国家公园游憩提供服务支持，其本身也

是国家公园游憩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3．1．3 景观美景度

科学评价国家公园景观的美学质量，把握公园环境的美学特征，有利于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环境

价值与美学价值的平衡。根据对国内外学者和管理者在风景资源管理系统中方法的比较［24－26］，本文采用美

景度评价法( Scenic Beauty Estimation，SBE) ，提供钱江源国家公园有代表性的 35 处游憩景观照片，选取园林

景观专业人士、旅游规划人员和普通游客三组测试对象，于 2017 年 7—10 月通过问卷的方式测试受访者对国

家公园景观美景度的态度，共获得有效问卷 96 份。通过计算各测试点的 SBE 标准值，并在 GIS 中通过插值

分析对钱江源国家公园景观审美价值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依据总体 SBE 标准值对钱江源国家公园景观

美景度进行数据标准化，按照等级从低到高分别赋值 1、2、3、4，其面积分别为 12．76、49．40、75．78 km2和 42．24
km2，分别占国家公园总面积比 5．06%、19．60%、30．07%和 16．76%( 图 2) 。景观美景度最高的区域主要集中于

古村落、水体和动物生存环境区域。
3．1．4 游憩利用能力

游憩利用能力主要是指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游憩活动的相容程度，其体现的是土地利用与游憩活动开展

的匹配程度，也是游憩容量控制和设施配置的基础。本文根据开化县提供的土地利用数据，结合国家公园游

憩活动类型，对于能开展某一特定游憩活动的土地利用图层赋值 1，不能开展该活动的图层赋值 0。每类土地

利用类型获得的游憩活动值总和就是其游憩利用的值，通过加权计算，得出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能力分

布，根据能力等级对其进行数值标准化，从低到高分别赋值 1、2、3、4。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能力为分值

为 3 的面积最大，面积为 131．88 km2，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52．33%，有林地、灌木林地、水田、水库 /坑塘四类

土地利用类型的游憩利用能力处于这一水平; 游憩利用能力分值为 4 的区域面积为 44．81 km2，占国家公园总

面积的 17．78%，主要集中在园地、其他林地、村庄、旱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其中，园地的游憩利用能力值最高，

适合开展 6 类游憩活动; 其他林地、村庄、旱地则适合开展 5 类游憩活动; 低游憩利用能力( 1、2 分) 的区域面

积为 3．49 km2，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1．37%，主要集中在河流、裸地和草地等用地类型( 图 2) 。从游憩活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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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单项因子适宜性评价

Fig．2 Single factor evaluation of recreation use suitability in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型来看，摄影活动与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容度较高，能在 9 类土地利用中开展，其他与土地利用相容度较高的游

憩活动包括骑行、科考、露营。
3．1．5 生态环境承载力

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因子包括高程、坡度、植被覆盖度、生物丰度指数、土壤侵蚀度。通过对上述 5 个因

子加权叠加，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生态环境承载力划分为 4 个等级，并对各等级得分标准，从低到高依

次赋值 1、2、3、4。各等级区域的面积分别为 13．54、72．94、47．63 km2 和 46．11 km2，分别占国家公园总面积

5．37%、28．94%、18．90%和 18．30%( 图 2) 。受各类因子的影响，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的生态环境承载力

较强的区域( 分值为 3、4 分) 呈斑块状零散分布，主要分布在国家公园中部和南部较为平缓的农业生产区域，

以及具有较高森林覆盖度和生物多样性的林地区域。
3．1．6 社会条件

社会条件适宜性评价基于对交通通达度、道路网密度、与主要居民点的距离、游憩设施数量 4 个因子的加

权计算得出。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社会条件适宜性进行数据标准化，从低到高依次赋值为 1、2、3、4，

面积分别为 14．52、69．67、75．29 km2和 20．68 km2，各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5．76%、27．64%、29．87%、8．21% ( 图

2) 。各分值区域的土地面积呈橄榄型分布，适宜性级别高值( 4 分) 主要集中在齐溪水库、台回山梯田、高田坑

村、唐头村及其附近区域，这些区域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入口区域，交通条件相对较好，服务设施相对完善，因

此社会条件对游憩利用的支持度较高。
3．2 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综合评价及利用类型区划

在分项指标评价指数标准化的基础上，按照权重集成对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

并进行适宜性评价分级和游憩利用类型区划( 图 3) 。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 II、III 级的面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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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73．64、43．05 km2，各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29．22%和 17．08%; I 级区域面积为 41．43 km2，占国家公园总

面积的 16．44%; IV 级的面积最小，为 22．12 km2，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8．78%。从游憩利用适宜性的数量分布

特征来看，各适宜度面积呈橄榄型分布，这体现了在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框架下的游憩利用遵循“维护生态系

统、提升游憩福利”的理念，有利于国家公园游憩土地的高效配置和管理，最大程度地发挥国家公园的综合效

益。从游憩利用适宜性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III、IV 级游憩适宜区域呈斑块状组团或带状分布，主要集聚在

钱江源大峡谷、齐溪水库、高田坑—库坑—西坑古村落、古田山入口等区域。I 级游憩适宜区则零散分布于传

统农业区和生态保育区，范围内部分区域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不适宜开展大规模的游憩活动，或为主

要农业生产区，缺乏有吸引力的游憩资源或设施。

图 3 游憩利用适宜性综合评级及类型区划

Fig．3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ecreation suitability and Classification of recreation use type

基于游憩利用适宜性综合评价结果，并根据钱江源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的定位及其游憩资源状况，本文划

分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类型( 图 3) 。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游憩利用类型分为 6 类，即亲水溯源体验区、
野生动物观赏区、特色农业生产体验区、古村落文化体验区、大峡谷探险体验区和亚热带森林观光区。各游憩

利用类型区域呈块状不连续分布于国家公园三个功能区，这给国家公园游憩产品组合、线路设置及游憩设施

的科学配置形成挑战。同一类型的游憩利用可在不同适宜等级区域和功能区进行，但其主导服务功能则有所

差异( 表 4) 。从表 4 可看出，游憩利用适宜等级高( IV) 的区域呈块状分布于游憩展示区、生态保育区和传统

利用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高田坑古村落、台回山梯田、钱江源大峡谷、齐溪水库，这一区域特色农业发展成

熟，游憩配套服务较完善，因此，应在维持生态涵养的基础上，拓展国家公园的游憩服务功能，满足公众的游憩

需求，同时促进社区协同发展。II、III 级适宜区集中在生态保育区，这一功能区内分布大片亚热带森林、珍稀

野生动物以及钱江源发源地，景观生态敏感性突出，易受人类活动影响且自修复能力较弱，因此其主导服务功

能为保障生态服务供给和维持生物多样性，在游憩利用上应严格控制强度，开展低密度科研和教育活动，通过

完善解说系统实现国家公园的教育功能。游憩利用适宜等级低( I 级) 主要零散分布在传统利用区和生态保

育区，面积较小，游憩利用适宜性较低，因此主导服务功能为保障当地农业生产生活和生态系统的服务供给，

协调社区与国家公园的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国家公园的建设需坚持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同时为公众的游憩和教育提供机会。而国家公

园游憩利用的强度与类型主要受功能区划分的约束与指引，因此，国家公园游憩活动开展应统筹考虑其本底

环境与功能分区对游憩利用开展的支持程度，进行适宜性评价体系构建，为国家公园游憩利用与管理提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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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依据。本文选取了自然游憩资源适宜性、景观美景度、人文游憩资源适宜性、游憩利用能力、生态环境承载

力、社会条件 6 个指标层因子，构建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适宜性评价。
结合适宜性评价结果及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游憩资源本底和整体功能分区，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

划分为 4 个等级，并确定了 6 类游憩利用类型区划。

表 4 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类型及主导服务功能

Table 4 Recreation use types and dominant service in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游憩利用适宜等级
Recreation use
suitability grade

游憩利用类型
Recreation use type

分布的国家公园功能区
Distribution zoning

主导服务功能
Dominant service function

I 特色农业生产体验区 传统利用区 保障农业生产、乡村旅游服务

亚热带森林观光区 生态保育区 生态服务供给，生物多样性保护

II 亚热带森林观光区 生态保育区 生态涵养、森林管护，科普教育

野生动物观赏区 生态保育区 生物多样性维持、低密度科研教育

III 亚热带森林观光区 生态保育区 生态服务供给、森林游憩，科普教育

亲水溯源体验区 生态保育区 源头水质安全、滨水游憩

IV 古村落文化体验区 游憩展示区、生态保育区 社区发展、特色村落旅游

大峡谷探险体验区 游憩展示区、生态保育区 生态涵养、户外运动，科普教育

特色农业生产体验区 传统利用区 特色农业体验，村社服务

适宜性评价的结果显示，游憩利用中等适宜度等级( II 和 III 级) 区域占评价区的大部分面积，且各适宜

等级面积呈橄榄型分布，这有利于充分发挥钱江源国家公园土地的游憩利用潜力。游憩利用适宜性等级与国

家公园功能分区的保护要求不一定是匹配的，同一游憩利用类型可在不同适宜等级区域和功能区进行，但其

主导服务功能则有所差异。这就要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在游憩利用评价与管理时应注意:①统筹考虑国家公

园游憩利用环境与功能分区管理要求，对不同分区的游憩资源进行差异化的游憩产品设置和相关服务配套，

满足游客的多样化游憩体验需求，同时实现分区管理的目标;②国家公园功能分区可能使游憩机会在空间上

呈现不连续性，这要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根据环境的敏感度和游憩利用的适宜性等级合理配置步道、观景台、
服务点、机动车道、公共厕所等游憩服务设施，构架科学的游憩道路体系和配套供给，最大程度降低游憩设施

对生态环境的干扰;③根据游憩利用类型完善解说系统，使游客明白在哪个区域应获得何种游憩体验，如何实

施与国家公园环境要求相符的行为，发挥国家公园的教育服务功能。
本文在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选取和权重确定过程中既反映国家公园环境本底特征的客观

性，同时也采用问卷的方式获取公众对国家公园景观类型的主观偏好，实现主、客观相结合。但是，钱江源国

家公园是以典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典型生态系统，因此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评价对象限定

性。随着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深入，国家公园的类型也将丰富多样，因此，构建一套系统的、具有普适性

的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体系将为我国国家公园游憩管理提供科学的工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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