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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省铜铃山国家森林公园以茂林深谷 、 急瀑碧潭和秀湖怪穴为特色。在风景资源保

护与开发建设过程中 , 依照公园地形地貌与风景资源特点 , 在园路建设中巧妙地设置了木栈

道 、 汀步 、 木船 、电瓶车道 , 对废弃水电站 、引水渠和林区山路进行了合理改造与利用 , 结

合林相改造 , 营建了生物防火道和特色风景林。实践表明 , 有效利用原有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和设施 , 降低人为破坏和避免重复建设 , 是森林公园保护性开发的一项重要举措。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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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 人们迫切需要到大自然中去体验 “天人合一” 的感受 。同时 , 随着生态

环境的恶化 , 人类对治理环境 、保护环境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开展生态旅游不仅可以满足人类回归

自然 , 欣赏自然 , 了解自然及保护自然的愿望 , 而且能起到保护生态环境 ,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作

用
[ 1]
。建立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是森林景观保护和利用的重要途径。在保护的前提下 , 适度开发森

林景观资源 , 发展生态旅游业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 2, 3]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开发铜铃山森林公园

风景资源 , 发展森林旅游业
[ 4 , 5]

, 课题组于 1998-2001年对铜铃山森林公园进行了总体规划和详细设

计 , 并开始了第一期项目 。本着尊重自然 , 保护自然 , 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6 , 7]

, 在对铜铃山自然景

观资源调查的基础上 , 对铜铃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资源保护与开发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与实

践 , 为该地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

1　自然地理条件与风景资源特点

1.1　自然地理条件

铜铃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以西 49 km , 西南部为泰顺乌岩岭国家及自然保护

区 , 东北部为百丈 -飞云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属洞宫山脉罗山支脉延伸段 , 地貌自西向东走向 ,

地形起伏变化大 , 山形陡峭 , 峡谷惊险 , 一般坡度为 30°～ 45°, 海拔 500 ～ 1 000 m , 最高海拔为

1 139.1 m ,地理坐标为 27°45′N , 119°50′E。

1.2　风景资源特点

公园面积为 2 725 hm
2
, 森林覆盖率 95.3%。森林植被资源类型多样 , 主要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 、 针阔混交林 、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林 、 柳杉 Cryptomeria fortunei 与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人工林等 , 其中原始次生阔叶林约有 666.7 hm
2
, 约占公园森林总面积 45%。动植物资源丰富 , 经调



查 , 植物 207科 762属 2 000余种 , 其中有国家一 、 二级保护植物 15种;陆生脊椎动物 5纲 23 目 58

科近 200种 ,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 16种 。国内风景资源丰富独特 , 主要以茂林深谷 、急瀑

碧潭 、秀湖怪穴为特色 , 特别是峡谷中的 “壶穴” 景观 , 乃江南一绝 , 甚为壮观。

2　保护性规划设计与开发实践

根据浙江省铜铃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资源的分布特点 、功能定位及空间景观序列 , 把公园划分成

铜铃山峡 、原始丛林 、小瑶池 、铜铃古寨和胜川桃溪等 5个景区 。下面主要以已初步完成开发和建设

任务的铜铃山峡和小瑶池两个景区为例 , 进行保护性规划设计与开发实践探索 。

2.1　园路的规划与设计

2.1.1　栈道　在游步道路线上有两段根据地形地貌和风景资源的特点 , 巧妙地利用架空木栈道代替

一般园路 , 对保护游步道周围植被 , 减少地形地貌的破坏 , 降低工程难度及造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段为铜铃山庄至碧玉潭段 , 长约 1.5 km 。该路线穿越的是植被较好的陡坡。如果按常规思路开

山造路 , 工程难度和工程量都较大 , 并且会造成原植被的破坏 。现根据地形地貌 , 随形就势地搭建林

中木栈道 , 使它灵活地穿梭于密林中 , 既降低了造价 , 又丰富了游览内容 。第二段是 “绿之梦” 茶馆

至 “小九寨沟” 景点段 , 长约 1.0 km , 是观赏该森林公园特色景观 “壶穴” 的必经之路 , 而陡峭的

峡谷却给开辟游览路线增加了难度 。采取依山设置悬空栈道的办法 , 既满足了观景的功能需求 , 又较

好地保持了景观自然和完整 , 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2.1.2　汀步　为了更好地感受峡谷景观 , 组织了穿越于峡谷 、 溪涧 、 水潭和小水坝等多种形式的游

览路线 , 既丰富了游览内容又增加了空间景观感受。游步道穿越水域时主要采用汀步的形式 , 以石材

和木材为主要材料 , 力求与森林公园的自然特点相吻合。

2.1.3　木船　游步道经过第一处栈道后是一处较大的水潭———碧玉潭。此处无论是水域的宽度还是

深度都己达到了建桥的要求。而如果建桥 , 且不说由建桥带来的工程量和造价的攀升 , 对周边环境的

破坏更是显而易见 , 从景观的角度讲也不甚协调。分析森林公园建设指导思想和周边特定的自然环

境 , “以船代桥” 的办法不失为上策 , 既节约造价 , 又可为森林公园增添一景 。

2.1.4　电瓶车道　峡谷景区的缺点之一就是游览路线为单向。为了让游客不走回头路 , 把有限的时

间安排在感受优美的自然景色上 , 在游览路线的回路上巧妙地利用已废弃的引水渠 , 以较少的工程

量 , 成功地把它改造成为电瓶车道 , 大大提高了游览路线的合理性和游览效率 。

2.2　原有地貌与建筑的合理利用

2.2.1　废弃电站的改造　在峡谷下游有一处 20世纪 70年代废弃的发电站用房 , 为普通民居式建筑 ,

共3间 , 其中 2间为单层 , 1间为双层 , 临谷而建 。首先安排游览路线中段经过该点 , 其次把该废弃

的电站用房改造成为茶室 。改造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对房子内外稍加修缮 , 使之达到茶室的感官

要求;二是适当调整内部布局 , 增添一些必要的设施 , 使其在功能上符合茶室的经营要求。

2.2.2　引水渠的巧用　从峡谷上游到景区入口停车场有一条废弃的引水渠 , 宽约 3 m , 基础完好 。它

沿着等高线蜿蜒于山林中 , 由于建造时间较久 , 两边的林木己郁郁葱葱。而水渠的两头恰巧是景区游

览路线的终点和起点 。利用这一极佳的条件 , 以尽可能少的工程量把它改造成了电瓶车道。这不但使

整个景区游览路线的结构更趋科学合理 , 也将进一步提高游客的游览效率 。

2.2.3　林区山路的利用　铜铃山国家森林公园原为地方林场(叶胜林场), 多年的木材生产和运输留

下了多条深入林区的道路 , 车行道和人行道都有 。现已开发的森林公园道路中约有 80%都利用了原

林场道路 , 极少新建 , 即使是新建的道路也因地制宜地选择道路走向。对园路进行适当整修 , 尽量减

少破坏 , 保留一切能保留的树木花草。

2.3　植物景观的营造

2.3.1　生物防火道　利用森林植物本身的生物特性 , 达到防火隔离的作用 。在防火道上植防火树种

如木荷 Schima superba , 日本珊瑚树 Viburnum awabuki等 , 营建生物防火道 。这样既不影响山林植被的

连续性 , 又能起到防火隔离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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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林相改造　森林公园现有人工林约 533.3 hm
2
, 其主要树种为杉木 、 柳杉和马尾松等。大面积

单一的人工纯林 , 其森林生态系统相对脆弱 , 且容易发生较大规模的森林病虫害。加大林相改造力

度 , 探索一套适合本地森林保育的科学方法 , 制定高标准的森林经营计划 , 扩大针阔混交林的面积 ,

选用乡土树种和适应性强的树种 , 利用宜林荒山 、荒地以及建设中新形成的空隙地 , 营造各类风景

林。加强风景点 、游憩点及道路的修复性绿化;把人工纯林改造成针阔混交风景林 , 可供选择组合有

杉木+檫木 Sassafras tsumu , 柳杉+紫楠 Phoebe sheareri , 马尾松+甜槠 Castanopsis eyrei 等。

2.3.3　特色风景林的营建　在景区的各个景点 , 营建植物景观类型丰富的特色风景林。风景林的营

建是森林公园绿化美化的重要形式 , 根据风景林树种的生物学特性 、生态学特性 、 景观性及功能性等

特点 , 模拟自然植物群落结构 , 营建多种类型的有一定特色的风景林景观 , 如紫果槭 Acer cordatum

林 、 楠木 Machilus spp.林 、 猴头杜鹃 Rhododendron simiarum 林 、 金钱松 Pesudolarix amabilis林 、 柳杉

林和湿地植物景观等 。种植布局力求自然 , 把规则式植物布局压缩到最低限度
[ 8]
。

3　小结

在建设森林公园 , 发展森林生态旅游 , 开发利用森林景观资源 , 建设旅游景点过程中 , 要以生态

环境保护为主
[ 9]
, 达到自然风景资源既能得到有效保护又能得到合理开发的目的 。当前 , 森林生态旅

游产业正蓬勃发展 , 全国大部分森林公园由林场过渡而来 , 所以应把森林公园建设建立在科学合理的

框架内 , 有效利用林场可利用的资源和设施 , 确保森林公园的健康 、协调和持续发展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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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nglingshan National Forest Park is noted for its dense forest , deep ravines , green ponds , elegant lakes

and strange caves.Alleys were planed and designed , original landforms and buildings were rationally utilized and

plant landscape was designed protectively ,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al feature of resources

and functions of scenic spots , and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na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ing of

nature resources was prerequisite.[ Ch , 10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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