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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ourism fields, especially on all aspects research of tourism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tourism resources spatial

classification, tourism resource monomers evaluation, tourism resource planning mapping, tourism resources

management,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which have obtained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GIS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technology system and guide the applic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in which GIS is used in the research of tourism

resources for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GIS theory and method hav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on the mapping and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However, the cog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remain unsolved problems which included spatial scale and dimension, types

of recognition and switching, spatial coupling, the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s and products,

development sequence, etc.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unsolved problems in the fields, such as tourism

resources cog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Secondly, through summarizes the predecessor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group for many years, tourism resources survey, evaluation, planning experience,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tourism resources cognition, tourism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 tourism resources

standardization and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applies to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traffic location, spatial

combination analysis, trend prediction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rough combing GIS model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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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in the tourism resources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other relevant studies，we found that tourism resources

research methods changed from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to quantitative model, and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volved i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pat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patial layout

and site selection, space development trend forecast, space utilization planning, etc. Finally, we put forward the

trend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regarding the knowledge model, knowledge mapping, multidimensional

simulation and big data of the tourism resources. The trend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GIS and tourism

resourc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novation of spatial thinking mode and technological method. The new

research includes that increasing GIS scholar invested in the research of tourism resources, building a ca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knowledge model, an intelligent dynamic 3d visualization,

increasing the immersion, experience and spatial decision making of tourism researchers and tourists.

Key words: GIS technology; tourism resource; tourism resources cognition; tourism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spatial analysis; application status; the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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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GIS在旅游研究与应用愈来愈深入。目前，GIS已经广泛的应用到旅游资源研究中，尤

其在旅游资源空间分类、评价、旅游规划、旅游资源管理、旅游开发利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首先，本文综述了近些年

来GIS在旅游资源研究中的文献资料，研究发现GIS空间分析理论与方法在旅游资源研究与开发中的应用较为广泛，但在旅

游资源认知、分类及评价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其次，在总结前人和课题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认

知、分类与标准化理论进行了相关论述。通过梳理GIS建模技术与空间分析方法在旅游资源信息提取与分析、旅游资源评

价、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等相关研究成果中发现，旅游资源研究方法已从定性描述走向定量模型，应用成果不断增多，涉及综合

评价、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布局与选址、空间发展趋势预测、空间利用规划等方面。最后，提出了未来在旅游资源知识模型、旅

游资源图谱、旅游资源多维仿真以及旅游资源大数据等方面的相关展望。

关键词：GIS技术；旅游资源；旅游资源认知；旅游资源分类；旅游资源评价；GIS空间分析；应用现状；发展趋势

1 引言

旅游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旅游资源是保障旅游业健康运行的重要物质基

础。旅游资源开发的要点和前提需要对旅游资源

认知、分类、采集建库，从而为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评

价、规划管理、合理保护提供根本依据。由于旅游

资源在尺度嵌套、属性多元等方面的特性，GIS理论

与技术方法在空间认知、分类体系设计、数据库标

准化建设、空间分析评价分析与评价、智慧化管理、

可视化展示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被大量地应用

到旅游资源研究中，并渗透到旅游资源研究的全流

程之中，对旅游资源研究和开发利用起到了关键支

撑作用。而分析 GIS 在中国旅游资源研究和应用

中的现状和趋势，对于认识该理论技术体系、引导

旅游资源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GIS在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一直

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国外，GIS一直被广泛的应

用于旅游资源研究中，近些年主要是在旅游中引入

GIS的空间分析技术、地图制图技术、WebGIS开发

技术[1-3]。国内的GIS虽然起步略晚，但对当前热点

研究与国外基本保持一致，如旅游时空网络大数据

等相关研究[4]。在中国，GIS理论和技术发展，几乎

与旅游资源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同步发展，也曾有学

者对于该领域进行了相关的综述研究[5-8]，但多数是

从旅游视角下论述了GIS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的

个别领域，属于知识点的个案探讨，而针对于GIS在

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体系中的系统性应用研究仍然

不足，从而带来了应用领域认识不充足、应用不广泛

等现状问题。随着中国旅游业走向全域旅游、智慧

旅游的发展阶段，GIS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管

理中的一体化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明显。总结和探讨

GIS在旅游资源研究和应用中现状、问题和趋势，从

方法论上加以梳理、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

文将重点研究GIS在中国（不包括港、澳、台）旅游资

源认知、分类及评价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及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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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IS空间分析理论与旅游资源
认知、分类和评价

旅游资源开发中充分利用了 GIS 空间分析技

术，特别是空间认知方法和地学图谱空间思维理论

与方法应用于旅游资源认知、分类研究。依照空间

特性可将旅游资源划分为实体类和非实体类，其存

在狭义性与广义性，在空间上具有界限清晰性和模

糊性特征，建立了基于空间和非空间的旅游资源语

义关系结构。在时空框架下，构建了基于地理语义

的旅游资源事件模型，用于历史和文化旅游资源的

提取和空间范围获取；在空间尺度分类上，界定了

旅游资源单体，即为旅游资源在空间上最小粒度，

最小单元、不可再分割的空间存在并构成旅游资源

的基本类型，以及旅游资源集合区（若干有机的旅

游资源基本类型（单体）构成，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分

布或重叠分布，有相对清晰的界线，彼此之间具有

构成关系、衍生关系或伴生关系的一个资源本体）、

聚集区（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或跨行政区，由多类

型的单体与集合体组成，单体或集合区高集中或拓

扑临近，是潜在的具有高开发价值的区域）和组合

区（在中、大尺度空间单元划分的区域内，如行政

区、或自然地理单元、管理单元等，由多类型的单

体、集合区（体）、聚集区组合形成，具有一定空间结

构的旅游区域，空间界线可以对旅游资源集合区

（体）和聚集区进行任意分割）等概念。

在研究和应用中，发现旅游资源具有空间多尺

度性、多类性、多维性、重叠性、嵌套性、动态性、模

糊性等特征。把本体论引入到旅游资源认知与分

类研究中，可以划分出旅游资源的结构、成因、关

联、衍生、伴生、时序等知识图谱关系，从而建立基

于本体的旅游资源空间聚类、组合关系和关联规

则，界定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间的空间关系和属性

关联。把旅游资源划分为原生旅游资源和后生旅

游资源，按照开发过程划分为未开发、正在开发中

和已经开发完成（旅游产品），从而建立包括资源本

体属性、伴生关系、开发环境、开发条件等一体化信

息数据库。

旅游资源分类原则和国家分类标准从 2003

版 [9]到 2017版[10]。面向旅游资源评价的尺度特征、

资源范畴延伸的发展规律，在上述思路和原则下，

旅游资源 2003版国家标准中的基于旅游资源单体

划分，上升到2017版面向集合体（集合区）划分并注

重于应用层面上，并应用于 2018 年的海南省和

2019 年的四川省旅游资源普查和地方标准制定。

在其他省市、和县各级旅游资源调查、普查和评价

中也有所应用，如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开展的黑龙江省、浙江省、海南省、贵州省

和青岛、威海、西双版纳、秦皇岛等旅游普查与评

价，充分地运用了GIS数据编码、建库、空间分析和

数字化管理等技术方法。利用 GIS 强大的空间数

据分析平台，结合遥感影像、DEM、电子地图等各类

数据认知与挖掘旅游资源，基于位置服务（LBS）技

术、B/S网络架构上传等技术采集旅游资源，可以提

高旅游资源普查的质量和效率 [11]。但在旅游资源

空间认知与分类上，一些问题如旅游资源在空间尺

度、维度、类型识别与转换、空间范围、空间耦合关

系、资源与产品转化关系以及开发时序图谱等都是

今后要进一步探讨的科学问题。

3 GIS建模在旅游资源评价中的应用

3.1 基于大数据与GIS引擎的旅游资源信息提取与

分析

近年来，大数据的发展为传统旅游资源的信息

提取和评价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海南省旅游

普查中，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旅游资源名录和主要

属性的语义规则提取模型 [12]。大大缩短了野外调

查时间，并研发了基于空间语义与结构的旅游资源

与旅游产品分解和转换知识模型，利用大数据获取

的知识与其他理论的融合，完成了主要旅游产品中

主要旅游资源单体的提取；打破了传统专家打分与

专家加管理者打分的评价方法，通过专家打分机制

结合大数据语义分析统计按照一定权重赋值共同

评价，通过获取社交媒体中包含大量游客出行相关

的POI数据，主要以各POI的经纬度、点评与游记内

容、旅游点评数、评分，以及兴趣信息等，参与旅游

资源评价，提高了旅游评价中大众参与的科学性。

王丹阳[13]通过火车采集头抓取上海大众点评网中

不同区县、不同级别、不同类型旅游兴趣点的搜索

热度，开展二元数据支持下的旅游搜索热度空间格

局与点评热度空间格局耦合性研究；孙强等[14]利用

互联网络获取成都市的主要旅游资源单体信息、评

论数、评价值等大数据，分析获得各类型旅游资源

单体评价值，然后利用GIS平台进行了旅游资源开

发潜力度量评价。王润等 [15]以乡村旅游资源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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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通过地理空间大数据的方法对京津冀地

区开展乡村旅游空间类型区划。

3.2 旅游资源评价方法构建与GIS综合建模

运用数学方法与 GIS 的融合方法对旅游资源

和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进行定量评价，将

模糊数学法[16]、层次分析法[17-20]、灰色评价法[21]、主成

分分析法[22]、因子分析法[23]、熵权法[24]、人工神经网

络[25-26]等方法单独或联合运用于确定指标权重，建

立了AHP-模糊评价、模糊聚类、灰色层次评价等模

型，目前这些评价方法在实现时部分借用了GIS的

建模工具。近些年，也有学者构建了GIS格网化与

旅游资源评价模型，如李鹏、王英杰等[27-28]提出了旅

游资源单体采集、旅游资源格网化及其空间分析方

法，形成了标准化的旅游资源采集、评价到空间识

别的集成技术方法体系。此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在海南省和其他地区的旅游资源

评价中构建了多类专家（包括旅游、地理、历史、文

化、管理等）和基于大数据的大众参与的旅游资源

评价方法，按照其贡献率最终加权取分，极大地增

强了旅游资源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但是，在对旅游资源评价中如何考虑数量特

征、质量特征、类型特征、空间关系和分布特征对区

域旅游资源总体潜力评估的影响和贡献，以及对规

模、范围、结构、空间关联、格局谱系等空间特征的

关注不够，并且同一类型的评价的可比性与其他类

型评价算法和结果如何进行比较和优选，是旅游资

源单体评价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

3.3 区域旅游资源评价与GIS多维组合分析

在区域空间上，旅游资源单体评价的基础上，

开展旅游资源空间上的聚合、结构、格局和分布规

律评价，包括一定空间范围（集合区、聚集区和组合

区）旅游资源数量、密度、类型数量、质量结构、组

合、空间关联等模型构建。大量GIS方法如缓冲分

析、邻近分析、网络分析以及叠加分析等方法被应

用于旅游资源的区域评价中，包括面向集合区、聚

集区和组合区的旅游资源评价模型。如虞虎等[29]

通过ArcGIS平台构建了旅游资源开发潜力改进模

型，分别对山东省蓬莱市、青岛市旅游资源进行了

区域评价[27]；方幼君[30]选取了旅游资源单体总量、单

体密度、类型丰度、储量丰度、平均品质、优良级单

体数量6个指标对杭州市旅游资源进行了综合等级

评定；姚志强等[31]从区域间、区域内及类型等方面

对旅游资源群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选取了聚集

度、优越度、规模度指标，采用 GIS 叠加分析方法

构建了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综合评价方法。李鹏

等 [32]在《重庆铜梁区旅游规划报告》中，利用GIS多

尺度网格建模技术，提取了铜梁区旅游资源的空间

图谱与重要的点、线、面优质旅游资源区，为科学规

划提供了支撑。

在评价尺度上，区域旅游资源评价尺度多以行

政单元和旅游区尺度为主，都是单纯的以统计性指

标为主进行空间建模对区域旅游资源进行分析，但

旅游资源在区域间的空间关系，组合、耦合、聚合效

应，区域内旅游资源数量、质量和类型数量以及空

间关联对区域旅游资源品质的贡献机理和评价模

型，以及如何提取旅游资源的空间图谱，面向旅游

产品设计旅游资源潜在开发利用价值知识图谱等

都是目前尚为缺乏的。另外目前的研究也缺少对

自然地理单元和非行政管区单元所形成区域的旅

游资源评价，如基于流域、地貌单元或海岸带以及

如经济开发区的旅游资源评价研究。评价方法上

以常见的数理模型与GIS 结合为主，多数量、质量

评价，较少考虑基于考虑旅游资源间的空间关系，

如有也是多以定性描述为主。

在等级关系上，一般把旅游资源单体划分为五

级，但五级在分布比例上如何分割？在不同的方法

体系有不同理解，一些学者采用五级正态分布，一

些学者采用金字塔分割，前者中级最多，优良级和

差级较少，后者从优良级到差级逐步增多，底部最

大。目前大多都偏好于金字塔分割，但有关这方面

的空间机理需要进一步认知研究，因为它决定了一

个旅游区域资源的质量结构与分布以及今后可能

的规划路径。

在要素关系和结构上，旅游资源评价不仅要考

虑本体价值，还要结合开发环境和开发条件进行综

合评价。GIS空间分析中可以采用多维指标体系建

模和空间计量的方法予以解决，目前也得到了一定

的应用。戚均慧[32]尝试以旅游地系统的视角，系统

地梳理旅游资源的外部条件对其开发的影响，提出

“旅游资源开发价值=旅游资源本身开发价值+旅游

资源外部条件”的概念模型，并构建了科学指标体

系。张雪莹[33]利用GIS空间分析平台和多因子加权

评价模型分析了冰雪旅游资源适宜性。在《海南省

旅游资源评价报告》[12]中，建立了海南岛旅游资源

开发条件和开发环境指标体系，在GIS平台上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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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并基于开发条件和环境对

区域旅游资源、沿海岸带、主要交通线路一定带宽

区域的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这些评价不仅对于

区域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对于未来的旅游线路选

线、主要交通车站选址、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

都有重要的科学参考。

4 GIS空间分析方法在旅游资源开发
规划中的应用

4.1 旅游资源区域格局与优化

空间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最邻近距离指数法是

旅游资源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研究较常用的2种方

法。前者是一种从数据本身角度研究其分布特征的

方法，在地理学中被广泛应用，在旅游资源领域常用

来描述旅游景区、旅游资源单体等区域差异及格局

优化。例如，在《海南省旅游资源评价报告》[12]中，

利用核密度法和GIS空间分析，提取了基于优质单

体的旅游资源集合区和聚集区，并提取了海南岛

旅游资源 4 个圈层结构和对称结构的旅游资源格

局图谱；李鹏等[35]以全国 5A、4A、3A级旅游景区为

例，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探讨了旅游景区空间集

聚特征及可持续发展措施；张生瑞等[36]以边境旅游

资源为研究对象，从空间差异性刻画中国陆地边

境旅游发展格局。后者可用来描述旅游景区、旅

游资源等在地理空间上相互邻近程度的定量指

标，它可通过实际上和理论上最邻近距离比值来

描述空间聚集、均匀或随机的分布特征。王燕等[37]

采用空间邻近指数方法新疆旅游资源进行了系统

分类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分析了高质量旅

游资源的成因与开发方案。孟祥君等[38]以旅游普

查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旅游资源最邻近指数法、

总优势度评价法，分析吉林省旅游资源的区域差

异及优化方案。

4.2 旅游资源交通区位分析与区划

对于旅游资源交通条件的研究，多数学者是以

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测算区域内交通可达能力，

如王莹莹等[39]构建了一种综合考虑交通、海拔、坡

度等因素的可达性分析方法，对较典型的贫困山区

旅游资源和县级行政区的整体可达性进行比较研

究。在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中，也有学者结合GIS

空间分析方法进行交通区位分析。例如，张新妍[40]

以湿地生态旅游资源为例，结合 GIS 空间分析方

法，对哈尔滨金牛岛道路交通、旅游路线、服务设施

等多个方面生态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潘竟虎等[41]

以我国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位置及交通可达性为

依据，论述了基于可达性格局旅游区划问题与基于

GIS技术的旅游区划分方法。

4.3 旅游资源空间组合区划

旅游资源空间组合分析是由区域内旅游资源

集聚区进一步组合，而成的旅游资源、道路、河流等

一定范围的圈层、旅游资源带，常用GIS 缓冲区分

析方法实现，在旅游资源组合分析、选址、规划及辐

射区域研究中尤为重要。如苗红等以西北民族地

区为例，开展了旅游城市、5A级景区、道路及点线

综合的缓冲区分析，旨在为“非遗”保护及其旅游发

展规划提供参考[42]。此外，在重庆市铜梁区[32]和海

南省[12]旅游规划工作的报告中，也采用了该方法构

建了基于铜梁环城旅游资源组合区、海南东、西旅

游资源组合区。

4.4 旅游资源空间发展趋势预测

旅游资源空间发展趋势预测常采用标准差椭

圆等法（简称SDE）、重心法等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前者的椭圆重心表示旅游要素空间相对位置，方

位角表示主要趋势方向，长短轴长度表示旅游要

素在主要、次要趋势方向上的离散程度。后者常

结合时间数据分析其重心的走向。如方叶林等以

2000—2010 年的面板数据为例，进一步运用 G 指

数、重心、标准差椭圆模型对大陆 31个省旅游资源

各项效率的演化进行了空间分析[43]。虽然这些GIS

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在宏观旅游经济发展方向研究

中应用较多，但是对于旅游资源动态的时空发展趋

势预测及开发方向探讨也可提供定量的方法参考。

4.5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图谱与规划

陈述彭先生提出了地学信息图谱的概念，即综

合了景观综合图的简洁性和数学模型的抽象性，它

是现代空间技术与我国传统研究成果结合的产物，

它可反演过去、预测未来[44]。近些年，有学者开始

尝试探索以图形化思维方式解释旅游资源的关联

规则、组合模式、分布规律、空间格局，完成从识别、

评价、格局到机理的分析过程，为旅游资源开发、选

址与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在《海南省旅

游资源评价报告》[12]中，建立了基于旅游资源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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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利用指南框架体系与方法；李鹏等[45]以青岛

市为例，将旅游资源评价与GIS格网化模型相结合

初步探讨了GIS技术在旅游资源空间规划中的方法

体系。以及目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正在建立的基于原生旅游资源开发知识模型、基于

游客兴趣和旅游产品效益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模型，基于开发条件和环境以及其他边界条件的旅

游资源开发利用空间知识图谱体系等。

5 结论与展望

GIS在旅游资源研究中的应用成果不断增多，

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涉及旅游资源空间认知与标

准化、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旅游空间布局与旅游

规划、旅游资源信息图谱、旅游资源可视化分析等

方面的内容。由旅游专家主导的应用到许多 GIS

专家进入旅游领域，不仅提高了量化研究水平，也

带来了一些新的空间思维模式和方法，如将陈述彭

先生[46]提出的地理格网化理论，有学者已应用到旅

游资源评价中；GIS空间方法体系，特别是定量研究

和基于知识的空间语义规则的模型构建，将会较大

地提高旅游研究的智能化应用水平和效益；GIS具

备快速的处理数据能力和科学的逻辑分析能力，可

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的评价、开发利用及规划，为

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GIS 与旅游资源研究的融合发展将带来以下

4个新趋势：

（1）具有GIS专业的旅游资源研究者会日益增

多，行业与公众参与度会不断上升。从过去的研究

成果看，从事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以旅游领域的学

者研究为主，GIS领域的学者研究为辅。前者侧重

于评价内容和结果，在对旅游资源评价或分析时，

选用的方法往往略为单一，如较常用国标法、AHP

层次分析法；而后者侧重于利用空间思维模式和技

术方法上的创新，越来越多的GIS学者开始投入到

旅游资源研究领域，探讨旅游资源普查技术、旅游

资源分析与评价方法、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以及

旅游大数据分析技术等相关研究，将会极大促进旅

游资源研究方法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随着旅游资源由重点开发进入全面开发阶段

以及全域旅游的兴起，智能化和便携式移动终端设

备的迭代更新，GIS知识和软件的普及，许多行业、

企业和大众将会逐渐参与到旅游资源的认知、评

价、保护和开发利用中。

（2）GIS 与旅游知识模型的结合，可助力方法

体系的提升和创新。构建科学的旅游资源空间认知

模型、旅游资源图谱知识模型、旅游资源开发案例模

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模型以及旅游资源大数据的

旅游者目的选择行为模型、旅游者情感模型将会成

为未来研究热点。构建旅游资源“本体、类型、质量、

空间关系”多个维度指标的认知与评价模型，提取不

同尺度的旅游资源的空间形态特征、分布特征、组合

特征、结构特征、集聚特征、关联特征、拓扑关系和空

间格局等，建立语义规则和相关图谱，能够更好地识

别、评价、格局到机理的分析过程，建立一套基于空

间思维的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方法体系。

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尚无统一的规范，相同类

型的旅游资源开发方案五花八门，利用大数据、数

据挖掘、知识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构建旅游资源

开发案例库及知识模型，设计科学的旅游资源开发

方案，为旅游规划提供科学方法参考。

（3）从静态到多维到模拟仿真和情景模拟分析

以及空间可视化技术，将会引入到旅游资源研究

中。目前GIS三维建模技术、倾斜摄影测量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无人机技术等将会大量用于旅游资

源单体和集合体的真实三维建模，取代较为流行的

360°全景，用于更加直观、高精度的旅游资源空间

认知、关联、特征提取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智

能化的动态三维可视化系统，增加旅游研究者甚至

游客的沉浸、体验和空间决策。而情景分析将用于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规划中，模拟一定情境下的多

规划方案的比对和优选，避免目前规划方案的主观

性和不能检验的问题。

（4）基于大数据的旅游资源研究和方法会成为

未来重要领域。大数据与 GIS 的结合在旅游资源

研究和应用中具有广阔的前景，从大数据中提取和

挖掘旅游资源和相关信息已经被重视，并用于旅游

资源目录建档、属性信息获取以及大众知识用于旅

游资源的评价、保护与开发。通过提取大数据中的

访客信息、兴趣信息、事件信息、旅途信息、行为信

息等，大众对旅游资源的兴趣度、挖掘大众最感兴

趣的旅游资源及其类型和游客对旅游资源的“点

评”信息，可以较好地认知和识别重点旅游资源，为

旅游资源评价提供新思路，并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方向提供数据支撑，更好地为旅游的科学规划和旅

游智能化管理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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