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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落实《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7-2030年）》，促进

资源保护与利用，规范景区建设与管理，提升景区环境和游赏品质，特

编制《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落笔洞景点详细规划(2025-2030年)》。

第二条 规划范围与面积

本次落笔洞景点详细规划的范围是：《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2017-2030年）》确定的落笔洞景点范围。四至周界：南侧以学院

路为界，东侧以三亚学院为界，北侧及西侧以中国热带植物园为界。总

面积 0.51 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东经 109°54′93″-109°55′70″，北纬

18°32′67″-18°33′33″。

第三条 规划定位

1、形象定位

万年古遗址·神奇落笔洞

2、景点性质

落笔洞景点是以落笔洞遗址保护为核心，以自然奇特的溶洞景观为

特色，以自然山林为基调，结合当地民俗风情和黎族文化，展示人类演

化进程，集自然观光、科普展览、文化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史前遗址保

护与利用的景点。

第四条 功能布局

规划形成“一心、一环、一带、多节点”的空间结构。

打造六大功能分区：管理服务区、遗址展示区、生态山林区、古河

湿地区、文化体验区、安静休息区。

第五条 规划期限

2024年～2030年。其中，近期：2024年～2025年，远期：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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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

表 1-1落笔洞景点详细规划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 单位 数值 所占比例 指标使用

一、规划总用地 公顷 51 100% ▲

1、建筑用地 公顷 0.36 0.70% ▲

2、绿化用地 公顷 36 70.6% △

3、风景用地 公顷 7.90 15.48% △

4、其他用地 公顷 6.74 13.22% △

二、总建

筑面积

现 状 建

筑面积
平方米

0

▲
新 增 建

筑面积
6400

三、容积率 博物馆容积率为 0.22 △

四、建筑限高 米 6 ▲

五、建筑密度 % 22% △

六、地表改变率 % 30% △

注：▲必要指标，△选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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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景观保护与利用规划

第六条 景观资源评价

共 19个景源。

表 2-1 景源评价分级表

级别

自然资源 人文资源

总规评价 详规补充评价 总规评价 详规补充评价

一级景源
2个

题字碑文石刻
“三亚人”古人类遗址

二级景源
7个

落笔峰
落笔洞
仙娘洞
仙郎洞

将军洞 古河道 诗词题刻

三级景源
10个

滞水岩溶洼地
常绿阔叶林

落笔洞“落笔”传说
落笔洞黎族“游洞节”
落笔洞黎苗“三月三”

黎族歌舞

“仙郎洞”传说
祭祀习俗
登沛跑

钻木取火

合计 4 3 7 5

7 12

第七条 景观特征分析

1、历史悠久的古人类遗址——三亚落笔洞遗址，是海南岛目前已知

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存，也是我国已发现最南端的古人类洞穴遗址。

2、自然奇特的溶洞景观——分布有落笔洞、仙娘洞、将军洞、仙郎

洞等众多溶洞。

3、深厚的诗词文化底蕴——宋、元、明、清诸代的官宦仕人，在落

笔洞留下了一系列的摩崖石刻，写下了许多咏唱落笔洞的诗句。

4、优美的自然景观空间——岩溶洼地形成的滞水塘，成为了自然湿

地景观。景点内山体鹤立高耸、岩奇洞幽、景观多变，具有较高的自然

景观价值。

5、浓郁的民俗文化特色——落笔洞周边区域生活的居民以黎族为主，

拥有独特的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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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景象展示构思

1、“落笔凌空”景象——位于落笔洞内。

2、“史前探秘”景象——位于遗址博物馆内。

第九条 分级保护

1、一级陆域保护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规划面积 0.16平方公里（163758.32平方米）。主要由落笔洞自然山

体和遗址保护地段组成，具体包括 30米高程以上的山体及落笔洞、仙郎

洞、将军洞、仙娘洞等。

2、二级陆域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规划面积 0.10平方公里（101280.98平方米）。主要为落笔洞山脚区

域。具体包括古河道、神笔亭、渔猎雕塑等景点。

3、三级陆域保护区（控制建设范围）

规划面积 0.24平方公里（244265.91平方米）。主要是指一、二级保

护区以外区域。具体包括模拟探方、打制石器场景展示、古韵流芳等景

点。

第十条 景观环境整治与提升

1、人文景点的维护和修缮

规划对落笔洞遗址等现状人文景点，按照文物保护要求，加强保护

与修缮，保持原真性及完整性。

2、现状景点游览环境改善

落笔洞景点是以动态观赏、静态观赏两种赏景方式结合的观赏方式，

打造观赏博物馆、逛湿地、探落笔洞的游赏序列。对现状景点进行景观

提升，在落笔洞遗址 10 米范围外增加观赏木质平台，同时洞内运用声光

电的方式进行古人类遗址展示，采用 LED 灯光，避免光污染。增加相应

的服务配套设施，在博物馆和管理处分别设 2处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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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线与视廊控制

规划确定遗址博物馆——落笔峰的景观视廊。

4、天际线控制

控制落笔峰山体为主的天际线，以落笔峰为整体控制点。

5、岸线景观控制

景点驳岸类型主要为生态自然驳岸。采用植物、自然石、挑台等多

种驳岸形式，营造自然生态岸线景观。

第十一条 景点利用

共规划 27处景点。

表 2-2 景点规划一览表

序号 景点名称
建设类

型
建设内容

1 遗址博物馆 新建
建设遗址博物馆，对发掘文物进行展览，对人类演化进程
进行展示。

2 主入口广场 新建 结合遗址博物馆建设入口广场，提供服务配套设施。

3 落笔洞 保护 保护落笔洞洞内遗址环境原真性与完整性。

4 “三亚人”古
人类遗址

提升 对“三亚人”古人类遗址进行声光电展示。

5 题字
碑文石刻

保护 对落笔洞内的摩崖石刻、题字碑文进行保护与展示。

6 忆古台 新建
在落笔洞外建立保护性观赏平台，用多媒体展示“三亚人”
生活场景，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在此可举行祭祀习俗。

7 仙郎洞 保护 保护仙郎洞内遗址环境原真性与完整性。

8 姻缘台 提升
在仙郎洞外建立保护性观赏平台，呼应仙郎洞的传说，完

善配套服务设施。

9 落笔峰 保护 保护落笔峰山体及其生态环境。

10 将军洞 保护 对将军洞进行保护，以待后续的考古挖掘。

11 仙娘洞 保护 对仙娘洞进行保护，以待后续的考古挖掘。

12 古河道 提升
在原有古河道基础上打造湿地景观，使其与周边环境良好

融合。

13 神笔亭 新建
结合湿地古河道，适当配套休闲设施，建设神笔亭，呼应

落笔洞。

14 渔猎雕塑 新建 结合湿地古河道，恢复“三亚人”渔猎场景。

15 打制石器场景
展示

新建 在主入口附近新建打制石器场景，展示旧石器时代文化。

16 “三亚人”生活
场景复原

新建 对“三亚人”古人类生活场景进行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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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景点名称
建设类

型
建设内容

17 “钻木取火”雕
塑

新建 对“三亚人”古人类钻木取火场景进行展示。

18 考古挖掘大棚
（模拟探方）

新建 新建模拟探方，增强考古的体验。

19 磨制石器场景
展示

新建 新建磨制石器场景，展示新石器时代文化。

20 森林鹿园 新建 结合现有自然环境，还原古人类狩猎场景。

21 生态露营地 新建 结合现有草地打造生态露营基地，完善配套服务设施。

22 森林驿站 新建 在主园路边设置驿站供人休息，完善配套服务设施。

23 露天剧场 新建
利用现状地形新建露天剧场，在此表演石器时代生

活场景。

24 古韵流芳 新建 新建叠石假山，寓意古韵盎然的福地洞天。

25 水月湖 提升
对现状滞水岩溶洼地进行提升，对驳岸进行改造，并设置

亭廊，形成安静休憩的氛围。

26 荷风四面亭 新建
布局在水月湖的东南侧，规划新建一处单檐六角亭，

风格采用三亚建筑风格，亭四面皆水，莲花亭亭净植，岸
边柳枝婆娑。

27 风雨廊 新建
在水月湖东侧，规划新建一连廊，风格采用三亚建筑

风格，坡屋顶形式。晴可蔽日纳凉、雨可遮风挡雨。

第十二条 景群利用

1、落笔洞溶洞景群：维护岩溶地貌、洞穴体系，保护溶洞的各种景

物。突出落笔洞及周边的景观特色，以考古文化和落笔洞遗址为主题，

采用声光电的形式进行展示。以漫游、静赏为主。

2、遗址博物馆景群：突出遗址博物馆的空间主导地位，以人类演化

进程展示为主题线路，结合 VR等高科技手段进行展示。

3、模拟探方景群：以考古体验、史前文化展示为主，打造互动体验

等参与性强的景观。

第十三条 景线利用

1、游线组织

规划一日游览线路。规划考古研学文物古迹、山林体验、休闲游览

等 3条特色主题游览线路。

2、游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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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电瓶车游览、步行游览、综合游览等三类游览方式。

第十四条 植物生态修复与景观营造

1、植物生态修复

规划对落笔峰区域进行植被的保护。场地总面积约 15公顷。对落笔

洞洞外山体植被进行修复，面积为 0.8公顷。

2、植物景观营造

根据功能分区打造不同主题的植物景观。管理服务区植物主题为“花

香迎风”；古河湿地区植物主题为“湿地雨林”；文化体验区植物主题

为“椰风古韵”；遗址展示区植物主题为“遗穴秘境”；生态植被区植

物主题为“悠悠山林”；安静休息区植物主题为“闲趣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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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第十五条 游客容量

日游客容量为 2879人次，年游客容量为 86.37万人次，日极限游客

容量为 4894人次/日。

第十六条 游客规模

规划至 2030年末游客规模为 90万人次。

第十七条 旅游服务设施分级分类

1、服务部

规划服务部 2处，位于景点主入口博物馆内，提供游客服务、咨询

功能，以及次入口管理处，提供咨询服务和售卖服务。

表 3-1 落笔洞景点详细规划范围内旅游服务设施一览表

序号 分级 名称 设施项目
用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备注

1 服务部
遗址博物

馆

问询、卫生公厕、商店、
售卖、医务室、饮食点
等

8500 1900

2 服务部 管理处 咨询、公厕、小卖部 18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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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游览交通规划

第十八条 对外道路交通规划

落笔洞景点位于 G98海南环岛高速公路北侧，位于荔枝沟出入口与

亚龙湾互通之间，落笔洞景点对外交通依托于海南环岛高速公路及景点

外侧的学院路进行组织。

第十九条 出入口规划

规划在景点南部新建主次入口各 1处，设游人、车辆出入口，西侧

设 1处次入口。

第二十条 内部交通规划

规划形成“干路+分枝网”的交通结构。

1、电瓶车道交通规划

景点内游览交通以专用电瓶车为主，依托景点规划游览道路组成游

览交通环线。

景点内游览交通形成“主入口服务区——文化体验区——安静休息

区——古河湿地区——次入口服务区”的主要游览环线。电瓶车道总长度

2.2千米，宽度 5米。

表 4-1 电瓶车道规划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线路
规划宽度
（m）

长度
（km）

规划路面材料 备注

1 电瓶车道 主入口——次入口 5 2.2 沥青 新建

2、步行游览路

步行游览路与电瓶车共同形成景点内部的观光游览步行系统。总长

度 2.8千米，道路宽度 1.2-3米。材质以石材、木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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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步行道路规划表

序号 位置 道路线路 宽度（m）
长度
（m）

路面材料 备注

1 古韵流芳 游步道 3 337 石板 新建

2 落笔洞南侧 游步道 3 747 石板 新建

3 模拟探方 游步道 3 449 石板 新建

4 水月湖 游步道 3 477 石板 新建

5 落笔洞外 木栈道 1.2 290 防腐木、塑木 保留

6 仙郎洞外 木栈道 1.5 182 防腐木、塑木 新建

7 落笔峰 木栈道 1.5 300 防腐木、塑木 新建

8 仙娘洞外 木栈道 1.5 20 防腐木、塑木 新建

3、停车场规划

规划对外公共停车场 3处，位于主入口和次入口，占地面积为 0.69

公顷。主次入口及公共停车场附设电瓶车停车、换乘功能。

表 4-3 停车场规划表

序号 位置
规划车位数（个） 规划占地

面积（m2）
合
计

备注
大巴车 私家车 环保游览车

1 主入口 10 71 10 4460 91

2 遗址博物馆 18 1900 18 设在地下负
二层

3 西次入口 20 5 425 25

4 管理处 7 5 200 12

合计 10 116 20 698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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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础工程设施规划

第二十一条 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预测日生活用水量 643.88立方米，供水水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南侧学院路设有市政供水管线，规划从南侧市政道路引入给水管，

沿道路环状布置，管径 DN200，供生活用水。

第二十二条 排水工程规划

采用雨污分流制。预测污水量 68.23立方米/天。景点污水量较大的

博物馆污水就近接入学院路市政污水管网，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或回用。

根据地形和道路走向，将雨水分为南、北两个排水区，在道路沿线

布置雨水明渠，收集雨水后就近排入自然冲沟。

第二十三条 电力工程规划

从荔枝沟变电站引一路 10KV 电源入遗址博物馆内变配电间，变配

电间内再设置一座高压分界室，分两路 10KV分别至景区内设置的两处

室外箱式变电站。

规划预测景区内用电负荷约为 1000KW。

第二十四条 电信工程规划

1、规划通信线路由就近市政弱电交接箱引入遗址博物馆内的弱电机

房内。设置三处光纤信号交换机，由遗址博物馆内的弱电机房光纤交换

主机分线至园区内另外两处光纤信号交换机。各个网络信息集合于遗址

博物馆弱电机房内。通信线路全部采用电缆埋地敷设，严禁采用架空明

线。

第二十五条 环卫工程规划

1、生活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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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箱主要设置于游人集散地、游人稠密区的游览线两侧及景点附

近，主要游览道路垃圾箱间距为 100 米，一般游览道路垃圾箱间距为

200-400米。垃圾箱个数为 30个。

规划在西次入口附近设置 1处集中式垃圾中转站，面积 200-300平方

米，采用地埋方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化达到 95%。

2、公共厕所

规划公厕（卫生间），共计 4处。

表 5-1 环卫设施规划一览表

公厕位置 数量 建筑规模指标（m2/个）
公厕总面积
（m2）

备注

遗址博物馆内 1 165 165
管理处 1 50 50

主干道东侧 1 60 60
西次入口 1 80 80

3、环卫场所及设备

环卫工人休息室及工具间与景点管理处相结合；环卫设备根据实际

情况购置。

第二十六条 综合防灾规划

1、防潮防洪规划

规划确定防洪等级为三级。用历史最高潮位进行校核，三亚市 50年、

100年一遇洪水相应潮水位分别为 2.46m和 2.55m。

2、防震抗震规划

一般建筑物和构筑物按地震基本烈度 6 度设防。道路按抗震烈度 7

度设防。

3、气象与地质灾害防治

禁止在落笔洞景点内开山采石，对道路边坡、建筑挡墙进行维护加

固，通过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防止滑坡、崩塌；实行工程建设项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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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凡属大中型建设项目或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

工程建设，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建立完整的防灾、减灾检测、

预报、警报和服务系统，制定应对海啸、风暴潮灾害的预警机制和措施。

4、消防规划

电瓶车道宽度为 5 米，满足消防车道通行要求。建筑消防供水以市

政自来水为主，沿主路设置室外消火栓。博物馆内布置室内消防栓，建

筑室内防火疏散路线设计满足人员疏散的需要，设置广播系统，有效引

导人群疏散，一层设置消防控制室有效控制广播系统，防火疏散路线设

置明显标志指明安全区或集合点。

5、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采用人工防治、诱捕防治、化学防治、无人机喷洒等多种综合性防

治措施，进行防治。

6、疏散规划

利用主入口停车场、景点广场及游览服务设施内的空旷地等作为地

震时主要疏散地，景点道路和周边城市道路作为避震疏散通道，疏散通

道上要设置醒目标志。

第二十七条 海绵城市规划

结合海绵城市的雨洪管理概念，规划在各主要景观节点布置透水铺

装的广场、人行道，根据场地地形合理布置雨水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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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用地协调规划

第二十八条 土地利用规划

落笔洞规划用地类型可分为风景游赏用地、旅游服务设施用地、交

通与工程用地、水域等四类，对各类用地细分至中类。

表 6-1落笔洞景点土地利用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类别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hm2） 占总用地百分比（%）

大类 中类

合计 51.00 100.00

1 甲

风景游赏用地 44.06 86.39

甲 1 风景点用地 20.85 40.88

甲 2 风景保护用地 16.29 31.94

甲 3 风景恢复用地 6.92 13.57
2 乙 旅游服务设施用地 1.03 2.02

乙 1 旅游点建设用地 0.18 0.35

乙 4 解说设施用地 0.85 1.67

3 丁
交通与工程用地 2.24 4.39

丁 2 游览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2.24 4.39

4 壬

水域 3.67 7.19
壬 2 湖泊、水库 2.00 3.92
壬 4 滩涂、湿地 1.67 3.27

第二十九条 用地适建性与兼容性

1、“旅游服务设施用地”（乙）内设施适建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风

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50298-2018）中“旅游服务设施与旅游基

地分级配置表”的规定控制；

2、城乡建设用地的适建性除应符合城乡规划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

合风景名胜区景观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特定要求；

3、“旅游服务设施用地”（乙）可兼容“风景游赏用地”（甲）功能。

第三十条 地块划分与编码

采用二级编码方式，即“景区—功能区的编号方式，如 A-01系列，A

表示落笔洞景区，01表示功能区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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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用地控制

从土地使用、配套设施、景观环境 3个方面进行规划内容和指标体

系控制。其中，图则中有独立要求的地块原则上按图则指标进行控制，

主要针对风景游赏用地（甲）、旅游服务设施用地（乙）进行控制，对

部分交通与工程用地（丁）进行控制，不对水域进行图则控制。指标详

见规划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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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设分期

第三十二条 分期建设内容与实施重点

1、近期实施重点

（1）做好落笔洞遗址保护工作，建设落笔洞遗址博物馆。

（2）培育落笔洞洞外的植被。

（3）完成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环卫设施、交通工程设施等基础设施

建设。

2、中远期实施重点

（1）在做好仙郎洞、将军洞、仙娘洞保护与管理的基础上，着力开

展仙郎洞、将军洞、仙娘洞的文物资源展示与资源发掘工作。

（2）推进文化体验区、生态山林区、考古体验区、安静休息区、古

河湿地区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剩余游赏区域内部的景观步道、配套服务

设施建设。

（3）着力提升落笔洞古河道湿地生境的景观质量，进一步丰富湿地

植被类型，提升区域生态品质。

（4）进一步完善景点的总体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景点管护监

控、科研监测和科普宣教设施建设工作，使景点各项基础设施达到相对

完善的程度。

（5）全面提升景点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大力开展景点形象宣传，

注重景点市场营销，完善景点形象，扩大景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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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近远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序
号

分
项

工程名称 规模 单位 建设内容 建设性质
分期建设

近期 远期

1

景
观
保
护
与
利
用
工
程

自然景观
保护

1 项

包含山体修复 0.08公顷，
落笔洞洞外山体植被培育
0.8公顷，湿地植物及水体
恢复 1.15公顷

保护 • •

人文景观
保护

1 项
落笔洞遗址崖壁的修复
1.23公顷

保护 •

古树名木
保护

1 项
建立档案、划定保护范围、
保护海南假韶子的生存环
境

保护 •

现有景点 8 处

落笔洞、“三亚人”古人
类遗址、仙郎洞、将军洞、
仙娘洞、古河道、水月湖、
落笔峰

保护、
提升

•

规划景点 16 处

主入口广场、忆古台、神
笔亭、渔猎雕塑、打制石
器场景展示、“三亚人”生
活场景展示、“钻木取火”
雕塑、考古挖掘大棚、磨
制石器场景展示、森林鹿
园、生态露营地、露天剧
场、森林驿站、古月流芳、
荷风四面亭、风雨廊亭

新建 • •

2

旅
游
服
务
设
施
工
程

遗址博物
馆

6000 平方
米

在入口广场处新建落笔洞
遗址博物馆，对落笔洞及
仙郎洞挖掘的文物进行展
示，并对人类发展的历史
进程进行序列展示，遗址
博物馆一层在地上，面积
为地上一层 1900平方米，
地下设负一层和负二层，
面积 4100平方米。

新建 •

管理处 200 平方
米

在管理处设置服务部 新建 •

标识系统 1 项

落笔洞景点主入口广场设
置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徽
志标示，在景点入口、观
赏点、科普点等明显位置
进行设置

新建 •

购物设施 2 处

综合商店：规划在落笔洞
景点的主入口旅游服务点
内设置综合商店 1处，面
积为 50平方米。
商亭：规划在营地内设置
商亭 1处，面积为 30平方
米。

新建 •

医疗设施
建设工程

1 处 在旅游服务点 1处医务室 新建 •

文化设施
建设工程

1 项

对落笔洞洞内空间，运用
声光电、多媒体技术方式
进行展示，展示“三亚人”
史前遗址文化

新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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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
项

工程名称 规模 单位 建设内容 建设性质
分期建设

近期 远期

环卫设施
建设工程

1 项
2 处公厕，建筑面积 140
平方米；30个垃圾箱

新建 • •

3

游
览
交
通
建
设
工
程

生态停车
场建设工

程
0.37 公顷

主入口、次入口生态停车
场，占地面积 0.37公顷

新建 •

电瓶车道
建设工程

2.2 千米
主入口服务区至次入口服
务区。总长 2.2 千米，宽
度 5米。

新建 •

游览步道
建设工程

2.8 千米
游步道宽度为 3米，材质
为石材，木栈道长度为
500米，宽度为 1.2米。

新建 • •

4

基
础
建
设
工
程

给排水工
程

1 项 新建 • •
供电通信

工程
1 项 新建 • •

防火通道
建设工程

1 项 新建 • •
监控系统
建设工程

1 项 新建 • •
综合防灾

工程
1 项 新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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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划由文本图纸（含图则）、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三部分组成，

其中文本和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文本与图纸有冲突时以文本为准。

第三十四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一切建设活动均应严格遵照本规划执行。因特殊原

因需对本规划内容进行更改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申请修编，经审批同

意后方可更改。

第三十五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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