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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和依据

1、规划目的

为了加强枣庄抱犊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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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等规定，

特编制本规划。

2、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修正)

（7）《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2009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订）

（10）《风景名胜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74号）

（11）《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2017年)

（12）《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

（13）《风景名胜区分类标准》（CJJ/T 121-2008）

（14）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导则的

通知（鲁自然资字〔2021〕110号）

（1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1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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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17）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

优化调整前期工作的函》

（18）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有关事项的通知》

（19）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有关事项的通知》

（20）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和规范风景名胜区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21）《枣庄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22）《山东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8-2027年）（修编）》

（23）《山东枣庄熊耳山-抱犊崮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8—2030年）》

（24）《枣庄抱犊崮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20-2029年）》

（25）《枣庄西泇河省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5-2020年)》

（26）《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总体规划（2013-2030年）》

（27）《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总体规划（2013-2030年）》

第二条 规划范围与面积

枣庄抱犊崮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 128.06平方公里，由抱犊崮景区、熊耳山景区、

龟蛇湖景区、龙床河景区四个景区和甘泉寺一个景点组成，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

32′43″-117°43′56″，北纬 34°54′50″-35°1′50″之间。（详见图 06，

附表 1-1）。核心景区面积为 24.67平方公里（详见图 07，附表 1-2），占风景名胜

区总面积的 19.26%。

第三条 风景名胜区性质与资源特色

风景名胜区性质为：以自然山水及森林植被为基底，以崮形地貌、地震断裂带、

崩塌地质遗迹、溶洞为特色，集游览观光和休闲度假功能于一体的省级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资源特色为奇特罕见的地质地貌、繁茂丰富的森林植被、生动壮丽

的河溪泉瀑、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存、坚韧不拔的革命传统。风景名胜资源共有二大

类，八中类，三十二小类，共 132个景源，其中自然景源 98个，人文景源 34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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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表 1-3）。

第四条 功能分区

规划将风景名胜区划分为特别保存区、风景游览区、旅游服务区、风景恢复区、

发展控制区五大功能区。

1、特别保存区

主要包括景观和生态价值突出，需要重点保护、涵养、维护的对象与地区。主

要为周村水库区域。该区域为市中区水源保护地，保护优先、防治污染、保障水质

安全。共计 3.92平方公里。

保护规定：特别保存区除必需的科研、监测和防护设施外，严禁建设任何建筑

设施。

2、风景游览区

风景游览区指风景资源分布相对集中，以开展游览、观赏和适当的参与性活动

为主要利用方式的区域。包括抱犊崮、熊耳山、龟山、龙门观、鸡冠崮、巨梁山、

周村水库周边等主要游赏区域和风景名胜区中重要景点。面积共计 47.81平方公里。

保护规定：一级保护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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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口及与风景名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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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规定：二级保护区风景游览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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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恢复区

风景名胜区内需要重点恢复、修复、培育、抚育的对象与地区，本区域主要以

资源保护、风景恢复和生态培育为主。主要包括平顶山区域、封山及南侧山体区域。

面积共计 4.25平方公里。

保护规定：二级保护区的风景恢复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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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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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游服务区

指旅游服务设施集中的地区。主要包括抱犊崮南门至下十河村区域，熊耳山南

门和毛宅村区域，周村水库大坝东南侧区域。面积共计 3.36平方公里。

保护规定：旅游服务区内可维持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与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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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发展控制区

指乡村和城镇建设集中分布的地区，是风景名胜区中居民安置、城乡集中建设

及城景过渡地带，主要位于村庄村民居住区域。面积共计 68.73平方公里。

保护规定：发展控制区内可维持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与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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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1年-2035年，近期为 2021-2025年，远期为 2026-2035年。

第六条 规划目标

1、总目标

严格保护抱犊崮风景名胜区的景观资源和自然环境，真实完整地体现风景名胜

区的历史文化和风景资源价值，建立和完善风景名胜区的景观系统，在保护的前提

下，促进旅游发展，从而带动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风景名胜区建成景观优

美、生态环境优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省内一流风景名胜区。

2、分项目标

（1）资源保护目标

①对风景名胜区内的地貌资源，包括地质遗迹、溶洞等进行全面而有效的保护，

禁止任何形式的开山、炸石、滥砍滥伐等破坏性活动，维护风景名胜区地貌的完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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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保护好风景名胜区内人文胜迹的原真性，不得毁坏或随意增添其他人工设

施。

③保护好风景名胜区良好的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控制人为活动对风景名胜区

大气环境和水资源的影响，严格控制人为水土流失以及生产、生活污水和废水排放，

提倡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对风景名胜区环境质量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控，使其地表

水、地下水、大气环境质量、噪声等均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④严格保护好风景名胜区内现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并对重要地段的林相进行

合理改造，保护风景名胜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完整性和生态进程的延续性不被破

坏。

⑤明确风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边界，建立明显的标识系统，确保资源管理在空

间上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2）游赏利用目标

①使风景名胜区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得到充分挖掘和展示，四个景区和一个

景点的景观风貌与特色做到突出、互补、完善，游览解说系统健全、观光游览、科

普教育等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发展成为省内一流的观光胜地。

②在严格保护风景资源前提下，风景名胜区最佳日环境容量控制在 3.51 万人

次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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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培育规划

第七条 资源分级保护

将枣庄抱犊崮风景名胜区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保护区三个层次，实施分级

控制保护，并对一、二级保护区实施重点保护控制（详见图 08）。

1、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一级保护区主要为一、二级景源周边范围以及具有典型性景观的区域，规划面

积 24.67平方公里。

区内只宜开展观光游览、生态旅游活动，严格控制游客容量；严格保护区内的

崮山仙台、双龙大裂谷、龙抓崖等地质景观和三清观银杏等植物景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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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建设与风景

保护和游赏无关的建筑物，已经建设的应逐步疏解；严格控制外来机动交通进入保

护区。

2、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二级保护区包括二、三级景源周边范围以及生态环境优良且对一级保护区起缓

冲保护作用的区域，规划面积 31.30平方公里。

编制资源保护专项规划，进一步提高山体的森林覆盖率及区域内池潭溪涧的蓄

水能力；加强乡土物种的抚育，保护生物多样性；严禁开山采石，加大封山育林和

荒山绿化力度，逐渐消除裸露土层，严格控制区内游览设施规模和建筑风貌，除本

规划确定的必要的服务设施建设外，严禁其它类型的开发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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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9平方公里。

游览设施和居民点设置必须严格履行风景名胜区和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的审批

程序，应编制详细规划，合理安排游览服务设施，有序安排各项建设活动，严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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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设范围、规模和建筑风貌，并与周边自然和文化景观风貌相协调。可结合现有

村庄进行整体环境提升改造，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山村民宿，完善游览服务设施，

结合乡村规划，发展乡村旅游。

第八条 资源分类保护

1、地质地貌保护

除科研和管理人员外，禁止进入没有建设游道的裂谷内部区域，在裂谷北侧修

建地表导水沟，从而减弱雨水及冲刷物对裂谷的冲蚀作用，在裂谷内慎重进行游道

建设，对裂谷及其环境系统开展长期监测工作。

溶洞内的灯光照明设施、游览栈道及其它辅助设施应在不破坏景观和不影响景

观整体美观和气势基础上与其协调一致。禁止任何人在洞内采集石笋、石幔、石柱、

石钟乳等钙华体，禁止在洞内石钟乳等钙华体上悬挂标牌和导游标志。设立警示牌，

禁止乱刻乱画，洞内游客数量应严格控制，严禁超过其环境容量。除科研和管理人

员外，严禁离开游道进入支洞。

在景区建设游览服务设施或人工清除、开挖石堆下的浮土等工程施工应慎重进

行。除科研和管理人员外，禁止采集景区内的石堆；禁止在石堆上刻画，建立标示

牌应以不破坏其完整性为原则；除科研和管理人员外禁止攀爬石堆以及进入没有建

设游道的崩塌地质灾害区域。在不破坏地质遗迹的基础上，对严重影响游客安全的

崩塌地段修筑钢筋混凝土挡墙。

2、森林植被的保护

科学开展森林抚育工作，进一步提高森林质量。加强巡护管理和日常监测，制

定防火、防虫害等方案，避免发生重大森林灾害。重视森林防火设施建设，储备消

防物资，加强防火队伍建设和演练，全面提高风景名胜区应对森林火灾的能力。对

现有林木资源进行普查，将 100年树龄以上的乔木以及各种珍稀名贵树种统一挂牌

保护，设立解说牌、警示牌，游客分布密集、邻近交通线路等有必要的地段应设置

防护围栏。加强对规划范围内的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稀有濒危保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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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动态监测，建立保护、监测档案。严格控制和管理采集标本、药材和其它林副

产品的活动。

风景名胜区内实施的各类工程项目，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得破坏自然植

被栖息环境，不得侵占古树名木、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山东省稀有濒

危保护植物栖息地；工程完工后，及时恢复原貌。引入外来植物必须严格论证和检

疫，避免产生生态灾害。

3、文物古迹保护

对古建筑、遗址遗迹的任何改动都要按法定程序报请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报

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备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拆除、改动、复建文物建筑。

对于侵占古建筑、遗址遗迹的单位和个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的相关要求处理。落实消防措施、杜绝安全隐患。古建筑要配备灭火设备，严格控

制电器设备的使用，严禁乱拉电线，防止线路老化、损伤，在非指定宗教活动场所

禁止明火，禁止鸣放鞭炮，安装避雷设备，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破坏景点景观，

电力通讯线必须入地。

4、生物多样性保护

维持保护范围内原有的生态过程和植物演替过程，尽量减少人工干预；加强珍

稀物种的保护；对树种单一的人工次生林采取定向抚育建群树种的措施，营造生物

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生态环境；对引种的植物要进行严格把关，加强森林检验检疫；

加强森林防火和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建立物种多样性信息系统。做好封山育林、

退耕还林、植树绿化工作，保护植物种源繁殖、生长、栖息的环境；对野生动物资

源普查，了解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和活动区域；保护野生动物种源繁殖、生长、栖

息的环境；对珍稀濒危动物制定严格的保护措施。

5、水域保护

禁止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岸林等与水源保护相

关植被的活动。严格禁止在水库、河道周边进行生产活动，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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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到库区外围进行处理，生活垃圾采取外运处理，禁止向水域倾倒垃圾、粪便及

其它废弃物。禁止从事种植、放养畜禽和网箱养殖活动。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

药，不得滥用化肥，不得使用炸药、毒品捕杀鱼类。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严格落

实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用途管制，禁止围湖造地和围垦河道，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

项目应依法履行相关审批手续。涉及周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的区域，还应严格执行

法律法规规定的水源保护区有关要求。

第九条 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1、规划环境影响分析与预测

（1）对山体生态环境的影响

枣庄抱犊崮风景名胜区规划对风景名胜区内良好的自然山体提出严格的保护

措施，禁止开山采石，合理引导游客游览，恢复原有植被等有效手段保护山体生态

系统的稳定，并对一些已经被破坏的山体提出了有效的恢复措施，使风景名胜区内

的山体无论从景观风貌还是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

（2）对水环境的影响

风景名胜区规划实施后，将完善风景名胜区内游览服务设施及村镇污水排放与

处理 系统建设，提高污水处理率，并对风景名胜区内重点水域环境进行综合整治，

保证 重点区域的水质按功能区达标。从而有利于保证风景名胜区内山水风光和环

境的不 断改善和提高，展现风景名胜区的独特景观风貌。

（3）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

风景名胜区总规预测了今后的游客量，发展风景旅游需要解决游客的吃、住、

游、行、购等需求，给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游客产生的需求相对

于城镇的生产、生活产生的需求只占很小的比重。故本规划实施后不会对城市基础

设施造成不利影响。

（4）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规划要求风景名胜区内大气环境质量达到一级标准，水域水质达到或优于 III

类标准，声环境优于 0类标准，绿化覆盖率超过 60%，并且总体规划的实施，将进

一步减少污水的未达标排放，有利于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的保护。风景名胜区内严

http://baike.baidu.com/view/4803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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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控制建设用地范围和规模，不得安排污染环境和破坏景观的生产项目，对现有的

污染项目、破坏景观的设施应采取措施限期改造或拆除，也有利于风景名胜区生态

环境的恢复。少量新增景区道路、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局部植被

的破坏，影响生态环境。为此，要求施工时尽量减少植被破坏，施工结束后对开挖

区和弃碴区应覆土绿化，恢复植被。

（5）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规划实施后，将大大缓解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地方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有利于

风景名胜区的有效保护，保持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的状况，有利于生态环境的逐步提

高， 促进风景旅游的发展。

2、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风景名胜区内少量新建游览道路和服务设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局部植被的破

坏，生态环境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应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监管体系；加大科研支持能力，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

（2）规划要求施工时尽量减少植被破坏，施工结束后对开挖区和弃碴区应覆

土绿化，恢复植被。

（3）风景名胜区内逐步推广使用环保车辆或改用无污染能源，控制超标排放

废气的机动车辆进入区内。严格控制风景名胜区内旅游接待生活污水排放量。

3、评价结论

因此，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是一个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风景资源保护和合理

利用的规划，其有利影响是主要的，不利影响是暂时的、次要的、局部的，且可采

取一定措施加以减轻或改善。

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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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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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分区设施控制管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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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社会车辆停车场 × ○ ○

游船码头 ○ ○ ○

栈道 ○ ○ ○

土路 ○ ○ ○

石砌步道 ○ ○ ○

游览车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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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博物馆 △ ○ ○

解说设施 ○ ○ ○

咨询中心 × ○ ○

5.购物 商摊 ○ ○ ○

小卖部 ○ ○ ○

银行 × × △

商店 × △ ○

6.卫生

保健

医院 × × ×

疗养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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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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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类型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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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生态环境保护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水土流失治理。采取封山育林、坡改梯、恢复林草等有效措施治理水土

流失；结合地形、地质、土壤条件，按水土保持的有关规范和技术规程，以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相结合，有效布设水土保持综合防治措施，对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进行

综合整治；改善原有的开发和耕作方式，完善排水系统，修建截排水沟，集中蓄排

径流，减轻暴雨和径流的冲刷，最大限度减少水土流失。

（2）开源节流，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首先，加强水资源统一规

划管理和综合开发利用，灌区改善灌排体系，加强灌排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

防治水源污染。其次，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节约用水，使有效的水资源发挥更大的

效益，农业用水积极研究推广节水型农业和节水措施；厉行节约用水制度，推广节

水技术，建设节水型风景名胜区。

（3）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监管体系。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体制，强化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特别是做好生态恶化

重点区域生态的治理和恢复。结合现有风景名胜区内鸡冠崮林场的森林防火物资储

备库，成立防火指挥中心，建设森林火灾微波监控系统，扩大监测覆盖面，提高森

林火灾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

（4）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在风景资源的利用上，必须严格执

行国家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各级法律法规，坚决禁止和取缔各种破坏自然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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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非法开发建设活动，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5）加大科研支持能力，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的监控能力

建设，逐步建成风景名胜区生态监测网站，确立和完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采用遥

感等高新技术，建立生态环境灾害预警系统和生态环境信息系统，加强生态环境变

化趋势的预测预报。

（6）不破坏生态功能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

已有合法水利、交通运输设施运行和维护等；经生态影响评价论证无影响可实施，

且需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出具同意意见。

2、按照分级保护的要求实施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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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环境质量 绿化覆盖率

一级保护区 达到一级标准 优于 III类标准 优于 0类标准 超过 85%

二级保护区 达到一级标准 达到或优于 III类标准 优于 0类标准 超过 70%

三级保护区 达到一级标准 达到或优于 III类标准 优于 0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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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游客容量

风景名胜区日游客容量约为 3.51万人次，年游客容量约为 842.7万人次。其中，

抱犊崮景区日游客容量为 6230人次，年游客容量约为 149.5万人次；熊耳山景区日

游客容量为 11850人次，年游客容量约为 284.4万人次；龟蛇湖景区日游客容量为

13760人次，年游客容量约为 330.2万次；龙床河景区日游客容量为 2880人次，年

游客容量约为 69.1万次；甘泉寺景点日游客容量为 396人次，年游客容量约为 9.5

万次。

风景名胜区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7.02万人次，其中抱犊崮景区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12460人次；熊耳山景区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23700人次；龟蛇湖景区日极限游客容

量为 27520人次；龙床河景区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5760人次；甘泉寺景点日极限游

客容量为 792人。（详见附表 3-1）。

第十三条 景区规划

1、抱犊崮景区

抱犊崮景区以崮山及森林植被景观为特色，含雄、险、奇、秀、旷之美。景区

规划面积 34.23平方公里，包括 29个景源（其中一级景源 2个，二级景源 7个，三

级景源 12个，四级景源 8个）。

（1）下十河村的北面，沿路长约 500米范围为大抱犊崮旅游服务区，整合周

围空间，形成购物、管理、停车、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该区共分为游客中

心、君山广场、生态停车场、休闲公园四部分，区内建设以自然生态为背景，重在

突出崮乡风韵、湿地野趣。

1 提升下十河到百鸟园的道路，加强道路绿化，以道路为纽带，整合周围河

道，打造湿地景观，形成乡村休闲公园。

2 抱犊小学南侧道路交叉口处新建游客中心、君山广场、生态停车场，抱犊

崮现状大门处新建一处高标准、高品质的自驾车营地，满足游客自驾、露营等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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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需求。

（2）提升现状景区主入口山门，管理服务中心，停车场等旅游服务管理设施。

1 对现状山门以保护为主，加强建筑修缮。

2 对现状管理服务中心以保护为主，加强建筑修缮。

3 对现状抱犊广场以保护为主，加强路面修缮。

4 规划对现状停车场进行改造，采用树池、嵌草铺装等方式，对停车场北侧

区域的硬质铺装进行生态改造，使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5 规划对现状“天下第一崮”模纹花坛以保护为主，加强植被管护，设立标

识牌。

6 规划在抱犊广场西北侧新建影音馆，占地面积 500平方米。该地块位于现

有售票厅西侧，规划按照现有管理服务中心建筑样式新建一座“民国大劫案”影音

馆。

（3）在现抱犊崮入口区西南部周围的山坡地增设旅游体验区。对地形进行适

当改造，梳理水系，拦蓄水坝，形成水面景观，设计飞瀑谷、会仙湖、君山绿岛、

寒武迷谷等项目，打造新的景观廊道。

1 会仙河两侧加强绿化，以垂柳、槐树、杨树等树种和野草、野花等地被植

物为主，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2 在现抱犊桥西南的半岛上建设餐饮休闲设施，解决抱犊崮景区团队接待的

休闲需求。依托会仙河两侧的滨水景观，建设绿岛度假区域，功能上以度假服务为

主，兼备康体、餐饮、住宿、休闲、会议等功能。该区域将来成为入口区重要的旅

游综合接待场所，具有住宿、会议功能，增设漂流项目。

3 利用公安局现培训基地建设抱犊崮博物馆、君山书院。

4 规划在抱犊崮上山路(生态小道)路南的山沟内，结合上山路入口的地质景

观，充分利用抱犊崮山下特有的小气候特点，在此规划设计一处以寒武纪时代地球

上的地貌、环境以及生物种类为主题的生态山谷，命名为寒武谷。

（4）在百鸟园处建设亚热带植物园，展示抱犊崮作为天然植物园的魅力。将

抱犊崮的珍稀植物、树种用解说牌加以介绍，向游客开展科普教育。鸟园区域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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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环境，保证整个抱犊崮景区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

（5）对景点进行提升，登山步道增设游憩设施。对现状三清观，抱犊崮崮顶

区域、现有步行登山入口处停车场进行改造提升，并配套相关旅游服务设施。完善

崮顶天台祠寺庙格局，形成一组建造精美、结构完整、功能齐全的道教建筑群。

（6）规划对抱犊崮景区南入口和西入口进行改造提升，自景区南入口至西入

口处沿道路两侧配套旅游和基础设施。提升抱犊山庄、三棵树宾馆，接待游客住宿，

自景区南门至 115师北沿道路西侧设置民国一条街。

（7）新增飞天魔毯项目，观光小火车、高空玻璃栈桥等旅游观光设施。规划

对现状抱犊崮观光索道和玻璃滑道进行提升。

（8）115师纪念园北侧新建 30亩停车场和 20亩军事配套体验训练场地，结合

侯宅村打造抱犊崮红色文化片区。对八路军 115师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纪念馆进行提

升，通过增强参与性项目，如红色迎宾、革命学堂、车轮滚滚(推独轮车)、推磨、

烙煎饼、射击、射箭、CS 野战等，设计一台红色情景剧表演，充实纪念馆业态，

打造成经典的红色根据地。

（9）利用现有村庄和果园开展乡村度假、田园观光、农业休闲游览活动。在

外峪子村、东庄村等区域建设北庄镇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入口大门和看护管理房、

相关加工区及展厅，调山涧游览道路，增设光伏中草药双层节能种植区域、育苗基

地。对双山涧行政村的双山涧、杏山头、侯宅、曹庄村庄进行新农村建设，通过对

闲置宅院进行改造利用，引入文创产业，发展乡村民宿，建设旅居合一的创意乡村

和美丽乡村。在侯宅与杏山头之间建设农场，滨水娱乐设施，结合周边村庄和果园

开展红梨种植加工，促进乡村旅游。

（10）旅游大道两侧以林果种植为主，营造生态化的乡野田园和美学化的乡村

景观，打造十里果园。果林中沿路用原木和绳索建设跷跷板、秋千、吊床等休闲设

施，供游客休憩游乐。亦可建设快乐果吧，以科普教育和手工 DIY 为主要内容，向

游客讲解果品种植知识，同时为游客提供新鲜的果汁、制作工艺品等。

（11）侯宅村以北沿道路 500米处、会仙河东侧支流两岸的平缓地段设置君山

人家，配置旅游住宿和餐饮。以休闲餐饮、养生度假为主体功能，包括君山酒庄、

葡醍悦舍、皂荚山居和金藤果园四个功能区。君山酒庄是一处集会议接待、养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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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色餐饮等多功能为一体的酒文化餐饮休闲区；葡醍部落是以酒文化为主题的休

闲度假设施群；皂荚山居是一处以生态养生、宗教修心为核心主题的高端休闲度假

酒店；金藤果园是最下游十字河畔的有机食材、果品种植区。

（12）整治现抱犊崮检票处广场前河道和桃源洞，增设亲水项目。

（13）增设三清观至会仙亭处的步行道，并配套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

2、熊耳山景区

熊耳山景区主要有岩溶峡谷（双龙大裂谷）、崩塌地质灾害遗迹“龙抓崖”、

山峰“玉女峰”、熊耳山裂隙等地质遗迹景观；白云寺、五间棚、神府、牡丹庵、

吕洞宾堂、跑马岭、天井等人文景观，含奥、奇、险、峻、幽之美。景区规划面积

40.86平方公里，包括 37个景源（其中一级景源 2个，二级景源 6个，三级景源 21

个，四级景源 8个）。

（1）对熊耳山景区现状入口的大门、停车场、游客中心、广场、博物馆进行

提升改造。对原有博物馆进行改造，建筑风格与规模保持不变。景区内现有中国大

陆第二家“4D”地震动感影院。规划对其进行维护，包括对地震动感影院的外部修

葺；对“数字化测震台”、“动感影院”、“科普展览馆”、“学术报告厅”四部

分进行完善等；规划投资建设三维信息系统展示系统，使游客可以形象地看到郯城

大地震、熊耳山地震灾害等遗迹的形成过程。

（2）提升大裂谷景点，增设休憩平台和旅游服务设施。规划在裂谷北侧修建

地表导水沟，采用断面总长度 600米，过水断面宽 1.5 米，最深 0.5米，用以拦截

地表径流，从而减弱雨水及冲刷物对裂谷的冲蚀作用。

（3）规划完善熊耳山景区游线，在现有道路的基础上，根据各游览区组织游

览和观景的需要，形成景区贯通的道路游览体系，方便游客游览。

（4）规划对溶洞景观进行保护。禁止任何人在洞内采集石笋、石幔、石柱、

石钟乳等钙华体，禁止在洞内石钟乳等钙华体上悬挂标牌和导游标志。设立警示牌，

禁止乱刻乱画，洞内游客数量应严格控制，严禁超过其环境容量。

（5）规划对所有人文资源景观按破损程度、重要性进行必要的修缮，对局部

建筑按设计给予相应的加固。对所有人文资源景观现有的用电线路进行检查、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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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电线电路，更换破损的电线，防止产生火灾，设立防火报警系统，健全消防设

施。

（6）对熊耳山景区进行景点提升，熊耳山山顶营造瀑布、山腰处配置供水的

水库。增设飞天魔毯、索道等旅游观光设施。提升黄龙洞，清理洞内环境，运用现

代高科技手段，营造祈福圣地的氛围，利用灯光、音响的效果，营造美轮美奂的溶

洞内景，增添旅游神秘感、视觉美感。

（7）利用毛宅村进行村庄改造，就近搬迁安置在景区外，沿毛宅村至景区入

口道路两侧进行熊耳山景区配套设施提升建设。通过改造村落建筑，美化村落环境，

建立特色街区，增加特色餐饮及休闲设施，融入北庄传统民风民俗与传统曲艺文化

展演活动，打造景区依托型的乡村旅游特色村。沿街打造一条山乡古街，主要业态

以购物店铺和民俗展示为主，将具有山亭特色的土特产品进行创新包装，突出山亭

山乡民俗村的特点。依托毛宅以樱桃为代表的林果种植优势，开展以樱桃采摘、乡

村风情、农家美食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项目。选取景观好、地势变化较大的区域，

建设樱桃采摘园。毛宅村南侧区域建设北庄镇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增设光伏中草

药双层节能种植区域、育苗基地。

（8）在现状鲁南抗日民主政权纪念馆西侧建设教育培训基地，主要建设培训

教室、教师办公室、学员宿舍、食堂、休息室、图书室、自修室、健身场所等配套

设施，可以容纳 500人住宿。

（9）依托王家湾村，进行村庄民宿改造，对周边道路进行优化，增设环山越

野道路。

3、龟蛇湖景区

龟蛇湖景区主要以水体景观龟蛇湖（周村水库）、龟蛇山为特色，与抱犊崮景

区相连，形成了集“崮”、“谷”、“泉”、“河”、“湖”等自然资源于一体。

景区规划面积 29.71平方公里，包括 23个景源（其中二级景源 4个，三级景源 14

个，四级景源 5个）。

(1) 规划营造良好的自然湿地景观，改善周村水库沿岸区域水岸植被。现状水

库大部分堤坝为自然水岸，部分河段为硬质堤岸。规划考虑游客的亲水需求，营造

人水和谐的河流环境，设计修建格式多样、高低错落、水陆交融的石阶、栈桥、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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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台，在周村水库岸边规划 1处水禽栖息地。

(2) 将龟山景区和周边村庄相结合，打造龟山儒韵康养文旅综合体。建设游客

服务中心西大门、研学教育基地、婚纱摄影基地，房车营地、综合酒店，游客服务

中心、迎宾广场等旅游配套设施。

(3) 沿桃源路增设观光小火车，设置小火车终点站。完善景区道路，进行环山

绿道建设，增设 2处绿道驿站占地各 1000平方米。

(4) 对黄山涧行政村进行搬迁，适当预留部分村庄建设用地，做为旅游服务设

施和民宿，其他建设用地恢复为耕地，将村民集中安置在景区外。

(5) 规划孟庄镇里筲田园综合体，结合草帽山和里筲村进行建设。包括房车营

地、户外剧场、主入口服务区、手工作坊等旅游服务设施；在草帽山顶建设集装箱

房屋、房车营地、蓬客区项目，建设七彩旱滑、滑雪等游乐设施和文化演艺广场建

设；开挖山洞、增设崖壁体验项目、拓展项目；增设旅游厕所、旅游标识系统等；

对周边环境进行绿化改造；草帽山南侧建设登山台阶、环线道路。

(6) 打造周村水库北侧康养片区。对徐洼村、羊栏村、下十河三个行政村进行

搬迁，适当预留部分村庄建设用地，作为旅游服务设施和民宿，其他建设用地恢复

为耕地，将村民集中安置在朱山寺、徐岭、南坡、朱山头周边的西泇河两侧；徐洼

村增设金银花加工区域，水库周边开展颐养旅游项目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4、龙床河景区

龙床河景区主要以龙床水库及龙床河花岗岩卵石河滩川流景观为特色，龙床水

库相传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下榻处，主要以龙床河漂流、鸡冠崮射击运动和红门村家

庭经济葡萄园观光区为主。景区规划面积 18.83平方公里，包括 10个景源（其中三

级景源 5个，四级景源 5个）。

(1) 规划对龙床河现状河道进行景观提升，对已有漂流设施进行升级。

(2) 保护有价值的民居、现状工程构筑物，增加游览设施和服务设施，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

(3) 利用现有村庄和果园开展乡村度假、田园观光、农业休闲游览活动。对洪

门村、务后村现有葡萄种植园和村庄进行改造，结合龙床水库打造一二三产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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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综合体区域。增设葡萄庄园、种植示范园、文化博览园，低空飞行基地、民宿、

星空营地、亲子乐园、动物家园、水乐园、汉诺中德友谊故事馆等旅游项目。

(4) 提升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在半湖社区新建半湖小学、务后村新建务后

小学等公共服务设施。

第十四条 典型景观规划

风景名胜区典型景观包括崮形地貌、地质遗迹等典型地质地貌景观、典型植物

景观、水体景观以及典型的人文景观，上述典型景观具有较高的游赏价值、科学价

值和文化价值，在风景游赏中发挥主导作用。

1、典型地质地貌景观规划

（1）典型的崮形地貌包括熊耳崮、抱犊崮、牡丹崮、卧牛山崮、楼顶山崮、

大鹰台崮、碾盘山崮、大梁山崮等。

（2）地质遗迹：双龙大裂谷、龙抓崖等。

（3）碳酸盐溶岩地貌景观：洞穴规模及系统的完整性与观赏性均有突出的优

势，主要有黄龙洞、桃源洞。

规划期间进行保护，建设和改善游步道，禁止建设破坏山体和地质地貌景观的

设施，对山体的植被进行保护培育，增加色叶树种，丰富季相变化。

2、典型植物景观规划

（1）抱犊红叶以抱犊崮林区的观沟区域分布最为典型，成为山东省著名的红

叶观赏景区之一。规划严格保护杂木林资源，完善步游道系统，增设解说牌。

（2）观沟寻奇位于抱犊崮林区西麓，集中分布有山东省内罕见的糠椴、紫薇

（乔木）、厚壳树、山东山楂、楤木、中华秋海棠、荚蒾、木通等植物，其东侧山

坡地带生长有山东省少见的鹅耳枥乔木林。规划予以严格保护，完善护栏等设施，

沿步游道增设解说牌。

（3）巢云访古位于抱犊崮西麓三清观，始建于唐代，是鲁南地区的道教活动

中心，其主殿殿前保存有一株千年古银杏，见证了其道教文化的源远流长。三清观

又称巢云观，因观后的巢云洞经常有云雾喷出，使整个道观笼罩在云雾之中，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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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仙境一样，故而得名。规划予以严格保护，加强管护；增植竹林，布设雾森系

统；再现巢云竹林奇观。

（4）崮顶揽胜位于抱犊崮崮顶，面积约 30亩，地势平坦，树林茂密。崮顶东

侧生长有较大面积的苦皮藤群落，是山东省内的典型分布区。规划予以严格保护，

完善步游道系统，沿路增设解说牌。

（5）林海清心位于抱犊崮西麓建有一条自桃源洞至崮顶的条石步游道，路宽

约 3m全长 450m，沿途均为侧柏林。规划充分发挥侧柏林的资源优势，沿途因地制

宜建设一定规模的林下休憩节点，布设科普解说牌，让游客在此舒缓身心。

3、典型水体规划

主要为周村水库，龙床水库、沧浪渊、西伽河、翻花泉等。规划对上述水体进

行保护，适当增加游步道，周村水库还应按照水源地保护区的相关要求进行保护。

4、典型人文景观规划

风景名胜区内需重点保护的人文景观资源为洪门生态村、王家湾抗日民主政府

成立地等革命遗址，三清观、甘泉寺寺庙等。

规划对所有人文资源进行较详细的调查、摸底，建立人文资源景观档案；对其

周边的环境进行调查评价。恢复、利用以上人文景点，组织文化活动和规划游览线

路。按破损程度、重要性进行必要的修缮，对局部建筑按设计给予相应的加固。对

现有的用电线路进行检查、维修、完善电线电路，更换破损的电线，防止产生火灾，

设立防火报警系统，健全消防设施。对影响人文景观资源的边坡或地质灾害进行必

要的治理。设立保护牌，建立档案，立牌说明，引导游人参观。加大文物古迹保护

宣传力度，增强保护意识。严格控制风景名胜区内游览设施、亭台楼阁和寺庙等新

建建筑规模。

第十五条 游览解说系统规划

科学展示风景名胜区地质地貌、山水植被、文物古迹、民俗文化 4大特色景观，

并作为核心解说主题。编制解说系统专项规划、系统构建完善的解说教育设施，展

现特色景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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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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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识系统

设置景区介绍牌、路线指示牌、景点说明牌、方向标识牌、安全警示牌、动植

物标识牌等。

2、智能解说系统

（1）多媒体宣传系统

宜在游客中心和主要景点设置大型 LED 屏和小型触摸多媒体解说设备，游客可

以快速查找和了解景区概况、主要景区景点信息、服务设施分布、安全通知、天气

情况和紧急电话等，将其打造为面向公众的信息服务平台。

（2）新媒体解说

重视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注册风景名胜区账号，及时在网上发布风景名胜区

活动安排、策划和主要景区景点的照片、信息等内容，让游客及时了解和掌握风景

名胜区旅游动态，并提高风景名胜区旅游市场知名度。同时，加快景区景点的二维

码、无线网络设计，让游客可以借助手机、电脑等工具，快速掌握相关信息。

（3）主题网站

建立风景名胜区主题网站，在枣庄市旅游网站上设立风景名胜区专栏，全面展

示风景名胜区建设、发展的动态，及时更新网页内容，提供信息展示、虚拟旅游、

旅游预订、论坛交流、建议咨询等服务，与公众形成良好互动。

（4）向导式解说系统

向导式解说系统即导游解说系统，其最大的特点是双向沟通，能够回答游客提

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因人而异的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导游的主要工作内容是

引导游客感受山水之美，解决旅途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并给予游客食、宿、行

等方面的帮助。

根据景区发展需要，规划一方面招聘专业人员担任兼职导游人员，即讲解员，

在景区内的景区景点为游客进行导游讲解；另一方面，依托枣庄市和山亭区的全域

旅游发展大环境，鼓励地方旅行社发展专职导游人员。景区将通过合作培训等方式，

帮助导游人员了解和掌握景区景点的相关知识，编写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导

游词，全面提高导游人员的专业素质，更好地为游客提供解说服务。

3、出版物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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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票解说

适当增加景区门票的体量，设计包含完整的景区地图、主要景点和游览路线，

标明游览注意事项和紧急联系电话等信息。

（2）旅游地图

设计景区旅游地图，地图分为两面，一面为景区地图，介绍景区景点、游览线

路、服务设施、主要节点等内容，标明注意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另一面重点介

绍景区主要景区景点，辅以图片、解说词等内容，方便游客选择自己喜欢的游览项

目。

（3）专业书籍

风景名胜区森林资源丰富，文化内涵深厚，应与地方院校、社会团体等合作，

深入发展景区自身资源，整理出版风景名胜区植物图志、历史故事传说等书籍，吸

引公众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增强风景名胜区科普文化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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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施规划

第十六条 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按照游客发展规模预测年游客量约为 272.1 万人次。规划设置旅游镇 1 处、旅

游服务基地 2处，游客中心 7处，旅游村 10 处，旅游点 10 处，服务部 16 处。并在

景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省级风景名胜区徽志。

表 4-1 游览设施项目分级规划一览表

游客中心 游览设施、餐饮设施、住宿设施、购物设施、卫生保健设施

旅游点 餐厅、饮食店、商店、客栈、家庭旅馆、简易宣传咨询、旅游管理

服务部 饮食店、商亭、救护站、简易宣讲

根据风景名胜区游客容量与游客发展规模的预测，规划 2035 年旅宿床位达到

6000 床。其中 2000 床在北庄镇驻地及周边村庄解决，4000 床在风景名胜区内。旅

宿床位主要分为高级旅馆床位、中级旅馆床位和一般旅馆床位三种类型。抱犊崮风

景名胜区内其中高档 400 床、中档 2700 床、一般旅馆床位 900 床。

表 4-2 游览服务设施规划一览表

级别 景区 基地名称

床位数（个）
合计

（个）
备注高档（四星

及以上）

中档（二、

三星）

一般（客栈、

家庭旅馆）

旅游镇 景区外 北庄镇 500 1000 500 2000
周边乡镇和

村庄

旅游村

抱犊崮景区 双山涧村 200 100 300 现状改造

熊耳山景区
毛宅村 100 100 100 300 现状改造

王家湾村 200 100 300 现状改造

龟蛇湖景区

徐洼村 200 100 300 现状改造

羊栏村 100 100 现状改造

下十河村 100 100 现状改造

黄山涧 200 100 300 现状改造

里筲 100 100 现状改造

龙床河景区
洪门村 200 100 300 现状改造

务后村 200 100 300 现状改造

旅游点

抱犊崮景区

抱犊山庄 200 100 300 现状提升

三棵树宾舍 200 100 300 现状提升

君山人家 100 200 300 规划

南门 100 100 规划

熊耳山景区
鲁南抗日纪

念园旅游点
100 300 400 规划

龟蛇湖景区

龟山综合酒

店
80 100 180 规划

高端精舍 20 20 规划

小计 900 3700 14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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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羊栏村、徐洼村、下十河村、黄山涧村、毛宅村尊重村民意愿进行拆迁、

集中安置，保留部分村庄用地作为民宿和游览服务设施。

其余 4 处旅游点可设置汽车露营基地作为临时床位，以应对游客淡旺季不均衡

的情况。其中，草帽山房车营地 50 床，抱犊崮现状大门处房车营地 100 人床，情人

谷房车营地 50 床，老山口东房车营地 50 床。

第十七条 道路交通规划

1、对外交通规划

目前风景名胜区的对外道路交通已经较为通畅，省道 S241和国道 G518自风景

名胜区的中部穿越，新台高速穿越风景名胜区西侧。规划要求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

省道 S241和国道 G518路段应建成景观道路，加强道路绿化，控制道路两侧的用地

建设，保持一定的自然景观，形成良好的视廊，展露风景。新台高速公路风景名胜

区内路段安装隔音板，使得公路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低，道路两侧进行绿化，道路

两侧建设与风景名胜区环境协调统一的绿化带。

2、内部道路交通规划

风景名胜区内部交通根据游客旅游交通形式分为车行、步行两种交通方式。规

划对现状游览道路进行路面提升，适当拓宽，车行道不大于 8米；并根据游线组织

适当增加规划游览道，对各个景区和主要景点进行连接。建立和完善风景名胜区 14

处出入口，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南北两侧各设置两个主要出入口，规划在抱犊崮景区

设置 3处出入口，熊耳山景区设置 3处出入口、龟蛇湖景区设置 3处出入口和龙床

河景区设置 3处出入口，主要职能是收售门票，交通转换、游人接待服务、咨询和

宣传等。

（1）抱犊崮景区

景区内现有车行道较为完善，规划对抱犊崮景区的东西两个片区进行串联，形

成游览环线。规划开展电瓶车、小火车观光，设置主入口、115 师纪念园、君山人家、

南门、百鸟园、中心停车场、西入口 7 处乘车点，每处乘车点配套建设仿木材质的

遮阴棚和座椅。

对抱犊崮崮顶游步道和连接步行登山口至抱犊崮崮顶游步道进行现状提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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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抱犊崮林场游步道；规划杏山-抱犊崮南门游步道；规划巨梁山游步道。

（2）熊耳山景区

熊耳山景区内各游览区之间的车行路需要连通和完善，规划将双龙大裂谷、龙

门观和鸡冠崮三个游览区之间的车行路进行串联，形成三个游览区贯通的车行游览

路。

提升景区入口至双龙大裂谷游步道，连接双龙大裂谷、黄龙洞、毛宅村的游步

道。规划西坡村-熊耳山步行道；规划王家湾-西坡村游步道；规划王家湾-牛母洞

游步道；规划龙门观步行道；规划龙门观-牡丹庵遗址步行道；规划鸡冠崮步行道。

（3）龟蛇湖景区

龟蛇湖景区依托 241 省道、周村水库北侧和水库南侧的村庄道路形成了环景区

的车行游览线，内部道路需连通部分断头路。规划提升现状游步道。规划徐岭南-朱

山头游步道。

（4）龙床河景区

景区西侧自洪门村、务后村的车行道与半湖村 241 省道形成环景区的车行游览

路，景区内部主要依托现状村庄公路进行连接。规划提升现状游步道。规划连接平

顶山东至焦山头的游步道；规划龙床河游步道。

表 4-3 风景名胜区规划车行游览道一览表

序

号
景区 路段名称

长度

(km)

宽度

(m)
建设要求 备注

1
抱犊崮

景区

下十河-双山涧-曹庄-登

山口-南门-115 师纪念园

-入口游客中心环路

8.0 8 现状改造
提升路面质量，加强道路绿化，

增设观光小火车路线

2 东庄-调山涧-里峪子村 6.4 6 规划 提升路面质量，加强道路绿化

3 巨山前-调山涧 3.3 6 规划

4 熊耳山

景区

王家湾-西坡村 2.5 6 规划 提升路面质量，加强道路绿化

5 里峪子村南侧 1.7 6 规划

6

龟蛇湖

景区

里筲村环山路 4.0 6 现状改造 提升路面质量，加强道路绿化

7 桃源路 10.0 8 现状提升
提升路面质量，加强道路绿化，

增设观光小火车路线

8 龟山环山绿道 10.3 6 规划 提升路面质量，加强道路绿化

9 草帽山道路 1.3 6 规划 提升路面质量，加强道路绿化

10 周村水库沿湖道路 4.7 6 规划

11
龙床河

景区
龙床瀑布西侧道路 1.5 6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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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风景名胜区内主要规划游步道一览表

序号 景区 路段 长度(km)

宽度

(m)

建设性质

1

抱犊崮景区

抱犊崮崮顶游步道 0.6 2.0 现状提升

2 步行登山口-抱犊崮崮顶游步道 0.8 1.5 现状提升

3 抱犊崮林场游步道 2.0 2.0 规划

4 杏山-抱犊崮南门 2.3 1.5 规划

5 巨梁山游步道 3.5 1.5 规划

6

熊耳山景区

西坡村-熊耳山步行道 3.0 1.5 规划

7 王家湾-西坡村游步道 2.7 2.0 规划

8 王家湾-牛母洞游步道 1.6 2.0 规划

9 景区入口-双龙大裂谷游步道 0.7 1.5 现状提升

10
双龙大裂谷-黄龙洞-毛宅村游

步道
2.0 1.5 现状提升

11 龙门观-牡丹庵遗址步行道 5.0 1.5 规划

12 鸡冠崮步行道 3.0 1.5 规划

13 龟蛇湖景区 徐岭南-朱山头游步道 0.7 1.5 规划

14
龙床河景区

平顶山东至焦山头游步道 1.7 1.5 规划

15 龙床河游步道 0.2 1.5 规划

4、交通设施规划

规划 18 处停车场，其中抱犊崮景区 6处、熊耳山景区 3处、龟蛇湖景区 7处、

龙床河景区 2 处，并对现有停车场进行生态改造；对中心停车场现有硬质铺装进行

生态改造，使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规划 4处房车营地。

表 4-5 主要停车场一览表

景区

名称

序

号

停车场名称

面积

（m
2
）

建设

性质

建设要求

抱犊崮景区

1 抱犊崮南停车场 10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可泊大型车辆，加强绿化

2 抱犊崮南大门停车场 5000 现状 普通露天型，可泊大型车辆，加强绿化

3
抱犊崮步行登山口停

车场
1000 现状提升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4 君山人家停车场 5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可泊大型车辆，加强绿化

5 115 师纪念园停车场 2000 现状提升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6 巨梁山停车场 2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熊耳山景区
1 熊耳山景区停车场 5000 现状提升 普通露天型，可泊大型车辆，加强绿化

2 鲁南抗日纪念园停车 5000 现状提升 普通露天型，可泊大型车辆，加强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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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

名称

序

号

停车场名称

面积

（m
2
）

建设

性质

建设要求

场

3 龙门观停车场 2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龟蛇湖景区

1 里筲村停车场 5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2 龟山西门停车场 2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3 龟山东门停车场 5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可泊大型车辆，加强绿化

4 黄山涧停车场 5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5
孟庄红色主题公园停

车场
1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6 情人谷停车场 1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7 周村水库停车场 1000 新建 观光小火车停车场、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龙床河景区
1 龙床河景区停车场 5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可泊大型车辆，加强绿化

2 洪门村停车场 5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表 4-6 主要房车营地一览表

景区

名称

序

号

停车场名称

面积

（m
2
）

建设

性质

建设要求

抱犊崮景区

抱犊崮现状大门处房

车营地

20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配备适当的旅游服

务设施

龟蛇湖景区 1 草帽山房车营地 5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可泊大型车辆，加强绿化

龟蛇湖景区 3 情人谷房车营地 5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可泊大型车辆，加强绿化

龟蛇湖景区 4 老山口东房车营地 5000 新建 普通露天型，加强绿化

第十八条 综合防灾避险规划

1、森林防火规划：

（1）完善风景名胜区各级防火管理体系

目前，各景区已建有防火通道，在鸡冠崮林场建有一处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

规划在抱犊崮景区和熊耳山景区建立森林防火检查站，对游客进行防火宣传教育并

进行防火安全检查，禁止将易燃易爆品及各类火种带入风景名胜区，建立严格的用

火制度。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签订责任状，并具体落实到各单位、各部门、各具

体负责人。

（2）建立完备的消防救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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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必要的森林防火报警系统，在风景名胜区主要制高点结合风景建筑和森林

防护站设置险情瞭望台，主要风景名胜区森林瞭望率达到 100%，为防止火势快速

蔓延，设置必要的防火通道和隔离带，并结合游步道、溪流等设施贯穿全风景名胜

区。建立各级森林防火指挥调度系统，增设通讯设备，建立畅通无阻的森林防火通

讯网络，配备完备的防火设备、救火与灭火设备；组建专业救火队伍和群众义务救

火队，并进行专业救火培训。

（3）通过植被抚育和改造，建立森林防火阻隔网络体系

成片、成带、网格状种植防火树种，形成森林防火植被阻隔带。结合抱犊崮风

景名胜区内的林场防火设施，新建 20座消防水池，具体位置根据林场防火规划进

行确定。

2、防震抗震规划：建筑物、构筑物按抗震烈度 7 度设防，在重点游览区内设

置避震疏散场所和通道。

3、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建立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采取工程措施进行完善治理。严禁破坏植被，防止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

4、防洪规划：

(1) 加强对现有的河道水面和沟渠空间形态的保护，相关工程措施尽可能考虑

水生态、水环境建设的要求；对重要旅游安全设施建设尽可能布置在不易受山洪侵

害的区域。

(2) 严格执行《防洪标准》（GB50201-2014）的相关要求。

(3) 山区防洪标准达到 20年一遇。在山洪沟上游修建谷坊蓄水保土，充分利用

水库、水塘、洼地滞蓄洪水，减轻下游排洪渠道负担。在风景名胜区内的所有建设

工作不得侵占现有雨洪调蓄面积，加强水库、坝塘的安全维护，提高调蓄洪水能力。

适当提高水库设计标准，并按标准进行除险加固。拓宽加深水库溢洪道，严格保护，

严禁占用。

(4) 收集气象信息与历年洪水信息，建立相应档案，建立预警制度。持续开展

水文资料的收集等基础科研工作，划定重点防治区。结合自然资源监测系统与综合

信息传输网建设水文监控预警系统，适时采取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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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水体上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应当符合防洪的要求。

(6) 加强水土保持，培育风景名胜区内植被，进一步提高风景名胜区植被覆盖

率，减少地表的瞬时径流量，重视风景名胜区内新建建筑物周围森林植被保护。

(7) 加强风景名胜区内河溪的整治，疏浚现有河道，恢复人为破坏的水系；对

溪流进行清理疏浚时，应处理与自然水景的关系，利用天然的溪、涧、瀑、池，降

低流速，减小冲刷力。

5、动植物保护与生物防治规划：监测植物的病虫害疫情，加强外来种苗的检

疫工作；对古树名木采取逐株综合保护措施，提高古树名木生长力；建立野外动物

疫情监测、疾病预防体系。

6、游览安全保障规划：建立游客安全监控系统，建立应急救助中心。制定灾

害预防应急预案，加强樵岭前景区涉水旅游项目的监管，严格控制游客容量，确保

水生态安全、水工程安全和旅游活动安全。

7、其他气象灾害防御：加强干旱监测预报、大风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科普教

育宣传，依托各种媒体或面对面授课方式，全面介绍雷电科普知识和防雷减灾法律

法规，讲解雷电发生时的防护要领，实现雷电防护知识进村入户，提高群众防雷减

灾意识。根据气象部门冰雹的监测预报，积极开展人工防雹。做好大雪预警工作，

有较大降雪量时，做好暴雪预警信号的发布，对相关部门做好防御指引，完善雪灾

应急预案。加强气象与建设、交通、电力、通信等部门的协作和联动，开展气象灾

害防御工作。

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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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0 立方米/日，各水厂供水水质必须达到国

家现行标准《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的规定。对水质有特殊要求的企业可自行解决。

污水排放标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的污水水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污水排入

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 T31962-2015）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对超标的工业企业生产废水，必须经过企业自行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方可接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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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污水管道系统。风景名胜区内的农村生产、生活污水排放标准应当达到《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7/3693-2019)以上方可排入外环境。

风景名胜区日产污水总量约为 3953立方米/日。规划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方式，

其中，雨水以自然排放为主，建筑物、道路等布设排水系统；污水以暗管排放为主，

设置污水处理厂和小型污水处理站。规划严禁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在布设给水

管网的同时，沿道路的西侧和南侧布设污水管网，干管、分配管采用 PE80 水管，过

河、穿越障碍等特殊地段采用钢管。

2、电力电信规划

风景名胜区最大日用电负荷为 10530 千瓦。风景名胜区移动通信业务总用户数

可达 2.84 万部，规划交换机容量 0.85 万门。规划根据新建设施需求，必要时在抱

犊崮康养基地增设 1处变压器，与邻近变压器相连接；新建电力设施应符合国家《城

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98）》

和《低压配电装置及线路设计规范（GBJ54-83）》等有关规范，采用埋地敷设。

3、环卫设施规划

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风景名胜区内公共厕所逐步实现无水免冲

型生态厕所。

4、公共厕所

选择建造公共厕所的地点应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公厕的设计建造应达到《城

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的要求，公共厕所应逐步达到一类标准；公共厕所建

筑形式与周围景观环境相协调，并逐步改造为无水公厕和可移动式厕所。成规模的

游览设施的粪便处理逐步纳入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

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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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居民社会调控与经济发展引导规划

第二十条 居民点调控类型

风景名胜区内发展型居民点 1个，疏解型居民点 5个，其余为控制型，规划至

规划期末 2035年，风景名胜区内居民总人口控制在 2.44万人以内，建设用地 3.66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约 150平方米。

第二十一条居民点调控措施

依法维护风景名胜区内原住民的合法权益，合理调控居民点建设和人口规模。

对于疏解型居民点鼓励其减少用地规模，政府为其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改善生活

条件；对于控制型居民点，要加强规划协调与控制，有效控制其发展规模。

第二十二条经济发展引导规划

通过对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建设与景观培育，利用近郊优势，开发郊野旅游、田

园农家休闲等旅游项目，扩大风景名胜区的游赏内容，更好的吸引城市居民进山休

闲，进而为当地群众带来旅游收益。规划主要通过景区开展采摘、农事等规模化、

多样化、休闲化的田园旅游活动，打破风景名胜区单纯化的观光旅游模式，带动风

景名胜区内及周边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发展，提高旅游产业的附加值和村镇居民的

收益。结合现有村庄进行整体环境提升改造，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山村民宿，完善

游览服务设施，结合乡村规划，发展乡村旅游。

推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特色观赏农业，取代传统低效农业。规划主要突出发

展休闲农业，种植果园等，形成特色植物景观，开展休闲采摘活动，也可结合旅游

活动的开展设置一些参与性的旅游产品加工业点。

利用风景名胜区地处城市边缘的优势，鼓励青年劳动力进城就业，既可改善农

村居民的经济收益，又可提高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进而减轻风景名胜区内居民的

就业压力，同时也可疏解风景名胜区周边的人口发展压力，有利于风景资源的保护

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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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利用协调规划

第二十三条土地利用现状

风景名胜区内用地类型主要以林地、园地、风景游赏用地为主，面积 93.12 平

方公里，约占风景名胜区面积的 72.72%， 其次为耕地，约占风景名胜区面积的

13.16% ，再次为水域，面积 7.88 平方公里，约占风景名胜区面积的 6.15%。

表 6-1 风景名胜区现状用地平衡表

用地代号 土地类型
现状

面积（km
2
） 比率（%）

甲 风景游赏用地 19.33 15.10

乙 旅游服务设施用地 0.08 0.06

丙 居民社会用地 5.09 3.96

丁 交通工程用地 1.80 1.41

戊 林地 39.94 31.20

己 园地 33.84 26.43

庚 耕地 16.85 13.16

辛 草地 1.97 1.54

壬 水域 7.88 6.15

癸 滞留用地 1.27 0.99

合计 总用地 128.06 100.00

第二十四条土地利用协调规划

1、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枣庄市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实施协调，严格保护耕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适当增加风景游赏

用地，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表 6-2 土地利用调控表

序号 用地代号 用地名称
现状 规划

面积（km
2
） 比率(%) 面积（km

2
） 比率(%)

1 甲 风景游赏用地 19.34 15.10 52.37 40.90

2 乙 旅游服务设施用地 0.08 0.06 1.04 0.81

3 丙 居民社会用地 5.09 3.96 4.71 3.68

4 丁 交通与工程用地 1.80 1.41 1.95 1.52

5 戊 林地 39.94 31.20 24.95 19.48

6 己 园地 33.84 26.43 19.41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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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地代号 用地名称
现状 规划

面积（km
2
） 比率(%) 面积（km

2
） 比率(%)

7 庚 耕地 16.85 13.16 14.86 11.60

8 辛 草地 1.97 1.54 0.98 0.77

9 壬 水域 7.88 6.15 7.79 6.08

10 癸 滞留用地 1.27 0.99 0.00 0.00

合计 总面积 128.06 100.00 128.06 100.00

注：风景名胜区土地利用规划中的风景游赏用地中涉及的林地、园地、耕地等保持其土地性质不变。

2、永久基本农田管制措施：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

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不得多预留一定

比例永久基本农田为建设占用留有空间，严禁通过擅自调整县（区）乡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审批，严禁未经审批违法违规占用。坚决防止永久

基本农田“非农化”。永久基本农田必须坚持农地农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

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永久基本

农田耕作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禁止以设施农用地为

名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休闲旅游、仓储厂房等设施；对利用永久基本农田进

行农业结构调整的要合理引导，不得对耕作层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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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相关规划协调

本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文物、旅游等

相关规划进行了充分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实现多规协调。

第二十五条国土空间规划协调

本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规划相协调，若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调整、

修编，本风景名胜区规划与之相衔接，应与国土空间规划保持联动性、一致性和符

合性。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规定，加强风景名胜区规划与国土

空间规划在实施环节的协调与管理。其中，北庄镇深入风景名胜区内部，要做好与

风景名胜区范围界线的协调控制，优化风景名胜区周边区域的功能定位和用地布

局，通过严格保护景观节点、构筑特色景观视廊、控制自然山体景观面、保护周边

低山地区、协调城景结合地带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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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该区域景观风貌的有效控制，缓解城景矛盾，推进城

景协调发展。

第二十六条其他自然保护地协调

风景名胜区与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苍山抱犊崮县级自然保护区、枣庄龟山省

级地质公园、山东枣庄熊耳山-抱犊崮国家地质公园、枣庄抱犊崮省级自然保护区、

枣庄龙门观省级森林公园、枣庄西伽河省级湿地公园 7处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在

规划实施中要处理好风景名胜区与其他自然保护地的关系，与其他自然保护地交叉

重叠区域，除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定外，还需符合自然保护地管控要求，与自然保护

地规划相协调。

第二十七条其他相关专项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

1、生态环境保护

风景名胜区与 2016版生态保护红线交叉重叠面积为 88.79平方公里，除按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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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名胜区规定外，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还应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规定。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相关规定，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落实规划环评的相关措施和要求。

风景名胜区规划严格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意见》(鲁政字〔2020〕269 号）、《枣庄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要求，并与该规定相协调。

（1）与主要目标相符性、协调性

风景名胜区规划是以保护优先，有利于促进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

大幅 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

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风景名胜区规划对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

进行分级分区管控，制定不同的环境质量目标和建设游览设施等资源利用的管控要

求，有利于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管理。因此风景名胜区规划与《山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对环境保护的目标相一致。

（2）与“三线一单”分区管控相符性、协调性

根据《枣庄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抱犊崮风景名胜区除北

庄镇和 S241省道沿线两侧位于一般管控单元外，其余区域主要位于优先保护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合理控制开发强度，推动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优先保护单元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执行

各类自然保护地及生态保护红线等有关管理要求。

风景名胜区内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范围和规模，对大气、声、水环境都进行了严

格要求。在风景名胜区内的枣庄龟山省级地质公园、山东熊耳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

枣庄抱犊崮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优先保护单元区域不得安排污染环境和破坏景观的

生产项目，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并对山体进行修复，禁止开山采石、采矿挖沙，

严格按照污水排放标准和水污染防治要求执行，涉及周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的，严

格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水源保护区有关要求，与方案的管控要求相一致。风景名胜

区规划与该方案进行了充分衔接。风景名胜区内生态保护红线除按照风景名胜区总

规要求外，还应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要求。在资源开发、重大项目选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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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项目手续办理、执法监管等过程中，要做好“三线一单”确定的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应用，从严把好生态环境准入关。

2、水资源保护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做好与流域水

资源综合规划衔接。做好与《山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实施协调，加强水功

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从严核定纳污容量，制定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加强水

资源保护，做好山洪灾害防御。

3、水土保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相关规定，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地貌植被，

做好与水土保持规划的实施协调，加强水土保持，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及相关措

施和要求。

4、林地和特定区域保护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规定，严格保护林地和林木资源，风景

名胜区项目建设在占用林地时，依法按程序办理。涉及军事设施周边的项目，建设

审批前须提前征求军事设施管理单位意见。

5、文物保护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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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对文物古迹修复、

复建的项目，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6、宗教活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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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周边环境和景观风貌，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开展宗教活动。

7、旅游管理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相关规定，规范旅游和旅游经营活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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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水平。

第二十八条环境保护规划

1、环境保护规划

（1）大气环境保护规划

1 严格控制风景名胜区内大气污染物排放，积极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民

用气化率，解决饮食油烟污染问题。

2 风景名胜区内的现有设施，继续保持达标排放。对风景名胜区内已规划或

尚未建设的各类设施应严格控制其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3 在景点建设和旅游服务设施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小施工对大气环境

的破坏，加强对各类可能造成大气污染的建设项目的审批，严禁违规建设。

（2）水污染防治规划

1 风景名胜区内集中式生活饮水、地表水水源水质和地表水环境达到规划要

求，确保各水污染控制区 COD 排放总量在水环境容许范围内，对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区加以保护。

2 逐步完善风景名胜区内污水排放与处理系统建设，提高污水处理率，对风

景名胜区内重点水域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保证水质达标。

3 风景名胜区要严格执行畜禽养殖禁养区规定，对存在的畜禽散养，依法依

规对畜禽粪便污水进行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4 风景名胜区内其他未提及事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的要求执行。

（3）声环境保护规划

1 加强风景名胜区内道路交通建设，改善路面，加强道路绿化带建设，减少

过境车辆穿越风景名胜区内部。

2 加强风景名胜区内第三产业的管理，对商业服务点合理布局，减少对周围

环境的噪声污染。

（4）固体废弃物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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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完善废旧物品回收体系，保证已建成的垃圾

处理处置设施的正常运行，并入城市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实现村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采取措施防止垃圾收运、处理过程中的扬尘、污染地下水、焚烧超标排放、

恶臭等二次污染。

2 推行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政策，加强建筑渣土运输、堆放和

利用管理；建立严格的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实现危险废物全部安全处理处置。

（5）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在风景名胜区内提倡使用当地物种，建立入侵种预警系统，建立风景名胜区外

来物种信

息系统，限制外来物种的扩散，强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监测和研究。

2、实施措施与管理建议

为保证各项措施的顺利实施，规划期内将重点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发展和完善

各项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倡导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实施现代化的生

态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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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分期发展规划

第二十九条 近期实施重点

1、按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对风景名胜区界线和核心景区的范围进行勘界

立桩，加强风景资源的保护力度。

2、按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抱犊崮景区和熊耳山景区的详细规划。

3、丰富山林植被，扩大黄栌种植规模，增加色叶类植物种类，对风景名胜区

生态环境进行完善和整体提升。

4、实施抱犊崮景区内采石地的景观恢复与提升改造工程，编制被破坏山体的

恢复整治专项规划，逐步恢复自然风貌。现状工厂企业予以保留，按照乡镇国土空

间规划进行提升改造，不允许污染企业入驻。

5、结合风景名胜区发展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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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数字化风景名胜区建设。

6、各景区防火设施按照相关防火专项规划进行实施。抱犊崮景区和熊耳山景

区建立森林防火检查站，建立防火队伍，完善防火通信网络，配置防火设备。进一

步完善防火通道、隔离带、人工瞭望设施、消防水池等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十条 分期建设内容

1、近期建设内容

（1）抱犊崮景区

1 对现状山门以保护为主，加强建筑修缮。

2 对现状管理服务中心以保护为主，加强建筑修缮。

3 对现状抱犊广场以保护为主，加强路面修缮。

4 规划对现状停车场进行改造，采用树池、嵌草铺装等方式，对停车场北侧

区域的硬质铺装进行生态改造，使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5 规划对现状“天下第一崮”模纹花坛以保护为主，加强植被管护，设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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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牌。

6 对现状百鸟园、三清观，抱犊崮崮顶区域、现有步行登山入口处停车场进

行改造提升，并配套相关旅游服务设施。

7 规划对抱犊崮景区南入口和西入口进行改造提升，自景区南入口至西入口

处沿道路两侧配套旅游和基础设施；提升抱犊山庄，接待游客住宿，自景区南门至

115师北沿道路西侧设置民国一条街。

8 新增飞天魔毯项目，观光小火车、高空玻璃栈桥等旅游观光设施。

9 抱犊小学南侧道路交叉口处新建游客中心、停车场，抱犊崮现状大门处新

建自驾车营地；在侯宅村北沿道路 500米处场地设置君山人家会所，配置旅游住宿

和餐饮；

10 115师纪念园北侧新建 30亩停车场和 20亩军事配套体验训练场地，结合

侯宅村打造抱犊崮红色文化片区。

11 利用现有村庄和果园开展乡村度假、田园观光、农业休闲游览活动。在外

峪子村、东庄村等区域建设北庄镇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入口大门和看护管理房、相

关加工区及展厅，调山涧游览道路，增设光伏中草药双层节能种植区域、育苗基地。

对双山涧行政村的双山涧、杏山头、候宅、曹庄村庄进行新农村建设，部分民居改

造成民宿，提供旅游接待服务；结合周边村庄和果园开展红梨种植加工。

（2）熊耳山景区

1 规划完善熊耳山景区游线，在现有道路的基础上，根据各游览区组织游览

和观景的需要，形成景区贯通的道路游览体系，方便游客游览。

2 规划对原有博物馆进行改造，建筑风格与规模保持不变。

3 规划在裂谷北侧修建地表导水沟，采用断面总长度 600m，过水断面宽

1.5m，最深 0.5m，用以拦截地表径流，从而减弱雨水及冲刷物对裂谷的冲蚀作用。

4 对熊耳山景区进行景点提升，熊耳山山顶营造瀑布、山腰处配置供水的水

库。增设飞天魔毯、索道等旅游观光设施。

5 利用毛宅村进行村庄改造，就近搬迁安置在景区外，沿毛宅村至景区入口

道路两侧进行熊耳山景区配套设施提升建设。毛宅村南侧区域建设北庄镇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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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示范园，增设光伏中草药双层节能种植区域、育苗基地。

6 在现状鲁南抗日民主政权纪念馆西侧建设教育培训基地，主要建设培训教

室、教师办公室、学员宿舍、食堂、休息室、图书室、自修室、健身场所等配套设

施，可以容纳 500人住宿。

7 依托王家湾村，进行村庄民宿改造，对周边道路进行优化，增设环山越野

道路。

（3）龟蛇湖景区

1 规划营造良好的自然湿地景观，需对周村水库沿岸区域进行水岸植被的改

善。

2 现状水库大部分堤坝为自然水岸，部分河段为硬质堤岸。规划硬质岸改造

处理长度 4.6千米。

3 将龟山景区和周边村庄相结合，打造龟山儒韵康养文旅综合体。建设游客

服务中心西大门、研学教育基地、婚纱摄影基地，房车营地、综合酒店，游客服务

中心、迎宾广场等旅游配套设施。

4 沿桃源路增设观光小火车，设置小火车终点站。完善景区道路，进行环山

绿道建设，增设 2处绿道驿站各 1000平方米。

5 对黄山涧行政村进行搬迁，适当预留部分村庄建设用地，做为旅游服务设

施和民宿，其他建设用地恢复为耕地，将村民集中安置在景区外。

6 规划孟庄镇里筲田园综合体，结合草帽山和里筲村进行建设。包括房车营

地、户外剧场、主入口服务区、手工作坊等旅游服务设施；在草帽山顶建设集装箱

房屋、房车营地、蓬客区项目，七彩旱滑、建设滑雪等游乐设施和文化演艺广场建

设；开挖山洞、增设崖壁体验项目、拓展项目。增设旅游厕所、旅游标识系统等，

进行绿化改造。草帽山南侧建设登山台阶、环线道路。

7 打造周村水库北侧康养片区。对徐洼村、羊栏村、下十河三个行政村进行

搬迁，适当预留部分村庄建设用地，作为旅游服务设施和民宿，其他建设用地恢复

为耕地，将村民集中安置在朱山寺、徐岭、南坡、朱山头周边的西泇河两侧；徐洼

村增设金银花加工区域，水库周边开展颐养旅游项目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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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床河景区

1 规划对龙床河现状河道进行景观提升，对已有漂流设施进行升级。

2 保护有价值的民居、现状工程构筑物，增加游览设施和服务设施，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

3 利用现有村庄和果园开展乡村度假、田园观光、农业休闲游览活动。对洪

门村、务后村现有葡萄种植园和村庄进行改造，结合龙床水库打造一二三产融合的

田园综合体区域。增设葡萄庄园、种植示范园、文化博览园，低空飞行基地、民宿、

星空营地、亲子乐园、动物家园、水乐园、汉诺中德友谊故事馆等旅游项目。

4 提升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在半湖社区新建半湖小学、务后村新建务后

小学等公共服务设施，部分企业进行适当扩建。

2、远期发展目标与建设内容

（1）发展目标

1 进一步完善风景名胜区的游览体系和内容，实现全风景名胜区游览。

2 继续完善风景名胜区的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满足游览发展需要。

3 加强生态环境、地质、动植物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与监控，提高风景名胜区

的社会公益服务能力。

4 落实风景名胜区内居民社会调控目标，加强旅游服务业，发展特色高效农

业，开拓农林副产品加工业，达到风景名胜区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远期保护利用项目

远期建设项目包括基础工程设施、村庄发展及其他 3大类项目，见下表。

表 8-1 远期保护利用项目一览表

类别 项目名称 所属景区 备注

基础工程设施 消防设施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森林防火设施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地质灾害防护设施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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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所属景区 备注

游客安全防护设施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村庄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其他 灾害监测 地震及次生地质灾害防治监测站点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洪水和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火情监测 火情监测站点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环境监测 动植物及生态环境监测站点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安全监控 游客安全监控系统 全风景名

胜区

近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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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1 风景名胜区界线坐标表

编号 经度 纬度 编号 经度 纬度

1 117° 43' 56.026" E 35° 0' 42.999" N 32 117° 34' 14.125" E 34° 58' 22.318" N
2 117° 43' 33.947" E 35° 1' 2.904" N 33 117° 33' 54.186" E 34° 58' 20.519" N
3 117° 43' 10.455" E 35° 1' 22.532" N 34 117° 33' 41.280" E 34° 58' 37.706" N
4 117° 41' 53.158" E 35° 0' 57.905" N 35 117° 32' 52.762" E 34° 58' 2.440" N
5 117° 40' 37.582" E 35° 0' 47.873" N 36 117° 33' 22.467" E 34° 57' 38.140" N
6 117° 40' 28.457" E 35° 1' 19.429" N 37 117° 33' 53.481" E 34° 57' 22.302" N
7 117° 40' 8.750" E 35° 1' 50.017" N 38 117° 34' 12.748" E 34° 57' 30.341" N
8 117° 39' 17.765" E 35° 1' 30.595" N 39 117° 34' 40.992" E 34° 57' 10.595" N
9 117° 38' 38.004" E 35° 1' 13.194" N 40 117° 35' 17.585" E 34° 56' 42.965" N
10 117° 38' 32.233" E 35° 0' 50.420" N 41 117° 35' 23.467" E 34° 56' 30.072" N
11 117° 38' 57.478" E 35° 0' 26.295" N 42 117° 35' 32.204" E 34° 56' 6.695" N
12 117° 39' 34.719" E 35° 0' 52.055" N 43 117° 35' 51.416" E 34° 55' 30.676" N
13 117° 39' 57.866" E 35° 0' 43.783" N 44 117° 36' 39.887" E 34° 55' 15.355" N
14 117° 39' 31.331" E 35° 0' 18.246" N 45 117° 37' 30.670" E 34° 55' 6.421" N
15 117° 39' 49.825" E 35° 0' 7.035" N 46 117° 37' 38.255" E 34° 55' 27.696" N
16 117° 39' 51.907" E 34° 59' 0.024" N 47 117° 37' 43.549" E 34° 56' 21.878" N
17 117° 39' 14.147" E 34° 58' 42.820" N 48 117° 38' 11.269" E 34° 56' 11.653" N
18 117° 39' 1.188" E 34° 59' 45.396" N 49 117° 38' 12.491" E 34° 55' 15.250" N
19 117° 38' 10.725" E 35° 0' 4.709" N 50 117° 37' 47.154" E 34° 55' 0.895" N
20 117° 38' 34.981" E 35° 0' 26.477" N 51 117° 38' 44.280" E 34° 55' 5.007" N
21 117° 37' 32.524" E 35° 0' 55.821" N 52 117° 39' 51.951" E 34° 55' 17.436" N
22 117° 36' 24.405" E 35° 0' 34.967" N 53 117° 41' 16.585" E 34° 55' 51.427" N
23 117° 35' 54.075" E 35° 0' 39.906" N 54 117° 40' 55.311" E 34° 55' 56.393" N
24 117° 34' 49.189" E 35° 0' 11.520" N 55 117° 41' 28.737" E 34° 56' 4.917" N
25 117° 34' 8.941" E 35° 0' 0.550" N 56 117° 42' 14.870" E 34° 56' 53.240" N
26 117° 33' 46.166" E 35° 0' 8.383" N 57 117° 42' 48.054" E 34° 56' 57.953" N
27 117° 33' 9.880" E 34° 59' 53.521" N 58 117° 43' 15.216" E 34° 57' 45.703" N
28 117° 32' 43.461" E 34° 59' 40.750" N 59 117° 42' 50.185" E 34° 58' 7.612" N
29 117° 33' 7.805" E 34° 59' 16.171" N 60 117° 43' 17.419" E 34° 58' 58.520" N
30 117° 33' 37.910" E 34° 59' 19.936" N 61 117° 43' 21.306" E 34° 59' 31.501" N
31 117° 34' 12.420" E 34° 59' 5.487" N 62 117° 43' 31.348" E 35° 0' 29.576" N
63 117° 34' 1.212" E 34° 55' 39.130" N 64 117° 34' 4.983" E 34° 55' 38.570" N
65 117° 34' 5.409" E 34° 55' 35.580" N 66 117° 34' 1.913" E 34° 55' 35.34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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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风景名胜区核心界线坐标表

编号 经度 纬度 编号 经度 纬度

1 117° 43' 21.334" E 34° 59' 31.303" N 58 117° 40' 8.441" E 34° 55' 58.068" N
2 117° 43' 6.215" E 34° 59' 39.228" N 59 117° 39' 50.317" E 34° 55' 40.599" N
3 117° 42' 56.065" E 34° 59' 30.943" N 60 117° 39' 39.643" E 34° 55' 40.183" N
4 117° 42' 34.547" E 34° 59' 37.577" N 61 117° 39' 52.494" E 34° 55' 25.260" N
5 117° 42' 19.574" E 34° 59' 20.934" N 62 117° 40' 6.448" E 34° 55' 35.247" N
6 117° 42' 37.098" E 34° 59' 8.623" N 63 117° 37' 59.368" E 34° 59' 10.339" N
7 117° 42' 47.107" E 34° 59' 15.158" N 64 117° 37' 55.011" E 34° 59' 25.790" N
8 117° 43' 5.203" E 34° 58' 57.756" N 65 117° 37' 12.867" E 34° 59' 14.611" N
9 117° 42' 52.083" E 34° 58' 27.903" N 66 117° 36' 33.800" E 34° 58' 57.956" N
10 117° 42' 21.274" E 34° 57' 59.047" N 67 117° 35' 57.879" E 34° 58' 25.905" N
11 117° 42' 12.259" E 34° 58' 5.882" N 68 117° 35' 39.647" E 34° 57' 57.010" N
12 117° 41' 25.000" E 34° 57' 23.973" N 69 117° 36' 0.733" E 34° 57' 47.006" N
13 117° 41' 47.139" E 34° 57' 16.308" N 70 117° 36' 18.411" E 34° 57' 51.348" N
14 117° 41' 59.443" E 34° 57' 42.865" N 71 117° 36' 22.962" E 34° 58' 11.652" N
15 117° 42' 23.201" E 34° 57' 32.227" N 72 117° 36' 45.344" E 34° 57' 51.222" N
16 117° 42' 45.569" E 34° 57' 36.481" N 73 117° 37' 3.493" E 34° 57' 34.852" N
17 117° 42' 54.815" E 34° 57' 49.932" N 74 117° 37' 15.648" E 34° 57' 42.551" N
18 117° 43' 2.308" E 34° 57' 59.185" N 75 117° 36' 44.590" E 34° 58' 19.785" N
19 117° 42' 50.185" E 34° 58' 7.612" N 76 117° 36' 44.401" E 34° 58' 33.651" N
20 117° 43' 5.262" E 34° 58' 37.797" N 77 117° 37' 1.506" E 34° 58' 28.762" N
21 117° 43' 17.561" E 34° 58' 57.839" N 78 117° 37' 25.005" E 34° 58' 7.986" N
22 117° 43' 11.319" E 34° 59' 15.786" N 79 117° 37' 20.280" E 34° 58' 28.752" N
23 117° 42' 34.309" E 35° 0' 37.096" N 80 117° 36' 50.529" E 34° 58' 44.384" N
24 117° 42' 11.110" E 35° 0' 45.196" N 81 117° 37' 9.160" E 34° 58' 58.114" N
25 117° 41' 34.354" E 35° 0' 31.091" N 82 117° 37' 47.820" E 34° 59' 0.852" N
26 117° 41' 9.686" E 35° 0' 31.565" N 83 117° 38' 8.197" E 35° 0' 20.907" N
27 117° 40' 47.872" E 34° 59' 58.587" N 84 117° 37' 40.701" E 35° 0' 33.202" N
28 117° 41' 51.540" E 35° 0' 13.572" N 85 117° 36' 55.540" E 35° 0' 27.677" N
29 117° 41' 2.744" E 34° 59' 41.568" N 86 117° 36' 42.892" E 35° 0' 16.539" N
30 117° 41' 7.432" E 34° 58' 57.789" N 87 117° 35' 21.432" E 35° 0' 26.442" N
31 117° 41' 34.061" E 34° 59' 8.204" N 88 117° 34' 18.382" E 35° 0' 1.701" N
32 117° 41' 40.772" E 34° 59' 34.187" N 89 117° 33' 54.154" E 34° 59' 31.911" N
33 117° 42' 8.646" E 34° 59' 56.175" N 90 117° 34' 32.663" E 34° 59' 33.627" N
34 117° 41' 35.651" E 34° 56' 49.285" N 91 117° 34' 36.793" E 34° 59' 16.712" N
35 117° 41' 16.427" E 34° 57' 7.900" N 92 117° 34' 17.154" E 34° 58' 57.999" N
36 117° 41' 6.723" E 34° 57' 27.083" N 93 117° 34' 42.560" E 34° 58' 39.471" N
37 117° 40' 33.528" E 34° 57' 39.628" N 94 117° 35' 37.689" E 34° 59' 13.795" N
38 117° 40' 36.113" E 34° 57' 21.155" N 95 117° 36' 2.732" E 34° 59' 28.868" N
39 117° 40' 42.891" E 34° 57' 5.234" N 96 117° 35' 25.028" E 34° 59' 41.32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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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经度 纬度 编号 经度 纬度

40 117° 40' 18.828" E 34° 57' 11.485" N 97 117° 35' 27.328" E 35° 0' 11.654" N
41 117° 39' 45.587" E 34° 57' 48.165" N 98 117° 35' 46.397" E 34° 59' 56.066" N
42 117° 39' 44.961" E 34° 57' 20.256" N 99 117° 36' 46.540" E 34° 59' 52.121" N
43 117° 38' 58.198" E 34° 57' 7.953" N 100 117° 37' 22.059" E 35° 0' 25.578" N
44 117° 40' 6.590" E 34° 56' 43.061" N 101 117° 37' 37.298" E 35° 0' 9.393" N
45 117° 39' 56.719" E 34° 56' 21.523" N 102 117° 40' 11.309" E 35° 1' 15.637" N
46 117° 39' 57.667" E 34° 56' 9.841" N 103 117° 39' 59.950" E 35° 1' 10.064" N
47 117° 40' 28.906" E 34° 56' 30.703" N 104 117° 40' 14.560" E 35° 0' 55.414" N
48 117° 41' 7.346" E 34° 56' 26.092" N 105 117° 40' 7.477" E 35° 0' 46.902" N
49 117° 40' 54.195" E 34° 56' 24.360" N 106 117° 39' 30.916" E 35° 1' 4.887" N
50 117° 40' 35.414" E 34° 55' 59.421" N 107 117° 39' 22.768" E 35° 0' 45.688" N
51 117° 40' 30.752" E 34° 55' 42.959" N 108 117° 39' 7.936" E 35° 0' 49.168" N
52 117° 40' 56.678" E 34° 55' 41.715" N 109 117° 38' 55.303" E 35° 0' 34.506" N
53 117° 41' 6.345" E 34° 55' 52.043" N 110 117° 38' 43.240" E 35° 0' 53.635" N
54 117° 40' 45.823" E 34° 55' 52.305" N 111 117° 39' 59.811" E 35° 1' 28.595" N
55 117° 41' 0.005" E 34° 56' 8.259" N 112 117° 38' 56.297" E 35° 1' 0.088" N
56 117° 40' 24.403" E 34° 55' 35.543" N 113 117° 39' 9.036" E 35° 1' 18.152" N
57 117° 40' 18.259" E 34° 55' 52.247"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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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风景名胜资源类型表

大类 中类 小类 单体资源
数

量

合

计

自

然

景

源

天景
日月星光 抱犊晨曦 1

2
云雾景观 君山望海 1

地景

山景
崮山仙台（抱犊崮）、熊耳山、巨龙奇峰、鸡冠叠嶂、龟山、

蛇山
6

41

奇峰 一指峰、狮子峰（玉女峰） 2

石林石景

天梯、仙人醉卧、望海石、情人石、“戏台”、“万人抬”、

上马石、下马石、狐仙石、试剑石、老鹰石、九龙石、

寿星石、狮面人身石、三面奇石、龙床巨石

16

峡谷 一线天（试剑峡）、阴阳涧、双龙大裂谷、龟山峡 4

洞府
桃源洞、巢云洞、王禅洞、弥勒佛洞、卧虎洞、黄龙洞、

牛鼻洞、巨龙洞、滴水洞、望龙洞、通天洞
11

地质珍迹 龙抓崖（崩塌地质灾害遗迹）、龟山崩塌地质灾害遗迹 2

水景

泉井 天福井、翻花泉、石盆泉、感恩泉、龟山窝泉、光武泉 6

15

溪涧 沧浪渊 1

河流 西泇河、龙床河 2

湖泊 周村水库、龙门观水库、龙床水库 3

潭池 天池 1

瀑布跌水 泻月浸云、龙床瀑布 2

生景

森林

抱犊崮针阔叶混交林、抱犊崮天然杂木林、抱犊崮侧柏林、

抱犊崮麻栎林、抱犊崮赤松林、抱犊崮鹅耳枥林、

龙门观林海、鸡冠崮林海

8

40

古树名木

三清观银杏、抱犊崮林场银杏、厚壳树、龙门观银杏、

百年古杨、根托槐、百年紫藤、百年皂角、百年枫杨、

古柿树、鸡冠崮古树名木、甘泉寺银杏

12

珍稀生物

国家Ⅰ级保护植物 2 种：银杏和水杉；国家Ⅱ级保护野生植

物 5种：山茴香、野大豆、东北茶藨子、绶草和中华结缕草；

国家Ⅱ级保护野生动物有雀鹰、苍鹰、黑鸢、普通鵟、白尾

鹞、红隼、红脚隼、燕隼、雕鸮、纵纹腹小鸮、长耳鸮和短

耳鸮 12 种

19

物候季相景观 抱犊崮红叶 1

小计 4 18 98

人

文

景

源

园景
现代公园 八路军115师抱犊崮抗日纪念园、百鸟园 2

3
专类主题游园 八卦园 1

建筑

风景建筑 会仙亭、揽月亭、观波亭 3

12

民居宗祠 红门村民居 1

文娱建筑 熊耳山地质博物馆 1

宗教建筑 三清观、霖泽庙、龟山禅寺、百子庙、甘泉寺 5

纪念建筑 “民国第一案”纪念碑 1

其他建筑 宋代水火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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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小类 单体资源
数

量

合

计

胜迹

遗址遗迹
孔子听歌处、牡丹庵遗址、大小寨门遗址、龟山古寨遗址、

老龙潭商周遗址
5

13
摩崖题刻 摩天峡谷题刻、十八罗汉洞、黄龙洞石刻 3

纪念地
八路军115师抗日根据地遗址、牛鼻洞抗战遗址、王家湾峄县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地旧址
3

古墓葬 雁窝岭汉代古墓群、木乃伊古墓 2

风物

神话传说 抱犊崮传说、龟山传说 2

6
其他风物

抱犊崮三月十五庙会、沧浪渊三月三庙会、抱犊崮红叶节、

熊耳山民俗文化节
4

小计 4 14 34

合计 8 32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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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1 风景名胜区游客容量表

景区

名称
测算类别

计算

面积

（㎡）

计算

指标

瞬时

容量

（人次）

景区

瞬时

容量

（人

次）

景区

周转率

景区日容

量

（人次/

日）

抱犊崮

景区

三清观 1920 50m
2
/人 39

311

5
2 6230

崮山仙台 1885 50m
2
/人 38

八路军115师抱犊崮抗

日纪念园
6400 50m

2
/人 128

杏山-抱犊崮南门游步

道
2300×1.5 5m

2
/人 690

下十河村-抱犊崮西门

道路
4700×2 10m

2
/人 940

东庄-调山涧-里峪子

村道路
6400×2 10m

2
/人 1280

熊耳山

景区

根托槐-地质博物馆游

步道
3015×1.5 5m

2
/人 905

592

5
2 11850

西坡村-熊耳山步行道 3000×1.5 5m
2
/人 900

王家湾-西坡村游步道 2700×2.0 5m
2
/人 1080

王家湾-牛母洞游步道 1600×2.0 5m
2
/人 640

龙门观-牡丹庵遗址步

行道
5000×1.5 5m

2
/人 1500

鸡冠崮步行道 3000×1.5 5m
2
/人 900

龟蛇湖

景区

徐岭南-朱山头游步道 700×1.5 5m
2
/人 210

688

0
2 13760

百子庙 13380 50m
2
/人 268

龟山禅寺 11520 50m
2
/人 230

情人谷 11210 100m
2
/人 112

龟山环山绿道 10300×2 10m
2
/人 2060

桃源路 10000×2 10m
2
/人 2000

里筲村环山路 4000×2 10m
2
/人 800

草帽山道路 1300×2 10m
2
/人 260

周村水库沿湖道路 4700×2 10m
2
/人 940

龙床河

景区

务后村-西黑峪游步道 1900×1.5 5m
2
/人 570

144

0
2 2880

龙床河游步道 200×1.5 5m
2
/人 60

平顶山东至焦山头游

步道
1700×1.5 5m

2
/人 510

龙床瀑布西侧道路 1500×2 10m
2
/人 300

甘泉寺

景点
甘泉寺 9917 50m

2
/人 198 198 2 396

合计
175

58
35116

注：1.瞬时容量主要采取面积法和线路法进行计算。面积测算法：瞬时游客容量（人）=景点面积/单位规

模计算指标；线路测算法：瞬时游客容量（人）=道路面积/游客间距计算指标。2.日容量=瞬时容量×日周转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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