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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 于探 求以 良好 的环境质 量促进 西安 市旅 游业的发展 ，从 西安 市 自然环境条件对旅 游业开发 

的适 宜性角度界定 了一些可开发 的旅游 项 目，分析 了旅 游开发造成 的环境影 响 ，针对旅 游环境 污染 

和破坏 问题 ，提 出了解决途径和 具体 的治理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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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的环 境质 量 是旅 游 开 发 的前 提 和保 证 条 

件 ，也是实现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要 素之一 。按 

照 旅 游环 境 的组 成 ，它 包括 社 会文 化 环 境 (即所 谓 

“软环境”)和生态 环境 (即所谓“硬环境 ”)两部分 ]。 

环境建设对西 安市旅游业 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 的支 

撑意义 。本 文仅对旅游开 发的硬环境作 以研究 。 

西安市旅游环境质量评价 

这 里环境质量评价仅 是对构成旅游 活动 背景的 

自然生 态环境质量及物质 环境的污染程度进行旅 游 

活动适 宜性评价 。 

1．1 西安市旅游开 发的 自然环境条件及项 目属性 

1．1．1 地 质地 貌 西 安市 跨 中期 准 地 台与 秦岭褶 

皱带 两大地 质构造 单元 ，包 括渭河 地 堑和北 秦岭褶 

皱带 的部 分地 段。全 市地 势南高北低 ，西高东低 。位 

于西 南隅 的太 白山海拔 3 767 m，为秦 岭主 峰 ，也 是 

我 国大 陆东半壁的最高 峰。秦岭 山地 区内褶皱 、断裂 

发育 。喜 马拉雅运动 中，山体上升迅速 ，流水侵蚀 强 

烈 ，基 岩 裸露 ，形成 一系 列著 名 的 山峰 ，峰 恋叠 翠 ， 

山、水、洞 、林构成 多处优美的 自然景观 ，但 由于秦 岭 

山脉地形 陡峻 ，坡 面上机械 风化碎 屑较 多 ，易发生洪 

水、滑坡 、泥石 流等现象 ；骊 山地势北翘南俯 ，四周断 

层发育 ，沟谷 深 切 陡狭 ，由于北 侧深 大断 裂发 育 ，加 

之骊 山北麓有 丰富的地下热水资 源 ，形成 多处温泉 ， 

如著名 的华清池 ，水温 43_C，矿 质成分众 多 ，宜于 沐 

浴疗 养 ；在渭 河 冲洪 积 地 的南 侧 ，如 长 安、蓝 田、临 

潼 、周至县境 内，分布着风成黄土或水成 黄土形成的 
一 系列 黄 土台塬 ，塬 区地势 高爽 ，视野 辽 阔 ，排水 条 

件较好 ，地质基础 比河谷 阶地区相对牢 固，宜于大型 

建筑物 的布设 J。 

1．1。2 气候 水 文 西安 是我 国北 方夏季气 温 最高 

的城市 ，在夏季晴 朗的天气条件 下 ，城 市热 岛效应十 

分显著 。热岛的 中心位置 主要 在西 安城墙 以内，平均 

比郊区高 1～2C ，温差最大 可达 7～10 C。城 区 内持 

续高温使游客旅游舒 适度大大下 降。同时 ，由于受西 

北或北 边荒 漠区与 黄土 区沙尘暴 的影 响 ，西安 市城 

区春季 出现多尘 或“土雨 ”天气 、沙尘 天气时 ，能见度 

低 ，往往影 响交通和人们 的正常旅 游 。秦岭 山地发育 

了极 为密集的地表 水系 ，全市共 计 25×10 m。的地 

表水 资源绝 大部 分分 布在 该区 ，是西 安市 的重要 水 

源地 。在此 山地 开发旅 游资源应注意生态环 境的保 

护 ，确保不 破坏地 表水 系 ，确保西 安市 拥有 稳定 、洁 

净的水源地 。 

1．1．3 植被 生物 秦岭 北坡 是西 安市 的森林旅 游 

资源 的主要集 中分 布 区，植 被、动物种 类繁 多 ，群落 

组成复杂 ，有不少极具观赏 性的花草树木 、飞禽 鸟兽 

和珍 稀濒危 生物 ，诸 如 ：独 叶草 、水 青树 、杜 仲、大熊 

猫 、金丝猴 、羚羊等 。植 被垂直分布带在我 国东部及 

东亚地 区有一定 的代表性。季节变化使森林 景观丰 

富多彩 ，春 季 山花 烂漫 ，夏 季绿荫 深重 ，秋 季红 叶硕 

果 ，冬 季松 青雪 白【3]。因此 ，适宜开发 山地森林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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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将人文景 观与森林景 观有机结合 ，不仅将人们 

欣 赏 自然 多样性 与文 化多 样性 结合起 来 ，大 大丰 富 

了旅游 活动 的内容 ，而且通过 营造风景林 ，保护天然 

林 ，可使森林 覆 盖率增 加 ，生 态环境 逐步 改善 ，获得 

良好 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 

综上所述 ，从开展旅 游活动 的角度看 ：秦岭高 山 

与 中心 区环境 承载力较低 ，不适 于开展“大众旅游 ”， 

而在森林 覆 盖率较 高 、空气 清新 、海 拔较高 的山区如 

太 白山、首阳 山、终 南 山、南五 台、王顺 山等 可开展森 

林 生态旅游 以及探 险 、回归 自然等特点 的旅 游项 目； 

骊 山宜于森林 生 态、花卉林 果 生态 、温 泉洗浴 、文 物 

古迹 、中型旅游度假村 等旅游项 目开发 ；平原 区宜 于 

观光农业 、园林风 景、康体娱 乐、仿古建筑 、古遗址 开 

发等旅游项 目开发 。 

1．2 环 境问题 

1．2．1 环境 空气 由于汽车尾气 的大量排放 、工业 

及生 活锅炉燃 煤产 生 的煤烟 及粉尘 的排 放 ，加之 干 

旱少雨 ，使西安 市环境空气质量 恶化 ，空 气能见度降 

低 ，尘雾天气较多 ，给游人 以低沉 、压抑的感受 ，这一 

点 已使 国 内外游 客逗 留 时间大 为缩短 ，境 外投 资亦 

大受影响 。多年降水监测结 果表明 ，西安市 每年均有 

酸雨 出现 ，出现频 率 占样 品总数 6．4 ，雨水化学 组 

成 中以阴离子 SO 一为主 ，最大值 为 479．03 mg／L， 

且出现在采 暖期 。酸雨对一些古迹 ，特别是石刻 、石 

雕或铜塑像具有强 的腐蚀性 ，值得注意和防护 。 

1．2．2 水环境 由于大量 超采地下水 ，西安 地面降 

沉和地裂缝 灾害仍 在发展。据统计 ，市 区现有 地裂缝 

l0多条 ，总长 达 55．24 km，地 面沉 降已对古建筑 造 

成破 坏 ，如有 l 300多年 历史 的唐 大雁 塔 已向西 北 

方 向倾 斜 886 mm，地裂缝 由大雄 宝殿前通 过 ，钟楼 

地面也 已沉 降，给西安市旅游业 开发带来 巨大 困难 。 

1．2．3 噪 声 西安市噪声污染主要反映在道路 

交通 。从 l998，l999年道路 交通噪声监测结果来看 ， 

l999年市 区道路交通噪声 等效声 级较 l998年下 降 

了 0．8 dB，暴露在 70 dB以上 的路段较 上年下 降 了 

l5．9个百 分点 ，但 暴露 在 6l～65，66～70 dB下 的 

路段 长度 比 l998年有 大幅度的增加 (见表 1)。 

表 1 暴露在不同等效声级下的路段分布及年度变化 

Tab．1 Distribution of road section under fifferent equivalent sound firessure level(ieq)and annual varia- 

tion 

1998年 

1999年 

68．6 

67．8 

O 

O 

O 

1．2 

1O．9 

19．1 

61．9 

68．5 

27．2 

8．9 

O 

O 

27．2 

11．3 

资 料 来源 ：陕 西 省环 境 质量报 告 书 (1998，1999) 

2 旅游开发对环境 的影响评价 

西 安 市 旅游 开 发 活动 对 环 境 造成 了一 定 的影 

响 ，这些影响 主要 表现为 以下几 点 。 

2．1 部分景 区存在 建设性破坏 

建设性 破坏对旅游 区的影响存在 着很大的不可 

逆转性 ，一些景 点违章进行建设 ，随 意改变规划确定 

的建 筑密 度、容积率 、高度控 制线 等 ，直接损 害 了风 

景 区 自然景观或历史文 化环境 。如碑林 博物馆附近 

的建 国 门外非 法 劳 务市 场 和丧 葬 用 品经 营屡 禁 不 

止 ，有 的甚至 在城墙根搭建临 时工棚 ，破 坏 了古城墙 

的文化氛 围 ；另 外秦 始皇 陵等 一些 景点周 围破 坏景 

致 的建筑 也随处可见 。 

2．2 游人对 自然环境污染和 文物景观破坏 

由于大部分 国内游 客环境意识 和社会公德观念 

淡薄 ，随意乱 扔废弃物 ，随地 吐痰 ，甚至就地便 溺 ，造 

成旅 游 区环 境状况 一直 难 以保 持清 爽 ，如护城 河游 

览 区的河 道垃圾 、兴庆 湖水 发臭等 。同时 ，个别游客 

对珍 贵文 物古迹 随意 刻、划 、抠 ，造成对 文物古 迹 的 

破坏 。过去在城墙上经 常发生此类事件 ，后因加强管 

理而有 很大好转 。但是 ，还有个 别新开 的文物景点 因 

管理不 到位而多次发生类似事件 。 

2．3 个别旅游 区存在旅 游灾害隐患 

最 大 的隐患是 火灾 频率 加大 ，因而 每到旅 游 旺 

季 ，防火消灾便成 为极 其重要 的任务 。另外 ，因修路 

导致一 些滑坡体活动性加强 ，一遇大 雨便堵 塞交通 ， 

严 重时会 出现车毁人亡之事故 。 

3 旅游环境污染整治 的基本途径 

3．1 加强法 制建设 ，依 法保 护和治理旅游环境 

为 了将 旅 游环 境 的保 护 和 治理 纳入 法 制 化 轨 

道 ，国家正考 虑在编 制 中的“旅 游法 ”内增加有 关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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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环境保 护 的条款 。在该法 出台之前 ，有关部 门要制 

定旅游 区环境保护条例 ，旅游部 门要全 力配合 。 

3．2 理顺管理体 制 ，强化 管理职 能 

目前 ，有些 风景区 的管理体制 比较混乱 ，表现为 

多头管理 ，政 出多 门，条 块分 割 ，责 权不清 。为此 ，在 

旅 游环境 保护 和污染 治理 工作 中 ，应 采取“谁 主管 、 

谁 负责”的原则 ，发挥 政府宏 观调控 、监督 的功能 ，强 

化管 理手段 j。 

3．3 采取针对 性措施 ，加强景区环境 卫生 管理 

在景 区环境 卫生 管理 方面 ，积极 推行 目前 有些 

景区成功 的经验 ，即：分片包干 、专 人负责 、定期检查 

的承包 管理责任 制 ，充分 调动 风景 区管理人 员 和环 

卫 工人 的积极性 ；在景 区内实行 生 活污水 排放许 可 

证 制度 ，严 禁未经处理 的污水 直接 排入景 区；在各商 

店、饭店 、饭馆 、小卖部 、摆摊 设点等地要建立起 严格 

的管理制度 ，责其搞好 区域 环境卫 生 ；实行 生活垃圾 

袋装 ，供 游客盛放 吃剩 的果皮 纸屑 及馐纸 等 固体废 

弃物 ；积极 发展耗 能低 、污 染少 的专用 游览 车(船)， 

在一些 国家 级景 区限制机 动车辆 的进 出 ；同时 争取 

做到景 区内以电代 煤 、代 柴 ，以减少 景区内大污染 和 

生态 的破坏 。 

3．4 大力整顿景 区的经 营秩序 

目前 ，一 些 景 区 的经 营秩 序 混 乱 ，到 处 摆摊 设 

点 ，强行买 卖 ，景 区犹如 闹市 ，影 响景区静 谧 的环境 

气氛 。各 级管理部 门要认真做好对 景区各 类商贩 的 

管理 ，坚持取缔无照 商贩 ，切实规 范景区经营秩序 。 

3．5 认真做好景 区规划 ，严格按 照规划开发建设 

旅游 景区的开发建设 ，首先要做好科学规划 ，并 

严格按 照规划办事 ，避 免乱搭乱建 ，对景区造成建设 

性破 坏 ，要依法处 理使 景 区建筑与 周 围环境景 观相 

协 调 。 

4 与西安市环境保护战略有效对接的 

近期措施 

4．1 加强 园林绿化 ，改善城市 生态 环境 

城 市绿 化是 改善城 市生态 、防治污染 的积 极有 

效 手段 ，是美化 城市环境 、创造 城市风貌特色 的重 要 

措施 ，是发展 经济 、改善 投资 环境 、发展旅 游 事业 的 

基础条件 j。围绕保 护历史文化名城这个 中心 ，紧紧 

抓住 改善 西安城 市生态 环境 这个 重点 ，做好 园林绿 

化 工作 ，在主 要街 道大量 栽植 行道树 —— 落 叶乔 木 

国槐 和法桐 ，如长 安路 、雁塔路 、解放路等 ；在市 民活 

动频 繁的广场大量种植草坪 ，如新城广场 、钟鼓楼 广 

场 、南 门、北 门广场 以及 兴庆 绿 岛等 ；在市 区与郊 区 

间建设绿色 生态 保护环境 j。力求通过 园林绿化这 

个 途径 ，调节 西安市生 态 环境 ，治 理“城 市病 ”，使 西 

安在 清新、优美 的环 境 中前进 ，以吸引 国内外 游客。 

4．2 把文物遗址建成公 园 

把 文物遗 址建 成公 园 ，既可 阻断周 围 乡村 的侵 

蚀 和人 为及 自然 的破坏 ，使文物在公 园内得到保护 ， 

又可 增加 园林 绿化 面积 ，达 到 改善城 市生态 环境 的 

效 果 。若将“四大遗址 ”建成公 园 ，不仅 保护 四大遗 

址 ，而且城市人均绿地 面积将成倍提 高 ，对调节 西安 

生态环境有积极作用。具体设想与建议如下：① 沣 

镐 遗址 ，在 保 护好 重 点 遗存 的基 础上 ，开辟 旅 游景 

点 ，将遗址建成一个 以重点遗址为 主要景观、以展示 

西周 历史文 化风貌 为 主体 、以园林 风 景及 经济作物 

为辅 的综合历史文化公园；② 秦阿房宫遗址，为保 

护好 这个宝 贵遗产 ，应 尽快 在遗址 周 围广植 绿化林 

带 ，以阻断周 围乡村 的侵蚀 和人 为及 自然 的破坏 ，进 

而 在保护 区内加强 园林 绿化 景点 建设 ，建立 秦文化 

游览中心；③ 汉长安城遗址 ，在保护汉长安城的整 

体 格局 ，加强 重点 遗存 的保护 ，并维护其环境 风貌的 

前提下 ，将其 建成 为历史文化公 园，以城市绿化 建设 

和旅游 业 的发 展 带动 遗址 保 护 区 内产 业结 构 的转 

变 ；④ 唐 大明宫 遗址 ，1994年 已在保 护 区边 界地 段 

种植 了林带 以作隔离 ，进而要进一 步做好园林绿化 ， 

建立 大明宫博物 院。另外 ，建设大雁塔 公园 、小雁塔 

公 园、楼 观台风景 区、草堂寺风景 区、杜陵风景 区等 ， 

使 遗址 在公 园 内得到充分 的保护 。 

4．3 合理开 发旅游 资源 ，依 法保护公用水源 

旅游业 会对 水源 产生一 定程 度 的污染 ，因此凡 

在 饮用水 源上游地 区开发旅 游 ，应在 布局 上进行适 

当限制 ，建立水 源保 护区 。在秦岭北麓远 山和浅山开 

辟 终南 山、翠 华山等森林公 园和 自然保护 区；加强黑 

河 上游和黑河进入 西安沿线 山区绿化 和水源 涵养林 

的保 护 、建设 ；在 秦岭 北 麓 25。以上 全 面封 山育 林 ， 

坚 决取缔 自然保 护 区、风 景旅游 区和城市 饮用 水源 

保 护区 内各种破坏 自然资源和环境 的非法 开发建设 

活动 ，发展 生态旅 游 。 

4．4 垃圾 污染控 制及其处理 

固体废物管理要 注意综合利用 与处 理处置相结 

合 ，以源 头削减为首选战略 。首先 ，加强城市垃圾 、粪 

便处理设施的建设 ，在各街道旁设置高质量、高档次 

的密闭式容器收集 箱 ，实行 垃圾 分类收集 ，单独密封 

装 运 ；在 各旅 游 景点 建 设 高新 标 准 厕所 ，使厕 所 数 

量、布局 、管理 、设施 现代化一步到位 ，尽可 能减 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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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的污染 。其 次 ，通过 各种措施 ，控制工业 固体废 

物产 生和排放 ，力争使废 物综合利用 (主要用作 建筑 

材料或 回收原料 )率保持 在 8O 以上 。 

4．5 控 制乡镇企业及农 业对旅游环境 的污染 

对影 响旅 游区和水保 护区的污染型 乡镇企 业进 

行摸 底 、监 测 ，配 合 地方 政 府 转 变 乡镇 企业 运 行 模 

式 ，发 展集约 化 、规 模 化生产 和清 洁生 产 ；对严重 污 

染旅 游环境 而 限期 难 以改正 的企 业 ，配合 有关部 门 

进行 迁 移 或关 闭 ；大 力 推 广农 业 生 态建 设 ，防止 化 

肥 、农 药对 旅 游 水 体 和空 气 以及 采 摘 果 品 形 成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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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on tourism developm ent and the 

proper 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m environm ent in Xi an 

SONG Jin—xi ，W ANG Bo—duo ，LI Huai—en 

(1．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2．College of W ater Conservancy and 

Short For，Xi 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 an 710048，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itable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Xi an city，some appropri— 

ate opening—up tourism projects are put forward． Furthermore。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lated to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analysed．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proper ways and 

practical measures to solve th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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