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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系统分类基础上，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河北都山森林公园风景资源单体进行评价，筛选出都山森林公园最具

代表性和吸引力的风景资源，并对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进行了测评，提出全面保护公园重要森林资源、修复生态保育区

和道教活动场所、加强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和控制开发强度等建议，为都山森林公园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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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landscape resources of Dushan Forest Park in Hebei Province using
comprehensive scoring method based on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of landscape resource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attractive landscape resources of the park are selected． It also tests and reviews the
quality grade of landscape resources of the park．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including protecting
important forest resources，maintaining ecology areas and Taoism historical sites，building science
education base and controlling the development intensity for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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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都山森林公园位于河北省宽城县南部，距

县城约 40 km。2002 年经河北省林业厅批准，在冰

沟林场基础上建立都山省级森林公园。由于受本底

资源不详和资金短缺等因素影响，公园经营管理一

直仅处于森林资源的常规管护阶段。笔者于 2011
年开展了现地调查，并在对风景资源分类和评价基

础上，提出了保护和开发的策略，旨在更好地发挥森

林公园风景资源保护、科普教育和森林游憩的三大

主体功能。

一、都山森林公园基本概况

都山森林公园位于北纬 40°28'29″ ～ 40°34'22″，
东经 118°43'7″ ～ 118°53'10″，区位优势明显，处“京

东旅游环线”腹地( 《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发展

规划》，2010) ，距京津约 200 km，距秦皇岛和唐山约

100 km( 见图 1 ) 。四至范围为东至冰沟林场东界，

南至老厂子、罗圈厂梁，西与大汉沟村、团山子村和

车道子村集体山地相连，北至冰沟林场北界，总面积

5 225. 47 hm2。
公园海拔在 600 ～ 1 846 m，相对高差 1 246 m。

东南部的都山主峰为燕山第二高峰，海拔 1 846. 3
m。东北部冰沟林场场部海拔最低，约 600 m。土壤

主要 为 棕 壤，海 拔 900 m 以 下 有 褐 土 分 布，海 拔

1 750 m以上分布有高山草甸土。土层深厚，土壤肥

沃，有机质含量高，为植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由于地处低山至中山区，海拔较高，夏季山林中平均

气温 25 ℃ 左右，气候凉爽宜人。境内主要有 2 条

水系，都山北麓大汉沟水系是长河的发源地，山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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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水量丰富，水质良好。大冰沟水系是青龙河支流

都阴河的发源地。在河谷地带分布有地下水，富水

层沉积较厚，水源比较充足。
公园植被区系属泛北极植物区、中国—日本森

林植物亚区、华北地区山地亚地区［1］。野生植物十

分丰富，有 107 科 619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4
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6 种。植被保存较为完好，天

然 次 生 林 面 积 达 3 443 hm2，占 公 园 总 面 积 的

65. 89%，树种以桦木科、壳斗科和山杨为主，伴生有

椴树科、槭树科、白蜡和花楸等，森林覆盖率达 80%
以上。植被垂直分布较为明显，山体中下部主要分

布人工针叶林和人工阔叶林，山体中上部为天然落叶

阔叶林，在山顶台地上有数百亩亚高山杂草草甸。公

园野生动物地理区系属古北界华北区黄淮亚区［2］，共

有陆生脊椎动物 175 种，隶属于 4 纲 24 目 61 科 128
属。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 2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12 种。

二、风景资源分类

( 一) 分类方法

国外对风景资源的分类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

代。Clawon 等［3］提出按照旅游资源特征和游客体

验将旅游资源分为 3 类。末武直义在自然、人文二

分法下将自然资源分为 2 大类、人文资源分为 3 大

类［4］。国内对风景资源的分类研究较晚，1992 年出

版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本》( 试行稿) 分为 2
景系 6 景类 74 景型。1999 年发布的 GB 50298—
1999《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将风景资源分为 2 大

类 8 中类 74 小类。2003 年发布的 GB /T 18972—
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将风景资源分为

主类、亚类、基本类型 3 个层次，包括 8 主类 31 亚类

155 个基本类型。笔者认为《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

价》提出的分类方法更为系统和可操作，能够反应都山

森林公园现有风景资源的状况、形态、特征和特性。因

此本文采用该文献的分类方法将都山森林公园风景资

源划分为主类、亚类、基本类型 3 个层次。
( 二) 分类结果

都山森林公园风景资源包括 8 主类 14 亚类 27
个基本类型 ( 见表 1、2 ) 。在各类风景资源的构成

中，地文景观和生物景观两个主类聚集度较高，两个

主类的基本类型分别占风景资源基本类型总数的

21. 88%、18. 75%，合计占总数的40. 63% ; 两个主

表 1 风景资源分类表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资源单体

山丘型旅游地 大汉沟

综合自然旅游地
谷地型旅游地 大冰沟、松挠沟
自然标志地 都山主峰( 燕山第二高峰)

地文景观 垂直自然地带 植被垂直分布

凸峰 骆驼峰、牛王谷
地质地貌过程形迹 石( 土) 林 都山积雪

奇特与象形山石 溜石片子、白猿望月
河段 溪流 大冰沟水系、大汉沟水系

水域风光 瀑布
悬瀑 大汉沟悬瀑
跌水 山门附近跌水

泉 冷泉 少女泉、南冰渠
林地 针叶林、落叶阔叶林、落叶阔叶灌丛［5］

生物景观 树木 丛林

油松林、落叶松林、红松林、蒙古栎林、辽东栎林、麻栎林、槲树林、槲
栎林、胡桃楸林、鹅耳栎林、白桦林、棘皮桦林、坚桦林、山杨林、绣线
菊灌丛、榛子灌丛、胡枝子灌丛、山杏灌丛、小叶鼠李灌丛、荆条灌丛、
酸枣灌丛、迎红杜鹃灌丛、蚂蚱腿子灌丛、山葡萄灌丛、照山白灌丛

独树 落叶松、天女木兰

草原与草地 草地 苔草草甸、杂类草草甸
花卉地 林间花卉地 花海长梁
光现象 日月星辰观察地 日出、夕照奇观

天象与气候景观
云雾多发区 云海奇观、雾海奇观

天气与气候现象 避暑气候地 大汉沟简易接待处
物候景观 雪景

遗址遗迹
社会经济文化 历史事件发生地 青平县政府办公遗址、抗联营地遗址
活动遗址遗迹 军事遗址 雷达站遗址

建筑与设施 综合人文旅游地 宗教与祭祀活动场所 娘娘庙、财神庙

旅游商品 地方旅游商品
菜品饮食 水豆腐、扒鸡蛋、各褶、面肠、羊汤
农林畜产品与制品 山野菜

人文活动 民间习俗
庙会与民间集会 庙会
饮食习俗 满族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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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资源单体分类统计表

资源主类
基本类型

数量

占基本类

型总数的

比例 /%

资源单体

数量

占单体

总数的

比例 /%

生物景观 5 18. 52 33 48. 53

地文景观 7 25. 93 10 14. 71

天象与气候景观 4 14. 81 6 8. 82

水域风光 4 14. 81 6 8. 82

旅游商品 2 7. 41 6 8. 82

遗址遗迹 2 7. 41 3 4. 41

人文活动 2 7. 41 2 2. 94

建筑与设施 1 3. 70 2 2. 94

合计 27 100 68 100

类的风景资源单体数量分别占风景资源单体总数的

47. 37%、13. 16%，合计占总数的 60. 53%。

三、风景资源评价

( 一) 评价方法

1. 风景资源单体评价

国内外对风景资源评价常用的方法有定性和定

量两种。定量评价主要有资源要素评价法、层次分

析法、模糊数学法、特尔菲法、专家咨询法和综合评

分法。资源要素评价法主要用于对特定地域资源要

素组合的适宜性状况和等级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对

于开展专项旅游活动如登山、滑雪等比较适用。层

次分析法由美国运筹学家 A. L. Seaty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基本原理是将待评价的复杂问题分解成

若干层次，由专家或决策者对所列指标通过重要程

度的两两比较逐层判断评分，利用计算判断矩阵的

特征向量确定下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贡献程度或权

重，从而得到最基层指标对于总体目标的重要性权

重排序。层次分析法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对于同样

一个决策问题，不同的人所建立的层次结构模型和

分析结果可能有差异。张景群等［6］基于该原理，针

对森林公园建立了一个较完整的层次结构体系和数

量化评价模型。梁金兰［7］则将该模型用于浙江牛

头山森林公园森林风景资源评价。模糊评价法是在

前人对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建

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将模糊因素数量化，评价因子

的选取和评价因素权重的确定具有局限性及不确定

性。郭明珠等［8］是采用模糊数学法结合层次分析

法对辽宁千山风景名胜区风景资源进行评价。特尔

菲法需要设计好问题，选准专家，准确反馈信息。专

家咨询法就是指在评价过程中收集有关专家的意

见，通过规范化程序，从中提取最一致性的信息来对

系统进行评价。特尔菲法和专家咨询法都有可能产

生一定的专家偏好，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和别的方法

结合比较好。综合评分法是先分别按不同指标的评

价标准对各评价指标进行评分，然后采用加权相加，

求得总分。笔者认为综合评分法可操作性强，能快

速得出分值和确定风景资源单体等级，因此按照表

1 中的风景资源分类体系，采用综合评分法对风景

资源单体进行定量评价。本研究设评价项目和评价

因子两个层次，每个评价因子分为 4 个档次，每个档

次有评价依据和对应分值，对单体每个评价因子参

照评价依据打出分值，再合计得出该单体综合分值，

即综合分值 =资源要素价值分值 +资源影响力分值 +
附加值 ( 见表 3 ) 。依据综合分值从高到低分为 4
级: 4 级资源单体≥75 分，3 级资源单体为 60 ～ 74
分，2 级资源单体为 45 ～ 59 分，1 级资源单体为30 ～
44 分。

表 3 资源单体评价因子赋值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4 个档次

观赏游憩使用价值( 30 分) 22 ～ 30 13 ～ 21 6 ～ 12 1 ～ 5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25 分) 20 ～ 25 13 ～ 19 6 ～ 12 1 ～ 5

资源要素价值( 85 分) 珍稀奇特程度( 15 分) 13 ～ 15 9 ～ 12 4 ～ 8 1 ～ 3

规模、丰度与几率( 10 分) 8 ～ 10 5 ～ 7 4 ～ 3 1 ～ 2

完整性( 5 分) 4 ～ 5 3 2 1

资源影响力( 15 分)
知名度和影响力( 10 分) 8 ～ 10 5 ～ 7 3 ～ 4 1 ～ 2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 5 分) 4 ～ 5 3 2 1

附加值 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 3 － 3 － 4 － 5

2. 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价

目前林业行业主管部门主要依据《中国森林公

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 /T 18005—1999) 对

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进行综合性评定，并将评定

等级作为晋升国家级森林公园的必备条件。笔者在

对都山森林公园风景资源单体分类和评价的基础

上，参照《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的

评价方法，对公园层面上的风景资源进行评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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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综合评定该公园的质量等级。通过对风景资源

的评价因子评分值( X) 加权数计算获得风景资源基

本质量分值( B) ，即 B = ∑ ( Xi × Fi ) /∑ Fi。结

合风景资源组合状况评分值 ( Z ) 、特色附加分值

( T) ，获得森林风景资源质量评价分值( M) ，即 M =
B + Z + T。森林公园总体的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分

值( N) = 森林风景资源质量评分值( M) + 森林公园

区域环境质量评分值( H) + 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利用

条件评分值( L) 。
( 二) 评价结果

1. 风景资源单体评价结果

经测评，都山森林公园优良级( 4 级、3 级) 风景

资 源 单 体 共 47 个，占 公 园 资 源 单 体 总 数 的

69. 12% ; 普通级( 2 级和 1 级) 风景资源共 21 个，占

30. 88% ( 见表 4 ) 。这说明公园大多数风景资源具

有很高的观赏和游憩价值。此外，根据《宽城满族

自治县旅游发展规划》显示，2009 年 1—6 月宽城县

接待游客 2. 6 万人次，主要来源于河北省和京津地

区，其中 25. 2% 的游客到过都山森林公园，说明公

园在河北省和京津地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优良级

风景资源的分布详见图 2。
表 4 资源单体等级划分与评价

资源主类 合计
资源等级

4 级 3 级 2 级 1 级

生物景观 33 16 17

地文景观 10 2 4 4

水域风光 6 6

旅游商品 6 6

天象与气候景观 6 5 1

遗址遗迹 3 3

建筑与设施 2 1 1

人文活动 2 2

合计 68 18 29 20 1

占旅游资源总数的比例 /% 100 26. 47 42. 65 29. 41 1. 47

图 1 都山森林公园在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地理位置

( 来源百度图片)

图 2 都山森林公园优良级风景资源分布图

都山地层为距今约 24 亿年的太古界地层，山体

系 1 ～ 2 亿年前燕山运动形成。都山主峰是京东第

三高峰、燕山第二高峰，海拔 1 846. 3 m，主峰突起、
群山拱卫、屹然独尊。在峰顶有康熙御封塞外八景

之一的“都山积雪”，因成千上万块白色巨石覆盖，

远观犹如茫茫积雪，故名“都山积雪”。都山山峦叠

嶂、林木葱郁，分布着大面积的天然蒙古栎林、辽东

栎林、麻栎林、槲树林、槲栎林、胡桃楸林、鹅耳栎林、
白桦林、棘皮桦林和坚桦林等落叶阔叶林，以及绣线

菊灌丛、迎红杜鹃灌丛和照山白灌丛等落叶阔叶灌

丛，群落结构稳定、保存完好、动植物物种极为丰富。
天然白桦林平均树高 12 m，胸径 25 cm，树龄在 100
年以上; 胡桃楸为国家 3 级保护植物; 天女木兰则是

中国分布最北的野生木兰科植物，也是国家 3 级保

护植物。由此可见，保存完好、垂直分布明显、物种

丰富的森林植被，以及沟壑纵横的山地和奇峰怪石

是都山森林公园最具保护价值、代表性和吸引力的

风景资源。参照陈戈等［9］对森林公园基本类型的

划分，根据上述评价结果，笔者认为都山森林公园的

类型就是以奇峰怪石和森林植被等山林景观为主的

山岳型森林公园。
2. 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价结果

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分值满分为

50 分，1 级为 40 ～50 分、2 级为 30 ～39 分、3 级为 20 ～
29 分。经笔者综合测评，都山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

量等级评定分值为 42. 5 分，即 N =M + H + L =26. 0 +
9. 5 + 7. 0 = 42. 5 ( 见表 5 ) ，属符合 GB /T 18005—
1999《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中的 1
级森林公园风景资源，应加强保护，制订保全、保存

和发展的具体措施。
( 三) 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现地调查并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目前

公园风景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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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综合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标准 分值

综合得分 50 42. 5

地文资源 20 19. 0

水文资源 20 17. 0

生物资源 40 38. 0

风景资源质量
人文资源 15 10. 0

天象资源 5 4. 0

资源组合 1. 5 1. 0

特色附加分 2 0. 9

加权平均数 30 26. 0

大气质量 2. 0 2. 0

地面水质量 2. 0 2. 0

环境资源质量
土壤质量 1. 5 1. 5

负氧离子含量 2. 5 2. 0

空气细菌含量 2. 0 2. 0

小计 10. 0 9. 5

公园面积 1. 0 1. 0

旅游适游期 1. 5 1. 5

区位条件 1. 5 1. 5

开发利用条件 外部交通 4. 0 2. 0

内部交通 1. 0 0. 5

基础设施条件 1. 0 0. 5

小计 10. 0 7. 0

1. 优良级风景资源保护力度不够

公园 33 个生物景观资源单体全是优良级风景

资源，占优良级风景资源的 70. 2%。公园风景资源

质量评价中生物资源的评分也高达 38 分( 满分 40
分) ; 有 7 个地文景观资源单体为优良级风景资源，

占优良级风景资源的 12. 8%。但在调查中发现，目

前对生物景观资源的保护还停留在常规管护阶段，

虽然开展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和禁止盗采、盗伐

等工作，但尚未进行全面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调

查，对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分布位点不清楚，未

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和保存基地。对“都山积雪”等

地文景观资源也未开展过地质研究，地质年代和形

成过程不清楚，也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2. 普通级风景资源有待提升

公园旅游商品、遗址遗迹和部分建筑与设施评

定为普通级风景资源，而在公园风景资源质量评价

中人文资源的评分也较低。都山曾是道教文化圣

地，历史上有 7 座道教庙，后因战乱仅存娘娘庙遗

址，成立省级森林公园后在遗址上恢复重建了娘娘

庙，其余 6 座庙尚未整修或遗址不详。而扒鸡蛋和

各褶等旅游食品外观不具有吸引力，文化内涵挖掘

也不够。说明这些普通级风景资源尚未形成公园的

资源优势，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开展保护、维修和

宣传等工作，提升等级。
3. 开发利用条件有待完善

在公园风景资源质量评价中，开发利用条件的

评分也较低。主要原因是公园与外部是通过县级道

路相连，道路等级低，而内部交通方式也极为单一且

未形成合理的交通组织系统。此外公园内旅游服务

设施不完善，无游客服务中心、宣教中心、给排水和

环卫设施及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未设立景点示意

图和解说牌等解说系统。游客由于缺乏对园内风景

资源的认识，保护意识不强，易对野生动植物及其栖

息地造成破坏。

四、保护和开发策略

( 一) 全面保护公园重要森林资源

1. 合理功能分区

根据公园风景资源现状和优良级风景资源分

布，公园 75%以上的区域是优良级风景资源分布集

中或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区域，因此应将这些区域

划定为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 见图 2) 。生态保

育区面积应占公园总面积的 45% 以上，是公园生态

环境较为脆弱、天然次生林等优良级风景资源分布

比较集中的区域，以生态保护为主，禁止开发建设。
核心景观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 30%，是天然次生

林、“都山积雪”、娘娘庙等优良级风景资源的集中

分布区，除必要的保护、解说、游览、休憩和安全、环
卫、管护站等设施外，禁止建设住宿、餐饮、购物、娱
乐等设施。

2. 加强对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开展种质资源调查，在天女木兰和胡桃楸等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集中分布区建立种质资源原地保存

库 1 处，对天女木兰和胡桃楸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进行收集保存; 在天然次生林集中分布区、野生动物

栖息地建 4 ～ 5 处监测点，并建立完善的疫源、疫病

监测和救治制度; 建立突发野生动植物灾害事件应

急、处置和管理制度; 成立野生动物保护救助中心 1
处，对野生动物伤病个体进行治疗、养护和放归自

然; 完善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特别是在重点森林

风景资源集中区、分布区增设视频监控点，使监测覆

盖率达到 95%以上; 引入外来物种时要经过严格筛

选和科学论证。
( 二) 重点修复生态保育区和道教活动场所

生态保育区是公园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区域，

周边有村庄分布，受人为干扰较多，有林地现状植被

70%为人工阔叶纯林，在山中上部有天然次生林分

布，并有少量人工针叶纯林。修复的重点要以近自

然林业理论为指导，将人工纯林改造为混交—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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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复层林，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及生物多样性，提

高保水固土等生态功能; 对天然次生林采取封禁保

护措施，促进自然修复; 对未成林造林地加强抚育管

护; 对荒山荒地实施造林绿化，通过 5 ～ 10 年，将公

园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85%以上( 现状是 80% ) 。
公园原有 7 座庙，现仅存娘娘庙，规模小、路面

未硬化且无人维护。应对娘娘庙进行修复，恢复原

有古建规模，路面硬化，留出聚散场地，对周围环境

进行景观改造。财神庙无主体建筑，仅有一尊近年

摆放的财神塑像，可逐步恢复大殿原貌。其余 5 座

庙需要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寻找遗址遗迹，进一步保

护和传承道教文化。
( 三) 加强科普教育基地建设

科普教育基地是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

生态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生态文明示范窗口。
要完善公园科普教育设施，在管理服务区设宣教中

心 1 处，全面展示和介绍森林公园的重点森林风景

资源、道教文化背景和满族民俗风情等。完善解说

系统，在公园主要出入口设立全景示意图，在各游览

区出入口设位置示意图、沿路设指示牌，在重点森林

风景资源分布点设说明牌。
( 四) 控制开发强度，促使公园可持续发展

管理服务区建设强度应控制在公园总面积的

3%以内，集中设置在公园 3 个主要出入口，现状主

要有宅基地、管理用房、菜地、果园和未利用地，无优

良级风景资源分布，地势比较平缓。建设用地要尽

量利用原有宅基地和林场管理用房等，只能建设游

客中心、停车场和一定数量的住宿、餐饮、购物、娱乐

等旅游服务设施，以及必要的管理用房。
一般游憩区面积控制在公园面积的 20% 左右。

都山森林公园拥有大汉沟、大冰沟、油松林和灌丛等

较好的森林资源，交通便利，适宜开展登山健身、森
林氧吧、林果采摘和探险攀岩等游憩项目。可以建

少量车行道、停车场、宣教设施、娱乐设施、管护站及

小规模的餐饮点和购物亭等。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禁止矿山开采、修建

大规模滑雪场、乱砍盗伐等破坏山体和植被的行为。
禁止偷采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和偷猎野生动物的行

为。禁止非法占用林地。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

药。禁止开展不利于水源地保护的旅游项目。所有

外来车辆一律不允许进入核心景观区和生态保育

区。所有污水和垃圾要集中收集处理。全部采用清

洁能源。
综上所述，本文对都山森林公园风景资源单体

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类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

公园风景资源质量进行了综合评定，为公园保护、开
发、建设和管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由于受时间等

因素限制，文中的风景资源单体只是公园的主要部

分，尚有一些资源有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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