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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作为现代人类社会日益兴盛的规模化空间地域活动，使得有关旅游地理的知识无论是对于
旅游者还是旅游从业者，都应是很实用的知识；而对于旅游与旅游管理的研究，旅游地理学更是一门
不可或缺的应用性学科。
本书正是基于培养大专以上层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实际需要而编写。
　　本书在充分借鉴国内已出版的有关中国旅游地理著述基础上，以旅游资源为基础，旅游客源市场
为导向，立足旅游地理学的学科特点与基本知识领域，力图为我国旅游活动的开展与旅游业经营管理
提供更适用和便于掌握的中国旅游地理知识。
本书进一步明确了学习与研究中国旅游地理的目的与方法、旅游资源的基本性质和中国旅游资源的基
本特征等内容，并加强了中国客源与客流地理的分析；更加注意有关旅游资源分类的明晰与实用，以
及旅游资源分布规律的反映，并强化了各类的明晰与实用，以及旅游资源分布规律拭　反映，并强化
了各类旅游资源的旅游意义、功能与价值分析；本书力图使中国旅游地理的基本知识结构理趋明晰而
适用，使中国旅游区划更趋合理、区域特色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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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植物动物旅游资源一、概述动植物作为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构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主体。
动植物既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自然物质基础，同时也是美化、活化、净化人类环境的主角。
(一)动植物的旅游功能1．构景功能动植物通过生命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声、色、香等审美因素，
在风景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构景作用。
地球上的动植物种类纷繁，形态万千，绚丽多彩。
植物的基调一象征生命的绿色，充满了永恒的魅力。
鸟兽禽虫的呜叫，奇花异树的飘香都可给旅游者带来心旷神怡的享受。
观赏性很强的花卉蝶鸟，常常被视作“美好”的象征。
就整体而言，动植物具有如下三方面的构景作用：(1)装饰性作用。
动植物，尤其是植物对风景具有最突出的装饰作用。
古人云：“山之体，石为骨，林为衣，草为毛发”；“山得草木而华”、“得树而妍”。
植物堪称是山水的肌肤、风景的容颜。
植物及植被能给风景带来“秀”、“丽”、“幽”、“森”等方面的突出意境。
(2)生机性作用。
动植物能给自然和人文景观带来勃勃生机和活力。
即使在最恶劣的自然环境，只要有具美感的动植物景观存在，就会使人耳目一新，为顽强的生命所振
奋。
如南极洲的企鹅、冰山上的雪莲、戈壁滩的红柳。
(3)标志性作用。
动植物作为气候的镜子，生态环境的主体，是一个地区自然环境特征的重要标志，尤其是一些代表性
的植物、动物。
此外，人类赋予一定动植物的鲜明人格化寓意，还使其具有文化环境的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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