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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2025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作为江河源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
与传统产业（农林牧业）相比，生态旅游业作为一种对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有着特别保护责任的可持
续旅游发展模式，强调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注重环境教育，能有效遏制传统农林牧业对资源环境的掠
夺式开发，提供可持续增长的机会。
同时，三江源地区目前有14个贫困县，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在2004年7月开始实行生态移民工
程后，部分移民的后续产业未能落实。
生态旅游业作为扶贫效果好、强调社区受益的产业之一，对活跃当地的经济、解决生态移民的后续就
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三江源地区发展生态旅游还涉及西部大开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主体功能
区划、青海等藏区发展等多项国家重大战略的贯彻实施，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
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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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生物资源的保护措施：确认景区及其周边当地动物和植物种群范围，建立生物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建立生物多样性和敏感生态系统的监测指标体系，开展定
期监测；通过旅游景区讲解项目，增强公众对区域内所有物种的保护意识；预防外来物种进入三江源
地区生态系统体系中，清除已经在景区和周边地区生长的外来物种；采取措施使自然基因多样性保持
合适的水平；制订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专项计划。
（2）外来物种管理措施：收集基础数据，摸清外来物种在保护区内、周边的陆地和水域中分布的概
况；建立预警监控机制，系统整理入侵物种名录、入侵地域及其产生危害的评估；完善法律法规，宣
传教育，加强执法管理；引进治理方法，加强相关基础研究。
（3）水资源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活动对水源地自然过程的干扰；保护河流的自然形成过
程；采取一定的节水措施保护水资源；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根据环境要求选择合适的洗涤剂。
（4）湿地保护措施：组织并采取措施防止湿地的破坏和退化；避免新建项目如道路、景区等直接或
间接地占用湿地，实在属于不可避免的选择，要将对湿地的占用减小到最小程度；防止旅游活动对湿
地的破坏，特别是自驾车等旅游活动；在靠近湖边、河边的滨水区域建设旅游设施，必须采取相应措
施，如采取栈道等形式，减少对湿地的占用。
（5）地质资源保护措施：须及时评估旅游开发和旅游活动对地质资源和自然过程的影响；保护和恢
复现有地质资源的完整性；将地质资源管理纳入旅游景区系统管理和规划之中，并向游客介绍地质资
源；在规划和其他管理活动中，要尽量减少地质活动对游客、员工安全和景区基础设施长远发展的威
胁。
（6）景观保护与控制：应该将设施建设在视觉环境影响小的地点；在高质量景观区域，禁止商业宣
传，架设大幅面广告牌：陡坡禁止开发；迁移、拆除或更替影响严重的设施；避免引入某些材料、色
彩和与周围不相协调的样式等：根据地方性，改变设施材料、色彩及样式；在设施周围建设绿化带。
第61条文化资源保护措施（1）历史建筑物的保护利用措施：应通过特许经营或特许租赁的方式允许使
用区域内的历史建筑物；对于区域内历史建筑物的使用应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能
够损害历史建筑物的历史价值；当地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必须对区域内历史性建筑物的维修、改造进
行全程监督和指导；对于急需修缮与维护的历史建筑物，应该根据国家的法律及相关的规定，严格遵
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修旧如旧，使该建筑的外部面貌得到还原，保持原有的建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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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2025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是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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