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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空间体系研究

张玉蓉，宋　波，樊信友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市　４０００７４）

摘　要：随着交通强国战略的实施和全域旅游的推进，交旅融合、文旅融合不断深入。旅游廊道作为满足旅游

体验需求的线性空间，将交通网络与沿线自 然 景 观、人 文 景 观、生 态 环 境 等 有 机 融 合，成 为 众 多 学 者 关 注 的 焦 点。川

藏公路沿线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具有交通、生态、游憩、文化、教育等复合功

能，应当注重旅游空间的整体规划布局。综合考虑景观生态学和旅游规划学等相关理论，将生态性、通达性、安全性、

美观性等有机统一，系统分析旅游廊道的绿地生 态 体 系、空 间 结 构 体 系 和 交 通 通 达 体 系，构 建 一 体 化 空 间 体 系，以 期

加强旅游廊道生态保护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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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廊道”源自“廊道”这一概念。“廊道”是景

观学的基本要素，即景观中与相邻两侧环境所不同

的线状或 者 带 状 结 构［１］。“旅 游 廊 道”经 历 了“廊

道”、“绿道”、“风景道”、“遗产廊道”、“文化线路”等

演化阶段［２］。美 国 著 名 环 境 学 家 威 廉 ．Ｈ．怀 特 最

早使用“绿道”（Ｇｒｅｅｎ　Ｗａｙ）概念，提出“Ｇｒｅｅｎ”即自

然植被区域，“Ｗａｙ”即人类、生物、生态 环 境 等 的 通

道［３］。此后，英国学者查理斯·利特将“绿道”界定

为自然走廊，使其初步具备旅游廊道属 性［４］。美 国

学者率先关注大尺度跨区域遗产廊道，美国“伊利诺

伊与密歇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于１９８４年成为全球

第一条遗产廊道［５］。欧洲学者较为关注文 化 线 路，
“桑地亚哥·得·卡姆波斯特拉朝圣之路”于１９８７
年成为欧洲首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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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２１世纪的２０年 里，我 国 进 行 了 大 规 模 的 公 路

建设，公路网络逐渐完善，公路行业的工作重心逐渐

由新建工程向运营管理转变。由此，解决数量庞大

的旧沥青路面混合料充分高效利用的问题，不但成

为了建立公路循环经济体系的关键步骤，而且也成

为了交通强国应拥有与卓越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

之一。文中重点分析了包括厂拌热再生在内的旧沥

青路面混合料再生技术的现状，定位了当前推广应

用缓慢根源，是在于自上而下纵向融合和由点到面

横向融合的管理引导体系尚未完整确立，剖析了角

色定位、协调 统 一、主 体 责 任 等 方 面 存 在 的 客 观 问

题，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执行做法，以利于包括厂拌热

再生在内的 旧 沥 青 路 面 混 合 料 再 生 技 术 的 推 广 应

用，能够提升到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层次，减少资

源浪费，充分发挥其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应

有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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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众多学者关于旅游廊道的研究成果较

为丰硕。一是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境外学者主要集

中于旅游廊道生态与文化保护、廊道规划理论与方

法、廊道管理等［６，７］，境内学者主要集中于旅游廊道

概念及特征、旅游廊道空间布局、廊道旅游开发及品

牌塑造等［８－１０］。二 是 实 践 探 索 不 断 拓 展。众 多 学

者对美国６６号公路、蓝岭风景道、“大河之路”国家

风景道、中国丝绸之路旅游廊道、中哈边境地区旅游

廊道、大运河遗产廊道等进行了案例研究［１１，１２］。上

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目前，学者们对

于川藏公路和川藏旅游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对于川

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研究则较为鲜见。
旅游廊道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从整体上

对旅游空间进行合理规划与布局。本文以“点－轴”
理论为基础，对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

进行系统研究，梳理旅游廊道发展概况，从绿地生态

体系、空间结构体系、交通通达体系３个方面分析旅

游廊道空间体系，旨在为旅游廊道的生态保护、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旅游发展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和实践指导。

１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概况

川藏公路 是 重 要 的 进 藏 通 道，修 建 于２０世 纪

５０年代，东起成 都，西 至 拉 萨，分 为 南 线 和 北 线，主

要包括３１８国道和３１７国道以及部分国省干道。南

线全长２　１４６ｋｍ，主要由３１８国道组成。北线全长

２　４００余 ｋｍ，有 大 北 线 和 小 北 线 之 分，主 要 由３１７
国道组成。

川藏公路地处川藏地区，区位优势独特，沿线自

然生态良好，人文历史厚重，资源禀赋优越，是比较

典型的廊道型旅游目的地。川藏公路南线是进藏的

主要路线，以自然风光见长，其所在的３１８国道冰川

雪山、原始森林、湖泊海子等自然景观丰富多变，风

景十分秀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２００６年将其评

选为“中国的景观大道”。川藏公路北线是一条进藏

古道，千百年来一直是连接川藏两地的重要交通通

道，沿线分布有藏族聚居地，较好地保存了大量具有

藏地特色的建筑、文化古迹、寺庙等，历史文化积淀

较为深厚，藏汉两族历史交融较为充分，堪称“藏地

人文景观大道”。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以川藏南线

和川藏北线为轴，涵盖两线及其周边区域，是中国乃

至世界上地势最险峻、景观最丰富、文化最多样、“人

性、神性、自然性”高度和谐统一的民族走廊和世界

遗产廊道。
本文从地域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资源整合角度

出发，将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作为一

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研究。综合考虑川藏公路丰富

的自然资源价值以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历史文化遗

产价值，以旅游廊道网络串联起沿途自然和文化遗

产资源，通过 旅 游 廊 道 空 间 系 统 的 构 建，更 好 地 保

护、展示和利用自然及历史文化遗产，推动廊道全域

旅游发展，塑造旅游廊道品牌形象。

２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绿地生态体系

２．１　加强旅游廊道生态基底和生态保障

良好的绿地生态体系是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

产旅游廊道构建的生态基底和生态保障，对于沿线

区域生态治理、水土保持、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作

用。川藏地区生态极为脆弱，川藏公路沿线分布着

世界自然遗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

护区等，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连续性和交错性，确保

了川藏公路沿线连续不断的绿地背景。应当以川藏

地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文化旅游发展规

划编制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
旅游廊道绿地生态体系。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生态保护

主要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划定生态红线、加强水系

治理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高原生态环境极

其脆弱、生态保护难度大的现实问题。川藏公路旅

游廊道拥有水资源、动植物资源、土地资源等丰富的

生态资源。水资源的保护可通过加强廊道水质量监

测与水污染控制、加强廊道流域废弃物回收与管理、
保护沿河流及其支系的植物缓冲区、确保湿地不被

填埋干涸等方式进行。动植物的保护可通过保留廊

道河道沿岸原生植物和原生景观、保护廊道鱼类和

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濒危物种和防止外来物种入

侵、保护和恢复湿地、水生、陆生生态系统等方式进

行。如在旅游廊道规划中，步道的设计要考虑不 隔

离生物物种，设置适当距离的生物通道。土地资源

的保护应当注重“多规合一”，加强文化旅游规划和

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度结合，确保规划更加科学合理。

２．２　依托旅游廊道打造第三极国家公园群

国家公园主要指国家为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而

划定的需要加以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
旨在为生态 旅 游、科 学 研 究 和 环 境 教 育 提 供 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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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约有１　２００余处国家公园。
川藏公路是集自然观光、文化体验、生 态 旅 游、

科普科考、户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公园集群

型世界遗产廊道旅游目的地，堪称世界最美高山山

地文化景观旅游目的地。为进一步加强绿地生态体

系保护，可依托川藏公路沿线自然生态资源，打造第

三极国家公园群，进一步完善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

遗产旅游廊道的绿地生态体系。以国家公园群的打

造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川藏公路旅游廊道建设，有助

于重塑廊道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青藏高原人地耦

合系统，支撑青藏高原可持续生计和高质量区域发

展，推动川藏地区国土空间的保护与开发。

３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空间结构体系

３．１　明确旅游廊道等级范围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可根据资源

分布和交通 网 络 布 局，对 旅 游 廊 道 进 行 合 理 分 级。
旅游廊道在总体上可划分为２条一级旅游廊道和８
条二级旅游廊道，见表１和图１。

表１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等级和范围

旅游廊道等级 旅游廊道范围

一级旅游廊道
川藏南线（３１８国道川藏段）

川藏北线（３１７国道川藏段）

二级旅游廊道

映秀－小金－丹巴－八美－道孚－炉霍

甘孜－白玉－德格

昌都－洛隆－边坝－比如－夏曲

马尔康－金川－丹巴－泸定

炉霍－道孚－八美－新都桥－九龙

甘孜－新龙－理塘－稻城

江达－贡觉－芒康

昌都－邦达

图１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分布

３．２　优化旅游廊道空间布局

从“节点—轴线—域面”有机联动视角对川藏公

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空间布局进行优化，
突出旅游节点辐射作用，推动旅游线路联动发展，强
化旅游板块功能分区，打造“一环、两轴、八区”的旅

游空间格局。
（１）突出旅游节点辐射作用。
综合运用中心职能指数、引力模型以及社会网

络分析等研究方法，计算旅游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

明确旅游发展节点。成都、拉萨是川藏公路生态与

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起迄点，首先应当突出两个极

核在旅游廊道建设中的带动作用，同时还需突出康

定、理塘、林芝、丹巴、甘孜、德格、昌都、丁青等在旅

游廊道建 设 中 的 核 心 节 点 作 用。在 旅 游 廊 道 构 建

中，注重以旅游节点为中心向周边区域进行辐射，以
此推动旅游廊道及周边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

（２）推动旅游线路联动发展。
以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主干道为

核心，依托川藏南线和川藏北线的２条一级旅游廊

道和８条二 级 旅 游 廊 道，打 造 特 色 主 题 旅 游 线 路。
根据旅游廊道生态与文化遗产分布情况，可重点打

造特色生态文化旅游线路、特色交通文化旅游线路，
并积极加强旅游线路联动。

①挖掘精品公路旅游产品，打造廊道特色生态文

化旅游线路。川藏公路沿线生态资 源 禀 赋 好、丰 度

高，应当进一步加强保护和开发。在川藏地区“十四

五”旅游规划中，应当对绿道系统、特色村寨、风情小

镇、汽车营地等进行合理规划，从而形成独特的历史

人文线、自然风景线及生态旅游线。借鉴美国６６号

公路和蓝岭风景道的成功经验，加强与沿线产业和旅

游经营的对接，积极打造廊道特色生态文化旅游线路。

②挖掘交通文化旅游产品，打造廊道特色交通

文化旅游线路。按照《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加

强对具有历史文化和精神价值的交通遗产资源的保

护开发研究。结合具有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的

旅游线路和交通工具，深入挖掘茶马古道、唐蕃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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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交通遗迹遗存，注重“两路”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积
极打造具有廊道特色的交通文化旅游线路。

（３）强化旅游板块功能分区。
在全域旅游发展视角下，通过川藏公路生态与

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空间网络刻画，进一步强化旅

游板块功能分区，打造旅游廊道示范区，为空间布局

优化提供支撑。综合考虑廊道的旅游资源、历史发

展、地域特色 等 因 素，重 点 打 造８大 旅 游 廊 道 示 范

区，见表２。

表２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旅游示范区

序号 旅游廊道示范区 中心城市

１ 环贡嘎山山地运动旅游体验区 康定

２ 大格聂山生态文化旅游区 理塘、稻城

３ 康巴腹心文化旅游区 昌都

４ 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区 林芝

５ 岷江河谷藏羌风情文化旅游体验区 马尔康

６ 嘉绒风情文化旅游体验区 丹巴

７ 格萨尔文化旅游区 甘孜、德格

８ 古象雄文化旅游区 丁青

　　（４）打造“一环、两轴、八区”的旅游空间格局。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应当遵循整

体优化、适度超前、有机联动、统筹兼顾、持续发展等

基本原则，注重“多规合一”，以“十四五”规划为引领

优化旅游廊道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依托旅游廊道

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发挥区位、政策、资源、环境

交通等优势，突 出“世 界 级 生 态 与 文 化 遗 产 旅 游 廊

道”的形象定位，重点构筑“一环、两轴、八区”的旅游

廊道空间格局。
“一环”是指以３１８国道和３１７国道为主线，将

川藏公路南线和北线有机链接，打造一条旅游大环

线，使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成为“世界

级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
“两轴”是以川藏公路南线和北线为主干打造的

两条核心轴线。其中，南线以３１８国道为主干线，主
题定位为“中国的景观大道”；北线以３１７国道为主

干线，主题定位为“藏地人文景观大道”。
“八区”则是根据廊道不同区域的资源条件及其

发展定位，重点打造８个旅游廊道示范区。

４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交通通达体系

４．１　完善廊道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１）加强廊道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统筹规划。

注重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顶层设

计，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在加强旅游廊道资源保护

与开发基础上，编制廊道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

规划，着力打造“快进”和“慢游”有机结合的廊道旅

游交通网络体系。突出廊道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特

色，加强沿线旅游交通标志标识以及川藏地区特色元

素的观景台、驿站、露营地、汽车营地等的规划设计。
（２）构建便捷高效的廊道“快进”交通网络。
旅游目的地的交通通达性及便捷性是游客出行

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川藏公路、川藏铁路、民用航

空等交通基础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优 化 为 依 托，构建川藏

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快进”交通网络体系。
近年来，随着川藏公路对自驾车游客、骑行者及背包族

吸引力的提升，应当进一步加强自驾车房车营地、露营

基地、旅游景区景点等与交通干线之间联通公路建设，
加强通往沿线藏族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乡村旅游公

路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保障。
（３）建设满足旅游体验的廊道“慢游”交通网络。
借鉴美国６６号公路、蓝岭风景道、“大河之路”

等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建设旅游风景道。依托川

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生态优势和文化

底蕴，创新“商养学闲情奇”新六大要素为主的旅游

新业态，打造国家公园体验、川藏公路骑行、藏地文

化探秘、旅游廊道休闲等特色旅游产品，通过“慢游”
加强游客廊道旅游的深度体验，进一步提高廊道旅

游的品质品位。根据需求增设自行车道、步道等慢

行设施，构建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廊道慢行体系。

４．２　健全交通服务设施旅游服务功能

（１）完善廊道旅游交通服务设施。
廊道旅游是一种旅游与交通深度融合的新型旅

游形态。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应当注

重“旅游＋交通”，不断完善旅游交通服务设施。加

强川藏公路３１８国道和３１７国道两个一级旅游廊道的

特色观景台、旅游驿站、公路养护道班、自驾车营地等

的合理规划和建设，满足游客公路旅游需求。加强川

藏公路二级旅游廊道旅游交通服务设施的改进和优

化，注重交通换乘的无缝对接，打通廊道景区景点“最
后一公里”，为游客提供川藏公路旅游的良好保障。

（２）加强廊道旅游交通信息服务。
在数字经济和大数据智能化背景下，积极加强

交通、旅游等相关部门的联动，建立跨部门的数据信

息共享机制。加强廊道的智慧旅游建设，充分运用

旅游交通信息，对廊道内的旅游和交通数据进行深

—２５２— 　 　　　　　　　　　　　　　　　公　　路　　　　　　　　　　　 　　　　　２０２１年　第３期　



　　

公路　２０２１年３月　第３期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Ｍａｒ．２０２１　Ｎｏ．３

　文章编号：０４５１－０７１２（２０２１）０３－０２５３－０５　　　　中图分类号：Ｕ４９１．１２　　　　文献标识码：Ｂ

贫困地区农村公路发展探析

顾赛男１，吴建明２

（１．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１０００８９；２．江西赣粤高速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　３３００９６）

摘　要：针对山西省农村公路发展存在的 问 题，选 取 若 干 地 区 为 研 究 范 围，通 过 对 比 分 析 不 同 地 区 的 社 会 经 济

和农村公路现状情况，提出农村公路影响区域发展的评价指标，利用调查数据对评价指标进行验证，得出路网面积密

度和公路技术等级对区域经济影响程度较高。最后为解决农村公路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农村公路；路网密度；技术等级；区域经济

农村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三农”问题

已经成为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要

想解决“三农”问题，关键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增加

农民收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城乡二元结构，
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公路是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保障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

收稿日期：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２０２０－０５－０１

度挖掘与合理应用。对旅游廊道内的旅游景区进行

容量监控，整合旅游产业要素，为游客进行目的地选

择提供合理的建议。

５　结语

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所处区位独

特，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富集，但相关研究较为鲜

见。以“点－轴”理论为基础，从绿地生态体系、空间结

构体系和交通通达体系３个方面对旅游廊道空间体系

进行研究。通过构建绿地生态体系，夯实旅游廊道的

生态基底和生态保障；通过优化空间结构体系，构筑

“节点—轴线—域面”有机联动的旅游廊道空间格局；
通过完善交通通达体系，构建“快进慢游”的旅游廊道

交通网络体系。综上，从系统性和整体性角度出发，加
强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空间体系研究，
有助于为旅游廊道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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