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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业是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刺激和拉动内需的重要产业。
世界旅游组织199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在199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已确定把信息业、房地产业、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
国家旅游局计划到2010年，中国旅游业收入要占GDP的8％。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位的旅游目的地国。
由此可见，我国正在经历一个旅游业迅猛增长的时期，其间机遇与挑战并存。
旅游业是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游览服务的行业。
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基石。
缺少了“旅游资源”这一凭借，旅游业将沦落为“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
因此，以“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的“旅游资源学”一直在旅游管理的学科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
置，它是后续旅游规划、旅游地理等课程学习的基础。
本书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以及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自然旅游资源部分对地质地貌、水体、生物、气象气候与天象等四大类旅游资源进行了详细介绍；人
文旅游资源部分对历史遗址、古代陵墓、古代建筑、古典园林、宗教、城镇、乡村、文学艺术、节事
活动等类别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全面阐述。
在编写本教材时，主要突出以下特色。
（1）以“篇”作为全书最高级别的结构单元，篇前有反映篇内内容关联性的框图及说明，篇后有“
结束语”，以便学生更好地把握所学内容的结构与联系。
（2）强化“旅游资源”研究的“保护”视角，介绍了解决开发与保护矛盾的最佳工具——环境解说
，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从技术与机制两个层面探讨了开发，同时兼顾旅游资源保护的具体方
法。
（3）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资料，章节之内有拓宽学生视野的“实例”，章节之后有相
关的“案例”学习内容。
资料选取重视国外实践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的结合，基础理论探讨与学科前沿问
题揭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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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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3个方面的内容，
强化了“旅游资源”研究的“保护”视角，介绍了解决开发与保护矛盾的最佳工具——环境解说，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从技术与机制两个层面探讨了开发的同时兼顾旅游资源保护的具体方法。
该教材资料翔实、体例新颖、论述严谨，尽量做到国外实践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
相结合，基础理论与学科前沿相结合。
    本书可作为旅游管理、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城市规划等专业的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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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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3 地质地貌类旅游资源的构景与审美审美需求是旅游者最重要的出游动机之一。
构景是从景观科学的角度，分析自然景观和各构景要素的形式特征及其规律性，拉近审美者与自然景
观的心理距离，形成审美期望，丰富想像力。
地质地貌是自然景观的骨架，多种形态的地表构成了自然景观场的基本格调：令人仰止的高山给人以
威严、壮丽之感，狭奥的深谷使人产生神秘、幽密之感，而一望无际的平畴则令人心旷神怡。
自然界许多奇特的地质现象、奇异的地貌形态及过程，都对旅游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不仅可单独构
景，甚至还成为旅游景区的主景。
因自然景观的主要类型几乎都与山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风景区也多分布在山地或与山地相关
，因此本章主要以山岳为主，来探讨地质地貌旅游资源的构景与审美。
1.山岳旅游资源的构景山势与形态是决定山岳旅游资源审美的基本构景要素。
自古以来，我国对山体形象及其特征的认识就比较深刻。
唐宋时期，山水画兴盛，一些山水画家在其所撰写的《画论》中对不同的山体形态特征作过种种描述
和界定，唐代王维所著《山水论》对其有所记述：“平夷顶尖者巅，峭峻相连者岭，有穴者岫，峭壁
者崖，悬石者岩，形圆者峦，路通者川。
两山夹道名为壑也，两山夹水名为涧也，似岭而高者名为陵也，极目而平者名为坂也。
”山势即山的气势，由山的整体尺度和宏观形态所决定。
魏源比喻“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唯有衡山独如飞”，所据即为山势。
山势由山的骨架所造就，而山的骨架则取决于地质构造，如褶皱或断层，后者形成的“断块山”往往
多悬崖峭壁，奇险峥嵘，华山即是如此。
在构造作用形成山的基本形态之后，风、流水、冰川、海浪、生物等外力就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地对山体进行精雕细琢，其作用力的大小取决于外营力的类型和山体的岩性。
按照地质学的分类，岩石可分为三大类：岩浆岩、沉积岩与变质岩。
岩浆岩是地壳下的岩浆沿着地壳中的裂缝向上入侵在地壳中凝固成岩或流出地表冷凝成岩，如花岗岩
、玄武岩、流纹岩等。
沉积岩又叫水成岩，是各种颗粒大小的泥、砂、砾或溶解质被水动力搬运到较低处沉积下来，经固结
而成的岩石，如砂岩、砾岩、石灰岩、泥岩等。
变质岩是已经成岩的岩浆岩和沉积岩在地质运动的高温、高压下发生理化性质变化而形成的新岩类，
如花岗岩变质为片麻岩，石灰岩变质为大理岩。
不同的岩性对山体的形态塑造和审美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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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学》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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