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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大江山森林康养基地规划发展建设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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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陕西省大江山森林康养基地位于商洛市，依托丰富森林资源，规划为集养生度假、乡村体验、休闲观光

为一体的小镇。其规划理念在于融合山水人文，打造康养胜地。主要规划内容包括建设康养步道、森林疗养场所等，

并提供多层次康养服务。该基地通过高标准培育特色载体、完善基础设施，探索出森林康养产业的有效路径，为森林

康养基地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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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生态环境为基础，以促进大众健

康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

文化资源并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生、

康复疗养、健康养老服务活动。而森林康养基地就是具

备优质森林、湿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结合地方特色康养

资源，开展休闲、健身、养生、养老、疗养、认知、体

验等活动，能够提供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环境空间场

地、配套设施和相应服务体系的康养综合体。本文以陕

西省大江山森林康养基地规划建设为切入点，来摸索探

讨森林康养基地发展建设方向。

1��基地概况

陕西省大江山森林康养基地位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

区北部的腰市镇江山村，处于秦岭南麓中上部，是黄川

河源头。在陕西省森林康养发展总体布局中，基地位于

秦岭森林康养发展带。基地总面积2416公顷，距商洛市
区33公里、省会西安90公里、沪陕高速腰市出口9公里，
具有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

基地得名于它所在的江山村，江山村是商州区的一

个美丽的小山村，这里保留着大自然的原始风貌。被誉

为“全国美丽休闲乡村”。基地所依托的陕西省江山

森林公园是2008年经陕西省林业厅批准建立的省级森林
公园，并在2019年成功创建成为国家级AAAA旅游风景
区——秦岭江山景区。

基地具有优越的康养资源，堪称人间净土、颐养天

堂。它的气候特征为山地暖温带气候、适宜常年康养。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

温7.8-13.9℃，年平均降水量696.8-830.1毫米，年平均日
照时数1848.1-2055.8小时。
基地水系为丹江的三级支流，为丹江源头之一，地

下潜水层水位较高，水质甘甜优良，宜作饮用水源。基

地内有泉、潭、瀑20余处，是亲水、赏水、乐水的重要
资源。

基地地貌景观资源包括：山地、林地、草地等不同

的地形，还有距今5.5亿年的石林景观，规模宏大、形态
奇异、堪称一绝。

基地森林覆盖率达96%，植被丰茂、林相自然，富集
多种珍稀植物。有“天然氧吧”和“天然动植物种质基

因库”之美誉。

基地所在的商州因商山而得名，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先期文明有东龙山夏商遗址、紫荆遗址；秦代商高

发明了“商高定理”；卫鞅变法后，被封商州；汉代

的四皓隐居于此，留下了千古佳话；一条商於古道，让

李白、白居易、温庭筠、韩愈、杜牧、李商隐等驻足商

州，留下了千古绝唱“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

前”、“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间”。

基地周边分布着很多自然村落，这些村落至今保留

着商州本地民俗风情，像猴神庙村是附近村民逢年过节

聚会、集贸的场所，在猴神庙村看商洛花鼓是当地重要

的传统习俗。

商州的历史人文典故丰富和提升了基地的森林康养

内容。

另外，根据专业机构实地监测，陕西省大江山森林

康养基地空气质量、地表水质量和声环境质量均达到一

级标准，具有优质森林康养资源。

2��规划理念

基地的规划建设以新时代为指导，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目标；以

合理利用本区林草资源、景观资源、人文资源和食药资

源为基础；以优化森林康养环境、完善康养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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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康养产品、发展康养项目、繁荣康养文化、提高康

养服务水平、发展秦岭特色森林康养产业为重点；向社

会提供高品质、多元化的森林康养服务。

基地近期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一个功能齐全、设施完

备、特色突出、服务优良的省级森林康养示范基地[1]。远

期目标要将基地发展为以陕西秦岭为品牌背景的国家级

森林康养示范基地，并不断增强基地在陕西省乃至全国

森林康养领域的影响力、竞争力。

3��规划内容

3.1  总体布局和功能分区
根据陕西省大江山森林康养基地的地形、资源、基

础设施等分布情况，基地总体布局概括为：“一带（江

山带）、三区（森林康养区、体验教育区、综合服务

区）、多点（多个康养项目点）”。

规划布局以江山村所在的沟道为主要发展轴线，带

动、串联森林康养区、体验教育区、综合服务区三个功

能区，在主轴沿线布局多个森林康养项目节点，构建一

个特色鲜明、功能完备、多层次、多元化的森林康养发

展布局。

基地分为：森林康养区、体验教育区、综合服务区

三个功能区。

陕西省大江山森林康养基地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 位置 面积 功能定位

森林康养区 位于基地北部区域 1766.25公顷
利用该区域优质的森林康养资源，规划设计康养人群进行康养活动
的项目、设施，达到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体验教育区
位于基地南部区域，及
主沟道沿线部分区域

615.43公顷
依托基地的资源，通过自然教育、运动体验、科普修学等活动，构
成完整的基地康养体验过程。

综合服务区
位于基地中部，森林康
养区和体验教育区之间

358.57公顷 满足基地管理、服务需求的区域。

3.2  规划建设任务
3.2.1  优化森林康养环境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统筹考虑森林生态承载能

力和发展潜力。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制定森林康养环

境优化方案，创造良好的森林康养环境。

根据基地的植被情况，适当的结合森林抚育、景观

提升等措施，有针对性地营造、补植具有康养功能的树

种、花卉。丰富康养区域植被的种类、色彩、层次和

季相。补植色叶树种、观花树种、观果树种和芳香类植

物。天然林采取保育结合、人工促进天然更新、调整林

分层次结构等措施，培育长周期、多目标、多功能的异

龄混交林。

营造“五感”体验环境。“五官相通、五感相生”

根据基地的特点，创造“五感”体验环境，包括：视

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体验。具体措施包括：通

过增加色叶树种、观花树种、观果树种，来满足康养者

的视觉体验。各种芳香类植物来满足康养者的嗅觉体

验。听觉体验就是让康养者聆听自然界的天籁之音，包

括：风声、水声、鸟叫虫鸣等，对缓解身心压力具有重

要作用。通过前期调查，发现基地内泉水叮咚、鸟鸣声

声，这是可以利用的森林声景。触觉和味觉的体验，可

以通过接触自然、感受自然来实现，我们可以在康养区

适当的设置一些亲水、亲树的节点设施，康养者可在自

然中感受风的触觉、水的温度、花的芳香以及采摘、品

尝果实的乐趣。

3.2.2  完善森林康养设施
（1）完善森林康养公共服务设施：突出森林康养的

公共服务功能，完善森林康养中心、森林浴场、森林康

养步道、科普宣教设施、环卫设施等，提升森林康养基

础设施水平。对于基地周边村庄的废弃房、老旧房、可

参照当地传统建筑式样进行改造，对闲置建筑再利用，

转变为森林康养公共服务设施[2]。新建森林康养综合服务

设施要顺应基地周围的地形地貌，注重与周围村落、民

居的的协调性，突出地方特色、民俗特色，延续传统风

貌。设施采用低碳、循环、绿色材料，外观设计与周边

环境相和谐，做到介入风景而融于风景。

（2）完善基地的环境监测体系：森林康养基地要建
立完善的环境监测体系，全面掌握基地的生态环境质

量，为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主要监测指标有：空气负离子含量、空气细菌含量、

PM2.5、声环境、大气质量、地表水质量等指标，其中空
气负离子含量、空气细菌含量、PM2.5等指标应适时对外
公布。

（3）完善康养监测与评估系统：康养监测与评估系
统包括三方面内容：指标检测、中医辨识以及运动实

验。指标检测设备包括：生化常规检测类；心理、情绪

检测类；能量、基因等检测类。中医辨识设备包括：中

医经络测试仪类、中医体质测试表、其他中医相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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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动实验检测设备包括：心肺功能评定类、身体

成份分析、体质测量与评价类等。

此外要配备救护条件，对伤病人员及时采取临时性

应急救护措施。充分利用基地周边大荆镇、口前村、郭

家村、闵家村的医院和卫生院协调配合建立合作关系。

并且积极和商州区、西安市的医疗机构建立病后康复疗

养合作关系。

3.2.3  森林康养产品规划
森林康养基地可以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不同消费需

求，向社会提供有特色、多元化、高品质的森林康养产

品。经过前期调查，陕西省大江山森林康养基地可发

展：食疗型项目、文化活动型项目、保健型项目、运动

型项目、参与型项目和康复型项目。各种类型的森林康

养项目构成疗愈身心的康养体验。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森林植

物除了在视觉、嗅觉上能带给人们疗愈作用之外，长久

以来，它们在食用、药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

要发挥基地周边农林特产和种养传统，充分利用林下空

间、荒山荒地发展、培育森林康养食材、森林康养药材

种植基地，生产更多绿色优质的森林食品和中药材。

（1）推出江山特色食疗型项目：利用基地周边食用菌
种植基地、桑葚园以及果园，推出特色森林康养食谱，像

食用菌菜品、江山桑葚酿、有机水果、江山农家特色小吃

等，也能利用基地周边优质水资源推出江山矿泉水。

（2）推出江山中医药产品：我们利用当地的天门
冬、天麻、柴胡、苍术、川地龙、黄芪、贝母、党参、

五味子等中药材，与森林康养服务相结合，发展中药康

养产品。我们还可以利用基地的温泉开展植物芳疗、药

浴等康养活动，进一步丰富中医药康养产品。

（3）深度挖掘当地和森林康养相关的传统文化活
动，打造地方特色森林康养文化品牌。像基地周边猴神

庙的商洛花鼓表演就是当地重要的传统活动，可以将这

些活动进行与古为新的时代转变，纳入到森林康养项目

当中，既为本地群众带来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又可以

成为对外展示商州传统文化的窗口。还可推出江山独

有的《江山美》音乐欣赏，可利用基地的武家院、植物

园、海石芽、葛藤林、白桦林以及几处文化景点开展一

系列的文化活动型项目。

基地可发展的文化活动型项目有：猴神庙的商洛花

鼓表演；《江山美》音乐欣赏；江山胜景书画学习；武

家院民俗文化体验；养生知识课堂（利用两处研学基地

开展）；秦岭植物辨识（利用秦岭彩色植物园开展）；

利用基地四皓隐居、商鞅采药岭、母子山、泼墨崖等景

点开展生态文化教育；利用基地红岩寨、海石芽开展地

质教育；利用葛藤林、白桦林开展植物教育。

（4）推出江山森林康养参与型项目：参与型项目就
是依据森林康养资源特点，开展康养者可以通过劳作、

采集、动手参与体验的活动项目，当康养者全身心的参

与到某项活动当中时，心灵得以放松、身体得到锻炼，

并激发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需求。基地可发

展的参与型项目有：采集森林食材、制作当地特色小吃

洋芋粉、水果采摘、星空牧场露营、江山特产购买。

（5）推出江山森林康养运动型项目：运动型项目就
是在良好的森林环境中进行适当运动，达到强身健体、

释放压力的疗愈效果。我们还可利用基地村庄的农田开

展田间耕作等项目，满足城市人群回归田园生活的愿

景。基地可发展的运动型项目有：森林慢跑、田间耕

作、登山。

（6）推出江山森林康养保健型、康复型项目：保健
型项目，是让人们沉浸在优美的森林景观中产生的自

然、放松、愉悦的身心状态，达到疗愈身心的目的。基

地可发展的保健型项目有：森林健步、五感体验、森林

温泉、江山养生操、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森林禅修、

森林冥想[3]。康复型项目就是充分利用森林中具有药理效

果的空气负离子和植物精气等环境因子对慢性疾病的疗

效，通过康养达到防病、治病和疗养目的。基地可发展

的康复型项目有：负氧离子、植物精气养生保健、健康

咨询、康复理疗、体检、中医诊疗。

结束语

大江山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设发展，需因地制宜，突

出特色，充分利用生态、人文及民俗资源，推动差异化

发展。在生态效益上，通过优化森林结构、融合园林景

观与保护古树名木，积极保护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

社会效益显著，森林康养助力健康，结合人文与民俗，

增强文化认同与生态保护意识。经济效益方面，基地建

设带动当地经济与生态旅游，促进居民增收致富，实现

林业资源向经济优势的转变。展望未来，基地有望成为

以陕西秦岭为品牌的国家级森林康养示范基地，实现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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