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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加快和经济的转型,一些矿山逐渐被禁止开采,废弃矿山的残垣断壁不仅

严重地影响了周边的自然风貌及生态环境,而且极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 目前,废弃矿

山的综合修复及再利用已成为我国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江苏省近 20 年积极探索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道路,
建设了南京冶山矿山公园、牛首山佛顶宫、徐州潘安湖湿地公园等特色景点,形成废弃矿山治理工程的一大特色。
本文通过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开发现状的综合分析,总结出以旅游价值识别要素、开发模式及景观营造方法为核心

的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同时给出了目前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并从景观营造、品牌建设、旅
游管理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旨在促进废弃矿山旅游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江苏省废弃矿山;汤山矿山公园;废弃矿山旅游开发;开发思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地质工作者,不仅

要做好传统地质工作,还应当为建设绿水青山作贡

献(钟自然,2018)。 废弃矿山是指伴随着采矿活动

结束而形成的人为遗迹,包括裸露的采矿宕口、矿
洞、废土(石、渣)堆、废弃的建筑、设备、仓储设施等

(武强,2003;陈廷方等,2005)。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废弃矿山的恶劣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矿山

旅游资源的开发,为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提供了一

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理念(黄敬军等,2006;
Yang

 

C
 

et
 

al. ,2007)。 废弃矿山旅游资源的开发利

用能有效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重建矿区生态系统,
为市民营造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休憩空间(刘育平

等,2020),同时,可以提升周边土地利用价值,推动

商业、服务业、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繁荣与发展,促
使原以矿山经济为支柱的区域经济复苏,构成区域

经济发展新增长点,进而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生态

效益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江苏省经过不断的探索,在废弃矿山旅

游开发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本文从废弃矿

山旅游价值识别要素、开发模式、景观营造三个方面

介绍了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开发思路,同时分析了

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开发的特点和不足。

1　 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
沿革及思路

1. 1　 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沿革

江苏省是最早参与到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的

省份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末,盱眙县自筹资金对严

重影响县城环境的杨大山北侧 6 处废弃宕口进行整

治,改建成可同时容纳 50000 人的都梁广场,并结合

当地小龙虾饮食文化定期举办“中国盱眙国际龙虾

节”,形成当地节庆品牌,每年吸引游客达 20 余万

人次。 随后,江苏省陆续推出特色废弃矿山旅游开

发项目。
迄今,江苏省已成功建设南京六合国家地质公

园、南京冶山国家矿山公园、徐州潘安湖国家湿地公

园、盱眙象山国家矿山公园等七处国家级旅游胜地,
省市级旅游地十余处,有效实现了近 1500km2 的矿

山废弃地旅游开发,此外,江苏省在建国家级旅游胜

地一处。 矿山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效完善了

江苏旅游景群的结构,大力推动了江苏旅游业的发



展。 据估算,仅目前建成的七家国家级旅游胜地日

平均游人量达 3000 人,高峰期达 10000 人,年游人

量达 130 万人次,提供直接工作岗位近 800 个。

表 1
  

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名录(部分)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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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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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ndoned
 

mines
 

in
 

Jiangsu
 

Province

序号 废弃矿山原名称 旅游区名称 所在行政区 规划模式 级别 建立年份

1 马头山、瓜埠山 六合国家地质公园 南京六合区 地质公园 国家级 2005 年

2 冶山 冶山国家矿山公园 南京六合区 矿山公园 国家级 2010 年

3 权台矿、旗山矿 潘安湖湿地公园 徐州贾汪区 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14 年

4 象山 象山国家矿山公园 淮安盱眙 矿山公园 国家级 2008 年

5 庞庄煤矿塌陷地 九里湖湿地公园 徐州九里区 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07 年

6 张双楼煤矿 安国湖湿地 徐州沛县 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15 年

7 西山 太湖西山生态旅游综合体 苏州吴中区 湿地公园 国家级 建设中

8 旺山 旺山生态园 苏州吴中区 风景园林 国家级 2003 年

9 芦山、黄山、大京山 叠层石地质公园 徐州贾汪区 地质公园 省级 2013 年

10 云龙山 云龙山汉代大型采石场遗址 徐州泉山区 文化展览 省级 2004 年

11 杨大山 都梁广场 淮安盱眙 文化展览 省级 1999 年

12 牛首山 佛顶宫 南京江宁区 文化展览 省级 2015 年

13 高景山 高景山景区 苏州虎丘区 风景园林 省级 2004 年

14 老山 龙之谷游乐场 南京浦口区 矿山游乐园 省级 在建

15 汤山 江苏园博园 南京江宁区 文化展览 省级 在建

16 东珠山 金龙湖宕口公园 徐州云龙区 风景园林 市级 2010 年

17 恩古山 恩古山湖生态公园 苏州虎丘区 风景园林 市级 2020 年

18 真山 真山公园 苏州虎丘区 湿地公园 市级 2018 年

19 无名山 华东百畅生态园 无锡宜兴 风景园林 市级 2012 年

20 新浦磷矿塌陷区 新浦磷矿生态修复 连云港海州区 地质公园 市级 规划

21 青龙山 青龙山生态公园 无锡宜兴 风景园林 市级 2019 年

22 汤山 汤山矿山公园 南京江宁区 风景园林 市级 2019 年

23 阳山 阳山生态公园 无锡惠山区 风景园林 市级 2020 年

24 幕府山 百态达摩洞窟 南京鼓楼区 文化展览 市级 2016 年

1. 2　 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思路

废弃矿山旅游开发是一个涉及到矿山工程、岩
土工程、环境工程、生态工程、景观工程及旅游管理

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技术问题。 其开发建设需要综合

考虑科学、美学、文化和经济等综合社会价值,同时

结合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等相关规划和要求,研究探

索可行的开发利用方案,并采取遗迹保护、应景改

造、资源再利用及文化引入等景观设计手法开展综

合开发。
1. 2. 1　 废弃矿山旅游价值识别—可行性分析

据统计,江苏省现存废弃大型矿山两千余座。
显然,不可能全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废弃矿山旅游

资源的开发可行性主要从科学、美学、文化以及经济

价值四个方面进行识别。
科学价值体现在部分矿山开采后留下了具有标

志意义的地质现象(地层结构、岩性、化石剖面等)
或者珍贵的矿业遗迹和矿业活动史迹(凿岩、爆破

擦痕、弃土场等),游客可以借助这些具有典型意义

的资源了解地质历史和人类文明演化过程。
  

美学价值可以从矿山废弃地的造型美、线条美、
色彩美等角度进行识别(周莹等,2019)。 造型美指

矿山整体或者局部的形态具有较强的空间立体感。
线条美指矿山地势起伏的曲线,与周边地貌景观构

成整体的交错美,或是矿山局部采矿形成的特殊的

纹理轨迹。 色彩美往往指废弃矿山本身的颜色或者

景观重塑后呈现的色彩变化。
文化价值指所选择的废弃矿山能够提供给旅游

者一种文化体验,这不仅要求废弃矿山自身矿山采

矿历史悠久,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与矿业

活动密切相关的人文景观(采矿文物、矿业建筑、采
矿遗迹等)也比较丰富,能够引导游客探寻深层文

化内涵。
旅游开发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行为,经济价

值要求在矿山旅游资源开发前,对矿山区域地理位

置、旅游市场前景、周边旅游景观、社会经济发展、人
文状况及需求等进行评估,确保废弃矿山旅游开发

后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综合上述旅游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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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确定矿山旅游开发的可行性。
1. 2. 2　 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方案设计

结合江苏省目前开发现状,废弃矿山旅游资源

开发模式主要分为:以地质遗迹保护为主的地质公

园模式、以展示矿业遗迹为主体的矿山公园模式、以
塌陷地生态复垦为主的湿地公园模式、以景观营造

为主的风景园林模式、矿山游乐场模式以及特色文

化展览模式。
(1)地质公园模式:

 

矿山因开采揭露出能体现

地球演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地质变化、岩石矿物、
生物进化等的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

产(吴亮君等,2019)。 地质公园模式适用于地质科

普价值较为突出的矿山废弃地。 宜梳理现场地形地

貌,采用生物设计手法,在原有场地地形地势和景观

的基础上,合理布设游览设施,与自然融于一体,避
免大规模的硬质景观设计(许峰,2012)。 南京六合

地质公园中形态各异的玄武岩石柱林、徐州叠层石

地质公园记载地质历史中生物起源过程的叠层石吸

引着海内外游客探寻地球科学奥秘。
(2)矿山公园模式:

 

矿山公园是以展示矿业遗

迹景观为主体,体现矿业发展历史内涵,具备研究价

值和教育功能,可供人们游览观赏、科学考察的特定

空间地域(陈军,2006;黄敬军,2007)。 该模式景观

营造首先宜在充分保留矿业开采的实物、实景的基

础上,尽可能还原采矿的过程及氛围,使其科学价值

和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充分的展示。 其次在环境治理

和生态恢复的基础上结合人文造景合理规划场地空

间功能,实现其观光旅游、度假休闲以及文化娱乐功

能。 盱眙象山国家矿山公园以及南京冶山国家矿山

公园均是该模式的代表。
(3)湿地公园模式:

 

湿地公园模式主要应用于

采煤塌陷型矿山废弃地。 该类矿山废弃地主要分布

在江苏徐州,煤矿业曾是徐州的支柱产业,随着煤炭

资源开采枯竭,城市产业的转型,煤矿业逐渐没落,
煤矿塌陷地成为制约徐州发展的关键因素,江苏省

市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矿山废弃地治理工作,结合塌

陷型矿山废弃地地势较低、常年积水、存在不同程度

的沼泽化现象的特征,采取宜耕则耕、宜渔则渔、宜
建则建等生态复垦措施进行湿地景观开发(蒋波

等,2019),目前已建成九里山湿地公园、潘安湖湿

地公园等示范工程。
(4)风景园林模式:风景园林模式即在进行地

质灾害治理的基础上,依据矿山开采形成的地形地

貌和生态条件,结合矿业遗迹特征进行景观设计和

生态复绿,辅以亭、湖、泉、道、廊等人文景观,形成各

类主题公园(薛建等,2014)。 位于城市建设规划

区、居民居住区的零星露天矿坑,通常采取该模式进

行设计,能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为附近居民提供

休闲娱乐的场所。 江苏省内代表性工程有南京汤山

矿山公园、徐州金龙湖宕口公园、苏州旺山生态园

等。
(5)矿山游乐场模式:

 

矿山游乐场模式即利用

矿山废弃地良好的用地条件,依托废弃地原地形地

貌条件兴建游乐休闲设施,将矿山废弃地打造成为

开展体育旅游的一种新型利用模式。 江苏南京老山

东段原三河采石场,靠近山体外侧可作为建筑材料

的地段已基本开采完,留下的残缺山体主要为泥灰

岩、钙质泥岩页岩等软岩,由上海某集团投资 88 亿

元拟建全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室内游乐场—龙之谷,
目前,龙之谷的配套项目蜂巢酒店已经建成,该酒店

依托悬崖矿坑,并结合矿山地形雕琢辛巴与娜娜两

座狮山,形成地质奇观,而大型室内游乐场正在建设

之中。
(6)特色文化展览模式:

 

文化是矿山所在地的

重要的旅游资源,合理针对废弃矿山场地进行文化

旅游开发将使其更具有生命力。 由于某些矿山矿产

资源从发现、开采到枯竭的历史较短,未能形成有吸

引力的矿山文化,可以挖掘区域性历史文化,从当地

文化资源中找出特色文化,从中吸取创意和灵感,创
造性的营造景观。 例如南京牛首山以当地佛教文化

为依托,在废弃矿坑内建设地宫,供奉文物,同时在

佛顶宫之上建设弧形穹顶来弥补西峰的轮廓线,构
成补天阙、藏地宫、双塔争辉的独特景观。 此外,近
期江苏投资 25 亿元将汤山废弃宕口改造成江苏省

园博园以迎接第十一届江苏园艺博览会的到来。 这

些都是结合当地废弃矿山场地进行特色文化旅游开

发的典型示范工程。
1. 2. 3　 废弃矿山景观营造方式—景区建设

矿山是人类为获得矿产资源对土地进行剧烈改

造的区域(郑飞,2015),矿山景观资源即采矿活动

中形成的特色景观,分为地质景观与矿业遗迹景观。
前者指采矿活动改造原有地貌形成的矿山宕口、地
下巷道以及由于采矿活动揭示或遗留的地质景观。
后者包括废石堆、尾矿坝及矿业活动的厂房及各类

生产设备。 整合矿山景观资源,营造富有美学的景

观,是矿山旅游发展的核心。
(1)采矿遗迹保护:

 

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
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 采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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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矿山景观营造范例:
 

(a)南京老山蜂巢酒店;(b)南京汤山宕口瀑布;
(c)南京幕府山百态达摩洞窟;(d)南京园博园天池

Fig.
 

1
 

Cases
 

of
 

mine
 

landscape
 

construction:(a)Beehive
 

hotel
 

in
 

Mount
 

Lao;(b)Waterfall
 

in
 

Tangshan
 

mine
 

park;
(c)The

 

grottoes
 

of
 

Buddha
 

statues
 

in
 

Mufu
 

mountain;(d)Tianchi
 

in
 

the
 

Expo
 

Garden
 

of
 

Nanjing

动揭露并留下了大量的地质遗迹(地层结构、岩性、
化石剖面或古生物遗迹)以及珍贵的矿业遗址和矿

业活动史迹(凿岩、爆破擦痕等),是地质历史演化

及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和标志,具有极高的观赏价

值和教育功能,对该类典型景观应设立保护区予以

保留。 南京冶山矿山废弃地保留了 F8 断层、天然露

天采坑峡谷、采矿地下井、井下采掘层面、典型矿床

的地质剖面以及现代化选矿遗迹等,建立了华东地

区唯一以铁矿采选遗迹展示为主的旅游基地。 江苏

贾汪区以芦山、黄山、大京山三座叠层石山为核心,
融矿山废弃地治理开发于一体,建立了以新元古代

晚南华世形成的叠层石保护与开发为主题的地质公

园。
(2)矿山应景改造:

 

在潜在地质灾害得到有效

治理的前提下(查俊等,2005;杨志法等,2014),景
观设计应该结合矿区内残丘、孤峰、采坑等地形以及

池塘、河流等地貌地质条件,在破碎的自然碎片上形

成丰富的景观体验,避免盲目的景观营造。 南京汤

山矿山公园的旅游开发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汤山经

过长期的开采,遗留了四个互不相连的宕口,因地就

势通过人文造景赋予其不同的景观定位:一号宕口

岩壁凹凸不平,怪石嶙峋,设计一景观栈道,使游客

可从不同角度近距离感受矿山景观;二号宕口通过

人工瀑布衬托,动静结合,凸显矿山魅力;三号宕口

隐蔽性较好,作为温泉酒店场址;四号宕口面积较

大,且西南侧具有开阔的荒地,设计为露营场所。
(3)废弃矿山资源再利用:利用废弃的岩土体

作为景观工程的建筑材料可有效实现废弃物资源再

利用。 盱眙象山公园利用山体废弃岩石结构形成沿

湖边的护栏;南京冶山结合各类工业零件与铁、石料

等材料设计出独树一帜的景观雕塑及指示牌;南京

汤山矿山公园在入口立面、游客中心、亲水平台、石
凳和景观照明材料中都巧妙地利用了原开采的废弃

石灰岩岩块作为原材料。 矿区厂房及周围的基础设

备,也可以通过整体保留或者部分保留,赋予新的定

义与功能(田金双,2016)。 南京冶山复原矿物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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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加工、冶炼等工艺厂房形成工业博物馆,同时将

部分厂房设计成为特色餐厅与休息室等休闲场所。
此外,原来用于从冶山向南京钢铁厂运输矿石的轨

道被设计师改造成为冶山铁矿特色观光线路。
(4)当地文化引入:

 

文化引入最恰当的是挖掘

废弃露采矿山及其周边场地中的历史及人文地理等

文化载体(黄敬军,2011),比如赋予神话传说故事

于特定的景观之中,借鉴诗文创造园林意境,提升景

观文化内涵;亦或者依托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旅游产

品,为旅游资源增添文化附加值。 南京幕府山引入

佛教文化将原来的矿山宕口打造成为百态达摩洞

窟,与幕府山上原达摩古洞景区交相呼应。 此外龙

之谷游乐场蜂巢酒店是结合老山养蜂文化特意建造

而成的仿生酒店。

2　 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特色

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资源的成功开发是由江苏

省自身资源优势及其独特的理念和制度特色所决定

的。 长期以来,这些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江苏省

废弃矿山旅游开发向前发展。
2. 1　 瞩目文化旅游品牌建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对于旅游过程中的文化体验越来越重视。 为迎合

市场的需求,2009 年开始,江苏省陆续出台相关政

策鼓励本地区文化创意旅游融合,2015 年发布《江

苏省政府关于加快提升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发

展水平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江苏省文化资

源优势,加快旅游与文化的创意融合。 这一系列政

策为矿山旅游发展提供了导向性指引,同时江苏省

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助于设计师在进行废弃矿山旅

游资源景观设计时选择适当的文化要素(历史文

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及饮食文化等)用具体的物

化产品表现出来,营造独特文化景观品牌,为省内矿

山旅游资源内涵的提升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

说,矿山旅游与区域性文化的融合是江苏省废弃矿

山旅游最大的魅力所在。 正是这些文化景观使得各

区域废弃矿山旅游开发彰显着各自的特色,避免了

千篇一律的局面。
2. 2　 强调资源循环再利用

江苏省并不是矿产资源大省,但由于国民经济

飞速发展的需要,年开采量居全国前列,并曾出现过

企业乱采滥挖、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等现象。
为此,21 世纪初江苏省将“人口密度大、矿产资源

少、人均环境容量小”作为研究发展问题,提出了破

解资源能源约束的关键要点,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

略,促进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统筹规划,永续利用。 因

此,江苏省将矿山生态修复与土地收购储备、土地整

理复垦、土地开发利用等相结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矿山

景观营造中,充分改造废渣堆、厂房成特色功能场

地,同时积极加工对环境和人体无害的废弃物作为

治理工程的建筑材料实现废弃地(物)再利用。
2. 3　 注重地质调查

江苏是我国地质教育大省,南京大学、东南大

学、河海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的地质学、土木

工程、地质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等专业都有应

用地质学方面的课程设置,运用许多天然及人工揭

露的地质现象为国家培养了很多复合地学人才,在
我国地质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受这一良好的地学学术氛围影响,长期以来,江
苏省城市规划、建设和矿山治理中对其地质调查非

常重视,2017 年在全国率先提出“矿地融合”理念与

模式,结合地质调查统筹规划矿区资源开发、矿区土

地利用,开展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评价,促进土地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与之同时,江苏省不断加

快废弃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工作,2019 年印发了

《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指南》,通
过引导明确宕口治理后土地的利用方向以及废弃宕

口的治理思路。 充分的地质调查为构建城市区域景

观格局奠定了基础,有力促进矿山地质环境的高效

治理,推动景观的因地制宜,应景开发,使得各旅游

开发产品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

3　 南京江宁区汤山矿山公园开发实例

3. 1　 可行性分析与方案论证

汤山温泉品质突出,但是长期以来汤山旅游产

业发展不平衡,旅游活动集中在温泉酒店和度假村,
同质化严重,并且周围可利用土地资源不足。 汤山

矿山公园位于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西南侧,原为汤

山龙泉采石场,主要露天开采奥陶系中厚—巨厚石

灰岩,该矿山自 1990 年开始开采,到 2013 年关闭停

采。 经过十余年的开采,山体受到严重破坏,形成四

个互不相连的矿山宕口,远观可见大片的灰白色宕

口,岩壁陡崖、山岩裸露,与周围绿色山林环境形成

巨大的反差。 矿山废渣的随意堆砌,在矿坑周围形

成了多个矿渣堆积场,破坏了山体原有的植被及水

文径流场,造成山脚下附近池塘淤积、水质污染,致
使原池塘内的鱼、虾等生物近乎灭绝(图 2)。

5第
 

4
 

期 李超等: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探析



2
 

南京江宁区汤山矿山公园景观分布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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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了汤山的自然景观,
与汤山旅游业的发展完全不相称。 当地政府对该废

弃矿山生态恢复及其资源的再利用高度重视,对其

周边人文及自然环境进行了详细调查,组织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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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进行论证,认为其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决定

结合矿山岩体完整性好、基本稳定且宕口内有多个

阶梯平台、高低错落有致的特色,加入依陡崖、平台、
洼地而建的娱乐元素,增设湿地、草甸、湖区、瀑布、
攀爬等景观,进行综合旅游开发,形成“以山为幕”
的风景园林,以此带动原有景观的旅游发展,完善汤

山旅游产业链。

3
 

南京江宁区汤山矿山公园现状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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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位置以其阴圈码对应于图 2 中的阴圈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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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景区建设

废弃矿山往往存在潜在的地质灾害,开发之前

必须进行工程地质调查和稳定性评价,分析岩体结

构特征及地质环境问题,在确保潜在灾害得到有效

治理后,才能进行旅游开发(罗国煜等,1993;Guo
 

Shulan
 

et
 

al. ,2010)。 根据场区四个宕口的边坡特

征,通过赤平投影对各宕口边坡的整体稳定性进行

研究。 分析表明:三号宕口存在潜在崩塌体,在降雨

工况下存在崩塌风险,且各宕口均存在松动岩块与

表面浮石,在外荷载作用下易发生崩塌和危岩滚落,
但正常工况下,各宕口边坡基本稳定,不会发生破

坏。 因此采用人工清坡、机械削坡、混凝土嵌补、静
态爆破、锚杆等技术对各宕口边坡进行了合理的加

7第
 

4
 

期 李超等: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探析



固,为旅游开发奠定基础。
依据该矿山的地形地貌和生态条件,结合矿业

遗迹特征进行旅游景观设计。 为恢复场地的生态环

境,通过生态水系规划、雨水缓冲区建设及管道增设

等手段对开发区水环境建立富有特色截排水系统,
并在土质改良,土壤养分调节的基础上,规划及优选

部分场区原有的植被进行种植,确保生物的多样性

及景观的可视性。 此外,结合各矿山宕口特征,分别

营造成伴山营地、天空走廊、攒子瀑、温泉酒店特色

景点(图 3)。
该废弃矿山场区内除矿山宕口外,还存在诸如

矿渣堆砌场、矿山机械设备存放地等大型场地。 针

对场地较宽广的废弃石渣堆场,创造性的设计为阡

陌花涧和旷野拾趣两处不同功能的休闲娱乐景观:
阡陌花涧的原场地在废弃后生长了各种草本植物,
参差不齐,杂乱无章,先将其调整为草坪,再通过大

面积粉黛卵子草来营造花海景观;旷野拾趣的原场

地的植被已被完全破坏,故在生态环境恢复及山坡

加固的基础上,增设攀爬、滑梯、蹦床等娱乐设施,结
合矿山元素,设计采矿盒子、网织秋千、桁架秋千等

矿山文化产品,成为亲子娱乐的综合性场所。 同时,
针对矿山区已经废弃的构筑物,在确保其安全的基

础上,保留其原有构造,设计成为展现矿山魅力的博

物馆,来展现和回顾该矿山从设计到开发再到停采

的历史。 公园入口处被污染的池塘,经生态改造,增
设生态湿地与游览通道,已成为“三叠湖” 特色景

观。 三叠湖旁的废弃建筑被改造为茶室,供游客赏

窗外美景佳境,品茶论道。 同时在原有废弃构筑物

或场地的基础上,设计了停车场、游客中心、星空餐

厅等配套服务设施,形成游客服务区(图 3)。
经资源整合、提炼,结合遗迹保护、应景改造、资

源再利用等景观设计手法改造而成的汤山矿山公

园,已经成为废弃矿山资源开发利用的绿色发展示

范工程,有力推动汤山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4　 江苏省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
不足和建议

4. 1　 地下景观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

井工矿具有独特的地下空间,相比露天矿山更

具有神秘色彩,并且废弃矿山地下矿井、巷道在前期

建设中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建筑基础。 但目前江苏省

废弃矿山旅游开发的重点更多是地表的露天矿坑及

采矿塌陷区,对地下开采形成的地质景观、矿业遗迹

资源开发利用较欠缺。 故建议可结合地质灾害评估

和治理,规划设计方案,实现地下空间再利用,目前

国内已有成功的经验和范例,例如湖南宝山改造废

弃的巷道和采矿遗迹,以“情景再现”为主题,营建

了历史博物馆性质的真实体验矿井。 而北京将木城

涧地下矿井改造成滑雪场,成为国家冰雪运动训练

基地。
4. 2　 民众参与度不够

民众的参与是矿山旅游发展的源动力,虽然江

苏省在矿山旅游产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难免出

现宣传力度不够、景观营造缺乏特点或者一味进行

文化元素堆叠的“滥”文化景观的现象,致使民众对

某矿山旅游品牌缺乏关注度。 对此,可以借助“互

联网+”发展机遇,积极推动“互联网+矿山旅游”的

发展,扩大矿山旅游产业的传播范围和力度。 矿山

旅游管理人员宜广泛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品牌推广,
注重矿山旅游景观的特色宣传;在景观设计时,借助

互联网大数据构建游客画像,营造具有吸引力的时

代景观。 并且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可采用虚拟现

实技术如 VR 虚拟游览、模拟航拍游览等让游客足

不出门感受矿山魅力。 此外,政府相关部门可选取

不同矿山旅游开发模式的范例,针对青少年,开拓

“矿山废弃地知性之旅”,形成江苏省废弃旅游矿山

特色旅游产品,宣扬国土生态发展新格局理念。
4. 3　 后续管理运营不足

部分矿山旅游景点的安全、卫生管理尚存在一

些问题,甚至存在地质遗迹、矿业遗迹被破坏的现

象。 一方面是资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矿山旅游

必备人才(地质科普、维护及管理的人才)的不足,
两方面因素制约着矿山旅游景点后期运营功能的实

现。 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的

投融资模式,鼓励多主体参与、多渠道、多层次筹集

资金,提高社会资金成为投资主体的可能。 可以将

废弃矿山旅游开发分为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

设、旅游景观开发维护三部分,由矿山企业、政府以

及社会资金(企业、团体或个人)分别负责,并明确

主体权利和义务,确保地质遗迹、矿业遗迹等在矿山

旅游开发及后期维护中得到有效的保护。 另一方

面,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采用开设专业、培训等多种

形式培养富有地学特色的矿山旅游专业人才,同时

加强目前矿山旅游管理人员关于矿产、资源、环境等

方面基础知识的培训,推进矿山旅游的科学化、规范

化;此外,加强与各高校进行合作,鼓励地学人才以

志愿形式为矿山旅游景点提供顾问、咨询、讲解等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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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是贯彻“可持续发展”
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实现生态文明新

突破的重要举措。 本文对江苏省矿山废弃地旅游资

源开发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从旅游价值识别要素、
矿山特点、地质景观、景观营造等方面进行提炼,给
出了废弃矿山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及其特色,并通过

南京汤山矿山公园成功建设介绍了如何将矿坑特

色、地质条件与人文景观营造有机结合的矿山旅游

资源开发总体思路。 同时也给出江苏省废弃矿山旅

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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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ing
 

was
 

one
 

of
 

the
 

economic
 

pillars
 

of
 

our
 

country.
 

However,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mining
 

was
 

gradually
 

banned,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abandoned
 

mines.
 

The
 

bare
 

leaking
 

rock
 

not
 

only
 

make
 

the
 

beautiful
 

mountains
 

become
 

a
 

mess,
 

but
 

also
 

bring
 

landslide,
 

collapse,
 

debris
 

flow,
 

ground
 

depression
 

and
 

other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Jiang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actively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abandoned
 

mine
 

tourism
 

resources,
 

which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ny
 

special
 

abandoned
 

mine
 

tourist
 

attrac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examples
 

of
 

abandoned
 

min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refines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abandoned
 

mine
 

tourism
 

resources
 

and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bandoned
 

mine
 

tourism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abandoned
 

mine
 

tourism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strategy
 

of
 

landscape
 

construction,
 

brand
 

building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is
 

put
 

forward,
 

which
 

aim
 

at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abandoned
 

mines.
Keywords:Abandoned

 

mines
 

in
 

Jiangsu
 

Province;
 

Tourist
 

exploitation
 

of
 

abandoned
 

mines;
 

Tangshan
 

mine
 

park;
 

Development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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