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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四川泸沽湖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泸沽湖风景区）的严格保护

和永续利用，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特修编

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与面积

泸沽湖风景区总面积 333.87 平方千米，地理坐标东经 100°42′09″-

100°58′36″，北纬 27°36′58″- 27°50′11″，（见图 1-1）。核心景区

（一级保护区）总面积为 107.35 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 32.2%（见图 1-2）。

第三条 风景名胜区性质与资源特色

泸沽湖风景区，是以摩梭人母系氏族文化为特征，具有高原湖泊湿地景观特

色，以生态保育、文化传承为主要职能，兼具观光游览、风情体验、休闲度假、

科普研究等职能的湖泊型省级风景名胜区。

泸沽湖风景区风景资源由二大类、七中类、十四小类构成，共 39 个主要景

观资源（景点），其中自然资源 19 个，人文资源 20 个（见附表 1-1）。

第四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近期规划为 2021—2025 年。

第五条 游客容量与规模

日游客容量为 18000 人次/日，日极限游客容量为 36000 人次/日，年游客

容量为 594 万人次/年。

预测 2035 年风景区游客规模为 180 万人次/年。其中，预测近期 2025 年游

客规模为 90 万人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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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规划

第六条 资源分级保护

风景区保护实施分级管理，划分为一级保护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二级

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和三级保护区（控制建设范围）共计三级保护区。

1、一级保护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1）范围：将风景区的特级自然景点和风景区内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以

及资源周边必不可少的环境区域纳入一级保护区（即风景区功能分区中的特别

保存区），一级保护区为泸沽湖风景区核心景区。面积 107.35 平方千米，占总

面积的 32.2%。

（2）保护措施

①严格保护风景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持并完善风景景观环境。

②严格保护泸沽湖亮海水域、大草海湿地及周边环境，禁止与水体保护、

风景保护、资源保护无关的建设与活动进入；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影响生态

环境安全的设施及项目；不得填湖、圈圩、搞湖中湖；不得拦河、围网、搞网

箱养殖；不得排放各类有毒、有害物质和污染物，严禁设置排污口。

③区内严禁布置下列设施：

索道、缆车、铁路、高等级公路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

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等住宿疗养设施；

大型文化、体育和游乐设施；

其他与水体、资源、生态和景观保护无关的项目、设施或者建、构筑物。

2、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1）范围：将风景区内相对集中的摩梭文化资源分布区域、后龙山山体区

域、小草海区域，以及风景区内南部与北部山体的过渡地带划定为二级保护区

（即功能分区中的风景恢复区和风景游览区南片区），面积 37.45 平方千米，

占总面积的 11.2%。

（2）二级保护区保护措施

①严禁破坏区内的山体、水体、植被、传统村落、民居建筑等各种景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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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保持和修复“山水林田村”的完整景观空间格局。

②保护摩梭传统文化和传统村落，保持和维护摩梭文化传统的生产生活方

式。

③可以布置经规划确定的游客必需的旅游公路和游览步道、观景点等相关

设施；应按照规划要求布置旅宿床位、餐饮服务等游览设施，严格控制建设项

目选址、规模、强度和风貌，限制娱乐、游乐等设施进入。

④保留现有传统村落居民生产、生活场所和设施，严格控制新增居民设施

布局和规模。保留的居民点改造建设均须进行详细规划和设计，须报经有关部

门批准后严格按规划实施。

⑤符合规划的游览、交通、基础工程等重大设施建设项目须经影响论证可行

及相关设计审批后，报请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实施。

⑥亮海、大草海和小草海沿岸区域应留出一定的生态保护空间，边界与正

在制定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泸沽湖保护条例》应保持一致，不得建设与风景资

源保护无关的设施，建设项目不得对泸沽湖水体、岸线的生态环境产生破坏，

禁止贴岸建设，应确保建设项目与岸线保持安全距离。保留现状达祖、情人滩、

洛洼（北）和五支洛等处码头，根据相关规划严格保护传统村落。

3、三级保护区（控制建设范围）

（1）范围：将风景区内其他资源及景观一般的区域划为三级保护区（即风

景区功能分区中的发展控制区、旅游服务区和风景游览区北片区），面积 189.07

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 56.6%。

（2）保护措施

①安排规划确定的各项旅游接待服务、居民生产生活、区域交通市政基础

等设施。

②居民、游览、交通、基础工程等设施均须编制详细规划和方案设计，经

有关部门批准后严格按规划和设计实施。

③风貌必须与泸沽湖本地的景观环境相协调，体现当地文化特色，接待服

务、基础工程设施必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满足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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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严格保护环湖公路沿线视线可及范围内的田园、山体、水域景观。

⑤严格保护传统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泸沽湖镇、传统村落和旅游村用地宜采

用组团式分散布局。

第七条 资源分类保护

1、水体保护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对现有污染源进行全面

治理和重点治理，在泸沽湖风景区湖岸不得设置排污口，对现状设置的排污口，

应根据环保要求结合景区建设进行搬迁、合并、拆除，所有污水须截流引入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保证泸沽湖水体不受污染。建立泸沽湖水质动态监测体系，

结合泸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建立水质监测站，监测泸沽湖水质变化情况，

严格执行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实行区域水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

理。向风景区农户推广生态农业种植技术，减少农药、化肥对水体的污染，减轻

面源污染，增强水体的自净化能力。对风景区内所有村落的生活垃圾应进行分类

收集，建立垃圾转运站，并及时清运出泸沽湖风景区进行无害化处理。根据泸沽

湖景区管理局提供的资料，饮用水源地的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为：一级保护区为

以取水口为中心，50米半径范围内的区域，二级保护区为以取水口为中心，500

米半径范围内的区域（一级保护区范围除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按照《四

川省饮用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2、传统村落保护

严格执行《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传统村落应当整体保护，保持村落

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环境和景观，维护

文化遗产形态、内涵和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性、延续性。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详细规划。传统村落保护应当尊重村民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改善传统村落生

产生活条件，保障原住村民在原址居住的权利，合理活化利用，促进村落原有形

态、生活方式的延续传承。传统村落的保护重点包括村落传统格局、整体风貌、

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传统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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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湿地植物群落保护

严禁擅自占用、围堰、填埋、堵截、遮掩水体（水面）等减少、分割水面和

对水体进行过度人为干预等导致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的行为；若道路必须穿越

水体，则应采用立体交叉（桥、隧、架空栈道等）的方式；确需对水体、水面进

行休整或利用的，必须经管理机构同意，且不得影响水体完整性和湿地生态系统

的交流。对没有植被覆盖的土质库岸采取生态措施进行保护，参照自然植被群落

构成，人工栽植（点播）容易存活、生长较快、自播繁衍力强的沼生或挺水灌、

草种，在短时间内实现全覆盖，防止水土流失。加强风景林恢复，在农田与水体

之间设立湿地过渡隔离带，采取生物措施净化水质，减少农田地表径流和渗透污

染。加强与各科研单位、相关院校、中外专家等的合作，提高对水生植物和珍稀

植物的保护与科研水平。根据草海生态环境的要求，允许以湿地恢复为目标的植

物清理工作。

4、野生动物保护

加强风景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对风景区内的野生动物实行全面保护，严禁捕猎和进行其他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

衍的活动，禁止狩猎、诱捕、毒杀野生动物以及其他妨害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行

为。设立警示牌，对野生动物繁殖地、候鸟栖息地、迁徙通道等实行专项保护行

动，营造有利于野生动植物生存的栖息地环境。在建设活动中，全面监测建设项

目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即时调整建设施工措施，实施生态修复措施。景区内不得

随意引进新的动物物种。

5、森林植被保护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禁止乱砍乱伐和非法侵占林地的行为，

征占用林地或变更林地用途，必须依法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应加强森林资源的管理和抚育，加强保护风景区内的原生生态植被群落，特别要

保护区内的海菜花等珍稀水生植物群落、大草海湿地水生植物群落、南北部高山

杜鹃植物群落，对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并编号建档，定期检查与管护，严禁砍伐

与移植，维护其正常生长。风景区内除批准的科学研究外，禁止采集原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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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状保持较好的森林进行保护；对有一定植被基础的地段进行定向抚育，加

强风景区风景恢复区和发展控制区植被抚育，对树种单一的云南松等人工林进行

林相改造，增加彩林景观。植被培育的选用树种应为具有景观效果的乡土树种，

严格控制外来植物入侵。强化森林防火，加强风景区内火源管控，制定森林防火

群防群治、联防联治预案；加强风景区内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与设施配备；加

强防火通道、防火瞭望塔建设，并可与风景区游览设施共建共享。加强风景区内

森林病虫害防治，建立森林病虫害防治责任制度，开展森林病虫害的调查、监测、

预报、检疫和防治工作。

第八条 建设控制管理

1、建设项目管控

风景区内的所有建设项目必须符合《风景名胜区条例》《四川省风景名胜区

条例》、风景区规划和及其他相关要求。建设项目应以泸沽湖风景区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为依据，风景区规划中未安排的建设项目，若属于重大基础设施、 与

游览相关的设施、民生设施类的重大建设项目、一般建设项目，需编制建设项目

对风景区影响论证报告，按程序报泸沽湖风景区相应级别主管部门分级审批后方

可进行建设。

泸沽湖风景区内涉及泸沽湖镇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的旅游村及居民点的建

设项目的报批与管理，可依照相关泸沽湖镇国土空间规划、风景区详细规划、传

统村落保护规划和村庄规划相关程序执行。

规划的狮子山隧道为泸亚路的组成部分，在该项目具体建设前，应编制项目

对风景区影响论证报告。

风景区一级保护区范围内已经建成的交通、市政设施，应研究保留其民生功

能，并提出搬迁出一级保护区异地重建的可行性。在未迁出之前，应严格控制其

改扩建，如确需改扩建的，应编制建设项目对风景名胜区影响论证报告，按程序

报批方可实施。

风景区二级保护区内已建成交通、市政设施，应保留其民生功能，若需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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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应编制建设项目对泸沽湖风景区影响论证报告，按程序报批方可实施。

风景区三级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应依法依规有序开展，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2、分区设施控制管理

设施类型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

1.道路

交通

栈道 × ○ ●

土路 △ ○ ○

石砌步道 △ ○ ●

其它铺装 △ ○ ●

机动车道、停车场 × ○ ●

救援道路、防火通道 ○ ○ ●

码头 ○ ○ ●

2.餐饮

饮食点 × ○ ○

野餐点 × ○ ○

一般餐厅 × ○ ●

中级餐厅 × ○ ●

高级餐厅 × ○ ●

3.住宿

野营点 × ○ ●

家庭客栈 × ○ ●

一般旅馆 × ○ ●

中档宾馆 × ○ ●

高级宾馆 × △ ●

4.宣讲

咨询

解说设施 × ○ ●

咨询中心 × ○ ●

博物馆 × ○ ●

展览馆 × ○ ●

艺术表演场所 × ○ ●

5.购物

商摊 × ○ ●

小卖部 × ○ ●

商店 × ○ ●

银行 × ○ ○

6.卫生

保健

卫生救护站 ○ ○ ●

医院 × × ●

疗养院 × × △

7.管理

设施

景点保护设施 ○ ● ●

游客监控设施 ○ ● ●

环境监控设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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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类型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

行政管理设施 △ ○ ●

8.游览

设施

风雨亭 △ ● ●

休息椅凳 △ ● ●

景观小品 △ ○ ●

9.基础

设施

邮政设施 × ● ●

电力设施 △ ● ●

电讯设施 △ ● ●

给水设施 △ ● ●

排水设施 △ ● ●

环卫设施 △ ● ●

防火通道 ● ● ●

消防设施 ● ● ●

10.其它

科教、纪念类设施 × ○ ○

节庆、乡土类设施 × ○ ○

宗教设施 × ○ ○

注：●应该设置；○可以设置；△可保留不宜设置；×禁止设置。

第九条 生态环境保护

落实《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落实规划环评的相关

措施和要求，相关建设项目应当履行环评手续；做好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的

实施协调，生态环境督察问题须确保整改到位，按时销号。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保护区 大气环境质量 水环境质量 声环境质量

镇区 达到二类功能区标准 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达到 2 类功能区标准

村落 达到一类功能区标准 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达到 1 类功能区标准

其他陆域 达到一类功能区标准 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达到 0 类功能区标准

亮海 达到一类功能区标准 达到Ⅰ类水质标准 达到 0 类功能区标准

其他水域 达到一类功能区标准

大草海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主要入湖河流总体达到 II 类

水质标准

达到 0 类功能区标准

注：大气环境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地表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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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第三章 游赏规划

第十条 风景游赏规划

1、景区规划

根据风景区风景资源特征，风景游赏区共划分为五个景区（见图 3-1）。

（1）情人湾景区

位于亮海北岸达祖、洼垮区域，包含泸崖湾、泸源崖、达祖村、德庆林寺、

安娜娥岛、情人湾、洼垮村等景观资源，总面积 5.74 平方千米。规划以亮海湖

泊、湖心岛屿、湖畔景观为游览对象，加强景区沿湖环境风貌整治、建设相关景

点、观景点及设施，通过沿湖漫步、祖母舟船游体验等方式，向游客展示泸沽湖

亮海大美山水风光。

（2）亮海东岸景区

位于亮海东岸、后龙山西北面山体区域，包含小草海、祭神台、女神湾、绍

车玛湿地、阿洼村、后龙山北坡、拖坡半岛等景观资源，总面积 10.69 平方千米。

保护拖坡半岛和后龙山自然山林风光，规划以车行道串联起景区内各景点，完善

景区景点、观景点建设及各类服务设施，开展湖山眺望、山林徒步、湿地观光、

山水揽胜等活动。

（3）草海北岸景区

位于后龙山东南面山体及大草海北岸区域，包含洛洼村（北）、五支洛村、

布树村、扎俄洛村、阿陆村、摩梭博物馆、王妃岛、永仲林寺等景观资源，总面

积 8.35 平方千米。规划以摩梭传统村落为载体进行摩梭文化民俗风情展示，规

划组织游客通过村落观光、探访作客、祖母舟体验；参观摩梭博物馆、末代王妃

府、永仲林寺等景点，了解摩梭文化历史、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体验摩梭民风民

俗。同时景区紧邻大草海，在体验民俗风情的同时辅以草海湿地眺望观赏游览。

（4）草海南岸景区

景区位于草海南岸至第一重山脊之间的区域，包含布尔脚、洛洼（南）村、

土司府遗址、密洼村等景观资源，总面积 5.43 平方千米。以大草海湿地为依托，

规划在景区南部半山选址修建观湖观景平台，展示草海湿地风光；开展湿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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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湿地保护相关知识，增强人们环保意识。依托景区内村落及田园风光，

展示摩梭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5）温泉河谷景区

位于风景区东北部，包含温泉河、温泉谷地村落等景观资源，总面积 18.61

平方千米。景区以田园大地景观为特色，规划保留现状农田耕地，清理拆除零星、

分散的违规建筑和公路沿线的广告、电杆电线等影响田园景观的建筑物，还原传

统田地耕作的大地艺术风光，结合温泉资源建设度假休闲设施。

2、游赏组织

形成“一环三线，一心五区”的游赏布局结构。

一环：指围绕整个泸沽湖的游览环线；

三线：指连接温泉河谷景区、亮海东岸景区和草海北岸景区的三条车行游览

支线；

一心：指位于泸沽湖镇古拉新区的游客中心；

五区：指情人湾、亮海东岸、草海北岸、草海南岸和温泉河谷五个景区。

规划形成摩梭文化体验、亮海观光揽胜、草海湿地观光、温泉休闲度假等专

题游线。规划分别形成以观光为主的一日游游程；以观光为主、度假为辅的二日

游游程；以度假为主、观光为辅的三日及以上游程。

第十一条 解说游览系统规划

1、解说展示场所

游人中心：在泸沽湖旅游镇古拉设风景区游客中心。

导游点：在北部达祖、南部直普设导游点。

标志牌：主要景点、重要植物群落、古树名木和风景区入口、景区入口设置。

2、解说展示方式：人员解说、语音解说、标牌解说、多媒体解说、展示陈

列。

第十二条 典型景观规划

风景区典型景观为以泸沽湖亮海、草海为主体的高原湖泊景观、草海湿地景

观，以及以摩梭文化为载体的摩梭民俗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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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要求加强对典型景观的保护，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层次的视点、多样的游

览参与方式对典型景观进行综合展示，将泸沽湖秀美风光及独特人文风情展示给

广大游客，同时宣传其科学、生态作用及文化价值。

典型景观区域是风景区游客游览的主要区域，应严格控制该区域的游客规

模，并严格规定游人的活动范围，当游客规模出现超载预警时，应引导游客向风

景区其他区域进行分流，防止因为风景游赏活动的失控而影响生态及景观环境的

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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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施规划

第十三条 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1、旅游服务设施布局

（1）旅游镇：为泸沽湖镇。旅游镇内设施类型齐全，包括交通、住宿、餐

饮、购物、娱乐、保健、休闲、度假、文化等多种类型的服务设施。

（2）旅游村：规划在木垮和山南 2处设置旅游村。旅游村设交通、旅馆、

餐厅、商业、娱乐、艺术表演、民俗风情展示、医务等设施。

（3）旅游点：规划在达祖坟山坪、格萨、布尔脚和温泉谷地村落设 4处旅

游点。配套特色酒店、餐饮、通讯服务、治安、卫生站、小卖部、休憩、公厕、

环卫设施、停车等。

（4）服务部：不安排旅游床位，共设置 10 处，布置在入口、景点、码头等

区域，为达祖、小草海、洛洼（北）、摩梭博物馆、女神湾、永仲林寺、海门、

盖祖入口、走婚桥南岸、直普，配套停车、问讯咨询、旅游商品售卖点、餐饮、

休憩、公厕等设施。服务部具体点位和用地边界可在详细规划中具体落实。

2、旅游床位分配

风景区内远期规划床位 10000 床，其中包含酒店床位（固定床位）3000 床

（现状 200 床），民宿床位（临时床位）7000 床（现状 7439 床）。本次规划对

风景区内的民宿床位进行总量控制；风景区内新增床位以酒店床位为主，具体分

配见下表：

表 4－1 风景名胜区酒店床位分配表

设施级别 名称 近期床位数（床） 远期床位数（床）

旅游镇 泸沽湖镇 400 800

旅游村
木垮 400 900

山南 0 600

旅游点

温泉谷地村落 0 200

达祖坟山坪 100 200

格萨 200 200

布尔脚 0 100

合计 11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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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风景名胜区民宿床位分配表

类型 位置 现状床位数（床） 规划床位数（床）

民宿床位

前所村 48 100

木垮村 2391 2200

多舍村 832 850

格姆社区 677 650

海门村 404 400

布树村 2435 2000

山南村 476 500

舍垮村 176 300

合计 7439 7000

第十四条 道路交通规划

1、对外交通

规划新建西香高速长柏出口至风景区盖祖入口的连接线。

2、风景区出入口

东部盖祖入口为主入口；在麦架坪、泸崖湾、舍垮、荞满处设次入口。风景

区出入口应融合风景区特色景观，结合旅游、文化、商业功能，形成具有风景区

特色的出入口景观。

3、内部交通

优化环湖公路及其他景区公路；新建木垮新村内部道路。建设景区游览步道。

严格按照风景区保护分级要求规划船游线开行区域，控制其活动范围及线路不进

入一级保护区范围内。

4、交通设施

（1）客运站

完善现状泸沽湖镇古拉新区综合交通枢纽，新建直普客运站。

（2）停车场

规划在泸沽湖镇、木垮、山南、温泉谷地、坟山坪、格萨、布尔脚、达祖、

小草海、洛洼（北）、摩梭博物馆、永仲林寺、海门、盖祖入口、走婚桥南岸、

直普设停车场，共 16处，合计大车位 95个，小车位 1700个。

（3）保留现状达祖、情人滩、洛洼（北）和五支洛 4处码头，不再新建码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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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道路及交通设施控制要求

加强风景区尤其是旅游高峰期时的交通组织措施。步行路路面材料使用当地

石、木等材料。宜建设生态型停车场。交通指示设施、指示标牌设计应注意避免

城市化。泸沽湖风景区内拟新建（改造）公路交通等属重大建设项目的，应按照

有关程序编制影响评估论证报告，并报省级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建设。

第十五条 综合防灾避险规划

1、防洪

进一步完善泸沽湖风景区内水位监测设施，提高水位监测水平，落实专人专

责监测水位、控制放水闸门等。

雨季来临前应及时疏浚河道，提前做好准备应对雨季水位上涨。

川滇两省景区管理部门需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水位

变化。

防洪标准达到 10 年一遇。以截洪沟汇流区为治理单元，采用缓流、拦蓄、

排泄等各种工程措施，结合林草植被种植等非工程措施，实现综合治理。

2、消防

规划在泸沽湖镇设置一处二级普通消防站，用地 0.2公顷。

消防用水量为 360m3/d，存储于水厂清水池中。室外消火栓布置间距≤120

米，保护半径不超过 150 米，并且必须保证每个道路在主要交叉口、大型公共

建筑及娱乐场所、重要保护单位、火灾隐患较突出地段必须安装室外消火栓。

建立现代化消防通信指挥调度系统；加强消防宣传，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排查消防隐患，定期举行消防演练；建立森林防火站，禁止将易燃易爆品带入

泸沽湖风景区；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设置必要的防火通道；建立各级森林防

火指挥调度系统，组建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和群众义务扑火队。

消防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3.5 米，道路上空遇有管架、栈桥等障碍物时，

其净高不应小于 4 米。

3、抗震

泸沽湖镇峰值加速度为 0.15g，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风景区按此标准

设防。对泸沽湖风景区内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建设工程，以及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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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确定

抗震设防要求。重大基础设施以及生命线系统应提高设防等级。

对规划建设用地要进行抗震适宜性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泸沽湖风景区建

设活动抗震设防提出要求和对策；对新建、扩建和改建的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

发生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由此确定抗震设防要

求，进行抗震设防；同时对高压线、变电站、加油站等重要生命线工程按要求

加强防护措施；对地下管网系统设施应组织力量进行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

理。

规划在泸沽湖镇区设置一处固定避难场，并配备临时供水、供电、卫生、

消防、医疗等设施。各村、旅游接待点设置紧急避难场所。

以规划西香高速公路连接线、省道 307线、省道 221线、泸亚路等对外交通

主干路作为震时人员疏散和救援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救援通道需保证 7m 以上

的宽度，道路中线至建筑红线距离应大于建筑高度的一半。

4、地质灾害防治

开展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建立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建立健全风景区的地

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加强专职监测员队伍建设，完善群测群防网络体系。

对于危害严重、治理难度大、投入多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以疏解避让为

主，治理为辅的措施；对于人口密集、经济损失大、危险性大、稳定性差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采取工程措施进行完全治理。对于规模小、危险性不大的崩滑灾害

隐患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简单治理。

5、游客安全保护规划

建立泸沽湖风景区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预警系统。

建立天气、地质等灾害数据库。

建立防灾减灾管理机构和安全救援中心，成立快速救援队伍并配置必要人

员、车辆和救护设备，制定旅游安全救护应急预案。

建立健全泸沽湖风景区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安全管理。

6、生物灾害防治规划

建立完善森林病虫害和外来物种的监测报警系统，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综

合治理；抓好森林植物检疫，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防止病虫害和外来物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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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和扩散，确保营造健康森林；营造混交、乔灌复合林，在一定程度上控制

或抑制病虫害的发生；封山育林，完善生物群落，增加天敌数量，提高林木的

保护性能；限制引入外来物种，风景区内造林、绿化尽量使用乡土树种。

第十六条 基础工程规划

1、给水工程

预测泸沽湖风景区近期、远期用水量分别为 4429立方米/日、6386立方米/

日。

规划直普水厂、海门村、前所村供水站的设计规模分别为 8000 立方米/天、

700 立方米/天、500 立方米/天。供水水质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2006)（2020 年修订）的标准执行。根据泸沽湖景区管理局提供的资料划定饮

用水源保护区，并且按照《四川省饮用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2、排水工程

泸沽湖风景区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

预测近期污水量为 2657立方米/日，远期污水量为 3832立方米/日。

母支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 5000 立方米/天，远期研究迁建至海门桥外的

可行性。新建海门村、前所村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模分别为 400 立方米/天、

300 立方米/天。散居居民可建设化粪池或沼气池。

污水处理站采用二级生化处理，可采用一体化成套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的

污水须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方

可排放。

3、电力工程

规划泸沽湖风景区近期以电力、石油、液化石油气作为主要能源，远期研究

引入车载压缩液态天然气的可行性。电源来自国家大电网，由海门桥 35kV 变电

站作为泸沽湖风景区主供电源点。

预测泸沽湖风景区近期、远期最高用电负荷分别为1.2万千瓦和2.16万千瓦。

规划将泸沽湖 35kV 变电站扩容，近期主变容量为 2X6.3MVA+31.5MVA，

远期主变容量为 20MVA+31.5M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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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新建一回 35kV 泸湖—海门桥线，新建 10kV 电力线路采用电力电缆埋

地敷设，已有架空 10kV电力线及低压电力线路逐步进行入地改造，35kV 电力线

路按照 15—20 米作为高压电力走廊进行控制。

4、通信工程

规划将镇区现状电信模块局升级为电信支局，装机容量为 1.5万门。

完善泸沽湖风景区内 4G信号的全覆盖，逐步完成移动通信基站 4G/5G改造。

规划有线电视线路与电信电缆同沟敷设，各接待点和村由光节点接入，逐步

取代无线广播电视。

规划将现状邮政所升级为邮政支局，并在各村、游客中心、旅游接待点设邮

政代办点。

5、环卫工程

逐步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泸沽湖风景区范围内不再设垃圾处

理场，生活垃圾经收集后运送至盐源县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规划在原垃圾填埋场场地建设一座小型垃圾转运站，转运能力 40吨/天，占

地 0.15公顷。各接待点、居民点设垃圾收集点，在服务部、观景点以及游览步

道、公路两侧设垃圾箱。

规划共设 24座独立式旅游公厕，设置于主要景点、码头以及游线沿途，其

他商业建筑和重要公共建筑按照建筑设计规范设置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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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居民社会调控与经济发展引导规划

第十七条 居民点调控类型

风景区内规划发展型居民村 2个，控制型居民村 6个。严格控制居民人口与

建设用地规模，使居民点发展有利于风景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规划风景区内居民社会用地总规模约为 3.20 平方千米，其中，泸沽湖镇城

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建设用地人均指标按照泸沽湖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新

增的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严格执行四川省和凉山州关于农村宅基地建

设标准的相关规定。

第十八条 经济发展引导规划

保护风景旅游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经济建设与风景区建设相协调，

改善风景区的整体环境；突出摩梭文化特点，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和农副产品生产；

加强文化与传统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当地居民就业率，减少外来服务人口的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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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相关规划协调

第十九条 土地利用规划协调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盐源县、泸沽湖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实施协调，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适当增加风景游赏用地和旅游服务设施用地，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表 6－1 风景名胜区用地汇总

序

号

用地

代号
用地名称

面积（km
2
） 占总用地百分比（%）

现状 近期 远期 现状 近期 远期

0 合计 风景区规划用地 333.87 333.87 333.87 100 100 100

1 乙 旅游服务设施用地 0.34 0.90 1.25 0.10 0.27 0.37

2 丙 居民社会用地 2.88 3.00 3.20 0.86 0.90 0.96

3 丁 交通与工程用地 1.75 1.78 1.82 0.53 0.53 0.55

4 戊 林地 250.44 250.44 250.44 75.0 75.0 75.0

5 己 园地 8.61 8.21 8.12 2.58 2.46 2.43

6 庚 耕地 17.01 17.01 17.01 5.10 5.10 5.10

7 辛 草地 19.40 19.09 18.59 5.81 5.72 5.57

8 壬 水域 33.44 33.44 33.44 10.02 10.02 10.02

第二十条 其他相关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

1、与国土空间规划协调

泸沽湖风景区总体规划批复后应纳入相关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按照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进行统一管理。

泸沽湖风景区的规划，应该落实相关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但是由

于泸沽湖镇国土空间规划还在编制过程中，“三区三线”尚未确定。本规划要求：

风景区内的区域一旦被纳入生态红线保护，首先应满足国家、地方对于生态红线

的管控要求，再落实本规划的相关管控要求；实行对基本农田的严格保护，要求

落实基本农田规模，建设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方面，建议

泸沽湖镇城镇开发边界不得占用风景名胜资源，应充分考虑风景区旅游服务设施

用地布局，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建议泸沽湖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时要与

泸沽湖风景区总体规划相互协调，充分考虑风景区保护与利用要求。

2、与自然保护区规划协调

2021年 11月 2日，《四川泸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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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批复实施。

风景区总体规划在保护分级中将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纳入一级保

护区，将自然保护区试验区部分纳入风景区二级保护区，部分作为三级保护区，

保持一致的保护措施。

3、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

除严格执行本规划的环境保护要求外，还应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的实施协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落实《泸沽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1-2035年）》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措施

和要求。

4、与水资源保护的协调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长江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监测和管理。

5、与林地保护的协调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四川省天然

林保护条例》等林业保护有关规定。征用林地或改变林地用途，必须依法向林草

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严格保护风景区林地和林木资源，做好与盐源

县林地保护规划和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的实施协调。依据《四川省森林防火

条例》，加强森林防火隔离带、消防通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储备必要的森林防火

物资，完善森林防火预警监测和指挥通讯信息系统；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在

森林防火区、社区、学校宣传森林防火的法律法规和森林防火安全常识，增强公

众的森林防火意识。

6、与文物保护的协调

风景区内 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4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的实施协调，落实文

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管理要求。涉及文物保护修缮的项目，严格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

编制文物保护规划，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已经编制文物保护

规划作，风景名胜区中的文物保护单位，应该严格执行文物保护规划。制定文物

保护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控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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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人为建设，维护周围地形地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及控制要求按照文物保

护法和文物保护规划执行，对于没有编制文物保护规划的文保单位暂时按风景区

史迹保护要求和措施执行。

7、与宗教活动场所的协调

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等相关规定，落实《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

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宗发〔2012〕41 号），明确泸沽湖风景区内依法

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周边环境和景观风貌。风景区内涉及设

立宗教活动场所的项目，应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风景区内合法登记开放的宗教场所共计一处，即德庆林寺（宗场证字（川）

F151260003）。

8、与旅游规划管理的协调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相关规定，规范旅游和旅游经营活动，提

升旅游服务水平，风景区相关旅游规划应与泸沽湖风景区总体规划相协调。

9、与云南省泸沽湖保护管理的协调

根据《泸沽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纲要》，四川片区和云南片区交接处包含

了水域和陆域两个部分。其中云南的水域部分作为一级保护景区的组成部分进行

保护，规划将四川的水域部分作为一级保护区，属于“严格禁止建设范围”，二

者在保护措施上基本协调一致。云南北部的陆域部分作为重点摩梭村落保护，规

划将四川北部陆域部分作为三级保护区，同时在分类保护中对传统村落保护提出

的专项保护。云南南部的陆域部分作为风景恢复区进行保护，规划将四川南部陆

域部分作为一级保护区，属于“严格禁止建设范围”，保护力度强于云南接壤区

域。

10、与四川泸沽湖岸线保护的协调

《四川省泸沽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二次征求意见稿）将岸线划定为保

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三个功能区，本次规划将四川泸沽湖岸线全部纳入二

级保护区，属于“严格限制建设范围”，与岸线规划中的保护区保护措施基本协

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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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近期规划

第二十一条 近期实施重点

1、管理机构

建立健全泸沽湖风景区管理机构，整合现有风景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内设机

构、编制数量与人员，保持“凉山州摩梭家园暨泸沽湖旅游景区管理局”名称不

变，加挂“四川泸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牌子，统一履行对泸沽湖风景

区和自然保护区的监管职责，办公地点设于海门，在泸沽湖镇、摩梭博物馆、海

门、小草海和达祖设置管理点。

2、景区保护

风景区自然生态系统主体应加强保护，包括山体、水系、森林、珍稀动植物

物种等；严格控制各个景区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各个景区建设要求进行开发建

设；严格控制各个景区的游客规模；各个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具备完善的环评报告，

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设计、报批和施工。

3、环境恢复治理

开展盐源县泸沽湖镇母古落河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开展盐源县泸

沽湖镇直普河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舍夸农田湖滨带修复工程项目；泸

沽湖大草海退化湿地生态修复研究与示范项目。

依据《四川泸沽湖生态搬迁安置方案》，近期有序实施居民搬迁工作，2021

年完成搬迁对水体有直接影响的临湖、临草海 49户；2022年完成搬迁对水体影

响较大的 68户；2023年完成搬迁对水体有一定影响的 132户。

4、景区建设

完善建设情人湾景区、亮海东岸景区和草海北岸景区三个景区。

5、标志入口

风景区内近期完善标识标牌，包括风景区边界立桩定界、交通指示、景点名

称、景点介绍、景区动植物介绍、安全类提示、景点导向指示、景区宣传和应急

避难场所等类型。

6、接待服务设施

（1）接待床位：近期控制风景区民宿床位在 7000 床以内；规划形成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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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酒店接待床位，其中泸沽湖镇 400 床、木垮旅游村 400 床、达祖坟山坪旅游

点 100 床、格萨旅游点 200 床。

（2）服务设施：建设、完善木垮旅游村、泸沽湖旅游镇；在洛洼（北）、

摩梭博物馆、永仲林寺、海门、走婚桥、达祖、小草海、盖祖入口设置服务部。

（3）导游咨询设施：改造提升古拉游客中心；建设达祖导游点。

7、居民社会调控

规划近期居民人口控制在 15861 人。

8、交通系统

（1）公路建设：改造提升次要车行道路和已形成的村落间的现状道路；新

建狮子山隧道。

（2）步游道建设：

改造提升近期范围内现状步游道；新建泸源崖——德庆林寺、小草海片区步

游道。

（3）停车场建设：

改造提升现状停车场；新建达祖、坟山坪、小草海、木垮停车场。

9、基础设施

完善风景区近期建设区域给排水、电力电信、环卫等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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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1 风景名胜资源类型表

大类 中类 小类 景点 数量/百分比

自然

景源

天景
日月星光

红霞蜃景
（1）泸沽湖日出、晚霞 1

19

48.7%

地景

山景
（1）拖坡半岛（2）泸源崖（3）后龙山

（4）格萨山岭
8

洲岛屿礁
（1）安娜娥岛（2）博瓦俄岛（3）王妃

岛（4）水中睡佛

水景 湖泊湖湾
（1）泸沽湖（2）泸崖湾（3）女神湾

（4）长岛湾（5）博洼湾（6）情人湾
6

生景

植物生态

类群

（1）大草海（2）小草海

（3）绍车玛湾生态湿地
4

动物群

栖息地
（1）湖中候鸟

人文

景源

建筑

民居宗祠

（1）洛洼（北）村（2）五支洛村（3）

博树村（4）扎俄洛村（5）格萨村（6）

阿陆村（7）密洼村（8）洛洼（南）村（9）

洼垮村（10）阿洼村（11）温泉谷地村落

（12）末代王妃故居

17

20

51.3%

文娱建筑 （1）摩梭博物馆

宫殿衙署 （1）王妃府

宗教建筑 （1）永仲林寺（2）德庆林寺

工交建筑 （1）走婚桥

胜迹 遗址遗迹 （1）土司府遗迹（2）洛洼洞穴化石遗址 2

风物 宗教礼仪 （1）后龙山祭神台 1

表 1-2 风景区瞬时游客容量计算表

类别 计算规模 计算指标 瞬时容量（人） 合计（人）

车行游览线 79800m 150m/车 2128

12366
步行游览线 29800m

2
10m

2
/人 2980

水上游览线 3100m 50m/船 930

主要景点 443000m2 70m2/人 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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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规划居民人口控制表

乡镇 社区/村 控制类型 现状人口（人） 近期人口（人） 远期人口（人）

泸沽

湖镇

格姆社区 发展型 716 771 869

多舍村 发展型 1834 1976 2226

海门村 控制型 2191 2360 2659

山南村 控制型 2378 2562 2886

木垮村 控制型 2855 3075 3465

布树村 控制型 1194 1286 1449

舍垮村 控制型 2179 2347 2644

前所村 控制型 1378 1484 1672

合计 14725 15861 17870

注：以上居民点的现状人口，均依据镇总体规划，近、远期的居民点人口按 15‰和 12‰

的人口综合增长率计算。

表 7-1 近期建设项目库

类型 项目 内容 规模
投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风景

游赏

景点

建设

景点维护、提升改造及相关配套设施建

设
15 处 450

10850

标志

系统

风景区标识标牌系统建设（交通指示牌、

景点介绍、旅游服务设施标牌）
—— 600

游赏

设施

古拉游客中心改造提升 1处 300

导游点 1处 100

入口门禁系统 —— 100

接待

设施

旅游镇 400 床宾馆床位及配套设施建设 400 床 4000

木垮旅游村 400 床宾馆床位及配套设施

建设
400 床 4000

坟山坪旅游点 100 床宾馆床位及配套设

施建设
100 床 1000

新建达祖、小草海、盖祖入口服务部 3处 300

保护

培育

生态

保护

新建达祖、小草海管理点 2处 200

68190

泸沽湖镇母古落河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工程
—— 570

泸沽湖镇直普河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工程
—— 690

舍垮农田湖滨带修复工程项目 —— 4990

泸沽湖大草海退化湿地生态修复研究与

示范项目及项目四川泸沽湖湿地自然保

护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系统和主要保

——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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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 内容 规模
投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护对象影响评价报告

环境

治理
实施居民搬迁 249 户 59590

道路

工程

公路
新建狮子山隧道 9.001km 43800

47580

现状道路改造提升 —— 2000

步游道

新建泸源崖——德庆林寺步游道 2km 80

新建小草海片区步游道 4.6km 185

现状步游道改造提升 5.3km 105

停车场
新建停车位 350 个 210

现状停车场提升改造 —— 1200

基础

工程

给水

直普村水厂改扩建工程 1座 800

17500

新建海门村、前所村供水站 1座 1000

景区供水管网 30 千米 900

排水

母支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系统 1套 500

母支污水处理厂第三方运行系统 1套 500

新建海门村、前所村污水处理站 2座 600

景区污水管网 80 千米 5000

供电
新建 35kV 泸湖—海门桥线 1回 3800

10kV 电力电缆入地改造 50 千米 2000

通信 电信模块局、邮政所升级扩容 2座 800

燃气 引入车载压缩天然气可行性研究 1次 100

环卫
新建垃圾转运站、垃圾收集点 1座 300

新建及改造升级旅游公厕 24 座 1200

合计 14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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