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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

生态旅游发展视角下的智慧景区建设研究
——以鼎湖山景区为例

张敏宁   
（广东理工学院，广东 肇庆 526020 ）

[ 摘要 ] 鼎湖山作为典型的生态旅游景区，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鼎湖山生态旅游的发展。利用新

的科学信息技术来保护和修复鼎湖山生态环境和提高景区的管理水平，是鼎湖山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有

效途径。从智慧景区的发展和内涵出发，结合鼎湖山景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设鼎湖山智慧景区 5 个层

次的设施体系：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共享服务体系、业务应用体系、决策支持体系，

以推动鼎湖山生态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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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Scenic Spo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Taking Ding Hu Mountain Scenic Spot As an Example

Zhang Minning
(Guang 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Zaoqing Guangdong 526020)

Abstract: As a typical ecological tourism scenic spot, DingHu mountain has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by water 
source pollution, natural landscape destruction and lack of management ability. Using new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tect and restore DingHu mounta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scenic spot is the only choi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ngHu mountai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smart scenic spot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ingHu mountain scenic spo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ngHu mountain smart scenic spot, hop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ngHu mountain smart scenic spo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ngHu 
mountain ecological scenic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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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83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首次提出“生

态旅游”的概念。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各不相同，1993

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认为生态旅游是一项旅游活动，

该活动具备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和保护自然环境这两种责

任。在生态旅游被提出以来，在人类面临各种环境问题

和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智慧旅游迅速成为

旅游研究和开发的热点之一。在 1956 年和 1979 年，鼎

湖山分别成为我国首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首批加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的旅游景点，并成立了“人与生物圈”的研究中心。鼎

湖山在自身所具有的优越生态环境基础上，不断进行创

新，先后开发多种旅游项目，如：探险旅游、森林旅

游和生态农业等，经过不断努力，备受各地旅游者的青

睐。鼎湖山作为广东省最早开发的景区之一，目前正

面临着旅游接待能力有限，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有限等问

题。从 2017 年开始肇庆市政府准备申请鼎湖山国家 5A

级景区，景区急需解决管理模式技术层面存在的问题。

作为现代管理理论和科学信息技术二者相互融合的产

物，“智慧景区”的产生为这类生态旅游景区的管理提

供了发展新路径，并为保护景区生态资源提供技术支持

和技术保障。

二、智慧景区国内外的发展情况

（一）国外智慧景区的发展情况

美国为实现景区的智能管理推出旅游定位装置反

馈 系 统（Feedback system of tourist positioning device）

并 引 入 频 射 识 别 技 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北美地区在几年前就开发了智能票务系

统，在系统内可以实时查询游客所在地的公共交通状

况。美国宾夕法尼亚洲波克诺山脉度假区在 2006 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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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频射识别技术应用于酒店接待中，游客利用频射识别

手环就可以在酒店进行结账，开启房门、享受餐饮服务

和购买旅游纪念品，并且也可利用手环进行支付旅游项

目。

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 2009 年也重点发展

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包括建立旅游信息查询系统、旅游

观光车调度系统、旅游观光车安全控制系统、实时监控

系统等。在游客导游方面，英国和德国两家科技公司合

作开发了智能导游 APP。

“指尖上的首尔”智慧旅游工程是韩国为了增加游

客体验过程而建立的，其建立了两个相互呼应的后台数

据库：一个是官方网站——用于发布最核心的旅游资源

和旅游节庆活动。另一个网站则是负责提供富含深度的

旅游信息。韩国首尔观光社在智能手机平台上推出“I 

TOUR SEOUL”APP，使旅游者查找多语种的移动信息

更加方便，为旅游者提供旅游导览服务。新加坡的智能

化数字服务系统注重丰富游客的新加坡旅游体验，并且

游客也能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有关渠道取得一站式的旅

游信息服务支持。

（二）国内智慧景区的发展情况

九寨沟景区于 2010 年提出发展智慧九寨沟作为中

国首个智慧景区。2012 年国家旅游局举办全国智慧旅

游景区建设现场会，会上宣布获得“全国智慧旅游景区

试点单位”的景区共有 22 家。2014 年，智慧旅游成为

国家旅游局的旅游主题，借此推动智慧旅游景区的开发

和建设。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中国各省、市的风景名

胜区正在积极开展智慧旅游建设。在未来，4A 升级至

5A 景区的必备指标也将包含智慧景区。

表 1　2015 年智慧旅游景区 TOP20

数据来源：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我国智慧景区建设状

况分析。

（三）国内智慧景区发展的研究情况

现阶段国内关于智慧景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仍处于初

始阶段，虽然有关研究文献较少，但是依然获得了一些

成绩。党安荣等论述了智慧景区的内涵，提出了智慧景

区建设的总体框架。邓贤峰、李霞提出了建设智慧景区

的标准，准确测量和反映智慧景区建设的主要进展和发

展水平。常少辉等人着重分析颐和园现阶段信息基础设

施和需求，在原有的智慧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上，提出来

基于物联网的创新性建设思想。邵振峰等人探讨了以管

理组织为基础的智能化管理景区方法，并将无线射频识

别应用于景区的智能化管理。Yuanguai Lin 对物联网的

原理和技术进行了介绍，并对景区智能监控系统的设计

进行了说明。

三、鼎湖山建设智慧景区的需求分析

（一）鼎湖山生态旅游景区的现状

坐落于肇庆城区东北 18 公里的鼎湖山，中外学者

誉其为“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鼎湖山上按序散布着

沟谷雨林、常绿阔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等森林种

类。鼎湖山被誉为华南生物种类的“基因储存库”和

“活的自然博物馆”。鼎湖山从 1970 年开发以来经历

了景区生命周期的起步期、成长期、衰落期、复苏期、

成熟期。在鼎湖山的发展历程中，1970—1986 年，属

于生命周期的初期阶段。1986—1991 年，是一个发展

与停滞并存的阶段。从 1992—1995 年， 尽管国内旅游

业发展迅速，但鼎湖山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却没有取得

较大进展，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游者的体验内容过于单

调，鼎湖山景区进入了衰退期。1996—1999 年，鼎湖

山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为了稳定客源吸引更多

的游客，在原有的天溪谷景的基础上，又开发了新的旅

游项目，使景区的可容纳游客数量增加并且使旅游内容

更加多样化。2000 年 12 月鼎湖山根据其文化内涵，建

设了独具特色的宝鼎园，使鼎湖山景区进入了旅游景区

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期。在景区发展过程中，旅游吸引物

被开发，游客市场不断壮大，给景区带来效益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二）鼎湖山建设智慧景区的需求

作为旅游活动中核心要素的旅游景区，经常会出现

旅游者远远超出景区旅游承载能力的情况。当前，旅游

景点的开发大部分是以获利为根本目的，在资源保护与

旅游景区开发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丰富旅游者的旅游

观感与旅游体验，基于景区保护发展的需求，需实现景

区人与物的统一，按照信息储存的要求，需实现生态环

境的灵活转变，有效遏制环境的退化，解决景区的生态

问题，不超过其可容纳环境容量，给予生态旅游规划与

发展的决策和支持。

1. 建立景区生态信息系统

作为旅游活动信息与生态环境信息有机融合的产

物，景区的生态信息对环境产生动态影响。亟须构建景

区生态信息系统，有利于对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

景区旅游行为的管理。智慧景区的框架拥有 3 个平台，

分别是数据管理服务平台、信息感知平台、共享服务平

台。利用智慧景区的信息系统获取景区的各类信息，并

将其存储在云计算中心，从而形成一个基于信息采集与

监控的可感知景区生态系统实时信息数据库，实时跟踪

景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实现智慧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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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景区生态预警系统的构建

景区的生态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态环境会随时

生变。以确保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在景区的动态监测中

顺应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退化等的转变，景区管理部门

可在生态环境监测方面建立数据基础设施体系、信息基

础设施体系、业务应用系统，构建景区生态预警系统。

这些信息不但能够实时向景区管理部门反映景区的生态

情况，也是管理部门对景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数据依据。

3. 缓解景区生态环境压力

1999 年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后，我国的节假日旅游快速发展，对大多数的景区来说

节假日大量的旅游者进入会对景区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

压力。景区管理理念的落后、管理能力的不足和大量旅

游者的涌入都会导致景区的生态环境面临巨大挑战。在

超出旅游景区环境承载能力的情况下，不但会对景区的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且游览者在游览过程中的游览体

验质量也会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景区可以利用基

于物联网的智能景区信息基础设施，为不同时段进入景

区的游客设计最佳的旅游路线。利用时间差形成控制空

间，可以利用智慧景区中的业务应用系统向旅游者实时

传递不同景点的情况，还可以向旅游者发送游览引导，

使旅游者能够在景区内均衡有序流动，减少对生态环境

破坏的同时，缓解旅游高峰时期景区生态环境压力。

四、建设鼎湖山智慧景区框架建议

建设鼎湖山智慧景区涉及 5 个层次的设施体系：信

息基础设施体系、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共享服务体系、

业务应用体系、决策支持体系。

（一）信息基础设施体系（网络层）

鼎湖山智慧景区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促进了景

区内的信息感知与传递，通过利用传感器、物联网和

互联网来实现。其作用是为鼎湖山智慧景区系统提供

硬件、信息、网络与安全的依靠。在鼎湖山智慧景区信

息基础设施设备的实际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信息收集设

备和信息传输设备的建设。信息收集设备包括遥感技术

（RS）、射频识别技术（RFID）、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等。

（二）数据基础设施体系（数据层）

鼎湖山智慧景区建设核心项目之一为数据管理与服

务系统，包括数据仓库和交通运输局中心。在建践过程

中，确保数据基础设施体系的丰富性，不仅要包括基础

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同时还要涵盖主题数据库、视频

数据库和图像数据库，具备相应的数据访问平台，为每

一种业务提供统一的数据访问接口服务，将各项数据资

源合理整合。

（三）共享服务体系（服务层）

鼎湖山智慧景区共享服务体系主要应涉及云计算与

面向服务结构，鼎湖山智慧景区的云计算建设必须具备

足够的技术支撑，如：景区应用云（Sass）、基础建设

云（Lass）和景区平台云（Pass），以服务接口和服务

组件为第三方提供空间数据业务和数据应用系统的共享

服务。

（四）业务应用体系（应用层）

鼎湖山智慧景区的业务应用体系应重点管制业务流

程和网络服务这两方面。从而切实为特定区域的资源保

护、旅游经营管理、公共服务等提供相关的服务。管理

人员与业务部门可以透过资源保护系统、旅游经营管

理系统进行工作，实现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旅游者和公

众可以利用公众服务系统（科学教学系统、信息网站系

统）实现旅游者在游览前的信息获取，游览中的游览导

引、景点讲解、虚拟体验，游览后的信息交流、学术交

流等。

（五）决策支持体系（决策层）

鼎湖山智慧景区的决策支持体系主要的作用在于数

据分析和帮助决策，以网络层和应用层为基础，结合专

家智慧系统，最后得出鼎湖山景区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

的决策方案，为景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辅助。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鼎湖山风景区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

并引入了智慧景区的发展理念，提出鼎湖山建设智慧景

区的框架。以景区信息化为基点，致力于生态绿色旅游

发展，构建一个智慧景区。在建设智慧景区的过程中，

要引入先进的设备和信息技术，及时淘汰和更新，从而

做到与时俱进。还要解决景区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资金短

缺问题，以及在建设智慧旅游景区过程中各种技术人

才短缺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要革新传统的景区管理体

制，创建全新的管理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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