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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调查、
评价与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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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依据国家标准 GB/T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

评价》，通过实地考察，在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旅游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系统对其旅游资源进行评价和

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其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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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ourism
Ｒesources of Sichuan Xiaozhaizi Valley National Nature Ｒ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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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studies were made of Sichuan Xiaozhaizi Valley National Nature Ｒeserve accord-
ing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GB /T18972 － 2003．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and on the foundation
of collecting related information，evaluation and analysis were made of tourism resources，then some devel-
opment rmeasure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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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旅游资源的优

劣程度决定了一个旅游区的发展潜力［1］。旅游资

源调查与评价是旅游开发前期的基础性工作，依据

国家标准 GB /T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

与评价》旅游资源分类标准，对旅游资源单体进行

调查、记录，并对其价值和程度进行评价。

1 研究区概况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79 年经

四川省政府批准建立，2013 年晋级为国家自然保护

区，以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保护区

地处岷山山系大熊猫栖息地的核心地带，是目前亚

洲自然生态保存得最完好的地区之一，也是地球同

纬度地区生态环境保存最好的地区之一。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北川县西

北，青片、白什、马槽、小坝四乡境内，地理坐标为东

经 103°45' ～ 104°26'，北纬 31°50' ～ 32°16'，北与松

潘县的四川白羊自然保护区接壤，西南与茂县的四

川宝顶沟自然保护区接壤。总面积44 384. 7 hm2。
最高海拔在其西部与茂县交接处的插旗山，海拔

4 769 m，最低海拔为花桥，海拔1 16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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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景观

2． 1 森林景观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业用地面积

44 383. 3 hm2，占总面积的 99. 997%，非林业用地

1. 4 hm2，占 0. 003%。森林覆被率 78. 9%。保护区

内分布有常绿阔叶林、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

叶混交林、次生落叶阔叶林、亚高山针叶林、亚高山

灌丛和草甸、高山草甸、流石滩植被等。森林植物资

源丰富，以公益林为主，尚有原始林遗迹，针叶树比

重大。森林植物垂直分布呈梯度变化，物种饱合度

大，区系组成复杂，是岷山山系森林植物的典型代

表，有很大的科研价值和科普教育价值。
2． 2 气候资源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北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类型。保护区内年平均气温 7. 2℃ ～
11. 2℃，≥ 10℃ 积温达4 500℃，最高气温 22℃ 左

右，最低气温 － 15℃，霜期从 10 月到翌年 4 月。由

于境内皆山，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形成 5 个垂直

气候带: 海 拔1 100 m ～ 1 500 m 的 低 中 山，气 温

11. 2℃ ～ 14. 8℃，为 山 地 暖 温 带; 海 拔1 500 m ～
2 300 m 的低中山，气温 7. 2℃ ～ 11. 2℃，为山地温

带; 海拔2 300 m ～ 3 200 m 的低中山、中山，最高气

温仅 10℃，为山地寒温带; 海拔3 200 m ～ 4 000 m
的山岭地带，最高气温在 10℃以下，为山地亚寒带;

海拔4 000 m 以上的高山上部，最高气温不到 5℃，

属山地寒带。
2． 3 地质资源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系西属岷山山

脉，东属龙门山脉。岷山山脉区域为四川盆地向青

藏高原过渡的峡谷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龙

门山区域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呈梳状倾斜，层岩皱强

烈，断裂十分发育，断层重叠，该地貌的形成主要受

喜马 拉 雅 构 成 运 动 的 影 响。境 内 大 部 分 为 海 拔

2 500 m ～4 000 m 的中山和海拔 4 000 m 以上的高

山。由于山地切割剧烈，致使区内山高坡陡，河谷幽

深，坡度一般在 30 度以上。
2． 4 生物资源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形复杂，气

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壤厚度 30 ～ 60 cm，pH 值 5 ～ 7
之间，适于各种植物生长发育，物种十分丰富。保护

区植物中属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光叶珙

桐、红豆杉和银杏 3 种; 国家 II 级保护植物有: 四川

红杉、油麦吊云杉、巴山粗榧、杜仲、厚朴、凹叶厚朴、
西康玉兰、油樟、水青树、连香树、红花绿绒蒿和冬虫

夏草 12 种。国家Ⅰ级保护鸟类 7 种，有金雕、玉带

海雕、白尾海雕、胡兀鹫、斑尾榛鸡、雉鹑和绿尾虹

雉; 国家Ⅰ级保护兽类 7 种，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

羚、豹、云豹、林麝、马麝。国家Ⅱ级保护动物有 52
种，其中鸟类 33 种，兽类 19 种［2］。
2． 5 人文旅游资源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是羌族聚

居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羌寨和村落，较为封闭的环

境形成了羌族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华美的羌族服

饰、古朴粗犷的羌歌羌舞、香醇的羌族咂酒、独特精

美的手工艺品以及独特的羌寨风光( 碉楼、水磨、吊
桥等) 和少数民族独特的民风民俗( 锅庄、婚嫁、祭

祀仪式等) 令人向往［3 ～ 5］。

3 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

3． 1 旅游资源的基本类型

本文依据国家旅游局颁布的 国 家 标 准 ( GB /
T189672 － 2003 )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的要

求［6］，将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源进

行归类和划分，详见表 1。
从表 1 可知，在全国 8 个主类，31 个亚类和 155

个基本类型的旅游资源中，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8 个主类资源都有分布，说明四川小寨子

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大类丰富，“亚类”共

有 16 个，占全国资源亚类总量的 52%，“基本类型”
30 个，其中自然类旅游资源 18 个，人文类旅游资源

12 个，比例为 1. 5 ∶ 1，占全国总量的 19%。总的来

说，保护区的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层次齐全，且有较

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3． 2 旅游资源评价

依据“旅游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系统”赋分，

本系统设“评价项目”和“评价因子”两个档次，评价

项目 为“资 源 要 素 价 值”、“资 源 影 响 力”、“附 加

值”。其中:“资源要素价值”项目中含“观赏游憩使

用价值”、“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珍稀奇特程

度”、“规模、丰度与几率”、“完整性”等 5 项评价因

子。“资源影响力”项目中含“知名度和影响力”、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等 2 项评价因子。“附加值”
含“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1 项评价因子。由调查组

专家根据国家标准评分细则对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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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旅游资源分类表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旅游资源

地文景观 综合自然旅游地 山丘型旅游地 插旗山

谷地形旅游地 竹林沟、小寨子沟

垂直自然地带 小寨子沟

奇特与象形山石 小寨子沟鹰嘴峰

峡谷段落 小寨子沟、竹林沟

水域风光 河段 观光游憩河段 小寨子沟、竹林沟

瀑布 悬瀑 小寨子沟

泉 冷泉 小寨子沟、竹林沟

冰雪地 长年积雪地 插旗山

生物景观 树木 林地 红叶、杜鹃林

草原与草地 草地 和尚头

野生动物栖息地 陆地动物栖息地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鸟类栖息地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蝶类栖息地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天象与气候景观 光现象 日月星辰观察地 插旗山

天气雨气候现象 云雾多发区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避暑气候地 小寨子沟、竹林沟等

极端与特殊气候显示地 凌冰沟、冰挂、冰瀑

遗址遗迹 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遗址遗迹 历史事件发生地 插旗山

建筑与设施 综合人文旅游地 康体游乐休闲度假地 小寨子沟、竹林沟

交通建筑 栈道 竹林沟

旅游商品 地方旅游商品 菜品饮食
蜂蜜、咂酒、玉米酒、老腊肉、洋芋糌粑、蕨菜、薇
菜、魔芋、羌式药膳

农林畜产品与制品
花椒、野菌( 羊肚菌、青冈菌) 、银耳、黑木耳、野
生猕猴桃、刺梨、羌山雀舌茶叶

中草药材及制品
厚朴、辛夷、杜仲、黄柏、天麻、黄连、党参、当归、
木香、玄参

传统手工产品与工艺品
竹木制品、羊角饰品、羌绣服饰、荷包、挎包、香
包、鞋垫等

人文活动 民间习俗 民间节庆 羌历年、转山会

民间演艺 跳锅庄等

饮食习俗 羌族民族饮食

特色服饰 羌族服饰

现代节庆 文化节 禹里羌文化旅游节

根据对旅游资源单体的评价，得出四川小寨子

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单体旅游资源共有综合因子评

价赋分值，见表 2。

表 2 旅游资源评价赋分表

评价对象

评价因子

资源要素价值 资源影响力
观赏与游憩

使用价值
( 30 分)

历史文化科
学艺术价值

( 25 分)

珍稀奇特
程度

( 15 分)

规模、丰度
与几率
( 10 分)

完整性
( 5 分)

知名度和
影响力
( 10 分)

适游期或
使用范围

( 5 分)

环境保护与
环境安全

总评
分数

四川小寨子沟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28 23 13 7 4 7 3 3 88

依据旅游资源单体评价总分以及等级划分体

系，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四级旅游资

源———“优良级旅游资源”。总体分析，四川小寨子

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景观资源和羌文化资源

极其丰富，环境质量优越，是开展自然观光旅游和休

闲度假旅游的理想之地。

4 开发对策

4． 1 旅游区整体形象定位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区域以

山、水为主脉，自然风景为最大特色。这是区域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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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形象和文脉基础，其旅游开发形象的创新必须以

此为依据［7］。古老的羌族文化绵延传承至今，与区

域自然与纯美生态环境相融合，让游客产生共鸣。
因此，将其定位为“秀美山水，神奇羌寨”，打造成国

内旅游精品［8］。
4． 2 旅游产品开发思路

根据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

况，构建以“自然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生

态旅游”、“文化体验旅游”为核心，“自驾旅游”、
“科考旅游”、“探险旅游”、“科普旅游”、“民俗旅

游”为辅助的旅游产品体系。通过多种旅游产品的

组合开发形成较为完善的产品体系。
4． 3 核心旅游产品开发

4． 3． 1 自然观光旅游产品

以生态景观观光为主的自然观光旅游产品是目

前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自发形成的

旅游产品类型。小寨子沟有雄峻奇特的峰石风貌，

奇趣怪异的森林植物，野趣盎然的鸟鸣猴跃，有梯级

瀑布、杜鹃林、水龙海子、红叶等景观。景色四季各

异，是开发自然观光旅游的重要资源。
4． 3． 2 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小寨子沟春看杜鹃，夏看水，秋看红叶，冬看雪

的景观特点，适合开展休闲度假旅游活动。在丰富

休闲度假旅游设施、精心设计休闲度假产品基础上，

小寨子沟旅游区具有发展成为休闲度假目的地的必

备要素。
以森林、瀑布等生态资源为依托，开发生态休闲

度假旅游产品，形成以度假、休闲、运动、娱乐、康体

为主，面向本县居民及周边市场居民的适应不同年

龄层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体系。
以峡谷、溪流为基地，开发户外拓展、徒步休闲、

骑马运动、漂流运动、溜索等项目，为旅游者提供多

样的休闲度假选择。
以高山为基地，开发森林徒步、富氧瑜伽等康体

休闲旅游产品［9 ～ 11］。
4． 3． 3 生态体验旅游产品

森林特色浓郁，春、夏季花草丰茂，秋天满山彩

林。青山、碧水、绿树、青草、红花、唱鸟融为一体，构

成一副美妙绝伦的画卷。适合开展适应当前市场需

求与不同人群需求的生态旅游产品。
发挥小寨子沟环境宁静幽雅、自然生态优越的

优势，以花、树为依托，以绿色和生态为主线，融入高

科技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开发生态旅游产品，满足市

场需求，并注意生态资源点的环境保护、配备高素质

的导游人员、坚持与社区共建。生态体验线路的设

计可向景区内重要的沟谷延伸。
生态徒步产品: 在瓦西沟、磨盘沟部分地段建设

生态步道、栈道，开展山地生态徒步旅游产品，满足

中青年游客的山地生态运动的需求。
生态科普产品: 以小寨子沟的植物、动物资源为

基础，开发观花、观草、观树、观鸟等生态科普类旅游

产品。
生态观光产品: 以小寨子沟的植被、动物为基

础，开展生态观光旅游产品，形成一日游产品类型。
4． 3． 4 文化体验旅游产品

文化旅游资源是小寨子沟旅游区的核心旅游资

源，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是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主要的文化类型。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开发文化旅游产品资源条件较好，应该以

“原真性”为原则，将文化旅游载体充分挖掘，对羌

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加强对饮食

文化、服饰文化、婚俗文化等进行深入挖掘。加强民

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的挖掘与展示，重点挖掘非物质

文化中可供参与体验的内容，包括传统食品、手工

艺、服饰、婚礼仪俗、体育项目等，从嗅觉、味觉、视

觉、听觉等各个方面给游客深刻的感受和体验。在

五龙寨附近建立羌族文化馆，满足游客对羌族历史、
文化、人物( 如大禹) 的了解需求［3 ～ 5］。
4． 4 辅助旅游产品开发

4． 4． 1 自驾车旅游产品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尚未开通

旅游巴士，公共交通只有乡镇班车。受时间、班次的

影响，乡镇班车并不是一种快速、便捷的方式，于是，

自驾车一直是旅游爱好者到达小寨子沟的主要方

式。
针对自驾车游客消费行为特征与自驾旅游趋

势，以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为基础，加强道路、停车

场、标识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自驾车旅游

网、自驾车地图、自驾车救援组织的软件建设，为游

客来小寨子沟提供丰富多彩的自驾车旅游产品。
4． 4． 2 科考旅游产品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山高坡陡，

山势陡峭，河谷狭长、幽深，山峦叠翠，异峰突兀，自

然景观壮丽。是目前亚洲自然生态保存得最完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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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也是全球同纬度自然生态保存最好的地区，景

区内有金雕、绿尾虹雉、熊猫、金丝猴等国家Ⅰ、Ⅱ级

保护动物 99 种，被林业专家誉为罕见的物种基因

库，具有开展科普旅游的独特条件。
针对四川乃至全国的大中院校、研究机构开发

科普旅游产品，将小寨子沟打造成科普旅游基地。
科考旅游以小众市场为依托，通过开发小寨子沟地

质科考、小寨子沟生态科考、小寨子沟文化科考等产

品形成对旅游小众市场的吸引。
4． 4． 3 民宿旅游产品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的青片、
白什、马槽、小坝四乡，为羌族聚居地，其建筑色彩与

形态具有开发羌族民宿旅游产品的基础。将青片、
白什、马槽、小坝四乡农户打造成为小寨子沟重要的

旅游接待中心，提高游客停留时间与特色体验。
以羌族游牧文化为背景，以晒肉干、做咂酒、打

谷子等生产活动体验为基础，结合住宿，形成农业体

验民宿产品。
以羌族精美工艺品为基础，开发工艺体验民宿

产品。教游客体验简单的掘井、筑堰、淘滩技艺; 耳

环、手镯、帽花、各种挂饰、佩饰及石雕、木雕、织毯，

挑花、绣品以及精美漆器等工艺品的制作过程。
将羌族婚礼、“跳沙朗”( 羌族锅庄舞) 、“跳盔

甲”( 又名“铠甲舞”) 、“跳皮鼓”、“兰干寿”舞等融

入到民宿旅游的开发中，提高游客的参与度。

5 结语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景观资

源和羌文化资源极具优势，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在对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旅游产品

开发时，必须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根据市场需求设

计不同的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偏好。同时，

在开发过程中，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尊重当地

文化，促进当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从而达到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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