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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门山是四川旅游资源的富集地区!同时也处于地质推覆式构造的断裂带!地质灾害频繁# 成都市政府

于 #))D 年开始全面打造龙门山旅游!提出了(东方阿尔卑斯)的构想和国际旅游度假大区的旅游体系# #))H 年

(CE@#)汶川大地震与旅游大开发几乎在同时段发生!给我们提出了地质灾害与旅游安全格局的严峻命题# 本文从

龙门山地质构造与旅游资源的相关性及其对历史时期地震资料的回顾!提出了建立灾后旅游安全格局的初步构

想!并以此文悼念在地震中逝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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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山#北东起广元#南西达泸定#全长约 C)) 公里#宽 !)%D) 公里#主要包括岷江上游的部分地区和涪

江上游的大部分地区#行政区划上包括四川省阿坝州的茂县$汶川县#绵阳市的北川县$江油市$安县和市中

区#以及成都市域的彭州市$都江堰市$崇州市$大邑县$邛崃市的大部分地区& #))H 年 C 月 @# 日#四川发生

的里氏 H') 级汶川大地震就集中在此区域#此次地震震级之高$裂度之强#世所罕见& 由于龙门山是四川旅

游资源的富集地区#地震对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四川旅游业带来了难以估

量的损失& 龙门山的成都段#地震前成都市政府着力打造国际休闲度假大区#旅游的策划规划工作正在进

行#但是#无论政府方略和技术层面都对地震的危害重视不够甚至几乎忽略& 所以#这次地震的突发性和破

坏性与龙门山的旅游规划构想产生了较大冲突#也给旅游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命题%%%'地质灾害与旅游

安全格局的构建(& 本文从龙门山地质构造与旅游资源的相关性及其对历史时期地震资料的回顾#提出了

建立旅游安全格局的初步构想#反思过去的教训#更为灾后重建提供有益的见解#并以此文悼念在地震中逝

去的生命&

一?龙门山断裂带与地质灾害和旅游景观的相关性

@'四条断裂带是 CE@# 汶川大地震的中心区域

龙门山是中国东西两大地貌单元!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川西高原"的分界线#也是中国东西两大地质构

造单元!东部扬子准地台#西部松潘%甘孜褶皱系"的分界线& 西$北毗邻川西北山地及高原区#南接成都为

中心的川西平原#东与四川盆地北部连为一体& 龙门山经历了印支期$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三期较大的构造

活动后#形成一系列冲断带#地史演化复杂#构造运动强烈#其中有四条巨大断裂带!见图 @"

-@.

& 这些断裂带

历来是地震灾害的多发区域#也正是这次 CE@# 汶川大地震的中心区域&

)!@



!@"青川%茂汶断裂!T@"/该断裂带北东起于青川$平武#向南西经茂县$汶川$耿达$陇东#消失于泸定#

长约 #!) 公里&

!#"北川%映秀断裂!T#"/该断裂带北东起于广元#向南西经北川$映秀$宝兴后直插泸定#全长约 C))

公里#沿龙门山中部的中$高山地区展布& 在地貌上#断层槽谷$垭口$断层崖清楚& 断裂带总体走向北东

A)%C) 度#倾向北西#倾角 C)%D) 度&

!!"江油%灌县断裂带!T!"/该断裂带北东起于广元#向南西经江油$安县和灌县!都江堰市"#达天全

县以南#长约 A)) 公里#由一系列近于平行的断层束组成的断裂带& 在地貌上成为四川盆地与龙门山地区的

天然分界线& 断裂带总体走向北东 AC 度#倾向北西#倾角 ")%D) 度&

!A"广元%关口%大邑隐伏断裂!TA"/地层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地层平缓&

图 @'龙门山褶皱冲断带构造纲要图

#'断裂带之间的构造带形成了丰富的旅游景观

断裂带是地震和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区域#但是在内力和外力作用下#各断裂带之间又形成了丰富的自

然景观#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自然风景优美的区域#积淀出丰富的人文景观#山前的人居聚落#山间

的宗教文化#构成了龙门山丰富的立体旅游资源#这些资源主要分布在三大构造带之间
-#.@) L@A

&

!@"前陆磨拉石建造带& 沿江油%灌县断裂带以东的山麓边缘#即窦团山$罗浮山$汉旺镇$青城山一线

东部的坳陷内#堆积了大片晚侏罗纪莲花口期至第三纪的一套以陆相为主$厚度巨大的砾岩和砂岩占优的沉

积岩层#这些岩层称为磨拉石建造& 磨拉石建造后期丹霞地质作用#形成了奇特秀美的丹霞地貌景观& 如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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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山$天台山等#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和青城后山度假区都在这一区域&

!#"前缘冲断带& 位于江油%灌县和北川%映秀冲断带之间& 地貌上多为中低山和丘陵#亦有部分高

山地貌& 中山代红色的砂砾岩$砂页岩和煤系地层组成了原地系统& 晚古生代的石灰岩$砂岩和变质岩构成

外来系统& 外来系统是从北川%映秀冲断带冲出#由北西向南东推覆$滑覆#形成一系列巨大的推覆体和飞

来峰群& 如彭州市$都江堰市一带著名的飞来峰群#由大小约 !) 余个飞来峰构成#都是晚古生代石灰岩

'飞(到中生代红色地层之上#景色幽雅#蔚为奇观#形成了银厂沟$九龙沟等避暑圣地和葛仙山等人文景点&

!!"中央冲断带& 由北川%映秀冲断带和前震旦系黄水河群$白水河群片岩$'彭灌杂岩(和下古生界组

成& 在龙门山山脊#彭州与茂县之交有太子城飞来峰群& 该带又是西部高山区和东部中低山区的陡变带#断

崖壁立#峡谷幽深#叠瀑飞泉#景致迷人#其中太子城形态优美#堪称龙门山标志性景观&

从竖向结构看#龙门山旅游布局形成了三层空间结构&

第一#城镇文化聚合带& 古城有都江堰$邛崃$大邑$彭州$崇州#目的地旅游城镇有丹景山镇%桂花镇%

青城山镇%大观镇%街子镇%悦来镇%安仁镇%临邛镇%平乐镇#旅游节点城镇有天彭镇%都江堰%怀远

镇%崇阳镇%晋原镇&

第二#山乡自然文化交错带& 即龙门山山前度假带%莲花湖度假区%岷山后山度假带%鸡冠山度假

带%西岭雪山度假带%天台山度假带&

第三#山地观光度假带#即银厂沟%回龙沟%丹景山%青城后山%青城山%九龙%鸡冠山沟%西岭雪

山%天台山#以及一条风景道#即天台山%银厂沟&

!'龙门山成都段地质灾害与旅游资源分布特点

根据 #))D 年成都龙门山*旅游资源普查遥感数据分析+#该地区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崩塌$不稳定斜

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遥感解译中型以上的地质灾害共 D) 处& 其中#以滑坡为主#有 A! 处#占地质灾害总

数的 "@'A!I)其次为崩塌#有 @A 处#占地质灾害总数的 #)'))I)不稳定斜坡共 * 处#占地质灾害总数的

@#EH"I)泥石流发育 # 处#占地质灾害总数的 #'H"I)塌陷发育 # 处#占地质灾害总数的 #'H"I& 龙门山成

都段地质灾害的规模以中型为主#中型地质灾害有 CD 处#占地质灾害总数的 H@'A!I)大型地质灾害 @! 处#

占地质灾害总数的 @H'CDI!参见表 @"

-!.

&

表 @'龙门山成都段地质灾害类型统计表

市县名
地质灾害类型

滑坡 崩塌 不稳定斜坡 泥石流 塌陷
合计!处"

占灾害总数的

百分比!I"

彭州市 @# @ @! @H'CD

都江堰市 @) ! # @ @ @D #A'#*

崇州市 # " ! @ @ @! @H'CD

大邑县 * ! # @A #)'))

邛崃市 @) @ # @! @H'CD

合计!处" A! @A * # # D) @))'))

??龙门山旅游资源的形成分布与地质构造$地质灾害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地质灾害的高发区主要集中在以

下区域&

!@"彭州市/丹景山镇以北至小鱼洞镇以南地区及湔江两岸#行政区包括了新兴镇$磁峰镇$通济镇$葛

仙山镇及丹景山镇$小鱼洞镇$白鹿镇$龙门山镇的部分地区& 地质地貌上#低山与中$高山过渡带相对高差

较大#上陡下缓$坡脚临河$沟的折线型斜坡#地形坡度较陡#地形切割强烈#极易发生灾害&

!#"都江堰市/西部赵公山%青城山%青城外山低山$低中山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部灵岩山%木鱼

山%青龙岭低山$低中山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由于区内发育有映秀断裂$灌县断裂等#而且具有活动性#沿断

裂破碎带及附近有地质灾害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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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主要分布于崇州市西部的中山$岩溶地貌$低山及台地等地貌类型发育区域& 西起苟家坪$

万家镇#东至低山区与平原区接触带#行政区划包括苟家乡$万家镇及怀远镇$三郎镇$街子镇山区部分&

!A"大邑县/主要分布于大邑县中部丘陵区和西部高中山区#包括云顶寺%金陵寺%大烛寺滑坡$崩塌

高易发区)天宫庙%神仙桥%香花岗滑坡$崩塌高易发亚区)门坎山%石屏烊%天宫堂滑坡$崩塌高易发亚

区&

!C"邛崃市/邛崃市地质灾害种类较少#但数量较多#且分布不均#规模小#主要分布在水口%火井%高

何%天台山滑坡高易发区)道佐%夹关不稳定斜坡高易发区&

据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遥感测定#地震前这些旅游景区中发育的大$中型灾害约有 A) 处#分别是龙门

山地质公园旅游区 @! 处$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资源区 H 处$鸡冠山旅游资源区 D 处$西岭雪山%花水湾旅游

资源区 A 处$龙池%虹口旅游资源区 A 处$天台山旅游资源区 A 处& 由于这次地震的震中在汶川映秀一带#

地质地貌状况的差异和震中距的差异#成都龙门山受灾最严重的是都江堰和彭州#崇州$大邑$邛崃依次较

轻#青城后山$银厂沟景区几乎全面毁损#龙池%虹口$街子古镇等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二?历史时期成都龙门山地震特点

古代人们对地震缺乏科学的认识#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地震有丰富的记载& 据*四川地震资料汇

编+统计#历史时期四川发生地震约 A)) 余起
-A.

)成都龙门山附近都不在地震震中#但由于距离较近#影响较

大#尤其是几次大地震#如 @*!! 年叠溪地震$@*DD 年松潘地震等#对成都产生了很大威胁& 从历史资料分

析#成都龙门山区域地震灾害记载有以下特点&

@'地震发生具有一定周期性#但是地震规律并不明显& 三国蜀汉 @ 次#西晋 @ 次#东晋 # 次#唐代 # 次#

后蜀 * 次#北宋 A 次#南宋 * 次#元代 # 次#明代 #) 次#清代 @H 次#民国 D 次& 在统计中#存在地域不明确的

情况#比如记载的地点是'蜀($'益州($'西川(等#涵盖范围很大#不一定限定在成都龙门山段#但是对该地

区有影响无疑& 从发生的频率看#地震有几个重要阶段/!@"后蜀明德元年!*!A"到广政十六年!*C!"@* 年

间#有 * 次地震记载)!#"南宋嘉定九年!@#@""到嘉定十四年!@##@"C 年间#有 A 次地震记载)!!"明朝弘治

元年!@AHH"到正德元年!@C)""@H 年间#有 H 次地震记载)!A"乾隆十三年!@DAH"到乾隆二十八年!@D"!"@C

年间#有 C 次地震记载)!C"清同治十三年!@HDA"到光绪七年!@HH@"D 年间#有 H 次地震记载)!""从 @*!) 年

到 @*!C 年的 C 年间#有 @@ 次地震记载& 这 " 次高频率地震的间隔时间大约是 #H#$#D#$#")$@#"$C" 年
-A.

&

当然#在统计时#有可能是一次地震的余震记录#比如 @*!! 年叠溪大地震之后两年仍有余震的记载&

#'成都龙门山带的地震#震级不大#裂度普遍不高& 在所有的记载当中#普遍反映的是微震摇晃#井水上

移#少量房屋倒塌#很少有大规模破坏的记载#记载中多有声音从西北而来的描述#说明龙门山带多为茂汶一

带的波及区域#破坏性较大的记载极少& 比如/清乾隆五十一年#打箭炉地震#彭县龙兴寺塔塔顶四裂#几乎

倾倒)@*!! 年 H 月 #C 日#茂县叠溪地震#成都震感强烈#据次日成都出版的*国民公报+报道/'起初微动#尚

无惊觉#继而大动#人觉昏晕#房屋振振有声#屋瓦片片坠落#室内悬空物件#均荡荡不休#箱柜之金属什物#亦

铿锵作响#经过两三分钟#始告平息& 当震动最烈时#市民惊惶万状#有向空坝奔跑者#有跑至街心站立者

44(

-C.

春熙路$暑袜街$西门少城等地均有房屋城墙倒塌#陕西街教堂钟楼$少城公园内保路纪念碑的上层

宝顶均被震落#青城山第一峰亦崩塌损坏&

!'成都地震的洪水威胁较大& 由于成都平原地处龙门山山前地带#岷江等江河汇合容易产生水灾#虽然

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水利治理#但是在地震破坏条件下#极易发生水灾#其原因一是地下水位的上移$二是上

游堰塞湖的威胁$三是现代水利工程的水坝溃决#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据*四川地震资料汇编+记载#@DH" 年

打箭炉地震#大渡河因蒙山崩塌形成的堰塞#九日后溃决#数百里上下横冲#水高数十丈#淹毙人命无算#都江

堰河田水倾上岸#人有倒者)清同治十三年#灌县地震#漩口场山突涌洪水#冲没民房数十家#淹毙 !)) 余人)

至于 @*!! 年叠溪地震造成的巨大堰塞湖#几乎给下游造成了灭顶之灾#溃决后冲没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安

澜桥$鱼嘴$金刚堤$飞沙堰等#塔子坝$龙潭湾$安顺桥一带尽成泽国#淹死者数千人#逃出者五六千人
-A.#*C

&

可见#地震防洪十分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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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都龙门山旅游安全格局的构建

川西北是历史上地震频繁发生的区域#但是对成都段的影响并不严重#而且高频率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

较长#人们几乎没有引起警觉& 长期以来#成都平原一直沉浸在都江堰水利工程造就的'天府(美名下#在数

月前评选新天府的活动中#成都人群起捍卫天府的品牌#可见一斑
-".

& 人们已经习惯了风调雨顺的自然安

宁环境和旅游游憩度假生活#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品的设计中#对地震灾害危机缺乏应急措施和手段#

这一点在今后建构真正完善的旅游安全格局中必须受到重视&

@'树立旅游安全格局的意识

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灾害#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虽然有一些规律可寻#但是要短期预报仍然是一个

世界难题& 在不可预知的条件下#在龙门山旅游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树立一种长期的安全意识#

以防患于未然#尤其在选址$旅游产品设计和交通等方面要慎重考虑& 叠溪海子是典型的地震堰塞湖#上下

海子之间仍然有大量的疏松的沉积物#但是大陆希望集团在设计旅游项目时#为了创新求异#请国内一家著

名的设计公司#设计了穿越上下海子的时空隧道项目#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安全常识与科学规律& 成都市在开

发龙门山旅游项目时#为了打造快速便捷的旅游通道#盲目模仿阿尔卑斯#准备修建纵贯景区的轻轨铁路#试

想这一项目如果建成#将会产生多大的隐患& 本次地震中#都江堰%映秀%汶川的公路严重毁损#至今尚未

恢复#原因是紫坪铺水库的修建将以前沿河谷的公路改建至坡度极陡的山腰#导致路基坍塌#破坏了已有的

交通安全格局&

#'全面构建旅游安全格局

旅游安全格局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可以借鉴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 在生态学中#斑块$基质$廊道构成

了景观基本要素& 俞孔坚认为#景观生态的安全格局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源!9%,-38"%%%现存的乡土物种栖

息地#他们是物种扩散和维持的元点)缓冲区! J,008-c%.8"%%%环绕源的周边地区#是物种扩散的低阻力区)

源间联接!2.:8-G9%,-38&2.P/O8"%%%相邻两源之间最易联系的低阻力通道)辐射道!-/=2/:2.O-%,:89"%%%由源

向外围景观辐射的低阻力通道)战略点!9:-/:8O23M%2.:"%%%对沟通相邻源之间联系有关键意义的 '跳板(

!9:8MM2.O9:%.8"

-D.

&

景观生态的安全格局已经引起了重视#尤其是长江洪灾以后#国家着力打造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已初见

成效& 北京大地风景旅游规划设计院#在龙门山国际旅游大区的策划上#率先提出了旅游安全格局的构想#

运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对龙门山旅游生态格局进行综合分析#以龙门山自然生态格局$文化生态格局和社会经

济格局为三大切入点#在保障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社会经济安全的情况下#构建龙门山旅游生态安全格

局
-H.

& 但在当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希望在今后的灾后重建过程中得到规划并实施&

龙门山旅游安全格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以大熊猫为代表的自然生态安全格局& 龙门山成都段是世界遗产大熊猫栖息地外围保护区#大熊

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生物保护旗舰(#对生物多样性和濒危物种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这

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可以结合起来& 大熊猫生态旅游的安全格局包括/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安全#避免

破碎化和孤岛化)种群繁衍安全#建立和完善其生态环境走廊)建立全面监控系统#掌握种群的空间迁移规

律#保证在灾害时期的应急安全)旅游安全#设立不同级别$不同空间的有序开发体系& 大熊猫保护区在龙门

山成都段的分布如表 #&

表 #'大熊猫保护区在龙门山成都段的分布

县!市$区"名 栖息地面积!P5

#

" 种群数量!只" 所属种群名称

彭州白水河 !CA'*A H 岷山 S

都江堰龙溪%虹口 !AC')H @) 岷山 S$邛崃山

崇州鞍子河 @*C'HA @@ 邛崃山

大邑 #*C'D* #@ 邛崃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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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的旅游安全格局& 龙门山最初是一个地质学的概念#作为山岳文化#发源于众山之祖圣山

昆仑#根植于蜀山之源江源岷山#连绵于邛方之脉邛崃山系#名出于茫茫禹迹九州龙门#同时#龙门山是古蜀

文明的文化母带!古蜀城址"#天赋成都的神圣天门!天彭门阙"#跨越盆地的文化纽带!川陕蜀道$茶马古道$

南方丝路等"和人神之间的心灵诉求!宗教"& 旅游安全格局包括/文化景观标志的安全!标志性地貌$建筑

等")文物发掘与保护的安全)非物质遗产的安全!传承人与工艺的保护$整理")文化线路与旅游交通线路的

安全等&

!!"社会经济格局与旅游安全格局&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旅游业也一样& 如果社会经济格

局与旅游不协调#必然会形成非安全的结局& 比如#龙门山经济格局先后经历了木头经济$石头经济和水头

经济三个阶段#森林砍伐导致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矿山开采导致地面塌陷#水库修建会诱发地震等灾

害& 所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和社区稳定问题#就会给旅游安全格局的建立奠定良好基础& 反过来#山乡旅

游也为城乡一体化#实现山区富裕提供了产业支撑#根据区域差异进行科学的旅游产业布局!参见表 !"#是

实现旅游安全格局的最大保障&

表 !'龙门山垂直景观梯度与经济和旅游的安全格局

海拔高度!>" 地貌 生物 水文 历史文化 区域经济 旅游开发

!C)) 以上!高山" 龙门山脊 原山绿意 涵养水源 天国仙居 荒野原真 特种参与

@C)) L!C))!中高山" 山地屏障 生态灵境 观赏水源 人境神居 林牧共成 探险体验

C)) L@C))!低山" 侵蚀沟谷 万物家园 亲水水源 先民山居 山野农耕 大众游憩

C)) 以下!平原" 平原连绵 绿网纵横 生活水源 蜀民原居 产业多元 乡村体验

??总体说来#生态学中的基质相当于旅游的自然生态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斑块相当于中心城市或旅游

区#廊道相当于旅游线路& 龙门山的安全格局就是要有机整合三大要素& 旅游发展斑块/以中心城市为门

户#以中高山带重点旅游发展区为核心辐射#以山前平原区与低山区为支撑的各旅游发展组团& 廊道系统/

以外部公路干线$专用铁路$步行系统$旅游区内部特种交通组成的廊道系统& 旅游控制点系统/中高山地点

各重点旅游发展区$山前平原重要旅游城镇与各旅游门户城市&

!'建立地震应急保护措施#实现旅游安全的项目保障

旅游安全格局是一个有序耦合的体系#需要在长期规划建设中不断完善& 但是#在地震高发高危地区#

需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应急措施& 这方面#日本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每家每户都有避难的对策和相应固定的

避难场所#在村里和岛上安装了紧急信息卫星同步接收器#通过气象卫星能够直接接收地震预报和警报#注

重培养人们的灾难意识和应急能力#无论成人还是学生都要通过参加演习等方式学习地震之类的灾害常识&

在我国#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是应急避难工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元大都应急避难所为北京创造了三

个全国第一#即第一个系统规划的应急避难所$第一个进行应急避难的城市$第一个挂应急标志牌的公园&

公园的设计也十分巧妙#比如/观景台也是直升飞机降落场)供水管道和地下水井结合#解决了园林灌溉和应

急时期的水源)为防止疾病流行而设置的隐形蹲位厕所#解决了废物处理和临时排污问题#实现了旅游项目

和应急避难的有机结合& 除了城市公园外#体育场$大学$博物馆等大型公共设施经过改造都是地震避难的

良好场所&

A'全面深入建立旅游资源谱系#为灾后重建提供基础资料

近 @) 年来#中国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使旅游规划和景区建设上升很快#以前重开发$轻规划的倾向得到很

大程度的扭转#但是规划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重项目和产业而轻资源调查& 很多景区和政府花

费巨资作出的规划#对资源分析太过肤浅$缺乏深度& 比如在这次 CE@# 汶川大地震中#许多资源严重毁损的

景区均缺乏'基因性(的资源谱系#比如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没有详细的实测图纸#现在要恢复重建#只能是

恢复到大致面貌#根本谈不上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另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显得薄弱#平时没有进

C!@

李小波?廖?丹?汶川地震与龙门山旅游安全格局构建



行系统的挖掘整理& 这次地震中#如果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工艺技术一旦损坏#就等于造成了某种文化遗产

的消失& 归结原因/一是规划和保护工作的急功近利#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资源详查的基础工作)二是旅游

人才的专业素养缺乏#比如做城市旅游规划的#很少有城市规划和建筑专家参与#做生态旅游的很少有生物

专家参与等等#至多在做规划时请有关专家咨询一下而已& 所以#在本次灾后旅游规划和重建过程中#必须

全面深入地建立旅游资源完整的谱系#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并有效地应对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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