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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概况

第 一节  自然 地理

一 、地理位置

白 云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位 于 贵 州 省 中 部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长顺 县 境 内 。长顺 县 地 处 东 经 106°13 ′ 6 ″ 至 于 106°38 ′ 48   

″  ,北 纬 25°38 ′ 48 ″ 至 26°17 ′ 30 ″ 之 间 ，分 别 与 惠 水 县 、紫 云 县 、 

罗 甸 县 、贵 阳 市 、平 坝 县 接 壤 。全 县 国 土 总 面 积 1543 平 方   

公 里 ，2003 年 末 总 人 口 25.35 万 人 ，是 一 个 汉 、布 依 、苗 、 

壮 、回 、侗 、水 、黎 等 16 个 民 族 聚 居 的 地 区 。

二 、气候 、气象

长顺 县 属 中 亚 热 带 季 风 温 润 气 候 区 ，冬 无 严 寒 ，夏 无 酷 

暑 ，气 候 温 和；年 平 均 气 温 15.1℃ ,最 热 月 7 月 ，平 均 气 温 23 

℃  ,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34.1 ℃  ;  最 冷 月 1 月 ，平 均 气 温 5.3 ℃  ,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5 ℃ ; 全 年 总 积 温 为 4798℃-5024℃  , 春 秋 雨 季 昼 

夜 温 差 大 ，气 温 平 均 日 较 差 6.5-8.8 ℃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1399 ﹒ 

9 ㎜ ；相 对 湿 度 81 ％ 左 右 ；年 无 霜 期 278 天 ；年 日 照 时 数  

1202 小 时 ，日 照 率 27％ 。

三 、地质 、地貌特征

风景名胜区面积广大 ，岩溶十分发育 ，喀斯特地貌构成



了 整 个 自 然 景 观 中 最 为 醒 目 的 主 体 。区 内 地 貌 形 态 多 种 多 样 ， 

以密集的峰丛山地 、峰丛洼地和峰林谷地为代表 、其间峰丛    

峰林 、溶洼谷地 、溶洞伏流 、溶沟石芽以及飞瀑景区随处可    

见；锥 峰 尖 削 而 密 集 ，河 流 常 出 现 伏 流 ，明 暗 流 相 间 在 层 恋    

叠 嶂 的 喀 斯 特 地 貌 上 ，呈 现 出 千 姿 百 态 的 自 然 景 观 ，成 为 考    

察的宝地和观光 、度假的旅游胜地 。

第二节 人 文环境

一 、历史沿革

长顺 县 历 史 悠 久 ，战 国 时 期 属 于 夜 郎 国 ，汉 武 帝 时 期 属 

于 夜 郎 县 ，唐 代 置 乡 州（今 长 寨 地 区 ）和 令 州（今 广顺 地 

区 ）， 隶 属 黔 中 道 ，元 置 金 筑 府 ，治 所 在 今 广顺 镇 ，明 洪 武 

四 年 改 置 金 筑 长 官 司 ，万 历 四 十 年 置 广顺 州 ，隶 属 贵 阳 军 民 

府 ，清 雍 正 五 年 置 长 寨 厅 ，1914 年 改 广顺 州 为 广顺 县 ，长 

寨 厅 为 长 寨 县 ，民 国 三 十 年 二 县 合 并 为 长顺 县 ，县 治 设 长 寨 

镇 。1949 年 11 月 解 放 ，成 立 长顺 县 人 民 政 府 ，隶 属 贵 阳 专 

区 ，后 改 贵 定 专 区 ，1965 年 至 今 ，隶 属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州 。

二 、经济和社会状况

长 顺 县 辖 6 镇 11  乡 共  147 个 行 政 村 ，2004 年 总 人 口  

25.35 万 人 ，国 民 经 济 总 收 入 5.6 亿 元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1300 

元 。长顺 县 属 贵 阳 经 济 圈 ，并 属 于 黔 中 旅 游和 西 线 旅 游 的 复



合地带 ，有布依族 、苗族 、壮 、侗族 、回族 、水族 、汉族 

等 16 个 民 族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11.6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46%  , 

少数民族主要以布依族和苗族为主 。白云山风景区具有深厚 

的 文 化 底 蕴 和 浓 厚 的 民 族 特 色 ，具 备 开 展 文 化 旅 游和 乡 村 旅 

游 的 优越 条 件 。



第 三节    旅游资源 评价

一   、 景 区 资 源 分 布 范 围 及 特 点

白 云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旅 游 资 源 比 较 丰 富  ，总 体 上 分 

为 五 大 片 区 共  5 0  多 个 景 物 景 观  ，其 中  ：

（ 一 ）、  白 云 山 宗 教 旅 游 区 ：白 云 山 已 有 6 0 0  多 年 

的 历 史  ，主 要 以 宗 教 和 明建 文 帝 的 传 说 为 主 要 特 色  ， 

共 有 景 物 景 观  1 4 个  ，约 面 积  2 0  平 方 公 里  ；

（二 ）、广 顺 古 镇 夜 郎 文 化 旅 游 区  ： 广 顺 古 镇 已  

2 0 0 0  多 年 的 历 史   ，主 要 以 神 秘 的 夜 郎 文 化 为 主 要 特 

色  ，共 有 景 物 景 观  1 5  个  ，面 积 约  2 8  平 方 公 里 ；

（三 ）、  杜 鹃 湖 国 家 水 利 风 景 旅 游 区 ：杜 鹃 湖 主 要 

以 悠 久 的 历 史 文 化 和 港 汊 深 幽   、 明 洁 如 镜 的 生 态 环 境  

和 万 紫 千 红 的 杜 鹃 花 为 主 要 特 色   ，共 有 景 物 景 观  2 3 

个 ，面 积 约  4 4 平 方 公 里 ；

（四 ）、  青 龙 山 地 质 公 园 旅 游 区： 青 龙 山 以 地 质 奇 

观为主要特色  ，有峰林峰丛地貌   、间隙泉   、溶洞   、原  

始 森 林   、 瀑 布   、 古 岩 画 及 国 际 最 佳 候 选 地 层 剖 面 等 景  

物 景 观  ， 青 龙 山 为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共 有 景 物 景 观   

1 0 个 ，面 积 约  2 5 平 方 公 里 ；



（五 ）、  格 凸 河 峡 谷 旅 游 区： 主 要 以 峡 谷 景 观 为 主 

要 特 色  ， 现 已 列 为 国 家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 共 有 大 型 景 物



景 观  6  个  ，面 积  3 1  平 方 公 里  。 目 前 部 分 景 观 正 在 由 

贵 州 省 紫 云 县 开 发  。

风 景 区 总 面 积  1 4 8  平 方 公 里  。

此 外  ，长 顺 县 还 有 丰 富 多 彩 的 少 数 民 族 风 情  ，如 

屯 堡 地 戏   、 还 五 显 地 戏   、 布 依 族 花 灯   、 苗 族 芦 笙 舞 等  

等   。 少 数 民 族 传 统 节 日 还 有 四 月 八 苗 王 节  ， 端 午 节  、  

六 月 六 赶 桥  、七 月 十 五 中 元 节  、赶 秋 坡 （庆 祝 立 秋 

节 ）、 重阳节等等 。

二 、各片区综合评价

（一 ）、 白云山宗教旅游区

白 云 山 宗 教 旅 游 区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山 不 在 高  ，有    

仙 则 名 ，因建 文 皇 帝 在 此 隐 性 埋 名 削 发 为 僧 的 传 说 使    

这 里 的 一 草 一 木 披 上 了 一 层 层 美 丽 而 神 秘 的 面 纱  。 为     

纪 念建 文 帝 ，白 云 山 古建 筑 群 经 历 代 王 朝 的 多 次 扩建  ， 

曾 达 到 相 当 大 的 规 模  。

白 云 山建 筑 群 依 山 而建  ，错 落 有 致  ， 与 整 个 山 峦 

浑 然 一 体  。特 别 是 明 徐 霞 客 到 此 游 历 的 真 实 记 载 ， 白 

云 山 作 为 佛 教 胜 地 成 为 中 国 历 史 名 山  ，尽 管 一 些建 筑 

已 毁  ， 但 从 遗 址 的 布 局  ， 残 存 的 柱 基   、 华 表 以 及 精 雕  

细 刻 的 石 雕 ，依 然 向 世 人 展 示 了 中 国 古 代建 筑 的 辉 煌 

和 劳 动 人 民 的 智 慧  ，长 期 以 来  ， 白 云 山 游 人 不 绝  ，香 

客 不 断  ，1 9 8 5 年 白 云 山 被 省 人 民 政 府 批 准 列 为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白 云 山 宗 教 旅 游 区 包 括 翁 贵 古 造 纸 作 坊  、杉 树 王  、 

中 院 布 依 寨 等 景 点  。

古 造 纸 作 坊 已 有  2 0 0  多 年 历 史  ，仍 保 留 着 古 老 而 

原 始 的 造 纸 工 艺  ， 其 原 料 主 要 来 自 于 树 皮  ， 是 蔡 伦 造  

纸 工 艺 的 “ 活 化 石 ” 。

中 院 布 依 寨 是 现 今 保 存 极 为 完 好 的 已 有  2 0 0  多 年 

历 史 的 典 型 的 布 依 族 村 落  ， 依 山 傍 水  ， 环 境 可 人  ， 是  

开 发 乡 村 旅 游 的 最 佳 选 点 。它 还 是 被 共 和 国 领 袖 毛 泽 

东 称 为 当 代 女 孟 获 陈 莲 珍 的 故 居 所 在 地  。

白 云 山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极 大 地 丰 富 了 黔 中 旅 游 的 

文 化 内 涵  ，开 展 宗 教 旅 游 有 着 较 为 广 阔 的 前 景  。2 0 0 5 

年 4  月 白 云 寺 举 行 开 光 大 典 ， 白 云 山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 

并 具 备 一 定 的 接 待 能 力  。

白 云 山 距 贵 阳 市  6 0 Km  ，距 青 岩 古 镇  1 5 Km  ，优 越 

的 地 里 位 置  ，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 快 捷 的 交 通 为 开 发 白  

云 山 提 供 了 优 越 的  、成 熟 的 条 件  ，是 白 云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的 核 心 景 点  。

（二 ）、  广 顺 古 镇 夜 郎 文 化 旅 游 区

广 顺 古 镇 已  2 0 0 0 多 年 的 历 史 ，主 要 以 神 秘 的  

夜 郎 文 化 为 主 要 特 色  。广 顺 古 镇 为 贵 州 八 大 古 镇 之 一  ， 

2 0 0 0 多 年 前 曾 为 古 夜 郎 国 的 故 都 ，著 名 景 点 有 占 地  5     

平 方 公 里 的 古 城 遗 址   、 古 墓 群   、 神 仙 洞 新 旧 石 器 时 代     

古 人 类 遗 址   、 写 字 岩   、 道 佛 合 一 的 广 东 福 寺   、 民 族 英     

雄 但 名 伦 故 居 等 等  。夜 郎 文 化 旅 游 区 东 距 白 云 山  2 0



公 里  ，西 达 黄 果 树 旅 游 区  8 0  公 里   ，古 城 的 开 发 与 白 

云 山 旅 游 区 共 同 组 合 将 成 为 贵 州 文 化 旅 游 的 领 头 雁 ， 

与 黄 果 树 旅 游 区 组 合 将 成 为 贵 州 乃 至 西 南 旅 游 的 两 

颗 奇 葩  。广 顺 古 镇

广 顺 古 镇 是 古 夜 郎 时 期 政 治  、军 事 活 动 中 心 之 一  ， 

其 历 史 悠 久  ，建 制 绵 长  。殷 周 时 期  ，广 顺 为 鬼 方 之 地  ， 

春 秋 战 国 期  ，成 为 牁 牂 国 的 中 心 地 带 之 一  ，后 又 成 为   

夜 郎 国 的 中 心 地  ；随 属 宾 化 县  ；唐 玄 宗 开 元 二 十 一 年   

（公 元  7 3 3 年 ）， 建 今 （金 ） 州 直 至 宋 代  ；元 代 授 金   

竹 长 官 司  ；明 初 升 为 金 竹 安 抚 司  ，明 万 历 四 十 年 （公   

年  1 6 1 2  年 ） 四 月 改 为 广 顺 州  ；民 国 二 年 （公 元  1 9 1 3    

年 ） 1 2  月 改 为 广 顺 县  ；民 国  3 0  年 （公 元  1 9 4 1  年 ）广   

顺 县 与 长 寨 县 合 并  ，成 立 长 顺 县  。

古 镇 东 约  1  公 里 为 夜 郎 古 城 遗 址  ，土 城 池 及 附 近 

设 施 占 地 约  5  平 方 公 里  。其 中 城 池 部 分 东 西 宽  0 . 5  公 

里 ，南 北 长  1 . 2  公 里  ，占 地 约  1 0 0 0  亩  。土 在 墙 系 泥 沙 

夯 筑  ，清 晰 可 见  ，最 厚  3 － 4  米   ，最 高  5  米 左 右  ，现 

残 存 的 仍 有 2 － 3 米 高  ，总 长 度 约  1 0  余 公 里  ，城 池 山 

脚 下 有 夜 郎 候 四 世 祖 候 金 镛 的 墓 葬 及 古 墓 群  。

古 镇 目 前 沿 保 留 着 浓 郁 的 屯 堡 风 情  。屯 堡 风 情 是 

“ 屯 堡 人 ” 重 要 特 色  ，“ 屯 堡 人 ” 是 明 朝 洪 武 年 间 朱 元 璋 

调 北 征 南 军 旅 后 裔 的 俗 称 。古 镇 区 域 内 聚 居 着 大 批 的 

屯 堡 人 ，他 们 的 生 活 习 俗  、服 饰  、语 言 一 直 沿 直 着 明 

朝 的 遗 风 ，特 别 是 以 石 头 为 主 要 原 料 的 民 居  、明 朝 风 

格 的 服 饰 和 有 “ 戏 剧 活 化 石 ” 之 称 的 地 戏 文 化 已 成 为 入



境 游 客 追 逐 的 热 点 。

（三 ）、 杜鹃湖国家水利风景区

杜鹃湖以幽静的人工湖和周围群山连成一体  ，湖水无污   

染 ，山 体 植 被 较 好 ，山 地 森 林 覆 盖 率 90%以 上 ，整 个 湖 面 分  

汊 多 ，树 木 品 种 多 ，每 年 秋 冬 ，成 千 上 万 只 候 鸟 聚 此越 冬 ， 

特 别 是 近 60 平 方 公 里 的 群 山 上 ，生 长 着 原 生 态 的 常 绿 杜 鹃  

树 ，每年春季 ，花开遍野 ，与周围马尾松及其它阔叶林交织  

在一起 ，蔚为壮观 ，泛舟赏花 ，心旷神怡 。

就整个杜鹃湖风景资源来看  ，其游赏价值较高  ，每年    

3—5 月 ，游人 可 到 此观 赏 五 彩 缤 纷 的 杜 鹃 花 ；5—7 月 ，杨  

梅 成 熟 后 ，游人 可 上 山 自 行 采 摘 ，充 分 深 入 大 自 然 之 中；秋  

冬 时 节 ，沿 湖 两 岸 ，秋 色 斑 斓 ，成 千 上 万 只 候 鸟 至 此越 冬 ， 

这 在 贵 州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一 道 风 景 线；杜 鹃 湖 还 是 垂 钓 爱 好 者  

最理想的垂钓场所  。

另 外 ，杜 鹃 湖 与 广顺 古 镇 连 成 一 体 ，悠 久 的 历 史 文 化 使 

这片美丽的山水更加充满灵性  ，以杜鹃湖的生态环境为依  

托 ，这 里 是 休 闲 度 假 的 绝 好 境 地 ，2001 年 已 列 为 国 家 级 水 

利风景区 。

（四 ）、 青龙山地质公园

青 龙 山 地 质 公 园 主 要 由 独 特 的 自 然 景 观 和 人 文 景 观 组    

成 ，由于多险滩 、急流形成了特有的瀑布 、跌水及间歇泉等   

特 异 的 自 然 景 观 ，区 内 主 要 以 峰 林 峰 丛 地 貌 为 主 ，峰 峦 迭 嶂 ， 

景色秀丽 ，与付家院溶洞群 、睦化国际最佳候选地层剖面共



同组合构成距省会贵阳最近地质公园 。佛教圣地青龙山 ，古  

木森森 ，原生态植物保存较好 ，成为地质公园的亮丽景点 。 

青龙山地质公园距县城较近 ，交通方便 ，旅游观光便捷 。

（五 ）、 格凸河峡谷旅游区

格 凸 河 峡 谷 旅 游以 峡 谷 风 光 为 主 ，景 区 内 森 林 茂 密 ，海 

拔低 ，连片的芭蕉林 、楠竹林 ，呈现出热带雨林的景象 。河 

水清澈 ，无污染 ，河流曲折滩多 ，洞进洞出几度伏流 ，两岸 

悬 崖 峭 壁 ，如 刀 刻 斧 凿 ，是 揽胜 的 极 佳 选 地 。

格凸河峡谷是苗族聚居地  ，慢长的历史和信息的高度闭  

塞虽然使这里远离了现代文明 ，但向人们展示了这里的少数 

民 族 依 靠 自 然 、战 胜 自 然 的 创 举 ，尤 其 是 干 代 洞 葬 习 俗 ，是 

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活化石  。

从 总 体 来 看 ，核 心 景 区 白 云 山 为 中 国 历 史 名 山 ，贵 州 佛  

教 名 山 这 一 ；广顺 古 镇 为 贵 州 八 大 古 镇 之 一 ，是 “ 夜 郎 自 大 ” 

典 故 的 发 生 地；杜 鹃 湖 为 国 家 级 水 利 风 景 区 ，格 凸 河 为 国 家  

级风景名胜区 ，青龙山地质公园有享誉中外学术界的国际最  

佳候选地层剖面  ，还有奇特罕见的间隙泉和神秘的古岩画  ；  

因此 ，风景名区是一项以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为核心的 、具  

有 较 高 的 旅 游开 发 价 值 旅 游区 ，市 场 前 景 广 阔 。



第 二章    项 目建 设 的 必 要性

白 云 山 旅 游区 的 历 史 文 化 是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是   

古 代 文 明 的 文 化 遗 产 之 一 ，该 项 目 的建 设 是 研 究 、继 承 和 发   

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 ，是研究西南 、研究贵州历史文化的   

需要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文化旅游的开发和利用是贵州旅   

游业 发 展 的 需 要 ，是 贵 州 经 济 发 展 的 需 要；随 着 社 会 的 进 步 ， 

人 们 怀 旧 情 结 漫延 ，悠 久 历 史 文 化 的 开 发 已 在 成 为 人 们 精 神   

生 活 的 “ 必 需 品 ” ，因 此 ，该 项 目 的建 设 是 必 要 的 。



第 三章    项 目 开 发 的 可行性

第 一节  产 业 背景分析

白云山风景区的开发面临千载难逢的政策机遇 ，近年来 ， 

国内 、省内在产业结构调整中 ，将旅游业摆在较为重要的位   

置 ，当 前 正 处 于 假 日 经 济 蓬 勃 发 展 的 阶 段 ，带 薪 休 已 逐 渐成   

为 现 实 ，休 闲 度 假 旅 游成 为 人 们 日 常 生 活 的 必 须 。

贵州省人民政府  、黔南州人民政府相继完成省级  、  

州 级 旅 游规 划 ，特 别 是 黔 南 州 、贵 阳 市 旅 游业 发 展 计 划 及 目 

前的发展形势为景区发展旅游业带来极大的商机  。

白 云 山 风 景 区 是 在 这 千 载 难 逢 的 政 策 机 遇 中 诞生 ，同 时  

白云山风景区的开发是对贵州中部旅游圈的极大的补充 ，极  

大 地 提升 和 丰 富 中 部 旅 游 圈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资 源 品 味 ，旅 游 项  

目的开发与中部旅游圈区共生共荣 ，相得益彰 ，共同发展 。

长顺 县 经 过 多 年 的 发 展 和建 设 ，特 别 是 改 革 开 放 20 多 

年来 ，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地方政府对充分利用 

风 景 名 胜 资 源 开 展 旅 游业 ，并 将 其 发 展 成 为 长顺 支 柱 产 业 的 

认识高度统一 ，政策灵活 ，措施有力 。

白云山风景区的开发符合产业发展方向 ，是调整结构 、 

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  ，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



第 二节  区域 背景分析

在贵州中部旅游圈中  ，白云山风景区不仅具有唯一性和  

排他 性 ，而 且 是 对 贵 州 中 部 旅 游 圈 极 大 的 补 充 ，与 贵 州 中 部 

旅 游 圈 共 同 组 成 一 个 内 容 丰 富 的 旅 游产 品 ，而 且 从 其 地 理 位 

置 和 交 通 布 局 来 看 ，长顺 县 位 于 贵 州 中 部 旅 游 圈 的 中 心 区 范 

围 ，青 岩 古 镇 至 白 云 山 仅 15km ，而 且 已 通 公 路 ，白 云 山 景 

区 是 青 岩 古 镇 旅 游 的延伸 ，历 史 名 山 与 古 镇 交 相 辉 唤 ，成 为 

贵阳近郊旅游的亮点 。因此 ，白云山风景区的开发将共享贵 

州中部旅游圈的市场  。

长顺 处 于 黔 中 经 济 圈 ，且 位 于 贵 州 两 大 旅 游 中 心 城 市 

（贵 阳  、安 顺 ） 之 间 ，县 城 分 别 距 贵 阳 87KM  、距 安 顺  

74KM ，白 云 山 距 青 岩 古 镇 15km ，广顺 古 镇 距 安顺 、贵 阳 分 

别 50km 。良 好 的 区 位 优势 和 交 通 条 件 ，使 白 云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很 自 然 地 与 周 边 的 国 家 级 、省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组 合 成 一 组 内 

容较为丰富的旅游产品 ，并历史性地创造了贵州西线旅游环 

线 ，无 论 从 贵 阳 ，还 是 从 安顺 踏 入 贵 州 西 线 旅 游 ，均 可 不 走 

回头路 。

长顺 作 为 古 夜 郎 国 的 发 详 地 之 一 ，丰 富 的 历 史 文 化 又 使 

这里成了科学考察和探索人类祖先演化的宝地 ，极大地丰富 

了西线旅游的文化内含 ，同时这里又共享了西线旅游的资源 

优势 市 场 优势 。

近年来 ，贵州旅游业发展迅速 ，省委 、省政府对发展旅



游业的力度在不断地加强  ，基础设施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善 ， 

旅 游行 业健 康 发 展 ，旅 游 经 济 快 速 增 长 ，一 系 列 有 利 的 外 部  

环 境 ，使 风 景 区 的 开 发建 设 面 临 千 载 难 逢 的 机 遇 。

白云山风景区的开发是区域互动 ，产业互补的需要 ，是 

黔中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

第 三 节    综 合 优势 分 析

一 、宏观经济形势大好

贵州处于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的交接区域  ，而且贵  

州是北上南下 、东西交往的必经之地 ，地域上与华中地区的 

湖北 、湖南两省 ，华南地区的广西 ，西南地区的重庆市 、四 

川省和云南省相邻近 、接壤 ，受到西南和两广地区经济活动 

的影响 ，只要抓住机遇 ，谋划得当将与西南及两个地区共生 

共荣 ，共同发展 。

目前西南地区旅游业蓬勃发展 ，特别是西边的云南 、北 

部的四川  、重庆和南部的两广已成为国内外重要旅游目的  

地 ，周边的繁荣为贵州旅游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 



和 提 供 较 为 成 功 的 经 验 ，直 接 和 间 接 促 进 贵 州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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