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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生态区旅游发展之路：鄂西野人谷、野人洞和鄂东金竹谷规划案例》从原生态区旅游规划实
践出发，通过代表性的案例，阐述当前原生态区旅游发展的规划理念。
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和介绍的案例将有助于拓展原生态区规划领域的研究视野，为规划过程中的参与者
提供借鉴，引起大家对原生态区旅游规划的共同关注。
《原生态区旅游发展之路：鄂西野人谷、野人洞和鄂东金竹谷规划案例》包括理论综述、案例研究两
部分内容。
理论综述（绪论）界定了原生态区的概念，总结了各个阶段关于原生态区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
案例研究以项目为主线，分别选取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鄂西野人谷、野人洞、鄂东金竹谷的旅游
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国内当前的原生态区旅游规划实践进行介绍分析，解析规划战略、研究方式、资
源评价、空间布局、项目设计、市场推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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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原生态区的概念界定一、原生态区的内涵原生态区是指，拥有大规模的
无人为开发痕迹或人为开发程度极低的特有自然资源。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的气候、植被、土壤、自然运动等生态条件的地域单元。
它是一组地理上共生的群落，其资源往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的，具有
明显的原生性和脆弱性。
二、原生态区的特征（一）原生性原生性是原生态区的最根本特征。
作为生态区中极为典型的一种，此类生态区相对而言，具有更为突出的生态特征，且强调“原”的特
性。
这些生态区所特有的资源往往要在自然力量下经过很长时间的积淀和演化才能形成，无法通过人工建
造的方式去创造。
（二）规模性独木不成林.原生态区不仅要求景观资源具有较强的原生性，同时还要达到一定的规模，
仅有小片原生态资源的区域并不能算做真正的原生态区。
例如，拥有一颗千年杉树的景点，虽然杉树本身是一种原生态元素，但因为其数量有限，未形成一定
的规模，所以它所在的区域则不能被看做是原生态区。
当然，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规模性，目前只是一种主观上的界定，尚未形成量化的标准。
从长远看来，根据区域特有资源的种类不同，探索制定原生态区的量化认定标准十分必要，是推动相
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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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生态区旅游发展之路:鄂西野人谷、野人洞和鄂东金竹谷规划案例》从原生态区旅游规划实践出发
，通过代表性的案例，阐述当前原生态区旅游发展的规划理念。
中国旅游案例教学与研究中心力图搭建旅游业界和学界的交流平台，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为中国旅游业
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原生态区旅游发展之路:鄂西野人谷、野人洞和鄂东金竹谷规划案例》适合旅游规划编制者、景区管
理者、大学相关专业师生以及旅游研究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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