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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确定“深生态”开发理念，将沟崖总体定位为健康游憩旅游区，以“沟崖胜境明道静心”为旅游形象，

采取“区内游、区外住”的模式，自驾车游客和团体游客为核心目标客源市场。开发观光、娱乐、休闲养生、

康体运动和宗教祭祀与纪念 5 类游憩功能，形成“一轴两翼四组团”的空间发展格局，打造既生态又健康的旅

游产品。深入诠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最大化生态效益，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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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ch ecological development concept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the Gouya area be turned into a
healthy recreation tourist area.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shall be adopted as recreation inside and living
outside the area． Self driving tourists and groups of tourists are treated as the core target tourist mar-
ket. Development of sightseeing，entertainment，leisure and wellness，healthy exercises，religious and me-
morial activities and five kinds of recreational functions shall be carried out so as to form a spatial pattern
of“one axis，two wings and four groups”and to create both ecological and healthy tourism products. In-
depth interpretation of respect for nature，protection of nature，maximizing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will be
made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be taken into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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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

作”座谈会上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加大生态文

明教育的力度”［1］，“生态文明”开始进入中央领导

的议题。2007 年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把生态文明建

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生态文明建设上升

到国家战略。为此，在同年的 12 月 14 日，长株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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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武汉城市圈两个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由国家发改委

批准成立［2］，两型社会建设是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举措。2012 年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提升到了

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四位

一体”总体布局扩展到“五位一体”［1］。与此同时，

还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执政理念。“美丽中

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要求经济、环境和美

学价值的统一、共赢，而且“美丽中国”建设对环境

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从而驱动生态文明

建设［3］。“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观要求广大人民群

众全面树立生态自然观、生态消费观、生态审美观、
生态发展观等观念［4］，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和环境 5 类生态功能的和谐发展。从“生态文明”
的出现到提出，再到十八大上升到作为社会主义事

业总体布局的其中一项，最后发展到“美丽中国”建

设理念，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及实践发展成

果的总结，也包含了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对改善

人居环境、建设和谐社会、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

视。
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效益的协调发展，不仅

是基于缓解当前环境恶化的迫切需求，也是人类发

展进步的一种体现。本研究将在充分了解十三陵林

场沟崖风景区资源本底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市场的

深入分析，探索生态可持续发展路径，对沟崖风景区

的森林游憩进行科学的定位，以促进沟崖旅游业的

良性发展，最大化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

1 区位条件分析

1. 1 地理位置

沟崖风景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德胜口

内，地 理 坐 标 为 40° 44' N，116° 35' E，总 面 积 426
hm2，是北京有名的道教胜地、十三陵林场的重点林

区，也是蟒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距张

家口市中心约 164km，北京市中心约 52 km，距昌平

区约 12 km，距定陵约 5 km，距八达岭约 40 km，地

理位置优越。风景区最南端距离市区仅 4km，素有

“京师之枕”的美誉。
1. 2 交通条件

境内有 G6，G7，G110 等多条高速公路过境，自

驾交通便捷，市区与风景区联系紧密。但目前市内

和昌平区都尚无公交车可达，公共交通较差。故根

据交通条件，适合开辟自驾车和团体游客市场。

2 旅游资源分析

2. 1 自然资源

封山近 10 年，良好的自然基底，赋予沟崖清新脱

俗的环 境 气 质。空 气 负 离 子 平 均 水 平 约 为1 270
个 / cm3，远高于北京城区的平均 200 ～ 400 个 / cm3［5］。
据世 界 卫 生 组 织 规 定，负 离 子 浓 度1 000 ～ 1 500
个 / cm3的环境被视为清新的环境［6］。以上数据说

明沟崖空气清新，适合开展森林浴。除典型的北方

山林天然植被、溪流景观外，沟崖还拥有罕见的天然

野生 中 草 药 植 物，如 北 柴 胡 ( Bupleurum chinense
DC. ) 、山 丹 ( Lilium pumilum DC. ) 、穿 山 龙

( Dioscorea nipponica Makino) 等。沟崖山势峭拔高

俊，林木繁密，小径隐现，缓急互蕴。山顶悬崖陡峭，

气势入云; 山中绿林交荫，仰不见日; 雨季峡底溪水

潺潺，娓娓动听。正所谓: “渐欲入沟深，沟沟崖势

侵，线通人一径，鬼作面千岑。”沟崖又名沟沟崖，乃

水注谷为沟，又取沟沟见崖之意。旋旋蟠蟠，望若梯

磴。石奇状若鬼面，如将军石、双印石; 仙人桥、观音

洞皆惟妙惟肖，鬼斧神工。山峰之中最著名的东西

南北中五峰，满山怪石狰狞，重峦叠嶂，沟谷狭窄，景

观变幻无穷。最高的中峰高达 1 670 多米，比泰山

还高出 170 多米。
2. 2 人文资源

据史料记载，沟崖诸峰之上，有众多庙宇。最昌

盛时，大小庙宇达 72 座，如东峰庵、西峰庵、中峰庵、
斗姥宫、碧霞宫、瑞峰庵等，在东西南北中五大峰上，

原来都建有庙宇，其中最著名的是真阳观、三观殿、
盘道庵、龙王庙、幻境庵，如今大部分已废毁无存，只

剩残余基石，但足以见沟崖风景区文化底蕴之深厚。
此外，登上望京台可俯视十三陵水库。

沟崖所存各种文物中，质地以铜、铁、木、石、泥、
为主，类别有石碑、摩崖、塑像、供器、法器以及各类

杂物。例如，玉虚观院内的石碑书写碑文“千经万

论忠孝为先，天上人间方便第一”，玉虚观的天井残

碑，刻有“沟沟崖中峰顶玉虚观碑记”及“重修碑记”
等，这些都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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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崖 自 元 代 便 名 冠 天 下，清 初 名 为“北 武 当

山”。沟崖风景区将道家文化与自然山林有机结

合，构成了一座玄微飘渺的人间仙山，以独具特色的

人文景观资源传神演绎“道法自然”的境界。
综上可知，沟崖自然景观优美，人文底蕴深厚。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方式和行为的改变，养生于当今

已由过去的生活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时尚行为和旅

游休闲方式，沟崖地区良好的自然基底和遗留的文

化氛围正顺应了养生文化。

3 森林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3. 1 全国森林旅游发展现状

3. 1. 1 森林公园建设经营情况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建立森林公园3 234处，

规划总面积1 801. 71万 hm2［7］; 游客量上，2014 年已

经突破国内旅游人数的 25%［8］; 旅游收入上，2015
年全国共计 686. 9 亿元［7］。森林旅游游客量持续快

速增长。
3. 1. 2 森林旅游市场潜力

根据中国城市居民生态需求调查报告，城市居

民渴望亲近树林、草地和水，节假日休闲更倾向于森

林和田园［9］。加上经济增长、居民出游率提升以及

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因素，森林旅游市场有很大的成

长空间。
3. 1. 3 森林旅游产品需求

随着我国旅游观光向休闲度假的转变，加上城

市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亚健康人群的急剧增加，一

切以健康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和活动都备受市场欢

迎［10］。比如，依托森林自然环境开展的远足、漂流、
攀岩、登山、科普教育等森林旅游活动具有较强的参

与性，符合市场需求，发展前景广阔［11］。当前，利用

森林环境的养生优势开发的森林疗养、森林浴等森

林康养旅游产品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关注，而且

国外发展已较为成熟，目前在国内受到重点关注。
3. 2 沟崖森林旅游发展现状

沟崖风景区 2002 年开放，2006 年后封山育林

至今，当时未编制科学的旅游规划，存在“开发粗

放，总体定位模糊，缺乏突出的旅游形象，产品结构

简单，目标市场不明晰，空间发展格局不清晰”等问

题。近期拟再次开放，正在建设公路。根据十三陵

林场提供的资料，2006 年沟崖旅游接待人数 1. 87
万，旅游收入 15. 39 万元①。目前，景区: 生活用水

由地表径流自然过滤后收集供给，分散生活生产用

水多取自自备井; 有基本的生活排水沟渠设施，但缺

乏完善的排水管道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 电力稳定，

通信信号覆盖面广，信号清晰; 无垃圾处理厂，垃圾

就地处理。

4 发展定位

4. 1 定位原则

4. 1. 1 惠民原则

惠民原则要求: 一是最大化林场生态效益，为缓

解北京市环境问题提供支持; 二是发挥旅游业的联

动效应，带动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升周边村民收

入; 三是根据市场需求，打造优质完善的健康旅游产

品体系，满足当前健康旅游的市场需求。
4. 1. 2 本原原则

根据研究，市民最喜欢保持自然景观和提供基

本服务 的 风 景 区，不 喜 欢 人 工 建 筑 破 坏 自 然 景

观［12］。因此，遵循本原原则，在满足游览基本需求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持自然景观的本原性。一来

也符合游客需求; 二来尊重自然，即是遵循生态伦理

学理论的要求; 三还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
4. 1. 3 护林原则

护林原则要求: 将保护和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稳

定性，置于绝对优先地位; 根据生态容量值，控制游

客量，避免生态破坏，确保可持续发展。此外，合理

适度介入多种生态手段，如修饰或改造林相、配置其

他物种和营造复杂生态群落等，从而提高森林生态

系统的容量和质量以及生物多样性［13］。
4. 1. 4 健康原则

健康作为当前旅游的主题，也是森林旅游未

来的发展方向。遵循健康原则，不单是在产品开

发上，还要体现在产业要素上。另，针对当前养生

旅游产品缺乏科学指导的现状，沟崖风景区需要

对区内开发的健康旅游项目提供科学完善且可行

351

① 十三陵林场沟崖风景区管理处． 2006 年统计数据．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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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说系统。
4. 2 总体定位

严格遵循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区内良

好的森林生态环境，在确保景区生态安全与旅游

开发共存的基础上，发挥区位优势，深度挖掘区内

生态资源特色和道文化底蕴，以健康为核心，以观

光、休闲、度假和运动为切入点，打造健康旅游产

品体系。依托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充分整合

市场空间。最终将沟崖风景区建设成为集自然观

光、道文化体验、森林健康游憩、森林生态养生及

林下经济发展等为一体的“京郊山岳型‘深生态’
健康游憩旅游区”。
“深生态学”，又称“生态智慧”，是由挪威著名

哲学家纳斯( Ame Naess) 创立的现代环境伦理学新

理论。按照纳斯的叙述，浅生态学以人类为中心，而

深生态学则兼顾自然界整体; 利益上前者仅以人类

自身为核心，后者则兼顾整个自然界［14］。沟崖风景

区的“深生态”需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深度保护: 深化保护措施，强化生态保育，深度

维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深度整合: 深度整

合旅游资源，也是对生态的一种有效保护。深度体

验: 让游客深度体验沟崖风景区原始优美的自然风

光和生态环境。深度和谐: 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天人

合一，和谐发展。
4. 3 形象定位

通过深入剖析沟崖旅游资源特点，结合市场需

求，根据总体定位要求，将沟崖风景区形象定位为

“沟崖胜境明道静心”。
形象诠释:“沟崖”即直指目的地，还能折射出

风景区的特征———有“沟( 自然景观) ”有“崖( 深山

藏古刹) ”，最重要的是通过溯源，发现“沟崖”二字

蕴含“道法自然”的内涵，有保留本源之意。“胜境”
是对沟崖风景区自然景观和人文底蕴的诠释，也是

对区内资源一个高度评价，表明沟崖风景区是一个

旅游的胜地。“明道”是基于沟崖风景区古刹遗址

遗迹众多，道文化底蕴深厚而来，来此游览“求道”，

实现“明道”的目的。“静心”来源，一是风景区处于

郊区，远离城市喧嚣，此为“环境静”; 二是由于“明

道”而实现“静心”，是为“心静”，内外兼修。
4. 4 市场定位

4. 4. 1 根据距离定位

核心市场———北京市: 距离近，交通网络体系完

善。重点市场———张家口市: 距离近，交通网络体系

稍差。辅助市场———周边景区引流市场: 周边景区

众多，通过引流措施可适当引流一部分游客。
4. 4. 2 根据功能定位

核心市场: 登山揽胜、运动健身休闲、生态养生

休闲、文化养生休闲。山势较险，适合登山等运动休

闲; 有一级自然景点，便于揽胜; 生态环境优秀、道文

化底蕴深厚，适合休闲。结合市场需求，核心是健

康。重点市场: 生态观光、文化观光、宗教朝拜。自

然景点较多，生态资源丰富，文化遗址遗迹遍布，但

由于观光层次较低，而且没有完整的宗教建筑，故只

能作为重点功能。辅助市场: 森林疗养、避暑度假、
林下产品购物。需要一定的人工建筑和足够的可建

设用地，由于生态较脆弱，不适合大面积开发，故只

能作为辅助功能。
4. 4. 3 根据人群定位

核心市场———自驾车游客: 自有交通工具，进入

方便，且时间自由。重点市场———团体游客: 交通工

具方便，但时间不自由。辅助市场———散客: 交通条

件限制较大。
4. 5 游憩功能定位

根据沟崖资源特点，以市场为导向，将沟崖风景

区的游憩功能进行定位。观光性游憩功能: 包括山

花、植物等自然景观生态观光，宗教文化景观观光。
娱乐性游憩功能: 包括山花节，红叶节，登山节。休

闲养生性游憩功能: 包括夏季避暑休闲，林中静坐休

闲，负氧离子、植物精气养生休闲，道文化养生休闲，

林下产品购物。康体运动性游憩功能: 包括四季登

山健身及揽胜，运动健身休闲。宗教祭祀与纪念性

游憩功能: 包括每月初一和十五的定期朝拜，庙会等

活动的进香祈福。
4. 6 空间结构定位

从基地打造“深生态”健康游憩旅游区的总体

定位出发，结合基地资源分布、交通现状、地形地貌

及空间特征等现状情况，集中力量打造核心吸引物

和核心区域，提炼、整合基地资源特色及文化内涵，

考虑沟崖风景区的功能完善以及发展需要，形成

“一轴两翼四区( 图 1) ”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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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旅游空间结构图

Fig. 1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一轴: 沟崖景观休闲游憩轴。连结各功能分区

的交通轴线、景观轴线和生态轴线。
两翼: 林下经济发展及生态保育双翼。根据资

源优势和生态保育实际，将现主要道路两旁大面积

的林区划为林下经济发展及生态保育区，既促进林

业经济发展，还兼顾生态保育。
四区: 入口停车服务区。位于风景区东侧入口

处，紧邻德胜口水库，是游客进入风景区的第一印象

区，主要提供停车服务。根据以自驾车游客为核心

的市场定位，完善自驾服务的基础设施。此外，提供

自行车和环保车租赁服务，供游客骑游或自驾游。
综合接待服务区。位于风景区中部，靠近风景区重

要游览车道，利用丰富有趣的地形和优美的田园农

舍风光建设符合道教文化养生特色的人文景点和接

待管理服务设施。主要功能是办公、接待、餐饮、住
宿和购物等综合服务功能。森林养生休闲区。位于

风景区中部，利用森林养生环境，结合道文化，建设

若干养生休闲基地，如密林静修基地、太极养生平

台、林下吸氧广场等，打造森林养生休闲区。仙境登

高揽胜区。位于风景区西部，本区以保护为主，禁止

一切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设，游览设施建设必须尊

重历史。完善游步道、垃圾桶以及座椅等设施，供游

客登高揽胜。

5 结论与讨论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

故顺应国家政策要求，以“深生态”作为沟崖核心

发展理念，采取“区内游区外住”的模式。森林旅

游发展如火如荼，森林康养是未来发展重点，故以

市场为导向，打造健康游憩旅游区; 根据区内自然

资源丰富，人 文 底 蕴 深 厚 的 特 色，确 定“沟 崖 胜

境明道静心”的旅游形象，开发观光、娱乐、休闲

养生、康体运动和宗教祭祀与纪念 5 类游憩功能;

结合区位条件特点，定位自驾车游客和团体游客

为核心目标客源市场。综合考虑资源分布和交通

现状，形成“一 轴 两 翼 四 组 团”的 空 间 发 展 格 局。
而惠民、本原、护林和健康 4 原则，是在全盘考虑

了生态文明建设、旅游开发目的、市场需求以及可

持续发展等要求后提出的。
“深生态学”作为一种理论成果，对生态文明的

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

明发展的最高阶段，用生态文明的理念统驭沟崖风

景区旅游业，有利于沟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而

将“健康旅游”作为主题，是基于市场需求。此外，

“健康旅游”的提出还是基于沟崖丰富的生态资源

本身所具备的优秀的“健康”功能。最重要的是，

“健康”功能的更好实现，需要更为“健康”的生态资

源，故“健康旅游”的定位需要在深生态学指导下的

生态文明建设所获得的成果来更好实现。因此，深

生态学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使“健康

旅游”更好发展，而“健康旅游”的市场需求，又倒逼

生态文明更好建设。
国外森林康养发展较 为 成 熟，20 世 纪 40 年

代德国就开始发展森林康养，韩国建设了森林康

养林，而日 本 几 乎 人 人 参 与 森 林 浴，森 林 康 养 产

业在美国、荷兰等国已形成。国外森林康养的发

展不仅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的发展，还催生

了康养 师、康 养 导 游 和 康 养 治 疗 师 等 职 业 的 形

成［15］。本研究通过全面分析沟崖旅游发展基础

条件，结合市场需求，作出了“京郊山岳型‘深生

态’健康 游 憩 旅 游 区”的 总 体 定 位，并 在 旅 游 形

象、目标客 源 市 场、游 憩 功 能 和 空 间 结 构 上 也 作

了相应的定位。基于篇幅原因，本文研究处于宏

观层面，对 于 如 何 产 品 开 发、项 目 设 计 以 及 目 标

客源市场开发等落地操作性层面的问题有所欠

缺，这也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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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产品设计吸引游客; 陕西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充

分利用其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将森林康养基地融入

森林公园总体建设中，设置了中草药主题园，园内有

中草药种植园、生态步道、文创展示场、中医养生馆、
培育专场区、养生体验馆等，集养生、亚健康调理和

森林美容于一体; 诸葛营森林公园的仙人谷区域充

分利用其丰富的鸟类资源，在仙人谷设置了听鸟步

道，婉转动听的鸟语，清脆悦耳的虫鸣，让体验者感

受大自然的野趣，忘却心中的烦恼，放松心情，达到

康养的目的。
康养项目设置还要考虑不同年龄段群体的需

求，应针对不同年龄群体，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森林康

养活动项目。比如: 针对中青年群体，可以设置以登

山、自行车越野、攀岩等户外运动康养产品; 针对中

老年游客，可以设置太极拳、气功、中医药养生、养生

步道、森林浴、日光浴等康养产品。
2. 4 建设完善的环境监测体系

通过建设完善的环境监测体系，全面掌握森林康

养基地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定期提供监测数据和报

告，并进行分析研究，为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设和管理

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如空气负离子含量、空气细菌

含量等应每天向游客公布关键节点的数据。
森林康养基地应建设环境监测站，对环境进行

监测，主要监测指标有基地森林覆盖率、天然林比

率、森林风景资源质量、空气负离子含量、空气细菌

含量、PM 2. 5、声环境、大气质量、地表水质量、土壤

质量等 10 个指标。

3 结语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森林康养产业刚刚起步发

展，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对相关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

新的课题。本文对森林康养的涵义、基地建设适宜

性评价方法、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的主要建设内容进

行了探究，以期提升我国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设质量，

促进我国森林康养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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