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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旅游业实现了大跨越式发展。为能进一步优化旅游服务,提高广大游客的舒适度与便捷度,

各大风景名胜区开始重点规划与建设景区基础设施。而在景区规划建设时,游客中心作为一项核心内容,设计科学的游客中心

可以有效引导游客,满足游客的多种服务诉求,使风景名胜景区的总体结构更为完善。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景区游客中心概念与

分类的分析,重点研究了游客中心建设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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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旅游业在全球经济中迎来了

“春天”,而且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从本质

上分析,旅游业能够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就业压力,进一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也为我国传统文化

的交流与发扬创造新的平台和契机。在旅游业井喷式发展的

大环境下,风景名胜区的规划与游客中心建筑设计成为新热

点,尤其是游客中心建筑设计理论研究成为了重点。 

游客中心作为风景名胜区集游客接待、交通、服务以及

商业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空间结构,也是游客和景区的重要

中转站。其突出特色就是以风景区为背景,以游客根本需求

为本,为游客提供交通、展示以及餐饮等有关服务。游客在

游客中心可以及时、有效了解风景名胜区的旅游路线和有关

景点,而且游客还能够进行餐饮、休息等。总体而言,游客中

心作为游客在旅游途中和风景名胜区之间交流的重要平台。 

1 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的概念与分类 

1.1 游客中心的概念 

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指的是集游客接待、餐饮服务、交

通服务以及休息服务等有关功能于一体的空间结构,也是景

区的核心中转站,可以进一步提高游客的舒适度、便捷度,

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1]。通常情况下,游客中心的功能主要

分为旅游路线服务、景点展示服务以及景区线路服务等,游

客在游客中心可以全面了解景区的总体结构,掌握旅游线路

等信息,然后结合自己的兴趣偏好科学规划游玩线路,从而

更舒适、便捷的观赏名胜风景。 

1.2 游客中心的分类 

从风景名胜区方面分析,以不同景区的类型作为依据,主

要能把游客中心划分成三大类。①风景区游客中心,一般位于

风景区所在区域。由当地景区直接管理,为景区提供相应的服

务。景区旅游中心的功能属于旅游系统的最高层次。②景区

游客中心,其属于景区系统内,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通

常情况下,景区游客中心是为了某一个景区提供专项服务。③

景群级游客中心。景区群旅游中心通常是由一些大型景区在

某些景区体系中设立的。一般情况下,由相应的景区组直接运

营,并为相应的景区组提供一些特殊服务[2]。景区群旅游中心

通常用于一些规模大、游客数量多的景区,在景区内也有一

些大型的著名景点。 

2 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建筑设计的要点 

关于风景名胜区的游客中心建筑设计,必须综合分析游

客中心的具体功能,所以应展开专项规划和计划,以保证游

客中心可以有效满足景区游客的实际要求。基于此,在进行

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建筑设计工作时,需要从多角度、多维

度、多层面着手。 

2.1 游客中心选址和布局 

从本质上分析,关于游客中心的选址和布局,其直接决

定着游客中心的总体结构与功能,所以必须要展开科学、合

理的布局和选址[3]。在进行游客中心布局时,需要高度重视

游客中心的安全性与科学规划,深入分析景区游客中心的基

本功能与可容纳的游客数量,要尽可能的和风景名胜区的总

体规划相符,最大程度上满足景区的可持续性发展根本要

求。通常情况下,风景名胜区类型的不同,采用的布局方式也

是有所区别的,针对游客中心布局,能够划分为集中型布局

与星座型布局。在景区游客中心进行设置时,需要结合景区

的具体实际需求分别建立多种界别的相应下属中心,以有效

满足各级景点关于服务提出的需求。 

针对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的选址工作,由于游客中心的

选址与风景名胜区总体功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必须综合分

析游客中心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景区游客中心在选址上

不仅需要分析其应具有的功能,还需要分析其对景区自然生

态造成的各种影响。基于此,在进行景区游客中心选址工作

时,一定要深入分析、讨论、研究的有关内容为交通具体状

况、景区游客的实际容纳数量、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与自然气

候条件。与此同时,在科学规划景区游客中心地址时,也要尽

可能的与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段避开,尽可能的利用已建

的各项服务设施,尽可能的减小游客中心施工对风景名胜区

造成不利影响。 

2.2 游客中心建筑面积和设施组成 

从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建筑设计方面分析,游客中心建

筑面积大小的确定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环。景区游客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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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之中必须综合分析游客数量的具体变化状况,科学设计

游客中心建筑面积,以有效保证游客中心可以满足所有游客

的实际要求[4]。通常情况下,景区游客中心的单体建设面积

不可过大,若是游客中心规模超大势必会对服务能力造成不

利影响,甚至也会对有限的自然资源造成严重浪费。对此,

景区游客中心的建筑面积必须和景区的总体自然环境相符

合、协调,以有效保证风景名胜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关于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的建筑设计工作,游客中心的

基础设施也关系到游客中心具体作用与价值的发挥,所以务

必要把握好景区游客中心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与数量。通常

情况下,景区游客中心的基础设施必须符合景区的主题,结

合景区主题对不同类型的游客中心服务基础设施进行设计,

主要应分为景点展示、管理功能以及服务功能等有关一系列

基础设施。比如景区游客中心基础设施的展示功能,要有景

区景点沙盘、景点介绍标牌、详细的导游图等；基础设施的

服务功能,要有咨询接待、医疗救助、休闲娱乐、银行以及

住宿等；基础设施的管理功能,要有办公室、电脑机房以及

会议室等[5]。对于规划级别、基本功能、规模不同的风景名

胜区,游客中心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也是有所区别的。基于

此,这就需要综合分析风景名胜区的实际情况,科学、有效确

定游客中心建筑面积与基础设施。 

2.3 建筑造型 

基于新时代环境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的

生活水平与质量实现了显著提高,这也使得国民对风景名胜

区的建筑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通过实践调查与分析可知,

许多游客都期望风景名胜区的游客中心建筑设计要具有多

样性、多元化,体现出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底蕴,并非是简

单、形式化的服务型建筑。风景名胜区的游客中心作为游客

抵达景区的首个建筑景点基础设施,也是景区中直观、形象

展示景区各个景点的重要媒介,所以在风景名胜区规划与设

计时,必须要高度重视景区游客中心在造型方面的科学设计,

关于景区主题的选择也要尽可能的多融入一些地方文化特

色,进而最大程度上为游客展示完美的景区。从本质上分析,

建筑造型与人类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所以就需要始终贯彻与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在景区游客

中心总体建筑风格方面需要彰显出景观性、地方特色文化

性、旅游性以及时代性,应该能够吸引广大游客的注意力,

但是也不必追求于成为焦点[6]。高度尊重自然环境是风景名

胜区一项重要设计要素,从空间体型和建筑方式等层面必须

和自然环境有机融合。与此同时,景区游客中心的建筑规模

也必须进行严格控制。针对建筑材料的选择与使用,应该尽

可能的选用天然材料,比如石材、木材等。风景名胜区的游

客中心接待建筑,在单体规模层面需要以小型为宜,而体型

要尽可能的化整为零。 

3 结束语 

基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旅游业实现了大跨越式发展,

这也带动了各大风景名胜区的建筑设计。而景区游客中心作

为风景名胜区的重要一环,关于游客中心建筑设计工作必须

要科学设置建筑功能,明确建筑具体规模,把握主题风格。风

景名胜区类型的不同,关于景区游客中心的需求也有所区别,

景区旅游中心不仅是景区服务需求的体现,也是一种景区文

化的展示。它是当代建筑技术与景区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

此,在设计风景名胜区旅游中心时,必须充分体现建筑的人

文性、景观性与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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