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介绍金华双龙洞的导游词(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介绍金华双龙洞的导游词篇一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梁，你们就叫我梁导好了。下面我们
要去的地方是金华双龙洞，让我们一起踏上旅途，请你们慢
慢欣赏一路的风景吧！

好！各位亲爱的旅客，美丽的双龙洞已经到了，我们现在的
位置是洞口，你们有谁知道这个洞里为什么会流出溪水来
吗？，关于这个有一个传说。相传，古代婺州连年大旱，民
不聊生，天上的青龙和黄龙看不下去了，于是便把天池的水
洒向人间，百姓得救了，可青龙和黄龙却被山压住了勃颈，
可龙头还在顽强地吐水，这就是常年有水的原因，在请跟我
来。

现在，我们来到了孔隙，旅客们请小心，因为孔隙窄小，所
以要特别注意安全，要是稍微抬起头，就会撞破额头，擦伤
鼻子。旅客们请注意，下面就到了内洞。你们看！石钟乳和
石笋很多，石钟乳和石笋都是由石灰质聚集而成的。岩洞中
的石笋溶解在水里，水中的`石灰质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在
洞顶逐渐形成冰锥状物体，这就叫石英乳，也叫钟乳石（类
似北方冬季屋檐下的冰椎）。洞顶的水滴落在地上，石灰质
也逐渐聚住起来，就成为石柱。石钟乳和石笋千姿百态，人



们根据这些形态，想象成各种东西，如“黄龙吐水”“倒挂
蝙蝠”“彩云遮月”“天马行空”“海龟探海”“龟蛇共
存”“寿星与仙桃”“青蛙盗仙草”等四十余种景观，令人
目不暇接，宛如置身水晶龙宫。

各位旅客，接下来请你们有序的上车，我们就要告别这美丽
的双龙洞了。

介绍金华双龙洞的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梁，你们就叫我梁导好了。下面我们
要去的地方是金华双龙洞，让我们一起踏上旅途，请你们慢
慢欣赏一路的风景吧!

好!各位亲爱的旅客，美丽的双龙洞已经到了，我们现在的位
置是洞口，你们有谁知道这个洞里为什么会流出溪水来吗?，
关于这个有一个传说。相传，古代婺州连年大旱，民不聊生，
天上的青龙和黄龙看不下去了，于是便把天池的水洒向人间，
百姓得救了，可青龙和黄龙却被山压住了勃颈，可龙头还在
顽强地吐水，这就是常年有水的原因，在请跟我来。

现在，我们来到了孔隙，旅客们请小心，因为孔隙窄小，所
以要特别注意安全，要是稍微抬起头，就会撞破额头，擦伤
鼻子。旅客们请注意，下面就到了内洞。你们看!石钟乳和石
笋很多，石钟乳和石笋都是由石灰质聚集而成的。岩洞中的
石笋溶解在水里，水中的`石灰质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在洞
顶逐渐形成冰锥状物体，这就叫石英乳，也叫钟乳石(类似北
方冬季屋檐下的冰椎)。洞顶的水滴落在地上，石灰质也逐渐
聚住起来，就成为石柱。石钟乳和石笋千姿百态，人们根据
这些形态，想象成各种东西，如“黄龙吐水”“倒挂蝙



蝠”“彩云遮月”“天马行空”“海龟探海”“龟蛇共
存”“寿星与仙桃”“青蛙盗仙草”等四十余种景观，令人
目不暇接，宛如置身水晶龙宫。

各位旅客，接下来请你们有序的上车，我们就要告别这美丽
的双龙洞了。

介绍金华双龙洞的导游词篇三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国庆来到金华双龙洞。我是大家今天的
导游，大家可以叫我小严或者严导。今天我们要游览的双龙
洞，大有名气，连小学课本上都有一篇专门写双龙洞的文章。
希望大家在游览的过程中，做文明游客。

让我们先到双龙洞大门前，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块大大
的石碑，碑上题着叶圣陶老先生写下的对金华双龙洞的印象。
绕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大湖，这个大
湖没有名字，但是却很引人注目。瞧，那儿有小朋友拿着水
枪，把水喷的老远，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再大一点的孩子，
则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欣赏着这美丽的湖面。

踏着高高的石阶，我们就来到了金华最有名的双龙洞了。大
家发现了吗？洞外有两个大大的龙头，栩栩如生；这也是双
龙洞名字的由来。

双龙洞的入口很奇特，需要坐船才能进入，平躺在船上，船
就会开始慢慢地动。请各位游客排好队，一个个有序地上船。

上船后，请大家赶紧把膝盖笔直地放好，因为窄小，不把膝
盖笔直放好的话，膝盖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锋利的岩石壁磨
破。

走下船，我们就来到了内洞。内洞岩壁上的两条小龙就展现
在了我们的眼前



——原来我们刚才在洞外看到的是龙头，现在在洞里看到的
则是龙身。一条青龙，一条黄龙，两条龙惟妙惟肖，栩栩如
生：一条张牙舞爪，好不威风；另一条瞪大眼睛，张大了嘴
巴。

绕过一根石柱，我们还能看到一双将军腿。这将军腿穿着长
靴，粗壮的大腿看起来十分有力，健壮极了！传说是这位将
军因为经常做错事情，才被困在了这里。

文中读来和照片中看来，是很不一样的！希望大家在今天的
双龙洞之行中领略到了大自然的钟灵造化。今天的游览到此
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介绍金华双龙洞的导游词篇四

亲爱的驴友们：

金华双龙洞是浙江省著名旅游景点，距金华市区约8公里，位
于浙江省金华山西南山麓，海拔500-1250米，双龙洞洞口两
侧分悬的钟乳石一青一黄，酷似两条龙，两龙头在外洞，而
龙身却藏在内洞，故名“双龙洞”。

金华双龙洞除底层的双龙洞之外，还有中层的冰壶洞和最高
的朝真洞。双龙洞分内、外两洞，外洞高大明亮，洞高66余
米，长、深各33余米，面积1200多平方米。洞内陈放着一排
排石桌、石椅，可容千人品茶避暑。

金华双龙洞位于双龙洞景区中心，是整个双龙风景名胜区核
心景观，成为自然风景名胜的历史已有1600多年。双龙洞由
内洞、外洞及耳洞组成，常年洞温为15℃左右，冬暖夏凉。
炎夏至此，领有“上山汗如雨，入洞一身凉”之感。洞口西壁
“双龙洞”三字，恃为唐人手迹;东壁“洞天”二字，为宋代
书法家吴琳的墨宝;“三十六洞天”五个大字，则为元老、近
代杰出书法家于右任之手笔。



如果说金华双龙洞的内洞是“龙宫”的话，那么外洞仿佛
似“龙厅”。其中西厅一挂“石瀑”，相传八仙之一的吕洞
宾曾隐身于此。往前是“骆驼仰首”、“石蛙窥穴”、”雄
狮迈步”、“金鹞展翅”等景观。

金华双龙洞内外洞有巨大的屏石相隔，仅通水道，长10余米，
宽3米多。内外洞的相隔与相通，形成了双龙洞最鲜明的特色。
古诗云“洞中有洞洞中泉，欲觅泉源卧小船”，如欲观赏，
唯有平卧小舟，仰面擦崖逆水而入，“千尺横梁压水低，轻
舟仰卧人回溪”，不得稍有抬头，有惊而无险，妙趣横生，
堪称游览方式之一绝，有“水石奇观”之誉。

金华双龙洞进入内洞就宛如置身仙境龙宫了。内洞更大于外
洞，面积约3500平方米，洞内钟乳石、石笋、石幔、石柱、
石钟、地下泉水众多。“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洞内你就可
以见到两龙的龙身、龙爪、龙尾了。其他主要景观有“晴雨
石”、“仙人挂衣”、“雪山罗汉堂”、“将军腿”、“金
华火腿”、“北京烤鸭”、“仙人床”、“倒挂蝙
蝠”、“彩云追月”、“天马行空”、“海龟探海”、“龟
蛇争仙丹”、“青蛙盗仙草”、“寿星与仙桃”、“拇指
泉”和郁达夫命名的“盆景小瀑布”等20多个岩溶景观，琳
琅满目，惟妙惟肖，幻化多变，使人目不暇接，宛若置身水
晶龙宫。游客至此，都会忘记尘世的喧嚣，体验“洞中方一
日，人间已三载”的神奇。

明代的徐霞客根据双龙洞“外有二门，中悬重幄，水陆兼奇，
幽明凑异”的独特景观特点和价值，把她列为“金华山八
洞”的第一位。叶圣陶曾写过金华双龙洞游记。

金华双龙洞有如此众多景观，又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李白、王安石、孟浩然、苏轼、李清照等历史名人都曾有佳
作。旅行家徐霞客写下了近5000多字的游记。现代文学家郁
达夫、叶圣陶、郭沫若、艾青等都为双龙洞写过脍炙人口的
名作。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彭德怀、陶铸、彭真等党和



也在此留下了足迹。洞内留有多处古今名人的墨宝。2004年
初吴邦国委员长视察了双龙洞景区。随后，同志也来景区视
察工作。古今名人在此留下了足迹。

介绍金华双龙洞的导游词篇五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我是这次旅行的导游，很高兴能陪伴你们参观双龙洞。

现在我们出了金华城，来到罗甸，马上就要入山了。请大家
看车窗外，山坡上开满了各色的映山红，无论花朵和叶子都
显得很有精神呀！油桐也正在开花。大家注意看树底下的沙
土了，颜色是不是和普通的一样呢？这儿的沙土是粉红色的，
在别处似乎没有见过。粉红色的山，各色的.映山红，加上或
浓或淡的新绿，多么明媚的春景呀！

旅客们，著名的双龙洞到了，下车吧。请大家抬头望，这山
非常高，气势雄伟。洞口似桥洞，宽宽的。让我们赶紧走进
去瞧瞧吧！看，外洞周围是石壁，头上是石顶，好似一个大
会堂，可以容纳上千人开会。

一路上来，你们有没有发现，山边的溪流蜿蜒曲折？大家知
道水源在哪吗？请认真找找，找不到？还是听我说吧！大家
往左下方看，泉水就是从这孔隙流出来的。这个孔隙应该比
你们想象的要大一些，可以让一只小船进出。但是，这只小
船只能坐两个人，而且要并排仰卧。为了安全起见，请大家
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两人两人依次排好队坐船入洞。外洞
到内洞的行程有八九米，在行船期间注意千万不要抬起头，
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行，以免撞破额角或擦伤鼻子。

游客们，内洞到了，这里光线很暗，请注意安全。内洞面积



约3500平方米，景点很多，大家不要着急，随着前面的汽油
灯参观。这里有很多石钟乳和石笋。看，蜿蜒在洞顶的黄龙
和青龙，多么神气！这些石钟乳和石笋形态各异，五颜六色，
像这个，现在还没有正式命名呢！请各位发挥想象，起个名
字吧！好，好，就叫——天马行空。“洞中有洞洞中泉，欲
觅泉源卧小船”，正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亲爱的朋友们，这次金华双龙洞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我的介绍能令你们满意，谢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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