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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1992 年至 1997 年桂林七星公园的调查资料 分析了七星公园旅游环境的现状 
计算出七星公园旅游环境的容量值: 全天游人量 36 112 人 同时在园量 8 245 人 月份游客

数 108 万人 年份游客数 13 000 万人 O 提出合理调整门票价格 ; 增设一些现代的娱乐项目 ;
与旅游单位合作 增加游客的来源 ; 保护公园的周边环境 ; 加强公园内的管理措施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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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 f rom 1992 to 1997 the present tourism envi-
ronmental situation of seven-star park is discussed. The suitable environmental ca-
pacity of seven-star park should be 36 112 visitors per day With 8 245 visitors in
the park at the same time. The measures to adjust the capacity are proposed.
Key words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seven-star park

旅游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旅游区在一定条件下 其特定的空间环境和时间范围内能够容纳

的游客量 O 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自然环境容量 即旅游活动应限制在环境保护要求范

围内; 二是感应气氛的环境容量 即游客数量应限制在不破坏游兴的范围内 O 反之 如果游

人过度密集就会引发许多环境 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 乃至影响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O
桂林是驰誉中外的旅游胜地 七星公园作为桂林市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是整个桂林旅游

业发展情况的缩影 O 近年来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国内外游客日益增多 但桂林对旅游

环境容量尚未做过系统的研究 因此 我们以七星公园为典型范例 研究其旅游环境容量 为

桂林旅游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O

1 七星公园旅游环境的现状

七星公园是桂林最大的以岩洞为中心的综合性公园 具典型的岩溶地貌景观 集奇山 秀
水 异洞于一体之美 O 近年来又新建 扩建 改建 重建一系列景点 因而对中外游客极具

吸引力 O



1. 1 游客人数较稳定

从 1992 年到 1997 年 ~ 七星公园的

游客人数在相对较小范围内变化 O 最少

年份是 1996 年 ~ 为 133. 48 万人次 ~ 最

多年份是 1992 年 ~ 为 226. 33 万人次 ~ 6
年内游客总数为 1O24. 33 万人次 ~ 年均

游客数 17O. 72 万人次 O 其中国内游客为

主体 ~ 国外游客仅占小部分 ~ 且历年来

二者变化幅度都不大 (详见图 1D O
七星公园游客历年来趋于稳定与近

年来桂林市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是一

致的 O
1. 2 游览季节性强

由图 2 知 ~ 七星公园的游客量随季

节变化很大 ~ 每年 4 月 ~ 5 月 ~ 7 月 ~ 8
月和 1O 月份游客量较大 ~ 游客人数一般

在 1O 万人以上 ~ 最多达 3O 余万 O 12 月
和 1 月为淡季 ~ 游客一般在 1O 万人以

下 O 其余月份为平季 O 以 1995 年为例 ~
4 月 ~ 5 月 ~ 7 月 ~ 8 月和 1O 月总人数达

9O. 94万人 ~ 占全年的 55. 2% ~ 1O 月份

游客最多 ~ 达 23 万余人 O 淡季 1 月游客

仅为 4. 69 万人 ~ 12 月和 1 月总人数仅

为 12. 93 万 ~ 占全年的 7. 9% O

图 1 七星公园 1992 年~1997 年总游览人数变化

  游客总数 ; 境内游客 ;   境外游客 O

图 2 七星公园 1992 年~1997 年不同月份游览人数变化

1992 年 ;  . 1993 年 ;   1994 年 ;    1995 年 ;  * 

1996 年 ;  A 1997 年 O
1. 3 游人分布时间 ~ 地点集中

七星公园开放时间 7: OO~ 22: OO~ 但事实上 ~ 游客的游览时间一般集中在 1O: OO~ 15:
OO~ 高峰出现在 11: OO~ 14: OO~ 可占一天游客总量的半数以上 O

七星公园虽为桂林最大综合性公园 ~ 占地 134. 7 hm2~ 但由于景点和游客游玩时间限制 ~
游客实际游览面积不大 ~ 造成游人相对集中 O 如七星岩 ~ 华夏之光 ~ 盆景艺苑 ~ 奇石馆 ~ 驼

峰 ~ 花桥等处集中了 9O%的游客 ~ 而一些尚未完全开发的景点如曾公岩及其山体等则人迹罕

至 O 所以 ~ 造成了游客分布的极端不平衡 O
1. 4 不同景点的噪声水平各异

经过实地测定 ~ 七星公园中绝大多数景点比较安静 ~ 无嘈杂之感 ~ 而华厦广场 ~ 骆驼峰 ~
游乐场游客相对较集中 ~ 噪声较大 ~ 尤其是游乐场内 O 同时 ~ 游览旺日噪声强度明显高于淡

日 (表 1D O

2 旅游环境容量的计算

旅游区的最佳容量主要取决于旅游资源性质 ~ 活动

方式 ~ 周围环境 ~ 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要求等因素[1]O

表 1 七星公园主要景点噪声等效声级值

景 点
噪声 ( dBAD

淡日 旺日

华夏广场 59. 7 68. 5
骆驼峰 66. 7 7O. 4
游乐场 71. 2 72. 3

14第 1 期 解庆林等: 桂林七星公园旅游环境容量研究



旅游环境容量的计算步骤和方法:
( 1) 首先计算旅游区各旅游点的环境容量 (人 ' 次/天)
Dcz = SzT/Skzt ( z = 1, Z , 3, ~ , n) ,

式中: Dcz  第 z类旅游点的环境容量(人  次 / 天) ; Sz  第 z类旅游点的面积(mZ ) ; T  
旅游区每天开放的时间 ( h) ; Skz  具有代表性的某种旅游点游人最低限度活动面积 (mZ ) ;
t  游人平均游览时间

( Z ) 再计算该地总旅游区环境容量,它为该地各旅游点环境容量之和,即:

Dc =  
n

z= 1

Sz  T
Skz  t ( z = 1, Z , 3, ~ , n) ,

Dc即为旅游区的环境容量,代表某一旅游区在人为控制下,每天能接待游客的合理数量,Dc乘
上旅游区全年开放的天数,即为全年合理容量,

但是,如果旅游区内有饱和区和未饱和区同时存在,就不能简单相加, 此时, 饱和区按上

述公式计算,非饱和区按实测数据计算,然后相加,
如果要计算同一时刻旅游区的环境容量,则:

cz =  
n

z= 1

Sz
Skz ( z = 1, Z , 3, ~ , n) ,

3 七星公园旅游环境容量的确定

为确定旅游环境容量, 可将七星公园分为: 岩洞 ~ 饱和区 ~ 非饱和区和水面 4 个部分, 七
星公园总占地面积为 134. 7 hmZ , 向游人开放的景点主要为华夏之光 ~ 动物园 ~ 儿童游乐场 ~
盆景艺苑 ~ 奇石馆 ~ 驼峰赤霞 ~ 花桥映月 ~ 桂海碑林等, 这些景点可定为饱和区, 其面积为

40 880 mZ , 此外, 岩洞面积 14 645 mZ , 水体面积 3 000 mZ , 非饱和区 1 Z88 475 mZ ,
3. 1 七星岩洞环境容量

七星岩洞高 Z7 m, 最宽处 43 m, 洞穴面积 14 645 mZ , 游道 811 m, 游道最窄处宽 1. 5 m,
可并行 3 人 , 洞内景观较多 , 需要讲解 3 0 个景点 , 其中停留讲解 Z 1 个景点 , 所需用

时间 30 min~ 35 min, 洞内步行时间 18 min~ Z0 min, 在洞内游览时间为 55 min~ 60 min, 洞
内停留讲解景点均可容纳 80 人以上, 进洞每批人数以此为宜,

据文献[Z], 岩洞开放时间 8: 00~ 17: 30, 每批间隔 6 min 游览效果较好, 于是, 按游

客进洞每批间隔 6 min, 每批 80 人, 游览时间 60 min, 每天共 100 批, 则岩洞的容量为: Dc1
= 80> 100= 8 000 (人/天) ,

c1 =
洞穴游览时间-每批游人间隔时间

每批游人进洞时间间隔 > 每批人数= 60-66 > 80= 7Z0 (人) ,

3. 2 饱和区环境容量

据调查, 公园全天开放 15 h, 游人平均游览 4 h, 借鉴类似旅游区的研究成果[1, 3], 取游

览人均最小活动面积为 40 mZ , 则:

DcZ =
SZ  T
SkZ  t =

40 880 > 15
40 > 4 = 3 833(人 / 天) ; ccZ = 40 88040 = 1 0ZZ (人) ,

3. 3 非饱和区环境容量

取非饱和区人均活动面积为 Z00 mZ , 则:

Dc3 =
S3  T
Sk3  t =

1 Z88 475 > 15
Z00 > 4 = Z4 159(人 / 天) ; cc3 = 1 Z88 475Z00 = 6 443(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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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水体环境容量

七星公园现有游览木船十余艘9 每艘按最大载客量 4 人计9 同一时间最高载人量 60 人左

右9 周转系数 29 全天载人量为 120 人 O
即 Da4 = 120 人 天9 ca4 = 60 人 O

所以9 七星公园旅游容量为:
Da = Da1 + Da2 + Da3 + Da4 = 8 000 + 3 833 + 24 159 + 120 = 36 112C人  天) 9
ca = ca1 + ca2 + ca3 + ca4 = 720 + 1 022 + 6 443 + 60 = 8 245C人) 9

即全天游人量以 36 112 人为宜9 而同时在园量以 8 245 人为宜 O 同时可计算出七星公园月份

和年份游客数分别为 108 万人和 1 300 万人 O

4 七星公园旅游环境容量现状分析与调整措施

七星公园目前的游人量在绝大部分时间中尚未达到其最大容纳量9 即使是热点景点也仍

有潜力可挖 O 但在个别时段9 由于人为原因9 仍造成 N超负荷H 现象 O 如在 1994 年国庆节日

游人量达 119 250 人次 O 同时9 部分热点景点存在一定噪声污染9 尤其是旅游旺日 O 为此9 拟

提出以下措施: C 1) 合理调整门票价格 O 由于公园容量在较多时候尚未饱和9 造成资源的浪

费9 因此9 可适当地降低公园门票价格9 满足游客的心理承受能力9 增加公园的游客量 O 但

在特殊的节假日时9 可适当提高门票9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限制游客9 使公园容量达到一种较

好的状态 G C 2) 增设一些现代的娱乐项目 O 七星公园面积广阔9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9 进一步

合理地开发一些新景区9 不但可以提高游客的游玩兴趣9 而且可在高峰时起到分流作用 G
C 3) 与旅游单位合作9 增加游客的来源 O 有效地组织游客在公园内游览9 尽可能做到游客在

有限的时间内参观完园内所有景点 O 起到分流作用的同时使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G C 4) 保

护公园的周边环境9 确保旅游业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 O 各种污染源威胁着城市9 也威胁

着公园 O 七星公园就经历过工业废水污染9 使流经公园的水体变黑发臭 O 目前公园北侧的灵

剑溪由于工业污水和城市污水的影响9 水质不断恶化 O 如不及时整治势必影响七星公园旅游

业的发展 G C 5) 加强公园内的管理9 创造良好的游览氛围 O 调查中发现9 公园管理工作还有

潜力可挖 O 如游乐园内部分设施损坏9 得不到及时修整9 有时会造成不必要的拥挤 O 有些设

施缺乏维护9 使用过程中产生刺耳噪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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