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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西避暑旅游小镇、景区

技术评估报告（提纲）

申报地区：

申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气候中心

广 西 旅 游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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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简要说明拟申报地区（景区）的地理位置、占地面积、生态环境状况、社

会经济状况、地形地貌特征、地表水系水文特征、气候特征、自然资源、特色景

观和旅游资源、旅游配套条件、交通环境、历史文化、人文环境、所获得的荣誉

等情况。

二、气候条件

2.1 气候背景条件

分析拟申报地区（景区）10~30a气象观测资料，分析拟申报地区（景区）

所在区域的气候类型、气候区划、夏季（6~8月）气候特征。

绘制 10~30a夏季平均温度、夏季平均相对湿度、夏季平均风速、夏季日照

时数的年际变化曲线。

2.2 夏季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估

根据《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GB/T27963-2011）计算 10~30a拟申报地

区（景区）夏季（6~8月）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达“舒适”的天数。

2.3 夏季气温分析

计算夏季（6~8月）的平均气温，高温日数，并分析拟申报地区夏季避暑条

件。

三、生态环境

3.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分析

依据拟申报地区（景区）内或周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上一年度环境空

气质量年报，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中环境空气指数及首要污染物确定方法，统计夏季（6~8月）AQI 指数和夏季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

3.2 负氧离子监测、分析

根据实地勘察和申报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分析拟申报地区（景区）负氧离

子监测站建设情况。详细分析负氧离子监测站点的概况，包括经纬度、海拔高度、

地理位置、下垫面特征，周边环境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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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负氧离子监测站夏季（6 ~8月）各月平均负氧离子含量、最大值、最小

值，或者根据现场临测数值的分析结果，评价拟申报地区（景区）夏季负氧离子

浓度状况。

3.3 区域地表水质

分析拟申报区域地表水系、水文情况、饮用水源地分布情况；分析拟申报地

区水环境监测网的情况，包括监测点数量、监测点位置、各监测点监测频次、监

测因子。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地表水水域功能类别

和标准，结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上一年度地表水环境质量年报和地表水环

境功能区划，评价拟申报区域地表水体水质情况。

3.4 森林覆盖率

根据当地政府部门权威发布的上一年度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统计资料或当

地林业主管部门出具的森林覆盖率证明材料，评价拟申报地区（景区）森林植被

覆盖率和植被保护情况。

3.5 植被生态质量

根据《陆地植被气象与生态质量监测评价等级》（QX/T 494-2019），计算当

地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分析当地植被生态质量。

四、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4.1 旅游交通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旅游交通情况，如可进入性，交通设施情况、游览（参

观)路线布局情况、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的专用停车场情况等。

4.2 游览服务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游览服务情况，包括：游客中心、各种引导标识、标识

牌和景物介绍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等。

4.3 环境卫生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环境卫生情况，如各类旅游接待场所保洁情况，公共

厕所布局、数量等，垃圾箱布局、标识等。

4.4 住宿接待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住宿接待情况，如住宿设施舒适情况，主体及其附属

设施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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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餐饮服务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餐饮服务情况，如餐饮设施的布局、菜系品种、餐饮

档次等。

4.6 旅游购物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旅游购物情况，如购物场所布局、旅游商品种类等。

4.7 智慧旅游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智慧旅游情况，如独立域名的旅游地网站、统一电话

咨询台、免费 WIFI 服务等。

五 旅游产品与经营管理

5.1 旅游产品与活动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旅游产品与活动情况，如旅游地吸引力和品牌上占绝

对优势的产品，观光游览产品、康体疗养产品、文化体验产品、休闲娱乐产品等。

5.2 旅游安全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旅游安全情况，如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消防、防盗、

救护等设备，危险地段标志、紧急救援机制、突发事件处理预案等

5.3 经营管理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经营管理情况，如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旅游质量、

旅游安全、旅游统计等各项经营管理制度，管理人员配备、投诉制度等。

5.4 资源影响力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的资源影响力情况，如观赏游憩价值、历史价值、文化

价值、科学价值、珍贵物种，奇特景观等。

5.5 游人规模

详细分析申报地区年接待海内外游人情况。

六、荣誉

详细分析拟申报地区（景区）所获得的所有具有正式证书或文件认证的生态

旅游方面的实际成果和荣誉。

七、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当地申报广西避暑旅游城市（小镇、景区）的优势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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