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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贵州省旅游资源大普查项目，通过收集资料，实地普查和综合研究，掌握了六盘

水市旅游资源的基本类型、主要性质特征、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等情况，对六盘水市旅游资源进

行了等级划分，并对六盘水市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和开发价值进行了评价。 结果表明贵州省六盘

水市旅游资源可分为 １２ 大主类、３８ 个亚类、１５５ 种基本类型，共有旅游资源单体 ３ ７４２ 个。 其

中五级旅游资源 １５ 个，四级旅游资源 ２９ 个，三级旅游资源 ２０３ 个；新发现旅游资源 １ ８８５ 个。
结论认为六盘水市旅游资源具有户外运动基地资源基础好，山地避暑休闲条件优越，人文社会

环境好的开发条件。 具有资源丰富，门类齐全，开发空间大；优良级资源及新发现旅游资源多，
潜在利用价值高；资源独特、品味上乘、稀缺；资源组合度高，全域性特征明显的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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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够对游

客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

素（贵州省旅游资源大普查领导小组 ２０１６），是确

保旅游开发成功的必然条件。 因此，对旅游资源

的分析与评价显得尤为重要，旅游资源的分析与

评价不仅是旅游资源有效保护的前提，也是其合

理开发和进行旅游区划的前提。
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六盘水市旅游资源进

行了分析和规划（张世俊等 ２０１７，魏人山等 ２０１６，
六盘水市发改局 ２０１５，朱士鹏等 ２０１７，李充 ２０１２，
曾晓芳 ２００８，姜楠 ２０１６），但对六盘水市旅游资源

的特征进行系统而整体的评价未见报道。 本文研

究根据省政府文件和相关技术要求（贵州省旅游

资源大普查领导小组 ２０１６），将对六盘水市旅游

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分类与评价，以期为六

盘水市旅游资源规划和深度开发提供更加可靠的

依据。

１　 基本概况

六盘水，古名牂牁，中国凉都，贵州省第三大

城市，位于贵州西部，地处川、滇、黔、桂四省结合

部。 六盘水市全市南北长 １７７ ２０ ｋｍ，东西宽

１４２ ００ ｋｍ，总面积为 ９ ９６５ ｋｍ２，北纬 ２５°１９’４４″
２６°５５’３３″、东经 １０４°１８’２０″ １０５°４２’５０″。 六

盘水市境内地貌以山地为主，丘陵次之，还有谷

地、盆地、台地、山原等，山脉连绵起伏，峰林峰丛

密布。 六盘水市境属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受低纬度高海拔的影响，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四
季宜游。 年平均气温 １３℃ １４℃，１ 月平均气温

３℃ ６ ３℃，７ 月平均气温 １９ ８℃ ２２℃。 年降

水量 １ ２００ １ ５００ ｍｍ。
六盘水市内野生植物种类繁多，按用途分为

牧草类、药用类、果类及其他类 ４ 个类型。 牧草类

植物有 ４０ 科 １９２ 属 ５１４ 个种。 药用植物略计 ７００
余种，主要品种 １９５ 种。 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树

种水杉、秃松，二级保护树种伞花木、香果树、十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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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光叶珙桐、鹅掌楸、红豆杉等。 动物资源有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

危物种的黑叶猴，以及藏酋猴、猕猴、斑羚、林麝、
鸢、雕鹄、贵州蝾螈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２　 旅游资源概况

六盘水山奇水秀，气候宜人，容民族风情和喀

斯特地貌风光为一体的旅游别具一格。 喀斯特自

然风貌、古文化遗址、３０ 多个民族灿烂的民俗民

风和民间文化，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这块乌蒙大

地。 在六盘水市中心区，有“地海浮山”之誉的麒

麟洞公园；在六枝牂牁江风景名胜区，有夜郎古国

遗风、亚洲仅有的生态民俗长角苗博物馆，有北盘

江峡谷奇山异景；竹海风景名胜区，有记载人类起

源、进化和环境演变的全国重点文化大洞旧石器

遗址，有以半部藏经闻名的丹霞山，有徐霞客游记

记载的岩溶幽景，有提供古植物演化过程的妥乐

千株古银杏、高原草场、老厂万亩竹海；水城野钟

黑叶猴自然保护区、天生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盘

县会议会址，以及南开苗族跳花节、玉舍和普古彝

族火把节、坝湾布依族“郎节山”等。 加之优越的

地理环境，“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条件，为
展现六盘水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天时、地利。

目前，六盘水市共有贵州省 １００ 个旅游景区

１０ 个，１００ 个农业园区 ２９ 个，Ａ 级景区 ４ 个（４Ａ
级 ３ 个，３Ａ 级 １ 个），省级博物馆 ３ 个，森林公园 ８
个（国家级 ２ 个、省级 ５ 个、县区级 １ 个）、国家级

地质公园 １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３１ 个（国家级 ５
个、省级 ２６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５ 个，省级红色

旅游景区 １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２ 个，省级旅游

度假区 ３ 个，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２ 个，山地户

外运动基地 ７ 个，省级生态体育公园 ７ 个，国家级

湿地公园 ３ 个，水利风景区 ３ 个（国家级 １ 个、省
级 ２ 个），文物保护单位 ２８ 个（国家级 １２ 个、省级

１６ 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国家级 ４
个、省级 ８ 个），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 ５ 个，自然保

护区 ２ 个（表 １）。

表 １　 六盘水市旅游资源主要综合体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ｆ 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ｕｉ

序号 类　 型 级　 别 数量 ／个 备　 　 注

１ １００ 个旅游景区 省　 级 １０ 六盘水野玉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六枝牂牁江湖滨
旅游度假区等

２ １００ 个农业园区 省　 级 ２９ 钟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六枝特区
郎岱现代农业综合产业示范园区等

３ Ａ 级景区
４Ａ ３ 玉舍森林旅游景区、哒啦仙谷旅游景区、妥乐古银

杏旅游景区

３Ａ １ 六盘水市娘娘山旅游景区

４ 博物馆 省　 级 ３ 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盘县
红二、六军团会议会址陈列馆

５ 森林公园

国家级 ２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贵州黄果树瀑布源国家森林
公园

省　 级 ５ 盘县七指峰、钟山凉都、水城杨梅、盘县老黑山、水
城万亩杜鹃荒野

县区级 １ 水城县以朵森林公园

６ 地质公园 国家级 １ 贵州六盘水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

７ 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级 ２ 布依族盘歌、彝族民歌

省　 级 １６ 盘县坪地乡彝族毕摩祭祀文化、水城南开三口塘
苗族跳花节等

８ 风景名胜区 省　 级 ５ 六枝牂牁江风景名胜区、盘县古银杏风景名胜区、
南开风景名胜区等

９ 红色旅游景区（点） 省　 级 １ 盘县会议会址

１０ 历史文化名镇 省　 级 ２ 盘县双凤历史文化名镇、六枝特区郎岱历史文化
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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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类　 型 级　 别 数量 ／ 个 备　 　 注

１１ 旅游度假区 省　 级 ３ 盘县哒啦仙谷休闲旅游度假区、乌蒙大草原生态
旅游度假区等

１２ 全域旅游示范区 国家级 ２ 盘县，六枝特区、钟山区、水城县

１３ 山地户外运动基地 ７ 贵州六盘水市盘县乌蒙大草原户外运动训练基
地、野玉海耐力性项目高原训练基地等

１４ 生态体育公园 省　 级 ２ 盘县乌蒙大草原生态体育（国家）公园、水城县野
玉海生态体育公园

１５ 湿地公园 国家级 ３ 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娘娘山国家湿地公园、牂牁江
国家湿地公园

１６ 水利风景区
国家级 １ 六盘水市明湖水利风景区

省　 级 ２ 阿勒河水利风景区、阿珠湖水利风景区

１７ 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级 １２ 大洞遗址、小冲墓群、哨上古道、火铺古道、蛾啷铺

古道等

省　 级 １６ 水城硝灰洞遗址、六枝桃花洞遗址、盘县城隍庙等

１８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点

国家级 ４ 百车河现代高效农业生态园、盘县哒啦仙谷休闲
农业示范园等

省　 级 ８ 六盘水天生湖奇锦生态园、六枝特区戈厂生态观
光园区等

１９ 中国传统村落 国家级 ５ 梭戛苗族彝族回族乡高兴村、花戛苗族布依族彝
族乡天门村等

２０ 自然保护区
市州级 １ 六盘水市野钟黑叶猴市级自然保护区

县区级 １ 水城县玉舍老林沟自然保护区

３　 旅游资源普查与等级划分

３ １　 六盘水市旅游资源数量、类型

及分布

　 　 根据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 ＧＢ ／
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以及《贵州省旅游资源大普查技

术要求》及《贵州省旅游资源大普查实施方案》，
结合六盘水市旅游资源赋存状况，对六盘水市全

市 ９ ９６５ ｋｍ２ 范围内的旅游资源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调查与研究（王乔等 ２０１７），六盘水市共调查旅

游资源单体 ３ ７４２ 个。 其旅游资源可分为地文景

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

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乡村旅游、
红色旅游、山地体育旅游、康体养生旅游［５］ １２ 大

主类、３８ 个亚类、１５５ 种基本类型，占全部主类、亚
类、基本类型比例分别为 １００％、９０％、７４％，旅游

资源覆盖面广，类型丰富。
其中地文景观、建筑与设施、生物景观主类分

别为 １ ２２７ 个、７５６ 个、７１８ 个，占全区旅游资源单

体总数的比例分别为：３２ ７９％、２０ ２０％、１９ １９％，
平均密度分别为： ０ １２ 个 ／ ｋｍ２、 ０ ０８ 个 ／ ｋｍ２、
０ ０７ 个 ／ ｋｍ２。 地质地貌过程形迹亚类、树木亚

类、综合人文旅游地亚类分别为 １ １１０ 个、５９９ 个、
２５１ 个，占全区旅游资源单体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２９ ６６％、１６ ０１％、６ ７１％，平均密度分别为 ０ １１
个 ／ ｋｍ２、０ ０６ 个 ／ ｋｍ２、０ ０２ 个 ／ ｋｍ２；岩石洞与岩

穴、独树、特色生态农业园区、林地、奇特与象形山

石基本类型分别为 ６８７ 个、３４９ 个、１４７ 个、１４７
个、１４６ 个，占全区旅游资源单体总数的 １８ ３６％、
９ ３３％、３ ９３％、３ ９３％、３ ９０％，平均密度分别为

０ ０７ 个 ／ ｋｍ２、 ０ ０４ 个 ／ ｋｍ２、 ０ ０２ 个 ／ ｋｍ２、 ０ ０２
个 ／ ｋｍ２、０ ０２ 个 ／ ｋｍ２。

六盘水市自然旅游资源为 ２２６６ 个，人文旅游

资源为 １４７６ 个。 在数量上，自然旅游资源比人文

旅游资源多；在体量上，自然旅游资源远比人文旅

游资源大，开发空间大。

３ ２　 六盘水市旅游资源评价等级

六盘水市旅游资源单体评价结果表明（表

２），入级资源单体共 ２１８３ 个，其中地文景观 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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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入级资源总量的 ３０ ９７％；水域风光 １９２ 个，
占入级资源总量的 ８ ８０％；生物景观 ４４１ 个，占入

级资源总量的 ２０ ２０％；天象与气候 １３ 个，占入级

资源总量的 ０ ６０％；遗址遗迹类 ７０ 个，占入级资

源总量的 ３ ２１％；建筑与设施类 ４１７ 个，占入级资

源总量的 １９ １０％；旅游商品类 ６４ 个，占入级资源

总量的 ２ ９３％；人文活动类 ８２ 个，占入级资源总

量的 ３ ７６％；乡村旅游类 １９４ 个，占入级资源总量

的 ８ ８９％；红色旅游类 ２３ 个，占入级资源总量的

１ ０５％；山地体育旅游类 １０ 个，占入级资源总量

的 ０ ４６％；康体养生旅游类 １ 个，占入级资源总量

的 ０ ０５％。
五级旅游资源 １５ 个，占入级资源总量的

０ ６９％；四级旅游资源 ２９ 个，占入级资源总量的

１ ３３％；三级旅游资源 ２０３ 个，占入级资源总量的

９ ３０％；二级旅游资源 ６６７ 个，占入级资源总量的

３０ ５５％；一级旅游资源 １２６９ 个，占入级资源总量

的 ５８ １３％。

表 ２　 六盘水市旅游资源入级单体统计及丰度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ｕｉ ｃｉｔｙ

　 　 　 　 数量等级

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入级资源量
合计

占入级总量
比例％

地文景观 ４３９ １７９ ４６ ８ ４ ６７６ ３０ ９７
水域风光 １１０ ５８ １７ ５ ２ １９２ ８ ８０
生物景观 ２５５ １４８ ３３ ３ ２ ４４１ ２０ ２０

天象与气候景观 ４ ３ ５ ０ １ １３ ０ ６０
遗址遗迹 ４７ ２０ ３ ０ ０ ７０ ３ ２１

建筑与设施 ２２５ １４１ ４６ ３ ２ ４１７ １９ １０
旅游商品 ３３ ２７ ３ １ ０ ６４ ２ ９３
人文活动 ２５ ３２ ２１ ４ ０ ８２ ３ ７６
乡村旅游 １１８ ５１ ２２ ３ ０ １９４ ８ ８９
红色旅游 １１ ６ ６ ０ ０ ２３ １ ０５

山地体育旅游 １ ２ １ ２ ４ １０ ０ ４６
康体养生旅游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５

合　 计 １２６９ ６６７ ２０３ ２９ １５ ２１８３ １００ ００
占入级总量比例％ ５８ １３ ３０ ５５ ９ ３０ １ ３３ ０ ６９ １００ ００

　 　 新发现旅游资源 １ ８８５ 个，占旅游资源总量

的 ５０ ３７％，其中入级资源为 １ ６１３ 个，五级旅游

资源 ５ 个，四级旅游资源 ８ 个，三级旅游资源 ９２
个，二级旅游资源 ４１６ 个，一级旅游资源 １ ０９２
个，未获等级旅游资源 ２７２ 个。

４　 开发条件及开发价值评价

４ １　 六开发条件评价

４ １ １　 自然地理条件优越

４ １ １ １　 具备建设多梯度山地户外运动基地的

资源基础

六盘水市大地构造属于扬子准地台上扬子台

褶带，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中部因北盘江的

强烈切割侵蚀，起伏剧烈。 一般地区海拔在 １ ４００
１ ９００ ｍ 之间。 海拔在 １ ４００ ｍ 以上的山峰有

１ ０２０座。 全市海拔相对高差 ２ ３１４ ３ ｍ。 地貌以

山地、丘陵为主，兼有盆地、山原、高原、台地等类

型，岩溶地貌类型齐全，发育典型。 全市以“健”
为核心的山地户外运动资源丰富。
４ １ １ ２　 具备山地避暑休闲度假的优越条件

六盘水市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整体气

温变化幅度小，全市年均温 １３℃ １４℃，最冷月

（１ 月）均温 ３ ０℃ ６ ３℃，最热月（７ 月）均温

１９ ８℃ ２２℃。 年降水量 １ ２００ １ ５００ ｍｍ。 无

霜期 ３００ ｄ。 夏季凉爽舒适，滋润清新，紫外线辐

射适中，具有唯一性，享有“中国凉都”的美誉，是
中国第一个以气候特征命名的城市。
４ １ １ ３　 山地特色保健养生地的理想区域

境内地理环境复杂，植被种类繁多，地理区域

分区明显。 地带性植被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东部植被为湿润性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西部植

被为中亚热带半湿润阔叶林。 因境内海拔差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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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垂直分异特征也较明显。 受低纬度、多海拔梯

度的影响，境内植被种类多样，生态环境优良，以
药食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丰富，保健养生和医药

资源丰富。
４ １ ２　 人文社会环境好，文化内涵深厚

六盘水市地处藏羌彝文化大走廊，是早期人

类活动的摇篮、古夜郎的发祥地、明代屯戍文化的

重要节点、红军长征的大通道、民族文化的大观

园，以及三线建设的核心区，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积淀和现代工业文明基础，是一座储量丰富的

“地方性知识”宝库。 全市拥有彝族、苗族、布依

族、白族、仡佬族、水族、黎族、蒙古族、满族等 ４４
个少数民族。 目前，全市人口 ２８８ ２ 万人，２０１０
年，少数民族占全市总人口的 ２５ ８％，形成“十里

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独特山地文化景象，可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观园。 是重要的文化体

验地。

４ ２　 开发价值评价

４ ２ １　 资源丰富，门类齐全，开发空间大

六盘水市旅游资源丰富，门类齐全，１２ 个主

类全部涵盖，包含亚类 ３８ 个、基本类型 １５５ 个，共
调查旅游资源单体 ３ ７４２ 个，开发空间大。
４ ２ ２　 优良级资源及新发现旅游资源多，潜在利

用价值高

六盘水市优良级旅游资源共 ２４７ 个，其中五

级旅游资源 １５ 个，四级旅游资源 ２９ 个，三级旅游

资源 ２０３ 个；３ ７４２ 个旅游资源单体中，新发现旅

游资源单体数为 １ ８８５ 个，优良级资源共 １０５ 个，
其中五级旅游资源 ５ 个，四级旅游资源 ８ 个，三级

旅游资源 ９２ 个，极具开发利用价值。
４ ２ ３　 资源独特，品位上乘，具有稀缺性旅游

资源

４ ２ ３ １　 气候资源

六盘水市长年无夏，气候宜人滋润，紫外线辐

射适中，有利于身体健康，即使在最炎热夏季（７
月）平均气温也仅有 １９ ８℃ ２２℃，全年舒适凉

爽的时间超过 １４５ ｄ，长年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天

数占全年总天数的 ９６ ７％，对慢性支气管炎、支
气管哮喘等疾病的康复有良好的辅助功效，是天

然的“空调”与“氧吧”。 特品级的气候日益成为

六盘水市打造山地大健康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王牌

资源。
４ ２ ３ ２　 地质遗迹资源

六盘水市完好地保留了以古生物群、山原、台
地、峡谷、地缝等为代表的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具
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同时，它在研究云贵高原演

化、探索地球历史和古生物演化等方面具有显著

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如盘州市新民，在中三叠安尼

早期地层中发现了大量初龙目、原龙目、鱼龙目等

化石，同时还有大量鱼类化石伴生，这是全球最丰

富多彩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为开展地质科普、高原喀斯特体验观光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４ ２ ３ ３　 特色文化旅游资源

六盘水文化底蕴丰厚，具备发展文化旅游的

良好条件。 从 ２ ３ 亿年以前的海生爬行类古生物

化石群到以盘州市大洞遗址、水城硝灰洞遗址、六
枝桃花洞等古人类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
再到夜郎，到三线至今，几乎每一个时代的都有相

应的文化积淀。 在这片土地上，古生物遗产、史前

文化、夜郎文化、红色文化、三线文化等都有保存。
独特的民族文化、节日文化、民间传统工艺等都具

有很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目前，共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５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２６ 项，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美术、舞蹈、技
艺等多个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和独特

性使得六盘水的旅游资源具备了做唯一、创精品

的明显优势。
４ ２ ３ ４　 大健康旅游资源

①山地户外运动资源

山地是六盘水境内地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 面 积 达 ６ ４６１ ｋｍ２， 占 全 市 土 地 面 积 的

６５ １７％。 多分布在海拔 １ ４００ ２ ４００ ｍ 之间。
境内最高海拔韭菜坪达 ２ ９００ ６ ｍ，为贵州最高

峰。 最低点牂牁镇，海拔 ７４５ ｍ，相对高差 ２ ３００
余米。 《六盘水地名录》已登记的山体达 １ ０００ 余

座。 境内山地、丘陵、盆地、山原、高原镶嵌分布，
峡谷、峰丛、峰岭、溶洞等纵横叠置，为徒步、越野、
露营、溜索、滑翔、骑行、探险、溯溪等娱乐体验提

供了独特的山地条件。
②特色乡村旅游资源

六盘水乡村旅游资源是村寨为核心来展布

的。 村寨自然环境依托高原喀斯特自然山水大背

景，与高原喀斯特山地特色农业相伴，具有如画美

的特点。 村寨的文化，特别是民族村寨，在不同的

民族文化背景下，与山地自然地理特征相互契合，
呈现出不同的建筑形态，彰显出不同的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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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山上的彝、回、苗民族聚落与高山草场交相辉

映，呈现出雄浑的特点；山间溪流、滨湖边上的布

依寨与山水相伴，如诗如画；在现代高效农业园区

里的村寨，不仅具有传统聚落之美，更有现代时尚

休闲的气息……
③特色疗养旅游资源

高海拔低纬度、垂直差异明显的气候，使得六

盘水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同时，也造就了多样

化的局部山地自然环境，这些自然环境与当地的

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相互契合，形成了以高山、峡
谷、湖泊、森林、草地等多样化的生态文化空间，如
乌蒙大草原、野玉海、梅花山、韭菜坪、娘娘山国家

湿地公园、牂牁江、瑶池等。 这些区域是弥足珍贵

的山地特色疗养地，为打造国内顶尖，蜚誉全球的

保健疗养胜地、国民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奠定了坚

实基础。
４ ２ ４　 资源组合性好，全季性、全域性特征明显

４ ２ ４ １　 资源组合性好

六盘水雄浑的高原喀斯特、弥足珍贵的生物

多样性、多彩的山地民族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与

宜人的气候相共生，全市山原、台地、峡谷、峰丛、
峰林、湖泊、盆地等交相辉映、浑然一体，高原山地

立体气候明显，凉爽宜人。 几万年以来，人类的祖

先就在这片山地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区域旅游

资源组合优势明显，便于整合开发，打造多元化的

复合型山地旅游精品。
４ ２ ４ ２　 具有全域性

六盘水旅游资源点多面广，类型多样，具有极

强的全域性特点。 高山峡谷、山原台地、峰丛洼

地、峰林盆地等所呈现出来的高原喀斯特地貌遍

布市境。 彝族、苗族、回族、蒙古族、满族等 ４４ 个

少数民族各有其自身的文化特色，他们与各自所

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高度契合，构成别具一格的

多样化立体山水生态文化体验空间，形成极具特

色的自然与人文风景集群，盘州、六枝、水城和钟

山区几乎都有不一样的景区和景群，为开展全域

旅游奠定了绝佳的资源与环境基础。
４ ２ ４ ３　 具有全季性

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与低纬度高海拔特殊

地形的影响，全市形成了夏凉秋爽、四季分明的山

地立体气候，使六盘水成为“蓝天白云常相伴，峰
丛湿地绿相融”的宜居之地。 宜人的气候资源与

亚高原多梯度山地户外运动资源、现代农业、温泉

等要素有机结合，突破了季节影响对全市山地大

健康旅游产业发展的约束，形成了 “春踩水城春

绿、夏来花海漫步、秋看杏黄果熟、冬在雪上飞

舞”为主题的全季性资源组合优势，与国内避暑

胜地相比，后发优势明显，具有强劲的市场竞

争力。

５　 结论

（１）六盘水市旅游资源丰富。 其旅游资源可

分为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

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

动、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山地体育旅游、康体养生

旅游 １２ 大主类、３８ 个亚类、１５５ 种基本类型，共有

旅游资源单体 ３ ７４２ 个。
（２）六盘水市旅游资源品味独特。 六盘水市

有独特的气候资源，其长年无夏，气候宜人滋润；
完好地保留了多种代表的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具
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文化底蕴丰厚，有稀缺的独特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独特的山地户外运动资源、
特色乡村旅游资源、特色疗养旅游资源等大健康

旅游资源。
（３）六盘水市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好。 具备建

设多梯度山地户外运动基地的资源基础，以“健”
为核心的山地户外运动资源丰富；具备山地避暑

休闲度假的优越条件，凉爽舒适气候资源和多样

化的山地生态自然环境资源是六盘水市打造避暑

胜地的王牌；生态环境优良，保健养生和医药资源

丰富，是山地特色保健养生地的理想区域；人文社

会环境好，文化内涵深厚，古代文明与现代红色文

化共同奠定了六盘水市丰富的人文资源基础。
（４）六盘水市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 六盘水

市旅游资源门类齐全，１２ 个主类全部涵盖，开发

空间大；优良级资源及新发现旅游资源多，潜在利

用价值高，六盘水市优良级旅游资源共 ２４７ 个，新
发现旅游资源单体数为 １ ８８５ 个。 凉爽舒适的气

候资源，丰富多样、保存完整的地质遗迹资源，弥
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及山地户外运

动、特色乡村旅游、特色疗养旅游资源具有资源独

特、组合性好、全域性全季性的特点，使六盘水市

旅游资源更具旅游特色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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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六盘水市为例［Ｄ］ 贵阳：吉林建筑大学 
六盘水市发改局  ２０１５ 六盘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Ｍ］ 六盘水 
李充  ２０１２ 贵州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对策研究—以六盘水市为

例［Ｄ］ 贵阳：贵州财经大学 

魏人山，李如海，梅桂英  ２０１６ “十三五”六盘水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初探［Ｊ］ 凯里学院学报 
王乔，黄文，等  ２０１７ 贵州省六盘水市旅游资源大普查报告

［Ｒ］，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地质勘察研究院 
张世俊，张晓松，袁茏，等  ２０１７ 六盘水市 “十三  五” 旅游业发

展规划［Ｍ］ 贵州旅游文化研究传播中心 
朱士鹏，张志英，秦趣  ２０１７ 六盘水市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 Ｊ］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曾晓芳  ２００８ 中国凉都·六盘水城市品牌定位研究［Ｄ］ 贵阳：

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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