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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沿线景观特征与旅游需求

王萌萌1，庞彪2，王云1，陶双成1，陈济丁1，叶成银2，庞明2，李连友2，曹长伟2

(1．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i00029；2．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摘要：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所在区域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环境特殊，文化历史悠久，具有明

显且独特的景观特征，并在建成之后成为一条旅游线路。通过对中巴公路巴方段沿线各类景

观进行详细调查和记录，并对沿线旅游需求情况进行了不同形式调查，对中巴公路沿线廊道

范围景观特征和旅游者及其行为迸行了总结，为进一步研究中巴公路廊道景观安全格局以及

基于旅游需求的景观规划设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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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喀喇昆仑公路(以下简称中巴公路，亦称

KKH)是一条连接中国西部城市喀什和巴基斯坦北部

城市塔科特的国际公路，于1966年动工，1979年建成

通车，公路沿古“丝绸之路”修建。其所在区域地质条

件复杂，自然环境特殊，文化历史悠久，具有明显且独

特的景观特征，并在建成之后成为一条旅游线路，受到

世界各地旅游者的向往。此次研究涉及路段位于巴基

斯坦境内，为雷科特(Raikot)至红其拉甫段，起点坐标

为东经74。35’42．9”、北纬35。27’57．8”，终点坐标为东

经75。25
7

42．9”、北纬36。49’08．4”，现有旧路长335

km。公路技术等级为三级，根据当地条件采用40、30

km／h等两种设计速度，最大纵坡为8％、9％，平曲线

最小半径为60 m／100 m、30 m／65 m。研究区域由南

向北跨度较大，海拔高差变化也很大，气候垂直分带明

显。路段起点至洪扎为北温带气候，年降水量一般为

600～1 000 mm，夏季降雨较为集中，夏季最高气温达

46℃。吉尔吉特夏季气温最低9．4℃，最高45℃，冬

季气温最低零下9．4℃，最高15℃。洪扎以北为内陆

高原山地气候，降水量小、空气稀薄、太阳辐射强烈、气

温低，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路线终点红其拉甫冬

季最低气温达一30℃，最大积雪厚度1．5 m，最大冻

土深度0．5 m。

“中巴喀喇昆仑公路环境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关

键技术研究”课题组于2008—2011年对中巴公路巴方

段沿线各类景观进行详细调查和记录，并对沿线旅游

需求情况进行了不同形式调查，对中巴公路沿线廊道

范围景观特征进行了总结，并通过对中巴公路沿线景

观特征与旅游需求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中巴公路廊

道景观安全格局以及基于旅游需求的景观规划设计奠

定基础。

1 自然景观特征

中巴公路穿越了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

库什山脉3条世界上最大的山脉，沿红其拉甫河、洪扎

河、吉尔吉特河和印度河蜿蜒而下。公路由海拔4 733

m的红其拉甫山El降至1 154 m的雷科特桥，沿线地

形地质十分复杂，山体险峻，河水湍急，气候垂直分带

明显。

1．1地形险峻。视域差异丰富

中巴公路地处帕米尔高原腹地，地貌以高山峡谷

为主，部分路段为高山宽谷，线路终点段为高原山岭。

按线路各段地貌的形态特征，可划分为高山河谷地貌

(雷科特桥一索斯特)、深切峡谷(索斯特～红其拉甫国

家公园入口)、山间宽谷(雷科特桥一红其拉甫国家公

园入口)和高原山岭宽谷(红其拉甫国家公园入口一红

其拉甫山E1)地貌。山体风化剥蚀极其严重，有大面积

的崩塌碎落堆积物。

从公路线位来看，雷科特(Raikot)一苏斯特

(Sost)段大多从高悬于河面的二级阶地、山前洪积扇、

收稿日期：2012—12-05

基金项目：交通部西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编号：200831822156)；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项目；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编

号：2012DFA20980)

作者简介：王萌萌，女，硕士．E—mail：cjhyy．wm@gmail．corn

万方数据



2013年第4期 王萌萌，等：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沿线景观特征与旅游需求 7

山前斜坡中通过，远离河流，视点较高，视野较为开阔；

少部分从河漫滩、一级阶地中通过或以桥梁形式跨越

河谷。苏斯特(Sost)一红其拉甫(Khunjerab)山口段

大多从红其拉甫河的河漫滩、一级阶地中通过，紧邻红

其拉甫河，少部分以桥梁形式跨越河谷，视野普遍较为

狭窄、封闭。

从公路沿线可以看到排名世界第9位、26位、27

位的冰川，以及世界三大山脉喜马拉雅山系、喀喇昆仑

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

1．2气候干旱。垂直变化明显

中巴公路所在区域地处南亚次大陆北温带大陆干

旱、半干旱气候区，南北向跨度大、海拔高差变化极大，

气候垂直分带明显且山区的地形导致天气变化多端、

易产生极端降雨。白路线起点至终点可以体验四季的

气候变化。

公路巴方段起点至洪扎(Hunza)为北温带气候，

年降水量适中，夏季降雨较为集中。洪扎(Hunza)以

北为内陆高原山地气候，降水量较小、空气稀薄、太阳

辐射强烈、气温低。

1．3河密谷深．洪灾水景并存

中巴公路区域内山高谷深，河流密布，水流湍急，

河床落差大，冲刷切割能力极强。地表水主要为两类：

河水、山顶积雪融水。线路起点沿印度河主流上游北

上35 km后，沿其支流吉尔吉特河、洪扎河和红其拉

甫河北上至红其拉甫山I：I。冬季流量较小，夏季河水

暴涨，流量较大，每年的6～9月为汛期(表1)。

表1 中巴公路历史上部分有记录的地质灾害

注：据印度河下游阿土克水文站105年观测资料和巴方调

查，周期大约40年一遇。

1．4物种稀少。多“冲积扇绿洲”

中巴公路路线属喜玛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南坡切

割山地，因海拔高度变化大，植被具有垂直分布和发育

的不均匀性，其分布主要受气候、地形所影响。由起点

到终点，依次为阔叶林带～阔叶针叶混交林带一针叶

林带一亚高山针叶林带一高山灌丛草甸带。

公路雷科特(Raikot)一洪扎(Hunza)段，海拔

1 150～2 200 ITI，植被覆盖率相对略高、遭受破坏后也

较易恢复、生态环境较好。洪扎(Hunza)一红其拉甫

口岸(Khunjerab)段海拔2 200～4 730 ITI，其中，洪扎

(Hunza)一苏斯特(Sost)植被主要分布在冲积扇区域

(可称为“冲积扇绿洲”)，其他山体多呈裸露状态，生长

有野生草本植物，但覆盖率较低；苏斯特(Sost)一红其

拉甫国家公园段，多数区域山体裸露，破碎化严重，国

家公园内部由于位于河谷地带，水量供应较为充足，水

土保持较好，植被较为茂密，也有少数种类动物出没。

红其拉甫口岸附近分布有高原草甸、多年冻土、盐渍

土，生态环境脆弱，遭受破坏后极难恢复，施工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环境保护。此外该路段常见北山羊、旱獭。

2文化景观特征

2．1文化遗产线路

根据对文献、古地图的查阅与研究以及现场调研

访谈等了解到，中巴公路主要路段所在河谷即隋唐时

期丝绸之路线路之一。具体区段是自索斯特(Sost)以

上与Minsgar联通之处，至吉尔吉特(Gilgit)附近(有

待继续考证)。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的大通道，是连接古代西方

及沿线诸国各族的纽带和桥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

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条文化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一种线性的文化景观类型，既可以指具有

文化意义的运河、道路、铁路线等，也可以指通过适当

的景观整理措施，联系单个的遗产点而形成的具有一

定文化意义的绿色通道)之一，是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

过深远影响的文化遗产线路的代表之一。遗产廊道包

括了多种不同的遗产、多种生态系统，它将动植物的栖

息地、湿地、河流与文化遗产和乡土文化景观一起通过

连续的廊道连接方法，进行整体性的解说和展示，实现

游憩、生态和文化保护，是一种在较大范围内保护历史

文化的新措施。

中巴公路作为这条重要文化遗产廊道当中最为重

要的组成部分，其经过的廊道以及周边构成元素是未

来丝绸之路多国联合申遗的主要对象。在中巴公路景

观规划及设计中保护该廊道景观的完整性、历史性、旅

游适宜性是实现申遗目标的基础条件。

2．2文明遗迹

通过调研，古丝路在中巴公路附近保存有很多遗

产，包括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从中巴公路的许多

段落都可以看到古丝路的残道，并得到当地居民的证

实；通过当地居民口述，沿线村庄中还流传着当年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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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路过的传说。这些都是构成中巴公路景观的重要

内容。此外，公路沿线还较完整地保存着古老的游牧

民族创造的岩画文化。该岩画虽然得到了一定的重

视，但是仍未进行妥善保护，常年的侵蚀已经造成一定

的损毁。

2．3古城遗址

中巴公路沿线周边冲积扇绿洲上散布着大大小小

的村庄，许多未经自然灾害侵蚀的村落具有久远古老

的历史，与丝路古道一起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尤

其是Hunza这一座落在一个巨大的冲积扇绿溯上的

小山国，一直存在至20世纪70年代，以长寿的世外桃

源为世界所知。目前Hunza王宫以及这座小城镇成

为巴基斯坦北部著名而神秘的旅游胜地。也是自巴方

首都伊斯兰堡至中国的必经之地。

3旅游者与旅游需求

3．1旅游者基本情况

此次旅游者调查主要包括3种形式：官方连锁型

旅馆数据收集与访谈、调研途中旅游者访谈、当地常驻

居民及工作人员访谈。

根据访谈及调研，可以初步认为，途经中巴公路的

旅游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韩

国、新加坡等，其中来自日本的旅游者最多；旅游者类

型包括1～3入自助和团体旅行；目的地多为多个国

家，尤其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至中国新疆。自20世纪

80年代红其拉甫口岸通关起，通行于中巴公路的游客

逐年增多，但中巴公路大修造成旅游人数锐减，即便如

此，目前旅游者也较多，说明中巴公路大修完成之后，

旅游人数很可能会急速增多。

根据调研，中巴公路上的旅游者主要目的有观光、

探奇以及追寻历史文化；最常采用的交通方式是旅游

巴士，但徒步和骑行的比例也较大；通常的旅游线路是

自巴方首都伊斯兰堡或印度经中巴公路进入中国新

疆。预计中巴公路修缮之后该线路上旅游者人数会较

之前有大幅增加。

3．2对公路旅游的要求

上述类型旅游者对于此类地区的旅游设施等的需

求往往是较为简易、实用；希望人工设施能够与周边环

境自然融合，不会对景观产生负面影响。乘坐旅游巴

士的旅游者对于沿途景点可观性、可停留性要求较高；

徒步和骑行的旅游者对于沿线风光本身以及休憩点的

选择要求较高。应根据此类需求进行停车休憩点以及

观景台设计，保证观景点的观赏价值以及休憩点的功

能完善。

4景观改造建议

4．1目标建议

(1)改造完成后，应能满足激增的旅游者公路旅

游目标与需求，包括安全、停车、观景、环境识别等。

(2)改造完成后，应能够保护并展现吉丝路文化，

包括路线沿途观景点的展示与保护，以及古村镇的旅

游引导等。

(3)改造完成后，能使当地及旅游者感受并了解

KKH工程的艰难与伟大，以及KKH建设者的奉献与

牺牲，包括KKH纪念标识的设计与运用、KKH标志

牌的引导与介绍等。

4．2原则建议

(1)环境保护。确保脆弱敏感生态环境受到负面

影响最小，尽可能恢复原有自然生态水平，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改善。

(2)融入乡土。保证人工设施与当地文化、自然

环境完美融合，保留材质的原始风格，成为具有地域特

色的景观部分。

(3)人性设施。满足不同类型旅游者对沿线休

憩、观景、避绕灾害或事故多发地等需求。

5结语

中巴公路所在区域因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和神秘的

历史文化对世界旅游者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中巴公

路本身既具有文化遗产廊道的典型特征，又仍在实际

中发挥其交通大动脉的作用，使中巴公路及其廊道具

有旅游吸引物和交通通道的双重功能。两者相互作用，

推动沿线旅游产业的进步，进一步影响当地社会经济

格局。这表明对中巴公路廊道历史价值挖掘、景观格

局保护及旅游产业发展的深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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