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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河威州泉域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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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野外调查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 开展了冶河威州泉出露区的地形测绘、地球物理勘探及水质测试,对冶河威

州泉域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评价,并利用 SWOT 模型对其生态旅游开发进行了分析, 根据功能分区理论提出了今

后旅游开发建议。分析认为,冶河威州泉作为典型的泉水- 河流型湿地景观, 泉水资源优势明显, 具有良好的生态

环境优势与旅游开发潜力,但同时也存在开发落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劣势。开发初期宜采取/ 增长型发展0为主

导的发展战略 ,建立具有较高产业价值的湿地景观, 利用市场的推动来更好地保护湿地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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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of Weizhou Spring Area in Yeh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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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 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ecolog ical environment status of the

Weizhou spr ing area in Yehe R iver thr ough topog raphic mapping, geophy sica l explo ration, and w ater quality analy sis o f the out2

cr op area o f Weizhou spr ing. The ecolog ical tour ism development o f Weizhou spr ing area were analy zed using the SWOT model,

and the suggestions of futur e development st rateg y was pr oposed based on the function division theor y. The r esult s showed t hat

the Weizhou spr ing in Yehe R iver , as a t ypical spring2 riv er wetland, has gr eat advantag es of spring w ater r esour ces, natur al eco2

log ical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resour ces explor ation potential, but it also has disadvantag es o f backward development and

weak infrastr ucture in developme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take the g rowth2o 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 y, build the

wetland landscape with high industr ial v alue, and finally utilize the market effects to promo te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 ical env i2

r onment in Yehe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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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州泉是石家庄地区流量最大的泉群, 位于井陉县威州

镇。泉水主要沿冶河两岸的河漫滩和一级阶地溢出, 为河流

侵蚀形成的上升泉群,总流量约 31 09 亿 m3 / a[ 1]。威州泉的

补给使冶河下游具有稳定的径流量及水质条件, 保证了冶河

威州段的良好生态环境。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气

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冶河上游来水逐年减少,河

谷生态环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前期调查发现, 冶河威

州泉域是目前最有前景的生态环境开发目标区, 通过对威州

泉出露区进行一定景观改造, 就可以有效提升景观质量, 建

立具有较高产业价值的生态旅游景观, 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地

保护本区的生态环境, 进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223]。因此,本文对威州泉所在的冶河河谷进行了实地调

研,对威州泉出露区开展了地形测绘、地球物理勘探及水质

测试,查明了威州泉出露区的地层、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现

状,并利用 SWOT 模型[ 4] 对威州泉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

开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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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地理概况

威州泉所在的冶河上游分西、南两支, 西支为绵河, 南支

为甘陶河,二者在井陉县北横口处汇流后称为冶河, 随后穿

过井陉县城、威州镇等向北经平山县注入黄壁庄水库。流域

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地形起伏较大, 上游两岸山峰海拔高

程一般为 700~ 1 200 m, 中下游为丘陵, 海拔高程为 120~

150 m。流域范围内沟谷纵横, 为典型的树枝状水系[5]。

冶河在威州镇岩峰至坡头村一带的河床是盆地最低侵

蚀- 排泄基准面,地下水通过可溶岩地层中的溶孔、溶洞及

溶蚀裂隙流向排泄区,在该段河道及两岸的河漫滩和一级阶

地以泉的形式溢出,形成威州泉群[ 6]。威州泉群包括大小泉

群约十余处,其中以威州附近的西庙泉组和坡头泉组的溢出

量最大,是枯水季节冶河河水的主要来源。

2  研究方法

2. 1  地球物理勘探
坡头是目前威州泉群的主要出露区。为探测坡头泉组

泉口附近的地质构造和地层分布,确定泉群的涌出途径和第

四系地层的性质,为后期工程开发提供地质依据, 在坡头泉

组进行了地球物理勘探。共布设两条测线, 两测线布置呈十

字正交,布线长度总计 610 m。勘探以高密度电阻率法为

主,在较复杂部位利用面波法进行验证, 并结合地质资料进

行解释。

2. 2  水量及水质调查
在开展研究区水量与水质调查时, 分别采集了威州泉及

其上下游冶河水样 5 组, 并进行常规指标测试, 以地表水质

量标准( GB 383822002)中Ó 类水规定值作为评价标准, 对各

段水质进行分析。

2. 3  地形测绘
通过开展地形测绘,查明了拟开发区水流动路径及地形

坡度变化,以便在天然环境基础上对泉群进行合理的规划设

计。测绘使用的是南方 NTS362R 全站仪,测角精度 2d , 测距

精度 2+ 2 ppm。测绘总面积 01 5 km2 ,测量点位总计 75个。

2. 4  生态旅游开发分析
SWOT 分析法是旅游发展战略分析常用的方法之一。

SWOT 分别代表:优势( Strengt hs)、劣势( Weaknesses)、机遇

( Oppor tunit ies)和威胁( T hr eats)。利用 SWOT 模型分析旅

游产品、内外环境, 并与竞争对手进行充分的比较, 可明确景

区在内部条件上的优势和劣势,识别环境中影响景区的主要

因素及其变化趋势, 从而把握有利条件, 避免不利的环境威

胁[ 7]。在大量野外调研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对冶河威州泉

湿地开发进行了 SWOT 分析, 提出今后旅游规划思路。

3  威州泉域自然环境调查

3. 1  水文地质条件
威州泉群为井陉盆地主要的岩溶地下水排泄区, 泉群北

侧地层产状呈近东西走向, 向南倾斜, 使下寒武统紫红色黏

土岩出露地表, 岩溶水由西南向东北运移至泉群北侧时受

阻,地下水位抬高, 因含水层被冶河侵蚀使地下水溢出, 并沿

河谷排泄,形成河岸型泉群[ 8]。利用高密度电阻率法和多道

瞬态面波法勘探结果表明, 坡头泉组地区下覆地层为石灰

岩,埋深为 10~ 30 m, 泉水出露标高平均在 180~ 185 m 之

间,上覆地层为第四纪砂卵石层, 厚度沿冶河流向略有起伏。

部分地势较低处,岩溶水穿过上层砂卵砾石, 以泉的形式沿

河漫滩和Ñ 级阶地涌出,见图 1。

图 1  威州泉成因地质剖面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geological sect ion in Weizhou spring area

3. 2  生态环境
水量和水质是湿地建立和维持的最重要的决定因子[9]。

调查显示,威州泉群常年具有稳定的流量, 段庄至坡头区间

流量达到 51 576 m3 / s[ 1]。其中, 西庙泉组的不稳定系数为

01 71~ 01 87, 坡头泉组为 01 72~ 01 86,均属于稳定型泉,可保

证湿地生态维持的水量需求。冶河威州段上下游地表水及

威州泉水样测试结果表明,常规水质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GB 383822002)中Ó 类水规定(表 1) , 说明当前威

州泉湿地区的水质良好, 可保证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另

外,此区域地下水自然动态以顶托补给为主, 威州泉群均属

于上升泉,因此, 外来污水不易入渗地下造成污染。

表 1  冶河威州段地表水水质
T able 1  Sur face w ater qu alit y of Weizh ou spring area in Yehe River

取样点 DO pH 悬浮物 Fe COD NH4
+2N NO 2

-2N NO 3
-2N SO 4

2- Cl-

石圪垯村西 5. 1 7. 76 51. 8 0. 15 1. 68 0. 50 0. 29 3. 48 243. 0 49. 55

石棋裕村东 5. 5 7. 47 18. 6 0. 14 1. 79 0. 47 0. 24 4. 57 231. 6 52. 96

北固底村东 4. 2 7. 44 50. 2 < 0. 01 1. 21 0. 75 0. 21 4. 42 233. 5 53. 65

威州泉出露区 2. 1 7. 31 - 0. 14 0. 35 0. 25 0. 10 4. 57 224. 9 52. 96

孙庄 5. 2 7. 48 40. 6 0. 06 1. 79 0. 54 0. 18 5. 06 282. 5 53. 65

Ó 类标准值 \3 6. 5~ 8. 5 - [ 0. 3 [ 6 [ 1 - [ 10 [ 250 [ 250

注: / - 0表示标准中无相应标准值规定

  冶河下游两岸为剥蚀地貌, 主干河谷一般宽 100~ 500

m,河漫滩普遍分布, 比降仅 21 7j 。威州泉群出露区地势为

西南高东北低,排泄区长度为 3~ 5 km, 泉水由地表出露并

向冶河排泄,地形坡度达到 6j 。现有连片湿地面积约 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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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 , 湿地外围尚有大面积低平区可供扩展, 形成较好的泉

水- 河流型湿地景观。河谷中水、石、草间生, 两岸河滩上植

被发育,部分地势低洼处有水生植物(香蒲、芦苇等 )生长,特

别适宜鸟类栖息。据初步调查, 现有野生动物 400 余种 ,包

括黑鹳、金鵰、白鹤、大鸨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和大天

鹅、鸳鸯、苍鹰、雀鹰、白枕鹤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整体而言,冶河威州段河道宽阔, 河中有多处河心岛, 两

岸绿色植被密集, 远处群山环抱,环境优美,湿生类植物群落及

水生类湿地植物群落丛生,具有较高的生态环境价值,见图 2。

图 2  冶河威州泉段环境现状
Fig. 2  E nvironmental status of Weizhou sprin g area in Yehe River

4  冶河威州泉域开发利用研究

4. 1  旅游开发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结果表明(表 2) , 冶河威州段生态湿地旅游业

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并存,但是总体来讲,优势强于劣势。该区

域良好的天然生态环境和泉水资源优势是旅游开发的核心竞

争力。但该区目前开发现状落后, 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因此,

在开发初期宜采取/增长型发展0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充分利

用当前良好的外部机遇和有利的内部条件, 把握核心竞争力,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有序地开发利用。

表 2 冶河威州泉段生态湿地 SWOT 分析

T able 2  SWOT analysis of ecological w et land of

Weizhou sprin g area in Yehe River

外部分析

内部分析

优势( S tr engths) 劣势( Weakn ess es)

1、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

便利。

2、泉水资源特色, 生态

环境好。

1、旅游基础设施薄弱。

2、交通发展滞后。

3、开发资金不足。

机遇 ( Oppor2
tun it ies)

SO策略 WO 策略

1、城市生态旅

游的兴起。

2、政府的支持

重视。

3、开发成本相
对较低。

1、开展泉域生态湿地

游, 与其他景区形成

差异化定位。

2、深入挖掘泉水特色

资源, 打造泉水文化
品牌。

1、借助政府招商引资,

利用市场资本。

2、创新运行体制, 统一

规模化开发。

3、挖掘泉水旅游的潜
力,丰富泉水旅游的品种。

威胁

( Th reat s)
ST 策略 WT 策略

1、生态环境保

护与开发的矛盾。

2、旅游竞争压
力大。

3、泉水水量和

水质的保证。

1、把握核心竞争力,定

位生态休闲度假游。

2、整合营销手段, 扩
大宣传。

3、针对性开发, 做到

可持续发展。

1、打造原生态旅游, 弱

化硬件条件需求。

2、丰富旅游资源种类,
强化竞争力。

3、丰富景区内容, 提高

产业附加值。

4. 2  生态旅游开发建议
( 1)采取多种开发模式, 拓展旅游市场。市场和营销是

影响旅游市场的两大因素[ 10]。井陉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

蕴,名胜古迹众多, 有名山游、历史文化游(如苍岩山、秦皇古

道、唐宋古道等) ,但独缺水景旅游, 因此威州泉湿地资源就

显得格外宝贵。另外, 除了必要的政府投资和政策支持外,

还可适当的吸引外资参与, 充分利用其周边已有资源, 丰富

旅游资源内容,在/ 泉水湿地旅游0主题下增设民俗活动体验

等,甚至旅游、餐饮、房地产都可以成为开发对象。最终, 将

冶河威州泉域建设成为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湿地

文化旅游区。

( 2)注重环境保护,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开发湿地势必会

改变原有生态环境。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在开发

前应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 进行科学规划; 在开发过程中, 应

遵循生态工程学的原理和设计原则, 以环境保护为基础,兼顾

生态系统的维持和景观方面需求, 维持/ 水- 植物- 动物0三

者之间的有机联系[11212] ,注重多种湿地类型和生态环境的构

建, 营造适宜本地生物多样性发展的环境空间,为湿地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打下基础,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 3)提供配套条件支持, 完善服务质量。湿地生态旅游

是一项包含/ 食、住、行、游、娱、购0等多种消费的综合娱乐活

动[ 13] , 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目前, 泉群周边配套设施条件

相对较差,尚不具备良好的吃、住、行条件。当地政府及相关

的交通、旅游等部门应密切合作, 共同规划开发泉群湿地,改

善旅游消费环境和服务质量,逐步强化生态旅游配套服务设

施建设。以威州泉湿地生态区为立足点, 带动周边景点的开

发,从而实现本区旅游服务的一条龙化。

4. 3  景观开发方案
在地表环境调查、泉水开发利用现状调查、地形测绘和

地球物理勘探的基础上, 对冶河威州泉湿地核心区约 01 8

km2 的区域进行了开发利用规划。该规划充分利用现有地

形和环境条件,打造环境优美的亲水景观, 按照旅游功能将

研究区分为以下 5 个主题区,见图 3。

( 1)赏泉区。该区域目前为荒地,周围绿树成荫, 没有住

房和农田,泉水从多处涌出 ,汇流后随地形坡度向西北流入

冶河。可以将各个小泉群互相连通, 建设连廊、亭宇及亲水

平台等,形成一片绿色赏泉廊桥。

( 2)泉水主题公园区。该区域目前为玉米地, 面积约为

01 1 km2。由于地势偏低, 该区成为溢出泉水汇集地。可以

将东南部泉水引入该区,形成大片的较浅水域, 再修建假山、

怪石、绿树、喷泉等景观以及娱乐亲水设施, 形成丰富的水上

娱乐区。

( 3)生态湿地区。该区域位于泉群外围的冶河河谷, 内

有多处河心岛。可以通过植被改造、人工构建鸟巢、挖掘湿

地物种资源等措施,形成集科普教育与游览观光于一体的生

态岛屿- 湿地观赏区。

( 4)渔业养殖观光垂钓区。泉群中部现有约 01 1 km2 的

渔业养殖区, 由南至北连为一体, 主要养殖俄罗斯鲟鱼、虹

鳟、金鳟、白鲑、香鱼等名贵鱼种, 不但经济价值巨大, 而且具

观赏价值。适当改造后,将渔业养殖和观光垂钓相结合, 既

保障养殖户利益,又可带动观光旅游。

( 5)农家乐区。此区域目前主要为庄稼种植区,地势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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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视野开阔, 整个泉群尽收眼底。可将其开发为生态农家

院,并与其北部的采摘园区相连接, 为游客提供餐饮、休闲和

住宿,解决旅游区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

图 3 威州泉生态旅游开发规划设计
Fig. 3  Ecotouri sm developmen t planning of Weizh ou spring area

5  结语

冶河威州泉域生态湿地开发利用的优势与劣势并存,但

是总体来讲, 优势强于劣势。在生态旅游开发初期宜采取

/ 增长型发展0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当前良好的生态

环境条件和内部资源优势, 以泉水- 河流湿地形态为主题,

遵循/ 生态环境保护优先, 科学规划合理开发0的原则, 建立

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典型湿地景观,实现本区生态环境与区域

社会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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