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资源调查报告及 旅游资源调查报
告(精选5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旅游资源调查报告及篇一

1、基本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市中心位于北纬39度，
东经116度，地处华北平原西北边缘，东南距渤海约150千米。
面积16800多平方千米。全市总人口为1381.9万人。北有军都
山，西有西山，山地占全市面积的62％；东南是永定河、潮
白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山地有煤、
铁等多种矿物和花岗石、大理石等优良建筑材料。

2、自然环境：北京平原的海拔高度在20~60米，山地一般海
拔1000~1500米，与河北交界的东灵山海拔2303米，为北京市
最高峰。境内贯穿五大河，主要是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
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
部是太行山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
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
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综观
北京地形，依山襟海，形势雄伟。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
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

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807.8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6390.8平
方公里，占38％。山区面积10417.5平方公里，占62％。城区
面积87.1平方公里。近郊区面积1282.8平方公里，远郊区面
积3198平方公里。县的面积12239.9平方公里。市区规划范围：
东至定福庄、西至石景山，南至南苑，北至清河，面积750平
方公里。市中心地区（即旧城区，东西以二环路中心线为界，



南北以护城河中心线为界）面积62.5平方公里。

全市总计：16个市辖区2个县（截至2002年12月31日）

第二章北京市旅游资源开发历史与现状

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北京
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850多年的建都史的历史文化
名城；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陆空交通枢
纽。

人文景点：天安门广场故宫太和殿颐和园万寿山北京有很多
风景名胜。明清时期便有燕京八景之说。

第三章旅游资源评价

北京是首都,文化古城四季分明:春天风大,夏天炎热,秋天红
叶,冬天飘雪名胜古迹北京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外开放的.
旅游景点达200多处，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祭天神庙
天坛、皇家花园北海、皇家园林颐和园，还有八达岭、慕田
峪、司马台长城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恭王府等各胜古迹。
全市共有文物古迹7309项，其中国家文物保护单位42个，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222个。北京的市树为国槐和侧柏，市花为月
季和菊花。另外，北京出产的象牙雕刻、玉器雕刻、景泰蓝、
地毯等传统手工艺品驰誉世界。

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建议

旅游资源调查报告及篇二

（一）确定调查的基本要素

1、调查的时间：从7月20号到8月24号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



2、调查范围：布泉乡是一个比较大的乡镇，涵盖很多个村，
此次选择其中一个作为调查的范围，即对布泉乡新盏村（内
盏屯、廷关屯、龙雁屯、三审屯、内浪屯、内把屯）进行调
查。

3、调查的对象：布泉乡新盏村是一个比较贫穷的村庄，大多
数的居民都是老人和小孩，对所要调查的问题不是很清楚，
所以，调查的主要对象是新盏村的村委会成员，以及一些常
年住在那里的居民。

4、调查的方式：抽样法：从布泉乡几十个村中抽取新盏村作
为调查的范围。访谈法：对新盏村的村委会成员以及那里的
居民进行采访调查。一共采访了125人。

（二）、布泉乡旅游资源的基本概况

布泉乡是一个山青水秀、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尽管还未完
全开发，但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游客对它的喜爱。布泉乡真的
有很多非常美丽的风景，还有一些风景更是十分罕见，可以
称得上绝境。

经过调查以及结合访问发现布泉的景点非常之多。

1、旅游景点：布泉河、龙会“龙抬头”、高峰天坑、更望湖、
崖葬、天王庙等。

2、景点介绍：

（1）布泉河：布泉河是一条内水河，全长23.8公里，泉源位
于布泉社区发达山脚，流经本乡的龙会、巴香、龙礼及南圩
镇的多林、四联等村。布泉河终年不竭，河水清澈碧绿，冬
暖夏凉，水质优良，登高俯瞰，一泓碧水宛若明镜；拦河坝
上31个桥孔泻下的飞瀑，飞花溅玉，令人心旷神怡。



（2）龙会“龙抬头”：布泉河流经龙会村，河水不断冲刷河
床，形成了九条栩栩如生的龙。当布泉河水清澈碧绿，九条
龙俯卧水底，若隐若现，当地人称之为“九龙相会”，这就
是龙会村的来由。每当布泉河水位下降，九条龙中便会有两
条龙的头部露出水面，这便是传说中的'“龙抬头”。据说，
能见到“龙抬头”的奇观，一定会沾上龙的福气，对龙头虔
诚地许愿，愿望就能实现。

(3)高峰天坑群：高峰天坑位于布泉乡高峰村下冻屯村口不远
处，距布泉街12公里，从村口到天坑上口需走路10分钟，要
进入天坑底部需走30分钟。天坑深约170米，宽约180米。天
坑底的植被茂盛，郁郁葱葱，冬暖夏凉，钟乳石奇幻多姿，
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每年的夏季，天坑山脚下随着雨量
增多水位上涨，形成一汪碧绿的深潭，大约持续2个月的时间。
秋季后，洪水退去河床露出，长出一大片绿草，又是另一番
迷人景致。

(4)更望湖:位于布泉、南圩、屏山3个乡镇交界处的更望湖一
年四季景色各异，以其美丽、闲逸、宁静、和谐吸引着来自
各地的摄友和驴友。此湖是地表和地下水汇集贮存的天然水
库。洪水期湖区一片汪洋，碧波荡漾，周围群山叠翠，湖上
竹筏点点，来往如梭，一派湖光山色，令人赏心悦目。枯水
期的更望湖，由于裸露的河床长出青草，成为一个天然草场，
平时农人在其中放牧牛羊。每年2、3月——5、6月间，一道
碧水在青青的天然草场中流淌，一只只放牧其中的牛羊犹如
流动的音符，绵绵群山与蓝天白云互相映衬，构成了让人无
限神往的“香格里拉”

(5)崖葬：在布泉境内发现的崖葬属于崖洞葬，这种安葬的方
法是将死者安放在悬崖峭壁上的天然崖洞的洞口一带，是壮
族先民安葬人的遗体的一种葬俗。19xx年在布泉发现两处崖洞
葬，一处是那王崖洞葬，另一处为巴南山崖洞葬。在隆安的
七处崖洞葬中，数量最多的便是那王崖洞葬，位于距布泉街
东南方1公里的那王山悬崖绝壁上。崖洞被发现时，洞内放置



木棺18副，棺下垫着枧木，呈八字形分两边摆放。棺材用整
段圆木从中剖开，工艺相当精细。目前这些棺材都存放在广
西区博物馆。崖洞葬对于研究壮族先民经济生活与宗教信仰
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

(6)天王庙：天王庙位于布泉乡岑山村上礼屯，庙堂始建于光
绪年间。一百多年前，上礼屯出了一位奇人——“长春公”
马世明。由于长春公屡屡为人们消灾解难，加强护佑，使得
黎民百姓常年过上康泰的日子，因此，当地人为他建造了一
座庙堂。该庙为四合院，中间另有一座两层高的六角亭。xx浩
劫中，庙堂惨遭破坏，中间的六角亭全被捣毁，部分雕刻板
被砸坏。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是长春公的诞辰纪念日，每年
都会有上百人到庙里设坛诵经，并演变成当地一年一度的庙
会。

当今世界是一个强调生态和谐的社会，开发新的旅游资源，
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自然之美，从而能更好的保护生态和谐。
经调查发现，布泉乡虽然风景优美，旅游资源丰富，但是，
因为资金，技术，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十几年前，许多旅游
资源未能得到完全开发，致使很多游客虽然听说布泉有优美
的旅游风景，但是都没能亲眼目睹萁美丽壮观，特别是高峰
天坑群，因为高峰处于较偏远的地区，公路不太好开车，人
们又不愿意徒步去，所以，很多想一睹天坑风采的游客都无
法实现这个愿望，近几年随着公路的修建完善，现在通往高
峰的路变好了，天坑群得到更多游客的青睐。公路完善了，
但是由于资金、技术等问题还是对布泉乡旅游资源的开发有
很大的限制，所以希望通过此次调查，总结经验，以促进布
泉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

（一）调查对象的工作情况

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有35位为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占28%;
有20位为参加过旅游资源开发的工作人员，占16%;另有70位
为各个屯的村民，占56%。其中，在这125人当中，50岁左右



的占到14.4%，40岁左右的占到16%，30岁左右的占到40%，20
岁左右占到29.6%。本次调查发现，在这125人当中有92%的人
赞同加大旅游资源资源的开发力度，把布泉打造成为一个人
人向往的旅游胜地，还有8%的人反对开发布泉的旅游资源，
他们认为开发以后也许能拉动经济的发展，但是，久而久之
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污染。在8%反对的人中，都是景点区的
村民，其余的村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旅游开发的工作人
员都支持开发布泉的旅游资源。

（二）影响布泉乡旅游资源开发的因素

调查结果表明，布泉乡的旅游资源还未得到完全开发，主要
有几个原因：一是资金投入不足，虽然，布泉乡有很多尚未
开发的景点，但由于资金的限制，没能得到开发。二是技术
条件还达不到，布泉乡的部分景点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山村地
区，想要进行开发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三是当地部分村
民的反对，村民们习惯了安静的生活，他们担心旅游资源开
发后，当地的人流会变多，环境可能会变差，所以不支持开
发旅游资源。四是有些领导人员没有发挥好领导带头作用，
没有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调查经验总结

此次调查结果表明，布泉乡的旅游景点确实很多，但基于一
些原因还未得到完全开发，但比起十几年前已经好了很多，
现在已经有部分的旅游资源得到开发，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游客们可以参观布泉河的美，也可以亲眼目睹天坑群的壮观，
还可以远观崖葬的神秘。但是要想进一步开发布泉的旅游资
源还要尽心尽力，排除万难，首先，要做好旅游资源开发的
总体规划，全面考虑旅游资源开发的利与弊，其次，还要解
决资金技术等问题，最后，领导者还要稳定民心，以及借鉴
各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策略。

（二）调查结果建议



泉的旅游文化；通过举办各种民俗、农事节庆以及旅游节庆
活动，以节为媒，在各类媒体上加强布泉旅游的宣传，扩大
知名度，提高旅游形象。

2、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一是加快乡村道路建设。把旅
游区和主要交通要道连接起来，形成路况好、标识明显的立
体路网；二是改善旅游区周边环境。从优化环境、清洁卫生、
方便游客出发，积极整治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三是将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以国家投入新农村的专
项建设资金作为杠杆，鼓励引导农户积极发展农家乐，使之
成为集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多功能小区。

3、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力度。坚持“科学发展、重点保护、合
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基本方针，充分依托布泉乡优美的自
然风光和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蕴等特色旅游资源，着力规划建
设好一批规模化、精品化的旅游项目，把布泉河水上观光、
高峰天坑、更望湖、天王庙等列为第一批重点开发的旅游项
目。

旅游资源调查报告及篇三

万里长江一路蜿蜒在入海口两岸筑起了两座美丽的城市，南
边的是上海，北边的叫南通。我们说南通比不上上海的繁荣，
上海却是不比起南通的秀丽。

1.调查区旅游环境

南通位于江苏省东部，长江入海口北岸，东濒黄海，面向上
海与苏州、无锡、常州，背依广袤的苏北平原、素有“江海
门户”之称。现辖四市、二县、三区，辖区总面积8001平方
公里，人口785万。

南通江风海韵，风光绮丽。这样一个城市注定着它的旅游资
源也蒙上了多样的色彩。约莫数一数，蜿蜒30华里的濠河环



抱全城,形同葫芦，宛如珠链，被誉为南通城的“翡翠项链”。
市区南郊的狼山风景区是江苏六大自然风景区之一、国家4a
级旅游区，区内有千年古刹广教寺、鉴真东渡出海遗址、骆
宾王衣冠冢、康熙御书亭、葵竹山房等文物古迹;海安青墩新
石器文化遗址;如皋冒辟疆、董小宛故居、水绘园、定慧寺;
如东海上迪斯科;通州戏剧古镇石港;海门蛎蚜山;启东圆陀角。
人文、休闲、生态皆囊括其中。

南通位于发达的江浙沪旅游区，又可以得到上海等大城市客
源市场辐射，因而客源市场腹地广阔。但是由于区域旅游形
象尚未完全确立、交通条件尚未完全改善、旅游项目偏少偏
小，这一市场效应尚难全部显现。

南通市入境旅游市场接待数量小，所占比重低;入境旅游市场
主要是东南亚和欧美市场;海外旅游者以商务客人为主，在南
通停留时间较长，未来市场份额可以进一步扩大。国内旅游
是南通旅游业的主体，主要分布在江苏及周边的上海、浙江
等省市，游客来通旅游的目的主要是观光、度假游客、探亲
访友，目前南通国内旅游发展尚未成熟，市场开发不够，国
内旅游市场发展仍有较大的潜力。

2. 旅游资源swot分析

优势：南通市江海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有一定的优势，近代、
博物、宗教、长寿等文化独具特色;位处我国最大的客源地长
三角，市场优势十分明显;狼山、濠河、海上迪斯科等已具有
一定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较为发达区域经济和良好的旅游发
展的社会环境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劣势：海滨自然景观美感度较低，适游期短，可观赏性较差;
沿江旅游开发受工业和港口项目影响较多，且较为分散;长寿
现象、名人文化等众多资源载体不足，较难转化为物质性旅
游产品;景点、景区知名度较低、拳头产品少，产品的包装与
宣传不够，市场占有率较低;城市旅游的主导功能不突出，认



可度较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购物、娱乐收入所占比重较
低;专业人才相对匮乏，旅游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机遇：南
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化上海都市圈的构建与世博会的
举办，世界大城市带论坛项目的启动，将使南通旅游面临难
得的发展机遇;不断优化的交通环境，必将极大改善南通旅游
的可进入性;全省建设旅游强省的宏观环境和高度重视现代服
务业发展的取向给旅游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空间。 威胁：
与长三角连接后将直接面对周边旅游地的激烈竞争，成为南
通旅游最大的威胁;市域内部分旅游项目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
同质化竞争，影响了整体形象和综合效益;旅游产业结构不够
完善，旅游体制和机制不顺，影响了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和整
体水平的提高。

3. 旅游资源基本类型

归纳分为六类： 3.1历史性

悠然信步在南通，以清末状元张謇为代表的近代南通人开风
气之先，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使南通成为中国人最早按
照先进理念规划和建设的城市典范，15个全国第一造就
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美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
丰厚的文化底蕴让您品味无穷。

南通博物苑位于南通城东南濠河之滨，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
座博物馆，由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
于1920xx年创办。它融中国古代园囿与近代博物馆于一体，
是一座“园馆一体”的城市园林式综合性博物馆，在中国博
物馆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交通便利，景色宜人，
历史建筑别具特色，苑藏文物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人们
参观、学习、游览、休闲的理想场所。

南通博物苑坐落在濠河之滨，就像历史揉在水中，源远流长。

南通的历史都重现在一座座博物馆之中了。博物馆有： 南通



风筝博物馆、纺织博物馆 蓝印花布艺术馆、 给水技术博物
馆、 张謇纪念馆 、南通民间艺术馆 、南通建筑博物馆、海
安博物馆和个簃艺术馆 ，可见南通旅游历史的厚重性。

3.2江海性

追江赶海。南通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个驿站。漫长的江海
岸线使南通具有滨江临海城市的迷人神韵。南通有稀有淡水
鱼类127种，是鳗鱼、长江水系中华绒鳖、蟹苗种的天然产
区;有近海鱼类130多种，贝类资源蕴藏量达8万吨以上，“天
下第一鲜”文蛤的出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吕四渔场为全
国四大渔场之一，盛产带鱼、鲳鱼、大黄鱼、小黄鱼、梭子
蟹等水产品。

位于入海口北端的圆陀角风景区，是中国最早升起太阳的地
方。南通的海滩平展开阔，一望无际，潮退了，可以赶海去，
赤脚踩在松软的滩涂上，一只只鲜活的文蛤从脚边冒出来，
随手捡起，兴奋之极，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旅游项目——海上
迪斯科。

另外不得不说的就是南通一大代表之一的濠河，她原是南通
的护城河，史载“城成即有河”，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千
百年来，她担负着防御、排涝、运输和饮用的重任，被称
为“人身脉络”。而宽窄有序的水面，清澈的水流，迂回荡
漾，鸥飞鱼翔的自然美景，又被誉为城市的“翡翠项链”曲
水回环，绕城而流，景观丰富，林木葱郁。南通市民一向有
爱河的传统，历代多加修葺，亭台桥榭掩映其间，画舫游艇
荡漾水中，更增添了濠河迷人的风情。乘船游览濠河，您可
以领略到城在水中坐、人在画中游的美妙意境。特别是濠河
夜色，流光溢彩，两岸灯火辉映，树影婆娑，水上桨声灯影，
乐声阵阵，泛舟景深处，如梦如幻，处处洋溢着浪漫的气息，
定令您沉醉其中。

3.3佛法性



初来南通，就发现这里民风似乎比较注重礼佛。因此拜佛求
神也成了游客来南通的一定目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狼山。

南通狼山则是由海溯江的第一座名山，被称为江海第一山。
南通的山不高，也就100多米。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狼山
是佛教西方三圣之一的大势至菩萨的道场，山上还供奉着惟
一身披龙袍的大圣菩萨，这里终年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因
此，狼山位列佛教八小名山之首。登临狼山，看大江东去，
巨桥横跨，百舸争流，水天一色，心念高远，仙山圣境之旅，
定令您心想事成。

也许是人比较虔诚，南通是还是长寿之乡，是中国长寿人口
比例最高的城市，百岁老人的人口比例超过了国际标准的2倍
多，全市共有百岁以上老人600多位，长寿现象受到世界关注。

游览东方大寿星园感悟健康的奥秘，也是南通一大旅游资源。

3.4文化性

南通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据古文化遗址考证，远在5000多
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境内海安青墩地区就有原始氏族部落繁
衍生息。南通人文荟萃，名贤辈出，范仲淹、王安石、米芾、
文天祥等诸多名家在南通留下传世之作和轶闻逸事。三国名
臣吕岱、宋代杰出教育家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清代"扬州
八怪"之一的李方膺、清末状元张謇等名人为南通历史增色添
彩。南通的传统民间艺术品有通派风筝、通派盆景、沈绣、
剪纸、扎染、蓝印花布、红木雕刻、启东版画等。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与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的故居-
——水绘园，是徽派园林孤本的代名词，在那里他们演绎了
浪漫的爱情故事，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南通观
赏水绘园，感受才子佳人的美丽故事，品位徽派文化，品尝
董小宛亲手创制的董糖，定令您遐思无限。



旅游资源调查报告及篇四

1、目的：围绕旅游资源发展的需要，为其查明可供利用的旅
游资源状况，系统而全面地掌握旅游资源的数量，质量，性
质，级别，特点，及价值，为旅游资源的开发进行有效规划
和合理利用做好准备，旅游资源的发展提供决策和依据，开
辟更新更佳的经济收益渠道。以沈阳市作为旅游地，进行了
调查。调查采用网络，调查共发放问卷34份，有效回收问
卷30份，有效回收率为88.2%。

2、调查区旅游环境：沈阳是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最大的中
心城市，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
中国特大城市之一沈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辽宁省中部，
以平原为主，山地、丘陵集中在东南部，辽河、浑河、秀水
河等途经境内。全年气温变化范围在-29℃-36℃之间，年平
均气温6.7-8.4℃，极端气温最高34.6℃，最低-30.6℃。全
年降水量600-800毫米，1951年至2007年市区年平均降水
量711.6mm,全年无霜期150-170天。受季风影响，降水集中，
温差较大，四季分明。冬寒时间较长，少雪；夏季时间较短，
多雨，春秋两季气温变化迅速，春季多风，秋季晴朗。

故宫

沈阳故宫是除北京故宫外，中国现存的第二大完整的宫殿建
筑群，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沈阳故宫始建于1625年，
建成于1636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宫。
全部建筑90多所、300余间，占地6万平方米。以崇政殿为核
心、大清门--清宁宫为中轴线，可将故宫分为东、中、西三
路。

北陵

北陵公园（昭陵），是大清第二代开国君主皇太极与孝端文
皇后的陵墓，是清代皇陵和现代园林完美结合的游览胜地，



面积3.32公顷。北陵建于1643年，内有隆恩殿、宝城、宝顶、
月牙城、大明楼、大碑楼、方城、隆恩门、大红门、石牌坊
等建筑，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北陵公园以其古老历史、神
秘皇陵和园林景观，成为镶嵌在沈城大地上的璀璨明珠。

东陵

东陵（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皇后叶赫纳喇氏的陵基，
占地500余公顷。东陵始建于1629年，1651年基本建成，后经
顺治、康熙、乾隆多次修建，形成了完整的陵基建筑群。陵
内有庄严的正红门，有生动的石狮、石虎、石马等，有著名
的108蹬台阶，有方城、隆恩殿、东西配殿、大明楼、宝顶等
建筑。东陵的建筑严谨，雕刻精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
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

新乐遗址

新乐遗址是距今7200多年前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处
母系氏族公社聚居村落遗址，出土文物有石器、陶器、煤精
制品、古房址等。其中出土的“木雕鸟”是沈阳地区出土年
代最久的珍贵文物，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最久远的木雕工艺
品。

南关天主教堂

沈阳南关天主教堂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南乐郊路40号。
该大教堂始建于1878年，座北朝南，为欧洲哥特式建筑，两
个钟塔高45米，堂内由24根石柱支撑，结构别致，一次可容
纳1000余人参与弥撒。

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

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位于沈阳东北部，景区山峦起伏、
溪谷迂回、水域辽阔、林木葱郁、泉水叮咚、鸟语花香，是



一处集秀美自然景色和历史人文景观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
景区以春天的绿、夏天的景、秋天的枫、冬天的雪著称。除
秀美的自然风光，景区还有高句丽山城遗址、南天门、仙人
洞、妈妈石、点将台、向阳寺、鸟林等闻名遐迩的人文景观。
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更是沈城冬季旅游中的一个热点。沈阳国
际竞技中心因举办多次国际棋类赛事而闻名于世。还有沈阳
森林野生动物园、休闲体育广场、大洋山森林公园等已成为
人们娱乐休闲、回归自然的理想场所。

古陨石

沈阳古陨石分布在沈阳东南部168平方公里范围内，其中最大
的一块位于东陵区李相镇滑石台山，长160米，宽54米，高42
米，重约2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古陨石。它形成于45亿年
前，19亿年前陨落，堪称天赐瑰宝，举世无双。

怪坡

怪坡位于新城子区帽山西麓，面对旷野，背依群山，是一条
西高东低的斜坡，坡长百余米，宽20余米，在此坡上会产生
奇妙现象，即各种车辆到此下坡不开（蹬）不走，而上坡不开
（蹬）会自然向坡上滑行，堪称“华夏一绝”在怪坡，还有
响山、嗡顶、沈阳虎园、卧龙禅寺等旅游景点。

森林野生动物园

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为国家级森林野生动物园，坐落于沈阳
棋盘山国家旅游风景区内，占地240万平方米。动物园园林景
观由日本东京濑户内造园株式会社会风景堂设计。园区由野
生放养车行观赏区、笼养步行观赏区和湖滨游乐场组成。其
中，野生放养车行观赏区占地区150万平方米，由虎山、熊坳、
狼谷、狮岭、亚洲动物草原、非洲动物草原、水禽湖等七个
区组成，展出来自亚洲、非洲的珍奇动物近百种3000余只。



沈阳森林游乐场

沈阳森林游乐场位于沈阳世博园内，是一个新建的大型游乐
场。占地55000平方米的游乐场拥有大型游乐项目60余个，被
命名为“沈阳森林乐园”。走进游乐园恰似融汇到“迪斯尼
乐园”中，可以尽情享受到刺激与快乐！新建的游乐园是由
悬挂式过山车、大摆锤等国内最先进游乐设备组成，是国内
唯一规模化的森林游乐园。

沈阳八景

第一景天柱排青

旧址福陵天柱山，位于沈阳市福陵内。福陵，即沈阳东陵，
努尔哈赤的陵寝。天柱山俗名“石嘴山”，元明两代称
为“东牟山”，为了修建努尔哈赤陵寝，遂更名为“天柱
山”。天柱，实为古代神话中的`擎天之柱，由此可见，清代
统治者把福陵所在之山如此命名，意在希望清朝疆土能有一
代开国帝王作为擎天柱，永保江山永固，万世不绝。福陵的
天柱山，松林葱郁，峰峦耸秀，游人漫步之处，无边的绿色
一收于怀。“天柱排青”成为盛京八景之一。

第二景辉山晴雪

旧址辉山，位于沈阳市东陵区。辉山位于“秀湖”南岸，是
风景区群山之首，辉山主峰海拔265米，山内森林挺拔，山顶
岩石裸露，坚石嶙峋。“辉山晴雪”曾被誉为盛京八景之一。
每当冬季雪过天晴的时候，雪压青松，恰似白玉嵌翠，一座
座雪白的顶峰映衬在蔚蓝色的天幕下，景色十分迷人。辉山
因山高气寒，冬日积雪皑皑耀目，数十里外就可以看到，清
代诗人缪润绂将其定名为“辉山晴雪”。另有一种说法，辉
山之顶有白色山岩裸露，岩石在阳光照射下如同白雪耀眼夺
目，所以，又有人将“晴雪”归结为山顶岩石。于是，“辉
山晴雪”成为冬季和夏季常年可见的美丽景观。



第三景浑河晚渡

旧址浑河岸边，位于沈阳市南部。浑河，又名“沈水”，孕
育和见证了“沈水文明”。浑河曾是水族繁多、水产丰富、
水质清澈的河流，也是古代最为繁忙的河流之一。夏日的运
货商船，冬季的载重爬犁，将浑河引向了四面八方。稍远的
年代，漫步浑河之滨，能感受到它那如惊雷似奔马的磅礴气
势，也能尽享它那“鸟落空林、轻舟古渡”的幽静黄
昏，“浑河晚渡”成为盛京八景之一被赞美。

第四景塔湾夕照

旧址无垢净光舍利塔，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塔湾。清初，此处
为山水环绕之地。高高耸立的一座古塔，每到夕阳西下之时，
塔影倒映在水波之中，水波涟漪，倒影粼粼，实在是一处诗
情画意的景色。“塔湾夕照”是盛京八景之一，常常被诗人
拿来吟咏。今天，碧水已无，夕照美景亦不能再现。

第五景柳塘避暑

旧址万柳塘，位于沈阳市东南部，总面积31万平方米。百年
以前，因为此处柳树种类和数量的众多而得名。万柳塘在清
代因为有“柳塘避暑”的美名，而被列入盛京八景之一。清
代诗人张祥河曾以“夹道浓荫直到城”的诗句来赞美清幽爽
人的万柳塘风光。

第六景花泊观莲

旧址柳条湖，位于沈阳市北部，现约在“九一八”纪念馆附
近。清朝时期，此地有一大型天然水池，水池里生长莲花，
每到应季，莲花盛开，芳香飘溢，信步四周，花香仙境。盛
京八景平添一处景致“花泊观莲”。后来，城市进步，扩展
空间，古老美景被近代文明所湮没，踪迹无寻。



第七景皇寺鸣钟

旧址实胜寺，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街。实胜寺，沈阳人习
惯称其为“皇寺”。上个世纪初，走进实胜寺的山门，右边
的钟楼内悬挂着一口千斤重的铸铁钟，寺内喇嘛每日按时敲
钟报时，钟声浑厚悠扬，全城可闻。伴着钟声，人们晨起迎
朝霞，傍晚送夕阳，自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这便是过去
有名的盛京八景之一“皇寺鸣钟”。

第八景万泉垂钓

5、旅游资源评价中国沈阳国际旅游节正式提升为国家级旅游
节庆活动。全市旅行社182家，星级饭店114家，国家a级旅游
景区33家，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1家。全年接待国内外旅
游者5209.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0%。其中，接待国内旅游
者5161.4万人次，增长3.0%；接待入境旅游者47.6万人次，
增长4.5%。实现旅游总收入410.3亿元，增长25.4%。其中，
国内旅游收入387.4亿元，增长27.0%；旅游外汇收入3.3亿美
元，增长13.8%。

6、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问题：

（1）旅游资源中自然资源经过风吹雨淋和人为破坏下不断地
在衰败，造成旅游环境卫生质量差。

（2）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缺少特色，对游客没有吸引力。

（3）旅游产品单一，以观光旅游为主，而参与性。体验性，
娱乐性的旅游产品开发不足，这种以传统观光型为主的旅游
产品，难以进一步吸引游客。

（4）游客停留时间短，旅游消费水平不高。

（5）新老景点整合不够，促销力度有待加强。



（6）旅游环境更应体现文化气息。

（7）有些场所收费高，有待于整合。

综述：旅游资源作为新兴的无烟产业开始兴起，其积极的作
用日益彰显。不仅对拉动当地的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更加
推动文化的传播，向游客们展示了沈阳文化的魅力。旅游产
业的发展必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成为当今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沈阳市应积极加强旅游业
的发展。

旅游资源调查报告及篇五

第一章北京市旅游环境

1、基本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市中心位于北纬39度，
东经116度，地处华北平原西北边缘，东南距渤海约150千米。
面积16800多平方千米。全市总人口为1381.9万人。北有军都
山，西有西山，山地占全市面积的62％；东南是永定河、潮
白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山地有煤、
铁等多种矿物和花岗石、大理石等优良建筑材料。

2、自然环境：北京平原的海拔高度在20~60米，山地一般海
拔1000~1500米，与河北交界的东灵山海拔2303米，为北京市
最高峰。境内贯穿五大河，主要是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
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
部是太行山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
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
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综观
北京地形，依山襟海，形势雄伟。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
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

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807.8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6390.8平
方公里，占38％。山区面积10417.5平方公里，占62％。城区



面积87.1平方公里。近郊区面积1282.8平方公里，远郊区面
积3198平方公里。县的面积12239.9平方公里。市区规划范围：
东至定福庄、西至石景山，南至南苑，北至清河，面积750平
方公里。市中心地区（即旧城区，东西以二环路中心线为界，
南北以护城河中心线为界）面积62.5平方公里。

全市总计：16个市辖区2个县（截至2002年12月31日）

第二章北京市旅游资源开发历史与现状

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北京
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850多年的建都史的历史文化
名城；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陆空交通枢
纽。

人文景点：天安门广场故宫太和殿颐和园万寿山北京有很多
风景名胜。明清时期便有燕京八景之说。

第三章旅游资源评价

北京是首都,文化古城四季分明:春天风大,夏天炎热,秋天红
叶,冬天飘雪名胜古迹北京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外开放的
旅游景点达200多处，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祭天神庙
天坛、皇家花园北海、皇家园林颐和园，还有八达岭、慕田
峪、司马台长城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恭王府等各胜古迹。
全市共有文物古迹7309项，其中国家文物保护单位42个，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222个。北京的市树为国槐和侧柏，市花为月
季和菊花。另外，北京出产的象牙雕刻、玉器雕刻、景泰蓝、
地毯等传统手工艺品驰誉世界。

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