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螺髻山是四川省川西南旅游区的重要景区，以自然风

光和民族风情而著称，被四川省政府列为十大自然风景名胜

区之一。同时它又是省级自然（野牛）保护区。螺髻山位于西

昌 市 南 约!"#$，行 政 区 划 分 属 凉 山 州 的 西 昌 市 、普 格 县 和

德 昌 县 ，西 临 安 宁 河 ，东 抵 则 木 河 ，北 接 泸 山 和 邛 海 。 山 形

独 特 ，妩 媚 动 人 ，形 如 美 女 发 髻 ，故 称 螺 髻 山 。 该 山 是 第 四

纪晚更新世以来急速上升的地垒式山岳 ，由下震旦统火 山

岩组成山峰的主体，东西两侧分别为安宁河断裂 带 和 则 木

河 断 裂 带 所 限 ，山 岭 呈 近 南 北 走 向 ，长%" #$，宽&’(!" #$，

主峰高) !*+ $，两侧河谷海拔一般在& !""(& *"" $。景区年

降雨量为& """ $$左右，年均气温!(&",，主峰年均气温为-
&./,，最冷月可达-&&,。

& 旅游资源的特征与评价

!"! 自然景观资源特征

螺髻山可称之为世界级的古冰川地质公园。在第四纪地

质历史时期，螺髻山曾经是一个古冰川中心，先后发育有)期

山岳冰川，各种冰川作用遗迹和冰川地貌保存完好且十分典

型，这在中国同等海拔高度的中高山地区是罕见的。主要的

冰 川 侵 蚀 地 貌 和 堆 积 地 貌 包 括 ：角 峰 、刃 脊 、多 级 冰 斗 和 冰

窖、冰蚀湖 和 冰 碛 堰 塞 湖 、0谷 和 谷 中 谷 、溢 口 、冰 溜 面 及 擦

痕、刻槽、盘谷、羊（鲸）背石、冰坎和冰阶、冰原石山、侧碛垅、

终碛垅、底碛、锅穴、漂砾、冰缘岩柱、石海、石环、冰水扇、冰

针等。正是这些独特的冰川地貌，构成了螺髻山以高山湖泊、

原始森林、奇峰异石为主的苍茫峻秀的自然景观的基础。

螺髻山的高山湖泊（海子）有*"余个，因其四周的植被不

同而呈现不同的水色，故有五彩湖、叠翠湖、珍珠湖、姊妹湖、

黄龙潭、红海、黄海、金海之名。

螺髻山区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地带，而且相对高差约! """
$，因此具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这一特

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其成为天然的生物博物馆。景区有原

始森林&"万余亩，包括南亚热带植被，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

热带针叶林、亚高山针叶林。据统计植物有&/"科，1 """种以

上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的 珍 稀 植 物1’种 ，如 西 昌 黄 杉 、攀 枝 花 苏

铁、独叶草、棕背杜鹃等。螺髻山是杜鹃花的宝库，成片分布

的杜鹃林达万亩以上，品种约*"余种，实属罕见。景区有脊椎

动物)""余种，其中鸟类1*1种，爬行 类&+种 、两 栖 类1+种 ，属

国家一、二类保护的珍稀动物有金猫、野牛、绿尾虹雉， 小熊

猫、穿山甲、短尾猴，鸳鸯、斑羚、赤麂、大凉蝾螈、东坡墨鱼等

1/种。

螺髻山，雄伟的角峰、峻峭的石山、奇形怪状的 岩 柱 ，宽

坦的围谷，大小不一的海子和深幽莫测的仙人洞隐藏于苍松

翠柏、杜鹃花海之中，其风光秀色美不胜言，集雄、秀、幽、奇

于一身，为川西南胜景。兼具观光、休闲度假和生态旅游、科

考旅游等功能和价值。螺髻山及其周围地区夏无酷暑，冬无

严寒，日照充足，素有“万紫千红花不落、冬暖夏凉四时春”的

宜人气候。景区年均气温&%,，最冷月（&月）均温+.*,，最热

月（%月）均气温11.’,，全年降雨集中在*(%月，雨天仅&&%天，

常年天晴日朗，月明风清，为建设消夏、过冬的休闲度假基地

提供了良好条件。

!"# 人文景观资源特征

螺 髻 山 地 处 中 国 最 大 的 彝 族 聚 居 区 ———四 川 凉 山 州 ，

也是中国最晚结束奴隶制的一个区域。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

和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例如火把节、达体舞、摔跤、赛马、斗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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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节庆娱乐活动、风趣的彝族婚礼、绚丽多姿的民族服饰、烤

乳猪、砣砣肉、杆杆酒、苦荞馍、酸菜汤等别具风味的彝族传

统食品、以及彝族风格的村寨民居等等。重要的宗教文化遗

迹有螺髻山寺、三寨庄庙、宗林寺、祖师洞、佛光洞等。

!"# 螺髻山周边的旅游资源

以景观奇特的螺髻山为中心，周围有苍翠郁郁的泸山、

碧波鳞鳞的邛海，岩溶景观仙人洞、大青梁飞播林区、则木河

近代地震遗迹景观、普格温泉浴池，大槽河障壁峡谷及温 泉

瀑布、黄联关土林、西昌月城、德昌古城楼阁、丁佑君陵园、卫

星发射中心等，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综合性旅游片区。

邛海：位于西昌市城南# $%，水域面积&’ $%!，周 长#(
$%，平均水深’) %，最深&) %，总储水量&亿%&，是四川省

第二大湖泊。自汉朝尤其是明清时代以来，就已成为游览胜

地 ，众 多 的 文 人 墨 客 留 下 了 许 多 赞 美 的 诗 篇 ，如“今 见 邛 池

景，疑从梦里还”、“月出邛池水，空明彻九霄”等。这里现已建

成水上乐园和水上运动训练中心。

泸山：面积’! $%!，主峰海拔! &’* %。自山脚下直至顶峰

的密林深处，层层叠叠地建造了东汉至清朝的九级殿群和’*
座庙宇，集佛、道、儒三教于一山，实为全国之奇迹。泸山东坡

建有规模宏大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生动地再现了彝

族奴隶社会制度的原貌。在蒙段祠内，保存有’((余块历代的

地震石刻碑记，是中国少见的珍贵之物。

西昌古城：属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始建于公元前百余年，

距今!(((多年。因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终年日晴月朗，故称

“月城”，又因航天卫星发射基地建于此，又称为“航天城”。城

内有唐代古白塔、无名汉阙、南诏景庄王庙、罗罗斯宣慰司、

明 代 城 门 、天 主 教 堂 、基 督 教 堂 、清 真 寺 等 风 格 各 异 的 古 建

筑。

博什瓦黑及大箐岩刻画：博什瓦黑岩刻画位于西昌东约

#( $%，画刻于’+块大石上，共,(余幅，画面)(( $%!，有神、佛、

道各种人物、建筑、以及飞禽走兽，还有出行狩猎等场景。最

大的画面高) %，长’-* %。大箐岩刻画位于西昌城南!) $%，包

括佛像、明王像、菩萨像、供养人像和走兽等。岩刻画造型简

练、线条明快、技艺精湛，栩栩如生。据考证属唐末宋初南诏

至大理间所刻，属古代艺术珍品。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位于西昌北#( $%的山间宽谷中，是

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现代化航天发 射

中心。’",+年已对外开放，游客可饱览现代化航天技术的各

种设施，领略火箭腾空而起，跃入太空之惊心动魄的场面。

黄联土林、砾石林：土林位于西昌城南&( $%的黄联镇

旁，面积约’-& $%!，土柱林立，高&.# %，部分达’( %，形 态 各

异。砾石林，位于西昌城北约# $%，面积约’ $%!，砾石柱高大

雄伟，柱顶或柱间顶着直径达!.& %的岩块，千姿百态，引人

入胜。此外，在黄联镇东坪村，有汉代冶铜铸币遗址，面积!(/
’() %!。

荞窝温泉瀑布：在高出河床!(.&( %的震旦系灯影灰岩

壁上，由多个水口泻下一帘帘温泉瀑布，水温约&#0，为天然

的沐浴场。

!"$ 旅游资源的基本评价

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螺髻山是中国中低纬度区和中高

山区最典型、最完美的古冰川遗迹地。在地学科考和科研上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而也构成了螺髻山自然景 观 的 独 特

性。独特的螺髻山自然景观资源和唯一的凉山彝族文化环境

水乳交融，更加强了螺髻山整体旅游资源的不可替代性。

自然原始性：螺髻山的导向性旅游资源 ，是 奇 异 独 特 的

古冰川地貌和原始多样的生物群落构成的自然生 态 组 合 景

观。虽距西昌市仅&( $%之遥，然而因社会经济和交通状况的

相对落后与封闭，长期被视为神秘莫测之区，人迹罕至，从而

使螺髻山原始生态环境得以保存较好。

多样性和综合配套性：以螺髻山风景区为中心的#( $%
半径的邻区范围内，人文的、自然的、古代的、现代的多种旅

游资源并存，类型丰富，分布集中，功能多样，与螺髻山的旅

游资源构成极好的互补与综合配套。使该区的旅游资源在整

体上具有了更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开发前景。

! 开发条件与环境的初步分析

%"! 产业优势

旅游业是!’世纪的朝阳产业，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开放，

中国旅游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西部大开发中旅游业的发

展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给四川这个旅游资源大省，特 别

是攀西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带来契机。旅游业以其投

资风险小、收益稳定、资源耗损小、一次性投资、长期收益为

优势。国内近年来假日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周边

旅游和跨省区的远程旅游，国际游客也在逐年快速增长，热

线旅游区超负荷接待，急需推出新景区、新路线、新项目，满

足游客的需求。中国西部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程度低，

四川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西部的云南等省比较还很低，而凉

山州的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与四川其他地 区 相 比 更

为落后，整体上处于初始阶段，这也给凉山州旅游业的投 资

者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 区位优势

螺髻山位处旅游资源大省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州，紧靠西

昌市，是四川西部&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唯一与省内外有航

空和铁路相通的地区，由成都飞西昌仅需一小时，而成都 是

中国西部吸纳国内外游客的主要门户。凉山州南邻旅游强省

云南。西昌市是连结川滇的铁路大动脉———成昆线上的重要

枢纽。成昆线上常年有往返成都—昆明的旅游专列，具备分

流云南方向巨大客流的运输能力。’(,国道紧靠螺髻山风景

区，并贯穿凉山州腹地连接成都、昆明，目前正在分段改造成

昆高速公路，四川境内成都至雅安段已建成通车，冕宁至 攀

枝花段也将完工，这将极大地改善区内的公路交通。

西昌是我国重要的航天基地，通信网络 十 分 发 达 ，这 也

是沟通外界、方便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桥梁。

螺髻山及西昌旅游区与省内及 邻 省 一 些 重 要 旅 游 区 之

郭建强等：四川螺髻山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战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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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的 行 程 方 便 ，如 往 来 乐 山—峨 眉 山 、泸 沽 湖 、黄 龙—九 寨

沟、都江堰、四姑娘山、贡嘎山、昆明、大理、丽江、中甸等旅游

热点，均可不超过两日的行程。从而可能从旅游大市场的互

动中获得巨大商机。

!"# 资源优势

螺髻山旅游资源的自然生态特点，符合生态旅游这一国

际旅游潮流。由于有这些优势，螺髻山可以建成以高山、古冰

川遗迹和湖泊森林为主题的以休闲度假为主要功 能 的 国 家

公园，从而在四川众多的高品质自然风景区中独树一帜。

!"$ 制约因素

因宣传力度不够，螺髻山风景区在国内外旅游市场的知

名度还很低。螺髻山风景区地跨西昌市、普格县和德昌县，因

行政管理的不统一，在对景区进行有效的、整体的保护、管

理、开发、经营方面，会产生不利影响。景区内以及由西昌、普

格、德昌进入景区的道路设施、景区及周围的旅游服务设 施

还十分落后或处于空白。螺髻山风景区内的旅游资源和旅游

生态环境还需要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科学调查。受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的影响，景区所在地的投资环境质量和先进地区比

有一定差距。

: 开发的可行性与开发战略

螺髻山 景 区 所 在 州 、市 、县 的 政 府 部 门 ，已 充 分 意 识 到

开发旅游资源的重要意义，并对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有十分

积极的态度和措施。国内外众多投资者在大量成功范例的鼓

舞下，对投资旅游业有良好的信心，这给广泛的融资和合 作

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内外在风景名胜区的调查、规划、保护、

管理、开发等诸方面，已积累了较成熟的技术方法、法律制度

和政策规范，可为螺髻山开发提供蓝本与充分的借鉴。

本地区的资源、区位、社会环境与云南 西 北 地 区 有 许 多

相似之处，其开发模式和发展战略值得借监，总体可概括 为

审时度势，有的放矢，合理规划、有序开发、强化宣传。（9）抓

住当前国际、国内旅游发展的时机，果断决策，把握商机。（!）

摸清家底，对区内的旅游资源特点、开发现状和开发环境 进

行全面的调查与研究，使资源开发有的放矢。（:）旅游规划指

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主要为，注重生态体系和景观资源的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以山水森林景观和民族风情为特色，近期 着

眼于国内市场，中长期以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开发个性 鲜

明，综合配套，竞争性强的旅游产品，建成川西南旅游中心和

连接川滇、延伸海外的国际旅游通道。（P）严格区分保护地区

与开发地区，按核心保护区、保护缓冲区、观光游览区、度假

居留区等功能分区进行统筹规划、分类分区管理，确保资 源

的合理开发与永续利用。（Q）充分考虑螺髻山风景区的总体

布局与整体开发。突出重点，先易后难，面中找点，连点成线，

点线带面。从现有主要资源的分布和可进入性来看，建议优

先开发普格、西昌境内，然后开发德昌境内。建议依法获取整

个景区或优先开发区的经营权。（8）针对国内外客源市场的

特点，制定完善的营销计划，进行全方位的策划包装和全 新

理念的广告宣传，迅速提高景区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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