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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范围与面积

详细规划范围为总体规划划定的遇龙河景区范围，位于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

的西南部，南起历村、北至月亮岩，以遇龙河沿岸的第一重山为界。规划面积为

63.6 平方公里。 

二、景区性质

遇龙河景区以群峰环翠、流水回环、田畴农舍，碧树绿稼，古桥老井为主要

景观特色，形成以山水游览、田园风情、文化探寻、古村访幽、极限运动，生态

自助游览等主要游赏内容的综合性自然山水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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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布局 

规划确定遇龙河景区“五区、七点、十八景”的游赏空间结构。 

“五区”为十里画廊游览区、交椅山游览区、金宝河游览区、峰林河谷游览

区、世外桃源游览区。 

“七点”为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明确的 7处文旅服务设施集中点。根据遇龙

河开放性景区实际特点，结合景区出入口和中心码头等游客集中区域，设置 7处

旅游服务设施集中点。分别为：凤鸣、阳朔新城、月亮山、工农桥、骥马、金龙

桥、世外桃源。 

“十八景”为遇龙河景区最精华资源的提炼，涵盖具有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

岩溶地貌、中国桂北特色的乡村田园和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景观。“遇龙十八景”

包括十里画廊、众峰揽月、奇石古榕、巨龙巡游、鸡窝新渡、九里花海；交椅岩

场；金宝探幽、龙潭人家、穿岩藏珠；旧县古村、山水遇农、归义古城、遇龙古

村、夏棠田园；世外桃源、富里观桥、凤凰秘境。 

规划预留黄泥嵅、凤凰桥、观桥村等战略留白区，为远期发展提供空间。 

 

四、景观与资源保护规划 

（一）保护要求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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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龙河景区在总体规划中全部划为二级保护区，详细规划严格落实总体规划

对二级保护区的要求。二级保护区为典型的峰林平原和田园风光景观，保护要求

与利用措施如下： 

1、 严格保护由石山、水田、溪流、村落等形成的典型景观格局的完整，

保护和加强现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 

2、 严格禁止与风景保护、游览无关的设施建设； 

3、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安排少量住宿设施，但必须按程序严格审批； 

4、 应限制机动交通进入，加强游览组织，控制游客容量； 

5、 加大村庄建设规划和管理的力度，严格控制区内人口规模。 

（二）遇龙河景观保护控制线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国家公益林等刚性管控线和保护要求，

综合考虑防洪安全、景观视线、村庄建设、山体完整等因素，划定遇龙河景观保

护控制线，保护遇龙河河谷自然、视线通透、地貌完整、田园古朴等典型景观。 

遇龙河景观保护控制线范围内，除确有必要的生态修复以及保护、监测、交

通（含配套设施）等设施建设之外，禁止新建、扩建任何建筑物和构筑物。设施

建设应满足防洪要求，在批准建设前提供环境影响评价和洪灾风险评估。 

五、风景游赏规划 

（一）风景资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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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龙河风景资源具有峰林溶洞奇特多变、乡村田园古朴原真、山水人文景观

融合等特点，是桂林漓江风景资源的浓缩精华和典型代表。 

遇龙河景区内风景资源评价分两大类、七中类、十九小类共 62 处景源；其

中特级景源 2处，一级景源 6处，二级景源 19处，三级景源 12处，四级景源 23

处。 

（二）游赏空间

遇龙河景区包括五个游览区，为十里画廊游览区、交椅山游览区、金宝河游

览区、峰林河谷游览区、世外桃源游览区。以山水游览、田园风情、文化探寻、

古村访幽、极限运动，生态自助游览等主要游赏内容。 

1、十里画廊游览区 

是遇龙河景区风景资源最集中的区域，现已沿公路形成了月亮山、聚龙潭、

大榕树、蝴蝶泉、图腾古道等多个较为成熟的景区景点。规划在对公路沿线现状

景点进行整合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科普教育、运动体验功能，并沿遇龙河

（田家河段）注入滨河夜游、实景演出等文化旅游活动，突出山水文化体验主题。 

2、交椅山游览区 

依托喀斯特山地环境与自然人工岩场，对现状废弃采石场、老厂房与攀岩墙

等进行改造利用，发展攀岩运动、户外探索、科普研学等游赏功能，配套国际水

平的训练、服务、博览设施，定期举办国际级赛事，建设国际山地极限运动公园。 

3、金宝河游览区 

突出流水回环的河流景观，保护田园风光与乡村风貌，适度布局乡野酒店、

乡村民宿等多样化乡野文化体验功能，沿金宝河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高品质

乡野休闲体验区。 

4、峰林河谷游览区 

以峰林河谷、田园村舍景观为特色，集中展现了遇龙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画卷。游览区以滨河漫游为主导，体验沿岸休闲农业与村落景观；以徒步登

山为拓展，充实乡村休闲康体活动；以遇龙河漂流为特色，欣赏两岸群峰环翠的

自然风光。 

5、世外桃源游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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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葡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自然遗产地外围重要的过渡区与缓冲区。规划

尽可能保留原有的自然景观与田园风光，严控开发建设，在世外桃源景区的基础

上，利用遇龙河两岸村落、古桥、田园等风景资源，开展自助型的生态文化休闲

活动。 

（三）游人容量

遇龙河景区的合理年游人容量为 750 万人次/年，日游人总容量约为 2.6 万

人。最高峰日游人规模能达到 6.5 万左右，届时应采取错峰和延长开放时间等措

施控制游人规模。 

六、设施规划 

（一）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1、设施分级规划 

遇龙河景区内设置旅游点、服务部、驿站，三级设施体系。 

其中旅游点 7 处，位于世外桃源、金龙桥、骥马、凤鸣、新城、工农桥、月

亮山；服务部 6 处，位于富里桥、夏棠寨、黄泥嵅、交椅山、犀牛潭、金宝河；

驿站 5 处，位于凤凰桥、遇龙桥、遇农园、旧县、珠头山。 

2、住宿设施规划 

遇龙河景区内依托酒店和民宿解决旅游住宿接待需求。酒店床位结合旅游点

设置，规划床位 2170 床，其中存量盘活设施 1194 床，更新改造设施 310 床，规

划新建设施 666 床。 

位置名称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客房数量

（间） 

规划床位

数（床） 
备注 

夏棠寨 B4-3 20140 0.3 6042 50 100 更新改造 

犀牛潭 

C2-2 

C2-3 

C2-4 

C2-5 

C2-6 

79875 0.5 39840 333 666 规划新建 

珠头村 C3-1 14353.21 0.5 7176.605 60 120 更新改造 

香樟华苹 

- - - - 23 45 历史遗留(现状) 

C1-2 

C1-3 
43286.2 0.5 21643.1 180 360 历史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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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威尼斯水

城酒店 

- - - - 39 78 历史遗留(现状) 

E3-3 21306.9 0.5 10653.4 89 178 历史遗留 

山畔酒店 

- - - - 198 395 历史遗留(现状) 

B8-1 10428.4 0.5 5214.2 43 87 历史遗留 

B8-2 10299 0.3 3089.7 26 51 历史遗留 

交椅山 D1-3 22736.6 0.5 11368.3 45 90 更新改造 

合计 —— —— 826 2170 —— 

 

 

（二）游览交通规划 

1、道路规划 

遇龙河景区内游览道路分为车行游览路、骑行游览路、步行游览路 3 种类型。 

除凤鸣至月亮山道路路面宽度为 18 米外，车行游览主路路面宽度为 7-9 米；

其他车行游览路路面宽度为 5-7 米。骑行游览路应结合乡村道路设置，路面宽度

为 4-5 米。沿河两岸的步行游览路应独立设置，路面宽度为 3-4 米；登山步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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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1-2 米；其他步行游览路应结合车行游览路和骑行游览路设置，宜采用绿化

隔离的方式做到人车分离。 

2、绿道网络建设 

规划骑行游览路和步行游览路形成独立、完整的绿道网络，是遇龙河景区重

要的慢行交通系统。绿道网络除了应做到“机非分离”外，还应保证步行和骑行

游览互不干扰，打造安全、舒适的慢行游览环境。 

为适应遇龙河景区大尺度的游览空间，骑行游览鼓励采用电动自行车。在绿

道网络中应完善服务驿站体系，配备休憩、售卖、卫生等服务设施，还应完善电

动自行车的借还、管理、维护、充电等设施。 

3、交通设施规划 

遇龙河景区内交通设施分为停车场、交通换乘、排筏码头 3 种类型。 

交通设施类别 名称/位置 用地面积（平方米） 规划车位（辆） 备注 

停车场 

（6 处） 

凤鸣 50000 1990 现状改建 

新城 20000 800 规划新建 

月亮山 17000 680 规划新建 

骥马 2500 100 规划新建 

金龙桥 5000 200 现状改建 

世外桃源 2500 100 现状改建 

合计 3870 —— 

交通

换乘 

观光车停

靠站 

（13 处） 

交椅山、蝴蝶泉、工农桥、凤楼、

聚龙潭、水厄底、朝阳寨、夏棠

寨、旧县、遇农园、遇龙桥、富里

桥、凤凰桥 

每处不超过 

1500 平方米 

每处不超过 

50 辆 

现状改建 

自行车租

赁点 

（5 处） 

黄泥嵅、竹蔸寨、龙潭、犀牛潭、

珠头山 

每处不超过 

500 平方米 

—— 规划新建 

排筏

码头 

主要 

码头 

（3 处） 

工农桥、骥马、金龙桥 

每处不超过 

20000 平方米 

每处不超过 

100 辆 

现状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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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类别 名称/位置 用地面积（平方米） 规划车位（辆） 备注 

次要 

码头 

（9 处） 

揽胜桥、水厄底、旧县、遇龙桥、

富里桥、凤凰桥、世外桃源、青厄

渡、龙潭 

每处不超过 

10000 平方米 

每处不超过 

50 辆 

现状改建 

（三）基础工程规划

根据游人容量，科学预测给排水、供电、通讯、环卫等需求量，提出规划措

施。对防火、防洪、森林病虫害、滑坡崩塌等灾害，提出防治措施。 

七、居民社会调控规划 

（一）居民点调控类型

根据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要求，遇龙河景区村庄均为控制型居民点。详细规

划按照村庄功能，进一步细化分类，将遇龙河景区村庄分为服务接待型、田园生

态型、文化旅游型、基本整治型四类。 

（二）居民点综合整治 

1、严格保护河岸、农田、林地等生态空间，村庄居民点不临河建设，不沿

路集中连片建设。对历史遗留在景观保护控制线内的村庄居民点，规划近期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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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限制其发展建设，规划远期可考虑异地安置。对违法违规建筑应予以拆除，避

免建设向河岸蔓延。 

2、居民点建筑应采用分散式布局，因山就势，错落有致，避免对周边山体、

植被的破坏。 

3、严格控制居民点建设用地的面积，每户占地面积不应超过 150 平方米。

禁止多户合并建设，单户立面宽度不应超过 15 米。对现有违法违规建筑应予以

拆分减量改造，对影响恶劣的建筑予以拆除。 

4、严格控制居民点的建设高度，落实总体规划要求，建筑总高度不超过 12

米，建筑主体不超过 3 层，局部不超过 4 层。对现有超高的违规建筑应逐步进行

降层改造。 

5、村庄居民点建筑风貌应与周边景观环境相协调。建筑形式应体现乡村特

色，色彩宜淡不宜浓。对现有风貌不佳的建筑应进行立面改造，对影响恶劣的建

筑予以拆除。 

6、加强村庄环境整治，及时清理生活垃圾和禽畜养殖粪污，逐步实现垃圾

分类处理。 

（三）民宿管理

1、参照《广西旅游民宿管理暂行办法》《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5-2019），新建民宿客房数量应不超过 14 个标准间（单间）、最高 4 层（12

米）且建筑面积不超过 800 平方米。 

2、村中民宿应利用既有自宅或村集体设施建筑进行改造为主，遵循因地制

宜、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原则，不得突破上述建设管控要求，体现地域特色，

并符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等要求，应同时符合《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

导则（试行）》中相关要求。 

3、旅游民宿产生的污水不得排入饮用水源，不得直接排入自然水体和洼地，

旅游民宿应当接入污水管网，或者配备必要的污水处理设施。提供餐饮服务的，

应配套油烟净化处理设施，油烟排放应符合饮食业相关标准。生活垃圾应当分类

投放、收集，每日处理和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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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用地协调规划 

1、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依据《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用地分类要求，规划范围内用地类型

可分为风景游赏用地、旅游服务设施用地、居民社会用地、交通与工程用地、林

地、园地、耕地、草地、水域共九大类，并进一步细分至中类。 

大类 中类 用地名称 

现状用地 详细规划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公顷） （%） （公顷） （%） 

甲 

甲 1 风景点用地 27.5 0.43% 89.39 1.41% 

52.27% 甲 2 风景保护用地 / / 3208.81 50.45% 

甲 3 风景恢复用地 / / 26.61 0.42% 

乙 乙 1 旅游点建设用地 15.01 0.24% 76.61 1.20% 1.20% 

丙 

丙 1 城市建设用地 

495.41 7.79% 

59.1 0.93% 

6.93% 
丙 3 村庄建设用地 283.26 4.45% 

丙 4 管理设施用地 0.34 0.01% 

丙 7 其他居民社会用地 98.14 1.54% 

丁 

丁 1
对外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 
130.08 2.04% 

57.99 0.91% 

2.34% 

丁 2
游览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 
90.8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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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 林地 3207.8 50.43% / / 

已 - 园地 1150.6 18.09% 1098.26 17.27% 

庚 - 耕地 828.4 13.02% 800.1 12.58% 

辛 - 草地 118.6 1.86% 96.36 1.51% 

壬 - 水域 387.5 6.09% 375.09 5.90% 

总计 6360.9 100.00% 6360.9 100.00% 

 

2、建设用地管控指标 

规划用地控制指标包括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限高、绿地率等

规定性指标。规定性指标在开发建设时必须遵照执行。 

九、建筑布局规划 

1、风貌建设与控制引导 

各类设施建设活动不得破坏区域内生态环境和风景资源，建设项目应当避免

对山水景观和景点的遮挡与干扰破坏。规划区内建筑风格和体量应当遵循宜藏不

宜露、宜散不宜聚、宜低不宜高、宜淡不宜浓、宜中不宜洋的“五宜五不宜”原

则，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与地方特色风貌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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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眺望视廊影响地区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建筑高度和街坊尺度。文物保护

区划内各类设施建设应严格遵循各类专项保护规划要求。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民居应建设和保留庭院绿地、菜园，以改善民居环境和

保持乡村特色。 

2、建设强度控制 

要严格控制规划区内各项建设用地和建筑规模强度。以保护遇龙河谷整体山

水格局为目标，塑造景区天人合一的东方人居环境整体空间秩序，将景区设施建

设用地按 3级强度分区进行管控。 

Ⅰ级强度分区：主要为高敏感区域内码头等游客服务设施、景点服务设施等，

容积率不高于 0.1；建筑高度不高于 6 米。 

Ⅱ级强度分区：主要为敏感区域游客服务设施、住宿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等，

容积率不高于 0.3；建筑高度不高于 9 米。 

Ⅲ级强度分区：主要为景区管理设施、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设施、低敏感区

域的住宿和商业服务设施，容积率不高于 0.5；建筑高度不高于 12 米，个别重点

的游客服务和管理设施建筑，高度不高于 18 米，局部标志性节点不超过 21 米。 

3、建筑风貌控制 

建筑布局疏密有致，体现景区建筑特点，与自然风景相协调，应采用分散式、

中小体量布局方式，不能出现大尺度、城市化建筑，破环遇龙河山水尺度协调性。

临水、临田第一层界面以低层为主；临景区游览道路不宜新建民居建筑；避免村

庄建筑沿路蔓延发展，按道路级别规定建筑后退线。新增建筑布局在道路远离遇

龙河一侧，保障遇龙河一侧沿线视觉通透性。 

建筑色彩以桂北传统民居建筑素朴大气的色彩为基调，新建建筑色彩应与传

统建筑色彩和谐统一，融入自然山水。 

严格管控建筑风格，公共服务设施等建筑采用新中式风格，体现阳朔地域特

色、展现时代精神风貌；民居建筑立面宜采用传统样式，建筑屋顶宜采用坡屋顶

形式。宜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建筑结合，形成淡雅朴素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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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管控建筑高度，整体不高过林冠线，形成景区目及环翠风貌，加强第五

立面建设管控和发展引导，形成平坡结合、鼓励屋顶绿化、功能多元的屋顶风貌。

控制民居的建筑高度在 12 米以内，主体 3 层局部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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