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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湖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 ＳＷＯＴ分析

阳肖舒睿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在旅游业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湿地生态旅游被认为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之一［１］。位于简阳

市境内的三岔湖是四川省第二大湖泊，也是四川省生态旅游示范区。２０１６年简阳市划归成都市管辖、天府新区的
大力发展以及天府国际机场的修建使三岔湖景区正经历着历史上的大变革。并且，天府新区资阳片区拟建三岔湖

湿地公园，２０１５年项目已启动前期工作，预计建成后或将成为成都周边最大的湿地公园，旅游业也将随之得到快速
发展。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结合ＳＷＯＴ分析法，对三岔湖建设湿地公园发展的各项因素进行分析，对三岔湖湿
地公园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给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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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三岔湖景区位于四川简阳市龙泉山东麓三岔

镇，以三岔水库为中心的风景区。北距成都４５ｋｍ，
东北距简阳市３２ｋｍ。１９７７年３月三岔湖水库建成
蓄水。三岔湖是都江堰龙泉山灌区水利工程的大型

蓄水湖泊，也是四川省第２大湖泊和四川省拥有岛



屿数量最多的人工湖泊。蓄水达２２３亿 ｍ３，湖周
长２４０ｋｍ，南北长１８ｋｍ，东西宽７ｋｍ，湖水总面积
１１０ｋｍ２。三岔湖旅游区含２７ｋｍ２水域、１１３个岛屿
和１６５个半岛，属湖泊型和山地型复合旅游度假区，
也是四川省新５大旅游区“两湖一山”的核心区，天
府新区“两湖一山”国际旅游文化功能区的核心区

之一。是四川省旅游度假区和四川省生态旅游示范

区。

２０１５年６月起天府新区资阳片区拟建三岔湖
湿地公园，项目已启动前期工作，预计建成后或将成

为成都周边最大的湿地公园。另外还将建造三岔湖

滨湖生态湿地景观工程。工程主要由滨湖路和滨湖

景观带两部分组成。其中，三岔湖滨湖路总长约５０
ｋｍ，全线将按高等级绿道标准建设，未来可举办国
际马拉松全程赛、环湖自行车赛等赛事。此外，工程

还将把滨湖路沿线１００ｍ～３００ｍ范围内打造成一
条集滨水绿道、生态岸线、主题公园、休闲度假、旅游

观光、田园养生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观

带，总规划面积约９００ｈｍ２。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
值和很好的前景。

ＳＷＯＴ分析法（道斯矩阵）即态势分析法，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海
因茨·韦里克（ＨｅｉｎｚＷｅｉｈｒｉｃ）提出。该方法首先分
析与研究对象相关的主要因素，包括：优势 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劣势Ｗ（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机遇Ｏ（Ｏｐｐｏｒｔｕ
ｎｉｔｉｅｓ）、威胁Ｔ（Ｔｈｒｅａｔｓ）４个部分。再运用系统分析
的思想，将这些因素相互匹配，从中得出相应的结

论［２］。

２　三岔湖湿地公园建设的ＳＷＯＴ分析

２．１　优势（Ｓ）
２．１．１　风景优美，旅游资源丰富

三岔湖景区位于四川省简阳市龙泉山东麓三岔

镇。四川盆地属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

温１６℃。１９８３年正式对游客开放以来已是四川省
新５大精品旅游区之一。１９９３年列入《世界名湖
录》。三岔湖面积１２１ｋｍ２，水域面积２７ｋｍ２，蓄水
２２７亿ｍ３，三岔湖有岛屿１１３个、半岛１６０多个，岛
屿及半岛数量居全省湖泊之冠。１１３个岛屿中有大
岛屿１２个、中型岛屿４２个、小型岛屿５９个，总面积
达１７５ｈｍ２。湖岛相融，岛屿疏密相间，错落有致，
形成独特而少见湖岛景观。

三岔湖环湖岸线长达２４０ｋｍ，湖岸曲折，岬湾

交错，形态复杂，为江河湖泊群中所少见。人工的防

洪堤岸和游憩岸线，自然的草木植被岸线、岩壁岸

线、红土岸线和湿地岸线，二者错落相嵌分布。这种

独特的湖岛景观和岸线资源为三岔湖区域提供了环

湖式、滨湖式、湾岔式等多种开发利用方式，为发展

休闲度假、商务接待、高端会务、演艺娱乐、高端房产

等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载体。游客不仅可以乘坐快

艇，还可以在岛上烧烤搭帐篷露营。另外，三岔湖鱼

类众多，也是众多钓鱼爱好者喜欢的去处（表１）。
２．１．２　地势平缓，用地条件良好

三岔湖区域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现状高程

在４００ｍ～７５０ｍ之间。除西北角为起伏较大的山
脉外，其余方向均以连绵小山丘为主，浅丘、缓坡错

落有致，土地可利用率高，用地条件良好，空间上利

于展开，适于混合型开发。湖西新民乡境内的２０多
ｋｍ２的范围地势较为平坦，适于较大规模的成片商
业性开发；湖东及湖南４０多ｋｍ２的地域属浅丘和缓
坡地形，适于居住［３］。

２．１．３　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
三岔湖旅游快速通道建成后距成都仅４０ｋｍ，

拟建的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距三岔湖不到 １０
ｋｍ。三岔湖全长３１ｋｍ的环湖路也将于今年贯通，
市民经三岔湖旅游快速通道驶上环湖路，可畅游三

岔湖绝大部分区域。毗邻中心城市的优势使其更加

贴近消费大市场，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大城市的交

通通信枢纽与集疏功能，大幅度地拓展市场空间。

三岔湖区域位于成都东南、龙泉山以东，亦是成

都通往川中、川南及重庆的门户。成渝铁路、成渝高

速贯穿三岔湖区域，规划中的成渝客运专线、成安渝

高速公路以及拟建的绵遂内宜城际铁路使三岔湖区

域的交通更为便捷，三岔湖区域作为成都通往川中、

川南及重庆的门户地位进一步凸显，使其地域功能

具有广阔的服务半径、产业功能具有更大的市场空

间。

２．２　劣势（Ｗ）
２．２．１　服务设施不足，管理不善

三岔湖尚未完全开发，很多岛都还是荒岛。基

础设施还未建设完善，如停车不方便，景区的环境保

护、宾馆饭店、游客服务等相关服务配套设施不能完

全满足游客的需求。相应的保护管理制度还不完

善，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基础设施、保护设施和办公

设施设备缺乏，管理问题也存在许多问题，部分湖水

被污染未治理，荒岛上存在游客乱扔垃圾未及时清

扫的现象。少数游客素质较低，管理也不到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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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三岔湖景区景点

景点名称 景点特色

石洞沟
石洞沟位于原乾封古镇，今董家埂乡蚂蝗堰村，在乾封庙的左后方离乾封庙有三里来地远，因相传明初一代道家兼武宗的张
三丰住过的“三丰洞”在此而闻名。

摩岩石刻
三岔湖南面的朝阳寺和湖西牛角寨均有摩岩石刻。朝阳寺位于湖南面董家埂乡深洞村，现存有依山摩岩造像３７０余尊，整个
石刻以圣水观音和卦子岩最为称奇。

花岛 花的世界，花的海洋，花岛名不虚传，花开四季，争相斗艳。漫步小院幽径，观赏奇花异草

鸟岛 若值冬春，岛屿附近聚居的数千只水鸟，此起彼落，使三岔湖充满生机与活力。

月亮岛
在三岔湖湖区西北部，靠近龙泉山，由八个岛屿相连构成，大者形如弯月。岛上植有松、桃、柳，树阴、草坪交错铺陈，迂回湖
岸，景色秀美。曾建有度假村、月光舞池、湖滨浴场、帐篷旅社等。

斩龙岛

丹景山由北向南至牛角寨，一条山脉由西转东经石牛嘴，过曾家平桥便到了龙口。这里一条小溪蜿蜒向前形成了一个“Ｓ”型，
在“Ｓ”型的中段冒起了一个圆山头，远远看去像一个圆宝，而“Ｓ”的两端恰似张开嘴的两个龙头。由于山形水势像二龙抢宝，
所以千百年来人们认为此地乃一风水宝地，在“Ｓ”型溪沟的附近重上叠下不知葬了多少坟。墓葬者都希望自己的后代为官为
宦，能光宗耀祖，由此留下一个“开山斩龙”的美妙传说。如今在三岔湖南面，开山斩龙的斩龙垭清晰可见，一个山头的颈部，
被人工凿开一个十余米宽，七八米深的一个口子，附近有口埝人们称之为龙口埝。

石人路彩色
乡村长廊

伴随着“成都—石盘—三岔—丹景山—双流—成都”旅游环线的建设，旅游干道沿线相继建成龙湖乡村俱乐部（拓普农业科技
园区，简阳市ＡＡＡＡ级乡村旅游区）、贾家无公害水果园区、黑宝石李子园等具“乡村旅游”功能的现代农业生态园，优美的生
态环境和简阳特色饮食及旅游产品的展示将成为沿线亮丽的风景。

张飞营

张飞营位于简阳武庙乡烂田村和团堡村之间，与双流县太平镇交界，属龙泉山脉，海拔９５１４ｍ，山顶面积２ｋｍ２。四周是岩，
仅有一条小路上山，山顶地势平坦。相传三国时期，刘备坐镇成都，蜀国猛将张飞率兵驻扎于此。龙泉山是成都的东方屏障，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此地人烟稀少，莽林荒野，从川东到成都唯有一条小路，即在张飞营脚下。张飞在山峰上安营扎
寨，扼咽喉控东路之兵，保成都为锦城之屏障。在张飞营东边，现耸立一块高３ｍ，直径２ｍ的青色巨石，青石背靠西北，面向
东南。整块巨石，雕刻张飞头像，暴眼圆睁，络须满腮，五官齐全。张飞的官帽至今还很完整。在张飞营山顶峰，青石雕刻张
飞三兄弟的石像，穿着军人衣服。解放前，张飞营周围的农民，每逢农历的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都为张飞三兄弟点灯。张飞

营山上凸了个包出来，叫鹅公包，张飞在此修了一个高１５ｍ，宽４０ｍ２的“望火楼”三层高，张飞用于观察山下的情况。张飞营
山下面，有一座山叫钱盘坡，传说张飞三兄弟打了胜仗后在此地分钱，这山上的钱盘许许多多，后人取名为钱盘坡。

牛角寨

牛角寨位于湖西高家乡境内，龙泉山脉尾段。在这里的山岩上，有许许多多的摩崖石刻。有北山道场石刻，有千佛岩石刻，有
大佛石刻等。这些石刻大多刻于唐代。其技艺之精湛，布局之严密，选题之考究，形象之逼真，无一不绝。特别是大佛石刻，
更加完美。据考这尊大佛建造年代与乐山大佛同时。其造像技巧与形象和乐山大佛大体相似，据说两佛同出一人，先刻牛角
寨大佛，后凿乐山大佛。

湖快艇存在乱收费的现象。以上这些管理不善的情

况导致三岔湖旅游性价比低，档次偏低，也无法在游

客中形成好的口碑。

２．２．２　知名度不高
三岔湖景区知名度不高，仅限于大成都以及简

阳市、资阳市周边，尚无品牌效应可言。且没有大量

的投资来打造一个有吸引力的景区并加以推广造

势。

２．２．３　观赏价值不高
三岔湖虽有水、有岛、有山，但湖光山影缺乏特

色，自然水体景色普通，观赏价值不高，旅游资源垄

断性不够。相当一部分岛屿和半岛既未进行良好的

开发，也未形成保护性植被，区域内植物种类虽然较

多，但由于过度的农业开发，纯自然的环境状态不复

存在，原生态植被保存极少。受土壤条件和气候条

件的影响，现存植物缺乏名贵珍稀物种。

三岔湖区域及周边有许多人文景观，朝阳寺摩

岩石刻造像、朝封县遗址以及朝阳寺、万缘寺、龙云

寺等庙宇，但总体而言，人文景观没有形成规模，缺

少形象打造，缺乏厚重感和知名度，人文历史积淀

少，难以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

２．３　机遇（Ｏ）
２．３．１　自驾游与生态旅游快速发展

当前，中国旅游业实现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特别

是国家推行的 “假日经济”政策进一步激活了国内

旅游市场。随着汽车的普及，自驾游已成为市民旅

游的新趋势；同时人们开始转向以原生态的自然与

文化生态旅游为主的参与型旅游形式。１９９５年，中
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中国生态旅

游研讨会，探讨生态旅游的实施方法与步骤。之后，

中国国家旅游局将１９９９年定为“生态旅游年”。生
态旅游是发展可持续旅游的关键 途径和重要手段，

它必将成为２１世纪国际国内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形
式。目前世界生态旅游收入年增长率达到２５％ ～
３０％，是世界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三岔湖
定位为湿地公园，且所处地理位置将主要吸引来自

成都及周边区县、简阳、资阳、眉山等地的游客。

２．３．２　政府政策的推动
首先，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６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网公

布的川府函〔２０１６〕９０号文显示，经国务院批准，同
意将资阳市代管的县级简阳市改由成都市代管。其

次，为建设西部国际航空枢纽，２０１２年四川省人民

２１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政府第１０９次常务会议议定成都新机场选址在简阳
市，成都新机场的新机场定位为中西部门户枢纽机

场、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规划客运吞吐量９０００万
人次。天府国际机场的修建，简阳将会变成机场航

空城，带动“空港经济”形成。再加上之前成都业界

也都得知了将在简阳修新机场的消息，已有一些企

业采取了行动投资于三岔湖，地铁１８号线、机场高
速也将动工，交通将更加方便。另外，成都市级的多

数政府行政机关已经南迁，将会大大带动天府新区

的建设，三岔湖也被划入了天府新区，在《四川天府

新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年）》中，规划５处湿地
公园，分别为白鹤滩国家级湿地公园、龙泉湖湿地公

园、五指湿地公园、武庙湿地公园、三岔湖湿地公园。

将加大对东风渠、鹿溪河、跳蹬河、锦江流域范围内

的河流湿地以及三岔湖－龙泉湖一线的湖泊、水库、
林地的保护；维持现有非建设用途和汇水渠道，建设

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增加滞洪面积，加强湿地对污水

的自然净化，加大城市污水回用比例，缓解天府新区

生态用水紧张局面。按照人均２ｍ２的标准，规划在
河流下、中游以及支流与干流交汇处，大力建设湖泊

水体和人工湿地。人工湿地建设宜与生态公园相结

合，选用适宜的植物，形成湿地景观，建设成为市民

游憩和生态宣传教育的基地。天府新区投入了

４９７亿元打造环湖路景观、水体、山体等生态建设
项目，景区环境极大改善，水环境专项治理成效显

著，水质极大提升，山体绿化工程正加快推进［４］。

这些政策将极大地推动三岔湖旅游的发展（图１）。

图１　天府新区总体绿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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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尚未完全开发，潜力大
三岔湖湖泊面积大，同时没有完全开发，属于稀

缺资源。今后政府企业加以投资，旅游发展的潜力

是巨大的。

２．４　挑战（Ｔ）
２．４．１　周边旅游竞争激烈

四川丰富的自然资源，悠久的历史和绚烂多彩

的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多样性的自然和文化旅游

资源，拥有２处自然遗产，１处自然文化遗产，９处国
家级风景区。就成都市区来说，有武侯祠、杜甫草

堂、宽窄巷子、金沙遗址、大熊猫基地等，成都周边也

有许多著名景点，如峨眉山、青城山、都江堰、乐山大

佛等。分流了大部分的国内外客源，给三岔湖旅游

拓展带来了很大挑战５］。

２．４．２　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旅游开发欲望、经济效益驱动可能使三岔湖的

原始性、自然性遭到破坏，增加了生态保护难度。

３　矩阵分析

表２ ＳＷＯＴ矩阵分析

内部条件

外部条件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风景优美，旅游资源
丰富；地势平缓，用
地条件良好；区位条
件优越，交通便利

服务设施不足，管
理不善，游客素质
低；知名度不高，
观赏价值不高

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Ｏ战略 ＷＯ战略
自驾游与生态旅游
快速发展；政府政策
的推动；尚未完全开
发，潜力大

突出三岔湖湿地特
色，抓好生态旅游发
展机遇与天府新区
发展机遇；树立生态
文化品牌；突出区位
交通优势

加强完善三岔湖
环境与旅游管理，
改善基础设施；积
极争取国家政策
和资金支持；发展
特色项目，提高知
名度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ｓ） ＳＴ战略 ＷＴ战略
周边旅游竞争激烈；
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找准定位，营造天府
新区湿地公园特色
品牌；借此加强宣
传，提高民众生态保
护意识

完善三岔湖湿地
公园管理体系；科
学发展，实现多种
效益协同发展

４　发展建议

４．１　突出区位优势并准确定位
由于三岔湖周边旅游竞争激烈，而三岔湖位于

天府新区，可以辐射到成都乃至重庆区域，应定位于

成渝周边生态游，完善交通、休闲娱乐等基础设施，

打造三岔湖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特色品牌，并大力宣

传，从而更好地吸引周边游客。

４．２　做好生态规划与环境保护
充分发挥湿地的多功能特征，积极开展水产生

态养殖、湿地经济作物与水生花卉的繁育与展示、水

上乐园与湿地人家等项目，提升湿地的生态经济价

值，带动周边乡村经济发展。科学发展，既要有利于

发展旅游经济，又不能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应兼顾当

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把开发利用和保护紧密结合

起来。还应对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教育，提高他们

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自觉保护

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资源［６］。

４．３　加强管理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引进高

素质管理人才，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仅

要有专业素质还应具备环保意识。还应对相关基础

设施进行严格有效的管理。

４．４　抓住发展机遇
抓住新机场的建设以及国家大力发展天府新区

的机遇，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建设资金，招商引资，完

善各项设施，打造高质量的三岔湖湿地公园。

５　结语

综上所述，三岔湖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具

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包括区位优势和湿地生态

旅游资源优势；加上当前国内外生态旅游发展的有

利形势、天府新区的大力建设、政府的高度重视，三

岔湖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

但由于湿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旅游者、经营者及当

地居民环保意识淡薄，而且旅游设施相对落后、管理

不善，加上周边旅游竞争激烈等外部因素制约了其

发展。因此，政府管理者、旅游从业者、当地民众和

游客都应该从各自的角度去关注三岔湖湿地生态资

源，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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