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川黄龙导游词分钟(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四川黄龙导游词分钟篇一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黄龙风景名胜区，
这里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内，西距松潘
县城56公里，东离平武县122公里，总面积4万公顷。黄龙沟
位于岷山主峰雪宝顶下。获得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绿色环
球21，并且还是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aaaaa级旅游区。

我现在就开始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吧，黄龙本部主要由黄龙沟、
丹云霞、雪宝顶等景区构成，牟尼沟部分主要是扎嘎瀑布和
二道海两个景区。主要因佛门名刹黄龙寺而得名，以彩池、
雪山、峡谷、森林“四绝”著称于世，是中国唯一的保护完
好的高原湿地，这里山势如龙，又称“藏龙山”。这一地区
还生存着许多濒临灭绝的动物，包括大熊猫和四川疣鼻金丝
猴。黄龙于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
产。1982年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地。 1983年列为四
川省自然保护区。1992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录》。

大家快看啊，那就是映月彩池位于岷山主峰雪宝顶，沟内布
满乳黄色岩石，远望好似婉蜒于密林幽谷中的黄龙，黄龙沟
名即来源于此。黄龙沟以它“奇、绝、秀、幽”的自然景观
而蜚声中外，它酷似中国人心目中“龙”的形象，因而历来
被喻为“人间瑶池”、“中华象征”。黄龙沟连绵分布钙华
段长达3600米，最长钙华滩长l300米，最宽170米；彩池数多
达3400余个；边石坝最高达7。2米大家惊呆了吧？大家快好



好欣赏吧！

哦，快看哪，那里有一只金丝猴，它正坐在树枝上在这里的
保护区有脊椎动物24目54科221种，其中兽类6目18科56种、
鸟类12目、29科156种、爬行类2目3科5种、两栖类2目4科5种、
鱼类3种。国家保护动物一级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云
豹、豹、绿尾虹雉、玉带海雕；二级有小熊猫、金猫、兔狲、
猞猁、水鹿、马鹿、林麝、斑羚、岩羊、红腹角雉、藏马鸡、
藏雪鸡、血鸡、蓝马鸡等。保护区可以作为某些野生动物的
遗传资源原地基因库。

一天游览完了大家也知道了许多，对这真是一个美得无法形
容的地方。

四川黄龙导游词分钟篇二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纯爱旅行团，我姓卢，大家就叫我卢
导游吧!今天，就有我带大家去黄龙风景名胜区。

黄龙风景名胜区位于松潘县城东56公里，隔高耸的岷山雪峰
与九寨沟相邻。从山脚流出的一股富含碳酸钙质的泉水顺着
沟坡漫流而下，经长年龙沟下段因碳酸钙沉积物堵水而形成
层层叠叠的池子，称泉华台。乳黄色的长坡上，薜萝丛生，
花木况秀，碧水映绿，清泉滚泻。迂回周折、层层嵌砌的彩
池，大小不等，形状各异深浅不一，澄净无尘，随周围景色
变化和阳光反射色度不同，呈现出各种奇幻的色彩，区内有
迎宾池、飞瀑流泉、洗耳恭听身洞、金沙铺地等景点。 我们
再去看看黄山的怪石吧!大家请往我的右边看，你们猜这是什
么?对了，这就是著名的“松鼠跳天都”了。大家看，那就是
天都峰，那块怪石就像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准备往天都峰下跳
呢!

你们今天很幸运，能看到雨后处晴的“霞海”。你们看!奇松、
怪石、峰林漂浮在“霞海”中，若隐若现，犹如进入了梦幻



境地，飘飘欲仙。

现在，大家自由解散，

不过，要注意以下几点：

1、这里的山路不是很平坦，大家要注意安全。2、黄山是我
国的自然文化遗产之一，请大家不要乱涂乱画，乱丢垃圾，
要保护环境，还有，请大家在下午3点到这里集合。最后，祝
大家旅途愉快!

四川黄龙导游词分钟篇三

黄龙，位于潘县境内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山下，竖务院公布的
全国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同九寨沟景区一道被列
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龙沟长约7公里，景区段4.7
公里，宽约1-2公里。景区海拔3145米-3575米之间，纵坡平
均降为8.7%。黄龙景观的形成与从沟顶端分水岭处流出的一
股泉水有直接关系。泉水富含碳酸钙类，它顺坡漫流而下，
没有固定的河床。溪水在顺坡而下的过程中，碳酸钙物质逐
渐沉淀，形成了以乳白色和淡黄色为基调的钙化景观。上段
和下段因坡地较平缓，碳酸钙流泉遇阻沉积而形成层层叠叠
如玉石砌成的池子，地质学上称为泉化台。黄龙沟的中段是
一条约1.5公里长的坡状乳黄色钙化沉积带，称为“金沙铺
地”。黄龙景观以雪山和森林拱卫着无数形态各异的钙化彩
池为主要特色，人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些彩池的艳丽奇巧，
只好尊奉它人“人间瑶池”。

黄龙，过云人都称之为黄龙寺，因为明朝时驻松潘兵马使朝
觐在沟内修建有改善龙前寺、中寺、后寺3座寺庙。现前寺已
荡然无存，中寺仅剩凤音殿，后寺也只有1座院落。“黄龙”
一名则是根据两个古老的传说而来：一是说大禹治水时，有
一条黄龙负舟帮助大禹疏通岷江，到了松潘后留在了黄龙沟
内。《松潘县志》记为：“禹治水至茂州，黄龙负舟助禹治



水，自茂州而上，始有岷江……后黄龙修道而去，遗五色山
水于世，世人建寺，岁岁朝祀。”另一说逝进修有位黄龙真
人在此修道成仙而去。后人为纪念黄龙真人，在沟内修建黄
龙寺。《松潘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黄龙寺，明兵马
使马朝觐所建，亦雪山寺。相传黄龙真人修道于此，故名。
有前中后三寺，殿阁相望，各距五里”。

两条记载都源于传说，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探窟谁真谁假。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儿是先有黄龙沟，后有黄龙寺，，“黄
龙”一名肯定与沟内景物有关。所以本导游还是称之为“黄
龙”风景名胜区。下面我们开始黄龙游览。

黄龙沟口经过的这一条小河就是涪江的源头。过涪源桥，沿
着林间小道进入沟口，迎接游人的第一组梯级水池，被命
为“迎宾池”。它由100多个以蓝色为基调的彩池组成，池子
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山间石径环绕着池子曲折盘旋，把游
人迎进景区，又把游人送往景区深处。池子周围古树参天，
群花争艳;池子的堤埂如玉石、玛瑙铸成，玲珑剔透。池中清
水，湛蓝透绿。阳光透过树隙照在湖面上，变幻着黄、绿、
蓝各种色调。微风吹过，池中泛起阵阵彩色涟漪，格外清艳
动人，这便是人们赞叹不已的“黄龙彩池”的第一处景观了。

告别迎宾池，踏上用木头搭成的人行栈疲乏上，但见左前方
一铺碧水从密林中冲出，又从高约10米，宽约60米的崖沿上
飞泻而下，在起伏不定的崖壁上几经跌宕，形成数十道梯级
瀑布。有的如帘瀑高挂，云蒸雾腾;有的似断线珍珠，串串滚
落。水瀑后面的崖壁，透视出了金黄色为基调的钙化结晶面，
使瀑布更显得富丽堂皇。如遇朝阳中落日余辉的点染，瀑布
还会变幻出不同的色彩，似道道彩霞铺呈在我们眼前。因此
人们给它取了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飞瀑流辉”。瀑布顶
端的彩池，既是瀑布的水源，又是与瀑布迥然不同的景观。
飞瀑是那样的辉煌、奔放，彩池则显得分外宁静，恬静。它
们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共同组成了一道动静和谐而完美
的风景线。



缓缓地走过“飞瀑流辉”斜坡，徜徉在五颜六色的彩池群畔，
不知不觉到了黄龙沟第二级台阶前。横亘在游人面前的是一
堵宽约40余米、高约10米的乳黄色崖壁，崖壁表面厚厚的钙
化层似围幔、似悬瀑，十分壮美。崖壁表面溪水漫流，像一
层薄薄的轻纱飘飘洒洒地铺展在崖壁上，跌落在金黄色的池
盆里。岩壁下端有一溶洞，高级约1米，宽约1.5米，洞前帘
瀑似串串珍珠悬垂，洞内景物隐约可见。进洞1米处这密密麻
麻的钟乳石挡住了去路，还没有人去探测此洞到底有多深。
据地质学者考证，该洞逝代冰川的一个出水口。因其古老、
神秘，于是当地藏民传说它逝时候仙人们净身的地方，因取名
“洗身洞”。传说，凡人如想修行得道，必须先赤身裸体进
洞净身，就像汉族地区流行的斋戒前必须沐浴净身一样。
这“至圣至洁”的洗身洞，由钙化物质结晶而成，足在洞内
让自然流淌下来的泉水洗涤，可以洗刷掉过去的罪孽和全身
的疾病，获得圣洁的身躯。由于洗身洞富有神秘色彩，当地
藏民中又传说不育妇女进洞洗身后可喜得贵子。此传说颇富
吸引力，因而进去尝试者还大有人在，不仅有中国人，甚至
还有外国人。不过我奉劝各位，身体不壮实者千万不要轻易
进洞去试，因洞内虽然洁净，但潮湿、阴冷、寒气逼人，经
不起此“考验”者，不但达不到“净身”的目的，反而会遭
致疾病缠身。

翻越钙化崖壁，眼前豁然开朗，展现在游人面前的是偌大一
片坡状钙化景观。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金沙铺地”的钙化流。
它长约1500米，宽100米左右，据有关专家认定：这是目前世
界上发现的同类形态景观中面积最大，色彩最丰富的一处。
坡面的岩溶层凹凸不平，色调以金黄色为主，间或有乳白色、
灰色、暗绿色板块镶嵌其中。坡面上荡漾着一层薄薄的清流。
由于水流受坡面鳞状的钙化层而形成变幻莫测的银色涟漪，
好似金河泻玉。零零散散生活在钙化坡地上的一簇簇水柳、
灌木丛，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强风、劲流抗争，诉说着景
观的古老历史。爬上金沙铺地顶端，俯视整个钙化坡面，竟
是两侧低、中间一溜脊梁且表面呈鳞状，宛如一条黄色的蛟
龙俯卧在坡面。到此，诸位一定已经想到，关于“黄龙”的



传说故事，不正是源于这条坡状钙化流吗!

位于金沙铺地下半段左侧的盆景池，是一组由近100个彩池组
成的彩池部落。彩池随地势的起伏层层叠置，形态多变。但
它们又是堤坎相连、碧水同源;池中有池，池外套池，宛如一
串串割不断。理还乱的多胞治。池畔翠柏挺拨，老干悬抓;池
中灌木杂陈，花草伴生，又像一个个水中盆景。综景盆池群
落，树水相映、碧水涟涟，确有诗一般的意境。

位于金沙铺地上半段左侧的一组池群，有大小彩池80余个，
被名为“明镜倒映池”。因为池群紧靠沟边林区，由于水平
如镜，远山近树，艳阳明月等世间景物，皆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的倒映池中，任凭游客赏玩。因为有这样特殊的环境，
游人除在池边尽情欣赏倒影美景外，还常常以水为镜，对镜
梳理打扮一番，或用照相机镜头把水中景物和自己的尊容拍
摄下来，对影成双，别有一番情趣。

离开明镜倒映池继续上行，过“迎仙桥”可见左侧又有一组
彩色池群掩映在一片茂密的娑罗树丛中，因此命名“娑罗映
彩池”。这里所产的娑罗就是杜鹃。彩池边的杜鹃品种据统
计有20余种之多。由于杜鹃品种不同，花期也尽相同，花形
花色各异。所以彩池边的杜鹃花从春天开到夏天，绵延不断，
有的艳如桃红，有的素如白绢，妖柔艳美，尽映池中。秋天，
经霜的红叶好似满天红霞倒映池中;冬天水竭，如玉的冰花与
银装素裹的彩池融为一休，宁静而淡雅。

继续上行，请看，游览道右而又有一大片彩池群，不仅数量
众多，且色彩缤纷各逞艳丽，被命名为“争艳池”。池群计
有大大小小的彩池500多个，可说是黄龙沟规模最大的一级彩
池群，也是黄龙钙化池景观中色彩最丰富的池群之一。为什
么叫“争艳池”呢?说的是群池中无论从形态大小、颜色、质
地等不同角度去观赏，每个池子都有各自的奇特和艳丽之处，
真有争奇斗艳的感觉。从池子的大小看，有大至数亩者，波
光潋滟;有小如盆、碟者，玲珑精巧。从形态看，有的状若荷



花，有的形似柳叶，千有效期万别，无一雷同。从颜色看，
有的水色淡绿，有的水色乳白，或显出孔雀蓝、翡翠绿、鹅
黄、淡金等斑斓色彩，晶莹剔透，艳丽动人。从质地看，有
的池堤状如金盔，有的池埂亮如银鳞，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彩池中的水底世界更为丰富多彩，任游人去心驰神往地尽情
欣赏这大自然造就的奇妙世界。

在争艳彩池对面的树丛中还有“琪树流芳池”和“龙背镏金
瀑”等景观，因处于沟边偏僻处，离游览道远一些，所以游
客很光光顾。从争艳池上行到黄龙中寺的一段是林莽灌丛，
没有彩池景观。游览道上仅有宿云桥和接仙桥在迎送过往客
人。黄龙中寺距沟口约3.5公里，距后寺约有1公里。这黄龙
中寺原有弥勒、灵官、天王、大佛、观音等5座殿宇，均为单
檐歇式造型，现仅存观音殿旧址1座，供上下游客休息之用。

离开黄龙中寺向黄龙后寺进发，可见路旁有两个较小的小池，
一名“簸箕海”，与民间用的簸箕大小差多;一名“马蹄海”，
比真马蹄要大好多倍。这两个黄龙沟内惟一的“海”的池子，
其实应列入沟内最小的池子之列。它凭什么却得“海”了头
衔?大家认真的端详一番便会发现个中秘密。原来，这两个池
子虽然面积不大，却深不可测。按照民间的传说，水深的地
方一定是与龙宫相通，或许是哪王开的一道门亦未可知，当
然就应该叫“海”了。

簸箕海的西边林莽之中还有一群水池，取名叫“映月彩池”，
因位于沟侧林阴中，水面平静，月影倒映，更显清丽明亮。
但白天无月影可赏，所以游客多半是直上黄龙后寺游览“石
塔镇海”池和“转花漱玉”池等景点。

四川黄龙导游词分钟篇四

黄龙溪镇隶属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有2100余年历史，位
于成都平原南部。距市区40公里，距双流区35公里，距华阳
街道28公里。



黄龙溪镇面积为50.4平方公里，人口为3万(20xx年)。

黄龙溪镇是以旅游业为龙头，农业为基础的旅游型城镇，也
是全国重点镇。

黄龙溪建镇已2100多年，历史底蕴深厚，古名“赤水”，据
《仁寿县志》载：“赤水与锦汇流，溪水褐，江水清”，古
人谓之：“黄龙渡清江，真龙内中藏”，《隶读》著录《黄
龙甘露碑》记云：“黄龙见武阳事，筑一鼎，象龙形、沉水
中......故名曰：“黄龙溪”。建安24年(公元216年)，汉时
武阳兼新津彭山之地，东县(华县)东南接壤，仁寿也像龙牙，
黄龙所春之地，著属武阳，公属治境，故溪以是名矣，故名曰
“黄龙溪”。

1965年3月27日，国务院第154次会议决定，撤销华阳县建置，
并入双流县。4月8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发出撤、并县通知。
7月1日，华阳县正式并入双流县，其所辖的18个公社(含黄
佛)、3个镇并入双流县。

1976年，仁寿县籍田区回水乡划入双流。

20xx年3月26日，市政府正式批复了《关于永安镇等6个镇增
挂街道办事处的`请示》，同意双流区黄龙溪镇增挂街道办事
处牌子。

四川黄龙导游词分钟篇五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成都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黄龙溪古镇位于成都市双流县西南部边缘，属四川省历史文
化古镇及省级旅游风景区。黄龙溪古镇不仅风光秀丽、环境
优美，还是驰名中外的天然影视摄影基地，素有"影视城"、"
中国好莱坞"之称。



四川双流县黄龙溪镇是十大水乡古镇之一，有着1700余年的
历史，位于成都平原南部，距成都市区40公里，距双流县
城35公里，是以旅游业为龙头，农业为基础的旅游型城镇，
是成都市郊区新的旅游热点，是以旅游业为主，商贸服务业
为辅的旅游型山水小城镇。始终坚持以旅游为龙头，农业为
基础，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黄龙溪正在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交通便捷，设施配套，
布局合理，功能齐备，环境优美，是有浓郁特色的旅游型山
水小城镇。

黄龙溪古镇坐落在黄龙溪省级风景名胜区中心，位于成都市
双流县境内。镇上古牌坊、古寺庙、古建筑民居与古榕树、
古崖墓浑然一体，古色古香，与现代大都市形成鲜明的对比。
附近毛家湾，四川足球训练基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无论
春秋，一派静谧。正街、新街、横街、上河街、下河街、复
兴街等六条老刚进行完一年的闭关维修改造，全部铺上了红
石街面，两侧建筑也恢复了本色，古色古香。

景区与府河漂流游览连在一起。从成都市郊望江楼起程，沿
府河经黄龙溪顺流而下，可达彭山县的江口镇。两岸风光如
画，有8处景点可供游人观赏。

双流龙舟古镇

黄龙溪迄今保留着正月表演火龙灯、狮灯、牛儿灯、幺妹儿
灯、四月初八放生会、端阳节赛龙舟，还有代代相传的府河
号子、民间儿歌、童谣、谚语，扯响簧、翻筋斗、踢毽子等。
古镇至今保留着打更的习俗，按时辰鸣锣报时从亥时(晚九
点)起打更，每个时辰打一更，直到卯时(早上五点)，共打五
更，一更鸣锣一声，二更鸣锣两声，依次类推。夜深人静之
时，清脆的打更声会让你睡得分外香甜。

位置：



出成都东门沿成仁公路(成都-仁寿)向东南方向前行约40公里，
便是近几年被影视界人士和旅游者看好的新年辟旅游景点-黄
龙溪。

景区特色：

上古牌坊、古寺庙、古代民居与古榕树、古崖墓、古渡口浑
然一体，极具川西情调，风光独具魅力。每年正月初一至大
年十五，黄龙古镇会举行多种娱乐活动，如耍火龙、彩龙、
水龙等，场面十分热闹。黄龙古镇至今仍保留着打更的习俗，
每天每两小时打一次更，游人在此可真正感觉到黄龙镇的古
朴民风。

黄龙溪古镇位于双流县西南，距离成都市区约40公里，至今
已有1700多年历史。镇上有明清时代的青石板古街，与古牌
坊、古寺庙、古建筑民居等浑然一体。镇上传统民俗“烧火
龙”活动，场面恢宏，被称为“中国火龙之乡”。

古镇位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有“水乡”的风味。一条溪水
穿城而过，两岸是青石铺就的路面。路两边多为明清建筑，
傍水而筑，木柱青瓦的楼阁房舍，镂刻精美的栏杆，宁静古
朴。如今古镇是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电影《芙蓉镇》、电
视剧《海灯法师》等近多部影视片在这里取过景。

正街上有三座古寺，分别是镇江寺、潮音寺和古龙寺。古龙
寺内有上千年的黄桷树、清代的戏台。此外还有一个奇异
的“三县衙门”，因历史上的黄龙溪镇地处三县的交界处，
号称“一脚踏三县”，所以三县在这里设立了这个机构。

黄龙溪古镇的小吃也是鼎鼎有名，一根面、焦皮肘子、珍珠
豆花、红烧黄辣丁等都值得品尝，在古镇内的大部分餐馆都
能吃到。

黄龙溪民俗风情浓郁，以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的“烧火龙”



为最。“火龙”栩栩如生，而家家户户则准备好烟花爆竹，
待龙灯临门时，烟花齐射向龙身，表演结束后，众人将龙身
烧毁，残灰撒入江河，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

游玩黄龙溪古镇，可以成都当日往返，也可以在镇上住宿一
晚。古镇入口处的新镇有很多住宿点;古镇中心有家“大院
坝”，是一座真正的川西大院，也提供住宿。

成都旅游最不可错过的古镇之一，便是黄龙溪古镇。黄龙溪
古镇全镇幅员面积达50.4平方公里，人口约2.8万人，此外黄
龙溪古镇曾先后被评为“中国民间艺术火龙之乡”、“中国
环境优美乡镇”、“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旅游示范区”、“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aaaa国家级旅游景区”。黄龙溪东临府
河(锦江)、北靠牧马山，是成都通往乐山的水路要冲，也是
成都历史上最南边的江防据点、屯兵要地。

黄龙溪古镇上古牌坊、古寺庙、古建筑民居与古榕树、古崖
墓浑然一体，古色古香，与现代大都市形成鲜明的对比。附
近毛家湾四川足球训练基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

黄龙溪古镇旅游资源丰富，全镇由一湖(龙潭湖)、两河(锦江、
鹿溪河)、六寺(正街的古龙寺、潮音寺、镇江寺和外围景区
的金华庵、观音寺、大佛寺)、七街(镇龙街、复兴街、黄龙
新街、黄龙正街、仿清街、上下河街)、九巷(鱼鳅巷、担水
巷、烟市巷、扁担巷、龙爪巷、篙竿巷、蓑衣巷、艄公巷、
打更巷)组成。古街、古巷、古树、古庙、古堤堰、古民居、
古码头、古战场、古岩墓和古衙门，构成了黄龙古镇的旅游
特色。

黄龙溪古镇名称由来

黄龙溪古镇称赤水，地处锦江、鹿溪河汇流处，牧马山、二
峨山隔江对峙，乃古蜀王国的军事要地。公元前316年，末代
蜀王曾在此作最后的决战。《水经注》载：“武阳有赤水其



下注江。建安二十四年，有黄龙见此水，九日方去。”又梁虞
《荔鼎录》记：“蜀章武二年，黄龙见武阳之水九日，铸一
鼎，象龙形沉水中。”千古一溪，因此得名“黄龙溪”。

黄龙溪古镇仅200多米的黄龙正街，分别建有“古龙
寺”、“潮音寺”、“镇江寺”，称为“一街三寺庙”;清末
民国初年华阳、彭山、仁寿三县在此共设一衙门，称之
为“三县一衙门”。“一街三寺庙，三县一衙门”也成为古
镇最著名最奇特的文化遗存。

现古镇内有树龄在600年以上的古榕树6株，苍劲的躯干雄浑
班驳，尽显历史的沧桑。有的需十余人才能合围，枝叶覆盖
面积达三百多平方米。古寺与遮天避日的古树成为黄龙溪古
镇的一大标志性景观。黄龙溪自古香火鼎盛，特别是佛诞节
日，游人香客不断，一派繁荣景象。镇内现还保存有镇江寺、
潮音寺和古龙寺三座古庙，每年农历六月初九和九月初九的
庙会，还能再现昔日古镇的喧闹场面。

古镇黄龙溪之所以为游人所青睐，是因为这里不仅山清水秀，
没有大城市的喧嚣与嘈杂;更因这里弯弯曲曲的石径古道、河
边飞檐翘角的木质吊脚楼，街道上的茶楼店铺，古庙内的缭
绕青烟等，展现出一幅四川乡镇的民俗风情图，给人一种古
朴而又新奇的感受。很多少年宫的老师喜欢带着学画画的同
学到黄龙溪写生。因为黄龙溪不仅风景优美，有很多古树和
古建筑，非常适合写生。如果到河对面看风景，更有一番风
味。

黄龙溪古镇门票：免费。

黄龙溪古镇的一街三寺庙和三县衙门，需要收票，但价格不
贵。

气候描述：



黄龙溪古镇的最佳游览时间是：3-6月，9-11月。但7、8月最
热的时候，成都附近的青城山、西岭雪山、九龙沟、九峰山、
天台山、龙池森林公园等都是最理想的避暑胜地。

黄龙溪古镇位于四川盆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春早、
夏热、秋凉、冬暖的特点，年平均气温16°c，年降水量1000毫
米左右。成都气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云雾，日照时间短。
民间谚语中的“蜀犬哮日”正是这一气候特征的形象描写。
成都气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空气潮湿，因此，夏日虽然气
温不高，却显得闷热，冬天气温平均都在5°c以上，但由于阴
天多，空气潮，却显得很阴冷。成都的最佳旅游时间是3-6月，
9-11月。但7、8月最热的时候，成都附近的青城山、西岭雪
山、九龙沟、九峰山、天台山、龙池森林公园等都是最理想
的避暑胜地。冬天上龙池森林公园、西岭雪山欣赏雪景也是
南方省区难得的好时机。

然而想去感受领略黄龙溪古镇风情没有固定的最佳旅游时间，
一年四季皆宜。走出喧嚣的城市，将繁琐忙碌的工作搁置几
天，放松自己，返璞归真，去领略黄龙溪古镇风情，感受古
镇人民的民风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