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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了加强平塘风景名胜区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等规定，特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与面积

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 110 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东经 106°59′23″-107°20′

03″，北纬 25°34′09″-26°05′31″（见图 1-1-1、1-1-2）。

核心景区总面积为 20.16 平方公里（见图 1-1-3、1-1-4），占风景名胜区总面

积的 18.33%。

第三条 风景名胜区性质与资源特色

平塘风景名胜区是以极其罕见的古生物化石似汉字图案地质奇观为核心资源，

融生态良好、植物景观奇异的峡谷、瀑布、河谷、田园等自然景观与少数民族文化

为一体，以风景资源保护、游赏观光、民俗体验、户外探秘和科普科考为主要功能

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本风景名胜区的风景名胜资源共有 2大类，6中类，16 小类，共 57 个景观单元，

其中人文景观单元 9个，自然景观单元 48 个（见附表 1-1）。

京舟风光独立景点资源类型为其他生物景观，因难以确定界线，所以本次规划

未划定范围和面积。

玉水金盆独立景点资源类型为江河，考虑到此景点位于县城内，主要为平塘县

城河湾景象，所以本次规划未划定范围和面积。

卡蒲毛南族风情寨独立景点资源类型为民族民俗，因难以确定界线，所以本次

规划未划定范围和面积。

牙舟陶独立景点资源类型为地方物产，因难以确定界线，所以本次规划未划定

范围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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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坝独立景点资源类型为民族民俗，因难以确定界线，所以本次规划未划定

范围和面积。

乐康风雨桥独立景点资源类型为风景建筑，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本次规

划划定范围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以及建设控制地带。以乐康风雨桥南北

两端为基准点至北 17.2 米、至南 30 米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外至北 24 米、至南

30 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哨楼关石硐门景点资源类型为风景建筑，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本次规划

划定范围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以及建设控制地带。以石硐门边一侧为基

准点，至东 3.2 米，至南 3米，至西 3米，至北 3米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外至东、

南、西、北各 2米。

羊角山摩崖独立景点资源类型为摩崖题刻，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本次规

划划定范围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以及建设控制地带。以石刻为基准点，

至东 3米，至南 3米，至西 3米，至北 3 米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外至东、南、西、

北各 2米。

龙山独立景点资源类型为山景，位于平塘县城内，东起后山塘，西至东山路；

南起龙脑坡南部山脚，北到四方井，面积 0.11 平方公里。

第四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近期为 2021-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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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规划

第五条 资源分级保护

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保护区三个层次，实施分级控制保护（见图 2-1）。

同时按照《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和《风景名胜

区条例》，本次又将三类保护分区简化成两类保护分区，划定风景区的核心保护区

和一般控制区。核心保护区为风景区的一级保护区，作为禁止开发范围，面积 20.16

平方公里；一般控制区为风景区的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区，作为限制开发的范围，

面积 89.84 平方公里。

1、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一级保护区主要为特级以及一级景观单元周边范围，规划面积 20.16 平方公里。

主要开展野生动植物物种调查、科考探秘、观光游览等活动，应严格保护珍稀、

濒危动植物物种栖息地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游客容量；严格保护区内掌布藏字石、

石蛋滩地质珍迹，以及峡谷瀑布、少数民族村寨、藤竹、刺竹等典型景观；除资源

保护、生态修复、观景休憩、游览步道、生态厕所、游客安全等设施外，严禁安排

重大建设项目，严禁建设与风景保护和游赏观光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已经建设

的应逐步拆除。

2、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二级保护区包括二、三级景观单元周边范围以及具有典型性景观的地区，规划

面积 33.62 平方公里。

编制资源保护专项规划，进一步提高喀斯特山地的森林覆盖率和池潭溪涧的蓄

水能力；加强槽渡河、平舟河等河流清淤整治，乡土物种的抚育，保护生物多样性；

防止喀斯特岩溶地质的破坏。严格控制区内设施规模和建设风貌，区内除必要的服

务设施建设外，严禁安排本规划确定以外的重大建设项目。

3、三级保护区（控制建设范围）

三级保护区范围是在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区域，是风景名胜区重要的设施建

设区或环境背景区，规划面积 56.22 平方公里。

三级保护区严禁开山采石，加大封山育林力度；游览设施和居民点建设必须严

格履行风景名胜区和城乡规划建设等法定的审批程序，控制建设范围、规模，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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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与周边自然和人文景观风貌相协调；编制详细规划，合理安排旅游服务设施，

有序引导各项建设活动。

第六条 资源分类保护

1、地质遗迹保护

风景名胜区内需严格保护好喀斯特地貌特殊的发育演化环境以及岩溶地质遗迹

景观。根据《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对具有国际、国内和区域性典型意义的地

质遗迹，可建立国家级、省级、县级地质遗迹保护段、地质遗迹保护点或地质公园。

对保护区内的地质遗迹可分别实施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和三级保护。

2、动植物多样性保护

风景名胜区内需建立珍稀动植物档案及相关资料库，并进行跟踪观察。应在恢

复原生生境的基础上，加强对珍稀濒危物种的就地保护。对于需要特别保护的珍稀

动植物，应该在其周围以围栏形式划出保护范围，不准游客进入。

3、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根据贵州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和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要

求，结合黔南州的相关规定和平塘县的具体情况。进一步明确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基本信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档案，建全完备的

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

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改善村落生产生活条件

等要求，使得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

4、传统民族村寨保护

重点保护风景名胜区内民族村寨的传统格局与建筑形式。针对乡土村寨的景观

价值，分为重点保护村寨和一般保护村寨。重点保护村寨包括栏马布依寨、河边寨、

黄土坝、开花寨、龙塘、场坝、拉抹、陡壁等。此类村寨不应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造，

主要以治理外部环境，加强卫生整治，规划游览线路，强化植物景观，修葺破损建

筑、改造内部设施为主，突出村寨原有风貌特色。对风景名胜区内枫香寨、江腊、

红岩、场坝、平河、陡壁村寨周边田园风光加强保护。

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苗族服饰、牙舟陶、毛南族猴鼓舞是风景名胜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

具有其独特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建立遗产数据库，力求全面记录；依据遗

产名录，实行有效保护；针对特定技艺，分析指定传人；结合游览宣传，组织庆典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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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物古迹保护

风景名胜区内有乐康风雨桥、羊角山摩崖、哨楼关石硐门三个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平塘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

部门予以登记并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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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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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按文物保护的法定程序报请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同时对没有定级的文物古迹，设定相应的暂保等级，并建议按此申报和进行保护（见

附表 2-1）。

7、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

核心景区涉及的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以及其他对人类活动敏感区域，

除必需的科研、监测和防护设施外，严禁建设任何建筑设施。风景区涉及生态功能

重要区域，除资源保护、游客安全、观景休憩、游览步道、生态厕所等设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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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安排对外交通，严格限制机动交通工具进

入本区。风景区涉及水源涵养、水土流失、水土保持、石漠化、植被恢复、森林抚

育等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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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建设控制管理

按照分级保护的要求对风景名胜区内十种设施建设类型提出具体控制管理要

求。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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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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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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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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摊、小卖部 △ ○ ○

商店 △ △ ○

土特产商店 × △ ○

6.医疗

金融

银行 × × △

医院 × × ×

疗养院 × × △

卫生救护站 ○ ○ ○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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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游览

设施

风雨亭 ○ ○ ○

休息椅凳 ○ ○ ○

景观小品 ○ ○ ○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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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垃圾站 ● ● ●

公厕 ● ● ●

防火通道 ● ● ●

消防站 ● ● ●

10.其它

科教、纪念类设施 ● ○ ○

节庆、乡土类设施 ○ ○ ○

宗教设施 ○ ○ ○

注：●应该设置；○可以设置；△可保留不宜设置；×禁止设置；－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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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生态环境保护

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硬约束，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坚决严守“三线一单”，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协调好发

展与生态的关系，确保发展不超载、生态底线不突破。认真落实“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空间管制要求，将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

用上线作为容量管控和环境准入要求，以空间、总量和准入管控为切入点落实好“三

线一单”。风景名胜区道路交通、游览设施、基础设施、防灾减灾及提升整治项目

等，凡涉及到珍稀、濒危物种和敏感地区等类生态因子发生不可逆影响时，必修提

出可靠的保护措施和方案；凡涉及到尽可能需要保护的生物物种和敏感地区，必须

制定补偿措施加以保护；对于再生周期较长、恢复速度较慢的自然资源损失要制定

恢复的补偿措施；对于普遍存在的再生周期短的资源损失，当其恢复的基本条件没

有发生逆转应创造条件使其能尽快得到恢复。

通过使用清洁能源，严格限制排放浓度，加强道路扬尘及汽车尾气污染的控制

等措施进行大气污染防治；通过完善节水体制，发展节水技术，加强节水管理，开

发利用非传统水源，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同步建设雨污管网，防止地下水

污染等措施进行水环境保护；通过各功能区之间预留一定的防护距离，实施施工申

报审批制度，采取合理措施控制施工噪声，加强施工监督管理，合理布置噪声源，

加强景区及周边绿化，鼓励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景区监督管理、严格执法，严格

执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加强交通干线两侧绿化隔声建设等措施进行噪声控制；

通过生活垃圾处置方案，建设期表土处置，建设期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等措施进行固

体废弃物控制；通过规划设计阶段注意保证生物栖息通道，采取多种优良混植或隔

带种植模式，重点保护建群植被，避开动物集中活动场所作业，加强乡土物种的保

护、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等措施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

按照分级保护的要求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排污口。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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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覆盖率

一级保护区 达到一类区标准 达到或优于 II类标准 达到或优于 0类区标准 超过 85%

二级保护区 达到一类区标准 达到或优于 III类标准 达到或优于 0类区标准 超过 70%

三级保护区 达到一类区标准 达到或优于 III类标准 达到或优于 1类区标准 超过 60%
注：大气环境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地表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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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游赏规划

第九条 游客容量

风景名胜区日游客容量为 21800 人次，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53800 人次。其中掌

布藏字石景区的日游客容量 3400 人次，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13600 人次；龙塘景区的

日游客容量 10300 人次，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20600 人次；六硐河景区的日游客容量

为 4700 人次，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9400 人次；甲茶景区的日游客容量为 3400 人次，

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10200 人次（见附表 3-1）。

第十条 特色景观与展示

科学展示风景名胜区的自然地质奇观、峡谷奇峰、瀑布溶洞、少数民族文化、

生态植被类群五大特色景观。编制解说系统专项规划，系统构建完善的解说教育设

施，展示特色景观，突出核心解说主题，支撑游赏展示、环境教育、科普宣传、文

化传承。

规划建设 4 处旅游服务村（分别位于掌布藏字石游览区东入口、梅花地游览区

北侧入口、六硐田园风光游览区南侧入口、甲茶瀑布游览区北侧入口）。根据游览

解说需要，在 4个景区入口、重要景观景点和游步道两侧设立图文并茂的解说牌、

指示牌和警示牌，作为重要解说设施。

第十一条 景区规划

1、掌布藏字石景区

包括河边寨、藏字石、清源峡 3个特色游览区，13 个景观单元（其中特级景观

单元 1 个，一级景观单元 2个，二级景观单元 8个，三级景观单元 2 个）。总面积

为 16 平方公里。

围绕藏字石景观核心，通过建立多角度、全方位的观景体系，完善游览、安全

防护设施、进一步丰富游览体验，强化游览安全，实现科普游览，综合提升游览体

验。景区的主要游览方式是步行，在每个景点作停留，适宜徒步游赏活动的开展。

2、龙塘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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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梅花地、炼石峡、龙塘 3个特色游览区，15 个景观单元（其中一级景观单

元 4个，二级景观单元 4个，三级景观单元 7个）。总面积为 59 平方公里。

打造以奇峰、秀峡、美湖、异洞为特点的集水上特色运动体验、美景鉴赏、科

普探秘为一体的滨湖景观带。

结合炼石峡、卧龙洞、青龙洞、青龙峡、松茶瀑布群等自然景观，突出喀斯特

地貌特征。贯通景区步行游览线，强化游览区联系，充分展示龙角峰山体的雄浑，

突出红岩河谷、龙塘湖水景的秀美，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体验活动，促进景区全面均

衡发展。

3、六硐河景区

包括六硐田园风光、六硐峡 2个特色游览区，10 个景观单元（其中二级景观单

元 4个，三级景观单元 6个）。总面积为 18 平方公里。

突出峡谷美景、田园风光、农耕体验、乡村度假为特色的湿地景观，开展多样

化的生态游览活动。通过建立生态步道景观走廊，完善高效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

丰富农耕体验，注重高效农业示范，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游览体验。

4、甲茶景区

包括陡壁、甲茶瀑布、九曲十八湾 3个特色游览区，11 个景观单元（其中一级

景观单元 3个，二级景观单元 7个，三级景观单元 1个）。总面积为 17 平方公里。

依托甲茶河滩，开展多样化的河滨游览活动。完善河滨游览设施，提高服务水

平，促进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拓展沿河自然生态风景资源，开展少数民族文化体验

活动（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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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施规划

第十二条 道路交通规划

1、对外道路交通规划

建立“两横三纵”的游览道路格局，在平塘县城和牙舟镇设置高速互通和换乘

枢纽，实现景区之间的快速交通。

2、内部道路交通规划

建立完善风景名胜区 4处主要出入口，其中掌布景区 1 处，龙塘景区 1 处，六

硐河景区 1处，甲茶景区 1处。

打通掌布景区石蛋滩－河边寨步行游览路；构建龙塘景区、六硐河景区、甲茶

景区水陆互动游览体系（见图 4-1）。

3、交通设施规划

各景区主要出入口设置 1处集中式停车场。在掌布和甲茶设置交通换乘中心。

旅游高峰期，在主要景区外围设置大型临时停车场，游览车行道上要设置完善且系

统的交通指示牌。

4、道路及交通设施控制要求

游览路选线应随山就势，与自然景观相互协调，不宜有过长的路段暴露于主要

观景面，道路宽度不宜超过 7 米。步行路路面材料推荐使用自然环保材料。风景名

胜区内宜建设生态型停车场。交通指示设施、指示标牌设计应注意与周围环境协调。

第十三条 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1、服务设施分级

游览设施布局采用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并考虑与风景游赏和居

民社会两个职能系统相协调。规划设置旅游服务城 1处、旅游服务镇 2处、旅游服

务村 4处、旅游服务点 12 处、旅游服务部 6处。并在平塘县城、掌布镇、甲茶镇、

掌布藏字石景区桃坡旅游服务村、龙塘景区梅花地旅游服务村、六硐河景区场坝、

甲茶景区拉来旅游服务村设置 7处风景名胜区入口标志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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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游览设施规划项目一览表

旅游服务城 游览设施、餐饮设施、住宿设施、购物设施、卫生保健设施、宣传咨询、旅游管理设施

旅游服务镇 游览设施、餐饮设施、住宿设施、购物设施、卫生保健设施、宣传咨询、旅游管理设施

旅游服务村 游览设施、餐厅、少量旅馆、商店、门诊、宣传咨询、旅游管理

旅游服务点 饮食店、商店、简易宣传咨询、旅游管理

旅游服务部 饮食点、商亭、救护站、简易宣讲

2、游览设施建设指标控制

旅游服务村设置在景区主要出入口以及人流集中地，规划用地规模 24 公顷，其

中拉来旅游服务村位于风景名胜区之外，不作为风景名胜区游览设施用地；旅游服

务点结合村寨设置在景区主要出入口，用地规模 62.84 公顷，主要为农村居民点用

地；旅游服务部只提供餐饮服务，不设住宿设施，用地规模 1.45 公顷。

表 4－2 游览设施建设指标控制一览表

旅游设

施名称
内 容 设 置

建设指标控制

用地

面积

(hm
2
)

容积

率

绿化

率(%)

建筑

密度

(%)

机动

车位

(个)

黄龙沟

服务部
导游小品、公厕、小卖部、纪念、救护站 0.2 ≤1.0 35 25 0

石蛋滩

服务部
标示、公厕、小卖部、游船码头、救护站 0.15 ≤1.0 40 30 0

红岩服

务部
标示、公厕、小卖部、游船码头 0.3 ≤1.0 35 30 0

拉引服

务部
导游小品、公厕、小卖部、纪念、游船码头 0.2 ≤1.0 35 25 0

拉七服

务部
导游小品、公厕、小卖部、纪念、游船码头 0.4 ≤1.0 40 25 0

河边服

务部
导游小品、公厕、小卖部、纪念、游船码头 0.2 ≤1.0 35 25 0

河边寨

服务点

集散点、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

治安亭、2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4.24 ≤1.2 35 25 0

栏马寨

服务点

集散点、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

治安亭、1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2.15 ≤1.2 35 25 0

枫香寨

服务点

集散点、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

治安亭、1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3.32 ≤1.2 35 25 0

开花寨

服务点

集散点、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

治安亭、4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7.59 ≤1.2 35 25 0

龙塘服

务点

停车场、集散点、游船码头、导游小品、小卖部、纪念、餐

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治安亭、300 个床位的乡

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5.64 ≤1.2 30 2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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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坝服

务点

停车场、集散点、导游小品、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

娱乐、公厕、垃圾站、治安亭、6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

型游人中心

10.68 ≤1.2 30 25 200

拉抹服

务点

停车场、集散点、游船码头、导游小品、小卖部、纪念、餐

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治安亭、400 个床位的乡

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6.36 ≤1.2 30 25 160

陡壁服

务点

集散点、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

治安亭、1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4.85 ≤1.2 35 25 0

乐康服

务点

停车场、集散点、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

垃圾站、治安亭、1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4.34 ≤1.2 30 25 40

京舟服

务点

停车场、集散点、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

垃圾站、治安亭、1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3.6 ≤1.2 30 25 80

牙舟服

务点

停车场、集散点、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

垃圾站、治安亭、2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4.95 ≤1.2 30 25 160

场河服

务点

停车场、集散点、小卖部、纪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

垃圾站、治安亭、200 个床位的乡村旅馆、小型游人中心
5.12 ≤1.2 30 25 120

桃坡旅

游服务

村

话亭、停车场、集散点、游船码头、导游小品、小卖部、纪

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治安亭、邮政代办

所、500 个床位的宾馆

6.0 ≤1.5 30 25 300

梅花地

旅游服

务村

话亭、停车场、集散点、游船码头、导游小品、小卖部、纪

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治安亭、邮政代办

所、600 个床位的宾馆

8.0 ≤1.5 30 25 300

河头旅

游服务

村

话亭、停车场、集散点、游船码头、导游小品、小卖部、纪

念、餐厅、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治安亭、邮政代办

所、600 个床位的宾馆

4.0 ≤1.5 30 25 160

拉来旅

游服务

村

话亭、停车场、集散点、导游小品、小卖部、纪念、餐厅、

购物、娱乐、公厕、垃圾站、治安亭、邮政代办所、500 个

床位

6.0 ≤1.5 30 25 300

3、床位设置

风景名胜区游览服务设施主要集中分布在旅游服务城、旅游服务镇和旅游服务

村内，既可以满足游览的方便快捷、也保证了风景名胜区的整体游览环境的纯净。

总床位数预测为 11700 床。

4、旅游标识解说系统规划

（1）标识系统

景区主要出入口、旅游服务村等明显位置设置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徽志。在停车

场、立交桥、道路交叉点设置道路交通设施标识牌。在售票处、游客中心、医疗点、

购物中心等服务设施点上设置服务标识牌。在需要的地段设置警示关怀标识牌。

（2）解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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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解说：配备专职导游，提供个性化导游服务。

标牌解说：在游览线路和景点设置规范性双语或多语种解说牌。

书面解说：向游客发放宣传折页、解说手册、导游图。

固定式电子解说：在主要入口和集散场地设置 LED 大屏幕、柜式触摸屏等，语

音、图片、视频多种解说。

移动式电子解说：配合智慧旅游，实现手机多媒体解说。

第十四条 基础工程规划

1、给排水规划

风景名胜区最大日生活用水量约为 3079 立方米，就近选用优质山泉水作为给水

水源，景区内旅游服务村寨统一建设供水设施。供水标准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5749-2006)。

风景名胜区日产生的污水总量为 2463.2 立方米/日。低山地区污水就近收集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达标处理后排放，处理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低山地区的雨水管道结合设施和居民点分散布置，就近排放到

山边的河流或明沟。

高山地区的污水收集后采用厌氧生物滤池进行达标处理后，采用渗透法排入林

地，处理标准应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高山地区的雨水就近排入明沟、山涧。

2、电力电讯规划

风景名胜区近期最大日用电负荷约为 2800 千瓦，以 110KV 城市供电网络分层分

区供电。有线电视网用户覆盖和宽带接入网覆盖率实现 100%。

3、环卫设施规划

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核心景区内公共厕所逐步达到 A级旅游厕所

标准。

4、综合防灾规划

（1）森林防火规划—完善防火设施，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和各级森林防火指挥

调度系统。

（2）防震抗震规划—风景名胜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按抗震烈度 7度设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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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游览区内设置避震疏散场所和通道。

（3）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建立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建设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

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采取工程措施进行完

全治理。

（4）防洪规划—湖库区防洪标准达到 100 年一遇。山区河道防洪标准达到 20

年一遇。

（5）游览安全保障规划——建立风景名胜区灾害预警系统，在平塘县城建立安

全救援中心，在掌布和甲茶建立应急救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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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居民社会调控规划

第十五条 居民点调控类型

风景名胜区内规划疏解型居民点 11 个、缩小型居民点 4 个、控制型居民点 22

个、聚居型居民点 10 个。

风景名胜区规划居民总人口 7000 人。规划居民建设用地 85.63 公顷，人均建设

用地约 122.33 平方米（见图 5-1）。

第十六条 居民点调控措施

依法维护风景名胜区内原住居民的合法权益，合理调控居民点建设和人口规模。

核心景区内的居民点应当在尊重居民意愿的前提下逐步疏解，保障居民权益和生活

水平不降低；核心景区疏解出的居民优先安排至枫香寨、龙塘、拉抹 3处聚居型居

民点，也可根据其意愿，由政府统一安置。疏解后的用地进行村寨的保护和生态恢

复。

风景名胜区范围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的，原则上不办理土地征收手

续，确需征收的，应依法办理土地征收审批手续，并依法落实补偿费用，尽可能通

过景区管理、服务等岗位安置被征地农民，确保长远生计有保障。

坡度在 25 度以上的居民点，鼓励其减小用地规模，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改善

生活条件；可作为旅游服务设施利用的居民点，要加强规划协调与控制，有效控制

其发展规模。

尽快编制重点乡镇、村寨规划，已编制完规划的要根据风景区要求进行修编或

调整。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建立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

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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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相关规划协调

本规划与国土空间、生态环境、水资源、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文物、宗教、

旅游等相关规划进行了充分协调，分别在地方和国务院层面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

实现多规协调。

第十七条 国土空间规划协调

本次划定的平塘风景名胜区范围与平塘县城市规划区无重叠、交叉，且不涉及

矿业权。《平塘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未编制完成，风景名胜区

须落实《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三条控制线的管理要求，

做好与正在编制的《平塘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实施协调，风景

名胜区规划用地须纳入平塘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规划上报前应明确风景名胜区

范围矢量数据，适时向社会公开，以便社会知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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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第十八条 土地利用规划协调

风景名胜区用地规划中适当增加风景游赏用地，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严格保护

耕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同时，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

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进行用地分类，明确风景名胜区用地分类与国土空间规划

用地用海分类的对应关系。

表 6－1 风景名胜区用地汇总表

用地分类
现状 规划

面积（平方公里） 百分比（%） 面积（平方公里） 百分比（%）

风景游赏用地 3.32 3.01 3.55 3.22

游览设施用地 0.02 0.02 0.03 0.03

居民社会用地 1.57 1.42 1.58 1.43

交通与工程用地 0.36 0.33 0.13 0.12

林地 89.55 81.19 89.60 81.23

园地 4.86 4.41 4.86 4.41

耕地 9.48 8.59 9.48 8.59

草地 0.70 0.63 0.70 0.63

滞留用地 0.08 0.07 0.01 0.01

水域 0.36 0.33 0.36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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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0.30 100 110.30 100

表 6－2 风景名胜区用地分类与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分类对应汇总表

风景名胜区规划用地名称
用地用海分类

面积（公顷）
代码 名称

风景游赏用地

17 陆地水域 332.01

10 交通运输用地 23.50

小计 355.51

旅游服务设施用地

05 商业服务业用地 2.37

09 特殊用地 1.17

小计 3.54

居民社会用地

07 居住用地 85.63

0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4.62

06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65.56

809 公用设施用地 2.00

810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32

小计 158.13

交通与工程用地
10 交通运输用地 13.08

小计 13.08

林地
03 林地 8961.35

小计 8961.35

园地
02 园地 485.81

小计 485.81

耕地
01 耕地 948.46

小计 948.46

草地
04 草地 70.38

小计 70.38

水域
17 陆地水域 36.35

小计 36.35

滞留用地

10 工矿用地 0.00

11 仓储用地 0.66

23 其他土地 0.25

小计 0.91

合计 11033.52

第十九条 其他相关专项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

1、生态环境保护

落实《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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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做好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的实施协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落实规划

环评的相关措施和要求，相关建设项目应当履行环评手续。

2、水资源保护

落实《水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贵州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实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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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水土保持

落实《水土保持法》相关规定，全面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三同时”制

度，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全面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切

实控制人为水土流失。

4、林地保护

落实《森林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有关规定，严格保护林地和林木资源。

5、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地保护

落实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地范围及相关要求，设施布置尽量与风景名

胜区规划协调统一。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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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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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对风景名胜区及核心景区的范围进行勘界立碑，

加强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力度。

2、按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掌布藏字石景区、甲茶景区两个景区详细规

划。

3、实施掌布、龙塘、六硐河、甲茶河道的保护与整治提升工程。

4、改善各个景区之间的交通联系，设置旅游交通专线，合理疏导游客。

5、加强风景名胜区内文物保护单位的防护、监管设施建设。

6、结合风景名胜区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风景名胜区监管信息系统、森林防火

监控系统等的建设，全面推进数字化景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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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1 风景名胜资源类型表

自

然

景

观

单

元

地

景

地质珍迹 （1）藏字石 （2）石蛋滩

山景 （1）龙山 （2）龙塘峰

奇峰 （1）大象饮水 （2）观音峰 （3）龙角峰 （4）龙眼峰

洞府
（1）观音洞 （2）避邪洞 （3）娇蒙洞 （4）卧龙洞 （5）青龙洞 （6）

祥云洞

石林石景
（1）刀切岩 （2）仙人帽 （3）仙人像 （4）风火轮 （5）九龙戏水 （6）

卡腊石笋

峡谷
（1）藤竹峡 （2）清源峡 （3）一线天 （4）炼石峡 （5）青龙峡 （6）

六硐峡 （7）拉七峡谷 （8）浪口

水

景

江河 （1）玉水金盆 （2）九曲十八湾 （3）八贡河谷 （4）红岩河谷

湖泊 （1）龙塘湖

潭池 （1）靴滩 （2）鸳鸯滩 （3）卧龙潭 （4）女娲池

瀑布跌水
（1）甲茶瀑布 （2）松茶瀑布群 （3）百丈飞练 （4）燕子崖瀑布 （5）

黄龙沟瀑布 （6）龙门瀑布

生

景

古树名木 （1）古枫香树

其他生物 （1）六硐风光 （2）京舟风光景群 （3）水上森林 （4）竹溪

人

文

景

观

单

元

建

筑
风景建筑

（1）乐康风雨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哨楼关石硐门（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胜

迹
摩崖题刻 （1）羊角山摩崖（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风

物

民族民俗
（1）卡蒲毛南族风情寨 （2）拉抹布依寨 （3）黄土坝布依寨 （4）栏

马布依寨 （5）河边布依寨

地方物产 （1）牙舟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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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级别 名称 类别 年代 位置

县级

哨楼关石硐门 古建 清 甲茶镇甲茶村拉抹

乐康风雨桥 古建 清 平舟镇乐康村冷水

羊角山摩崖 石刻 清 平舟镇交董村羊角山

附表 3-1 风景名胜区游客容量表

景区名称

景区日容

量

（人）

类 别
S计算面积（M

2
）

与 L长度（M）

I计算

指标

C 容量

（人）
备注

掌布藏字石

景区
3400

石蛋滩 9250m
2

50m
2
/人 185 C=S/I

河边寨 84550m
2

50m
2
/人 1691 C=S/I

步行游览道（W=1.5m） 10000m×1.5m 10m
2
/人 1500 C=L×W/I

龙塘景区 10300

航道（W=40m） 11200m
1 船/100m、

13 人/船
1456

C=L×I1×

I2

车行道（W=7m） 16700m×2m 5m
2
/人 6680 C=L×W/I

步行游览道（W=1.5m） 14500m×1.5m 10m
2
/人 2175 C=L×W/I

六硐河景区 4700

车行道（W=7m） 5500m×2m 5m
2
/人 2200 C=L×W/I

航道(W=20m) 6250m
1 船/10m、

4 人/船
2500

C=L×I1×

I2

甲茶景区 3400

甲茶瀑布 3750m
2

50m
2
/人 75 C=S/I

拉抹 8450m
2

50m
2
/人 169 C=S/I

陡壁河滩 45900m
2

30m
2
/人 1530 C=S/I

航道（W=40m） 11300m
1 船/100m、

13 人/船
1469

C=L×I1×

I2

步行游览道（W=1.5m） 1100m×1.5m 10m
2
/人 165 C=L×W/I

合计 21800

注：采用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中的线路法、面积法测算。计算公式、计算结果采取四舍五入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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