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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景区现状概况及资源分析 

 

1.1 区位概况 

昆嵛山又名姑余山，位于胶东半岛东端，横亘牟平、文登、乳山三区（市），

地理坐标为东经121°37′--121°48′，北纬 37°10′—37°19′。总面积 71000

亩。主峰海拔 922.8 米，山脉绵延 150 多公里，是胶东厚实的脊梁。1992 年由原

林业部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1998 年由省政府批准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昆嵛

山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距烟台、威海市及莱山机场各 50 公里，距牟平、文登

各 20 公里，距蓬莱 120 公里，烟台、牟平有直达班车。近年来，加大开发力度，

初步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旅游服务体系，有招待所、饭店六

处，一次可安排住宿 200 人。目前已推出泰礴顶、烟霞洞、九龙池、岳姑殿、无

染寺 5 个旅游景区。 

 

1.2 景区条件分析    

1.2.1 地脉（自然条件） 

昆嵛山是个天然生态博物馆，植物资源丰富，植物品种达 1000 多种，其中

木本植物 328 种，草本植物 600 多种，可供观赏的花卉 348 种。树木结构合理，

现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森林生态群落，森林覆盖率达 82%以上，有南方的杉木、东

北的红松、落叶松、美国火炬松、山东最大的“活化石”水杉，还有颇具欣赏价

值的马褂木、华山松、辛夷花、火炬树和千年树龄的银杏、杜松及 300 年树龄的

北方玉兰王。通过营造混交林，搞综合防治，促进了生态平衡，25 年没施化学

农药而无虫灾害，经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动物资源同样非常丰富，有狼、

梅花鹿等鸟兽 200 多种。昆嵛山有跌宕起伏的地形地貌，这里属长白山山系，崂

山山脉，多为花岗岩，地形复杂多变，山势陡峭险峻，奇峰异石星罗棋布，沟壑

纵横交错。主峰泰礴顶海拔 923 米，除主峰外还有大崮、小崮、金银崮、枪杆崮

等 72 崮，形成了奇峰林立，雄伟壮观的自然景观。由于特殊的地形地势形成了

许多天象奇观，著名的有“泰礴日出”、“山市蜃楼”、“古洞烟霞”、“昆嵛叠翠”

等。昆嵛山群山环抱，地形复杂，沟谷曲折幽长。这里四季变幻丰富、色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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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这里绿草茵茵，山花烂漫，最宜赏花踏青；盛夏，浓荫蔽日，凉爽宜人，

清潭、山泉、瀑布纵横其间，最适消夏避暑；金秋，漫山红透，层林尽染，野果

飘香，是赏红叶、品鲜果的黄金季节；隆冬，万里雪飘，银装素裹，观雾凇冰挂，

品山珍野味令人陶醉。昆嵛山群山环抱，地形复杂，沟谷曲折幽长，形成了以溪

水、瀑布、清潭、山泉为主体的水景内容，九龙池瀑布是为人间仙境。 

1.2.2 文史脉（历史人文条件） 

昆嵛山又是道教名山，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蓬莱、瀛州、方丈三座仙山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齐乘》云：昆嵛山“秀拔

为群山之冠”。北魏史学家崔鸿在《十六国春秋》里称昆嵛山为“海上诸山之祖”，

故有“海上仙山蓬莱，蓬莱之祖昆嵛”之说。昆嵛山一时成为名闻华夏的“仙山

圣地”，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相继来此拜神求仙，

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更为昆嵛山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昆嵛山有众多的古迹遗址、

名人史料、碑碣石刻等人文景观，如道教的全真教发祥地烟霞洞，胶东第一古刹

无染寺，名扬全国的岳姑殿、九龙池、龙王庙、齐王坟及无盐王后墓葬，王母娘

娘洗脚盆，抗日英雄于得水洞。烟霞洞内有元、明朝的圣旨碑、“铜碑”、邱处机

手书石刻，无染寺中唐昭宗光化四年无染院碑、清光绪年间重修无染寺禅院碑等。

这些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进一步体现了“秀”、“古”、“奇”、“俗”、

“幽”的特色，更体现了昆嵛山悠久的历史文化。 

       

1.3 昆嵛山景区现状特点分析（swot 分析） 

1.3.1 优势识别 

1.昆嵛山地处烟台威海牟平交界处，具有较好的宏观区位优势有着广阔的城

市作为其市场来源保障。 

2.昆嵛山具有形象宣传优势：昆嵛山素来有道教名山，仙山之祖的美名，在

整个胶东地区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在对外宣传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3.以全真教为中心的道教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区域竞争优势，是胶东

道教胜地之一，具有很强的宗教生命力和区域感召力。 

    4.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较好，林地覆盖率较高；树种丰富，且有很多独具特色

的古树，植被茂密，是自然生态旅游和亲近自然，接受大自然教育的天然生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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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地，具有非常好的绿视特征。 

5.昆嵛山的旅游资源种类比较丰富，既有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的宗教旅游资

源，又是国家级森林公园，符合现代人追求回归自然的要求。 

1.3.2 劣势识别 

1.昆嵛山旅游区的面积较小，道路狭窄，路线单一，地势多为狭窄的沟谷，

山体开发比较困难，拓展的空间受到限制。 

2.昆嵛山的道教文化内涵较深厚．但昆嵛山旅游区规划范围内体现道教文化

的地表遗留物保存较少。 

3.昆嵛山客源市场目前比较单一，仅限于周边几个显示，且基础设施不全面。 

4.昆嵛山旅游开发起步较晚，且长期停滞不前，景区建设没有实质性建设，

开发建设缓慢。 

1.3.3 机遇识别    

1.昆嵛山周边区域旅游发展的良好格局和旅游业发展的大好局势为昆嵛山

旅游建设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的宏观环境和开发经验。 

2.昆嵛山地处的烟威两市被评为“最佳魅力城市”和“最适合人类居住城市”，

这两个城市品牌为旅游实业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烟台市是世界葡萄酒城，2007 年举办第一届世界葡萄酒节，为昆嵛山对全

国以至海外的形象宣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4.现代人的对自然的向往与追求以及返璞归真的心理需求，为昆嵛山提供了

广大的潜在客源市场。 

5.各级领导对昆嵛山的旅游开发建设给予了相当的重视，重视昆嵛山的旅游

规划，期待将昆嵛山建设成为胶东地区的高品位特色的旅游区。 

1.3.4 挑战识别 

1.周边同类景区以及更知名景区的竞争对昆嵛山的发展造成巨大压力，例如

蓬莱，崂山等著名景区。 

2.景区开发建设要与生态平衡达到和谐统一对昆嵛山的开发来说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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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旅游市场定位与市场战略 

 

2.1 旅游市场的现状与特点 

    烟台市现代化的经济新城区为昆嵛山旅游开发和市场开拓提供了便捷的交

通区位和旅游区位，同时，昆嵛山为胶东地区道教文化发源地的特色景观，并且

昆嵛山还是著名的国家森林公园，从而成为烟台市城际规划南缘一处难得的集道

教文化与自然生态于一体的山林公园，也成为当地居民休闲、游览的好去处。 

    随着烟台市城市建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昆嵛山所在的牟平区作为一个新型

的现代化经济新城区而得到大力建设，昆嵛山旅游开发在交通、旅游区值、市场

环境、景区建设等方面都有大幅度发展，市场影响力和开拓力度在逐步加大，从

而推动了昆嵛山旅游产业的发展．每年的游客规模在 10 万人，庙会(六月十三、

九月初九和十月十五)等和其他节庆活动如春季踏青旅游节等也逐渐成为昆嵛山

主要的旅游活动。 

2.1.1 客源地域结构 

    从昆嵛山客源地域组成来看，本地客源占 70％，外地客源占 30％，其中：

本地客源为当前昆嵛山景区客源市场的主体，主要为烟威地区和济南、青岛等地

游客，外地客源主要分布在山东其他内陆县市以及国内其他省市。 

2.1.2 游客属性结构 

    就游客身份来说，市民成为游客的主体，并以家庭、朋友或个人出游为多；

海外华侨及外籍华人慕名而来的游客不多．也不是昆嵛山旅游市场拓展的主要方

向 

2.1.3 游客行为结构 

    游客行为结构包括出行目的、出游方式、旅游交通工具、出游次数及停留意

愿等。 

    就出游目的而言，游览健身和宗教朝拜为两大主要目的。  

    就出游方式而言，家庭、个人为主要旅游方式，很少经旅行社或单位安排，

旅游活动以自发、自助式为主； 

    就出游交通工具而言。私家车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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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游次数、时间而言，以市民的周末旅游为主； 

    就停留时间和花费而台，大多停留半天；且没有门票、饮食、娱乐性消费支

出  

2.1.4 游客满意度调查 

    生态环境很好，空气质量绝佳； 

    景区规模小，旅游产品单一； 

    交通不太方便，景区路况不好； 

    景区环卫设施缺乏，垃圾遍地，缺乏管理 

宗教建筑破败，旅游线路组织混乱。 

 

2.2 旅游市场的开拓与形象定位 

2.2.1 市场的制约因素 

昆嵛山虽为道教文化名山，且有“仙山之组”之美誉，但长期以来，由于受

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昆嵛山国家森林公园

的开发建设一直滞后，缺乏有效、长远的市场拓展策略，致使其市场辐射范围狭

小、客源结构单一、旅游时间短．产品的单一性、景区基础建设的薄弱又进一步

限制了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和市场的广阔拓展。 

观光旅游未形成完善的外地旅游市场．观光市场仍以本地居民为主，外地游

客所占比重伯少。旅游目前主要为烟台市城区居民休闲、游览服务，没有很好地

利用烟台市作为“胶东地区旅游中心”的突出的交通区位优势，从而决定了其面

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国内和区域性知名度较低，对外的旅游吸引力较弱。 

2.2.2 市场定位 

    依据昆嵛山旅游区的交通定位、资源条件．充分考虑旅游市场发展态势，确

定昆嵛山生态旅游开发客源市场的总体定位为：以本市及威海、青岛、济南等周

边中等城市为主体，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市场为潜在增长区，兼顾部分海外市

场，并充分利用昆嵛山道教文化发源地及日益优越的生态环境，对海内外客源市

场进行开放。 

  2.2.3 旅游市场的形象定位 

    2.2.3.1 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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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昆嵛山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在空间结构上通过目前以神清观和

烟霞洞为中心的道教文化区、烟霞洞景区入口处的田园旅游区、以及贯穿始终的

生态保健区三部分，着力开发城市休闲体验、宗教朝拜、和生态保健三大功能。 

    2.2.3.2 形象载体 

    城郊、低山、森林、道观、农庄、果树等载体，构成昆嵛山旅游产业体系开

发和市场拓展的形象载体。 

    2.2.3.3 形象定位 

    视觉形象一：低山、森林、蓝天、湖泊构成完美的视觉体验。 

    视觉形象二：登临昆嵛山，前后俯视．一边是现代化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一边是惬意的丘陵风光 

形象定位：“休闲体验好去处”、“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2.3 旅游市场开发战略 

    强化本市容源的组织、营销和策划工作，稳定目的的客源主体；区外以烟台

市为圆心，半径 500 千米区域范围内的威海、青岛、济南等周边中等城市是昆嵛

山国内客源市场的主要区域。 

    随着昆嵛山周边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必须抓好区域性旅游市场的拓展有

销工作，开拓潜在客源市场。 

    把握客源市场需求心理，在弄清客源市场需求心理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

才能够有的放矢，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烟台周边地区的游客，应突出“城

市休闲山林公园”的特色：对有宗教信仰的特定游客，应突出“道教圣地”的特

色。 

    昆嵛山旅游区是紧邻烟台市城区的一个绿色生态旅游区，在宣传上应与烟台

市整体宣传相协调，最终形成烟台乃至山东半岛的“明星”级旅游点。烟台市在

旅游方面的对外宣传上，应以昆嵛山生态旅游区为重点，突出昆嵛山山林旅游的

拳头产品与烟台市的滨海旅游区相串联，进行有机组合，共同合作．开展区域性

联合营销、推广。 

    根据昆嵛山生态旅游区旅游产品系列开发的时序，在总体形象宣传中的不同

时段(如春夏秋冬)、不同宗教节庆活动时间．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相继推出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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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旅游主题产品．由此形成有具体的旅游新项目支撑的持续热

点，如春季推出“春季昆嵛山踏青游”．夏季推出“避暑游”和道教朝拜游等旅

游产品。 

    宣传促销对象不同，促销的方式、手段就大不一样，宣传品的设计制作也有

区别。对近程客源，可采取媒体宣传促销与直销相结合的方式，如对学校、企业

和老龄团体可采取发函等直接推销的方式。对远程潜在游客的宣传要求面广，主

要是通过客源地的大众媒体进行宣传，同时也可派销售人员去客源地进行促销。

对旅行商品的促销应选择代理对象，争取在客源地寻找信誉可靠的长期合作伙

伴。 

    昆嵛山节庆活动既是一种旅游产品．也是一种旅游宣传方式，同时也是集经

贸、文化交流与城乡民众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活动。节庆活动要选准主题，集中反

映昆嵛山生态旅游区的传统风貌与形象，充分展示本地自然风光、历史渊源、民

间风俗、宗教氛围、经济活力和时代风尚，营造和推广地区的总体旅游形象。大

型节庆活动宜少不宜多．宜精不宜滥，集中办好一两个足矣。节庆活动的主题要

基本稳定、形成传统，但具体内容和操办方式可以常变常新。 

节庆活动应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由本地和外地的企业支助，展销产品、承揽

指定用品饮品、发布广告及剧团有偿或义务演出等，使节庆活动同商务洽谈、商

品展销相结合，同文化交流、学术研讨和文体活动搭配，并动员本地广大居民的

支持和参与。随着节庆活动的成型，由临时型转为定期型。政府财政可适当补贴，

由各企业资助和承办、社会团体支持和参与，使旅游节庆活动纳入市场化、社会

化运作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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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烟霞洞景区的功能布局旅游产品的

开发 

 

3.1 旅游产品开发原则     

昆嵛山以道教文化旅游产品为核心，重点打造田园生态旅游产品、城市山林

游乐产品、康体保健旅游产品和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等旅游产品体系；建设成为集

观光、休闻、度假于一体，宗教文化与自然生态相融合，都市景观与田园探观相

融合的多层次旅游产品体系 

。 

3.2 旅游产品开发 

3.2.1 旅游产品特色定位 

1.以“森林宝库”为主题的康体保健类旅游产品； 

2.以“山林乐园”为主题的城市山林游乐旅游产品： 

3.以“生态田园”为主题的自然生态与田园风光生态旅游产品 

4.以“胶东民俗”为主题的市民农闲与农业旅游产品。 

  3.2.2 旅游产品系列规划 

1.宗教文化旅游产品：山门，浮雕路，神清观，清风亭，晒经石，仙台对弈，

唐四姑遗址，小蓬莱，飞来泉，孙不二修道遗址，丹井，烟霞洞。 

2.生态旅游产品系列：昆嵛山林业营地，森林氧吧。 

3.康体保健旅游系列：昆嵛山药膳基地，昆嵛山药料基地，昆嵛山药用植物

园。 

4.民俗环境体验类旅游产品：农家乐，市民农园，农事博物馆，采摘园，农

业实践园，胶东民俗园。 

 

3.3 烟霞洞旅游功能分区。 

依据旅游资源的特征，旅游开发方向和烟霞洞整体形态特征以及周边环境的

相互关系，将烟霞洞景区划分以下几个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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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田园旅游景区 

田园旅游区主要是满足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需要，也是昆嵛山紧邻城市追求

自然的必然选择。以昆嵛山的天然山林谷地为依托，建设农家乐，农时展馆等旅

游休闲产品，寓教于乐。 

3.3.2 道教文化旅游景区 

以全真教为中心的道教文化石昆嵛山区的灵魂，尤其在烟霞洞景区，遗留了

不少的道教文化古迹，这应该建设成为昆嵛山旅游区的一个旅游文化精品。 

3.3.3 生态保健旅游景区 

充分利用山中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地形，开发探险休旅游产品，把握青年人求

奇求险的心理，吸引更广阔的人群。 

3.4 道教文化景区 

3.4.1 位置与范围 

    位于从神清观——唐四姑遗址——孙不二修炼遗址——丹井——烟霞洞的

狭长带状区域。 

3.4.2 旅游区形象 

 “海上仙山之祖”。 

3.4.3 策划理念 

    道教文化是昆嵛山的灵魂，以全真派为中心的道教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是昆嵛

山文化旅游的精品区域。 

3.4.4 产品与项目策划 

山门： 

    烟霞洞原有的景区入口太过简陋，只有一个玻璃房，太不能引起游人的注意，

而且不能突出烟霞洞的景区特点，所以将烟霞洞的景区门口建设成为茅草覆盖的

山门的形式，以体现道教追求天人合一，至纯至真的境界。山门的横匾上刻“烟

霞”二字。游人可在此拍照留念，也可仰观胜景，或听导游讲解有关道教文化等

知识。 

浮雕路： 

    通过对烟霞动景区的道路情况进行实地考察，以及对游人对景区的满意度的

分析，我们认为，从景区入口处至神清观步行约 15~20 分钟的路程中，由于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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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吸引物较少，且这段路途坡度较陡，游人普遍容易感到劳累。所以对景区门口

至神清观的道路进行改造，在其上进行浮雕刻绘。可雕刻道教的神话故事传说或

象征福寿的图案等，一方面可增强景区的文化气息，让游客一进入景区就深深体

会到道教的精神内涵，又可纳祥祈福，使游客心情愉快；另一方面还可以吸引游

客的注意力，不致使登山的途中太无趣。 

至于雕刻的内容，道家历来追求吉祥如意、延年益寿和羽化登仙等境界，所以可

在浮雕路之上，描绘日月星云、山水岩石以寓意光明普照、坚固永生；以扇、鱼、

水仙、蝙蝠和鹿作为善、（富）裕、仙、福、禄的表象；用松柏、灵芝、龟、鹤、

竹、狮、麒麟和龙凤等分别象征友情、长生、君子、辟邪和祥瑞；另外还可以直

接以福、禄、寿、喜、吉、天、丰、乐等字变化其形体，和八宝图、福寿双全图、

八仙和八仙庆寿的家喻户晓故事和图案可在道路之上。道路命名为“仙道”，让

游客走过之后有飘飘欲仙之感。 

晒经石： 

    在距景区门口步行约 8 分钟处，路右侧有一平坦的巨石，面积较大，酷似《西

游记》中唐僧师徒晒经的石头。可在此石上刻“晒经石” 三字，并为游客讲述

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 

说当年丘处机 19 岁从栖霞慕名而来，只为求做王重阳之徒。可刚开始他的悟性

很低，常常不能理解道家的境界，王重阳便让他在此地域开阔处潜心修炼。丘处

机很刻苦，道家的经书他都看过来很多遍了，并且由于出身思考，拿在手中的书

经常掉落在这块石头前面溪水里。所以就在这块大石上晒经书。后来，丘处机果

然不负众望，大器晚成，成为道教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以此来说明此石是各位道家神仙在此晒经书、养心性的地方。可让游人在此

模仿道人练功等活动，让游客积极参与到烟霞洞的文化景观建设中来。 

神清观： 

    此处为神清观赋词一首： 

   “阆苑仙境，尽瑞气玄机，云台迷路。桃碧樱朱茯苓瘦，落霞石矗。古松郁

郁寒烟锁，卧龙坪、望海绝处。天门山内，仙游岭外，层岚新雨。 

    念七子、难抚幽绪。漫步履青苔，仙踪何去。千古烟香缭绕，教统难续。重

阳驾鹤留空梦，更处机弃汉别助。仙山依旧，乱云飞渡，道观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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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清观建于金贞佑年，是全真教的发祥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是道教宗奉的圣地，曾香火旺盛，由于战火的原因，大殿遭毁。现在神清观正在

重建，由牟平籍香港企业家杨世杭先生，以传承道教文化，造福乡梓为目的，捐

资修复。   

  神清观恢复工程已与 2006 年 11 月奠基破土，规划主体工程建筑面积 680 平

方米。大殿由三清观、五祖殿、七真殿组成。预计十月底前竣工开光。昆嵛山将

增加新的靓丽景点，对拉动烟台旅游将起到很大作用。 

     在神清观前面，有很多珍贵的树种。其中有桧柏一株，已有一二百年的历

史；还有椟树一棵，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山东省内最大的一棵。这种树

有一种很神奇的功能，它能一天 24 小时不间断地排射出一种分泌物，这种分泌

物接触到空气之后就变成了气体，可以杀灭空气中的细菌。另外还有银杏和大叶

秋数棵。 

清风亭： 

    是烟霞洞景区原有的建筑。与蓬莱阁的避风亭一样，这也是一处很神奇的地

方。避风亭是运用特殊的原理，将海面上迎面而来的风阻挡在亭外，叫做“别处

有风我无风”；而此处的清风亭则是建在了三面环山，一面临空之处，视野极为

开阔，在天气炎热的夏季，别去闷热异常，树叶纹丝不动，此处却一直有徐徐的

凉风吹来，叫做“别处无风我有风”。 

    此处也是观景的最佳地点，不时可见到山市蜃楼的奇观。山市蜃楼跟海市蜃

楼、沙市蜃楼一样，是物质通过光的折射和反射作用， 把彼地物体的影子“放

映”到此地的一种自然现象。能观赏到这一奇景，会十分动人心魄。 

     另外，清风亭周围亦是佳景无数。仅邱处机命名的就有“长松岭”、“望海

台”、“升仙台”、“保真岩”、“海潮岩”、“风云台”、“云阳顶”、“联云峰”、“落霞

石”、“瑞烟岩”、“狮子石”、“卧龙坪”、“仙游岭”、“天门山”等景点。 

仙台对弈： 

    清风亭以东，有一处开阔的平地，内植有树木，碎石也嫣然成趣。考虑到清

风亭的容客量最多只有十人，故在此在摆一棋盘，设石凳数个，命名为“仙台对

弈”，让游客在清新凉爽的海风中享受怡然自得的乐趣。 

升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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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四姑遗址以西不远处有新凿石路，可在此处立一牌坊，命名为“升仙坊”，

寓意为：此门之外，是凡人的世界，而步入此门，既是进入了仙境。来到这里，

便可以化解俗世的烦恼，使得游人神清气朗。 

孙不二修道遗址： 

    孙不二(公元 1119--1182 年)孙姓，名富春，法名不二，号清静散人，或称孙

仙姑。金代宁海(今山东牟平)人。马丹阳之妻，生三子。金大定七年，王重阳住

其家，以“分梨”为喻点化孙不二与马丹阳。金大定九年（公元 1169 年），孙不

二于金莲堂出家。王重阳授之以天符云篆秘诀。后修道于洛阳凤仙姑洞，六、七

年丹成。 为金庸笔下《射雕英雄传》人物之一。 

    大定二十二年于洛阳飞升，元世祖至和六年（1269）赐封"清静渊真顺德真

人"，元武宗加封为"清净渊贞玄虚顺化元君"。"北七真"之一。以修炼、传承他的

教理、思想为主的门人派别称为全真道全真道清净派，简称清净派，孙不二也成

为后世坤丹道法之祖。  

    孙不二修道遗址原址太过简陋，所以这里可以修建成一座碑亭，亭内可立孙

不二塑像，供游人欣赏膜拜等。 

丹井： 

传说王重阳在此炼丹修静，而这里的水也是优质山泉水，含多种人体所必需

的微量元素。有个说法叫做：“丹井喝一口，活到九十九。”而且此处地势较为平

坦开阔，树荫蔽日，微风徐徐，凉爽宜人。可在此设凉亭一个和座椅数个，供游

人休憩观景，也可请道人为游人解签讲道。 

烟霞洞： 

此处是整个景区最负盛名的地方，而景区的名字也取自这里。这里背靠大山，

洞前地势开阔，紫气东来，占尽山水之灵气。而王重阳和他的弟子正是看中了这

块宝地，所以在此修行练功。现在洞内供奉有他们的雕塑。雕塑是由孙不二的第

二十七代弟子，新加坡的王先生出资请工匠用福建最好的岩石雕刻而成的。  

3.5 田园旅游景区 

3.5.1 位置与范围 

    位于烟霞洞进去入口处的一片农田区。 

3.5.2 旅游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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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园风光，农家乐园。 

  3.5.3 策划理念 

    以烟威地区为旅游基地，以昆嵛山自然风光和生态体验旅游为中心，建设成

以“田园风光，农家乐园”为形象的自然生态旅游区，使烟霞洞景区成为昆嵛山

旅游区的核心旅游区之一。 

    大力挖掘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田园情趣类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生态类旅游

项目，同时营造田园风光与田园情趣旅游景观环境。 

在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营造的基础上，挖掘与富裕景观的文化内涵，形成天人合一

的旅游环境与旅游产品。 

   在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的过程中，重视游客对生态景观的体验过程，重视游客

的参与。 

   3.5.4 产品与项目策划 

1.采摘园 

    园内种植各种胶东地区盛产的水果，如苹果、樱桃、桃、杏等，并在树下种

植草莓等，游客可以入园采摘体验丰收的乐趣，按不同时令采摘不同水果，收取

一定费用。 

2.农事体验园 

    园区种植各种蔬菜粮食作物，以一种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游客体验农事生产的

过程，满足现代青少年了解农业知识的需要。 

3.农事展馆 

    在采摘园和农时体验园旁设置农事展馆，主要展出各种传统农具和农家生活

用品满足游客对农家生活了解的需要。展馆采取农家小院的模式。 

4.农家乐餐馆 

    以农家风味为主要餐饮特色，尽量就地取材，体现现代人追求的健康自然的

饮食风格，建筑形式要与田园风光相一致。      

3.6 生态保健旅游区 

3.6.1 位置与范围 

    位于从景区门口--神清观--丹井--烟霞洞的大块区域。 

3.6.2 旅游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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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世界，健身天堂”。 

3.6.3 策划理念 

     以昆嵛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为基础加以构建和推广，使游

客在广阔的植物世界里尽情享受健身的乐趣。 

3.6.4 产品与项目策划 

1.森林氧吧： 

   烟霞洞景区树种丰富，并有很多国家级保护树种。 森林产生两种珍贵的氧：

阳离子和氧离子，这两种氧是人工所不能合成的，是大自然馈赠予人的珍贵的礼

物。一般来说，含氧量超过 21%的森林就可以称为“森林氧吧”，而昆嵛山的含

氧量为 37%，是室内含氧量的数千倍。 

     在此可以设置吊床数个，供游人休闲、娱乐、补充体力。 

2.探险野营： 

开发昆嵛山烟霞洞景区生态保健胜地的发展潜力，满足城市青年对暑期和周

末对野营生活的需要。 

3.登山健身： 

  孔子曾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登山既可以健身，又可以陶

冶情操，是大多数游客最喜爱的旅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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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旅游基础设施规划 

 

4.1 旅游交通规划 

    昆俞山旅游区内的道路系统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4.1.1 景区车行道  

    宽为 4 .5米,路面为水泥硬化,道路按照景观道路的标准建设;景区单行车道宽

为 2.5 米,水泥硬化,道路按照景观道路的标准建设. 

4.1.2 景区主干步行道 

多级石台阶路,道路宽 3.5 米;景区道路两边为自然植被景观. 

4.2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昆嵛山旅游区具有便捷的外围区际交通条件和城市交通体系。它分为烟霞洞

景区和泰礴顶旅游景区。 

    烟霞洞旅游景区内部交通系统形成以停车场、车行道、步行主干道和步行小

道系统构成。 

停车系统规划有停车场 1 处，停车为 30 个；对停车场的使用要求团队使用车、

自驾车、单位车等集中停放在停车场。 

    公共交通站点主要是适用通过城市交通体系来昆嵛山旅游的游客使用，站点

设置在昆嵛山门口的广场边，与主停车场形成一体。 

昆嵛山内部的车行道主要有两个，一是昆嵛山门口用于特殊接待上山的车行

道，二是用于游客停车的停车场。 

4.3 旅游基础设施规划  

    基础设施规划原则鉴于昆嵛山旅游区的道教文化与生态特色，昆俞山基础设

施建设应坚持以下原则：基础设施生态化，符合生态旅游区的要求；充分利用城

市基础设施体系；全部基础设施实现地理式，保持昆俞山景观的完整性。 

4.4 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4.4.1 餐饮设施 

    考虑到来昆俞山旅游的多半为一日游，旅游者在此过夜的人数较为小，在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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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山主要提供的就是午餐服务。所有提供的午餐服务的场所必须达到国家旅游局

规定的同类的餐饮设施的星级标准。 

4.4.2 购物设施        

    购物点应主要销售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品，以及昆嵛山特有的文化旅游商品

和纪念品。 

在游客主要休息的空间，设置游路上景观化、生态化的售卖厅，主要提供小食品、

饮料、纪念品等服务，同时代理本分固定电话服务和问讯服务。 

4.4.3 生态旅游厕所规划 

    昆俞山旅游区内的厕所均采用生态化的旅游厕所标准进行建设。 

    景区内的厕所包括附设在建筑物内部的厕所和公共厕所两类。公共厕所主要

集中在较大的景区和一些游路交点。在基地景区厕所设施蹲位较多，一般为 12

个；而在地域的厕所则较小，为蹲位 5 个。 

4.4.4 基础服务设施 

    在道路的两旁或深林幽静处多建设一些供游人休憩的座椅和凉亭，或富有情

趣的秋千等具有娱乐性的服务设施。 

在景区神清观办公室同时设卫生站一个，提供日常药品和急救处，以备游人

出现紧急情况。 

4.4.5 旅游区治安保卫规划 

    治安保卫规划是旅游区规划中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在旅游区主要旅游场

所、旅游道路设立 800 免费电话．用于查询、问讯和报警；设立旅游区治安办公

室，并设置流动治安人；建立昆俞山旅游区治安保卫应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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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旅游区景观资源保护与 

景观生态规划 
 

5.1 昆嵛山生态环境现状及主要问题 

旅游业是一个高度依赖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产业。在发展

旅游业的同时，对环境和资源进行必要的保护和改善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

少的环节和前提。昆嵛山森林公园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是山体、植被、水库和民

风朴实的水乡村落环境。因此，其保护和培育规划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保护和保

存森林公园现有的良好人居环境，培育和整治以昆嵛山山体植被和水塘为主题的

生态环境，防治进一步的人为破坏和污染活动，塑造良好、优美的城镇居民休闲、

娱乐的景观氛围，到昆嵛山整体的绿化、美化、生态化，实现人与自然、山与水

融为一体的美好境界。  

昆嵛山为烟台市著名的森林公园和道教文化名山，冈峦起伏，隐胜藏幽，茂

林修竹．终日含烟拂绿、泉水踪综，处处溅珠揪玉。处于温带气候区．山水秀丽，

气候宜人，具有典型的温带植被景观，表现在昆嵛山植物资源保护较好、乔木资

源较为丰富、种类繁多，林地覆盖率在 85％以上。但是，人为破坏、自然灾害、

景观混乱的现象仍部分存在，如山林被破坏的迹象、修建盘山机动车道造成的植

被规模破坏等。 

    昆俞山森林公园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品较为单一，游

客数量还局限在一个很小的水平，所以整体的生态环境状况和景现保护压力不

大。今后，随着旅游开发、建设，必须形成一套自己特有的环境管理措施体系，

改变目前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的局面，如增加消防设施建设、合理布设生

活垃圾收集点等。 

5.2 昆俞山生态环境保护 

5.2.1 保护内容 

森林公园内的现有植物群落的建群种及优势种 

5.2.2 保护措施 

    1.保留现有森林植被资源，严禁随意以开发的名义破坏植被，建立规范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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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制度； 

2.加强旅游区周围的水土保持，封山育林，改造农田。搞好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尤其是通过林地、花草绿地的景观化建设，进行生态建设，恢复林地植被景

观； 

3.完善主要旅游区的风景林建设，适当栽植入工景观树种，如杜鹃、木兰、

红枫 

等，营造多样化的林区景观，风景林的种植不仅要有一定规模，注重整体观赏效

果，而且要注意植被的质量，选用美学观赏价值高、净化环境能力强的树种，通

过多样性的花草搭配，满足旅游区林地植物造景、旅游区景观隔离、景观恢复和

森林生态旅游观光的需要； 

4.切实做好森林火灾监测、消防控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