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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煜华

摘  要 ：本文在介绍青海省温泉资源概况和分布特点的基础上，运用 SWOT 分析法分析青海温泉旅

游开发中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了青海省温泉旅游与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

文化、医疗保健相结合的五大开发模式，以及择优开发、营造优良环境、重视温泉旅游品牌打造、加强

配套设施体系建设、保障温泉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五大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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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温泉旅游的研

究聚焦于温泉旅游资源评价、市

场分析、开发对策以及一些基础

理论方面，如温泉旅游的本真

性、生命周期等。在温泉旅游发

展对策方面，高鹏论述了中国温

泉发展现状，提出成立统一的全

国性温泉行业协会，树立品牌意

识，挖掘文化内涵，运用各种宣

传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建

议。王亚辉提出举办与温泉有关

的节庆活动、增加界面设置、打

造品牌、挖掘文化元素等对策。

裴若婷以罗浮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为例，从纵向、横向和关联度三

个方面提出旅游产品深度开发的

思路和对策。在青海省温泉旅游

方面，方斌等对青海贵德县扎仓

温泉的水化学特征和储量进行了

分析，提出综合开发利用对策。

桑杰本探讨了青海地区著名温泉

的特征及临床功效，介绍了青海

地区温泉的分布规律。张海云以

青海贵德热水沟温泉为例，提出

建设温泉主题小镇、完善配套设

施建设、加强地热资源开发利用

法规建设、提升温泉知名度等对

策。赛措吉以青海贵德和同仁地

区的温泉为例，从人类社会学视

角对温泉的浴疗文化做了别样的

文化阐释。

一、青海省温泉资源

青海省位于我国西部，是

中国“第一阶梯”的重要组成部

分。青海省具有三山（祁连山、

东昆仑—西秦岭、青南高原）、

三盆（柴达木、共和—贵德、西

宁—民和）的盆山构造格局，地

热资源的生成发展、运移富集和

出露规律，与地质构造有着密切

的内在联系。在造山带形成断裂

对流型地热资源 41 处，主要分

布于北部祁连山低温温热水地热

带、东昆仑—西秦岭断裂对流型

地热带和青南高原中低温地热

带。在沉积盆地有传导型地热资

源 27 处，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

地、共和盆地、贵德盆地和西宁

盆地等。青海省地热资源非常丰

富，已探明的温泉近 70 处。

二、青海省温泉旅游开

发的 SWOT 分析

本研究利用 SWOT 分析法，

对青海省温泉旅游开发中存在的

优势、劣势、潜在的机遇及面临

的挑战进行分析。

（一） 优势

1. 丰富的温泉资源

青海省地热资源类型多样

且分布广泛，包括浅层地热能、

地下热水、干热岩三种类型的

地热资源。其中地热水资源近 70

处，高温温泉（75℃以上）3 处，

中温温泉（40—75℃）29 处，低

温温泉（40℃以下）38 处。贵德

扎仓温泉、大柴旦温泉、药水滩

温泉、祁连雪域温泉等享誉西

北，成为青海省代表性温泉旅游

地。

2. 温泉品质好

青海省温泉资源不仅数量

青海省温泉旅游发展策略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5XMZ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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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而且温泉品质也属上乘。

如贵德扎仓温泉含有丰富的对人

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属

于弱碱性碳酸盐泉，对风湿劳

损、神经疾病、皮肤病有很好的

疗效。处于雪山怀抱中的大柴旦

温泉为氯化钠型水，对皮肤病和

关节炎有很好的疗效。药水滩温

泉内服对肠胃有很好的保健功

效，外浴对荨麻疹、关节炎有很

好的疗效，故称之为“药水神

泉”。青海的温泉水质优良，对

多种疾病有特殊的治疗功效，每

年吸引着当地和省外甘肃、四

川、宁夏等地的藏、回、蒙古、

汉族等群众前来治病。

3. 周边环境优美

青海省温泉资源的一大特

点就是周边环境呈现原生态，温

泉旅游融入其中，兼具自然风光

与人文景观，很好地诠释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如贵

德温泉毗邻环境优美的河滨公

园，周边有贵德国家地质公园、

贵德倚河园等旅游景点。大柴旦

温泉位于达肯达坂山下，冬日泡

泉可以看见山顶的积雪，因此大

柴旦温泉被称为“离日月星辰、

蓝天白云最近的温泉”。药水滩

温泉所在的湟中县玛脊峡谷风景

秀丽，人文景观丰富。青海省的

温泉附近还有茶卡盐湖、雅丹地

貌、万丈盐桥等诸多景点，都是

驰名中外的自然奇观。

4. 民俗风情浓郁

青海是多民族省份，有几

十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的有

藏、 回、 土、 撒 拉 和 蒙 古 5 个

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

的 40% 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民俗风情。温泉旅游在开发过程

中，要与民俗风情相融合，体现

神秘、神奇、原始、淳朴的特

征，让温泉游客尽享泡浴保健功

能的同时，领略浓郁的民俗风情。

（二）劣势

1. 温泉旅游产品开发水平低

青海省温泉旅游产品依旧

遵循传统路线，在洗浴、疗养方

面做文章，即使有所拓展，也是

在休闲娱乐方面，归根结底没有

离开以温泉水为核心的发展思

路，主题较为单一。这种以简单

的洗浴疗养为主的开发方式，导

致各温泉旅游地同质化严重，缺

乏特色。

2. 温泉旅游品牌效应未凸显

青海省温泉旅游地大多为

个体开发经营，具有明显的家族

式、自营式管理特点。这种各自

为战的经营管理模式势必会阻碍

全省温泉旅游业标准化建设。青

海省温泉旅游产品较少，花浴、

酒浴、药浴、鱼疗等都是高端温

泉旅游地必备的项目，在青海省

却较少见到。青海省各温泉旅游

地对自身品牌的营销力度不够，

游客很难详细了解到青海温泉旅

游地的相关信息，致使温泉在西

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知名度不高。

3. 温泉旅游文化挖掘深度

不够

与传统温泉疗养地不同，

现代温泉旅游地不仅要发掘温泉

自身的疗养价值，而且要将文化

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领略自

然界神奇的同时体验温泉文化的

魅力。尤其是对青海藏区温泉来

说，温泉文化所体现的内涵，如

心理慰藉、社会教化、社会认

同、行为规范、民族和谐、环保

及经济功能等，反映了游客的文

化需求。但青海温泉在开发中还

未将地域文化、历史文化、民族

文化和宗教文化充分融入温泉旅

游地，从而导致温泉旅游地千篇

一律，难以发挥温泉文化魅力。

4. 配套设施滞后

青海省温泉旅游地在配套

设施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在硬件方面，诸如旅游接待设

施、购物设施、娱乐设施等方面

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软

件方面，接待服务人员整体素质

不高，如解说能力、举止规范、

紧急情况应变能力等均有待提

高。有的温泉旅游地餐馆卫生条

件差、旅馆简陋，商店里的货品

不齐全。有的温泉旅游地淡季游

客稀少，很多餐馆、商铺都关门

闭店。

（三）机遇

1. 健康体验旅游备受游客

青睐

近 年 来， 全 球 逐 渐 掀 起

了一股追求康体疗养的风尚。

《2018 年 全 球 健 康 经 济 监 测 报

告》显示，在过去两年中，全球

大健康产业增长了 12.8%，市场

规模已逼近 5 万亿美元。而处于

全球十大健康行业第九位的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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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日益受到欧洲和中国在内

的亚太游客的欢迎。这一趋势为

青海省大力发展温泉旅游带来了

巨大的机遇。

2. 政府大力支持

近年来，青海省政府出台

政策，大力支持发展温泉旅游。

如 2018 年 6 月通过的《关于加

快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明

确指出，大力开发贵德、祁连、

大柴旦等温泉旅游资源，增设娱

乐设施及场所，推动“互联网 +

旅游”建设，以贵德等地为试点

大力发展智慧旅游城市。这为青

海省温泉旅游融入全域旅游提供

了政策支持。

（四）挑战

1. 市场竞争激烈

康体保健旅游受到越来越

多游客的青睐，各地温泉旅游也

如火如荼地展开。与青海省同处

西北地区的陕西有华清池温泉、

华山御温泉、眉县汤峪温泉、洽

川处女温泉等 ；甘肃有通渭温

泉、武山温泉、清水温泉等 ；

新疆有五彩湾温泉、温泉县的

“圣泉”“天泉”“仙泉”、古海温

泉、沙弯温泉等，这些温泉旅游

地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一定

的知名度。而青海地处偏远，旅

游适游期短，旅游开发水平低，

邻近省份温泉的大力开发势必会

对青海省温泉旅游市场造成不小

的冲击。

2. 可持续发展困难

由 于 温 泉 水 产 生 周 期 较

长，开采量大将会面临资源减少

甚至衰竭的危险。有的温泉旅游

地经营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可持续利用意识非常薄弱，导致

地热水的利用效率低，尾水乱排

造成环境污染，甚至过度开发使

温泉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面临枯

竭的现象，温泉的可持续发展难

以为继。

三、青海省温泉旅游开

发模式与对策

通过对青海省温泉旅游开

发 SWOT 分 析， 对 青 海 温 泉 旅

游提出了创新开发模式和具体的

开发对策。

（一）青海省温泉旅游开发

模式

鉴于青海省温泉旅游开发

水平较低，提出温泉开发的“五

个结合”，即生态文化、历史文

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医疗

保健与温泉旅游相结合，将文化

元素融入温泉旅游地，彰显温泉

旅游地的特色，打造温泉旅游的

品牌效应。

1. 生态文化与温泉旅游相

结合

青海省温泉在开发中与周

边的生态文化相结合。一方面，

在温泉开发中要保护好良好的生

态环境。温泉旅游地的选址和建

设过程中不能破坏生态的完整

性，与周边的景区协调发展为

宜。将循环经济的理念渗入到温

泉开发中，重视温泉尾水的梯级

利用，对尾水进行消毒净化后可

重复利用于灌溉、养殖等多种途

径。另一方面，青海温泉在开发

中要利用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

条件，主打生态牌。青海温泉可

与生态旅游景区进行捆绑式开

发，打造森林休闲娱乐、养生保

健、康体运动项目。

2. 历史文化与温泉旅游相

结合

青海省历史悠久，温泉旅

游地建设应紧密结合历史文化资

源，增添人文气息与历史氛围。

青海省已发现的历史文化遗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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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属于远古人类活动遗迹。因

此，周边温泉旅游地可以将遗址

元素融入其中，如在场馆内展出

遗址中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复刻

品，播放遗址科普宣传片，搭建

模拟遗迹场景供游客参观，出售

含有遗迹元素的钥匙链、贴纸、

摆件、手机壳等纪念品，让游客

全方位感受远古遗迹的独特魅

力。青海的贵德温泉不仅与上古

神话有关，而且与历史上的唐蕃

和亲有深厚的渊源。清朝贡生邓

寿和民国时期贵德县长姚钧都曾

撰诗与华清池温泉相媲美。因

此，在温泉开发中可将这些历史

文化与诗词文化展现出来，让人

一睹贵德温泉深厚的文化底蕴。

3. 民族文化与温泉旅游相

结合

青海省丰富的民族文化资

源为温泉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融

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首先，温

泉旅游地在建筑设计环节可以参

考当地的民族建筑风格并加以

融合，将牧区的“帐房”、农业

区的“庄窠”、青南地区的“碉

房”风格融入温泉旅游地，带给

久居高楼大厦中的游客以耳目一

新的感觉。其次，温泉旅游地可

举办相应的节日庆祝活动，如藏

族热贡六月会、贵德梨花艺术

节、玉树赛马节、格萨尔文化艺

术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土族

波波会等，让游客了解民族文

化。再次，温泉旅游地可以在温

泉地开设民族特色餐厅，供应当

地特色民族美食，如土族的酩酼

酒，回族的馓子、盖碗茶，藏族

的糌粑、风干肉，撒拉族的油搅

团、麦茶，蒙古族的手把肉、烤

全羊、酸奶等，使游客感受舌尖

上的民族文化。最后，温泉旅游

地可建设购物一条街，售卖土族

盘绣、藏族唐卡、回族剪纸、面

花，蒙古族铜器、角雕等民族特

产，提升温泉旅游地的民族氛

围，增加当地居民的经济收益。

4. 宗教文化与温泉旅游相

结合

将宗教文化与温泉旅游相

结合，能增添温泉旅游的人文底

蕴，为生活在世俗文化中的游客

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藏族人的

观念中温泉是神圣的，将温泉与

水神信仰、地方神信仰联系在一

起，发挥其特有的文化功能。各

温泉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应充分

考虑当地宗教文化，如贵德温泉

和玉树达那温泉位于藏族、土族

聚集区，佛教文化浓郁，则可以

在温泉地建设过程中通过建造仿

佛教风格建筑、提供僧侣斋饭、

于走廊房间等地悬挂包含佛教内

容的字画，在温泉池旁立石介绍

佛教典故等将佛教元素融入其中。

5. 医疗保健与温泉旅游相

结合

温泉旅游可以最大限度地

发挥温泉的保健疗养功效。藏医

是青海省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对于保养身体、抗拒病

毒、治疗疾病都有着独到的效

果。温泉旅游地应推出相应的藏

药理疗服务，理疗服务分为外

用、内服两类。在泡浴方面，要

设计多样化的泡浴模式，如扑打

浴、足浴、交替浴、深水浴、浅

水浴、冲浴、泥疗等方式，充分

发挥温泉的医疗保健功效。在内

服方面，可采用饮泉疗法、吸入

疗法、肠浴疗法等，让游客在温

泉旅游中达到保健疗养的目的。

（二）青海省温泉旅游开发

对策

本研究从择优开发、营造

优良环境、打造温泉旅游品牌、

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及温泉资源可

持续利用五个方面提出适合青海

省的温泉旅游开发对策。

1. 择优开发

温泉旅游开发受到诸多条

件的限制，秉持“择优开发”理

念可以有效地过滤 次级温泉资

源，从时空格局优化配置温泉资

源。青海省温泉重点开发地区

为 ：一是“环夏都西宁旅游圈”

内的温泉，温泉水质优良，具有

悠久的开发历史，且该区为青海

首府西宁市所在地，客源市场较

大。二是柴达木盆地，该区的大

柴旦雪山温泉、祁连雪域温泉等

温泉水质优良，还有盐湖、风沙

地貌等瑰丽奇绝的自然风光。三

是果洛州地区，该区有西海温泉

等资源质量较高的温泉，自然风

光独特，民族风情浓郁。三江源

地区是中华水塔所在地，为限制

开发区，而以可可西里为代表的

生态保护区以生态环境保护和科

学研究为主要目的，加之自然条

件恶劣，故暂时不宜进行温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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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开发。

2. 营造优良环境

温泉旅游的核心是温泉洗

浴，但周边优美的环境对游客有

很大的吸引力。各温泉旅游地在

规划布局中，应根据当地自然环

境特点，使温泉融入并成为当地

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

位于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不远的

尖扎温泉可以在附近大面积种植

桦树、青海云杉等长绿树种，进

而在小范围内营造森林小气候，

使温泉与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融

为一体。青海温泉在开发中要继

续加强环境治理力度，规范管理

温泉旅游地的生活垃圾，加强温

泉尾水的梯级利用，改善温泉旅

游地的形象。

3. 打造温泉旅游品牌

打造温泉旅游品牌是凸显

产业特色，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

效手段。总览珠海御温泉、南京

汤山温泉等国内著名温泉的发展

历程可以发现，它们的成功在于

科学定位品牌、找准目标市场、

打造特色产品、进行高效营销

等。因此，青海省温泉旅游地在

开发过程中也应把这几个方面作

为抓手。根据温泉的资源品质及

开发条件进行科学定位，找准目

标市场，打造特色温泉旅游产

品，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网站等媒体宣传大力营销，与周

边景点进行捆绑开发，打造青海

温泉旅游的品牌效应。

4. 加强温泉旅游配套设施

体系

旅游配套设施是青海温泉

旅游发展的短板。青海温泉旅游

地要不断完善交通设施，提升温

泉旅游地的可进入性。完善温泉

旅游地直达车、配套旅行社的规

划线路等，为游客提供顺畅的旅

行体验。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餐

饮住宿条件，改善温泉旅游地的

服务形象。打造特色娱乐和购物

场所，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趣味

活动，才能有效带动温泉地相关

产业的发展。提升从业人员专业

化与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提升温

泉旅游地的竞争力。

5. 保障温泉资源可持续利用

温泉旅游开发建立在温泉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因

此，保障温泉资源可持续利用是

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目前青海

还没有成立统一的温泉旅游管理

协会，将来应成立温泉管理机构

对全省温泉进行统一管理。作为

监管者，出台一系列相关制度政

策，如温泉开发管理条例、温泉

水资源保护条例等，将监管深入

到温泉旅游产业开发运营中的每

一个环节。在各温泉旅游地建立

地下水位、出水量和水温监测系

统，实施长期监测动态管理。作

为经营者，在温泉旅游地规划中

要有意识地进行保护性开发，如

在淡季关闭部分温泉池，或在每

个工作日中分时段开放温泉池以

节约温泉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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