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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了加强玉华洞风景名胜区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根据国务院《风景名胜

区条例》等规定，特修编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与面积 

1、风景区范围 

玉华洞风景名胜区西至金溪东岸，东南至雪峰山，北至曹溪，地理坐标东经

117°27′38″－117°34′57″，北纬 26°38′28″－26°43′8″，总面积为 43.17 平方公里（见

图 1-1-1）。本规划批复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开风景名胜区范围矢量坐标，以便社

会知悉。 

2、核心景区范围 

玉华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为风景区一级保护区。包括曹溪周边溪

谷、五仙峰和雪峰山周边山体、玉华洞及其所在的天阶山和银华洞及其所在的石

灰山，总面积 526.78 公顷（见图 1-1-2）。 

第三条 风景名胜区性质与资源特色 

1、风景名胜区性质 

玉华洞风景名胜区是以溶洞群奇观为特色，融自然生态、人文景观为一体，

以游览观光、生态保育、科普探索为主要功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风景区景观资源特色 

玉华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神奇溶洞、喀斯特地貌上的绿洲、碧潭秀木、

亚热带森林、理学宗师杨时故里”五大景观资源为特色。其中尤如鬼斧神功的玉

华洞溶洞是整个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具有极高的游赏和科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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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华洞风景名胜区的风景资源涵盖了二大类、八中类、四十六小类，共 101

处景点（见附表 1-1）。 

第四条   规划期限和目标 

1、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 

2、规划目标 

通过严格保护和科学建设，进一步提升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水平，建立健全

游览体系和旅游配套服务体系，合理组织旅游活动，提高旅游产品的档次，挖掘

当地经济潜力，发展具有乡土风貌特色的经济实体和商品，大力开展生态旅游、

风景游览和科普体验旅游。将其建设成为景观优美，生态健全，环境优良，服务

优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国内一流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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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规划 

第五条   资源分级保护 

1、一级保护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规划将风景区内资源价值最高的的区域划为一级保护区，包括特别保存区和

部分风景游览区，总面积 526.78 公顷。其中核心景区特别保存区包括曹溪周边

溪谷，五仙峰及周边山体，雪峰山及周边山体；一级保护区风景游览区包括玉华

洞和其所在的天阶山，银华洞和其所在的石灰山。 

保护要求：特别保护区除必需的科研、监测和防护设施外，严禁建设任何建

筑设施。风景游览区严禁建设与风景游赏和保护无关的设施，不得安排旅宿床位，

有序疏解居民点、居民人口及与风景区定位不相符的建设，严禁安排对外交通，

严格限制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本区。 

2、二级保护区（严格控制建设范围） 

本次规划将风景区风景游览和生态及景观敏感性不高的其他需要重点恢复、

抚育、涵养、保持的对象与区域划分为二级保护区，作为一级保护的缓冲地带，

总面积 997.41 公顷。 

二级保护区包括部分风景游览区和风景恢复区，总面积 997.41 公顷。其中

风景游览区包括玉华洞游览区，银华洞游览区和龟山游览区。风景恢复区包括曹

溪特别保存区外围山体，五仙峰特别保存区外围山体，雪峰山特别保存区外围山

体。 

保护要求：应恢复生态与景观环境，限制各类建设和人为活动，可安排直接

为风景游赏服务的相关设施，严格限制居民点的加建和扩建，严格限制游览性交

通以外的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本区。 

3、三级保护区（控制建设范围） 

三级保护区包括旅游服务区、发展控制区和部分风景恢复区，总面积 2793.1

公顷。其中旅游服务区包括玉华洞旅游服务区，银华洞旅游服务区，龟山旅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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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区。发展控制区包括圳头村生产生活用地、洞许村生产生活用地、湖管村生产

生活用地、曹溪生产生活用地、地村生产生活用地。风景区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外

其他无景源分布、景观和生态价值一般的风景恢复区。 

保护要求：三级保护区内可维持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与业态。根据不同区域的

主导功能合理安排旅游服务设施和相关建设，区内建设应控制建设功能、建设规

模、建设强度、建筑高度和形式等，与风景环境相协调。 

第六条 资源分类保护 

1、喀斯特地貌保护规划 

必须维护岩溶地貌、洞穴体系及其形成条件，保护溶洞的各种景物及其形成

因素，保护珍稀、独特的景物及其存在环境；在溶洞功能选择与游人容量控制、

游赏对象确定与景象意趣展示、景点组织与景区划分、游赏方式与游线组织、导

游与赏景点组织等方面，均应遵循自然与科学规律及其成景原理，兼顾洞景的欣

赏、科学、历史、保健等价值，有度有序地利用与发挥洞景潜力，组织适合本溶

洞特征的景观特色。 

2、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条款进

行保护，并编制风景区文物保护专项规划。对保护范围内的居民点进行疏解，并

根据历史风貌和文物性质对其周边环境进行规划和整治。对文物古迹的任何改动

都要报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查同意，并按文物保护的法定程序报请政府和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严格履行宗教活动场所复建、新建审批程序，进行宗教场所建设

不得破坏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风景区范围内的古代墓葬、摩崖石刻、古

寺古井、人类遗迹等，应当保持历史原貌，适时加固，防止风化滑坠。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进行涂写、刻画等破坏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的活动。（见附表 2-1）。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发

展、展演的文化空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建设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场所，宣传和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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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体保护规划 

加强漠村溪及其支流、玉华洞地下暗河等水体水质和水源的保护，加强流域

周边水源涵养林建设，做好水质的日常监测，严格保护汇水面积山体植被，防止

水土流失、严禁砍伐树木和开山采石，严禁有污染的农业生产和养殖活动。强化

河湖长制，加强河湖岸线保护管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岸线资源。风景名胜区

内开展涉水活动不得侵占河湖水域岸线及水利工程管理保护区域，禁止围垦河

道、非法采砂等行为。风景名胜区内涉河项目要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取水工程应

依法进行水资源论证并取得取水许可，涉水项目应严格依法履行涉河建设项目审

批手续。 

5、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加强珍稀植物和古树名木的保护，建立完善的古树名木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所有古树名木都需挂牌保护，加强古树名木周边的小环境治理，提供良好的生长

条件。 

6、林地保护规划 

对风景名胜区内的动植物进行普查，保护本地物种。树种选择应坚持适地适

树原则。在风景名胜区的重点地段，应禁止外来物种引入。封山育林，促进天然

更新，使植物群落向地带性常绿阔叶林方向转化。保育优化森林生态系统和区域

生态系统，维护原生植物种群和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建立生态林和风景林相

结合的森林体系。 

7、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严格保护玉华洞风景名胜区现存的天然次生林植物群落和特有的珍稀物种。

保护和大力使用乡土树种，加强对外来引进物种的管理，防止林业有害生物的侵

入；严格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加强保护动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科学研究

工作；严禁捕杀、贩卖野生动物。保护蛇类、鸟类、珍稀生物等的生活环境。扩

大阔叶林和浆果类植物的面积，为鸟类生息繁衍创造条件；禁止滥采乱挖活动，

保护野生菌类植物；加强科研投入和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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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建设控制管理 

按照分级保护的要求对风景区内十种设施建设类型提出具体控制管理要求。 

分区设施控制与管理一览表 
设施类型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 

1.道路 

  交通 

索道等 × ○ ○ 

机动车道、停车场 △ ○ ● 

游船码头 △ ○ ○ 

栈道 ○ ○ ○ 

土路 ○ ○ ○ 

石砌步道 ○ ○ ○ 

其它铺装 ○ ○ ○ 

游览车停靠站 ○ ○ ○ 

2.餐饮 饮食点 △ △ ○ 

野餐点 △ △ ○ 

小型餐厅 × △ ○ 

中型餐厅 × △ ○ 

大型餐厅 × × ○ 

3.住宿 野营点 × ○ ○ 

家庭客栈 × × ○ 

小型宾馆 × × ○ 

中型宾馆  × × ○ 

大型宾馆  × × ○ 

4.宣讲 

咨询 

展览馆  △ ○ ○ 

解说设施 ○ ○ ○ 

咨询中心 ○ ○ ○ 

5.购物 银行 × × △ 

医院 × × × 

疗养院 × × △ 

商摊、小卖部 △ ○ ○ 

商店  △ △ ○ 

卫生救护站  ○ ○ ○ 

6.管理 

设施 

行政管理设施 × ○ ○ 

景点保护设施 ● ● ● 

游客监控设施 ● ● ● 

环境监控设施 ● ● ● 

7.游览 

设施 

风雨亭 ○ ○ ○ 

休息椅凳 ○ ○ ○ 

景观小品  ○ ○ ○ 

8.基础 

设施 

邮电所 × △ ○ 

多媒体信息亭 ○ ○ ○ 

夜景照明设施 ● ● ● 

应急供电设施 ● ● ● 

给水设施 ● ● ● 

排水管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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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站 ○ ● ● 

公厕 ○ ● ● 

防火通道 ● ● ● 

消防站 ● ● ● 

水利基础设施  △ ○ ○ 

9.其它 科教、纪念类设施 ○ ○ ○ 

节庆、乡土类设施  △ ○ ○ 

宗教信仰设施 △ ○ ○ 

注：●应该设置；○可以设置；△可保留不宜设置；×禁止设置； 

 

第八条  生态环境保护 

按照分级保护的要求实施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表 

保护区 大气环境质量 水环境质量 环境噪声和交通噪声 

一级保护区 达到 I 级 达到或优于Ⅱ类 优于 0 类标准 

二级保护区 达到 I 级 达到或优于Ⅲ类 优于 0 类标准 

三级保护区 达到 I 级 达到或优于Ⅲ类 优于 1 类标准 

注：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的要求实施分级生态环境保护。 

1、一级保护区 

大气环境质量达到 I 级标准；水域水质达到或优于Ⅱ类标准；污水必须全部

达标处理，并经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后，才可排放；环境噪声和交通噪声优于 0

类标准。 

2、二级保护区 

大气环境质量达到 I 级标准；农田、林地系统得到有效保护，水域水质达到

或优于Ⅲ类标准；环境噪声和交通噪声优于 0 类标准。 

3、三级保护区 

大气环境质量优于 I 级标准；水域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环境噪声和交

通噪声优于 1 类标准。 



玉华洞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文本 

 

8 

 

第三章  游赏规划 

第九条 游客容量 

玉华洞风景名胜区日游客容量为 35300 人次/日；日极限容量为 52211 人次/

日。 

 

第十条 特色景观与展示 

1、特色景观类型与展示 

玉华洞景区：具有号称“闽山第一洞”的玉华洞，和被徐霞客称为“山骨棱

厉，透露处层层有削玉裁云态”的天阶山，自然景观价值很高，为整个风景名胜

区的核心景区。 

龟山景区：具有深厚的人文景观价值，其主要景点宋朝理学家杨时墓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周边植被保存良好。白鹭栖息地也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科研价

值。 

曹溪景区：具有碧潭秀木的溪流景观，漠村溪不仅水质良好而且适合漂流，

自然景观价值较高，充分体现生态林优美风光，富有典型的亚热带动植物景观资

源。 

湖管景区：具有保护良好的亚热带森林，及种类众多的动植物资源，自然景

观价值较高。 

银华洞景区：具有以银华洞和石灰山为主题的岩溶景观，其中银华洞独有的

岩溶景观和自然地质资源的价值不比玉华洞逊色。 

2、解说展示主题 

规划结合游赏线路和景观单元组织共分为 10 个游赏主题，即理学宗师、蚀

余绿洲、玉华洞天、民俗风物、岩洞博览、碧潭秀木、云溪竹径、乡野拾趣、林

野漫步、银华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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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说展示场所与方式 

游客服务中心、中国溶洞景观展览馆、民俗风情展览馆、擂茶馆、南词表演

艺术中心、动物标本馆、青少年地质科普中心作为集中解说展示场所，根据游览

解说需要，在各大景区入口、重要景观景点和游步道两侧设立的图文并茂的解说

牌、指示牌和警示牌，有条件的可设置智能语音导览系统。 

第十一条 景区规划 

按照景观、游赏特征，景源组合及地域分布特征，规划将风景名胜区分为玉

华洞景区、龟山景区、曹溪景区、湖管景区、银华洞景区和雪峰山景区，共六大

景区。 

1、玉华洞景区——溶洞奇观 

玉华洞景区位于龟山景区以东，作为景区游赏和接待的核心，以玉华洞为主

体，包括天阶山、梅花井、宝华洞、岩仔洞、金华洞、明台寺等重要景群和景点，

以欣赏大自然鬼斧神功的溶洞景观为主，兼具天阶山喀斯特地形地貌景观游赏，

本区洞奇、山峻、石怪、林秀，规划面积约 3.63 平方公里。 

2、龟山景区——杨时故里 

位于风景名胜区的西部，以杨时墓园为中心，结合龟山湖、九曲桥、程氏正

宗和白鹭栖息地等，突出体现宋代理学宗师故里的人文景观特色。规划面积 0.25

平方公里。 

3、曹溪景区——秀木溪涧 

于风景名胜区中部，高速路以北，该区以碧潭秀木的溪流和森林景观为特色，

有五马峰位于漠村溪畔。因溪形似马槽而得名曹溪，溪水清澈，浅滩遍布，规划

面积 2.87 平方公里。 

4、湖管景区——峰峦叠翠 

以亚热带森林为主要景观特色，森林植被良好，林相整齐，生长旺盛。其中

五仙峰海拔 676 米，为景区最高峰，峰峦翠丽，规划以现有的原始森林自然景观

为基础，开展丰富多彩的森林旅游主题活动，将景区建成集康体健身、生态游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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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分布观赏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区，规划面积 4.14 平方公里。 

5、银华洞景区——古洞探奇 

以银华洞为中心，包括地村、石灰山等景群 ，将银华洞开发成以科普迷

宫为主的旅游景点，增加了探奇性、趣味性和科普性，体现其自身的独特魅力。

规划面积 0.62 平方公里。 

6、雪峰山景区——密林寻踪 

依托雪峰山亚热带森林植被，开展森林科普、探险和研究，展现将乐典型的

森林植被景观，设立青少年课外科普基地，制定科普和考察线路，建设森林步道

和远足径。规划面积 3.73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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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施规划 

第十二条 道路交通规划 

1、风景名胜区内部车行道规划 

（1）省道 308 线梅花至玉华段：从火车站经观音堂由隧道至玉华洞景区入

口车行道。 

（2）地村至伍坊公路：新建风景区内 308 省道连接地村至银华洞接伍坊车

行道。 

（3）霞客邑道：从火车站到玉华洞景区洞前区的霞客邑道，联系游客中心

和主景区； 

（4）提升和改造景区内 308 省道，增加道路绿化。 

（5）雪峰山通往转播台道路改扩建。 

2、风景名胜区游步道规划 

风景名胜区游步道在现有游步道基础上完善，随着新景区的开辟及时增加，

游步道设置应根据景点特色精心选线。 

（1）完善天阶山森林康养步道，新建藤岭岩仔洞经霞客邑道至农科所游步

道； 

（2）完善玉华洞后洞口游步道以及后洞至曹溪游步道； 

（3）曹溪景区修建沿溪游步道； 

（4）湖管景区新建沿溪谷游步道和五仙峰登山步道； 

（5）开辟雪峰山景区的森林步道和远足径； 

（6）修缮银华洞登山游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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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入口规划 

规划三个出入口。主入口位于玉华洞景区高速连接线入口，两个次入口分布

位于火车站杨时文化园和省道 308 坡坑村入口。 

4、停车场规划 

规划在风景区外玉华洞洞前区和将乐县旅游服务区各设置一处大型停车场，

风景区主要入口设置小型停车场，包括银华洞停车场、曹溪停车场和龟山停车场。

同时可利用风景区周边玉华洞天宾馆、梅花村、漠源乡内的附属停车场、街道、

空地、绿地等设置停车场或临时停车场，以解决高峰期停车问题。 

第十三条 游览设施规划 

1、设施分级配置 

规划梅花井为旅游村。旅游村应在风景区统一管理指导下建设； 

规划玉华洞洞前区旅游点、曹溪旅游点、地村旅游点、藤岭旅游点、乐野旅

游点、杨时旅游点和雪峰山旅游点七个旅游点； 

规划银华洞、玉华洞后洞、龟山、村尾、三源、岩仔洞和雪峰山七个服务部，

同时可根据风景区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适当增加灵活设置服务部。 

2、床位规模预测与配置 

远期风景名胜区内床位控制在 800床以内，其余依托县城。在有条件的村庄

可安排部分民宿。 

第十四条 基础工程规划 

1、给排水工程 

规划玉华洞景区内的旅游村可就近依托附近村庄的农村饮水工程解决生活

用水，其余景点可因地制宜，就近取用溪水、山涧水或地下水作为水源，设净水

器处理后供给生活用水。 

规划对污水量较大的旅游村和旅游点，采用地埋式一体化污水设备，达到地

标农村生活污水一级标排放标准后，浇灌附近林木；地势险峻较偏远的服务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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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规划采用净化槽处理，污水按农村生活污水二级排放标准执行，尾水用于

浇灌附近林地，同时，各服务点宜采用生态公厕，尽可能减少生活污水排放量。 

2、电力电信工程规划 

线路应尽量避开游人观赏或重点核心景观区架设，线路必须接入核心景区内

的，依据景点景观需求可局部下地敷设至变配电设施。日后等条件成熟后，应逐

渐将核心景区内所有的高低压线路均改为埋地敷设。 

3、环卫设施规划 

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公共厕所逐步达到旅游厕所等级标准。 

4、数字景区规划 

加强智慧旅游景区建设，实现景区主要游客集中区域的无线网络覆盖，提升

景区的游客容量监控、游客疏导、游客自助服务和景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智能化管

理水平。 

5、游客安全保障规划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加强游客人身安全教育和风景区保护安全教育，加强

风景名胜区的游客安全管理，完善风景区救助点系统、治安管理系统和医疗保障

系统。 

6、防洪规划 

风景名胜区防洪工程应采用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植被

保护。防洪设施建设要与风景名胜区环境相协调，加风景区强洪水预警预报，制

定应急转移避灾预案。 

7、森林病虫害防治 

对林业有害生物要建立检疫和定期监测制度，制定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方案。 

8、消防规划 

建立森林防火体系，并逐步完善，加强防火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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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抗震规划 

规划应从山地特有的性质及特殊的地理位置考虑相应的设防要求和措施，提

高防灾能力。 

10、地质灾害防治 

在景区山洪灾害隐患点设立必要的警示标识和安全防范措施，提高临水建筑

物防洪标准，完善景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景区防灾整体应急能力。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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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居民点协调发展规划 

第十五条 居民点调控类型 

风景名胜区内不能随意扩建、新建住房。控制区内人口，并转为服务人口。 

1、疏解型居民点 

本次规划无疏解型居民点。 

2、控制型居民点 

包括圳头、洞许、曹溪、三溪尾、三源、地村，应严格限制村庄的建设和人口

增长，保持田园风光，发展第三产业和绿色农业，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发展型居民点 

包括风景区范围内的梅花村梅花井，应严格控制村庄建设风貌，限制人口增长，

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应符合景区的统一规划，保持田园风光。 

第十六条 居民点调控措施 

1、风景名胜区内居民点的新建、改建及扩建，需要经过严格报批、审批程序，

并与保护要求协调。 

2、确定一些体现当地传统建筑的风格、满足要求的典型民居选型，供居民在

改、扩建中效仿。 

3、居民建筑尽量选用自然材料，与自然环境及历史文化相协调。 

4、加强居民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容村貌。 

5、应进一步加强配套旅游村、旅游点和服务部等所在村庄的建设。对梅花村

等重要居民点，应进行村庄的详细规划设计，力求在建筑风格、环境景观和旅游配

套设施等方面与风景名胜区相协调，应保持原有村庄肌理，进行建筑外观和内部设

施的改造，避免大拆大建，村庄整体规划建设合理，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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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相关规划协调 

第十七条 城市和国土空间规划协调 

1、底线约束和用地管控 

风景名胜区中属于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脆弱的区域，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规定的，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其他区域不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加强风景名胜区

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在编制和实施环节的协调与管理，做好风景名胜区范围界线

和“三区三线”的协调控制，优化风景名胜区周边区域的功能定位和用地布局，加强

风景内的建设用地控制。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批复后按要求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

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 

2、城景协调规划 

落实《城乡规划法》等相关规定，协调将乐县城市建设、保护漠村溪生态廊道、

保护视域景观、保护外围山体，通过严格保护景观节点、构筑特色景观视廊、控制

自然城景界面、保护周边低山地区、协调城景结合地带、突出生态斑块综合作用，

杜绝侵占风景名胜区土地行为，整治现有违章和影响景观的建筑，实现对风景区外

围景观风貌的有效控制，缓解城景矛盾，推进城景协调发展。 

第十八条 风景区用地调控规划 

落实《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与《将乐县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总体规

划批复后按要求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做

到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严格保护耕地，禁止占用基本农田。 

玉华洞风景名胜区用地现状与调控一览表 

编 

号 
用地类型 土地管控措施 

现状用地 规划用地 

面积 

(公顷) 
比例 

面积 

(公顷) 

比例 

( % ) 

1 林地 

风景名胜区内的林地，需加以严
格保护。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同意，
不得随意砍伐树木。 

3625.91 83.99% 3433.13 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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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果园 

严格控制漠村溪流域及风景区核
心景区的果园面积，重点地段应
退茶还林。风景区原则上不再新
增生产型果园。 

45.33 1.05% 44.83 1.04% 

3 耕地 
部分纳入风景游赏用地，不改变
耕地性质，严格保护基本农田。 213.07 4.94% 200.59 4.65% 

4 草地 
培育和恢复，避免水土流失和岩
石裸露。 25.95 0.60% 21.84 0.51% 

5 
服务设施
用地 

根据景观要求确定建设项目用
地，绿地率应达到 40％以上。 7.75 0.18% 37.10 0.86% 

6 
风景游赏
用地 

纳入风景游赏使用，不改变土地
分类用途。可以进行适度的资源
利用和展示行为，适宜安排各种
游览欣赏项目，合理配置游赏设
施。 

284.32 6.59% 461.85 10.70% 

7 
居民社会
用地 

根据规划确定用地范围，不得任
意发展。 22.93 0.53% 20.15 0.47% 

8 
交通与工
程用地 

绕开保护树种，减小占用林地面
积。 52.30 1.21% 59.08 1.37% 

9 水  体 
严格保护水系——一重山林地，
避免人为污染、破坏。 39.03 0.90% 39.03 0.90% 

10 滞留用地 
严格控制非风景名胜区需求而滞
留在风景名胜区内的各项用地。 0.69 0.02% 0.00 0.00% 

 合  计  4317.28 100.00% 4317.28 100.00% 

注： ①现状用地统计根据风景名胜区规划确定范围 43.17 平方公里，结合土地利用规划分

类统计。 

②部分林地、耕地和草地纳入风景游赏用地，不改变土地分类用途。 

第十九条 其他相关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 

1、生态环境保护 

落实《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的实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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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落实规划环评的相关措施和要求。 

2、水资源保护 

要严格按照《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规定，加强水资源保护，严格

水域岸线管理，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风景名胜区内的水体依据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相关要求进行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内涉水建设项目应

开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3、林地保护 

落实《森林法》等有关规定，严格保护林地和林木资源，风景名胜区内林地

应按照林地保护等级要求进行保护。 

4、文物保护 

落实《文物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的实施协调，落

实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管理要求。涉及文物古迹修复、复建和新建的

项目，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5、宗教活动和民间信仰活动管理 

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等相关规定，明确风景名胜区内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

场所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周边环境和景

观风貌。 

6、旅游管理 

落实《旅游法》等相关规定，规范旅游和旅游经营活动，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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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近期规划实施 

第二十条 近期实施重点（2021—2025 年） 

1、进一步提升保护管理水平，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和完善数字景

区建设。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风景名胜区的车行道路和步行道路系统，

鼓励游客在景区内进行漫步游。进一步完善电力电信和给水排水等设施，严禁生

活污水自然排放，有效改善风景区的卫生环境质量。加强绿化和景观改造，形成

风景林带，提升景观档次。严格控制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村镇建设。 

3、通过完善游步道加强各个景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完善风景区的标识标

牌系统和环卫系统；改造提升玉华洞洞前区的配套服务建筑；建设游客中心、管

理中心、换乘中心和监测中心。 

4、漠村溪流域的综合治理：包括综合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程、沿线道路

边坡创面生态恢复、水源地和汇水区域生态公益林建设、流域内农田推广绿色农

业、推广生态果园、乡镇污水处理厂等建设。 

5、建立和完善风景区旅游解说系统，健全风景区专职管理机构和相关制度。 

6、按照总体规划进行新规划景区的开发论证及详细规划设计工作。 

7、完善风景区科学保护和管理，规划获国务院审批通过后 2 年内应完成风

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范围标界立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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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1风景名胜区资源汇总表 

序

号 
景区名称 景群名称 景点名称 级别 分数 类型 备注 

1 

玉华洞景区 

（65 处） 

（1）玉华洞 

（共有藏禾

雷公、果子、

黄泥、溪源、

白云景群以

及石泉、井

泉、灵泉等

三泉六个支

洞） 

雄鸡报晓 特级 95 自然  

2 硕果累累 一级 90 自然  

3 石瀑布 一级 89 自然  

4 擎天玉柱 一级 85 自然  

5 徐霞客青铜像 二级 80 人文  

6 一扇风 二级 79 自然  

7 鹊桥 二级 78 人文  

8 十八罗汉 二级 78 自然  

9 洞口摩崖 二级 78 自然  

10 马良神笔 二级 77 自然  

11 风动石 二级 75 自然  

12 文豪肖像 二级 75 自然  

13 广寒天宫 二级 75 自然  

14 极乐世界 二级 73 自然  

15 
雪山飞瀑（峨

眉泻雪） 
三级 70 自然  

16 龙宫 三级 69 人文  

17 井泉 三级 68 自然  

18 瑶池玉女 三级 68 自然  

19 中国地图 三级 65 自然  

20 地下舞厅 三级 65 自然  

21 洞内石刻 三级 64 人文 
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22 仙人田 三级 61 自然  

23 炼丹炉 四级 57 自然  

24 钟吕传道 四级 55 自然  

25 观音堂 四级 51 人文  

26 

（2）天阶山 

（喀斯特地

貌上的一片

绿洲） 

星窟 特级 92 自然  

27 闻木樨香 一级 83 自然  

28 
 悬空藤（龙

藤） 
一级 82 自然  

29 明台寺 一级 81 人文 
宗教活动场

所 

30 削玉裁云 二级 80 自然  

31 望城亭 二级 78 人文  

32 圆洼地 二级 75 自然  

33  冲天树（山 二级 73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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榉） 

34 历史书画长廊 二级 71 人文  

35 怪石云起 三级 69 自然  

36 柚木 三级 68 自然  

37 
山杜英块状根

（树包石） 
三级 65 自然  

38 
野生动物标本

馆 
四级 58 人文  

39 比藤 四级 57 自然  

40 破镜重圆 四级 56 自然  

41 清官肚 四级 55 自然  

42 天然盆景园 四级 53 人文  

43 林荫小道 四级 53 自然  

44 双狮吃猪头 四级 53 自然  

45 嫦娥奔月 四级 53 自然  

46 薄姜木盆景 四级 52 人文  

47 
野桂花树群

（金桂） 
四级 51 自然  

48 

（3）宝华洞 

罗汉堂 四级 59 人文  

49 地下暗河 四级 59 自然  

50 普陀岩 四级 51 自然  

51 

（4）岩仔洞 

洞穴博物馆 

省内最早动物

化石 
一级 81 人文  

52 
岩仔山（蚀余

景观） 
三级 69 自然  

53 古代佛像群 四级 60 人文  

54 

古人类文化遗

址（壁画、化

石等） 

四级 58 人文 
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55 
（5）梅花村 

梅花井 二级 80 人文  

56 民俗文化 四级 58 人文  

57 

（6）金华洞 

佛门 三级 70 自然  

58 倒插金钗 三级 69 自然  

59 姜尚卖碗 四级 57 自然  

60 文王拉车 四级 55 自然  

61 仙鹤指路 四级 54 自然  

62 观音送子 四级 53 自然  

63 玉龙吐珠 四级 53 自然  

64 彩虹分工 四级 52 自然  

65 南华洞 四级 52 自然  

66 龟山景区 

（6 处） 
 

杨时墓 特级 94 人文 
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67 白鹭栖息地 一级 90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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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龟山书院 一级 84 人文  

69 程氏正宗 二级 80 人文  

70 龟山湖 三级 67 自然  

71 九曲桥 三级 63 自然  

72 

曹溪景区 

（5 处） 
 

五马峰观溪 一级 83 人文  

73 青龙滩 二级 76 自然  

74 溪谷景观 二级 76 自然  

75 漠村溪 二级 72 自然  

76 碧潭 二级 71 自然  

77 

湖管景区 

（3 处） 
 

湖管生态林 二级 75 自然  

78 五仙峰 二级 70 自然  

79 观音庙 三级 70 人文 
宗教活动场

所 

80 

银华洞景区 

（18 处） 

（1）银华洞

（龙马厅、

流沙峡、锦

鲤湖、南海

仙境、新月

宫） 

冲天洞 一级 82 自然  

81 望月台 二级 79   

82 太子椅 三级 65 自然  

83 十将军 三级 65 自然  

84 卧龙岗 三级 62 自然  

85 藏宝洞 四级 53 自然  

86 双龙出洞 四级 53 自然  

87 金龟守门 四级 52 自然  

88 玉屏 一级 90 自然  

89 望月宫 一级 85 自然  

90 雏鸡对虎口 二级 78 自然  

91 飞狐 二级 71 自然  

92 贵妃出浴 三级 69 自然  

93 彩云追月 三级 63 自然  

94 马嘶岩 三级 62 自然  

95 石瀑群 三级 61 自然  

96 秋月星空 四级 60 自然  

97 荔枝林 四级 59 自然  

98 

雪峰山景区

（4 处） 
 

亚热带森林 一级 81 自然  

99 雪峰山 二级 78 自然  

100 雪峰观雪 三级 68 自然  

101 峰峦画嶂 三级 65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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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编号 类别 名 称 级别 年 代 地 点 公布时间 

1 古遗址 岩仔洞 国家级 
十万年

前 
古镛镇梅花村 2019年 10月 16日 

2 古墓葬 杨时墓 省级 宋 水南镇乌石山 1985 年 10 月 

3 
石窟寺

及石刻 
玉华洞题刻 省级 宋～民国 古镛镇梅花村 2013 年 1 月 28 日 

 

表 3-1风景区游客容量估算一览表 

景区名称 游线长度 游步道平

均宽度 

游步道面

积 

每个游客

所占平均

道路面积 

瞬时容量 周转率 日游客容

量 

日游客极

限容量 

玉华洞景

区 
6000 2 12000 5 2400 4.5 10800 15000 

龟山景区 1500 1.5 2250 6 375 4 1500 2025 

曹溪景区 10000 1.5 15000 8 1875 2 3750 6429 

湖管景区 5000 1.5 7500 8 938 2 1875 3214 

银华洞景

区 
4500 1.5 6750 6 1125 3 3375 5400 

雪峰山景

区 
6000 2 12000 8 1500 2 3000 5143 

合计 33000    8213  24300 37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