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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河南省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省，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人类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挑战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因此，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进行研究，

对于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推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关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保护、传承等方面，对于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的研究相对较

少。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较为成熟，涉及领域广泛。其中，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响

应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学者运用GIS技术、空间分析等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

分布、影响因素及旅游开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未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将更加注重跨学

科、跨领域的合作，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传承与开发。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本研究旨在揭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其与旅游发展的关系，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策略、

推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将运用GIS技术、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同时，通过问

卷调查、访谈等手段收集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态度数据；最后，基于空间分布特征和游客认知数据，

探讨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响应机制及优化策略。

研究内容

研究目的和内容



02 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概述



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

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

实物和场所。

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

社会实践、节庆活动、仪式礼仪，有

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

手工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和分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

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多

个领域。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活态性等特点，是中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和特点



河南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包括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和传习所等。

同时，河南省还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作，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保存，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措施



03 空间分布特征分
析



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

数据来源

采用河南省文化厅公布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数据，包括各级非遗项目名

称、所在地、传承人等详细信息。

数据处理方法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将

非遗项目数据空间化，建立河南省非

遗项目空间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可视

化表达和空间分析。



河南省非遗项目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征，以郑

州、洛阳、开封等历史文化名城为核心，向周边地区

辐射。同时，在豫西、豫南等地区也形成了多个集聚

中心。

空间分布格局

河南省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具有多样性、集聚性和不均

衡性等特点。多样性表现在非遗项目类型丰富，涵盖

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

杂技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

等多个领域；集聚性表现在部分地区的非遗项目密度

较高，形成了多个非遗集聚区；不均衡性则表现在不

同地区之间非遗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存在较大差异。

特征描述

空间分布格局和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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