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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缘，属于亚

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年降雨量１５５０毫米。公园内广泛分

布碳酸盐岩地层，占全园面积的４１％。碳酸盐岩主要分布在海

拔７００～１１００米的地域。在地质构造上，印支运动使区内中泥盆

世至中三叠世的地层普遍发生褶皱和断裂。其气候、地层、构造

条件均十分有利于岩溶发育，自古近纪以来，发育了规模宏大、

特色鲜明、丰富多样的岩溶地貌。２００５年８月，凤山被批准为

国家地质公园，２００８年联合乐业天坑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已顺

利通过国内评审，其地质遗迹弥足珍贵。公园内地质遗迹类型丰

富、特征突出，园区内的岩溶洞穴、天生桥、天坑和天窗等典型

地质遗迹与国内外同类地质遗迹相比，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美

学观赏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其典型性、稀有性、自然性均在同

类地质遗迹中名列前茅。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介绍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有关

地质遗迹价值评价和旅游扶贫的研究现状等。第二章介绍广西凤

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区域地质背景以及其所处国家级贫困县的经

济情况。第三、四章系统地分析凤山地表、地下地质遗迹的类

型、特征，以及岩溶洞穴、天生桥、天坑和天窗等典型地质遗迹

的成因。第五章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价了凤山地质

遗迹价值。第六、七章分析地质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辩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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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根据国际 ＰＰＴ （Ｐｒｏ－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ｏｕｒｉｓｍ）和 ＳＴ－ＥＰ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理论、可持续发

展理论等研究了凤山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旅游扶贫体系，提出构建

运营、保护与支撑三大系统的旅游扶贫体系。运营系统包括政府

主导、多方经营、社区参与、产业共建；保护系统包括地质遗迹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乡土文化保护；支撑系统包括制度设计、

资金扶持、优化分配、教育培训。三大系统相互协调运作，为广

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旅游扶贫提供实践指导。

本书在大量野外调查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前沿理论，

深入研究该区域地质遗迹的科学价值与旅游开发价值，并对旅游

可持续发展与旅游扶贫体系展开了创新研究，其研究成果如下：

（１）深入分析了岩溶学上具有典型性的凤山岩溶地质遗迹类

型。其主要分为两个主类 （地文景观和水域景观）、四个亚类和

十五个基本类型。详细研究了地表和地下两大类岩溶地质遗迹特

征。

（２）在系统阐述典型地质遗迹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对广西凤山

岩溶国家地质公园的岩溶洞穴、天生桥、天坑和天窗的典型景观

成因进行了探讨。

（３）从全球视野出发，详细评价了地质遗迹综合价值，并在

世界范围内与同类地质遗迹对比其景观、科学价值，为地质公园

的科学开发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４）把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成果运用于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

质公园，提出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旅游扶贫三大系

统，使旅游扶贫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感谢我的研究生徐磊、何黎对本书成稿付出的努力。由于作

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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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依据

２００５年８月，凤山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与乐业天坑联合申报世界地质公园，顺利通过国内评审，并名列

中国２００９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世界地质公园候选名单

第一名，可见其地质遗迹资源禀赋的优越性。

（一）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价值突出

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景观资源丰富、品位

高，具有以下三方面优势：

（１）典型性和稀有性。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有许多具

有世界意义的地质遗迹：洞穴通道规模世界最大，巨型洞穴厅堂

数量多、密度大，以群体方式出现的地下河三门海天窗、以高大

石笋为代表的洞穴化学沉积物世界罕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洞内

天生桥和我国跨度第二的江洲天生桥。

（２）科学价值高。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在北纬２４度

上形成规模巨大、数量众多的洞穴。马王洞高达１５０米的洞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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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确定地壳变动的速率与岩溶水系统变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

好的研究资料，也为研究同一纬度巨大洞道的形成机制、条件和

演化规律提供了研究素材。江洲地下长廊、江洲天生桥、马王

洞、社更穿洞、三门海天窗群、半洞天坑和凤巴连体天坑等共同

构成有序的洞穴—水文地质系统，它们之间既有复杂的空间分布

规律，又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是一处极好的岩溶洞穴、岩溶水

文地质研究天然实验室。

（３）美学观赏价值。地质公园拥有多处世界级岩溶景观，如

三门海天窗群、大型洞穴群、峰丛、江洲天生桥、马王洞的半洞

天坑、地下河等，类型丰富，规模宏大，形态奇特，具有极高的

观赏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因此基于地质遗迹资源优势，系统研究其综合价值就具有重

大意义。

（二）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是资源优势与经济落后相

矛盾的典型区域

　　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共有天窗、峰丛、天生桥、天

坑、洞穴等１５类岩溶地质遗迹，其中以山门海天窗群为代表的

地质遗迹景观具有世界级资源优势。但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可

进入性差，所处地区经济欠发达，它是典型的资源优势突出和经

济落后相矛盾的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ｐａｒｋ）是以具有特殊地质科学

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较高的美学观赏价值、一定规模和分布

范围的地质遗迹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为主体，融合其他自然

景观与人文景观而构成的一种独特的自然区域。为了更有效地保

护地质遗迹，同时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于

１９９９年提出的建立地质公园的计划，国土资源部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召开的 “全国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工作会议”上提出围绕 “在保护

２



第一章　引　言

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思想而建立国家地质公园的设想，并

于２００１年３月审批了首批１１个国家地质公园。２００３年２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建

立地质公园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保护地质遗迹、普及地学知识、

开展旅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目前，全球已经建立了５７个世界

地质公园，中国有２０个。中国还分４批建立了１３８个国家地质

公园。中国是推进地质遗产保护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推进国家地

质公园的建设上走在了世界前列。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２日至２６日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市 （Ｏｓｎａｂｒüｃｋ）

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发表了 《奥斯纳布吕克宣言》。其内

容包括：①地质公园是２１世纪共同保护我们星球上丰富的地质遗迹

和利用地质遗迹促进我们地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②地质公

园通过各自开展的科普活动与可持续地质旅游活动很好地向地方社

区和更广泛的人群传递了地球记忆的信息。

我国的国家地质公园分布不平衡，大多数中西部国家地质公

园资源优势突出，但大都分布在交通不方便、经济欠发达的山

区，实现地质公园的保护与开发的目的十分困难。因此，研究广

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价值、保护与旅游开发扶贫

具有典型的意义。

（三）旅游扶贫工程势在必行

凤山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

２００２年国内生产总值为３２２８９万元 （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

其中，第一产业１６７３９万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５１８４％，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７１９元，地方财政收入为１９６５万元，人均财政

收入为１０４６３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８２２２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为１０９７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１１２７５８元。

到 “十五”期末，凤山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为５９４５６万元，人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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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为３１１６元，全县整体经济较为落后，扶贫任务艰巨。《广

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十一五”规划》这一政府报告提出

大力发展凤山旅游业，强力整合全县旅游资源，积极融入广西、

西南、东盟旅游网络，突出与周边旅游景区的差别化建设，进一

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推广 “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生态品

牌、“广西革命摇篮”红色品牌、“蓝色风情”蓝色文化品牌，把

凤山培育成广西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做大做强特色旅游产业。到

“十一五”期末，力争国内旅游人数达２２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达

１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上升到３８亿元。虽然有政府旅游扶贫

的利好政策，但由于凤山地理位置较偏僻、经济欠发达以及旅游

主管部门开发意识的局限性，旅游扶贫的具体思路、方案缺乏系

统的部署。因此，系统研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国家地质公园地质

遗迹资源综合价值，科学保护与开发，将其资源优势转换为可持

续发展的旅游经济优势，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并解决当地居民的

“贫困”问题，是本研究重要的选题依据。

二、研究意义

（一）有利于明确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科

学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深入研究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的遗迹类型、分布与成

因，并综合评价其科学和旅游开发价值，有助于让各阶层明确地

质公园地质遗迹旅游资源的独特价值及相对重要性，将地质遗

迹、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真正落实到综合系统决策中，使旅

游开发规划者、经营管理者、各级政府、当地居民及旅游者本身

对地质公园旅游资源的价值有更清晰的认识，避免开发规划者只

重视片面旅游价值而盲目开发甚至破坏，避免各级政府过度重视

经济利益而忽略了环境和社会效益。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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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保护

地质遗迹是珍贵稀有、不可再生的资源，国际上对地质遗迹

的保护十分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地质遗迹工作组，专

门负责全球地质遗迹保护工作。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地质遗迹

的保护工作很重视，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工作起步最早。这些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法规体

系，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保护措施。目前，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

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缺乏资金保障和科学指导。研究如何通过

旅游开发获取经济收益并用于地质遗迹保护，具有紧迫的现实意

义。

（三）有利于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的旅游可持续发展

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

首次提出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已逐步完善为系统观念和系统理论，并上升成为人类２１世纪的

共同发展战略。评估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价

值，研究如何保护性地进行旅游开发，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减少

旅游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

发挥旅游扶贫功能，带动凤山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基础地质

凤山县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基础地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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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较低。最早的地质调查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我国著名地质

学家乐森浔于１９２８年发表过有关凤山的地质矿产报告和文章。

较系统的地质工作是在１９５０年以后进行的，主要有地质、矿产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例如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黄汲清等完成了

１∶１００万昆明地质图并进行了凤山构造、煤产地调查；１９５０—

１９５２年，张文佑、赵金科编制了１∶５０万广西地质图，涉及构

造、煤产地；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广西４２１地质队进行了天峨、凤

山、东兰、巴马水晶矿点踏勘检查，编写了检查简报；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年，广西水文工程地质队进行了１∶２０万水文地质测量，

编写了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及水文地质图；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广西

区域地质测量队 （现广西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开展了１∶２０万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较系统地查明了地层、构造、矿产特征及分

布情况，编制了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和地质图；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年，进行了１∶５万凤山县、砦牙、袍里幅区域地质调查，

编写了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地质图及说明书；此外，１９５９年，

何金海等研究发表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田林陵乐凤山东兰五

县土壤地理考察报告》（《土壤专报》３５期）。

二、凤山科考与旅游

凤山丰富而高品位的洞穴探险资源引起了国外洞穴探险者的

极大关注。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中英合作洞穴探险。英国洞穴工作

者和中国科学院岩溶研究所合作，对凤山、巴马盘阳河流域的洞

穴进行探测，对凤山县坡心地下河系统出口部分及附近的洞

穴———马王洞、三门海 （水源洞）、干团洞等作了重点调查并进

行了洞穴图件测绘，其科研探险的部分成果发表在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ｖ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和 《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ｖ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Ｘｉｎｗｅｎ （１９９３）》专报，为凤山洞穴探险和洞穴研究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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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础。２００３年，进行了 “中国—意大利”凤山联合探险，

以诺萨里奥·卢基里博士领队的意大利西西里水文地质研究中心

的洞穴工作者对凤山县坡雄坳洞穴系统进行了系统测量，认为凤

山很可能是我国大型洞穴厅堂和大型滴石类沉积最为发育的地

区。２００４年３月，中英洞穴探险队又一次在凤山开展洞穴探险，

集中对坡心地下河洞穴系统的上游江洲地下长廊进行探险、测量

并制图。调查结果表明，凤山不仅洞穴数量众多，洞内化学沉积

物丰富而形态优美，而且单位长度内洞穴的空间容积属世界一

流，这充分表明了洞穴规模的巨大。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中英联合洞

穴探险队再次在凤山进行洞穴联合考察，基本探明了江洲地下长

廊的化石洞道部分，实测长度为３０千米。但整个坡心地下河洞

穴系统还有大量有待探测的洞穴。

关于旅游资源调查、开发以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前人

做过不少工作。１９９９年，傅中平等曾对水源洞 （现为三门海）、

江洲天生桥进行考察，并发表 《凤山水源洞探源》；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广西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完成 《凤山县岩溶地质公园

（省级）调查报告》；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完成

《广西凤山县三门海天窗群生态旅游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来宾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完成 《广西凤山三门海

天窗群生态旅游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桂林市投资咨询公司完成 《广西凤山三门

海天窗群生态旅游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２００４年，凤山县委托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

究所对该县的地质遗迹和景观旅游资源作了更深入的考察，编写

完成了 《广西凤山地质公园综合考察报告》和有关的地质公园申

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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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质遗迹价值评价

张耀光、李钜章对喀斯特景观的旅游资源质量评价采用景观

奇特度 （Ｍｍａ）、美感度 （Ｍｍｂ）、科学价值 （Ｍｍｃ）三个要素；

胡蒙育、俞锦标等提出以自然要素、美学要素、环境要素和人文

要素四个方面构建洞穴资源评价体系；陈诗才针对洞穴遗迹评价

提出了模糊数学模型；保继刚对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

研究；楚义芳还提出观赏型旅游地综合评价法。此外，学者还运

用了指数表示法、特征值法等。近年来，刘传华提出了层次分析

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对我国岩溶洞穴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判；李

金花在硕士论文中对火山地质遗迹景观区的资源分类与评价方法

进行了初步探讨；谢洪忠在博士论文 《滇中林柱状地质景观旅游

价值研究》中对林柱状地质遗迹的旅游价值进行了单体与综合价

值的评估；张春惠在博士论文 《地质公园旅游资源价值评估实证

研究》中系统地探讨地质公园旅游资源价值评估体系，并采用实

证法，以漳县贵清山为研究案例。

四、旅游扶贫

有关旅游扶贫的研究是国际旅游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国外旅

游与反贫困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贫困问题进入旅游

研究者视野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研究焦点放在旅游宏观经济效益

上，包括就业、经济增长、ＧＤＰ贡献、外汇赚取、私人部门投

资等。此阶段以申葆嘉为代表，强调旅游乘数效应研究，认为贫

困是影响旅游乘数效应和经济作用发挥的一个因素，相关研究文

献对此给予了较多关注。第二阶段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ＰＰＴ
（Ｐｒｏ－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ｏｕｒｉｓｍ）提出之前。在这个时期，旅游对接待

地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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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日益突出，旅游伦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备受旅游研究者和从业

者的关注，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社区旅游等小生境 （Ｎｉｃｈｅ）

旅游成为这一阶段旅游研究的主流，而对贫困人口获利和消除贫

困的研究包含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可持续旅游和生态旅游的研

究以对环境的关注为焦点，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研究以整个社区

为研究对象，关注社区整体利益，没有区分社区中不同群体特别

是穷人的受益情况。第三阶段从１９９９年英国国际发展局 （ＵＫ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ＦＩＤ）在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ＰＰＴ至今。ＤＦＩＤ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ＰＰＴ的概念，这是国际上第一次明确地把

发展旅游与消除贫困直接相连，它的提出和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全

球旅游和反贫困的发展。

我国的旅游扶贫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的，研究的重点是贫困地区的旅游开

发，这是我国扶贫的一项重要战略。人们认为旅游扶贫是一种造

血式扶贫，比其他形式的扶贫更有优势，同时还对贫困地区开展

旅游扶贫的条件进行了研究。第二阶段是从２１世纪初开始的，

以宁德煌等为代表，这个时期的研究重点已经转移到旅游开发研

究与实现贫困地区居民脱贫致富等重大问题上。目前正进入第三

阶段的研究工作，即如何使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真正起到扶贫的

功效，并实现旅游业获利和贫困地区脱贫的双赢。有学者认为生

态旅游开发是旅游扶贫的最佳模式。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思路

本书主要采用如下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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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合研究方法：大量搜集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整理并

综合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

野外调查研究方法：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笔者先后

两次前往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进行野外现场调查、测量，

采集第一手资料，对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进行

了认真翔实的野外考察、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地质公园的

综合考察报告。

案例研究法：在文献分析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广西凤山

岩溶国家地质公园为研究对象，对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价值评估和

旅游扶贫进行深入探讨。

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国内外同类地质遗迹资源，对广西

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科学价值、景观价值与旅游价

值进行分析。

系统创新分析方法：从系统论出发，构建旅游扶贫体系的系

统要素。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质

决定事物的性质，显现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差异性，量变积累到

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研究地质遗迹价值，必须将定性分析和

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是国际通行的一种调查方式。通过问

卷设计，采用面谈技术，完成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当地居

民有关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问卷调查。

本书的具体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如图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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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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