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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区县域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研究典型山区县域的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及其交通可达性，对促进旅

游资源空间重构，推动旅游再造山村之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和ESDA空间关联，

对河南省典型山区栾川县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布密度和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此外，采用缓冲区分析、

栅格计算法和网络分析法对旅游资源的交通路网可达性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栾川县的旅游资源分布不均， 
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2）从路网缓冲区分析结果来看，交通道路网与旅游资源之间的协调性良好，路网 
缓冲区内的旅游资源占比为 88.54%；3）栾川县旅游资源的交通可达性整体较好，绝大多数旅游资源在 1.5 小时 
内可达，其中有 92.68% 的旅游资源在 1 小时内可达。本研究为制定栾川县旅游产业的科学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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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 in mountainous 

counties: Taking Luanchu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U Yu-jie1, JIANG Kai-lun1, CHEN Zhun2, CHEN Tai-zheng1, XUE Yan-xin3, WANG We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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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2, China; 3. Schoo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2, China）

Abstract ：Mountainous county areas are pivotal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cess, playing a vital role. Investigat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accessibility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representative mountainous countie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his study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resource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scenic mountain villages.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various analytical tools, including the nearest 
neighbour index,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ESDA spatial correlation, to asses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density, and structure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Luanchuan County, a typical mountainous region within Henan Province. 
Additionally, we evaluated tourism resource accessibility through buffer analysis, raster calculations, and network 
analysis. The study findings reveal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ourism resources in Luanchuan County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and exhibit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ing; 2) The results of the road network buffer analysis indicate a high 
level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ransportation road network and tourism resources, with tourism resources accounting 
for 88.54% within the road network buffer zones; 3) Overall accessibility to tourism resources in Luanchuan County is 
favourable, with the majority accessible within 1.5 hours and 92.68% within 1 hour. These findings strong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policies for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Luanchuan County.
Key words ：tourism resources; spatial structure; accessibility; Luanchuan County; 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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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我国旅游业正处于

“机遇挑战并存、矛盾风险交织”的特殊发展期 [1-2]。

旅游业不仅需要满足规模扩张的需求，还迫切需要

提升效益 [3-4]。为了加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打

造更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现代服务业，促进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河南省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行动方案（2017—2020 年）》明确了优化旅游资

源空间结构、拓展旅游交通网络，以及升级乡村旅

游等重要任务。因此，研究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

局及其交通可达性对未来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协调发

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5-6]。国

内外学者们对其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旅游资源的空

间结构、空间集聚、空间效应、空间结构优化、开

发潜力、旅游市场结构特征、旅游资源空间可达性

以及旅游交通空间结构等 [7-10]。随着旅游产业的飞

速发展，旅游资源的交通可达性成为近年来的研究

热点 [11-12]。目前，针对旅游资源可达性的量化和评

价存在众多方法，包括，最短路径分析、成本距离

分析工具、节点中心度、缓冲区分析法、两步移动

搜索法、最小距离法、网络分析法、引力模型法、

ESDA 空间关联等 [13-16]。同时，学者们也开始运用

理论模型来研究交通可达性。如田野等 [17] 构建了

旅游吸引力系数模型，并使用成本距离分析工具评

估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的交通可达性。杨仲元和卢

松 [18] 运用交通优势度模型等研究皖南旅游区交通

优势格局的空间变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交通

改善对皖南旅游区空间结构的变化影响。邵海雁等
[19] 采用耦合协调模型，从旅游节点的视角分析了

客源地和目的地的可达性以及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变

化。杜鹏等 [20] 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模型分析了

辽宁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交通可达性，发现可达

性在全省范围内存在明显的差异。孙建伟等 [21] 运

用可达性模型研究发现湖北省旅游空间整体可达性

较好，但在区域层面存在较大差异。

尽管关于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和交通可达性的

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现有研究案例尺度通

常多为大流域（如长江经济带）、省域和市域，多

从宏观、中观尺度开展，较少开展以县域单元为尺

度的深入研究。同时，对于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山

区县域，其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和交通可达性的研

究还相对有限。因此，在县域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基

本单元的大背景下开展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及其可达

性分析的研究，是探寻旅游资源与交通间的演化关

系，加快山区县域全域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

此，本研究选择河南省典型山区县域栾川县为研究

对象，旨在 ：1）通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和

ESDA 空间关联分析其总体和各类型（民宿、旅游

专业村和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2）

采用缓冲区分析、栅格计算法和网络分析法对旅游

资源的交通路网可达性进行量化评价 ；3）基于空

间分布特征和可达性对旅游资源优化配置提出建

议。本研究可为山区县域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栾 川 县 位 于 洛 阳 市 西 南 部（ 东 经 111°11′~ 
112°01′、北纬 33°39′~34°11′），地处伏牛山脉，乡村

旅游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生态优美，人文资源底蕴

深厚，相对高程差距为 1 715 m，属于典型的山区 
（图 1）。栾川县作为旅游资源大县和旅游资源强县，

拥有 8 个 4A 级以上景区，其中包括 2 个 5A 级旅

游景区。其独特的山水资源为旅游业提供了强有力

的发展支持，涵盖了 8 大类、26 个亚类和 84 种基

本类型的旅游资源。其地理代表性和完善的旅游基

础设施为开展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提供了典型

的研究对象。

1.2  数据来源

栾川县风景名胜和民宿数据主要来自高德地

图，通过其官方 API 开放平台获取。以“住宿服

务和风景名胜（POI 分类编码）”为 POI 类型，以

“民宿”和“风景名胜”为关键词进行数据爬取，

并通过 Python 进行导出、筛选和处理，最终获得

了 172 个风景名胜点和 195 个民宿点。数据截止日

期为 2021 年。此外，通过“一村一品”调研数据

获取 43 个旅游专业村的数据，总共构成了 410 个

旅游资源点的数据集。栾川县的矢量数据，包括

村镇和交通道路等，来自阿里云数据可视化平台

（http://datav.aliyun.com/）和 OSM 公开地图（https://
www.openstreetmap.org/）。12.5 m 分辨率的数字高程

（DEM）数据来自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
gscloud.cn）。

1.3  研究方法

1.3.1  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量化  旅游资源空间结构

描述了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互动和集聚情况，反映

了旅游活动的地理属性和相互联系 [22-23]。本研究借

助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和 ESDA 空间关联的方

法来探究栾川县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分布特征。

1）最邻近指数。最近邻分析法最早由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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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Clark 和 Evans 提出，用于反映点要素的空间分

布特征 [24-25]。该指数的值反映了旅游资源在空间上

的聚集或分散程度，包括聚集型、随机型和均匀型。

计算方法如下 ：

1
1 2 rD

r
rR
E

×== （1）

1 1
2 / 2Er n A D

= = （2）

式中 ：R 为最邻近点指数，当 R=1 时，表示点要素

的分布是随机的，当 R>1 时，说明点要素趋于均匀

分布，当 R<1 时，说明点要素呈集聚分布 ；
1r 为最

邻近点之间距离 r1 的平均值；Er 为理论最临近距离；
D 为点密度。

2）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能够准确表达点

要素和线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连续性且不受

选取区间长度影响，可直观反映旅游资源在空间上

的集中或分散程度 [26]。核密度分析的结果值越高，

表明旅游资源点越密集。核密度分析的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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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 为指定带宽 ；K 为空间权重函数，可视为

旅游资源点 i 的权重，若 i 与中心点距离大越大，

则其权重越小，反之则越大 ；dij 为指定带宽内两点

之间的距离大小 ；N 为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数量。

3）ESDA 空间关联。传统的度量方法通常缺

乏空间视角，难以真正反映区域空间影响的变化与

机制 [27-28]。本研究引入 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

析）方法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探测栾川县旅游资

源的空间关联结构模式，以期在整体上定量把握区

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内在规律 [29]。全局 Moran’s I
指数用于测度空间事物的分布状态，能够体现一定

空间范围内相似属性的平均集聚程度。

                         （4）

                                             （5）

                                                          （6）

式中 ：n 为观察样本数目 ；Xi、Xj 分别为位置 i 和

j 的观察值 ；X 为属性平均 ；Wij 为空间权重。若
I 显著大于 0，则表明集聚程度较高，且 I 值越大，

集聚程度越高 ；若 I 显著小于 0，则表明相邻地区

存在明显差异，且 I 值越小，差异越大；若 I 趋于 0，

则体现出无规律的随机分布状态。

Moran’s I 值可以判断现象在空间上的整体分布

情况，但难以探测出聚集的位置所在及区域相关的

图 1　栾川县区位图 
Fig. 1　Luanchuan County loca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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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29]。因此，在需要进一步考虑观测值是否存在

局部空间聚集、哪些区域单元对于全局空间自相关

的贡献更大以及 Moran’s I 全局评估是否掩盖了局

部不稳定性时，有必要深入研究内部情况 [30-31]。本

研究还使用局部自相关方法，如局部热点分析（local 
getis-ord Gi）、 优 化 热 点 分 析（optimized hot spot 
analysis）等来研究栾川县旅游资源在村域尺度上的

空间热点分布。Getis-Ord Gi 用于识别不同空间位置

上的高值簇与低值簇，研究借助 ArcGIS 的空间统

计工具探讨栾川旅游资源在村域尺度上空间冷热点

分布，计算 3 种资源类型的县域单元的局部空间关

联指数 Getis-Ord Gi，利用 ArcGIS 软件将其进行空

间化，并采用自然断裂法将每个时相的局部 Gi 统

计量分成 5 个类别，即热点区、次热点区、中间区、

次冷点区和冷点区。

（7）

为便于解释和比较，对 Gi(d) 进行标准化处理 ：

（8）

式 中 ：Wij 为 i，j 之 间 的 空 间 连 接 矩 阵 ；E(Gi) 和

Var(Gi) 分别为 Gi 的数学期望和变异系数。如果

Z(Gi) 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 i 周围的值相对较高，

属高值的空间集聚（热点区）；反之，如果 Z(Gi) 为

负且显著，则表明位置 i 周围的值相对较低，属低

值的空间集聚（冷点区）。

1.3.2  交通可达性的量化  交通可达性是指一个地区

或地点与周围地区的交通连接和可到达性程度 [32]。

研究采用缓冲区分析、栅格计算法和网络分析法来

测算栾川整体旅游资源的交通可达性。

1）缓冲区分析。缓冲区分析是指以点、线、

面实体为基础，自动建立其周围一定宽度范围内的

缓冲区多边形图层，并对其与目标图层的叠加进行

分析以获得所需结果。它是用来解决邻近度问题的

空间分析工具之一 [33]。考虑到栾川旅游资源的特点，

本研究选择栾川县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以及

城市道路等交通要素作为线要素，并利用 ArcGIS 
10.8 的空间分析功能进行基于线的缓冲区分析，以

分析栾川交通网络的可达性。因交通出行方式、道

路等级和道路布局密度等因素会影响游客出行行

为，例如高等级的道路和便捷的交通方式可以提高

游客的出行意愿。因此，将国道和省道缓冲区设置

为半径 2 km，县道缓冲区半径为 1.5 km，乡道和城

市道路缓冲区半径为 1 km。

2）栅格计算法。将整个栾川县划分为 2 577 个

相同大小的网格，通过创建网格并统计国道、省道、

县道、乡道、城市道路以及水域的长度分布，为每

个网格分配不同的行车速度属性 [34]。参考《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以及其他学者的研

究成果，并考虑到栾川县特殊的山区地貌，将速度

设置为国道 70 km/h、省道 50 km/h、县道 30 km/h、

乡道 20 km/h、城市道路 25 km/h，其余路网未覆盖

的区域速度设定为 15 km/h，水域通常需要付出更

高的时间成本，设定其速度为 10 km/h（表 1）。本

研究以此参数设定生成栾川交通时间成本栅格，栅

格大小设定为 1 km×1 km，并将各等级交通线路长

度、水域统一转换为栅格，然后使用栅格计算器得

到每个单位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将栅格值设置为所

计算的时间成本，从而构建形成栾川县交通栅格成

本数据集，最后利用成本距离分析工具得到从每个

乡镇中心点的可达性。

表 1　各等级交通线路时间成本
Table 1　Time cost of all levels of traffic routes

道路等级 速度（km/h） 时间成本（h）

国道 70 0.86

省道 50 1.2

县道 30 2

乡道 20 2.5

城市道路 25 3

水域 10 4

3）网络分析法。基于 ArcGIS 10.8 的网络分析

法计算任意两个节点的通行时间 [35]。在进行可达

性分析之前要先对交通网络数据添加长度字段，并

根据不同等级的路网速度值计算每段路网的通过时

间。为了更好的创建交通网络数据的拓扑关系，首

先对其进行批量打断处理 ；其次创建个人地理数据

库并创建路网数据集 ；然后，为包括国道、省道、

县道、乡道、城市道路以及水域在内的路网数据集

创建了拓扑关系，并定义了路网规则 ；最后，创建

网络数据集以构建 OD 成本矩阵，以便分析旅游资

源的可达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栾川县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表明，城关镇、栾

川乡和潭头镇是旅游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图 2）。 
根据数量统计，栾川县的旅游资源包括 195 个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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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个旅游专业村和 172 个风景名胜。相对于风景名

胜而言，民宿的分布更为集中，有 6 个乡镇（包括

白土镇、冷水镇、陶湾镇、石庙镇、赤土店镇和秋

扒乡）没有民宿资源分布，而栾川乡拥有最多的民

宿资源，达到 91 个。旅游专业村在白土镇和冷水

镇等多个乡镇都有分布，且分布数量相对均衡。风

景名胜在白土镇以外的所有乡镇都有分布，其中栾

川乡和潭头镇的分布最多，分别有 49 个和 47 个。

2.1.1  空间集聚特征  栾川县的民宿、旅游专业村、

风景名胜的最邻近指数 R 值分别为 0.32、0.73、0.47，

所有 R 值均小于 1.00，表明栾川县旅游资源都呈现

出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状态。其中，旅游专业村的

R 值最大，显示出更为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状态。

整体上来看，栾川县的旅游资源的最邻近指数 R 值

为 0.38，说明栾川县的旅游资源呈现集聚的空间分

布特征（表 2）。

2.1.2  空间分布特征  整体旅游资源点核密度分析结

果表明，栾川县城关镇、栾川乡和潭头镇西南角区

域是旅游资源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图 3）。总体而

言，旅游资源在潭头镇西南区和城关镇栾川乡呈现

出“双核心”的空间分布特征。这一现象归因于栾

川县的风景名胜主要分布在潭头镇的重渡村、栾川

乡的养子沟村和养子口村，以及城关镇的七里坪村。

这些旅游资源的存在推动了旅游相关产业的迅速增

长，吸引了更多旅游资源的汇聚，形成了旅游资源

集中的核心区域。具体而言，民宿的分布呈现“多

核心”空间分布特征，这与栾川县旅游产业发展密

切相关，旅游景点的开发带来了大量的客源，同时

带动了民宿的蓬勃兴起，使民宿资源在多个区域形

成了聚集中心。旅游专业村的核密度特征表现的最

表 2　旅游资源空间集聚特征
Table 2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resources

分量 平均观测距离（m） 预期平均距离（m） R 值 Z 值 P 值

民宿 640.76 2 011.91 0.32 -14.10 ＜ 0.001

旅游专业村 4 069.08 4 069.08 0.73 -3.40 ＜ 0.001

风景名胜 802.54 1 689.59 0.47 -13.17 ＜ 0.001

旅游资源 534.12 1 389.34 0.38 -23.84 ＜ 0.001

图 2　旅游资源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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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著，呈现出“核心带”的空间分布特征，各镇

区的旅游专业村联系密切，分布集中，逐渐向产业

集群化发展。风景名胜密度值普遍偏低，呈现出“三

足鼎立”空间分布特征，潭头镇西南部、城关镇栾

川乡以及龙峪湾林场分布最为集中，这也是栾川县

A 级景区主要的集聚区域。

2.1.3  旅游资源空间关联分析  为探究栾川县旅游资

源的空间分布格局，本研究利用 ESDA（空间数据

分析）进行空间关联分析，运用 ArcGIS 10.8 中的

空间自相关工具分别计算了风景名胜、民宿以及整

体旅游资源的 Moran’s I 估计值（I）及其相关指标，

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显示上述 3 种类型景点的 I
值均大于 0，P 值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且 Z 值的置

信水平均超过 99 %，表明栾川县旅游资源呈现显著

空间正相关。其中，风景名胜的 I 值最小，表明在

旅游资源中风景名胜的空间相关性较弱。

表 3　旅游资源的 Moran’s I 估计值
Table 3　Moran’s I estimation value of tourism resources

分量 Moran’s I Z 值 P 值

民宿 0.21 9.90 ＜ 0.001

旅游专业村 0.51 3.49 ＜ 0.001

风景名胜 0.18 3.53 ＜ 0.001

旅游资源 0.41 5.24 ＜ 0.001

为了更好地研究县域内旅游景点的可达性格

局，本研究分别计算了 3 种景点类型的县域单元的

局部空间关联指数 Getis-Ord Gi，并利用 ArcGIS 软

件将其进行空间上的可视化（图 4）。由图 4 可以看 
出，旅游资源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分布特征。其中，

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在栾川县城关镇、栾川乡以及秋

扒乡和潭头镇的南部，次热点区则以热点区为核心

向周围扩散。具体而言，民宿的热点区最为集中，

分布在县域南部的栾川乡与城关镇。旅游专业村的

图 3　旅游资源核密度分布 
Fig. 3　Tourism resource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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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区分布的较破碎，其中县域南部的热点区最为

明显，呈“带状”分布。风景名胜的热点区与整体

旅游资源最为相似，但冷点区的数量最少。综合考

虑旅游资源的集聚分布和核密度特征，可以看出旅

游资源呈现出团块状的集聚分布特征。

2.2  交通可达性分析

2.2.1  交通可达性空间特征  旅游资源交通可达性分

析结果表明，在 410 个旅游资源点中，有 363 个旅

游资源点位于缓冲区内，占总数量的 88.54%（图 5）。

这表明栾川县的交通道路网络与旅游资源之间的协

调性良好。从未在缓冲区的旅游资源点的分布来看，

大多分布在栾川乡的老君山林场。同时，从旅游资

源的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栾川乡也是旅游资源的主

要集聚区。在乡村旅游地域系统中，旅游资源和交

通网络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旅游资源的交

通可达性对于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尤为关键。因此，

在栾川县未来的道路规划中，应该优先考虑在旅游

资源集聚的栾川乡发展新的交通道路网。

2.2.2  旅游资源可达性特征  基于 ArcGIS 的可达性

分析，利用栅格计算法对栾川县交通网络的可达

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在 410 个旅游资源点中，

有 380 个旅游资源点在 1 小时以内具备良好的可达

性，占比达到了 92.68%。这表明栾川县的旅游资源

在交通可达性方面较好（表 4）。在 0.0~0.2 h 范围

内，旅游资源的总体占比为 28.78%，其中民宿占

比 43.08%，旅游专业村占比 23.26%，风景名胜占

比 13.95%。旅游资源 0.0~0.2 h 的可达性数量为 118
个，其中民宿数量最多（84 个），远超过旅游专业

村（10 个）和风景名胜（24 个）。这主要是因为民

宿的发展依赖于旅游景区，因此栾川县的民宿产业

主要集中在旅游景区附近，这些景区包括了具备良

好交通网络和旅游资源的重渡村、养子沟村和养子

口村等地。0.0~0.8 h 范围内，旅游资源的占比达到

了 88.78%，其中民宿占比 87.18%，旅游专业村占

比 100%，风景名胜占比 63.95%。旅游专业村的可

达性全都在 0.8 h 以内，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村庄几

图 4　旅游资源热点区分布 
Fig. 4　Tourist resources hotspot area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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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位于交通网络的覆盖区域内，拥有良好的交通

基础设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栾川县在

未来的旅游发展规划中可以以旅游专业村为核心，

充分发挥其交通优势，带动周边村庄和其他旅游资

源的发展。

采用成本加权距离法计算旅游资源到达周边需

要花费的时间，并对时间间隔进行划分（图 6）。结

果显示，整体上旅游资源的可达性均在 1.5 h 以内，

可达性良好。具体而言，民宿和风景名胜的可达性

均在 1.5 h 以内，而旅游专业村的可达性要优于民

宿和风景名胜，其可达性在 1.3 h 以内。县域北部

边缘地区为旅游资源匮乏，是可达性大于 1 h 可达

性的主要区域。

2.3  旅游资源优化配置

研究结果表明栾川旅游资源丰富但资源的空间

分布不均，北部边缘地区旅游资源匮乏，且南部存

在集聚现象。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旨在

探讨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旅游资源与交通路

网的协调发展。

2.3.1  旅游资源分区整合  考虑到栾川县内旅游资源

的分布特点，建议以“优先发展高品质、影响力大

且分布集中的旅游资源”为指导原则。同时，应充

分考虑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以及交通线路的情况，

将栾川县的空间结构划分为“两核、四区”（表 5）。

通过空间整合，可以将分散且品质较低的旅游资源

相互联合起来，协同开发，从而实现互补联动效果，

有助于提升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旅游收益水平。

2.3.2  区域旅游联动发展  在“增长极”理论的指引

下，建立分区域旅游业的增长中心。通过借助“涓

滴”效应，提升县域旅游业的整体实力，推动山区

表 4　旅游资源交通可达性时段分布
Table 4　The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periods for tourism resources 

分量
民宿 旅游专业村 风景名胜 旅游资源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0.0~0.2 h 84 43.08 10 23.25 24 13.95 118 28.78

0.2~0.4 h 42 21.54 21 48.84 25 14.54 88 21.46

0.4~0.6 h 33 16.92 7 16.28 37 21.51 77 18.78

0.6~0.8 h 11 5.64 5 11.63 24 13.95 40 9.76

0.8~1.0 h 23 11.79 0 0.00 34 19.77 57 13.90

1.0~1.2 h 2 1.03 0 0.00 28 16.28 30 7.32

合计 195 100.00 43 100.00 172 100.00 410 100.00

图 5　交通缓冲区旅游资源分布
Fig. 5　Travel buffer tourism resourc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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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旅游的一体化发展，实现旅游产业全域的高品

质发展。栾川县拥有明显的旅游资源集聚分布特点，

这可能引发“虹吸”效应，导致资源显著聚集在某

些地区，同时减弱其他地区的发展潜力。然而，旅

游资源聚集区通常也是区域旅游潜力最大、带动力

最强的地方。栾川县作为旅游业发展较为强劲的县，

其旅游产业主要集中在重渡村和栾川乡的大部分村

庄。在全域旅游蓬勃兴起的大环境下，栾川县的旅

游业的发展目标是通过以是以乡村和乡镇为核心，

带动周边村庄的协同发展，同时将影响范围扩展至

尚未开发的边缘旅游资源区域。依据“核心－边缘”

理论，若区域旅游资源的分布呈多核心，则应以各

区域的核心为增长极，突出核心－边缘结构中的核

心优势。同时，应用邻近联动的方式，实现区域内

旅游资源的优势互补，并以旅游交通路线为廊道，

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旅游资源区域体系。对于那些分

布比较分散且品质低的边缘区的旅游资源，可以通

过发展核心旅游资源区域来建立旅游创新基地，然

后逐步向边缘区域扩散联动，以实现边缘区域的发

展，最终增强整个旅游区域的竞争力（图 7）。

2.3.3  促进交通路网与旅游资源的匹配  尽管栾川县

的旅游资源总体上具备良好的交通可达性，但不同

图 6　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分布
Fig. 6　Tourist resources entering space distribution

表 5　栾川旅游资源协调空间分布
Table 5　Coordinate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Luanchuan

核心区 四区 功能 具体释义

重渡沟村
风景名胜集聚区

观光游览度假
游客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文化景点等，体验不同地域的
风土人情，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体验，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观光游览度假区

栾川乡
民宿分布集聚区

乡村生活体验
为游客提供一个远离城市喧嚣、享受宁静田园生活的机会，创造一个亲近自然、
体验农村生活和放松心情的区域。贴近乡村休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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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可达性仍存在差异。作为山区县域，受到地

形高程和坡度的限制，其交通路网在旅游产业发展

中一直存在短板。为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着

重关注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关键任务包括发展贯

穿乡村和郊区的公路网络，特别是要打造连接各村

庄和旅游资源地的客运道路，实现“村村通”的目标。

这些道路的设计应具备容纳大型客车和中型货车通

行的能力，同时要在可能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特殊

路段进行充分考虑。鉴于兴建交通线所需投资巨大，

应优先考虑建设经济效益突出的交通线。因此，在

选址旅游资源点时，应优先选择靠近现有主要干道

和重要交通线的地点。通过合理布局旅游资源，可

以提高现有交通网络的运用效率，实现交通与旅游

资源的最佳匹配，从而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同时，

加强村庄之间的联系，更好地发挥旅游优势村庄的

带动作用。此外，美丽的交通道路也是一种潜在的

旅游资源。因此，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推

动交通运输和旅游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形成推动

交旅融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合力。

3  结论

1）栾川县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

集聚特征，且旅游资源围绕热点区向周围扩散形成

次级热点区，核心旅游资源对周围资源存在“涓滴

效应”，采用分区整合以及区域间联动发展以实现

旅游资源间的优化协调。

2）旅游资源的可达性较好，与交通路网两者

之间也有较好的协调性。但交通作为影响山区旅游

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区的交通可达性也存在差

异，县域边缘地区的交通可达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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