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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显著。然而，旅游规
模扩大给景区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旅游经济发展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成为
一对矛盾，并在旅游高峰期显得尤为突出。高峰期的游客分流管理已成为景区，甚至是
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如何使景区游客分流更科学、更有预见性和更敏捷，已
成为景区管理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定位技术、移动图像识别技术以及
智能手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过去景区游客分流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但又很难动态获取
的信息，例如 “游客在景区中是如何分布的”“一个承载区域有多少游客”“某个游客去
过哪里、逗留了多长时间、现在在什么区域”“景区观光车都处于什么位置”，等等，已
经具有获取的可能性。

为景区旅游高峰期游客分流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支撑是本书的重点工作。

本书的读者主要是那些每当旅游高峰期便会忙得焦头烂额的景区管理者，以及景区管理
方向的研究生，当然也可以为那些想推动景区游客分流管理系统进步的技术人员提供一
个理论基础。

本书的目标是 “控制景区游客潮流分布，实现景区高峰期游客流动受控、有序，提
高景区动态承载能力”，从而缓解旅游高峰期游客对景区环境造成的压力。尽管书中有
大量的数学模型，不过所要表达的思想和原理却很简单。本质上就是把整个景区划分成

Ｎ个连通的承载区域，这 Ｎ个承载区域的游客数量构成一个 Ｎ维空间的点 （或称向
量）———本书称之为 “游客潮流分布”，然后研究这个点在Ｎ维空间的运动规律及其影
响因素。具体包括建立景区的时空网络结构模型、游客潮流分布预测模型与算法、游客
潮流分布秩序的评价模型、游客潮流分布系统控制方法，以及游客潮流分布优化控制信
息技术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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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引　论

１．１　研究背景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
益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
“积极发展旅游业”。旅游业作为 “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广泛重
视，取得了快速发展，行业规模逐年扩大。以西部旅游业为例，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０年，地
区旅游总收入快速增长，达到１０　２３４亿元，高于同期西部１２省区市ＧＤＰ增长率，旅
游业已成为西部各省区市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 （数据来自西部各省市统计公报）。然
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带来
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景区的粗放式经营，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等，

都严重威胁着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在旅游高峰期尤为突出。

１９９９年，国务院修订了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引发全国假日旅游热潮，

使其中的几个长假成为全年旅游的高峰期，形成 “旅游黄金周”。据统计，全国游客人
数随着 “黄金周”逐年增长。１９９９年国庆节全国游客人数为４　０００万人次，到了２００９
年达到２２　８００万人次，１０年增长超过５倍，２０１２中秋节国庆节８天假日期间，全国共
接待游客４．２５亿人次，比２０１１年国庆 “黄金周”增长４０．９％。总体来看， “黄金周”

旅游高峰期多在长假中期，时间短、爆发力强、游客集中度高。如九寨沟，最佳日容量
为１．８万人，２０１１年国庆 “黄金周”实际单日峰值游客人数超过４万，２０１２年国庆
“黄金周”实际单日峰值游客人数超过５万，这种超负荷的运行对景区生态环境、景区
安全造成巨大危害。游客规模的扩大导致景区负荷过载，已经使景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成为一对尖锐矛盾［１］。

笔者通过长期的景区实地调研发现，游客规模过大所造成的景区负荷过载可分为
“结构性过载”和 “功能性过载”两种类型。其中，结构性过载是景区全时空范围内负
荷总量超过景区资源承载能力，源于景区承载能力的结构性不足，在不扩大景区规模的
情况下，结构性过载必须通过限制旅游规模、倡导理性旅游才能彻底解决。功能性过载
则源于景区的结构性矛盾，是游客人数未达到景区真实容量，但由于缺乏对游客过分集
中现象进行科学地管控，导致某些景点 （区域）短时负荷过大，造成局部拥堵，对这些
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同时极大地降低游客的满意度。旅游高峰期景区
游客管理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属于后者。如何通过游客分流来解决旅游高峰期的景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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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拥堵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１－６］。

目前，国内景区高峰期游客分流管理的共同特点是 “基于定性分析、凭借经验、依
靠行政措施、以应急方式实施管理”。而如何基于科学的理论，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实
现游客分布信息的自动采集，并以此为基础，集成多学科，展开定量分析，建立科学的
景区旅游高峰期游客实时分流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景区真正实现［７］。

本书在国家 “８６３”重大项目课题 “基于时空分流导航管理模式的ＲＦＩＤ技术在自
然生态保护区和地震遗址的应用”（编号２００８ＡＡ０４Ａ１０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
合作交流项目 “面向西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景区集成管理模式研
究”（编号７１０２０１０７０２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景区旅游高峰期游客潮流分布
优化控制管理策略研究” （编号７１３７１１３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编号：

２０１２Ｍ５２１７０４）、四川省博士后 （一等）特别项目和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
目 “景区旅游高峰期拥挤传播机理及控制研究”（编号：ＬＹＢ１４－０３）等基础上，综合
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复杂系统建模与控制理论、随机过程理论和数字信号处理方法揭示
旅游高峰期景区游客潮流运动机理，从理论上研究解决游客潮流分布动态优化控制问
题。本书将为旅游高峰期景区科学管理提供基础理论依据，缓解景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矛盾，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１．２　潮流研究简史

海水在天体 （主要是月球和太阳）引潮力作用下在垂直及水平两个方向上产生周期
性的运动，在海洋学中，习惯于把海面垂直方向的涨落称为潮汐，而海水在水平方向的
流动则称为潮流［８］。根据潮流的流向变化可以将其分为旋转式潮流和往复式潮流两种类
型。前者是指不同时刻在同一地点潮流流向出现旋转式变化，而后者是指在海峡、水道
或狭窄的海湾内，由于受到地形的影响，潮流不能旋转，只能呈现往复式的变化形式。

在电力系统中，发电站、变电站、配电站以及用户通过输电和配电线路连接起来形
成巨大的电力网络系统，电能 （通常用功率表示）在电源电势的驱动作用下流入千家万
户 （又称为负荷），分布于电网各处。在电力工程学中，研究者习惯于把电能在电网中
的分布称为电力潮流。电力系统潮流计算是电力系统稳定性分析和故障分析的基础。最
初的电力系统潮流的计算算法是常规潮流算法，随着人工智能理论的发展，遗传算法、

人工神经网络和模糊算法等被逐渐引入到电力系统潮流的计算过程中。然而，常规潮流
算法不能够全面地考虑系统运行时的实际情况，同时选择不同的发电机阶段作为平衡节
点也会使所得到的潮流结果存在差异。因此，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动态潮流算法。这种
算法假定系统中所有节点都具有功率调节能力，当系统中出现注入停运后，所有节点都
进行调节，共同承担出现的功率扰动，此时平衡节点只是系统电压的参考节点［９］。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潮流还引申为一种社会变动或发展的趋势，如服装潮流、时
尚潮流等。社会生活中的潮流由特征、走向和定位３个要素组成。所谓的特征是指潮流
的状态是什么；走向是指趋势，即朝什么方向发展；而定位则是在潮流特征和走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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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根据所从事的行业和使用的工具，确定从哪个点进行研究。基于信号的强度
连续性和持续性，又可以将这类潮流分为个人狂热、一时爱好和时尚３种类型；而基于
时间特点，还可以将潮流分为昨天、今天、明天和未来。另外，潮流还可以基于观察领
域的规模分为宏观趋势、社会文化趋势、技术趋势和微观趋势。

通过对潮流研究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其应用的领域不同，表征的现象和内涵也存
在较大的差异。但是就本质而言，“潮流”这个词都用于表示 “某种流动对象的变化趋
势”。正是基于 “潮流”的这种特性，本书提出 “游客潮流”和 “游客潮流分布”的概
念，目的在于从宏观层面研究游客在景区内的运动过程，这有助于揭示游客运动的内在
机理和规律，从而促进游客在景区内部的有序运动和均衡分布。

１．３　基本概念

本小节主要对本书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界定，而对于它们的具体内涵和特
征将在后面各个章节陆续介绍。

１．３．１　旅游高峰期

所谓的高峰期是指在某一个时期内，需求继续增加，但增加的势头逐渐减弱，并在
此阶段的后期，需求开始出现减少的势头。而旅游高峰期则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旅游需求和游客规模继续增加，但增加的势头逐渐减弱，

并在此阶段的后期，旅游需求和游客规模开始出现减少的势头。

我国实行的 “黄金周”休假制度，使国内旅游业呈现出旅游需求爆发力强、游客高
度集中等特点，进而催生了旅游高峰期。旅游高峰期的形成，可能引发游客滞留现象，

造成游客安全隐患，并进一步激发景区工作人员与游客之间的矛盾，降低游客满意度。

此外，在旅游高峰时期，若管理不善，可能导致游客在部分景点高度集中，给景区生态
环境造成巨大威胁。这一系列问题给景区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１．３．２　景区旅游承载力

景区旅游承载力的概念源于环境承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景区旅游承载力的内涵
不断被深化。而由于景区旅游承载力不是简单的自然环境承载力或环境空间承载力，而
是指一定时期内不会对景区的环境、文化、经济以及游客旅游感受等方面带来无法接受
的不利影响的旅游规模最高限度，一般可以量化为旅游地接待的旅游人数最大值［１０］。

Ｓｈｅｌｂｙ和 Ｈｅｂｅｒｌｅｉｎ［１１］ 依据影响参数类别的不同，将旅游容量定义为生态承载力、自
然承载力、设施承载力、社会承载四类，分别以生态因子 （植物、动物、土壤、水、空
气受影响的程度）、空间因子 （可使用面积可容纳的数量）、公共设施利用程度以及游客
体验 （游客满意度、拥挤感）作为评估参数，以此测定旅游承载力。本书将景区旅游承
载力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对景区自然生态、基础设施、社会、经济、管理以及
游客旅游感知等方面带来无法接受的不利影响的最高游客规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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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游客潮流分布

一个旅游系统在物理上可以视作是观光区 （野外景点和室内展厅）、休憩地、就餐
点等各种游客承载区通过栈道、缆车、公交道路等连接而成的网络。游客在旅游诉求的
驱动下，在这个网络中流动。我们把游客在旅游系统中的流动称为游客潮流，游客对某
个承载区ｉ的压力称为游客潮流负荷，记为ｘｉ，游客潮流负荷在旅游系统中的分布被称
为游客潮流分布，记为Ｘ，则

Ｘ＝（ｘ１，ｘ２， …，ｘｎ） （１－１）

其中，ｎ表示承载区的数量。显然，ｘｉ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又将Ｘ 视
作是ｎ维空间中的一个随机过程，记为 ｛Ｘ（ｔ），ｔ∈Ｔ｝，称Ｘ（ｔ）为ｔ时刻潮流分布的状
态，对任意ｔ∈Ｔ，Ｘ（ｔ）所有可能取得值的集合称为潮流分布的状态空间。本书如果不
作特别说明都认为Ｘ 是时变的，因此，我们直接用Ｘ 表示Ｘ（ｔ）。

导致游客潮流分布发生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天气、海拔高度、景点的吸引力、拥
挤程度以及游客的总体规模、年龄、性别、心情 （心理期待），等等。我们把这些因素
统称为旅游参数。

游客潮流分布理论就是研究在不同的旅游参数条件下，游客潮流分布的变化规律、

控制方法以及支撑技术等。

１．３．４　时空网络

时空网络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Ｎｅｔ，简称ＳＴＮｅｔ）是一个具有时间、空间特性的递阶层次
网络模型。定义区域是层次网格，并且时空网络是一个没有回路的网络，即最小路。时
空网络分为ｍ层，由下向上分别为第１层，第２层，……，第ｍ层，称第ｍ 层为最顶
层，第ｍ－１层为次顶层，第１层为最底层。第ｋ层的ｎｋ 个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边构
成图Ｇｋ＝ 〈Ｖｋ，Ｅｋ〉（任意两个节点之间均存在链接），如图１－１所示。时空网络第ｋ
层中节点的集合为Ｖｋ＝｛Ｖｋ１，Ｖｋ２，…，Ｖｋｎｋ｝，边的集合为Ｅ

ｋ＝｛ＶｋｉＶｋｊ｝，ｉ≠ｊ且ｉ，ｊ

∈［１，ｎｋ］。游客在景区的游览过程中，各节点以及各节点之间的连接上均有游客流动。

１．３．５　系统秩序

系统有序是指系统结构或系统内部物质的运动是确定的、有规则的。系统无序是指
系统结构或系统内部物质的运动是不确定的、无规则可循的。系统的序度是对系统有序
程度的度量。

潮流分布系统有序是指潮流分布系统的结构及潮流分布系统内部游客的运动是确定
的、有规则的。潮流分布系统无序是指潮流分布系统的结构或者潮流分布系统内部游客
的运动是不确定的、无规则可循的。潮流分布系统的序度是对潮流分布系统有序程度的
度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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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时空网络 （ＳＴＮｅｔ）模型

１．４　本书简介

本书致力于研究景区游客潮流分布，该研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色。本书其他各章

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２章首先介绍游客潮流分布的特性，包括随机性、非线性、波动性、时滞性、空
间相关性和时间相关性，之后介绍影响游客规模和游客潮流分布的因素。

第３章首先提出时空网络的概念，详细阐述时空网络的要素、构成及其特性，并在
此基础上，将景区游客潮流混沌运动过程抽象为一个复杂的时空网络，探索游客在景区
内的行迹规律；然后基于前期游客的行迹数据，以九寨沟为例，以各景点游客分流比率
赋权构建景区游客潮流的时空网络模型，从本质上揭示该混沌系统的拓扑结构特性，进
一步构造多分辨率模型，为解决高峰期游客拥堵问题提供指导。

第４章针对目标景点短时域内游客的负荷进行预测研究，介绍若干简便易行的游客
数据采集方法，并提出以一种基于相似日的历史序列选择方法，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

采用前文中介绍的基于样本赋权的ＳＶＲ预测算法对目标景点的游客负荷进行初始预测，

并采用自适应指数平滑预测方法对该预测结果进行修正。

第５章根据游客在景区内的旅游活动特点，给定关键景点序列，将无向图的搜索转
化为有向图的搜索，大大缩减了一次搜索的旅游路径数量，提高了旅游路径的生成效
率。景区旅游路径规划是预测景点状态、构建分流预案的基础，根据事先统计的游客规
模设定优化条件，筛选出符合限制条件的旅游路径集合，并为每条路径加载一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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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此构建景区的分流预案。相对于景区以往所采用的经验式分流方案，采用遍历搜
索技术规划景区的旅游路径更为科学，构建的景区分流预案可控性也更强。

第６章首先对各景点的承载力相同与不相同两种潮流分布系统分别构建了ａ－
Ｏｒｄｅｒ和Ｏｒｄｅｒ秩序评价模型；其次，基于潮流分布系统秩序评价模型分析秩序与系统
状态变化之间的关系；再次，根据秩序评价模型开发游客潮流分布系统的景点控制图和
系统控制图；最后，对潮流分布系统进行仿真，介绍ａ－Ｏｒｄｅｒ与 Ｏｒｄｅｒ管理熵评价模
型的效果。

第７章首先分析景区游客潮流分布系统的特征，包括大规模、高维度，随机性，非
线性，时变性，带有不同的时间或空间尺度；然后从潮流系统控制方式、景区多分辨率
结构分析及算法设计和控制变量等几个方面对游客潮流分布系统控制进行系统研究。

第８章以九寨沟自然风景区为研究对象，设计开发一套游客潮流分布优化控制信息
技术支撑平台和系统原型，主要对九寨沟自然风景区的游客潮流进行预测控制、分布优
化，从而为景区管理人员提供游客分流控制、观光车辆调度的数据依据。该系统的设计
开发采用Ｃ／Ｓ架构，基于中间件技术实现了该系统与景区已有的信息系统的有效融合，

同时，使得该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升级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扩展性。

参考文献
［１］颜磊，许学工，章小平．九寨沟世界遗产地旅游流时间特征分析 ［Ｊ］．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０９，４５ （１）：１７１－１７７．
［２］黄潇婷．基于时间地理学的景区旅游者时空行为模式研究———以北京颐和园为例 ［Ｊ］．旅游学

刊，２００９，２４ （６）：８２－８７．
［３］冯刚，任佩瑜，肖维阳，等．基于ＲＦＩＤ模式对景区生态保护的研究———以九寨沟诺日朗餐厅就

餐分流为例 ［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９，３０ （１１）：１５１－１５４．
［４］邱厌庆，戈鹏，任佩瑜．基于九寨沟景点负荷均衡的时空分流导航研究 ［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０，

３２ （１）：１１８－１２３．
［５］邱厌庆，戈鹏，刘柱胜，等．基于复杂系统控制的景区游客时空分流导航管理研究 ［Ｊ］．软科

学，２０１１，２５ （９）：５４－５７．
［６］冯刚，任佩瑜，戈鹏，等．基于管理熵与ＲＦＩＤ的九寨沟游客高峰期 “时空分流”导航管理模式

研究 ［Ｊ］．旅游科学，２０１０，２４ （２）：７－１７．
［７］冯刚．基于管理熵与ＲＦＩＤ的景区游客高峰期时空分流导航管理模式研究———以九寨沟为主的实

证研究 ［Ｄ］．成都：四川大学，２０１０．
［８］黄祖柯，黄磊．潮汐原理与计算 ［Ｍ］．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秦桂芳．电力系统动态潮流综述 ［Ｊ］．电气开关，２０１４，５２ （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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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Ｂｏ　Ｓ，Ｈｅｂｅｒｌｅｉｎ　Ｔ　Ａ．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８４，６ （４）：４３３－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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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游客潮流分布特性及影响因素

２．１　游客潮流分布特性

游客潮流分布表征游客潮流负荷在旅游系统中的分布状况，体现出了一定的特性，

包括随机性、非线性、波动性、时滞性，此外还具有空间相关性和时间相关性。
（１）随机性。

景点上游客负荷的波动具有随机性的特点。由于游客个体具有不同的偏好，游客在
景区的游览过程中，所选择的游览线路和景点的先后顺序具有随机性；同时不同游客在
相同景点上的逗留时间，以及由当前景点到达下一目标景点所花费的时间也是不相同
的，受到所选择的交通方式、到达路径等的影响。因此，景点上游客负荷的变化表现出
随机波动，且随着预测期的缩短，其随机性逐渐增强。

（２）非线性。

目标景点上游客负荷的大小可看作是一个多输入系统的输出，其中该系统的输入有
当日景区接待的游客规模、相邻景点游客负荷大小、游客的行为选择等，而该系统输出
绝非是系统输入的线性叠加，如图２－１所示。

!"#$%&’(

!")*

!"+, ’(A

---

图２－１　景点游客负荷非线性关系示意图

（３）波动性。

若将景点游客负荷看作是一个振子在某范围内震动所产生的振幅，则该振幅在时间
维度构建出一个波形，在相似的游客规模、天气情况等条件下，不同的运营日内同一景
点上的游客负荷波具有近似的频率、周期、相位等特征。而不同景点上游客负荷波的不
恰当同步，使得不同景点上负荷波耦合关系增强，进而可能导致波峰叠加引发景区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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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出现周期性的负荷过载，以及波谷叠加造成多处景点出现周期性的负荷不足。
（４）时滞性。

时滞 （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是指信号传输的延迟，从频率特性上讲，它是指相频特性对频
率导数的负值。时滞是控制系统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通常所说的时滞一般是指纯滞
后，纯滞后经常用作描述理想地传送过程中的滞后现象和惯性作用等导致的滞后现象。

纯滞后定义：当输入一个信号后输出不立即响应，而是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响应，

而且输入和输出在数值上并无不同，仅是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这段时间称为纯滞后
时间，常以τ表示，纯滞后环节的动态特性如图２－２所示。图２－２ （ａ）表示阶跃信号
的输入响应，图２－２ （ｂ）表示任意函数的输入响应。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时滞系统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例如，单时滞和多时滞系
统，控制 （输入）时滞和状态时滞系统等。对于不同的类型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
述时滞系统。

!" x

O t　　　　

!" x

tO

!" y

t!O

（ａ）阶跃信号的输入响应
　　　

!" y

!O t

（ｂ）任意函数的输入响应

图２－２　纯滞后环节特性

潮流分布系统的时滞性主要体现在一旦发现某个节点出现拥堵或其他紧急事件，系
统不能够立即响应，而是采取相应解决措施，在一定的时间后发生作用。

（５）空间相关性。

目标景点上游客的负荷受到相邻景点游客负荷的影响，相邻景点游客负荷的相互作
用表现为相邻景点之间游客负荷的相互转移。特别地，对处于某些特殊位置上的景点，

其游客负荷转移的方法及其比率甚至是确定的。
（６）时间相关性。

目标景点游客负荷的大小与自身历史负荷有显著相关性。由于游客在景点的游览过
程中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在游览的时间范围内，该游客一直对该景点的负荷产生贡
献。同时，目标景点游客负荷的大小也与相邻景点历史负荷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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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游客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２．２．１　游客规模时间尺度特性分析

景区游客规模具有显著的时间尺度特性，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游客规模的变化波
动反映出不同的特征规律。游客规模的时间尺度特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日变
化特征、周变化特征、月变化特征、季节变化特征和年变化特征。

（１）日变化特征。

从长期来看，游客规模的日变化特征通常呈锯齿状波动，如图２－３给出了九寨沟
自然风景区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每日游客规模数据。一般而言，当
日游客规模与近期游客规模具有较高程度的相关性，并且受到节假日和气象等因素的显
著影响。同时，每一日游客规模达到峰值的时间因景区性质不同而具有一定的差异。以
九寨沟自然风景区为例，由于该景区包含景点较多，地理分布较广，一般在每日的早

９点至１１点游客规模达到峰值，如图２－４所示，在下午４时左右游客规模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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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九寨沟自然风景区每日游客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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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九寨沟自然风景区２０１０年８月３日游客规

模累计曲线

（２）周变化特征。

游客规模的周变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周内变化和周际变化两个方面：周内变化主要表
现为工作日和周末所接待的游客规模具有显著的差异，并且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规律，因
此周内变化的特征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周际变化规律主要是受到节假日因素的影响，特
别是受到 “黄金周”的影响较显著，如图２－５所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国庆 “黄金周”

期间，九寨沟自然风景区所接待游客规模占全年接待游客总量比重大。据统计，

２０１３年 “黄金周”期间，游客规模总量达到２７．０４万，占全年游客总量的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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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九寨沟自然风景区每周接待游客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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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ｔｏｕｒ２．ｃｏｍ／ｖｉｅｗ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１０／１１／ＢｒｔＢＪＹ４ｓｅｗｑｗＴｔｕＥＢＭＹＷ０．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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