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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南部，地处长江、黄河

上游，青藏高原东北部，总面积 4.5×105km2。州内大部分

地区海拔超过 3 千米，侵蚀地貌景观结构。甘南州总人

口约 68 万人，有汉族、藏族、回族、土族、东乡族、保安

族、撒拉族等 24 个民族，其中藏族占 48%[1]。甘南是一

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优美的高原草地风光、神秘的佛

教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交相辉映，正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游客。

1 甘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资源

民族传统体育融合于自然和人文景观中，有利于

体育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一方面，民俗文化、山水风

光交相辉映，能够形成独特的旅游资源；另一方面，与

民族礼仪喜庆活动融为一体，能吸引游客的广泛参与。

甘南少数民族众多，形成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传统体

育项目。如：藏族的赛马、大象拔河、赛牦牛；回族的木

球、打陀螺；东乡族的拨棍、赛走马压走骡、巴哈邦地、

跑火把、一马三箭；保安族的夺腰刀、土族的拔腰、赶

猪、打岗等[2]。另外，香浪节是甘南夏河藏族地区传统娱

乐节日，多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举行，项目有赛马、赛牦

牛、还要举行赛跑、摔跤以及各种各样的拔河、扔石子

活动。同时，藏族的“嘎玛日吉”即“沐浴节”已有 800 多

年的历史，主要目的是卫生清洁、祛病健身，在当地也

有广泛的影响[3]。甘南藏族的锅庄舞，在不断的发展过

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2 甘南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旅游产业的现状分析

2.1 甘南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产业的优势

2.1.1 自然资源优势

甘南既有辽阔迷人的草原风光，又有浩瀚葱郁的

森林景象；既有高山石林、又有高原湖泊。多样化的地

理风貌极便于开展如登山、攀岩、漂流、自驾车、探险等

体育旅游项目。利用这种自然资源的优势可以吸引游

客进行赛马、登山、漂流、草地运动、徒步探险等体育旅

游活动。
2.1.2 人文资源优势

甘南历史悠久，地位特殊。各地上百座藏传佛教寺

院，见证了甘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源远流长。闻名遐

迩的拉卜楞寺始建于 1709 年，禅定寺距今已有 900 余

年历史。在甘南，宗教活动及民俗节日一年四季中接连

不断，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如农历正月大法会、七

月大法会、九月大法会是宗教活动的盛典。其它民俗民

间节日如香浪节、花儿会等也闻名遐迩。目前，冶力关

中国拔河公开赛正是将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融合产生

的体育赛事，对当地的旅游业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带

动作用。

2.2 甘南少数民族体育旅游的劣势

2.2.1 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程度低，文化内涵

挖掘不够，缺乏成型的体育旅游产品

与傣族泼水节、彝族火把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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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甘南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民族众多，传统体育项目

丰富，但并没有得到深层次的开发和整和，缺乏整体文

化包装和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在开发规划上缺乏理

性思考，以发展数量为目标，缺乏对民族丰厚文化底蕴

的挖掘和展示。

2.2.2 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民俗体育

旅游尚未深入人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业已开始成

为朝阳产业。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有目共睹；四川也打出

了自己的品牌；宁夏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制定全区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5]。甘肃重点打造丝绸之路旅游未能对

甘南旅游产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2.2.3 缺乏专业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人才

在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的进程中，缺乏了

解甘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人才将传统的民族体

育用现代的营销理念包装。缺乏能够吸引广大体育户

外爱好者参与的品牌赛事的立项和推广。

2.3 甘南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机遇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 2010 年，中国将成为世

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和第二大旅游客源国[7]。旅游业是

一个强关联产业，它的发展必将会带动甘南少数民族

体育旅游业的迅速成长和发展。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

发的深入，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出现了全面升温，旅游业

的发展也为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为把甘南少数民族体育资源转化成体育旅游产品创造

了条件。这些都是为甘南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4 甘南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业发展的威胁因素

2.4.1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体育旅游的不断升温，各省市、地区间的竞争

不可避免将日趋激烈。西北地区体育旅游刚刚起步，体

育旅游产品开发不足，与成功举办过大型国际赛事的

地区相比，实力比较薄弱。云南同样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良好，已经形成如泼水节等成功

的少数民族旅游品牌，这样的发展势头势必会给西北地

区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

2.4.2 交通不畅

交通不畅是制约甘南少数民族体育旅游发展的重

要因素。甘南至今尚无铁路，公路网密度和公路等级都

很低，全州除了兰郎公路为国道外，其余全为省、县、乡

级公路。交通的落后、旅游专线缺乏使散客旅游受到极

大限制[8]。

2.4.3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受季节性影响较大

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甘南冬长秋短无夏，大

部分时间为高寒季节，每年的黄金旅游季节（热季）只

有 4 个月（6~9 月）[9]。此时旅游者高度密集，人满为患，

服务设施和交通运输高度紧张，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

环境的破坏再所难免。

3 发展甘南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产业的对策与建议

3.1 发挥政府职能，制定甘南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

发展战略

1997 年，甘肃省政府提出要把甘肃的旅游产业培

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03 年 3 月省政府颁发《关于加

快甘肃省旅游产业的意见》，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民族

旅游、特色旅游。首先应树立绿色旅游、健康旅游观念，

注重游客的参与性与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相

结合，促进民族体育旅游的产业化发展[10]。同时，少数民

族地区群众的参与和受益也是大力发展民族体育旅游

产业的主要目标，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当地人民经济

收入增长，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其次，应将体育文化资

源的调查发掘与民族文化的弘扬发展结合起来，把民

族体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旅游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确定有影响、有吸引力的体育旅游主题，提出甘南少数

民族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战略，并制定出长期的发展规

划，以推动甘南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旅游产业健康、持

续、稳定的发展。

3.2 突出地域民族特色，加强对外舆论宣传

甘南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开发要充分发挥地域性

独特优势，创造在地域上独特的、有吸引力的项目。对

旅游线路、活动、景点的设计要因地制宜，不能背离自

身的自然优势和人文优势。要创造性地开发民族体育

特色产品。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仍有不少

人对甘南怀有神秘感，对甘南神秘的历史文化和灿烂

的民族风情充满了好奇。因此，甘南要发展少数民族体

育旅游，必须大力宣传，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扩大影响，

提高知名度。

3.3 加强体育旅游经营与管理方面的人才建设，走开

发与保护并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甘南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业的发展，（下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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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研究型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和传统体育人

才。要大力组织开展教育培训，建设一支适应新时期民

族体育旅游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旅游业是对环境依

赖性较强的产业，在开发体育旅游资源时一定不能以

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要严格保护、合理开发，走保护

环境与发展特色旅游并重的和谐之路，实现甘南少数

民族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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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始记录包括钻孔记录、测斜记录、冲洗记录、

压水试验记录、灌浆记录、水泥鉴定试验记录或出厂合

格证。

（3）成果资料包括：灌浆孔成果一览表、灌浆分序

统计表、灌浆综合统计表、灌浆工程完成情况表、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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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资料分析

（1）经过资料统计分析，绘制各序孔的透水率和单位

耗灰量曲线，根据其随序逆减的程度来分析灌浆效果。

（2）布置检查孔进行压水试验和采取岩芯。设检查

孔以检查灌浆孔的透水率与对帷幕、固结的要求标准

进行对照，并对岩芯加以观察、描述、了解浆液结石与

岩石的结合情况。

4.3 资料检查

主要通过检查各项施工记录、成果资料、质量检查

制度的执行情况等方法进行，检查内容包括：（1）所用

灌浆材料是否符合规定要求，有无试验鉴定资料；（2）

施工的顺序、方法是否符合规程、规范要求；（3）每个孔

的孔位、孔深、孔斜的控制方法和检查记录；（4）每个孔

段的灌浆过程是否正常，对特殊情况的处理是否合理；

（5）各项原始记录和成果资料是否齐全。

5 结束语

在地基防渗处理中，帷幕灌浆是较为常用的施工

手段，通过周密、准确、合理的设计和施工，水库大坝形

成了完整、连续的防渗漏帷幕，使大坝坝体的结构牢固

度得到增强，有效保障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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