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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旅游资源调查

与单体定量评价

李宏伟
(眉山市林业局，四川 眉山 620020)

摘 要: 本文运用国家标准对四川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分类整理，并进行单体定量评价，其

旅游资源类型齐全，自然景观资源比较优势明显，旅游资源单体中优良级的资源所占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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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基础。目

前，已有许多学者对森林公园的旅游资源进行了相

关研究。本文通过实地调查与查阅相关资料，了解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旅游资源现状，并对森林

公园景观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分类与评价，以期为该

森林公园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邛崃

山支脉大相岭东南麓，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西南部，

西临荥经县、北接雅安市。地理座标为东经 102°29'
～ 103°21'，北纬 29°24' ～ 29°54'，海拔1 023 m ～
3 522 m。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山地气候类型，年

平均气温 16. 8℃，极端最低温 － 3. 3℃，极端最高湿

36. 2℃，年均降雨量1 493. 8 mm，年雪日近 190 d。
区内有维管植物 184 科、755 属、1 900种，动物资源

有两栖类 30 种、爬行类 35 种、鸟类 278 种、兽类 82
种，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7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6 种。境内是青衣江的二级支流周公河发源地。

公园以洪雅林场为基础，总面积69 333. 3 hm2，始建

于 1957 年，于 1993 年 5 月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

2 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

(GB /T18972 － 2003)作为旅游资源类型与评价的依

据，在对森林生态旅游资源调查分类的基础上，对瓦

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旅游资源进行单体定量评

价。

3 结果

3． 1 旅游资源调查与分类

根据调查对景观旅游资源的现状、形态和特征

分析，将景观旅游资源分为大类、主业、亚类、基本类

型 4 个层次( 表 1)，8 个主类中，地文景观、水域风

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属于自然景观旅游资

源，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属于

人文景观旅游资源，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1 四川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旅游资源分类

大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代表景观

自然景观 地文景观 综合自然旅游地 山岳型旅游地 瓦屋方山

谷地型旅游地 代国槽、铁厂沟

垂直自然地带 森林垂直分布带

沉积与构造 褶曲景观 方山奇观

地质地貌过程形迹 凸峰 老君顶、天光台

峰丛 飞来峰、七女峰

象形山石 飞来石

峡谷段落 双洞高峡

岩石洞 燕子洞、大法洞、五郎洞、三星洞

DOI:10.16779/j.cnki.1003-5508.2015.04.031



( 续表 1)
大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代表景观

自然变动遗迹 火山与熔岩 红岩丹霞

水域风光 河段 观光游憩河段 铁厂河、大寺河、深坑河

天然湖泊 沼泽与湿地 鸳鸯池

瀑布 悬瀑 鸳溪瀑、鸯溪瀑、兰溪瀑、乔光瀑、神龙瀑、双龙瀑、浴仙瀑

生物景观 树木 林地 原始林海、古林飞鸽、万顷林涛

丛树 箭竹林

独树 空心奇树、枯木穿云

花卉地 林间花卉地 杜鹃花海

野生动物栖息地 水生动物栖息地 双洞溪

陆地动物栖息地 野牛街、小熊猫出没地

鸟类栖息地 金额雀鹛、酒红朱雀出没地

天象与气候景观 光现象 日月星辰观察地 瓦屋日出

光环现象观察地 瓦屋佛光、霞光彩虹

天气与气候现象 云雾多发区 瓦屋云海

避暑气候地 象尔山庄、珙桐山庄

物候景观 雪淞、雾淞、霜林欲醉、冰瀑长廊

人文景观 遗址遗迹 社会经济文化活动
遗址遗迹

废弃宗教礼仪场所 光相寺、乔光殿、正觉寺、蚕丛墓、鸳鸯祠

建筑与设施 综合人文旅游地 宗教与祭祀活动场所 老君木雕像、太清宫、蜀王殿、大寺庙

景观建筑与附属性建筑 楼阁 了望台、飞来亭

交通建筑 桥 迎仙桥、拜仙桥

旅游商品 地方旅游商品 农林畜产品与制品 老腊肉、干笋子、蕨菜、野生岩蜂蜜

中草药及制品 天麻

人文活动 人事记录 事件 威尔逊科学考察

民间习俗 民间节庆 雅女文化节、枇杷节

民间演艺 师道戏、瓦屋山山歌

民间健身活动与赛事 跑旱船

宗教活动 蜀王祭拜、老君朝拜

现代节庆 旅游节 杜鹃花节、冰雪节

表 2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旅游资源单体分类统计

景观旅资源类型 景观资源主类 景观基本类型数量 占基本类型总数(% ) 景观旅游单体数量 占单体总数(% )

自然景观旅游资源 地文景观类 10 27． 0 16 20． 8
水域风光类 3 8． 1 11 14． 3
生物景观类 7 18． 9 12 15． 6

天象与气候景观类 5 13． 5 10 13． 0
人文景观旅游资源 遗址遗迹类 1 2． 7 5 6． 5

建筑与设施类 3 8． 1 8 10． 4
旅游商品类 2 5． 4 5 6． 5
人文活动类 6 16． 2 10 13． 0

合计 8 37 100 77 100

从表 1 和表 2 可知，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景

观旅游资源品种比较齐全，类型也比较丰富。公园

景观旅游资源包括 8 个主类的全部，涉及 37 种基本

类型，占所有旅游资源 155 种基本类型的 23． 87%，

资源丰富度较好，形成较为丰富的旅游产品体系。
在各类景观资源的构成中，以地文景观和生物景观

类聚集度较高，其中地文景观占景观旅游单体总数

的 20． 8%，生物景观类占 15． 6%，这两类资源共占

景观旅游单体总数的 36． 4%，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

公园景观旅游资源以地文资源为主体的基本特征。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旅游资源类型的总体

拥有率虽然较高，但各主类在基本类型拥有率和资

源单体拥有量上都在着明显差异。按基本类型拥有

率的高低排序，8 个主类的顺序依次为:地文景观类

＞ 生物景观类 ＞ 人文活动类 ＞ 天象与气候景观类 ＞
水域风光类 ＞ 建筑与设施类 ＞ 旅游商品类 ＞ 遗址遗

迹类;从单体拥有量来看，8 个主类的顺序依次为:

地文景观类 ＞ 生物景观类 ＞ 水域风光类 ＞ 天象与气

候景观类 ＞ 人文活动类 ＞ 建筑与设施类 ＞ 旅游商品

类 ＞ 遗址类。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所有景观旅游资源中，人

文景观旅游资源有 28 个，自然景观旅游资源有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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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例为 1∶ 1. 7，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占据优势。从

基本类型拥有率上看，体现了公园内丰富的自然景

观旅游资源特征。从公园旅游资源的分布格局上分

析，显示出较好的资源匹配关系，该景区既可发展传

统的生态观光旅游，又可开展休闲度假旅游。从公

园景观旅游单体丰富度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该公园

具备多种景观旅游开发功能，可开发成多种特色旅

游产品，形成丰富的产品体系以满足不同旅游市场

的需求。
3． 2 旅游资源单体定量评价

3． 2． 1 计分

依据“旅游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系统”对旅

游资源单体评价赋分。该系统设评价项目和评价因

子两个档次，评价项目分为“资源要素价值”、“资源

影响力”和“附加值”(总分 100 分)，其中:“资源要

素价值”(85 分) 含“观赏游憩使用价值”(30 分)、
“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25 分)、“珍稀或奇特程

度”(15 分)，“规模、丰度与几率”(10 分)，“完整

性”(5 分);“资源影响力”(15 分) 含“知名度和影

响力”(10 分)、“适游期或使用范围”(5 分);“附加

值”中“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分正分和负分。每一

评价因子分为 4 个档次，其因子分值相应分为 4 档。
具体计分方法参见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

与评价》(GB /T18972 － 2003)。计分结果见表 3。

表 3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资源单体评价得分

旅游资源名称 得分 旅游资源名称 得分 旅游资源名称 得分 旅游资源名称 得分

瓦屋方山 98 小熊猫出没地 78 双龙瀑 57 深坑河 42
方山奇观 97 金额雀鹛 76 乔光瀑 56 空心奇树 42
古林飞鸽 96 酒红朱雀出没地 76 浴仙瀑 56 象尔山庄 42
杜鹃花海 95 威尔逊科学考察 75 天光台 55 珙桐山庄 41
瓦屋佛光 93 红岩丹霞 73 双洞溪 55 大寺河 40
兰溪瀑 92 霜林欲醉 73 鸳鸯祠 54 铁厂沟 40
原始林海 92 雪淞 72 大寺庙 53 光相寺 40
瓦屋云海 92 雾淞 71 了望台 52 拜仙桥 40
杜鹃花节 91 箭竹林 70 飞来亭 51 代国槽 39
鸳溪瀑 91 蚕丛墓 70 迎仙桥 50 乔光殿 39
鸯溪瀑 91 蜀王殿 69 冰雪节 50 正觉寺 38
森林垂直分布带 88 大法洞 68 老腊肉 49 干笋子 32
冰瀑长廊 87 五郎洞 68 野生岩蜂蜜 48 蜀王祭拜 32
霞光彩虹 86 燕子洞 67 天麻 47 老君朝拜 31
瓦屋日出 85 三星洞 66 瓦屋山山歌 46 跑旱船 28
太清宫 84 雅女文化节 65 师道戏 45 蕨菜 27
双洞高峡 83 野牛街 60 七女峰 44 枇杷节 26
老君木雕像 82 老君顶 58 飞来石 43
万顷林涛 82 神龙瀑 58 铁厂河 43
鸳鸯池 80 飞来峰 57 枯木穿云 43

3． 2． 2 分级

依据旅游资源单体评价总分，将其分为五级，其

中:五级、四级、三级旅游资源通称为“优良级旅游

资源”，二级、一级旅游资源为“普通级旅游资源”。
分级结果见表 4。

表 4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旅游资源等级划分与

评价

资源等级 得分值域
景观旅游
资源数量

占景观旅游资源
总数比例(% )

五级 ≥90 分 11 14． 3
四级 ≥75 ～ 89 分 13 16． 9
三级 ≥60 ～ 74 分 13 16． 9
二级 ≥45 ～ 59 分 19 24． 7
一级 ≥30 ～ 44 分 18 23． 3

等外级 ≤29 分 3 3． 9
合计 77 100

4 结论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资源涵盖了个 8 主

类、20 个亚类、37 个基本类型，资源类型齐全，且自

然景观资源所占比例最大，比较优势明显。77 个旅

游资源单体中优良级( 包括五级、四级、三级) 的资

源 37 个、占 48． 1%，旅游资源数量较丰富，优良级

旅游资源所占比例很高。其中瓦屋方山、鸳溪瀑、鸯
溪瀑、古林飞鸽、杜鹃花海、原始林海、瓦屋日出、雪
淞、雾淞等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和杜鹃花节、威尔逊科

学考察、雅女文化、冰雪节、瓦屋山山歌等人文景观

资源品位较高，组合良好，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

值。 ( 下转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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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的活 动。结 合 诸 如“世 界 湿 地 日”、“爱 鸟

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禁渔期”、“禁猎期”
等特定活动，深入眉山市东坡区各社区集中开展有

关湿地基础知识及保护管理等方面的公众教育活

动。
依托于城市湿地公园等工程建设，规划建立以

生态保护、科普教育、野外培训和休闲游览为主要内

容的湿地宣传教育培训基地，提高宣传教育及培训

能力，保护和展示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特性和基本

功能，突出湿地所特有的自然文化属性和科普教育

内容。根据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的具体情况，规划

在东坡湖城市湿地公园建设宣传教育基础设施，作

为本市湿地宣传教育培训基地;规划在岷江东岸生

态廊道湿地公园建设野外教育培训基地。具体内容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标本陈列设施建设、电教设施建

设、宣传栏(牌)和宣传材料制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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