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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资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够对游客产生吸引力和开展旅游活动的各种事物与因素的总和。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本书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中国旅游资源分区、旅游资源调查与评
价、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编写力求简明扼要，注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强调知识的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旅游管理、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环境科学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
作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用书。
对于从事旅游企业经营的管理者，致力于旅游开发、园林规划的科技工作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本书由毕华设计大纲，组织编写，最后统稿定稿和修改完善。
全书共19章，各章节具体编写分工如下：　　第1章、第17章，毕华负责编写；第2章，赵志忠负责编
写；第3章，游长江负责编写；第4章、第8章，余天虹负责编写；第5章，唐少霞负责编写；第6章，陈
扬乐负责编写；第7章，肖志、毕华负责编写；第9章，励艳红负责编写；第10章、第11章，罗艳菊、
黄宇负责编写；第12章、第13章，刘志伟、毕华负责编写；第13章、第14章，黄宇负责编写；第15章
，王薛平、毕华负责编写；第16章，符英负责编写；第19章，刘一梅、毕华负责编写。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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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中国旅游资源分区、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
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可作为旅游管理、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环境科学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
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用书。
对于从事旅游企业经营的管理者，致力于旅游开发、园林规划的科技工作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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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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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特点    三、旅游资源的分类  第二节    旅游资源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    一、旅游资源学的
研究对象与内容    二、旅游资源学的研究方法  思考与练习第二章  地质地貌类旅游资源  引言  本章学
习目标  第一节  概述    一、地质地貌类旅游资源的概念    二、地质地貌类旅游资源的主要特征    三、地
质地貌类旅游资源的旅游吸引力与旅游功能  第二节  地质类旅游资源    一、矿物、岩石、矿产旅游资
源    二、地层、古生物旅游资源    三、构造遗迹旅游资源    四、地震遗迹旅游资源  第三节  地貌类旅游
资源    一、山岳地貌旅游资源    二、峡谷地貌旅游资源    三、沉积岩类地貌旅游资源    四、岩浆岩类地
貌旅游资源    五、变质岩类地貌旅游资源    六、海岸、海岛地貌旅游资源    七、干旱、半干旱区地貌
旅游资源    八、冰川地貌旅游资源  思考与练习第三章  水体类旅游资源  引  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概述    一、水体类旅游资源的概念    二、水体类旅游资源的特点    三、水体类旅游资源的旅游吸引力
与旅游功能  第二节  江河旅游资源    一、风景优美的河流    二、人文历史悠久的河流    三、漂流探险河
段  第三节  湖泊、沼泽湿地与水库旅游资源    一、湖泊旅游资源的分类    二、湖泊旅游资源    三、沼泽
湿地旅游资源    四、水库旅游资源  第四节  瀑布旅游资源    一、瀑布类型    二、瀑布的旅游价值  ⋯⋯
第四章  生物旅游资源第五章  气象、气候和天象旅游资源第六章  综合自然景观类旅游资源第七章  历
史遗迹类旅游资源第八章  古建筑类旅游资源第九章  古代陵墓类旅游资源第十章  现代设施类旅游资源
第十一章  古典园林类旅游资源第十二章  城乡类旅游资源第十三章  宗教类旅游资源第十四章  民俗风
情类旅游资源第十五章  文学艺术类旅游资源第十六章  旅游商品类旅游资源第十七章  中国旅游资源分
区第十八章  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第十九章  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资源学>>

章节摘录

　　坊即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
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
牌坊也可作为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
牌坊为单排立柱式建筑，起划分空间或控制空问的作用，不带屋顶的为牌坊，带屋顶的为牌楼。
　　牌坊就其建造意图可分为四类：一是功德牌坊，为某人记功记德。
如山东省桓台县新城镇“四世宫保”牌坊，是明朝万历皇帝为当时新城人兵部尚书王象乾所建。
二是贞洁道德牌坊，多表彰节妇烈女，在安徽歙县有许多这类牌坊。
三是标志科举成就的，多为家族牌坊，为光宗耀祖之用。
四是标志坊，多立于村镇人口与街上，作为空间段落的分隔之用。
在皖南徽州地区，牌坊是与民居、祠堂并列的闻名遐迩的建筑，被誉为古建“三绝”，几乎成了徽州
的标志。
古徽州享有“礼仪之邦”美誉，原有牌坊一千多个，现尚存有百余个，形态各异，被誉为“牌坊之乡
”。
　　牌楼从形式上分，主要有“冲天式”（“柱出头”式）和“不出头”式。
“冲天式”牌楼的间柱是高出明楼楼顶的，“不出头”式牌楼的最高峰是明楼的正脊。
无论柱出头或不出头，均有“一间二柱”、“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形式。
顶上的楼数，则有一楼、三楼、五楼、七楼、九楼等形式。
在北京的牌楼中，规模最大的是“五间六柱十一楼”。
宫苑之内的牌楼，大都是不出头式，而街道上的牌楼则大都是冲天式。
老北京的牌楼比别的城市多。
元大都时，全城分为五十坊，明代分为四城三十六坊，清代分五城，但坊没变，这也是北京牌楼多的
一个原因。
北京有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几处热闹的商业区，皆因有过一座或四座牌楼而得名。
后来人们慢慢地把牌楼二字省略，20世纪50年代初又认为这些牌楼有碍交通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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