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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与开发利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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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罕见的人文景观, 符合当前人们“返

璞归真, 回归自然”的需求, 是开展生态旅游的理想地域。在对子午岭自然保护区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 运用定性

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按照《森林公园规划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对这一区域的旅游资源与发展条件进行了科学评

价和分析, 为保护区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合理开展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评价结果认为, 子午岭

自然保护区景观资源及开发条件总评价值为 44. 24 分, 符合一级森林公园标准, 且开发条件较为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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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区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

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

或者海域, 依法划定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

的区域[1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消极

保护, 是人类为了应对环境破坏而采取的一种补救

措施, 是在实现有效保护前提下的合理开发利用[2 ]。

在自然保护区实行封闭式保护, 已经不是保护事业

的真谛, 原始、消极的保护手段和思想, 以及将保护

与旅游视为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观念, 已经背离了科

学, 远离了自然与人类持续发展的轨道[3 ]。因此国家

规定,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在不影响保护自然

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 组织开展

参观、旅游等活动”[1 ]。

今天, 生态旅游已成为自然保护区解决资源、环

境保护与产业开发矛盾的有效途径。据 1998 年中国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 100 个自然保护区的调

查, 有 82 个自然保护区已经开展了旅游经营。目前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年总旅游人数约 2 500 万人次,

年旅游总收入近 5. 2 亿元人民币, 一些自然保护区

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龙头”[4 ]。对子午

岭自然保护区而言, 本底资源能否成为开发旅游产

业的基础, 必须要对其进行论证和科学评价。

1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地理概况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位于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

山脉陕西省富县境内,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30′～

108°41′, 北纬 35°45′～ 36°01′, 南北长 27 km , 东西宽

24 km , 距富县县城约 77 km。保护区西以子午岭主

脊为界与甘肃省合水县、宁县分隔, 东以蒿巴寺梁为

界与桥北林业局桥北林场相连, 北以月亮山为界与

桥北林业局张家湾林场相邻, 南以蚰蜒岭为界与桥

山林业局上畛子林场接壤。保护管理范围以子午岭

主脊为轴线, 布局于东南坡, 总面积为 40 621 hm 2,

2001 年由陕西省林业厅批建为子午岭自然保护区。

2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概况

2. 1　自然旅游资源

2. 1. 1　地质地貌旅游资源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地

处子午岭中部, 地形呈西高东低之势。区内最高海拔

1 687 m (兴隆关) , 最低海拔 1 100 m (蒿地沟) , 相对

高差 587 m , 属典型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貌

类型, 在大地构造上属鄂尔多斯台地的一部分。保护

区因第四纪以来的间歇性上升, 坡度大, 剥蚀盛, 又

不利于黄土堆积, 因而形成高原中的孤岛状石质低

山丘陵, 地形地貌表现为地球内部变化引起的地壳

表面褶皱隆起, 故属古剥蚀残存准平原。保护区内

梁、峁、塬、沟、川等沟壑纵横, 以梁峁或峁为主, 峁间

或梁间有“崾山间”, 相互交织, 连成网络式崎岖山

丘, 极具黄土高原区特有的黄土梁峁地貌特征。

2. 1. 2　岩石旅游资源　保护区因古剥蚀作用, 部分

地段形成基岩裸露的山梁或坡面。区内岩石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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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岩石不同, 基岩为棕红色砂岩和粉沙岩, 平行层

理结构明显, 岩层厚度由中厚层至块状层。由于易受

风蚀、水蚀影响, 因而形成了难得的岩石景观: 裸露

处或因风蚀圆润而失去棱角, 舒展地表现了曲线美;

或因水蚀而变得层理明显, 色彩斑斓, 凸凹自然而富

有韵律。由于地壳抬升和强烈的水蚀影响, 可见到子

午岭河谷间直立的凹槽与悬崖, 以及形同“嶂石岩”

地貌的回音壁。岩石便于雕凿的特点, 使区内洞、穴

多有分布, 有的临基, 有的悬崖, 有先民受佛教影响

而凿的佛洞, 也有古人避战乱而凿的居洞。

2. 1. 3　水文旅游资源　 (1)河流旅游资源。保护区

位于黄河中游三级支流—川子河上游的完整流域

内, 其一级支流为洛河支流, 二级支流为葫芦河。保

护区内以陈家河、老虎沟为中心构成放射状水系, 区

内有四级大小支流 18 条, 除 6 条为常年性河流外,

其他因流域面积小, 多为季节河流。保护区受森林植

被的保护, 一年四季河水清澈见底, 水量稳定。特别

是河谷开阔的川子河, 水流平缓, 河水时窄时宽。宽

处芦苇丛生, 水鸟栖息其间, 是湿地景观的缩影。窄

处河水湍急, 两岸旱柳丛生, 簇拥在争艳的繁花之

中, 不乏江南秀色景致。 (2)湖泊旅游资源。保护区

内有一处建于 1958 年的人工湖泊, 即榆林水库。榆

林水库坝面海拔约 1 300 m , 有效库容 130 万m 3, 流

域面积 108 km 2, 是富县仅次于大申号水库的第二

大水库, 是富县海拔最高的水库, 也是延安地区海拔

最高的水库之一。榆林水库不仅是以养殖、灌溉为主

的水库, 也是一处开展观光、娱乐的特有旅游资源。

2. 1. 4　生物旅游资源　 (1)植物旅游资源。保护区

地带性植被属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的北部落

叶阔叶林, 是陕西省“五大”林区之一[5 ]。按《中国植

被》分类系统划分, 保护区内分布有 3 种植被类型、

20 个群系。主要群系有辽东栎林、白桦林、山杨林、

油松林、侧柏林、狼牙刺群落、狼牙刺- 荆条群落、虎

榛子群落、胡枝子群落等[6 ]。保护区有国家珍稀保护

植物 3 种, 即紫斑牡丹、核桃楸和枣刺五加。有陕西

省地方重点保护植物 3 种, 即杜松、陕西鹅耳枥和文

冠果。保护区分布有种子植物 30 目 93 科 323 属

596 种[7, 8 ] , 是黄土高原的天然物种“基因库”。(2)动

物旅游资源。本区动物区系属古北界华北区黄土高

原亚区, 主要为华北区及蒙新区的习见种, 南部陇山

一带西南区分布的种类明显增多。据调查[9 ] , 区内脊

椎动物 27 目 59 科 188 种 (亚种) , 其中两栖纲动物

1 目 2 科 4 种, 爬行纲动物 3 目 5 科 10 种, 鸟纲动物

17 目 36 科 131 种 (亚种) , 乳纲 6 目 16 科 43 种。保

护区分布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19 种, 其中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有豹、黑鹳、金雕 3 种, 二级保护动物有水

獭、鸳鸯、灰鹤、大天鹅、红脚隼、燕隼、灰背隼、红隼、

毛脚鱼号鸟、长耳号鸟、纵纹腹小号鸟等 16 种, 此外还有省

级重点保护动物 73 种。

2. 1. 5　天象旅游资源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属大陆

性暖温带半干旱气候, 主要特点表现为春季多风, 夏

秋炎热, 秋季多雨, 冬季干旱。年平均气温 7. 4～ 9. 3

℃, 1 月平均气温- 5. 9～ - 7. 4 ℃, 7 月平均气温

20. 7～ 23. 1 ℃, 极端最高气温 35. 7 ℃, 最低- 22. 7

℃, 年降水量 500～ 600 mm , 无霜期 124～ 140 d [10 ]。

保护区气候旅游资源既有黄土高原“天高云淡”的共

同特点, 又有降雨量较大、空气较湿润的区域特点,

这两大特点构成了保护区内气象旅游资源的特色和

优势。

2. 2　人文旅游资源

2. 2. 1　古代交通旅游资源　 (1)秦直道。秦直道史

称为“云中之道”, 民间俗称“皇上路”、“圣人条”。该

道是秦始皇统一华夏后, 在修筑了沿河长城不久, 为

抵御匈奴侵略而修筑的一条军事要道[11 ]。秦直道在

1980 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的百万分之一

O ·N ·C (Operat ional N avigat ion Chart) 片上, 显

示出在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山脊上确有秦直道的

存在。秦直道南起云阳林光宫 (现陕西咸阳淳化县梁

武帝村, 当时秦始皇军事指挥中心) , 北抵九原郡 (今

内蒙古包头市南孟家湾村) , 贯穿陕甘蒙 3 省 (区) 14

个县市, 全长 700 余 km。秦直道在富县境内长约 90

km , 占总长度的 11% , 在保护区境内长 30 km 余,

直道宽多在 30 m 以上。秦直道两侧古木参天, 历代

石雕摩崖众多, 古驿站遗迹依稀可辨, 是汉唐后至宋

元时期通往古代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支线, 是穿越

内蒙古高原西部的贸易捷径, 对发展两域文明乃至

世界文明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2)川子河川道。川

子河川道为古代鹿阝州通往甘肃和陕西省旬邑、淳化

至关中的大道之一, 故商旅不绝, 保护区内现仅存白

马驿、槐树庄、兴隆关重要驿站遗址。(3)古道岑。古

道岑是古代鹿阝州通往黄陵的大道, 故名“古道岑”。古

道岑西起兴隆关, 沿黄陵县与富县分界线东行至黄

陵。现沿岭而行时, 仍可见古道的痕迹。

2. 2. 2　宗教文化旅游资源　保护区由于三条古道

存在, 加之山水风光秀丽, 因而佛教寺院较多, 除保

护区东界具有一定影响的石泓寺、大佛寺、神灵寺

外, 还分布有永洞寺、石庙等佛寺。石泓寺是陕北四

大石窟之一, 紧临子午岭自然保护区东端。石泓寺建

54第 5 期 张景群等: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与开发利用评价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东西长约 70 m 的山崖上, 分布着大小 7 窟, 保存

较为完整, 为陕西省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2. 2. 3　革命遗址旅游资源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 富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发扬延安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精神, 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贡献。在这一

时期, 保护区曾有许多八路军战士屯荒于此, 住窑

洞, 战饥荒, 留下了不朽的功绩。现在, 保护区内八路

军 385 旅某排驻扎过的窑洞尚存, 清楚地刻印着战

士们的伟大足迹。

2. 2. 4　窑洞风情旅游资源　窑洞是黄土高原文化

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自然保护区内, 虽无农民居住,

但原居住形式均以窑洞为主。根据踏查, 保护区内星

罗棋布地分布有 40 处废村, 即使在今天, 保护区的

机关单位用房仍延用窑洞居住风格, 体现了浓郁的

黄土高原风情。

2. 2. 5　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保护区及周边地区淳

朴的民风, 孕育了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这里剪

纸艺术源远流长, 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最为集中和

丰富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间剪

纸艺术和作品被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 成为当地一

项珍贵的民俗文化亮点。另外, 保护区周边小吃也堪

称一绝, 出名的有豆制品及年糕、荞面饣合饣各、薯制品

等杂粮制品。

3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评价

3. 1　旅游资源定性评价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是陕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

区域。区内岭谷交织, 山峦起伏, 极具黄土高原梁峁

地貌之特征; 岭下稻田如茵, 绿水如镜, 有“小江南”

之称; 岭上山势形若游龙, 蜿蜒险峻, 梁坡林草茂密,

有黄土高原“天然植物标本园”之誉。春天, 山花烂

漫, 七色争艳; 夏季, 林波随风鼓荡, 山丹迎朝绽放,

满山遍野红绿共影; 初秋, 白桦玉枝黄叶, 松柏苍翠

葱郁, 叶儿金红的辽东栎夹杂其中, 绘就了一幅色彩

丰富的自然画卷; 冬日, 银装素裹, 冰冻河封, 松柏尽

显苍劲挺拔。茂密的森林孕育着清澈的细流, 开阔的

河谷随处可见翻飞的浪花, 谷中虽无震撼的瀑布、温

柔的涌泉, 但不乏柔声细雨的跌水。清澈的河水、碧

蓝的湖泊、独特的岩石景观, 与水中倒映的山林一起

构成了罕见的自然风光, 可谓黄土高原的一颗璀璨明

珠。“赤岩托碧水, 柳浪花更浓”是保护区的真实写照。

独具特色的地域为保护区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

涵和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著名的古代高速公路“秦

直道”,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它

可与万里长城、秦兵马俑珠联璧合, 相互辉映, 比著

名的古罗马大道宽出数倍, 属世界级历史工程。石泓

寺石窟鲜明地表现了我国不同时代的雕刻艺术, 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它为研究我国历史

文化、宗教艺术、特别是雕刻艺术提供了大量宝贵的

历史资料。保护区座落于革命胜地, 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留下的战斗和生活足迹, 是后人瞻仰、学习

的活教材。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 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和典型性, 是难以被模仿的人文资源。

3. 2　旅游资源定量评价

3. 2. 1　评价方法　根据《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

量等级评定》方法和标准[12 ] , 结合自然保护区的具

体情况, 对风景资源质量、区域环境质量、开发利用

条件 3 项指标进行评价, 评定出保护区风景资源质

量等级, 并按照风景资源质量评定分值划分等级。

3. 2. 2　风景资源质量评价　 (1)评价方法。选取典

型度、自然度、多样度、科学度、利用度、吸引度、地带

度、珍稀度、组合度 9 项评价因子, 每项评价因子得

分采取专家评分法, 各评价因子权值应用《中国森林

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规定权值。 (2)风景资

源质量评价。自然保护区风景资源质量评价分值按

照下列公式计算:

M = B + Z + T ,B = ∑X iF iö∑F

式中,M 为风景资源质量评价分值; X i 为风景资源

类型评分值; F i 为风景资源类型权数; Z 为风景资

源组合状况评分值; T 为特色附加分值。计算结果见

表 1。

表 1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风景资源基本质量评价结果

T able 1　A pp raisal conclusion of landscape resourcesπfundam ental quality of Ziw uling natu re reserve

资源类型
Resource type

评价因子
A pp raisal facto r

理想分值
Ideal sco re

评价分值
A pp raisal sco re

权值
W eigh t

得分值
L ast sco re

地文资源
Geograph ical

resources

典型度 T yp ical degree 5 5 20 3. 6

自然度N atural degree 5 5

吸引度A ttractive degree 4 3

多样度D iverse degree 3 3

科学度 Scien tific degree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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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ontinued T ab le 1

资源类型
Resource type

评价因子
A pp raisal facto r

理想分值
Ideal sco re

评价分值
A pp raisal sco re

权值
W eigh t

得分值
L ast sco re

水文资源
W ater

resources

典型度 T yp ical degree 5 5 20 3. 8

自然度N atural degree 5 5

吸引度A ttractive degree 4 4

多样度D iverse degree 3 2

科学度 Scien tific degree 3 3

生物资源
B io logic
resources

地带度 Zoned degree 10 10 40 14. 4

珍惜度 T reasonab le degree 10 6

多样度D iverse degree 8 8

吸引度A ttractive degree 6 6

科学度 Scien tific degree 6 6

人文资源
H um anity
resources

珍惜度 T reasonab le degree 4 3 15 1. 8

典型度 T yp ical degree 4 4

多样度D iverse degree 3 3

吸引度A ttractive degree 2 1

利用度A vailab le degree 2 1

天象资源
A stronom ical

resources

多样度D iverse degree 1 0. 4 5 0. 14

珍惜度 T reasonab le degree 1 0. 7

典型度 T yp ical degree 1 1

吸引度A ttractive degree 1 0. 4

科学度 Scien tific degree 1 0. 3

3. 2. 3　风景资源质量等级综合评定　对子午岭自

然保护区风景资源总体状况以及风景资源质量按上

述方法评价, 其中资源基本质量为 23. 74 分 (见表

1) , 资源组合状况为 2 分, 特色附加为 2 分。评价结

果风景资源质量得分为 27. 74 分。

3. 2. 4　区域环境质量评价　经调查和查阅相关资

料, 并与相关标准对照认为, 保护区环境质量评价分

项得分见表 2, 总得分为 9. 5, 评价认为环境质量达

优级标准。

3. 2. 5　开发利用条件评价　保护区交通方便, 有西

安- 包头、兰州- 宜川两条干线公路和西安- 延安

铁路从富县县城过境, 县城已成为连接陕、甘、晋三

省的重要枢纽。从县城到直罗镇有 40 km 沥青路

面, 从直罗镇到保护站为三级砂石路面, 林区内有便

道 10 条, 累计长度 113 km。区内有一定通讯、供水

和供电设施。保护区开发利用条件分项得分见表 3,

总得分为 7. 0, 评价认为开发利用达优良级标准。

表 2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区域环境质量评价

T able 2　A pp raisal tab le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 ent quality of Ziw uling natu re reserve

评价项目
A pp raisal item

评价指标
A pp raisal index

评分值
A pp raisal sco re

大气质量
A ir quality

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 (GB309621996)一级标准
To the first grade of the coun tryπs air environm ent quality standard

2

地面水质量
Surface w ater quality

达到国家地面水质量 (GB383821988)一级标准
To the first grade of the coun tryπs su rface w ater quality standard

2

土壤环境质量
So il

environm ent quality

达到国家土壤环境质量 (GB1561821995)二级标准
To the second grade of the coun tryπs so il environm ent quality stan2
dard

1. 5

负离子含量
Conten t

of m inusion

旅游旺季主要景点含量为 10 000～ 50 000öcm 3

T he con ten t of m ain scen ic spo ts in tourist season is 10 000 -

50 000öcm 3

2

空气细菌含量
Conten t

of air germ

空气细菌含量小于 1 000öm 3

T he con ten t of air germ is less than 1 000öm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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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开发利用条件评价

T able 3　A pp raisal tab le of develop ing and u tilizing condit ion of Ziw uling natu re reserve

评价项目
A pp raisal item

具体现状
D etailed p resen t conditions

评分值
Sco re

面积
Surface area

规划面积大于 500 hm 2

T he p lann ing surface area is mo re than 500 hm 2 1

旅游适游期
D ays fit to travel 大于 150 dö年M o re than 150 days in one year 1

区位条件
Eco logical condition

距著名旅游区 200 km 以内
T he distance to famous tourist attraction is less than 200 km

1

外部交通
Exterio r

traffic

铁路
Railw ay

50 km 内通铁路, 不在铁路干线上, 客流量小U sing railroad bu t no t in the m ain line w hen
the distance is less than 50 km , sm all traveling vo lum e

0. 5

公路
H ighw ay

有省级或县级道路, 交通车较多, 有一定客流量 T here are p rovincial o r coun ty level road,
m uch comm uter buses and a p roper quan tity traveling vo lum e

0. 5

水路
W aterw ay

无水陆交通N o t any traffic betw een the land and w ater 0

航空
A viation

在 100 km 内有国内空港 T here are in ternal airpo rts w hen it less then 100 km 1

内部交通
In terio r traffic

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 具备游览的通达性 T here are k inds of traffic puffer to op t w h ich
m akes traveling easy

1

基础设施
Fundam ental

facilit ies

有水源, 有充足电力供应, 有较为完善的内外通讯条件,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较好T here are
w ater source enough electric pourer to supp ly, perfected comm unicative condition fo r inside
and ou tside and the better service frailt ies of traveling en tertainm en t

1

4　结论与讨论

4. 1　评价结论

　　经对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分析评价, 风景资源质

量评价为 27. 74 分, 区域环境质量 9. 5 分, 开发利用

条件 7. 0 分, 累计得分 44. 24 分。评价认为, 资源价

值和旅游价值高, 符合一级森林公园风景资源标准。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拥有独特优美的自然风光、

罕见的人文景观和良好的环境质量, 在黄土高原及

其以北地区的风景资源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对旅

游者吸引力强, 是黄土高原上不可多得的旅游开发

地域。

4. 2　开发条件分析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处于延安革命胜地旅游区、

宜川壶口瀑布旅游区、黄帝陵旅游区的中心位置, 是

旅游产业开发的黄金地带, 易构成旅游网络节点。此

外, 自然保护区内、外部交通便利, 方式多样, 为开展

保护工作和发展旅游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区外建立森林公园, 在以

“全面规划、积极保护、科学管理、永续利用”的方针

为指导, 以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有关政策、法

规为前提, 以保护环境和确保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

环为目标的基础上, 建立多功能、高品位的森林公园

是可行的, 也一定能够实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自然保护区建设目的。

4. 3　存在问题

根据调查, 保护区开发旅游业主要存在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 自然保护区道路等级较差, 水毁比较

严重; 保护区内有部分单位和居民, 在管理方面给保

护区和旅游将带来一定困难; 保护区森林覆被率仍

然较低, 加之植被破坏较严重, 因此应加强植被的保

护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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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term ina t ion of feru lic acid in A ng elica sinensis roo t by

PC2spect ropho tom etry m ethod

GONGM ing-gu i1,DONG Juan -e1,L I J in - tong2, PAN X iao2

(1 Colleg e of F orestry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F orestry B u reau of S any uan Coun ty , S any uan, S haanx i 713800, Ch ina)

Abstract: D eterm in ing p recision w as affected by the impu rit ies in the ex tract of A ng elica sinensis w hen

the con ten t of feru lic acid w as determ ined direct ly by UV 2spectropho tom etry. Paper ch rom atography (PC)

w as u sed to elim inate these impu rit ies. T he separa t ion condit ion of PC and the stab ility of d ifferen t ex trac2
t ion so lven ts w 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resu lts, a determ inat ion m ethod of feru lic acid in A ng elica sinensis

by PC2spectropho tom etry w as estab lished. T he elu t ion system fo r PC w as: ch lo rofo rm : m ethano l (w ater:

acet ic acid (6∶2∶2∶0. 5) , the w avelength fo r spectropho tom etry w as 330 nm. T he recovery ra te of the

m ethod w as 99. 61% and rela t ive standard devia t ion (R SD ) w as 2. 79%. T he ab so rbency show s good lin2
earity rela t ion betw een 0. 020 and 0. 061.

Key words: A ng elica sinensis; feru lic acid; paper ch rom atography; spectropho tom etry; con ten t determ i2
n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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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 t ion of tou rist resou rces and ana lysis of

developm en t cond it ion in Ziw u ling N atu ra l R eserve

ZHANG J ing-quna , CHEN Chenga , ZHANG Zhao-y inb

(a Colleg e of F orestry ; b Colleg e of E conomy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Ziw u ling, w ith abundan t p ropagat ion resou rces, un ique natu ra l scenery and rare hum an

sigh ts, can m eet peop leπs m inds of“R etu rn ing to the true natu re”at p resen t and is an ideal p lace fo r eco2
tou rism. O n the basis of deta iled invest iga t ion, th is paper app ra ises and analyses its tou rism resou rces and

develop ing condit ion app rop ria tely, acco rd ing to the relevan t regu la t ion Standard P ro ject of Fo rest Park by

u sing bo th qualita t ive and quan t ita t ive m ethods. It p rovides scien t if ic basis to enhance natu ra l resou rces

p ro tect ion, develop tou rism p roperly and realize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in Ziw u ling N atu ra l R eserve. T he

to ta l app ra isa l sco re of the landscape resou rces and the developm en t condit ion of Ziw u ling N atu re R eserve

is 44. 24, w h ich acco rds w ith the standard of the first grade Fo rest Park. So the develop ing condit ion is fa ir2
ly w ell.

Key words: Ziw u ling; N atu ra l R eserve; evaluat ion of tou rist resou rces; developm en t cond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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