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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生态旅游适宜性、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生态脆弱性的评价指标入手，采用 GIS技术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

过构建森林生态旅游的综合评价体系，对内蒙古根河市森林生态旅游功能区进行划分。结果表明：研究区被划分为生态

旅游限制区、生态旅游适度区、生态旅游发展区三类功能区和精品线路旅游区、湿地观光旅游区、森林康养旅游区、民俗

风情旅游区和原生态旅游区 5类功能亚区，且具备各自主要的功能和生态景观。合理的旅游区划可为深度发展生态旅

游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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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Functional Regionalization of Forest
Ecotourism: A case Study of Genhe City,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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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with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eco-tourism suitabilit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
ity and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GIS technology and hierarchical analysis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forest eco-tourism, and divides the forest eco-tourism functional areas in
Genhe City, Inner Mongol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area is divided into three functional areas: the re⁃
stricted area of eco-tourism, the moderate area of eco-tou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area of eco-tourism, and 5 func⁃
tional sub-areas: fine line tourism area, wetland tourism area, forest health tourism area, folk customs tourism area
and original ecological tourism area. Both functional areas have their main functions and ecological landscape. Rea⁃
sonable tourism regionalization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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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受全球气候和公共卫生环境的影

响，旅游行业已逐渐向健康、养生、体验、教育等

生态旅游转型，以野营、野餐、垂钓、漂流、登山、

滑雪、探险等活动为主题的森林生态旅游更是成

为大众的新宠 [1-3]。森林生态旅游是指在林区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森林资源进行利用的旅

游和游憩活动 [4-6]。近年来，森林生态旅游已成为

整个旅游市场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由于森林

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决定了森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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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限定性，生态旅游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比

较突出 [7]，一旦环境遭到破坏，恢复难度非常大。

因此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不仅要带动当地的经济发

展，还要考虑对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性

发展。随着森林生态旅游的不断规划和发展，特

别是在不合理的区域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忽视森

林生态环境的容纳量，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变

差，间接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威胁到森林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8-9]。因此，对森林生态旅游功

能进行区划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现今，森林生态旅游功能基本以旅游资源属

性来区划，这类区划可以快速激发旅游的拓展，

但同时也容易忽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10-11]。针对

此种情况，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从生态旅游承载

力 [12-16]、生态敏感性 [17-18]以及适宜性 [10，19-20]等方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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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分析森林生态旅游功能区划，为了让区划方案

更加合理化，本研究将生态旅游承载力、适宜性

和生态敏感性相结合，在共同作用的结果上进行

旅游功能区划，因地制宜地为森林生态旅游提供

依据，同时强化旅游功能属性，为实现森林生态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 研究区概况

内蒙古根河市属于寒温带湿润性森林气候，

主要气候特征是寒冷湿润，冬长夏短，春秋相连，

年、日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零下 2.5 ℃。无霜期

较短，年平均无霜期 90 d，全市森林面积 1.84万平

方公里，林木蓄积量 1.67亿 m3，森林覆盖率达到

91.7%，湿地面积 0.34万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17.1%。植被类型以落叶松草甸为主[21]。素有“中

国冷极”“中国氧吧”“森林康养基地”等称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深入实施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已成为共同目标。探索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线，同时此路线也是“十四五”期间发展根河市经

济的关键所在。根河市 2015年国家正式停止了对

大兴安岭林区天然林的商业性砍伐，2016年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管局更名为重点国有林管理局，2020
年再次更名为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集团，根河市林

业局也随即更名为根河市森工集团。在这样的背

景下，发展生态旅游业已成为林业企业转型的必然

选择，将现有的“森林+气候+旅游+养生”资源整

合，并深度挖掘气象服务森林生态旅游潜力，推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理念的有机融合。

2 研究方法

2.1 综合指标评价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因子加权叠加法对根河市森林

生态旅游进行分析评价 [22]。选取适宜性、环境承

载力、生态脆弱性的主要影响指标，并对单因子

进行量化处理和数据分析，借助 ARCRIS对所有

因子的数据进行栅格化处理，通过层次分析法

（AHP）来确定权重值，最后将各因子进行加权叠

加，得到综合性评价根河市森林生态旅游的结

果，其评价公式为：

E =∑
i = 1

n

( )WiSi + HiBi + YiVi
式中：E为根河市森林资源生态旅游综合评

价分值；i为评价指标序号；n为指标总数；Wi为第

i项适宜性指标权重值，Si为第 i项适宜性指标评

分值；Hi为第 i项适宜性指标权重值，Bi为第 i项适

宜性指标评分值；Yi为第 i项适宜性指标权重值，

Vi为第 i项适宜性指标评分值。

2.2 功能区划方法

根据综合指标评价的方法，采用ARCGIS来实

现综合指标的计算结果。将根河市分割成 30 m×
30 m的网格地块，每一个地块的计算结果即是森

林生态旅游综合指标的评价结果。之后利用“自

然断裂法（Natural Bresks）”将根河市的生态旅游

开发适应性进行划分（表 1）。

表 1 森林资源生态旅游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及权重

生态旅游适宜性

指标（0.328）

资源环境承载力

指标（0.256）

二级指标

距水域湿地的距离

海拔高度

偏远程度

人均土地面积

人均水资源

分级依据

距水域湿地<500 m
500 m<距水域湿地<2 000 m

距水域湿地>2 000 m
H>1 200 m

800 m<H<1 200 m
H<800 m

距居民点、景点>2 000 m
500 m<距居民点、景点<2 000 m

距居民点、景点<500 m
Lp<0.2 km2

0.2 km2<Lp<0.25 km2
Lp>0.25 km2
Wp<50 000 m3

评价标准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分值

5
3
1
5
3
1
5
3
1
5
3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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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综合评价指标结果分析

基于层次分析法应用分析后，生态脆弱性指

标是根河地区最为重要的森林旅游评价指标，包

括森林覆盖情况，年平均气温和年径流深度。内

蒙古东北部受气温和降水的影响，植被以针叶林

为主，根河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 400 mm以上，

对植被的空间分布和盖度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完

整的生态景观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而

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中的人均土地面积和人均水

资源对于根河地区区分度并不明显，因而权重相

对较低。确定权重后利用 GIS叠加分析根河地区

森林生态旅游综合评价结果（表 2）。

3.2 根河市生态旅游功能区划

基于综合评价指标分析结果，并根据研究区自

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的要求，结合根河市地区自然保

护区分区范围（图 1），对根河市进行生态旅游功能

区划，分为旅游功能区和旅游功能亚区二级。除根

河区域内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外，根河市

生态旅游功能区分为生态旅游限制区、生态旅游适

度区和生态旅游发展区。综合评价指标分数较高

的地区为Ⅴ级，面积 931.9 km2，占比 4.66%，绝大部

分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是不允许开发

和发展旅游的。综合评价指标分数较高的地区为

Ⅳ级和Ⅲ级，面积 12 163.3 km2，共占比 60.79%，该
区域一般位于海拔较高、人烟稀少的地区，该区域

森林生态系统完整、生物多样性较高，交通不便，是

可持续发展森林资源的重要资本，要注意保护生态

环境，限制开发和旅游，被定义为生态旅游限制区。

综合指标评分中等的区域Ⅱ级面积 5 741.6 km2，占

比 28.69%，定义为生态旅游适度区，该区域是生态

环境较好的生态旅游保护区向开发度高、人口密度

高的生态旅游敏感区过渡的区域。综合评分较低

的地区为Ⅰ级，面积 1 173.2 km2，占比 5.86%。分布

在水域和居民景点附近，以及自然保护区的试验区

大部，森林资源较为丰富，可接近性强，此区域被划

分旅游功能区的生态旅游发展区。

生态旅游功能亚区包括 5类，即精品线路旅

游区、湿地观光旅游区、森林康养旅游区、民俗风

情旅游区和原生态旅游区（图 2）。每一旅游功能

区及亚区都有特定的主要生态景观，具体各功能区

和亚区的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如表 3所示。

表 2 森林生态旅游综合评价结果

等级

Ⅰ

Ⅱ

Ⅲ

Ⅳ

Ⅴ

值区间

1.00~2.51

2.52~3.43

3.44~4.80

4.81~5.52

5.53~8.10

面积比重/%

5.86

28.69

43.95

16.84

4.66

综合评价

受自然因子限制小，森林资源

较丰富，可接近性强

受自然因子限制较小，森林资

源较丰富，可接近性较好

受自然因子限制较大，森林资

源较丰富，但可接近性差

受自然因子限制大，

旅游开发难度大

受限制性非常大，

禁止旅游开发

续表 1

一级指标及权重

生态脆弱性

指标（0.416）

注：面积、人口、水资源等来源于 2020年《根河统计年鉴》；湿地、森林、居民点等地理信息资料来源于 2004年《中国土地调查分

类》；空气质量参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二级指标

人均水资源

空气质量

森林覆盖情况

年平均气温

年径流深度（年降水量）

分级依据

50 000 m3<Wp<60 000 m3
Wp>60 000 m3
Ⅰ类区

Ⅱ类区

VNDVI>0.8
0.7<VNDVI<0.8
VNDVI<0.7
T>-4.5 ℃

-5.5 ℃<T<-4.5 ℃
T<-5.5 ℃
P<350 mm

350 mm<P<400 mm
P>400 mm

评价标准

中

低

高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分值

3
1
5
1
5
3
1
5
3
1
5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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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态旅游功能亚区及主要生态景观

功能区

精品线路旅游区

湿地观光旅游区

森林康养旅游区

民俗风情旅游区

原生态旅游区

面积占比/%
4.40
1.39
0.21
2.35
1.17

主要生态景观

打造根河市—敖乡—森林公园冰雪森林景观；根河—漠河—界河森林北极风光游

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将打造成大兴安岭湿地观光、森林探险、漂流、房车露营等综合性度假旅游

以森林旅游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景点为主要康养区，开展各项森林健康和娱乐体验活动等疗愈方法

由原始驯鹿猎民区和敖鲁古雅民俗风情园组成。体验原始部落生产生活方式，感受原始部落文明的重

要旅游景观；敖鲁古雅民俗风情园将打造集会议、休闲度假、民俗展示、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旅游

汗马国家自然保护区和潮查自然保护区集科普、科教、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原生态旅游

 

 
 

图例
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
保护区实验区
其他区域

审图号：蒙S（2019）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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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根河市旅游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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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蒙S（2019）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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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蒙古根河市位置及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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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 GIS技术对内蒙古大兴安岭腹地

根河地区的森林旅游价值和生态功能进行综合性

评价，并结合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对研究区进行旅

游功能区划，划分为三大旅游功能区和五类旅游

功能亚区。研究结论有助于指导根河地区生态旅

游因地制宜地开发，在实现旅游功能良好发挥的

同时保证森林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综合性评价中选择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指

标、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和生态脆弱性指标，并

分别选取二级指标构建整体评价体系，避免随便

选择评价标准的混乱性。综合评价结果显示，Ⅱ
级、Ⅲ级、Ⅳ级评价区域占根河市大部分地区，说

明根河大部分地区未来的生态旅游开发潜力较

大，在采取针对性和因地制宜的旅游政策调控

下，可以达到促进根河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森林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理念，根河

市是天然林区，近年来正在进行国家主体功能区

的开发和建设，在开展森林生态旅游方面具有先

天的优越性，对根河市生态旅游进行研究和探讨

具有特殊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根河市生态旅游适

宜性、环境承载力、生态脆弱性的主要影响指标

的基础上，重点就如何划分生态旅游功能区进行

个案研究，有助于指导根河地区生态旅游因地制

宜地开发，为美化“绿水青山”而保持其“金山银

山”的整体效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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