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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客视角的国家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评价
!

———以重庆武隆国家地质公园为例

杨前进，周善怡，付海龙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I###IJ）

摘要：目前基于游客视角对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进行评价还未见报道。本文以武隆国家地质公园为例，采用问卷调查

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结果显示，游客对武隆国家地质公园解说系

统各个项目的评价值仅比中等略有偏高。其中，游客对人员解说和户外牌示评价值高于出版物和室内解说；男性游

客的评价值略高于女性；"I 岁以下和 G# 岁以上游客的评价值较高；学历越高评价值越低；专业人员和政府职员的评

价值高于其他职业。建议从提高解说人员科学修养，认真制作地质公园出版物，完善地质公园解说牌，加强地质博

物馆建设 I 个方面改进解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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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质公园是以具有特殊科学意义、稀有性和美

学观赏价值的地质遗迹为主体，并融合其他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组合而成的特殊地区，是以保护地质遗

迹，开展科学旅游，普及地球科学知识，促进地方经

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而建立的

一种自然公园［$］。知识性和科学性是地质公园旅游

区别于一般旅游地的基本特征，但由于地质遗迹的

科学涵义是隐形的，要了解这些涵义必须具有一定

的专业知识，导致游客对地质公园的认知度低于一

般风景区。加上国内一些地质公园在引导游客观光

游览时多用神话故事来吸引游客的兴趣，导致地质

公园品牌效应微弱。因此，建立科学严谨、通俗易

懂、形式多样的解说系统，对地质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 笔 者 从 27ED 中 文 期 刊 上 检 索，截 至

"#$# 年，国内有关地质公园解说系统的论文仅$# 余

篇。研究内容则包括地质公园解说系统组成［"］，地

质公园解说系统的规划与设计以及相关的案例分

析［*F%］，地质公园解说系统的科普教育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等［G］，或是从生态学角度介绍地质公园解说系

统的工作原理以及案例分析［JF)］。目前尚未见从游

客的角度对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进行研究。本文以重

庆武隆国家地质公园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

游客对人员解说、户外牌示、出版物、博物馆等多个

视角对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进行评价，分析解说系统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

$ 研究区概况

武隆地质公园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大娄山、

武陵山与贵州高原过渡地带［L］，公园面积 *)# N8"。

公园内喀斯特景观丰富奇特，有沉积物种类多样的

被称为“地下艺术宫殿，洞穴科学博物馆”的芙蓉洞

穴系，世界最大的天生桥群，国内外首次发现的冲蚀

型天坑群，以及与第四纪地球演化历史密切相关的

乌江、芙蓉江、羊水河、阎王沟等喀斯特峡谷。武隆

地质公园拥有“中国西部地质之乡”的美誉，是世界

上不可多得的岩溶地质遗迹旅游景区［$#］。

从武隆地质公园历年游客规模上看，从 "##* 年

到 "##J 年，随着武隆成功申请“ 南方喀斯特世界自

然遗产”，景区每年游客量由 )G 万人增加到 "%# 万

人，游客人数以每年 *#O 以上的绝对速度上涨，表

明武隆国家地质公园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根据解说主体和载体，通常将地质公园解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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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划分为 ! 大类：人员解说、室内综合解说、户外

牌示、出版物［"］。其中，室内综合解说包括地貌景

观模型!地理演化模型!图文图片!实物标本!
各种文献 文 物!幻 影 成 像 动 画 以 及 等 离 子 银 屏

等，地质博物馆是室内解说的重要载体。文章就

从这 ! 方面对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进行评价。研究

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结合人物访谈。文中数据

均来自问卷调查。

"# $ 问卷调查

本次 问 卷 调 查 实 施 于 "%%& 年 $% 月 $ 日 到

"%%& 年 $% 月 ! 日，调查对象为游览了武隆地质公

园现有 ’ 个景点的游客。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游客对武隆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评价，

问题回答为李克特（ ()*+,-）. 点量表式（$ 非常小

到 . 非常大）；第二部分为游客人口结构特征。问

卷共发放 $"% 份，其中有效问卷 /0 分，问卷的有效

率达到了 1$# 012 。问卷回收后用 3433$!# % 进行

数据处理。

"# " 实地调查

一是对游客的当面访谈。选择不同性别、年龄、

职业的游客，询问他们对公园解说系统的感知。二

是对园区解说人员的当面访谈，了解他们的学历、专

业、培训、工作兴趣等基本信息。

’ 游客的社会学特征

参考杨国良等方法［$$］，本次调查中人口社会结

构特征设计了性别、年龄、客源地、学历和职业 . 个

项目（表 $）。从表 $ 中可以看出，游客性别上，男女

游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 12 和 !.# ’2 。游客年

龄主要分布在 $/ 5 !! 周岁，占总数的 1&# %12 ，该

年龄阶段也是具有较强出游能力的年龄段。游客来

源地主要为重庆市和四川省，分别达到 !0# 012 和

’!# //2 ，两者之和占总数的 /"# ..2 。问卷设置的

客源地“海外项”则没有游客选择，表明到武隆地质

公园的游客以川渝两地为主，国内市场、特别是国际

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开拓。游客的学历主要以大专及

大学本科为主，两者之和占总数的 01# ’!2 ，表明人

们学历越高，出游地质公园的愿望也越强烈，同时也

表明武隆国家地质公园的科学内涵更多地受到高学

历者的关注；在游客的职业构成中，以一般职员、商

务人 士 和 学 生 为 主，分 别 占 到 总 数 的 ".# ./2 、

$1# !!2 、"!# !"2 ，’ 者之和占总数的 01# !!2 。

表 $6 调查对象人口结构特征

项目 项目构成 人数 所占比例 7"

性别 女 ’& !.# ’

男 !1 .!# 1

年龄 8 $/ $$ $"# 1&

$/ 5 "! $1 $&# 11

". 5 ’! "0 ’%# "’

’. 5 !! ". "&# %1

!. 5 0% . .# /$

9 0% " "# ’’

客源地 武隆县 ’ ’# !&

重庆市 !$ !1# 01

四川省 ’% ’!# //

国内其他省市 $" $’# &0

海外 % %

学历 小学 . .# /$

初中 ! !# 0.

中专及高中 $$ $"# 1&

大学专科 "0 ’%# "!

大学本科 ’" ’1# "$

研究生及以上 / &# ’%

职业 专业人员 & $%# !1

政府职员 & $%# !1

一般职员 "" ".# ./

商务人士 $. $1# !!

工人 ’ ’# !&

学生 "$ "!# !"

其他 1 /# $.

6 6 数据来源：根据问卷调查资料整理

! 游客对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评价分析

本次问卷涉及游客对解说系统评价的问题共有

! 大类：人员解说的评价、户外牌示的评价、出版物

的评价、博物馆的评价。户外牌示从科学性、数量、

字体等 ’ 方面评价。从表 " 中可以看出，整体上游

客对武隆地质公园解说系统满意的评价值为"# /&，

仅比中等评价（"# .%）稍好，说明武隆地质公园解说

系统有待改进。

!# $ 游客对人员解说的评价

人员解说是地质公园解说系统的核心。地质公

园的导游由景区内的解说人员和旅行社的导游组

成，而景区解说人员因对地质公园更熟悉而对游客

影响力更大。故问卷设置的人员解说评价主要是针

对公园解说人员的评价。在 $"% 份调查问卷中，游

客在公园内选择了解说人员陪同进行参观公园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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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游客对武隆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评价

项目 项目构成 人员解说评价 出版物评价
户外牌示评价

科学上 数量上 字体上
室内综合解说 综合评价

性别 女 #$ %% !$ &’ !$ &% #$ !( #$ !’ !$ && !$ ((

男 #$ %) !$ *# !$ ++ #$ #( #$ ’! !$ *( !$ ,’

年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历 小 学 *$ ! !$ ,( !$ () #$ !) #$ )) !$ ’) #$ %#

初 中 *$ +& !$ +’ !$ &) #$ !& #$ !& !$ &) #$ %+

中专及高中 #$ !+ !$ ’’ !$ ’* #$ !+ #$ %( !$ !+ !$ ((

大学专科 !$ ,# !$ %! !$ ++ #$ %# #$ &# !$ !% !$ +(

大学本科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及以上 !$ (’ %$ ,! !$ !& #$ &) #$ !+ #$ %! !$ (!

职业 专业人员 #$ )) !$ ## !$ +( #$ !! #$ &’ !$ ’+ !$ ,#

政府职员 #$ %% !$ &’ !$ &’ #$ ** #$ ** !$ ’+ !$ ,’

一般职员 #$ ), !$ )! !$ ’( #$ #’ #$ *’ !$ !+ !$ (%

商务人士 !$ +# %$ ,( !$ ’+ #$ !) #$ *+ !$ &# !$ +’

工人 %$ ’+ !$ )# #$ )) #$ ## *$ )) !$ )) !$ ’+

学生 #$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 ’*

综合评价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根据问卷调查资料整理

%%) 人，占总人数的 ,%$ +0，表明游客不仅仅是单纯

的观光游览，还期望获得一定的地学知识。在 (’ 份

有效问卷中，男性游客与女性游客的评价值分别为

#$ %) 和 #$ %%；!& . ** 年龄段的游客评价分值较低

为 !$ ,’，但武隆地质公园的游客却集中在这个年龄

段，说明武隆地质公园人员解说存在不完善之处。

学历越高满意度越低，初中学历的游客评价值最高

为 *$ +&，研究生学历的游客评价值最低为 !$ (’，表

明学历越高对地学知识的要求越高，对人员解说要

求也越高。在职业上，商务人士和工人的评价值最

低，分别为 !$ +#、%$ ’+。

在游客现场访谈中，’(0 游客认为解说词的科

学性和知识性需要改进，同时希望解说人员能够用

通俗易懂的词语来讲解枯燥、复杂的地学知识，以便

游客能轻松地掌握；&’0 的游客则认为解说人员在

解说时只是机械地背解说词，忽视游客的提问，缺少

与游客的互动。

*$ ! 游客对地质公园出版物的评价

地质公园的出版物既是辅助游客独立完成游览

过程的一个手段，也是景区宣传的一个途径。在无

导游的情况下，游客可以通过出版物了解地质公园

的基本情况，帮助游客完成游览；游客在游完景区

后，出版物则是地质公园旅游纪念品和游客进一步

了解园区的依赖。但从表 ! 中看出，游客对景物出

版物的评价值在综合评价值中最低（!$ !(），远远低

于其他项目的综合评价值。女性游客对出版物评价

值（!$ &’）略高于男性游客（!$ *#）；%( . ’) 年龄段的

游客评价值低于 %( 岁以下年龄段的游客；国内其他

省市的游客对出版物评价值最低（%$ ,(）；学历越高

对出版物的要求也越高，所以评价值也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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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客喜欢的出版物有小册子、图片和光盘，其中

光盘所占的比重最高（见图 !）。但在实地调查中也

有 # 人的问卷选择其他选项，并特别注明自己比较

喜欢并且公园没有提供的出版物，包括电子触摸屏、

便携电子导游、互联网网站。另外，光盘只有中文版

本，无其他语种版本。

图 !% 游客喜欢的出版物比重

&" ’ 游客对景区户外解说牌的评价

户外解说牌是指导游客参观游览最普通的一种

方式，通常大部分游客在无导游的情况下，通过阅读

解说牌能游完整个景区。

由表 $ 可见，游客对户外牌示评价评价值（’" !&）

高于整体评价值（$" (#），但是游客对户外解说牌科学

性评价值却最低（$" )*）。男性游客对解说牌的科

学性上的评价值（$" **）高于女性游客（$" +!）；年龄

段在 $+ , && 岁之间的游客对解说牌的科学性评价

值最低（$" +*），这个年龄段的游客人数最多，表明

武隆地质公园解说牌的科学性有待提高。学历上

看，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游客对解说牌的科学性评价

值最低（$" $*）。

对解说牌的数量评价值（’" ’-）和字体评价值

（’" &+）都高于科学性评价值（$" )*）。年龄在 &+ 岁

以上的游客对解说牌数量评价值最低（’" --），年龄

在 )- 岁以上的游客则认为解说系统的字体评价值

最低（’" --）。

在现场调查中，+). 的游客认为解说牌的材质

与周围的景观不相匹配，解说牌在景区中显得比较

突兀。还有些游客反映公园内解说牌上字体的颜色

不够醒目，一些景区游览图上的字体颜色已经褪落

等问题。

&" & 游客对博物馆的评价

本次问卷调查共派发 !$- 份问卷，其中有 ’& 份

问卷的游客在该项中选择没有参观地质博物馆，占

总问卷的 $(" ’. ，占 () 份有效问卷的 ’#" +. ，表明

地质博物馆被相当一部分游客忽视，还没有成为地

质公园旅游的一个有机组成。从调查结果看，女性

游客对地质博物馆评价值（$" (#）低于男性游客的

评价值（$" #)）；$+ , && 年龄段的游客对地质博物馆

的评价值低于其他年龄阶段的游客；游客学历越高，

对博物馆的评价值越低，武隆地质公园的游客学历

在高中 及 其 以 上 的 人 数 占 到 调 查 总 人 数 的 (#"
+&. 。这表明地质博物馆的科普作用没有达到应有

的效果。

从图 $ 看，游客对于地质公园博物馆的改进建

议主要集中在展示内容和展示形式两方面，占总数

(*" & "的游客认为地质公园博物馆的内容应易懂，

展示形式应多样化。

图 $% 游客对地质博物馆改进的建议

+ 结论及建议

+" ! 结论

武隆地质公园的游客以川渝两地为主（ 两者之

和占总数的 ($" ++. ），游客的学历主要以大专及大

学本科为主（ 两者之和占总数的 )*" ’&. ），说明学

历越高，出游地质公园的愿望越强烈。对于地质公

园解说系统的综合评价，男性游客的评价值（$" #)）

略高于女性（$" ((）。$& 岁以下和 )- 岁以上游客的

评价值较高（分别为 ’" !&、’" -$），中间年龄游客的

评价值为平均 $" **。学历方面，小学和初中生的评

价值平均为 ’" !+，高中以上的则为 $" (+，说明学历

越高评价值越低；学历越高，越不满足于充满神话故

事的解说，即对解说的科学性要求越高。专业人员

和政府职员的评价值高于其他职业。人员解说和户

外牌示解说系统获得了游客较高的评价值（ 分别为

’" !- 和 ’" !’）；但出版物和室内综合解说系统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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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则比较低（分别为 !" #$ 和 !" %&）。但游客对武

隆国家地质公园解说系统的综合评价值仅为 !" ’(，

比中等略偏高，没有任何一项评价值达到满意。说

明，总体而言，武隆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还有待进一步

完善，特别应重视地质公园出版物的编写和地质博

物馆的建设。

%" ! 武隆国家地质公园解说系统改进建议

$）提高解说人员科学修养。地质公园的解说

人员不仅要熟悉地质遗迹的美学价值，还要了解地

质遗迹的科学意义、成因等，同时还要善于将这些信

息传递给游客。这就要求地质公园的解说人员不仅

要拥有一般导游的导游技能，还要具备一定的地学

知识。建议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来提高解说人员的地

学知识。一是加强地质公园特色解说人员的教育培

训，即在原有的导游培训课程设置上增加一些服务

于地质公园的特色课程，如地质学、地貌学、地理学、

生态学、环境学以及林学等。二是实施地质公园解

说人员从业资格考核制度。

!）认真制作地质公园出版物。继续保留传统

形式的出版物，如小册子、图片和光盘，同时按照现

代出版物概念，制作电子触摸屏、便携电子导游、互

联网网站等游客游览辅助工具。随着游客科学修养

的不断提高，旅游形式的多样化，旅游手段的现代

化，旅游过程的“自助化”等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和青

睐。因此，要在旅游出版物中引入现代科技，特别是

电子科技。

#）进一步完善地质公园解说牌。首先，应对重

点地质遗迹解说牌示科学规划。如武隆地质公园的

芙蓉洞、天生三桥是武隆地质公园的精华景点。在

实地考察中，发现介绍青龙桥景观的牌示上，只说明

了青龙桥的形状和大小，而对青龙桥的形成原因并

没有解释。加上武隆地质公园游客基本具备高中以

上的学历，对解说牌示的科学性要求也较高。因而

编写既科学又通俗的地质遗迹景点解说词是很必要

的。其次，解说牌要选择与环境相协调的材质，同时

还需要定期维护，以便确保解说牌上的字体清晰，便

于游客阅读。

)）加强地质博物馆建设，有意识引导游客对

博物馆的关注。地质博物馆是地质公园普及地球

知识的重要场所，是地质公园建设必不可少的内

容之一，也是地质公园旅游有别于一般景区的标

志之一。目前武隆国家地质公园的博物馆还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博物馆，缺少地球基本知识宣传，展

示物品有岩石标本、图片、论文专著、地貌沙盘等，

而且所有展品置于玻璃柜内，展示形式为静态，无

现场人员解说，整个展厅缺乏视觉冲击。在游客

中心，也没有工作人员特意推荐博物馆，难怪许多

游客没有参观。为了发挥地质博物馆的作用，应

充分利用现代光电技术，增加博物馆的游乐元素，

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其次，要让游客亲手触摸岩

石标本，在现场解说的诱导下感受遥远的地质年

代和不可思议的地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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