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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志 军
(宝鸡文理学院环境经济系, 陕西 宝鸡 721007)

摘　要: 根据其成因提出了太白山气象风景的 8 种类型, 探讨了开发利用太白山气象

风景旅游资源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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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山旅游资源丰富, 是陕西省四大旅游景区之一. 它地处秦岭主峰太白山, 海拔 3 76712

m , 是我国大陆青藏高原以东的最高山峰. 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海拔高差最大的国家级

森林公园, 拥有形态多样的森林景观、温泉资源和动植物资源、古老神秘的人文景观、千姿百态

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 1, 2 ]. 本文是在笔者多年实地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 3, 5 ] , 对太白山气象风景

旅游资源所做的初步探讨.

1　太白山气象风景的类型及特点

根据气象风景的成因和景观特征, 太白山气象风景可分为冰雪景、云雾景、宝光景、旭日夕

阳景、彩虹景、雾淞雨淞景、雨景、“风”景等 8 种类型.

111　冰雪景

太白山冰雪景富有极大的观赏价值.“太白积雪六月天”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 每年 8 月

中下旬至翌年 5 月下旬, 游客登临太白山, 即可观赏白雪茫茫、冰山雪岭的自然冰雪景.

112　云雾景

具有观赏价值, 吸引旅游者的云雾景主要是太白山云海. 根据笔者多年的实际考察和观

测, 太白山的云海的云状以碎积云和层积云形成的云海最为壮观, 最常见的云海云状是层积

云. 太白山的层积云完全像茫茫大海, 浩瀚无边, 波涛涌动, 十分壮观, 如板寺云海.

太白山层积云的云底高度变化很大, 一般在海拔 1 500～ 3 800 m. 当低层水汽充沛时, 云

底高度可出现在海拔 1 000 m 左右的低空, 因此可看到不同高度的层积云云海.

113　宝光景

宝光景称为“布罗肯幽光”, 因登山队员在德国布罗肯山上发现空中巨人景像而得名. 它是

太阳光照射人物并在天空云雾中投影出的人物影像, 阳光被云雾中水滴折射分解成单色光再

经水滴衍射形成围绕影像的彩色光环.

通常在太阳高度角较大的午后, 人们背向太阳, 在太阳相对方向有浓密云层的任何山峰均



可形成宝光. 太白山拔仙台佛光具有出现次数多、影像时间长、光影清晰等特点. 根据笔 者的

实地观测, 所看到的影像中, 不仅能看到自己的身影, 也能看到他人的影像, 因此拔仙台祥光异

常精彩.

114　旭日夕阳景

日出、日落时, 太阳高度角小, 太阳光线穿过的大气层相对厚, 可见光中的蓝紫光大都被空

气分子散射而损失, 而红橙光则大放光彩, 使旭日和夕阳格外壮观. 故观赏日出已成为旅游活

动中诱人的项目. 太白山的拔仙台、文公庙、上板寺、斗母宫等都是观日的佳地. 此外, 旭日夕阳

常与云雾、水汽相伴随, 这时霞光万丈, 更是锦上添花.

115　彩虹景

彩虹景是球状水珠反射阳光形成的太阳光的散射光谱现象, 其形状多姿多彩, 常为带状、

柱状、圆形、弧形、辐射形等彼此相交或共生、附生在一起, 其色彩美丽, 红、黄、绿、蓝、紫等晕染

组合, 种类多样. 有云虹、雨虹、雾虹、森林虹等. 最为吸引旅游者的是太白山森林虹, 使人犹如

身处仙境, 笔者曾于 1994 年观察到这一景观.

116　雾淞雨淞景

雾淞又称“树挂”. 它是有雾天气时形成于树枝和景物上白色松软的凝结物, 可分为粒状雾

淞和晶状雾淞. 前者是过冷却的雾滴在温度很低的树枝等物体上冻结而成的; 后者是天气严寒

时, 空气中过饱和的水汽直接凝结而成的. 太白山树枝上的雾淞宛如玉树银枝, 别具风韵.

雨淞是过冷却雨滴接触冷的树枝等物体表面而冻结成一层透明的冰层, 太白山的雨淞持

续时间较长, 也十分壮观.

117　雨景

雨景是人们生活旅游中常见的一种气象风景, 它可以唤起旅游者的多种情思, 使人们感受

到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雨中朦胧美. 太白山雨景变幻莫测, 身临其境, 别具情趣.

118　“风”景

“风”景可通过人们的感官感受到其美, 太白山的“风”景有“松涛”、“山谷风”等. 盛夏游览

太白山, 夜晚即可感受丝丝凉爽的“山谷风”和倾听优美的“松涛”声.

2　太白山气象风景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气象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重视其品位和趣味性, 重点在于科学说明和解释, 客观地

评价及如实的宣传.

211　深入研究已开发的气象风景旅游资源

对已开发的气象风景旅游资源, 如板寺云海、拔仙宝光、太白积雪等, 应深入研究其形成的

各种自然条件的组合特点, 掌握气象风景出现的区位条件, 根据气候背景和各种天气状况, 有

效地预测其出现的时间, 在此基础上做好宣传工作, 组织旅游者定点、定时的观赏, 使游客乘兴

而来, 尽兴而归.

212　积极开发新的气象风景旅游资源

对未开发利用的气象风景旅游资源, 如旭日东升、晚霞夕照、森林彩虹等, 应做具体考察和

深入研究. 考察的内容主要是气象风景的背景条件, 如山水风光等, 以及区位条件如地理位置、

交通及可进入性等,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气象风景的种类、数量、规律、出现的时间及频率、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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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背景及其它自然条件的组合等. 在此基础上对其作出定位定量分析及定性质量鉴定, 然后

在品位和趣味上作出客观评价.

213　科学宣传气象风景旅游资源

长期以来, 风景名胜地都注重山水风光和人文景观的宣传和介绍, 忽略了气象风景的宣传

和介绍. 若能对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已开发景区中的构成主景、名景、绝景的气象风景加以科

学介绍和全面宣传, 将会使游客产生强烈的旅游心理要求, 并有所选择地进行观光旅游. 若能

对园内的气象风景作出品位和趣味方面的专门介绍, 将可锦上添花, 从而为旅游景区增加更为

丰富的内容, 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214　气象风景旅游资源的保护

在开发利用气象风景旅游资源的同时, 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保护. 气象风景形成的

特定环境一旦被破坏, 气象风景也将被破坏, 以至消失. 如著名的“蓬莱仙境”, 这无疑对旅游业

的发展不利. 保护自然环境, 使气象风景不因环境变化而受破坏, 是旅游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新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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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 iza tion and developm en t of m eteorolog ica l

scenery tour ist resources in Ta iba iM oun t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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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partm en t of Environm en t Econom ics,Bao ji Co llege of A rts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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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a iba i m oun ta in, having rich tou rist resou rces, is one of fou r m ain tou rist scenery

ranges in Shaanx i p rovince. E igh t m eteo ro log ica l scenery types are ana lyzing in T aiba im oun2
ta in w ith con tribu t ing facto rs, som e op in ion s of u t iliza t ion and developm en t of m eteo ro log ica l

scenery tou rist resou rces in T aiba i m oun ta in are pu t t ing fo 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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