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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西峡国家地质公园为例, 对恐龙蛋化石群的旅游价值进行了评价,并对开发原则和开

发模式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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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世界旅游业的迅速发

展,外出旅游的人数与日俱增,旅游的形式和内容也

更加丰富。在众多的形式中, 地质旅游随着人们文

化素质的普及和提高, 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和重

视,显示出广阔的前景。

地质旅游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有其显著的特点, 如稀少性、典型性、不可再生

性、形成过程的漫长性和复杂性, 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以及知识性等特点。根据地质旅游资源的性质和成

因特点,可将其分为地层型、遗迹型、岩浆型、构造型

和地下水型 5大类。遗迹型地质旅游资源是指古生

物遗体及古生物活动遗迹所形成的地质旅游资

源[ 1]。

西峡恐龙蛋化石地质公园主要位于河南省西南

部的西峡县境内,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以低山和丘陵

为主,生物的类型多种多样,素有/绿色王国0和/天

然药库0之美誉。地质公园内蕴藏了大量恐龙蛋化
石及恐龙活动遗迹, 它们是典型的遗迹型地质旅游

资源,属原始状态保存较好的化石群,有世界其他出

土点无法相比的显著特征: 埋藏数量多、分布面积

广、原始状态保存较好、时代早、蛋化石类型较多、蛋

化石与骨化石共存[ 2] , 因而被誉为当今世界古代奇

观中的/第九大奇观0, 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珍贵科学文化遗产0加以重点保护[ 3]。西峡县

十分重视地质遗迹的保护工作, 2002 年被评为国家

级恐龙蛋化石自然保护区, 2003年 8 月被评为省级

恐龙蛋化石地质公园。2003 年 11 月西峡伏牛山国

家地质公园通过国家地质公园评审委员会的评

审[ 4]。

本文以西峡恐龙蛋化石地质公园为例, 探讨遗

迹型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 既可以丰富地质旅游资

源开发的理论, 其实践又有助于促进当地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 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西峡恐龙蛋化石群旅游价值评价

旅游资源是旅游目的地用以吸引旅游者的最重

要因素, 也是确保旅游开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一般首先要对被开发地区的

旅游资源做出客观的价值评估,即旅游资源评价。

2. 1  恐龙蛋化石群的旅游开发价值评价
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大小或者说地质旅游

资源的质量好坏是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此,对地

质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评价显得十分重要。对地质

旅游资源本身的开发价值评价可从资源的典型性、

规模、科学价值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对于开

发价值非常大和开发价值较大的地质旅游资源均可

实施单独开发, 而对于有一定开发价值的地质旅游

资源一般不可单独开发,要与其他旅游资源一起综

合开发。

2. 1. 1  典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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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盆地的恐龙蛋化石群属原地埋藏型,上白

垩统地层发育较好, 保存也较完整, 准确记录了晚白

垩世时恐龙由繁盛走向灭绝的过程, 是研究中生代

末期生物界演化尤其是动物界演化的典型标本。

2. 1. 2  规模评价

西峡恐龙蛋化石群时代最早,品种和数量最多,

原始状态保存最好, 是目前世界惟一大规模的恐龙

蛋化石产地。

2. 1. 3  科学价值评价

西峡盆地的恐龙蛋化石群是世界迄今发现的恐

龙蛋化石点中年代最早的, 地质年代距今约为 1亿

年,分布面积最大, 数量最多, 为我国乃至世界地质

古生物研究、文物研究、古地理环境研究等都提供了

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科学资料, 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西峡恐龙蛋化石地质公园

恐龙蛋化石群的旅游开发价值非常大, 可以作为旅

游资源单独开发。

2. 2  恐龙蛋化石群旅游开发条件评价
除地质旅游资源本身质量外, 旅游资源开发还

要受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主要包括区位条件、旅游

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的数量和开发程

度等等。

2. 2. 1  区位条件评价

西峡位于豫西南地区,与鄂、陕两省交界,有豫、

鄂、陕三省/金三角0之称。国道 311、312、209,省道

48、49,以及正在兴建的宁西铁路横贯全境, 为游客

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2. 2. 2  旅游资源地域组合评价
西峡地区除了恐龙蛋化石群, 还有菊花寺山国

家森林公园、莲花仙池、哪吒庙、石龙堰风景区、屈原

岗碑、李自成/养眼洞0、左良玉/花园关0、龙潭沟瀑

布群等风景, 周围神仙洞、鸽子洞、蝙蝠洞、鱼库洞、

莲花洞、蜂洞等也各具特色, 另外伏牛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自然风光和雄居老君之巅的中原道教胜地

) ) ) 北鼎,都是知名的旅游地。由此可见, 西峡地区

既有青山绿水, 又有自然风光和古生物化石, 旅游资

源组合良好,能形成一个综合型游览区。

2. 2. 3  区域经济条件评价

西峡县总人口 41. 30万人, 在全省 110个县中

排名 97;国内生产总值 231 843 万元, 排名 75;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5 623元, 排名 30; 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1. 8% ,

45. 2%和 23. 0% ;财政收入 8 194万元, 排名 55;人

均财政收入 198. 74 元, 排名 20; 农民人均纯收入

1 938. 35元,排名 67; 综合经济实力排名 41(河南省

统计局, 2000)。西峡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

位居中上等,具有一定的投资能力。

总之,西峡恐龙蛋化石地质公园的恐龙蛋化石

群无论从自身质量, 还是从开发的外部条件来讲都

比较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现有的基础旅游设

施建设较为薄弱。

3  西峡恐龙蛋化石群的开发原则

研究区恐龙蛋化石群与其他旅游资源相比有其

自身的特点,其开发要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3. 1  保护优先原则
地质旅游资源在开发以前, 都要进行保护,这是

由地质旅游资源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遗迹型地质

旅游资源也不例外。对于西峡盆地的恐龙蛋化石

群,务必要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保护是开发

的前提和保障, 是为了更长久的开发;开发是保护的

经济后盾, 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恐龙蛋化石本身携

带很多有关生物演化的信息, 恐龙蛋化石一旦遭到

破坏, 其携带的重要信息将不能重现。因此, 一定要

遵循保护优先原则。

3. 2  研究和开发并重原则

西峡恐龙蛋化石群除了具有旅游价值外, 还具

有更重要的科研价值。恐龙骨骼化石和恐龙蛋化石

是揭开恐龙灭绝之谜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

生物界的演化甚至地球的演化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西峡盆地因此成为科学研究的基地, 1996年在

北京召开的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被确定为野外

地质考察的主要路线之一。因此, 在旅游开发的同

时,一定要充分认识恐龙蛋化石群的科研价值,遵循

研究和开发并重的原则。

4  西峡恐龙蛋化石群旅游开发模式

4. 1  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一般而言, 生态旅游概念有 3种定向: ¹ 定向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态旅游, 将生态旅游看作一种

旅游发展模式; º 定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的生态旅

游,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 »定向于行为规
范的生态旅游, 强调行为规范和环境价值观[ 5]。也

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具有 3 个层面的含义: ¹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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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 指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哲学; º 科学层面,

着重环境容量和旅游生态系统的研究; » 商业层面,

即一种旅游产品
[ 6]
。我们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

发展模式, 是基于上述生态旅游概念的第一种定向

和第一个层面, 将旅游发展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保

护紧密结合。在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的旅游区, 生

态旅游作为一种保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已被世界各

国普遍接受。这种旅游模式可以增强当地居民保护

旅游资源的自觉意识,减少环境破坏,协调发展与保

护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具体开发时, 要同时注重生

态旅游概念的其他几种定向和层面。西峡恐龙蛋化

石地质公园生态旅游开发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 1)重视生态旅游规划。

依据西峡地区生态旅游资源状况和旅游业发展

水平,其生态旅游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最大限度地保

护和利用生态旅游资源,坚持环境、社会、经济效益

的三统一,实行综合开发,把旅游业与社会经济发展

结合起来,推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 2)确定合理的生态旅游容量。

对生态旅游区的环境影响进行监测和评价, 确

定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承载力, 是保护生态旅游

资源, 保证生态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生态旅游

开发中,一定要坚持保护第一的指导思想。

( 3)加强生态旅游教育。

认识生态旅游是开发生态旅游的前提。因此首

先要对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教育, 提高他们的生态

意识、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 自觉用生态学原

则指导自己的行动, 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态旅游资源。

其次是对生态旅游开发、经营人员进行教育, 使他们

认清当前旅游发展趋势, 在旅游开发经营中自觉运

用生态学原则, 推出真正的生态旅游产品, 促进旅游

开发与保护环境协调发展。

4. 2  科技旅游开发模式

在21世纪, 用科技推动旅游业发展, 开发科技

旅游产品, 开辟科技旅游市场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

然趋势。所谓科技旅游, 是以科技交流为目的和主

要内容的旅游活动。包括两种形式, 一种是以科技

成果市场交易为中介的科技商务旅游, 包括各种科

技博览会、交易会、招商会、展览会、研讨会等; 另一

种是以科技为主题的科技科普游。

知识经济的到来给科技科普旅游营造了有利的

氛围,西峡恐龙蛋化石地质公园科技旅游开发可包

括两个层面,分阶段进行:

( 1)可根据西峡地区的实际情况, 把旅游、考古、

恐龙蛋化石研究相结合,适当开发一些面向学生的

科普旅游景点, 用以介绍恐龙蛋化石的成因以及与

恐龙有关的科学知识, 并且在旅游中增加科技项目

和科研知识的讲解, 形成系统的科技旅游开发成果。

( 2)要加大科普力度,开发科技含量高的旅游景

点。在提高人们科学素养的同时增加旅游收入, 形

成科技教育发展、科学素质提高、科技旅游收入提高

三位一体的增长格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所长、原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著名古脊椎动

物学家张弥曼院士就河南恐龙蛋的研究与保护提出

建议, 希望河南省政府在当地修建博物馆, 推动这项

具有国际意义的科学研究与科技旅游工作。在社会

各方的积极推动下, 西峡县有关方面对西峡县地质

公园进行了缜密规划。2003年 7月开始动工建设地

质广场和恐龙蛋化石展馆,随后建设博物馆, 规划总

占地面积 9 km 2,总投资 6 000万元,计划利用 3~ 5

年时间建成并向世人开放[ 7]。

科技与旅游的完美结合是寓教于乐的生动体

现,尤其是青少年对科技世界充满了无限好奇、热爱

与追求,大力推广科技科普旅游, 使人们能够在玩乐

中学到科技知识,感受科学精神, 是进行素质教育的

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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