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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报告人：程才璎



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于１９９５年６月批准建

立了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理座标为东经106°40'—107°44',
北纬39°13'—40°11'总面积555849公顷。



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分图



（一）研究背景

1.经济发展



（一）研究背景



（一）研究背景



鄂尔多斯旅游业发展

全市拥有旅游星级宾馆饭店26家；4A级
旅游景点6个；各类旅行社53家。

全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旅游者498万人次，
同比增长13.7%，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1.3万
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
32.3%，其中入境旅游收入690万美元。全市
旅游直接从业者达16000多人。



2.地理位置

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河“几”字
形弯以南的内蒙古鄂托克旗西北角，地跨鄂
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和乌海市两地。

保护区向西可与阿拉善盟贺兰山自然保
护区连接,向东与成吉思汗陵、响沙湾、恩格
贝遥相互应，形成新的旅游线路。

（一）研究背景



周边景区地图



3.生态环境

自然保护区处于内蒙古西部由干旱草原

向荒漠过渡地带。

（一）研究背景



3.生态环境

鄂托克旗是鄂尔多斯市的能源基地，乌海

市也是内蒙古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工业发
展迅速，人口数量增加很快，但同时环境污
染也比较严重。

开发建设过程中，对生物多样性重要性

认识不足，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环境
建设，给本来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增加了很
大压力。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意义

1.为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提

供一些可行性的分析与建议；

2.对保护和改善内蒙古荒漠草原地区的生活环境，探

索荒漠草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一些实例材
料；

3. 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至今保留着若干第三

纪孑遗植物，许多科学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我
们呼吁有关部门对其给予重视和保护；

4.通过对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

模式的探讨，可以促进生态旅游在内蒙古其它地区
的推广。



第二部分

报告人：李小庆



小组成员合影



（一）收集整理资料

• 资料来源

（1）政府网站和旅游网站







• 资料来源

（2）中国知网

（一）收集整理资料



• 资料来源

（3）图书馆蒙、汉文藏书

（一）收集整理资料



• 资料来源
（4）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和鄂托克旗旅游局

（5）专家支撑

（6）遥感技术

（一）收集整理资料



鄂托克旗遥感图



（二）野外实地考察、访谈

• 到自然保护区实地考察调研

• 与保护区管理局人员座谈



实
地
考
察



与保护区工作人员访谈



与保护区工作人员合影



（三）小组讨论，专家指导

小组讨论



（三）小组讨论，专家指导

旅游从业人员指导 专家指导



• （四）进行资源评估

• （五）设计开发模式



技术路线图

野外实地考察 资料收集 遥感资料收集

资料分析

资源评估

结论与建议

网络收集 图书馆 专家资料 政府资料



第三部分

报告人：杨长青



（一）自然旅游资源



（一）自然旅游资源



沙冬青

研究价值
——抗抗旱、抗

寒、耐盐和抗风
沙植物。

药用价值
——祛风除湿，

活血散瘀。治疗
冻伤。

（一）自然旅游资源



（一）自然旅游资源

半日花



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蒙古扁桃

胡 杨



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革苞菊

野丁香



桌子山

鄂尔多斯最高峰，海拔2149米，突兀于高原之
上，即使远在150多千米之外，也可看到形态似
桌、顶平如砥的山顶，因形得名为“桌子山”。



（二）人文旅游资源

内蒙古自
治区境内发现
的规模最大的
石窟寺建筑
群，也是我国
规模较大的西
夏至蒙元时期
的石窟寺。

阿尔寨石窟



阿尔寨石窟壁画

壁画内容广泛，除了反映宗教内容外，还有大量反映世俗生活的。



鄂尔多斯婚礼

2006年5月20日，鄂尔多斯婚礼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蒙语原意为
“红色的嫩芽”，意为红
色文化工作队,是活跃在
草原农舍和蒙古包之间的
文艺团队。



迪雅庙
百眼井

桌子山岩画桌子山岩画



第四部分

报告人：马媛媛



1.资源条件

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最重要的开发优

势就是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针对西鄂尔
多斯丰富的旅游资源，我们根据《旅游资
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按照实地评价原
则、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原则、集体评价、
三效益（经济、社会、环境）兼顾原则对
西鄂尔多斯的旅游资源做了比较综合、客
观的评价，最终得到以下评价表：



西鄂尔多斯国家自然保护区主要旅游资源综合评价表



2.区位与交通优势



3.政策条件

① 鄂尔多斯市政府，财政预算每年为该地旅
游景区的开发与保护提供200万的专项资

金，并确保逐年递增。

② 市政府计划到2010年，将旅游业发展成为

鄂尔多斯市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第三产
业的支柱。

③ 2006年1月旗政府提出了当地生态旅游的

未来发展总体思路。



4.经济条件

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地处
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重心——呼和浩特、
包头、鄂尔多斯三市组成的“金三
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生态旅
游开发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5.客源优势

银川、
石嘴山、
乌海及周
边地区

包头、鄂
尔多斯、
呼和浩特
及周边地

区

兰州、西
安、北京
及周边地

区

根据距离保护区的距离，划分了三级客源地，一级
客源地是银川、石嘴山、乌海及周边地区；二级客
源地是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及周边地区；三
级客源市场是兰州、西安、北京及周边地区。



鄂尔多斯服饰
马头琴

6.民族文化优势



蒙古赛马
蒙
古
赛
马

蒙
古
摔
跤

蒙
古
射
箭



第五部分

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发模式构想

报告人：李文龙



开发模式构想

基于以上对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资

源研究，我们对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提
出了三种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一)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模式

古老残遗

濒危植物

脆弱生态屏障

我们建立西鄂尔多斯自然

保护区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保
护古老残遗、濒危植物以及草
原向荒漠过渡的生态屏障和多
样性生态系统。来唤醒人们的
环保意识，对于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与可与可
持续发展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持续发展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环境保护与可持续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教育发展教育是西鄂尔多斯自然保
护区生态旅游开发首选模式。



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可以

在保护区内开展修学、科考类
旅游，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
步骤：

（1） 可以与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及中小学建立联系，
开展科学考察、参观、学习等
旅游活动。

（2） 建立西鄂尔多斯自

然保护区生态、地质与珍稀旱
生植物博物馆。通过专人讲解
让人们更好得认识保护生态环
境的必要性。

修学旅游活动

博物馆

修学旅游活动

（一）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模式



（二）基于社区参与的开发模式

我们开发生态旅游的目的之一就

是要让社区内的居民受益。因此我们
倡导让保护区内的居民都参与进我们
的生态旅游开发中，而不是把他们迁
移出去。

我们认为应该将保护区内的居民

调动起来，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企业
以技术和资金入股，当地社区以资源
入股的形式共同开发生态旅游。例如
保护区内的居民人工培育保护区内的
珍稀植物，再将这些植物制成标本等
旅游商品出售。

此外，社区开发可以与当地牧家

乐方式结合起来，让游客充分体验牧
民原生态的文化。

牧家乐

旅游产品



（三）低碳旅游开发模式

这是一种全新的旅

游开发模式，中国社会
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的
研究员魏小安说过：“低
碳经济是人类的未来，
低碳旅游是旅游的未
来。”我们认为在西鄂尔

多斯自然保护区内开展
低碳旅游主要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



1.景区内交通工具方面：
保护区核心区内禁

止机动车辆通行。在参
观游览时，尽量以骑马、
骑骆驼、乘坐勒勒车等
当地传统交通方式为
主，减少碳的排放量，
从而减轻对环境的污
染，实现保护区的可持
续发展。

（三）低碳旅游开发模式



2.住宿与饮食方面：
保护区内禁止建立大

型的宾馆、酒店等，游客
应该是游在保护区，住在
城镇，这方面应与当地居
民的饮食和居住习惯结合
起来，蒙古族流传千年的
生活习惯一直是十分重视
生态和环保的，因此可以
将蒙古族的居住方式和饮
食习惯加以改进以满足游
客的需要。

（三）低碳旅游开发模式



风光复合
景观路灯 3.基础设施方面:

建立保护区内各项

设施时，应尽量采用环
保材料。同时全面引进
节能减排技术，包括景
区内的灯光照明等，尽
量减少碳排放量和消耗
量。

（三）低碳旅游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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