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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消落区对三峡旅游影响及对策
!

范C春

"重庆工商大学 旅游与国土资源学院#重庆 M"""%I$

摘C要!水库存在消落区现象是自然规律下的客观存在$消落区对水库景观有影响也是不

争的事实% 尤其是三峡工程所形成的超大型水库$其消落带长度长达 %"" 千米$平均宽度高达

F" 米$存在的时间长达 K 个月之久$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更为致命的是其消落区刚好覆

盖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国家级风景区$这无疑会对其旅游景观和旅游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从

表面看$消落区的存在对三峡旅游来看是一个不利因素$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虽然其对

旅游交通建设+旅游视觉景观和旅游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但它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契

机% 即利用消落区进行湿地公园建设+在进行消落区耐水植物培育时候进行大地景观艺术建

设+利用滨江景观廊道遮挡消落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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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消落区是指因水位周期性变动而形成的一段

特殊区域!是水%陆生态系统的交错地带!对水%陆

生态系统具有双重影响" 作为水陆交错带其生态

系统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特征!由此所形成的旅

游景观形态具有时%空变动性特点"

国外对消落区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河

岸带对D%S及农药的净化机理研究&河岸缓冲带

研究&河岸缓冲带植被组成类型研究&河岸带生态

系统管理模型研究-#.

" 国内对消落区研究主要

从三个方面体现#水陆交错带研究&缓冲带对D%S

的去除效果研究&消落带生态模式重建%生态环境

调控措施研究-!.

"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研究者都

是从生态学和土壤学角度对消落区进行特征分

析%进而提出治理措施!是从自然科学角度进行的

客体实证研究" 尚没有人从旅游角度分析消落区

对三峡旅游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虽然有学者在研

究三峡库区消落区时曾提出消落区对旅游景观有

影响!但如何影响及影响消除对策却较少提

及-F.

!本文从美学%大地景观艺术和心理学角度

就三峡库区消落带对旅游影响及消除对策进行探

讨!以期为三峡旅游的复兴有所帮助"

二%三峡水库消落区特征

消落区是所有水库都存在的共同现象!它是

人力活动改变自然规律后!自然对人的行为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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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反映" 三峡工程是我国 !" 世纪的重大水利工

程!它造就了我国水利工程史上的 F 个第一" 再

加之三峡工程区域涵盖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旅

游景区!所以其工程影响力就更为突出" 按照三

峡工程调度方案!库水位将在 #MK o#IK 之间变

化!形成以半年为周期!高约为 F" 米!长为 %"" 千

米的消落区"

"一$消落区水位时间变化的反自然规律性

长江干流宜昌至重庆段习称川江!川江天然

水位具有季节性涨落变化" 其一般规律是#冬季

和春初为枯水季节!阳春三月春雨带来桃花汛!水

位开始回升!到盛夏和初秋!水位涨至高峰!秋季

逐渐退水!冬季又回到枯水位" 三峡工程库水位

与川江天然水位具有时间上刚好相反的特点#即

每年 % 月上旬末到 #" 月上旬!库水位在 #MK 米低

水位运行!#" 月中旬至第二年 % 月上旬!库区开

始蓄水!水位逐步恢复到 #IK 米高水位运行-M.

"

"二$消落区水位空间变化的差异性

三峡库区水位变化虽然平均幅度是 F" 米!但

由于其延伸 %"" 千米长!各地距大坝相对高程不

同!故其形成的消落区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其对

旅游景观影响也是不同的" 每年 % 月上旬末到

#" 月上旬!坝前水位比自然水位抬高 L" 米!奉节

水位升高 F" oM" Y!水库回水降到涪陵一带" #"

月中旬至第二年 % 月上旬!库区水位平均升高百

余米!回水到达重庆江津一带!忠县水位升高K" o

%" 米"

"三$消落区面积是我国最大的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统计报告!三峡库区消落

区面积为 FML)$F 平方公里!分布在湖北省%重庆

市所有 !% 个库区区县!有的地方集中!有的分散!

类型很多" 其中!三峡重庆库区消落区面积

F"%)!L平方公里!岸线长 MLL#)MF 公里"

"四$消落区生态环境脆弱性

三峡库区本身是我国地质灾害的多发区!消

落区存在进一步加剧这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再

加之消落区范围内工矿企业较多!人口密集!其原

来的生态环境基础较差!消落区季节性水位变化

将使得生态环境基础更加脆弱-K.

"

"五$消落区景观生态结构类型较多

根据消落区坡度和土壤条件!结合实际情况!

三峡库区消落区景观生态结构类型有七种!它们

是#峡谷坡地裸岩型消落区%峡谷陡坡薄层土型消

落区%中缓坡坡积土型消落带%开阔河段冲积土型

消落区%城镇河段堤坝型消落区%城镇河段废弃土

地型消落区和支流尾阑型消落区-%.

"

三%消落区对旅游影响

消落区对旅游的影响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旅游景观层面" 它将影响三峡旅游

景观形象的完整性!制造出一条与背景不协调的

灰色缎带&二是旅游交通层面" 消落区水位的周

期性变化和消落区类型的多样性将增加三峡旅游

交通建设成本和经营风险" 三是旅游生态环境层

面" 库水位周期性变化可导致消落区土壤养分转

移到库水中!使得库水富营养化" 同时!消落区土

壤有毒有害物质被水溶出!可能引起水库水质下

降!所以动摇三峡旅游的环境基础"

"一$消落区存在将破坏三峡旅游景观形象

完整%协调性

旅游的本质是一种审美愉悦体验!其体验的

好坏要靠体验的舞台或场景来实现" 三峡库区原

有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场景为到此地的游客提

供了广阔的体验平台!从而使三峡旅游成为我国

国际和国内旅游的金字招牌" 然而!大水库出现

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消落区出现却正在破坏或改

变旅游者对三峡旅游体验的印象"

视觉是最主要的审美感官" 视觉器官主要是

捕获景物的形状%形态和色彩信息!这些信息进入

人的大脑以后!欣赏者则根据大脑内已有的形式

美学原理来评价它们是否能带来$赏心悦目,体

验效果" 视觉对欣赏者影响主要是由视觉的高

度%宽度%长度和对比度来体现" 作为峡谷型旅游

体验区的长江三峡由于三峡工程出现!旅游者的

视觉欣赏宽度拓宽%高度降低!带来视觉对比度减

小!原有的雄%险体验就大打折扣" 原来以峡谷体

验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三峡将失去其特色!尽管

!""$ 年的三峡会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但它却是

一个大型的湖泊水库体验区!其大自然的巧夺天

工意境将成为历史" 更为致命的是消落区存在所

带来的$视觉污染,将进一步削弱游客体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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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消落区水位涨落反自然枯洪规律表明#在

消落区出露成陆时期!三峡库区气候较为炎热潮

湿!大雨%暴雨频繁!裸露出来的消落带形成的灰

色条带%大量被淹死泛白的树枝%水位下降所带来

的河道内沉淀的各种污染滞留物%地质滑坡所形

成的破损面将会对三峡旅游视觉体验带来直接的

负面体验影响!而此时恰恰又是三峡旅游的黄金

时期"

"二$消落区存在将加大旅游交通安全风险

系数#增加旅游交通建设成本

三峡库区本来就是我国地质灾害的频繁区!

据不完全统计!有各种类型%大小地质灾害点 ! 万

余处!其主要类型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危岩和

地面塌陷五种" 在消落区内和前缘高程在 #IK 标

高以上但可以受消落区水位涨落影响的地质灾害

2重庆段3就有 # #!# 处!直接受消落区水位涨落

影响的有 LKM 处!间接可能受其牵连影响的有

!%I 处-I.

"

目前!三峡旅游交通方式主要是游船观光!局

部地段有橡皮筏漂流%徒步旅行%陆地交通等" 在

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三峡库区游艇经济规

划报告中也指明未来三峡旅游交通类型也是以游

艇游船为主要形态" 消落区范围内的大量地质灾

害存在一方面破坏三峡旅游视觉景观整体协调

性&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过往江面%河面游船游艇

安全&消落区垂直高度的差异也将对原有的旅游

交通码头重建增加成本"

"三$消落区存在影响旅游生态环境质量

游客对旅游地的感知是一个综合体验过程"

其中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构成体验感知的舞台场

景" 消落区存在将影响对这个舞台场景的质量"

首先!消落区形成后将导致景观多样性降低!据统

计形成前2重庆段3景观多样性指数高达!)#F./>!

形成后绝大部分地区降低为 #)" o!)" 之间" 植

物群落也将基本由一年生草本植物替代&其次!植

物物种多样性减少!群落结构趋于简单化" 消落

区形成前!三峡库区植物物种非常丰富!土地仅占

库区面积 !`的消落区!其植物科属种分别占库

区植物科属种总数的 MK)F`%#K)#`和 %)M`&同

时植被类型也多种多样!群落结构非常完整" 水

库蓄水后!消落区由原来的陆生生态系统变化为

季节性湿地生态系统!一方面尽管会出现新的物

种!但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未成库前植物物种生

长!尤其是其长达 # 个月以上被水淹没&同时!适

应水生环境生长的物种又因长达 M 个月以上的成

陆期2季节性露出水面3难以存活!所有这些都将

导致消落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简单化!生态系

统稳定性降低" 再次!污染物大量滞留破坏旅游

生态环境!导致旅游卫生环境质量减低" 一方面!

消落区自身和库区中的污染物由于水浪河库水的

横向流动将向岸边的消落区推移沉积&同时水中

的一些营养物质也将进入消落区下部土壤中使土

壤富营养化" 另一方面库区两岸人类生产生活活

动所带来的污染物也将经消落区进入水体!使水

体富营养化和水质下降" 尤其是消落区内的有机

农业耕种将使库区水体生态环境更加恶化" 大面

积消落区上的污染堆积物在成陆期时又恰逢库区

炎热酷暑时段!为细菌的繁衍提供了极佳的载体

和时间!这样将严重影响三峡旅游的卫生环境

质量-L.

"

四%消落区旅游治理指导原则

既然消落区存在是三峡水库的既定事实!消

落区对旅游有如此大影响! 那么如此大面积%多

类型的消落区是让它继续影响三峡旅游形象!还

是通过合理的科学利用方式来造福人类!国际国

内学者提出过许多治理的见地" 但大多都是从生

态角度谈及!较少考虑旅游视角" 笔者以为消落

区在旅游上可以大做文章"

"一$大视野大旅游原则

从表面上看!消落区好像是一场旅游灾难&但

反过来一想!旅游灾难也可以变成灾害旅游" 大

旅游视野要求现代旅游资源概念界定突破传统束

缚!一切能够给人以不同体验的存在物都可以称

为旅游资源" 唐山大地震对人类来讲是一场天

灾!但大地震遗址公园却成为唤起人们对往事追

忆的旅游载体!自然或人为灾害事件成为旅游吸

引物!只不过获得的体验效果是不同的" 三峡水

库消落区是一场人为的灾害!但如果加以合理的

规划也可以成为唤起人们爱护环境的旅游吸

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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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地制宜原则

据前所述!消落区的地理特征在三峡水库沿

线空间分布上具有差异性特点" 有些区域面积较

大%坡度较平缓&有的区域面积大!但坡度较陡&有

的区域位于干流上!有的区域位于支流上&有的在

城镇区!有的在非城镇区!消落区的这些地理差异

要求在进行旅游开发和治理时遵循因地制宜

原则"

"三$立体景观原则

三峡库区属于川东山地地形区!山地面积占

三峡库区面积 L"`以上" 再加之处在亚热带与

暖温带过渡区!生物多样性特征明显" 故在对消

落区进行旅游设计开发时!要结合本区域的自然

地理特征!突破消落区视野!充分发挥山地地形特

点!进行立体景观设计开发!使消落区成为立体景

观中的一设计元素"

"四$大地艺术原则

三峡工程实际是一项庞大的人类国土整治活

动!在整治过程中!要吸收大地艺术原理!将整个

自然山川看作一张展开的画纸!运用艺术美学原

则!将业已存在的山川等景观元素进行有目的的

重新布局%着色" 消落区只不过是尚未加工完毕

的最后一道工序" 当然!人类的这次有目的的活

动必须遵从自然本身的演变规律!这种艺术加工

应该是适度的"

"五$生态建设原则

消落区具有生态敏感性和脆弱性特点!三峡

库区是地质灾害多发区特性要求对消落区开发建

设必须谨慎进行" 单一的技术工程可能破坏其生

态系统稳定性!所以!生物工程技术应该广泛用于

消落区开发治理"

五%合理有效利用消落区开展旅游具

体措施

"一$建立人工湿地#构建新的生态旅游吸

引物

在地势相对低洼地带!三峡蓄水的季节变化

会形成规模不等的积水区域!这些区域为形成湿

地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 通过合理培育适合水

生和旱生的两栖植物!构建底栖生物生存的居住

环境!进而带来飞禽动物的落户!这样就会形成立

体的人工湿地群落" 在人工湿地群落内!按照生

态敏感度高低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适度旅游开

发区!进行分区开发" 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由消

落带季节变化所带来的景观的形象破坏!另一方

面又可以增加新的旅游资源!增强旅游者的生态

保护知识和意识"

"二$保留部分典型的消落区灾害体#构建灾

害旅游吸引物

在不影响三峡旅游整体审美效果下!找寻支

流区域的典型消落区灾害体!建设灾害旅游主题

吸引点" 在建设中!充分考虑不同的欣赏视角!运

用现代科技技术让游客全面了解地质灾害的形成

过程%所造成的危害以及人类治理灾害的手段"

树立起认识自然%珍爱自然进而达到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自然观"

"三$运用生物治理技术#结合农业生产#整

体设计#构建立体的山地旅游景观

单一的现代水泥加固技术或无所作为的听之

任之态度都将对三峡旅游形象带来极大破坏" 充

分利用山地地形垂直高差特性合理布局人类和自

然活动将形成立体三峡景观意象" 三峡库区也是

我国的国家级贫困地区!库区居民具有走向现代

化的意愿和冲动!而库区产业空心化却制约了现

代化的进程" 农业仍然是他们的生活支柱!而生

态屏障建设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正对传统农业提

出了挑战" 三峡库区传统农业正在进行转型" 其

中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农业

旅游将成为三峡旅游的又一大亮点!但前提是要

结合本地自然特征建设立体农业" 其类型有#顺

地势从低往高##)消落区季节性观光农业花卉园&

中山采摘型经济林&中高山度假型农家乐&高山生

态林" !)消落区湿地公园%中山赏叶林%中高山度

假农园%高山生态林"

"四$因地制宜#建立城镇消落区景观长廊

城镇区域的消落区由于人类活动频繁!其生

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但出于安全角度!单一的生

物治理是不够的!所以在此区域通常采用生物治

理和现代工程技术治理结合法" 即先以现代工程

治理再以生物辅助治理" 其一般类型有#滨江交

通观光休闲景观带和单一型护坡立体设计" 前一

IK

第 % 期CCCCCCCCCCCCC范C春)三峡水库消落区对三峡旅游影响及对策



类型在现代临水城市中经常采用!如重庆南滨路

景观设计%上海黄浦江两岸设计等!它们通常具有

交通%休闲%观景功能&后一类设计可以结合大地

景观艺术!构建主题性立体绿化坡!这样就会与消

落区上的城市构成浮在绿舟上的城镇景观意象"

"五$利用消落区#构建季节性现代农业景观

在三峡库区!消落区存在的时间长达 K 个月

之久!除了湿地景观公园建设外!也可以进行季节

性现代农业景观塑造" 可以选择地势比较低平区

域!利用消落带区域季节性水体运动所带来的肥

力较高的新鲜土壤!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短季

节休闲农业旅游" 三峡库区消落带出现一般在冬

春季节!此时间段河谷气温相对山地较高!可以进

行冬季绿色无公害蔬菜种植" 同时建立移动式农

家帐篷!在蔬菜收获时节!让旅游者参与其中进行

蔬菜采摘%购买或烹饪-$.

" 也可以采取划片方

式!出租给临近城市居民进行蔬菜种植!旅游农业

企业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并收取一定租金和管理

费" 消落区农业景观开发可以有效利用废弃土

地!提高土地经济效益" 同时!也可部分缓解三峡

库区人多地少!减轻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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