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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桂林自然风景资源及保护

缪钟灵 宗凤书

(桂林工学阅

桂林自然风景资源以喀斯特景观 (山和洞 ) 为主体
,

以漓江水景为灵魂
,

是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景名

胜宝地
,

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

这双重桂冠
,

突出了桂林在旅游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

因

而
,

保护和开发这一宝贵的自然风景资源
,

使她永远熠熠生辉
,

光彩照人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l 桂林自然风景资源组成

喀斯特景观 (或称地貌 ) 是桂林风景的主体
,

喀斯特是发育在碳酸盐岩地区的一种地质作用过程以

及这一作用的结果
,

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类型各种形态的山和洞的地貌
.

喀斯特在桂林发育得最完美和最

典型
,

是因为桂林有巨厚的水平分布的
、

垂向上连续的纯石灰岩地层 ; 有在地表和地下流动循环的丰富

水源 ; 水中饱含着具侵蚀性的 C 0 2 ; 有亚热带宜人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
.

在地质一水文一气候诸条件的

最佳配合下
,

塑造了甲天下的喀斯特美景
.

桂林的喀斯特发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

过去她在一种 比今气候更湿热的热带气候下发育成长
,

如今

气候已由热带变成亚热带
,

但热带气候下形成的峰林地形并未随之消失
,

依然风貌犹存的保存下来
,

这

是桂林山水的地质基础也是申请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的主要根据
.

1
.

1 喀斯特地貌

桂林一阳朔间的喀斯特地貌可划分峰林平原
、

峰丛谷地 (峡谷 ) 洼地
,

丛丘谷地
、

岭丘谷地
、

缓丘

谷地等类型
,

对风景最有意义的是峰林平原及峰丛峡谷
,

这两点通常合称为峰林地貌
.

1
.

1
.

1 峰林平原 本市及市郊是一个典型的峰林平原
,

其特点是在平坦的地表上
,

有喀斯特石峰拔地

而起
,

石峰具有体量小
,

高度小而山形陡峭的形态
,

成为自然风景资源的核心
.

市区附近的石峰有两种

形式
,

其一为伏波山
,

独秀峰
,

犹如青莲出水
,

亭亭玉立 ; 其二如西山
,

石峰簇拥
,

峭削森罗
,

这两种

形态
,

都给游人以不同的视觉感受
,

产生不同的效果
,

前者是峰林稀疏分布的类型
,

而后者是峰林密集

分布的类型
,

稀疏和密集反映出石灰岩溶蚀作用受地层
、

岩性
、

地质构造和水文等因素所制约
.

桂林一阳朔间有无数的石峰
,

这些石峰不论将她置于宏观的群体中还是单独的对她进行观赏
,

形态

都十分优美
,

其优美程度可用形态指数表示 :

=k
a / (

a
+b )

式中沂一石峰的形态指数 ; a一石峰高度 (对于基底的相对高差 ) ( m ) ; 占一
-

石峰腰部直径 ( m )

用腰部直径较用根部直径为好
,

因根部受崩塌
、

坠积物影响而加大
.

峰形可按 k 指数划分三类 : I

类 k < 2
,

最具观赏价值 ; n 类 k 值介于 2一 3 间
,

具观赏价值 ; 111 类 k > 3
,

价值一般二风景石山其形态

指数多属 I
、

n 类
.

桂林盆地内有数百个石峰
,

相对高度多为 20 ~ 20 0 m
,

直径多为 50 ~ 20 0 m
,

多数石峰小巧玲珑
,

拟

人拟物形象万千
,

城市的特点是石峰在城中
,

城在石峰中
,

相互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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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峰相依相伴
,

成为桂林城市独具的特色
.

1
.

1
.

2 峰丛峡谷及佳地 基底 ( 山根 ) 相连的石峰称为峰丛
,

峰林是相互离立的
,

而峰丛是相互连体

的
,

常常是数峰连座
,

因而山的体积
、

高度等几何要素比峰林大
,

峰丛被河流穿越时
,

形成峰丛峡谷地

貌
,

在远离河谷的地方
,

成为峰丛洼地
,

洼地的平面形态有似圆形
,

椭圆形
、

多边形
、

长方形
、

槽谷形

等
,

按洼地的测高位置
,

又分为高洼地和低洼地
.

峰丛洼地和峰林平原在平面分布上或比邻或参差交错

或相互包容
,

其平面结构受地质
、

水文
、

气候多因素的影响
.

峰丛地貌在景观上的特点是峰形
、

悬崖
、

溶洞
、

地下河和大泉
,

桂林—
阳朔间有大片地区是峰丛

峡谷和洼地地貌
,

从奇峰
、

大好到兴坪的数百平方公里范围
,

都是这种地貌
.

( 1) 峰形 : 峰丛区峰多
,

形态万千
,

有单峰而秀美者如望夫山
、

冠岩
、

书童山
、

钟灵山等等
,

有组

峰而俊美者如西山
、

七星山等等
,

有群峰而婉约雄秀者如杨堤附近之峰
、

兴坪附近之峰皆是
.

单峰的美

和欣赏一如峰林一节中所说
,

而组峰和群峰则是一种天然组合和谐搭配的美和意境
,

以兴坪为例
,

兴坪

是天下奇峰会粹之处
,

有
`

桂林山水甲天下
,

】

阳朔山水甲桂林
,

阳朔风景在兴坪
,

之说
,

这是一种步步深

人引人人胜的描述
,

不论桂林
、

阳朔
、

还是兴坪
,

她们都是甲天下王冠上闪烁的明珠
.

每颗明珠有 自己

的特色
,

兴坪的峰形态万千
,

弧形直立的妨板山
,

山腰膨大的罗汉山
,

五峰骄峙的五指山
,

旋转回环的

螺丝山”
一

,

她们的单体山形线
、

组合的轮廓线
,

峰形与天际融合的天际线
,

都是那样的柔和
、

圆润
,

在山景中嵌入曲折蜿蜒的漓江
,

她的碧水清波
,

她水面上的倒影婆要
,

她的美女照镜
、

双鱼戏水等景
,

的确令人叫绝
,

如果不是乘现代游船一掠而过
,

而是乘小艇
,

掉轻舟
,

顺水漂流
,

夜宿兴坪
,

则月色中

的山水
,

晨曦中的雾霭
,

远离都市的喧嚣
,

聆听林涛之沙沙
,

鸟飞风行
,

粼粼水光历历在目
,

峰的天际

线朴朔迷离
,

如比清幽俏丽风景
,

能不把她当作仙境么?

( 2) 悬崖 : 峰林的石峰也有悬崖
,

但由于她体量小
,

悬崖的容量和变化也就小
,

显不出特色
,

峰丛

就不同
,

她的峰体庞大
,

悬崖自然就宽大高昂
,

具有宏观的视觉效果
,

成为有特色的景点
.

杨堤和兴坪

之间的峰丛石山
,

被漓江侵蚀切割
,

造就了不少的悬崖景点
,

最有名的是九马画山
,

当游船由浪石过二

郎峡后
,

江流直南而下
,

突然一山兀立
,

大有截江断流之势
,

山的迎江面是笔直的断崖
,

断崖有崩塌的

痕迹
,

在雨露风霜的侵蚀下
,

年代久远的断崖面长满了苔鲜和兰绿藻类
,

呈黑色
,

深灰色调
,

年代较新

的断崖面则呈现黄色
,

且较裸露
,

在石灰岩层的层面
、

断层
、

裂隙的线性纹路里
,

在凹进的部分或稀或

密的生长着林木竹藤之类的植物
,

这些错综的纹线和块状的色斑
,

组成了一幅群马汇聚的图案
,

或立或

卧或奔或跃或饮或嘶
,

神态各异
,

栩栩如生
,

马的形象和数 目
,

全凭游人观察力和形象思维的敏锐程

度
,

最敏感的游客能数出九匹
,

故称为九马画山
.

除此以外
,

一些石壁断崖具有景观效应
,

如鲤鱼壁便

是漓江右岸一块色彩斑斓的的石壁
,

其石纹和石色犹如一尾红鲤鱼 自江中跳起附其壁石化而成
.

悬崖的

成因是多种多样的
,

有一部分是地质构造的断层面
,

一部分是江流的侵蚀作用或崩塌而成
,

正是这些连

绵的悬崖
、

峭壁
,

构成峰丛峡谷的自然景色
.

( 3) 溶洞 : 由于峰丛山体较峰林石峰庞大
,

山腹肥厚
,

可以容纳大型的溶洞和长大的地下河
,

桂林

—
阳朔间的风景旅游洞

,

几乎都位于峰丛山体内
,

如七星岩洞
,

芦笛岩洞
,

冠岩
,

莲花洞等等
。

这类

溶洞有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历史
,

洞穴的内部形态和石钟乳沉积
,

已经历过漫长的历史变迁
,

饱经沦

桑
,

有的 (一般为高位洞 ) 已洞老石衰
,

无观赏价值
,

有的则处于青春焕发的阶段
,

颇具观赏和研究价

值
。

地下水是形成洞穴空腔的动力
,

也是洞内石钟乳的塑造者
,

游人们在风景洞内观赏的千姿百态的石

钟乳
,

无一不是过去数万
,

数十万年一直绵延至今的地下水的各种流动状态和存在形式所沉积的结果
,

没峭地下水的活动
,

石钟乳不能生成
,

也不能保持其形体和表面的生机和光彩
.

芦笛岩洞是一个厅堂状的大溶洞
,

其面积近 15 o 00 m 2 ,

其间的旅游路线不过是围绕这个大厅环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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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

洞内景观以滴石类石钟乳为主
,

其次是石幕
,

石瀑布等流石景观
,

据石钟乳测年研究
,

在距今 3 ~ 4

万年和距今 .0 3一 0
.

7 万年两个时期是气候的温暖湿润期
,

此两期石钟乳等沉积物生长快
,

沉积多
,

已知

的最古老的沉积是光明山芦笛岩北大岩洞中的一个石笋
,

其根部年龄为距今 69 万年左右
,

大部分俱观赏

价值的石钟乳是距今 3一 4 万年以来的产物
.

( 4 ) 地下河
: 地下河以离奇

、

神秘
、

美妙绝伦的水景和石景为特色
,

迷宫般曲折河道
,

河岸的沙滩

和沉积物
,

河中的鱼和虾类
,

都可引起观赏
、

考察
、

探险的兴趣
,

洞穴空间内的空气及气候
,

具有医疗

价值
,

也是一个可开发的领域
.

桂林— 阳朔间地下河有十数条
.

以在峰丛谷地和峡谷中出 口的地下河

犹为壮观
。

冠岩就是一条发源于海洋山全长达 12 km 的地下河的出 口段
,

出 口处在漓江左岸
,

草坪民族乡附

近
, ,

该洞按高起点
,

高标准设计开发
,

水道有游艇
,

早洞有电车
,

上下层之间有观光电梯
,

再加上自动

光控
、

声控导游系统
,

成为国内独具特色和韵味的地下河游览点
.

如果能再往上游及深处开发
,

增加探

险和科学考察的项目
,

则会如其名一样成为甲天下的冠军洞了
.

1
.

2 漓江河谷地貌

漓江是珠江流域西江支流桂江上游一段的称谓
,

发源于猫儿山 ( 2 14 1m )
,

止于平乐县与恭地河的

交江点
,

全长 1Z 4 k m
,

流域面积 12 2 85 km 2
.

漓江在其流程上依次经历中山峡谷 ( 40 k m ) 一溶蚀盆地

( 16 k m ) 一丘陵谷地 ( 30 k m ) 一峰林平原 ( 3 6k m ) 一峰丛谷地 ( 83 k m ) 一低 -IIJ 谷地 ( g k m ) 等 6 个地

貌单元区
.

它们在旅游资源上各有特色
,

最具特色的是峰丛谷地河段
,

其次是峰林平原河面
.

桂林至阳

朔的漓江流程就跨越这两个河段
,

游船过自桂林出发过大好镇之后
,

江流转向南
,

峰林平原渐渐从视线

中消失
,

峡谷和险滩的河谷形态逐渐展现
,

漓江被紧紧束缚在丛山之中
,

江流左冲右突
,

艰难的前进
,

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
, .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

两岸石山
、

崖壁
、

江流
、

水面
、

倒影以及她们的天然组

合
,

都成为美的景点
.

山景有磨盘山
, `

望夫石
、

冠岩
、

绣山
、

半边渡
、

石人推磨
、

九马画山
、

螺丝山
、

龙头山
、

碧莲峰
、

书童山 ; 水景有斗米滩
、

冠岩地下河出口
、

鸳鸯滩
、

锣鼓滩
、

浪石
、

黄布倒影等等
,

真是目不暇接
,

美不胜收
.

山景和水景相互辉映是滴江风光的灵魂
,

以黄石倒影景点而论
.

那一带江宽

水静
.

深潭迭见
,

江底有黄石如布
,

而江右岸骄列的七座秀丽石峰
,

如出浴美女
,

倒影水中
,

其景其

情
,

令人心怡神驰
,

不虚其名
.

阳朔附近碧莲玉笋似的群峰倒影
,

更令人惊叹 ! 故有诗云
`

桂林山水甲天

下
,

阳朔堪称甲桂林
.

群峰倒影山浮水
,

无水无山不入神
, .

这首诗道出了水面倒影是漓江风景的真谛
.

各种水面均有倒影景观
,

唯桂林石峰的倒影
,

最令人拍案惊奇
.

徐霞客在他游历过桂东北的漓江
、

洛清江
、

和柳江之后写道
, “

阳朔之漓水
,

虽流有多滩
,

而中无一

石
,

两旁时时轰崖缀壁
,

扼掣江流
,

而群峰透逸夹之
,

此江行之最胜者
” .

他评品漓江风景第一
,

柳江第

二
,

洛清江最次
.

考古今之游者
,

虽见仁见智
,

各不相同
,

但对于漓江之欣赏
,

之赞美却是异 口同声

的
。

2 桂林 自然风景特点

2
.

1 自然风景的环状及线状结构美

桂林一漓江一阳朔虽同以喀斯特地貌名冠天下
,

但各个地域部分其自然风景特色也别具个性
.

以桂林市区为中心的桂林盆地的风景以环状结构为主
,

盆地内的几乎每一座孤峰都是环状结构的中

心点
,

站立其顶
,

放眼望去
,

每一个角度
,

每一个透视线上
,

都是多层次风景的复合
,

故有
“

千峰环里野

立
,

一水抱城流
,

的诗篇
.

这种美的意境在伏波山
、

独秀峰
、

塔山和象鼻山等石峰顶上犹为完美和典型
.

伏波山形态指数 1
.

8
,

山形俏丽优美
,

登山顶极目眺望
,

平原风光
,

远山近水
,

尽收眼底
,

以山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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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

旋转 3 60
。 ,

每个角度都是令人心怡神驰的风景透视线
,

若向南
,

则象鼻山
、

穿山
、

塔山
、

雄

山
,

南溪山分层迭出
,

间夹着波光粼粼的漓江水面
,

闪灼着榕湖杉湖的倩影 ; 若向西则独秀峰
,

老人

山
,

西山
,

猴山逐层升高
,

最尽头的猴山高耸
,

四周云雾缭绕犹如海上仙山 ; 若向北则面临深涧
,

见叠

彩山石纹横布
,

彩翠相间
,

而蜿延的漓江在虞山
,

猫儿山等峰林石山 中时隐时现
,

江的来处消失在苍茫

迷雾间; 若向东
,

景色层次更加突出
,

第一层是由屏风山
,

七星岩组成
,

第二层由挂子山
,

金鸡背山
,

金凤山及尧山山麓斜坡的茂盛松树林组成
,

靖江王墓群若隐若现
,

点缀其间
,

第三个层次是青翠的南北

长垣尧山
,

这三个层次
,

在 5一 6k m 的视线内
,

成为一渐次淡远的风景谱带
,

加以 四季的气候差异
,

一

日内阴晴的转变
,

瞬息间云彩浮移的变幻给这个由近及远的风景谱带增添了色彩和动感
。

漓江游览则线状风景别具一格
,

船行江上
,

极目远望
,

丛山峻岭山形轮廓线
,

若明若暗的天际线随

江流水转的风景线
,

而水景 (瀑布
、

倒影 )
,

山景 (悬崖
、

画壁 ) 闪烁其间
,

组成线状风景结构
,

随着舟

行步移
,

景色渐次更新
,

风景的动态美特色典型
.

2
.

2 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的和谐融合美

桂林是一座
“

城在景中
,

景在城中
,

城景交融
,

相互辉映
”

天下少有的城市
,

城区面积仅有 7k m Z ,

却

包含了 10 个公园
,

山
、

水
、

洞
、

石 4 类景观俱全
,

阳朔县城更是一座
“

碧莲峰里住人家
”

的袖珍城
.

桂林

历史悠久
,

文化发达
,

有欲皮岩新石器遗趾
,

有雁山汉墓群
,

有明代靖江王城及王墓群
,

有古桂柳运

河
,

更有不少摩崖石刻和造像等文物古迹
,

桂林城 自汉以来 ; 就闻名天下
,

历代文人
、

学士
、

诗人
、

官

吏
,

凡来桂林者
,

都游历了桂林的山水
,

并留下 了许多不朽的诗文
,

城内的景点为历代游人津津乐道的

有 16 景
,

经过近年的增删
,

成 24 景
,

他们的名称为: 榕湖春晓
,

古榕系舟
,

象山水月
,

南桥虹影
,

还

珠试剑
, `

拿云揽胜
,

木龙古渡
,

老人高风
,

隐山六洞
,

西山佛刻
,

桃江拥翠
,

芦笛仙宫
,

花桥映月
,

七

星洞天
,

驼峰赤霞
,

龙隐灵迹
,

桂海碑林
,

靖江王墓
,

尧山观涛
,

穿山挂月
,

塔山清影
,

南溪玉屏
.

冠

岩水府
,

漓江烟雨
.

这 24 景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融合
,

是两者的结晶
.

就公园和景点的分布密度来看
,

在全国风景旅游城市中是很突出的
.

2
.

3 田园风光美

田园风光是优美的自然景观与农业经济
、

农业文化相交融的产物
.

桂林市区就处于一大田园盆地

中
,

降陌纵横的田畴
,

发达的农业
,

支干交错的灌渠
,

颇具地方特色的民居农舍
,

放牧的牛群
,

耕作的

农民
,

丰收的谷堆草垛
,

吱吱作响的水车和磨坊
,

春的丽 日
,

夏的骄阳
,

秋的金色
,

甚至连冬的萧索也

无不成景入画
.

桂林盆地的田园风光是喀斯特条件下特定的田园风光
,

她与四川盆地
、

江浙平原
、

珠江

三角洲的田园风光相比是独具一格的
.

3 桂林自然风景资源保护

.3 1 保护自然风景资源与地区开发及工业化的关系

这两者无绝对的排他性
,

但处理不好
,

往往会顾此失彼或相互干扰
,

相互损害
.

应该看到桂林自然

风景资源是大自然无私的馈赠
,

是千百万年来演化发展的结果
,

是不可位移和代替的; 而发展工业是人

为的
,

工业对自然环境的反馈往往是巨大而不可弥补的
,

工业建设场地多数是可位移的
,

工业的类型
、

水平
、

级别是可以选择的
.

发展工业可以带来现代化
,

可 以形成强大的能量来保护环境
,

可以提高桂林

的可游性
,

因而两者相互促进
,

共同发展
,

这里不存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
,

自 19 73 年桂林开放以来
,

这

两者间的争论几起几落
,

每一次新的开发浪潮
,

都会打破这两者间的相对稳定
,

出现新突破
,

产生新的

焦点
,

因而保护桂林自然风景资源的警钟必须长鸣不止
.

从自然风景保护上讲
,

桂林城市的规模和容量应加以限制
,

保持现有城市轮廓
,

提高建筑物的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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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
,

而不是追求楼层高度和体积 ; 提高人 口的素质和公德
,

而不是增加人口数量 ; 才是对自然风景资

源的最佳保护
.

3
.

2 保护自然风景资源与环境污翁台理的关系

优美的 自然风景总是与高的环境质量相对应
,

这是不言而喻的
,

7 0 年代桂林市环境质量曾大大下

降
,

80 年代初采取了果断措施
,

关
、

停
、

并
、

转一批污染严重的工厂和车间后
,

情况有所好转
,

但近年

来又有恶化的现象
.

19 93 年全国 37 个重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

按城市环境质量
、

工业污染控

制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方面综合
,

桂林得分 70 .7 2 分
,

在平均分数线 71
.

65 分以下
,

名列第 22 名
,

中

等水平
,

这个得分与桂林 2 顶桂冠的地位不相称
.

桂林的环境问题的焦点是工业污水对水体的污染
.

据 19 93 年统计
,

年工业污水的排人量是 1 6% 万

吨
,

市区附近的漓江
、

桃花江
、

南溪河
、

宁远河
、

小东江均遭受污染
,

按综合污染指数
,

漓江 (大河

处 ) 属中污染
,

小东江 (花桥处 ) 重污染
,

桃花江 (胜利桥
、

南门桥处 ) 重污染
,

南溪河 (河口处 ) 严

重污染
,

城区附近湖泊受污染更为严重
,

桂湖
、

榕湖
、

杉湖
,

再也不是过去风姿绰约的风景湖了
,

而是

一塘臭水
,

总磷
、

高锰酸盐指数
、

溶解氧
、

生化耗氧量
,

大肠菌指数
,

透明度浑浊度
、

总氮
、

色度等指

标均不同程度的超标
,

大肠菌指数超标达 23 7 倍
.

19 94 年全国人大
、

自治区人大对广西环境状况进行了专门检查
,

在其结论性报告中指出广西需迫切

解决的五大环境问题中
.

第一漓江保护和综合治理
,

第三提到桂林电厂污染
,

都属于桂林的问题
.

环境的污染 (水
、

空气
、

土壤
、

垃圾 ) 给桂林秀丽的山水风光抹上一层阴影
,

近期可采取的治理方

案包括漓江补水
,

增建污水处理厂
,

增建垃圾填埋场
,

引漓江水人榕杉湖等工程
,

以改变环境状况
,

使

环境与山水相互辉映
.

3
.

3 桂林自然风景资源保护和润江保洲台理的关系

漓江是桂林 一 阳朔风景的灵魂
,

过去对她的保护和治理作了不少工作的
,

但漓江的风姿仍有不完

善之处
,

从环境意识出发
,

从区域开发的角度看
,

漓江极需治理
.

3
.

3
.

1 枯季补水问题 漓江枯季水量不足
,

引起 自然景观衰败
,

旅游航行受影响
,

应该补水
,

并已进

行了第 1 期补水工程
,

完成了使枯季流量达到 30 m 3
八 的目标

,

但这一目标远远不能满足 日益发展的旅

游需要
,

因而提出了第 2 期补水工程
,

目标 40 一 50 m 3

八
,

这一工程的关键在于补水水源
,

从何处来
,

一种意见是立脚于本流域
,

设计小榕江调洪工程
,

和斧子 口水库
,

川江水库等储存水源
,

以备枯季补

水
.

另一种意见是跨流域引水
,

引洛清江支流得江水库
、

黄沙水库的水
,

称西水东调
,

或引湘江支流五

里峡水库水
,

称引湘济漓
.

从漓江流域及桂林市出发
,

这两种水源均应利用
,

在具体工程实施上
,

要综

合考虑流域水资源均衡及经济发展的关系
.

3
.

3
.

2 河岸沙滩治理 漓江枯季河面狭窄
,

曲率大
,

水浅
,

沙滩暴露
,

景观荒枯
,

山水黯然失色
,

而

两岸对沙
、

砾石的乱挖乱采
,

更是雪上加霜
.

沙滩治理首先是禁止乱采乱挖
,

保护河岸原始地貌的完整

性
,

其次是有计划的疏浚水道和滩岸
,

19 94 一 19 95 年桂林市政府主持的自伏波山至象鼻山河段右岸河床

和滩岸的治理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

给漓江增姿添色
,

值得延续和推广
.

.3 .3 3 森林生态问视 漓江流域森林分布地域上存在差异
,

上游包括猫儿山
,

青狮潭
,

海洋山三林

区
,

覆盖率为 51
.

4 %
,

中下游桂林一阳朔以石山为主的地区覆盖率为 14
.

2%
,

全流域平均为 38
.

8%
.

上

游三林区的林种结构不合理
,

水源林逐年减少
,

由 19 59 年的 10 .4 万公顷下降到 19 90 年 7 3 万公顷
,

减

少 3 0%
,

蓄积量由 45 1 x l o 4m 3 减少到 303 火 10 4m 3 ,

减少 3 3%
,

森林郁闭度由从前的 0
.

7一 0
.

8 降到 0
.

5

左右
,

林分质量差
,

平均每公顷蓄积 44
.

l m 3 ,

大大低于全国平均 90 m 3 / 公顷的水平
,

森林由复杂的原

生植物群落向单一的经济林木更替
,

复层林变成单成林
,

表明总的森林生态水平下降
.

其结果使森林防



第 16 卷 第 4期 缪钟灵等 : 论桂林自然风景资源及保护 4 29

护功能下降
,

造成了洪水期水位暴涨
,

冲毁两岸河堤长达 14
.

16 km
,

并使河床变迁
,

枯水期增长
,

瞬时

枯水由原来 14 一 18 时 / s ,

下降到 1。时八 以下
,

并使灌溉面积缩小
,

枯季漓江流程从 8 3k m 缩短到只

有 28 k m
,

石山区植被具有早生性
,

石生性和喜钙性
,

生长条件极为苛刻
,

再加上无限制开山取石的破

坏
,

封山育林的效果不佳
,

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
,

更加恶化
.

对策是提高全民的绿化意识
,

提高上游造林营林的效果
,

对石山区应加强一村一寨的风水林的保

护
,

营造漓江及支流两岸的美化
,

果化
、

香化和绿化带
,

严格石山区的封山育林工作
.

3
.

4 自然风景资源保护与旅游业的关系

从桂林旅游对外开放以来
,

20 余年的实践
,

已摸索出不少成功的经验
,

对自然风景景观的保护和开

发从不自觉走上自觉
,

从只注重经济效益走向注重环境及美学效益
,

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
,

但仍然有

一些原则问题需要普钟长鸣的
.

( l) 在自然风景点视觉范围不宜修建大块体的现代化建筑
,

大块体的高楼大厦与精巧玲珑的峰林山

体相比
,

压景
、

挡景
,

产生了不良的视觉质量下降的结果
.

尧山本来绿树覆盖
,

曲线优美的外形
,

被上

山公路及索道破坏
,

无论远观还是近看
,

都有伤痕累累
,

参差不齐的感觉
.

( 2) 自然风景点要轮休和保养 : 七星岩洞
、

芦笛岩洞开放了数十年
,

每天游人络骚不绝
,

洞内景观

已经不如开放初期那样新鲜
,

那样光彩夺 目
,

很多原来晶莹的石钟乳已黯淡显得石老珠黄
,

根据钟乳石

景形成的过程
,

应该给以关闭轮休的机会
,

以恢复她们的生机和青春
.

新溶洞景点的开发
,

应以冠岩的

开发为样本
,

坚持高水平
、

高起点
,

处于国内领先的原则
.

( 3 ) 珍惜土地
,

保护田园风景
.

桂林盆地是一个大的田园盆景
,

在这个盆地内应保留大片的农田和

农业经济
,

并宏扬农业文化
.

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开发区
,

良田好土被推平等待征用
,

出现了大片荒芜景

观
,

土地是风景赖以生存的基础
,

喀斯特区域土地稀少
,

土壤贫清
,

生态环境脆弱
,

应十分珍惜爱护土

地
,

尤其在各种各样的开发热中
,

更应冷静从事
,

以保护自然风景景观
.

4 结束语

199 6 年桂林市政府提出
“

旅游立市
、

工业强市
、

科教兴市
、

商贸富市
,

的发展方针
,

把若干年来未理

顺的关系理顺了
,

随着两江国际机场的建成
、

桂林火车始发站的建设及即将启动的漓江治理工程
,

桂林

旅游业必将登上一个新台阶
,

新一轮桂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正在编制之中
,

即将启动的包括漓江补水
、

污水治理
、

水源林营造
、

桂林一阳朔漓江两岸护岸及绿化美化等在内的漓江整治大工程
,

无不与与风景

景点有关
,

与风景资源保护有关
.

因而必须反复敲响保护第一的警钟
,

以保证山水甲天下的迷人景观永

放光彩
。

感谢赵如海副教授鼓励和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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