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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旅游资源认定的地貌学法则

尹泽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内容提要：地文旅游资源本质上是一种地学类旅游资源，它在自然旅游资源中占有重要位置，地文旅游资源的

认定对区域旅游开发意义重大。地文旅游资源类型的划分，资源调查程序和方法的建立，均与地貌学、地质学、自

然地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地貌学的角度对这一关联展开的一些讨论，有益于更好地理解地文旅游资源存

在的学科基础。主要内容涉及地文的性质及其与地貌学的关系、地文旅游资源类型划分的地貌学基础、地文旅游

资源认定的地貌学方法。

关键词：地文旅游资源；地貌学

　　资源是旅游开发必不可少的支撑因素，一直被

人们所关注。地文旅游资源是旅游资源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在各种类型旅游景区开发中起着明

显的作用。认识和确定地文旅游资源可以依靠很多

成熟学科的支持，地貌学是其中之一。地貌学一些

理论和方法中的许多科学规程和原则，可以在地文

旅游资源认定的过程中被采用。

１　地文的性质及其与地貌学的关联

我国古代地理学和近代地理学都曾经用“地文”

概念解释地表现象。战国时期的《庄子·应帝王》中，

使用“地文”表示 “大地上的纹理，即大地上山川湖海

等表征”。此后几千年来，地文一词时而出现在各种

文献中。到１９世纪后期和２０世纪初期，地文的科学

概念逐渐形成。一些代表性观点认为地文学研究“地

球在宇宙中之位置，地球之形状、大小、运动、水陆山

川之现象、变化及生物之分布等”（梁启超）；“地文用

来解释地表形态，是包括各种地理要素的广义自然地

理环境”（徐近之）。由此可见，早期地文学主要是强

调地表形态和研究综合地理现象的科学。

１９４０年代以后，地理学各分支科学日渐成熟，

其中特别是地貌学、景观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的

兴起，到１９５０年代中期以后地文学就衰落了，学术

界很少使用地文的名词。直到如今，地文已经成为

生僻词语。

但目前，由于对旅游资源的研究，人们发现从成

因的角度审视地表景象和从景观特征的角度出发，

目前已经很难寻找到一个单一的学术术语用来完整

无误的解读复杂的地球表面事物和现象，但是用以

表示综合地表环境和地表现象的“地文”可以承担这

一任务。而且从字面上考虑，地文与天文（天象与气

候）、人文所构成的主要地理圈层显示出了非常紧密

的契合和完美的意境。地文既包括了目前地貌学的

大部分内容，也含有地质学、自然地理学的部分内

容，甚至和生物学、生态学都有一定关联。这比单独

使用“地貌旅游”、“地质旅游”、“地质地貌旅游”、“自

然旅游”等称谓更加简捷、更加准确、更加传神。

由此看来，地文和旅游的关系至为密切。地文

术语经过了启用、发展、衰微的漫长历史，至今有了

复苏的景象。它重新被人们认识和使用，得益于现

代旅游学的发展和包容。

由此看来，地文学是一种具有综合要素的地学

科学，它由很多学科支撑，其中主要是地貌学、自然

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

在这些支撑学科中，最重要的是地貌学，这是因

为强调地表形态的地貌学是构成景观的最直接要

素，而景观是地文的主要现象，在对地文的研究中显

然具有核心地位，它们构成地文景观的实质内容（表

１）。

２　地文旅游资源类型的地貌学基础

地文构成旅游的重要载体，首先是地文要素提



表１　地貌学学科系列在地文景观中的体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犺狔狊犻狅犵狀狅犿狔狊狌犫犼犲犮狋狊犻狀狋犺犲狆犲狉狊狅狀

狅犳狆犺狔狊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犾犪狀犱狊犮犪狆犲

学科名称 主要地文景观类别（举例）

构造地貌学 大地构造形态、地质构造形态、火山与熔岩构造形态

岩石地貌学 火成岩岩石形态、沉积岩岩石形态、变质岩岩石形态

河流地貌学
片流形态、沟谷形态、河谷形态、河床形态、河漫滩形

态

湖沼地貌学 湖盆形态、湿地形态

岩溶地貌学 地表岩溶形态、地下岩溶形态

冰川地貌学 冰蚀形态、冰碛形态、冰水堆积形态

冰缘地貌学 冻土形态、融冻堆积形态

风沙地貌学 风蚀形态、风积形态

黄土地貌学
黄土沟谷形态、黄土沟间地形态、黄土沟坡形态、黄

土潜蚀形态

重力地貌学 崩塌、错落、滑坡

海岸地貌学 河口与三角洲形态、海蚀形态、海积形态

海底地貌学 大陆架形态、大陆坡形态、洋底形态

工程地貌学
水利工程形态、农业工程形态、建筑工程形态、军事

工程形态

供了直接的供给源，这就是地文旅游资源。地文旅

游资源是“长期地质作用和地理过程形成并在地表

面或浅地表存留下来的，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

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各种现象和实体景观。”地文景观的形态

类型可以被直接观察、接触、陈述、记录、复述。景观

的内涵可以被研究、探索、揭示，从而由表及里地深

化地文与旅游的关系；其次是地文环境支撑了各类

旅游产品，因为地文涉及的内容广泛，当今同样广泛

的旅游产品，如观光游览旅游产品、科学与生态旅游

产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康体娱乐旅游产品等，都

可以寻求到相应的地文条件的支撑。

目前学术界多按基本成因、属性、功能、利用方

式、效果，也还有根据所处环境、旅游市场、开发条件

等原则，对旅游资源进行多级划分，形成为数很多的

方案。这些分类方案从不同角度认识旅游资源，都

有可理解的一面。其中基于实用目的的旅游资源分

类方案，一开始就参照了地貌分类中的“成因形态”

原则。

这一原则被称为“属性与状态分类原则”。如果

和地貌分类相比，“属性”指旅游资源类型的特性、特

征，相当于地貌分类中的“成因”；“状态”指旅游资源

类型的现存状况与形态，相当于地貌分类中的“形

态”。按照这一原则，可将全部旅游资源划分为内部

性质和外在表现完全不同的类型。属性不同和状态

差异都可以使各种旅游资源类型相互分开。

地文旅游资源分布面积大，所属类型种类很多。

考虑到实际操作的需要，旅游资源的类型数量要有

一个人为限定，于是提出了“旅游资源基本类型”作

为调查对象的科学概念。这一概念也受到了地貌分

类的启发。

开始进行旅游资源分类时，虽然排列出了几百

种旅游资源类型，但因为面对着的是一个庞大的旅

游资源客体，仍然不能覆盖它们的全部。在这种情

况下，笔者采用地貌分类时只是研究了“山地、丘陵、

台地、平地”等地貌类型的特征值而最后确定为４种

“地貌基本类型”，便覆盖了全部地貌类型的成功经

验，研究寻求旅游资源分类的最佳途径，以此在对大

量旅游资源类型进行的特征值研究中产生了“旅游

资源基本类型”这一概念。

“旅游资源基本类型”和地貌基本类型是地貌的

最小单元一样，是旅游资源中的最小单元。地文旅

游资源可划分为如下类型（表２）。

参考地貌学的形态成因观点的归纳方法，表２

列出的地文旅游资源中的基本类型可归为以下几

组：

第一组：岩石与构造地貌形态类地文旅游资源。

构成此类旅游资源骨架的，是记录地壳发展过程的

各种岩石地层及地质构造。地球上千姿百态的自然

景观都是岩石在长期的地质历史中不断变化、雕琢

形成的。不同成因的岩石类型都有各自结构和构造

特征，它们在自然界中形成的形态也有很大差异。

构造是地壳形成以来地球内部运动的记录，构造形

态在山地岩石出露区域随处可见，景观现象突出。

岩层与构造类旅游资源包括断层景观、褶曲景观、节

理景观、地层剖面、钙华与泉华、矿点矿脉与矿石积

聚地、生物化石点等基本类型。

第二组：历史地貌过程形迹类地文旅游资源。

地球生成演化历史中产生的地壳结构和地球表面的

各种形态，形成了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观，由于地质构

造、新构造运动与火山、地震等地球内营力作用和风

化剥蚀、流水、湖沼、海洋、风沙、重力、喀斯特、人力

等外营力作用，造成了很多地貌景观，其中凸峰、独

峰、峰丛、石林、土林、奇特与象形山石、岩壁与岩缝、

峡谷段落、沟壑地、丹霞、雅丹、堆石洞、岩石洞与岩

穴、沙丘地、岸滩等，构成一些个性鲜明的旅游资源

基本类型。

第三组：自然变动遗迹类地文旅游资源。这一

部分被归为自然变动遗迹，主要是强调在地文景观

类型的形成和演化中，曾经有过比较剧烈的过程，有

些是突发性的灾害事件，有些是反映自然环境的变

１６１增刊 尹泽生：地文旅游资源认定的地貌学法则



表２　地文旅游资源分类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犘犺狔狊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狋狅狌狉犻狊犿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综合类地文旅游资源 综合自然旅游地
山丘型旅游地、谷地型旅游地、沙砾石地型旅游地、滩地型旅游地、岛区、奇异自然现象、自然

标志地

地质构造类地文旅游资源
构造形迹 断层景观、褶曲景观、节理景观

沉积与地层 地层剖面、钙华与泉华、矿点矿脉与矿石积聚地、生物化石点

地貌过程类地文旅游资源

侵蚀形态 峡谷段落、沟壑地、冰川侵蚀遗迹

堆积形态 沙丘地、岸滩、冰川观光地、积雪地

岩石形态
凸峰、独峰、峰丛、石（土）林、奇特与象形山石、岩壁与岩缝、丹霞、雅丹、岩石洞与岩穴、堆石

洞、岩礁

灾变遗迹 重力遗迹、泥石流遗迹、地震遗迹、火山与熔岩

水文作用类地文旅游资源 水域形态 观光游憩河段、观光游憩湖区、沼泽与湿地、潭池、瀑布、泉、击浪现象、冰雪地

生物作用类地文旅游资源 生物形态 林地、草地、花卉地、野生动物栖息地、植被垂直自然带谱

人为作用类地文旅游资源
历史遗迹 古遗址、军事遗址

建设工程 陷落地、建筑体、水利工程、交通设施、农田、矿场

迁。它们作为旅游资源类型，不在于它们的景观优

美引人，主要是通过它们揭示自然历史进程中发生

的主要自然事件，这对于开展科学旅游和环境保护

教育将提供宝贵的资料和数据。这组类型有泥石流

堆积、地震遗迹、陷落地、火山、熔岩、冰川堆积、冰川

侵蚀遗迹等基本类型。

３　地文旅游资源认定的地貌学方法

地文旅游资源在资源调查、成果处理等方面也

多参照地学方法，其中地貌学方法提供了一些直接

有效的经验。

３．１　地貌调查的启示

完整的地文旅游资源调查全面引入地貌学方

法，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旅游资源的属性形态分类

原则与地貌的成因形态分类原则有很多共同之处，

这决定了它们在获取原始调查资料和数据方面的实

施方法和操作步骤的一致。

地貌调查的３个阶段，即准备、野外调查、室内

整理的运行模式已经成熟。研究者通过调查，可以

准确了解和掌握各种地貌的形态、结构，推断其成因

类型、发育过程和发育阶段。这是了解和掌握区域

地貌状况的关键步骤，可以认为是地貌研究的前提。

旅游资源研究的主要目的也是了解和掌握区域旅游

资源的类型、构成情况，以此推断区域旅游开发的性

质和任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同样也需要进行实地

调查。

旅游资源调查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和条件，

但以往此类工作基本上是在不规范的情况下进行

的。特别是调查方法陈旧，局限在室内对前人资料

的分析整理上，不进行或很少进行野外实地工作，不

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资源及其赋存环境的现状情

况和真实细节，这样做的缺憾是显而易见的。考虑

到地文旅游资源调查与某些成熟学科，其中特别是

地貌调查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面临的对象是一致

的，在调查程序、调查过程、成果处理等各方面都可

借鉴。为此，在编写《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

家标准中涉及到的野外调查内容时，主要程序有意

识地引用了地貌野外调查的程序和方法（表３）。

３．２　旅游资源调查的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旅游资源调查成果的质量，需要遵循

科学的调查程序和调查方法，这也受到地貌调查的

启发。地貌调查中，要求调查人员按照事先计划进

行调查、统计、填表、绘图和编写调查文件，注重充分

利用与地貌区域有关的各种资料和研究成果。调查

中随时分析、转化、利用这些资料与成果和在现场对

其进行校核，地貌调查时特别强调收集第一性资料，

包括现场访问、细节测量、采集标本和样品。对于依

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还要在室内进行理化的、生物

的分析判断，以重新对地貌现象产生新的认识。另

外，地貌调查还重视野外和室内制图，调查者事先要

制定详细计划，保证合理的调查区域和调查路线。

制图不但是一种记录调查成果的方式，它还是一种

发现新的思路，提升成果档次的必要手段。

这些方法，对于提高旅游资源调查成果的质量

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旅游资源调查的目的是

“查清旅游资源的基本情况，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提供必要科学依据”。现在公众对旅游资源的认识，

多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对资源的本性认识模

糊，对资源实体细节的忽视，加上对市场的过分倚

重，人们过多地宣扬了旅游资源的亮丽的一面，结果

２６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７年



表３　地文旅游资源野外调查方法与地貌野外调查方法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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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内容 地貌野外调查? 地文旅游资源野外调查?

准备

资料收集
前人的地貌、第四纪地质资料；其他地质和地理文献、

报告；相关地图；遥感像片

文字资料：规划与专题报告、乡土教材、旅游点介绍说

明、名人诗词题刻、古典文献、地方志书、建筑设计书；

地图资料：自然环境要素图、规划图、交通图、城市图、

旅游地图；声像资料及有关文字说明和解说词

整理分析资料
利用地形图编制地貌草图；设计野外考察路线；总结

并提出研究区内的重要问题

填写旅游资源文献卡片；编辑调查区旅游资源文字目

录

编写设计书 编写地貌调查设计书 编写旅游资源调查计划书

组织调查组 组织地貌调查组 组织旅游资源调查组

野外调查

初步踏勘

初步地貌踏勘：选择不同方向的几条贯穿全区；跨越

主要的河谷、冲沟、横切山地的路线进行勘察；对典型

地点进行地貌和第四纪剖面测绘

旅游资源概查：针对旅游环境和重点旅游资源基本类

型的区域调查

全面踏勘

一般区域按适当距离布置观测路线和观测点，进行全

面地貌调查；典型地貌区域和重要构造、第四纪地层

区，进行详细定点观测和描述

调查并填写全部旅游资源基本类型调查表，表现下列

内容：类型特征与特征数据、旅游环境、旅游开发条件

野外制图
野外调查实际资料图；地貌类型图；其他地貌图（地貌

剖面图、地貌区划图等）
实际资料图；旅游资源图

其他工作 标本和样品采集、拍摄照片 拍摄照片；标本和样品采集；数据处理

室内整理

整理资料与数据 整理与分析标本；整理照片；整理图件 整理与分析标本；整理照片；整理图件

编写报告
区域自然地理概况；区域地质概况；第四纪地层；地貌

类型；新构造运动

调查区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单体）；旅游业开发历史与

现状；旅游资源分区与评价；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问题

注：?主要据杨景春，１９８５；?据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２００３。

资源的真正价值被人为的提高了，这实际上为旅游

开发留下了隐患。

为避免发生这一失误，使调查工作进展顺利并

达到预期效果，调查组织者需要坚持以下３点：其

一，有计划的调查，应根据地区旅游发展的需求和技

术条件的成熟程度，分阶段按地区或按专项线路有

序进行；其二，有目的的调查。调查所获得的文件可

用于建立旅游资源信息库，以此进行存储、检索、评

价并建立资源开发模型，为旅游资源优势有效地转

化为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提供决策依据；其三，有重点

的调查，对于重点资源不要遗漏；对于某些难以确定

的资源，必要时要像地貌调查那样坚持采集标本和

样品，通过科学分析以获得准确的认定。

旅游资源调查过程要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意识，

如研究队伍组建时强调专业组队，成员应具备与该

研究区范围内所拥有的旅游资源类型有关的专业知

识，个别情况下，可组成更加专门化的研究组。为了

最终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还要规定成果验收方式、

验收文件的种类和质量要求以及成果处理方式等。

除了上述的这些具体规定外，还应强调采集各

类调查文件时应保证其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科学性方面，考虑到旅游资源调查是一次严谨的科

学创造和资料汇总过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因而调查形成的文件一定是在认真调查基础上得出

的科学结论。为此，要求调查人员在调查的各个阶

段，即资源的收集与整理、实际调查与测量。实验分

析过程中，利用最新和最具权威性的旅游及有关学

科的科学概念，认识、解释、记录基本类型所涉及的

各项内容；客观性方面，调查时要忠实记录基本类型

及赋存环境的现实状况。有两点应特别注意：一是

不能单纯依赖已有资料，不加分辩地转化为填表内

容，一定要坚持实地调查、验证，二是行文时避免使

用不着边际的文学语言，力戒浮华和主观臆断；准确

性方面，应保证资料、数据有可靠来源并达到规定的

精度。对于来源不明和已变化了的资料、数据，应慎

重使用。

３．３　旅游资源特征值表述

地文旅游资源特征值指反映旅游资源基本类型

性状和结构特征的量值，这些量值种类很多，它们反

映的虽是旅游资源的景观特色，但这些景观实际上

是由具体的地貌形态承载的，二者在调查时的核心

记述内容是一致的。在开展旅游资源调查时，可以

直接引用对地貌的观察记述的内容。

从地貌学的角度出发，调查时注意力主要是放

在地貌成因形态和它相关的地理环境上，表述对象

是地貌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本质等关键要素。旅游资

源调查原则上依照了这一法则，但因为二者调查的

目的不同，在实际操作上有一些区别。成因要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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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要素的不可分割是地貌类型的认定法则，地貌

调查时，要在成因认定的基础上开展对地貌实体的

观察记录；而旅游资源更多的是关注资源实体的外

部形态，成因是次要的，这样就要求在开展旅游资源

调查时，要对资源实体的细部多加注意。另外，不是

所有地貌形态都能成为旅游资源，只有那些对游客

有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地貌要素才可

以成为旅游资源，依此看来，地貌调查的范围要更大

些。

地貌或地文旅游资源需要调查的内容很多，调

查时要锁定它们中能够体现其内在本质和外部核心

特征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特征值”。特征值是全

部旅游资源调查的核心。它们还是此后旅游资源评

价的基础，在旅游资源开发规划、资源管理和产品推

销等方面也将发挥主导作用。

特征值都是一些量值，种类也很多，这些特征值

主要有几类（表４）。

表４　地文旅游资源与地貌共有特征值内容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犮狅犿犿狅狀犳犲犪狋狌狉犲狊狅犳犘犺狔狊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狋狅狌狉犻狊犿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狆犺狔狊犻狅犵狀狅犿狔

类别 内容

成因与演化
发生、演化过程、演变的时序数值；生成和运行方式，如形成机制、盛衰变化、历史演变、现代运动过程、生长情况、存

在方式、展示演示及活动内容等数据和资料

所属的类型 基本类型

外部形态和景观现象
整体状况、形态和突出（醒目）点、代表形象部分的细节变化、整体色彩和色彩变化、奇异华美现象、主体部分的构造

细节、构景要素等

布局与物质结构 个体和集合体的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组成单体整体各部分的搭配关系和安排情况、组成成分等

生成与赋存环境 形成过程中的环境影响，目前所处的具体位置及外部环境

个性数值

几何数值 长度、面积、体积和容积等，细化为长度、宽度、高度、深度、直径、周长、面积、体积、容积等

特性数值 经度、纬度、海拔、相对高度（高差）、绝对年龄、相对年龄、发育阶段、等级等

率值 矿化度、曲率、坡度、比降、密度、起伏度、矿化度、曲折度、粒度、磨圆度、分选度、色度、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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