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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黄山
、

九华 山
、

天柱山风景区的土壤资源进行考察
,

指出三座名 山的土壤资源正在耗损和退化
, 面临

着潜在危机 其原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后者表现在过度垦殖使土壤侵蚀加剧
,

建设旅游设施和公路以及游

人过多都给景区的土壤和环境带来压力 文章最后提 出五项保护景区土壤资源的对策和措施 加速绿化荒

山 有 节制地利用风景资源 发展景区土壤改良和培肥工作 适度发展当地名优特产 , 加强邻近地区

生态环竣保护
,

关键词 黄山二九华山 天柱 山 土壤资源 保护措施与对策

黄山
、

九华 山
、

天柱山均是我国著名的

风景名胜区 黄山在皖南徽州境
、

九华山在

江南青阳县境
,

天柱山在江北潜山县境 三

座名 匕隔江相望
,

遥相辉映
,

不仅景色奇美
,

气象万千
,

而且都具有丰富的人文地理特色

所以
,

举世瞩目
,

为中外游客所向往

随着山区人 口逐年增多
,

生产建设及旅

游事业的发展
,

三座名 山的自然环境渐趋恶

化
,

尤其是作为陆生生物生活繁衍基地的土

壤资源
,

遭到耗损和破坏最为严重 为了保

护名山的风景资源
,

让大 自然馈赠给人类的

奇山秀水永葆青春
,

也给后人留下美好的生

活环境
,

我们要认真研究
、

并保护好名山的土

壤资源

一
、

风景区土壤资源的现状

在对黄山
、

九华山
、

天柱山土壤进行全面

调查
、

并获得大量分析数据之后
,

发现这三座

名山的土壤资源正在耗损和退化
,

潜在危机

严重

了 土壤资源数 量甚少

国家建设部 年批准的三座名山景

区的规划范围
,

黄 山为
, ,

九华山为 。

, ,

天柱山为 实际上风景区的

主要景点大多分布在海拔 以上的中山

地区 而中山地区裸岩面积大
,

难利用地面

积大
,

可用的土壤资源面积甚少 如黄山风

景山裸岩面积
, ,

占总面积 , 多
,

而在海拔 。。 以上的中山
,

裸岩面 积 占

。并以上 九华山海拔 以上的山峰
,

裸岩面积约占 多 由于有大面积裸岩存

在
,

土壤常常残存于岩石缝隙之中
,

形成了特

有的岩隙土壤类型 所以
,

景区土壤零星分

散
,

土被不连续
,

很少能见到土层深厚
、

连片

分布的土壤

土壤物理性状不 良

其一
,

景区土壤土层浅薄 据调查统计
,

有效土体厚度 层 层 的土壤
,

仅占总土壤面积 一 呢 土体厚度 一

的占总土壤面积的 一 多 土体厚度

的占总土壤面积 一 外

其二
,

粗骨土
、

石质土所占比例甚大 由

于土层浅薄
,

土壤多缺少 层发育
,

或者 层

发育很弱 据对黄山景区的调查
,

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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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
,

具
一 一

土体构型的薄层性土占

多 薄层 层下为岩石风化碎屑层具

构型的粗骨土占 多 还有一部分是薄

层 层直接与基岩接触的
一

型石质土

据对九华山景区的调查
,

薄层性土占 务
,

粗骨土占
,

石质土 占
,

并 而在天柱山

景区想寻找一个具有发育完整的
一 一 构

型的土壤剖面都很困难
,

绝大部分均为薄层

性土
、

粗骨土和石质土

其三
,

土壤质地轻
,

砂粒
、

石块含量过高

景区土壤都存在质地过轻的问题 从质地分

级来看
,

均属于多砾质砂土或多砾质粉壤土

据对黄山典型土壤剖面分析
,

石块含量高达

占土壤总量 务以上
,

而在土粒中
,

的砂粒又高达 一 多
,

的

粘粒仅占 一 外 九华山
、

天柱山土壤的

砂
、

砾含量也相类似 土壤中砂
、

砾含量如此

之高
,

无疑会影响土壤的生产性能
,

影响各种

植物的正常生长 见表

土壤肥力水平不高

 土壤有机质丰缺不均 由于中山地

区湿度大
,

气温低
,

微生物对凋落物分解缓

慢
,

土壤有机质容易积 累 但因植被覆盖率

差异很大
,

也影响到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 据

调查
,

在中山区植被覆盖达 多的
,

土壤有

机质可达 多 以上
,

而侵蚀强烈
、

植被覆盖

度低的地段
,

土壤有机质含量可 多
.
天柱

山植被破坏严重
,

土壤侵蚀强烈
,

有机质含量

一般均在 2% 以下
.

(2) 速效态磷
、

钾养分不足
:
磷

、

钾是植

物生长发育的重要营养元素
.
由于侵蚀的影

响
,

磷
、

钾养分流失严重
.
据对九华 山 “ 个

土壤剖面进行统计
,

速效磷含量平均 为 6
.
闷

PP m
,

变异系数为 53
.
7肠; 速效钾含量平均为

135
.
7pPm ,

变异系数为 44
,

5 外
.
据对黄山 210

个土壤剖面进行统计
,

速效磷 < 10ppm 的占

表 2 天柱山土壤典型剖面养分状况
*

全(
一

。、,。
土壤名称 } 层

厚 度
(em )

有机质
( % )

全 氮
( % )

C /N
全 磷
(% )

速 磷
( PP m ) 舒

速 钾
(P Pm )

酸性棕壤

暗黄棕壤

黄棕壤

黄红壤

3一 20

3一20

2一 19

2一 4 5

7 4

4 0

6 7

3 4

0
。

0
3

9

0

。

0 9 8

0

。

0 5 2

0

.

0 2 3

:
;

0

。

0 1 7

0

。

0 1 5

0

。

0 1
5

0

。

0 2
7

9
1

3
9

0 l

8 7

9 0

9
6

7
8

4
0

次

一
AAAA

*本表数据 由安徽省土壤测试中心提供

表 3 黄山
、

九华山
、

天柱山土壤的微里元素(有效态 )含t (ppm )
*

地地点点 上壤名称称 BBB M ooo C uuu Z nnn F eee M nnn

夭夭柱山山 酸性棕壤壤 0.1666 0 .09000 0.1666 0.2555 15
.333 2 。

222

暗暗暗黄棕壤壤 0 。

2 222
0

。

1 0 111 0

。

1 666 O

。

3
999 3 4

。

333
5
5

.

666

黄黄黄棕壤壤 0 。

1
444

0

.

0
8 555

0

。

0
666

0

。

1 444 2 3

。

444 4

.

333

黄黄黄红壤壤 0 。

1 111
0

。

1 0
888

0

。

1 000 0

。

7 222
5

.

888 4 ,
.
666

黄黄山山 暗黄棕懊懊 0 .3999 0 。

0
9

555 0

。

弓999 1
。

7 000 7 3

。

999 3 1

。

333

九九华 山山 黄壤壤 0。
2

444 0

.

1 斗lll 0
。

2 555
1

.

3
888 1 2 999

5

。

999

临临 界 值值 0 ,

555 0

。

1
5

000 2

。

000 l
一

55555 333

*

表巾数据为安 徽省土壤测试中心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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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多
,

速效钾偏低的占 7多
.
夭柱山土壤养

分流失最为严重
,

速效磷
、

钾养分都极缺少

(见表 2)
.

(3) 微量元素出现缺 口 : 植物生长发育

过程中
,

需要各种营养元素
.
虽然对微量元

素所需数量不 多
,

但一旦缺少
,

就会严重影响

植物的发育和生长
.
由于三座名山都存在不

同强度的土壤侵蚀
,

土壤养分流失严重
,

一些

微量元素已降低到植物生长的最低临界值之

下
.
据典型取样分析

,

除铁
、

锰元素不缺外
,

硼
、

锌
、

铜
、

铂都普遍不足 (见表 3)
.
近年来

风景区许多景观植物生长不 良
,

甚至出现生

理病态
,

有些就是微量元素缺乏所致
.

(4 ) 景区土壤保肥能力低
、

缓冲性能弱
.

评价土壤的保肥能力和缓冲性能
,

通常以土

壤阳离子代换量大小为主要依据
.
因为代换

量的大小
,

是土壤胶体表面吸附阳离子能力

大小的标志
.
吸附能力大

,

土壤保肥性能好
,

缓冲性能强
.
而土壤代换量的高低

,

又取决

于土壤粘粒 (< 0
.
00 1 m m ) 含量和有机质含

量
.
由于风景区土壤受到不同程度侵蚀的影

响
,

土壤中粘粒 (< 0
.
oolm m ) 含量大多低于

巧务
,

而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又丰缺不均
.
因

此
,

景区土壤的阳离子代换量普遍偏低(< 10

m e/1009 土 )
.
据取样分析

,

天柱山土壤阳离

子代换量最低
,

黄山
、

九华山的土壤阳离子代

换量稍高
,

但大部分土壤剖面的阳离子代换

量仍在 10 m e/ 1009 土以下
,

这反映出三座名

山的土壤保肥性和缓冲性能很差(见表 4)
.

11 卷 6 卿

表 4 黄山
、

九华山
、

天柱山风景区土壤典

型剖面阳离子代换童(m
e
八009土)

一万磊二一蔗燕下蒸刃芬刃

~

一⋯
~
景蕃

立

⋯兰
匕

⋯
止

器
默

壤
.、

叮:⋯篇 岸:
一二竺二翌址二二兰士一{二竺山二二址

二
、

土壤资源损耗和退化的原因

1
.
地理条件

—
自然因素的影响

黄山
、

九华山
、

天柱山同属亚热带
,

地理

位置毗邻
,

地理条件和生物群落有许多相似

之处
.
尤为突出的是

,

三座名山都具有生态

系统脆弱的特点
.

(l) 山体陡峭
,

坡面形态极不稳定
.
这

三座名山的主要山峰均为深成 花 岗 岩 休构

成
.
在漫长的地质年 代里

,

逐步抬升隆起
,

因

而褶皱发育
,

并形成许多断层
,

在外营力的作

用下
,

上覆基岩被剥蚀殆尽
,

形成一座座陡峭

的山峰和一条条深切的沟谷
.
黄山最高峰莲

花峰海拔达 1873m ,

切割深度 ”o一 looo m ;

九华山最高峰十五峰海拔 1342m
,

切割深度

400一 80 Om ; 天柱山最高峰天柱峰海拔 l“88

m
,

切割深度 400 一900 m
.
这种陡峭山体和

深切的沟谷
,

以及悬岩峭壁
、

深涧陡坝的地

形
,

坡面形态极不稳定
,

在冷热交替
、

冻融交

替
、

流水冲刷
、

重力及生物的作用下
,

地大极

易发生侵蚀
,

所以崩塌
、

滑坡
、

泻溜至今仍频

频可见
.

(2 ) 花岗岩的特性是物理风化强烈
,

而

成土速率很慢
.
花 岗岩的垂直节理发育

,

矿

物颗粒粗大(2一 4m m )
,

矿物中的石英
、

长石

及深色矿物云母等
,

其吸热性
、

导热性及热膨

胀系数不同
,

所以容易崩解
,

形成结构松散的

风化层
.
但这些以石英砂粒岩屑为主的凤化

物质
,

成土过程很慢
,

要发育成为具有生产力

的土壤
,

需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时间
.
但山地

坡面陡险
,

风化物质常常在发育成土壤之前
,

早已被冲刷移走
.
而在花岗岩 山体周围的围

岩
,

多是变质岩系的片麻岩
、

砂页岩等构成
,

它们的风化成土特性
,

也与花岗岩相近
.
所

以
,

这三座名山的岩石很难形成深厚的土层
,

更经不起人为的扰动和破坏
.

(3) 气候因素影响
.
由于山体比 较 高

大
,

山上气温较低
,

冷热交替
、

冻融交替作用

强烈
.
如黄山每年有 108 天的结冰期

, 、

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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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岩节理发育
,

渗人岩隙中的水份冻融交替
,

很容易使岩石崩解和形成强烈的 冰 劈
.
黄

山
、

九华山又地处皖南降雨中心
.
黄山年平

均降水量达 23 95m m ,

九华 山年平均降水量

1998 m m ,

天柱 山年平均降水量也 达 1600

m m
.
同时

,

降水集中
,

夏季多大雨和大暴

雨
.
据测定

,

在花岗岩山区的疏林坡地上
,

降

雨强度达 25m m /时
,

雨量达到 20 m m 时
,

会

出现水土大量流失
.
而黄山

、

九华山超过 25

m m /时临界降雨强度的每年有 12 一 16 天
,

天

柱山每年也有 10 天
.
因而水蚀作用十分强

烈
.

2
.
人为过度垦殖

,

加剧了土壤侵蚀

在这三座名 山中
,

黄 1五的森林植被保护

较好
.
海拔 800 m 以上的中山区

,

由于 山高

路险交通不便
,

自然植被人为破坏较轻
,

但低

山丘陵区
,

人为活动频繁
,

原始植被早已破

坏
,

多为人工栽培的马尾松
、

杉木
、

毛竹
,

以及

桐茶等经济林木和次生灌丛植被
,

只有少量

的成片常绿阔叶林
.
九华 山植被保护较差

,

据国家建设部 19 88 年批准的九华山景区范

围为 120k m
, ,

而 1978 年辟为风景名胜区的

范围仅有 又依m
Z,

不仅管护的时间迟
,

管护的

范围也仅 占景区面积的 12 外
.
就在这 14k m

,

范围内
,

还有一镇三村近 2000 农业人 口 ,

长

期地砍伐树木
、

垦殖山场
,

因而造成九华山峰

岩裸露
、

植被稀疏
,

水土流失严重
.
天柱山景

区范围 80 k m
, ,

而原来山林管护较好的仅在

山上有一个林场
,

天柱峰周围的低山丘陵
,

人

口众多
,

农事活动频繁
,

森林覆 盖 率 仅 有

20一30外
,

所以天柱山的土壤侵蚀问题最为

严重
,

约 占 60 外 的面积均为中度以上的侵蚀

型土壤
.

3
.
开发旅游业

,

给景区的土壤和环境带

来新的压力

开发旅游业是一项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事

业
.
但由于规划

、

管理工作尚未完全跟上
,

给

风景区的水土资源和环境质量带来了一些新

的间题
.
建设旅游宾馆

、

道路等旅游设施
,

大

规模开山凿石取土
,

浪费了大量土壤资源
.
旅

游高峰期进山人数过多
,

如黄山主景区每平

方公里可达 3000 人以上
,

这些人集中在道路

沿线
,

频繁践踏土壤
,

使自然土壤的良好结构

受到破坏
,

并影响景观植物的正常生长
.
另

外
,

这三座名山都缺少地下水源
.
所谓岩隙

水
,

都是靠降水补结
.
由于游客过多

,

生活用

水量大
,

需大量吸取山泉
,

这也直接地影响了

岩隙水对植物的滋润
.
所以

,

每年夏季黄山

也会出现山泉断流
.
另外

,

游客过多
,

各种废

弃物随处乱抛
,

也给水源和环境带来一定程

度的污染
.

三
、

保护景区土壤资源的对策和措施

1.保护自然植被
,

加速绿化荒山

风景区的 自然植被要着力加以保护
,

这

不仅是保护山地土壤资源的根本措施
,

也有

利于保存景区的自然风光
.
景区的绿化要精

心规划
,

在掌握适地适树
、

适景适树的前提

下
,

加速绿化进度
.

一是对于无植被覆盖的童山秃岭和土层

浅薄的琉林陡坡
,

要采取多层次
、

立体结构的

绿化方法
.
先种草

、

后营林
,

先用草木植 二吻开

路
,

继以灌丛和速生树木增加荫蔽
,

再配置相

应后继树木
.
这样

,

可以尽快提高地面覆盖

率
,

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积累
.

二是对于裸岩地区
,

要认真保护和利用

好岩隙间土壤
.
保护好植根于岩隙土上的黄

山松
,

山地矮林以及灌丛和草丛
.
空隙处

,

栽

种草丛掩蔽
.
也可多栽藤蔓植物

,

增加对裸

岩的覆盖
,

以便控制裸岩面积继续扩大
.

三是对于沟壑
、

水溪等迎水地段
,

应发展

护坡固土林草
,

也可配置水生植物和浆果植

物
,

这不仅可以蓄水
、

护坡 固土
,

还可吸引昆

虫鸟兽
,

丰富风景区的动物景观
.

2
.
有节制地利用风景资源

,

减少人为干

扰因素

对于黄山
、

九华山
、

天柱 山景区来说
,

当

前紧迫任务之一是要有节 制地利 用 风 景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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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其一
,

应严格控制风景区的旅舍
、

宾馆建

设
,

减少游客在景区的滞留时间
.
这样

,

就可

以减少游客践踏土壤
、

攀折花木和污染环境
.

其二
,

今后应禁止盘山公路建设
.
因为

修建 盘山公路
,

必然大动土石
,

不仅直接占用

了大量坡地土壤
,

破坏了自然植被
,

更为严重

的是使山体坡度变陡
,

增加坡面的不稳定性
,

容易加剧水土流失
.

其三
,

要加强文明游览管理
,

规定游览路

线
,

对一些著名景点
,

应做到可望而不可及
,

不应该是
“

游客满山跑
,

垃圾遍地扔
” .

其四
,

在旅游高峰期
,

常常人满为患
,

旅

游部门应加强管理和调节
,

限制上山人数
.
同

时
,

也应扩散景点
,

做好游客分流
,

以便减少

主景区压力
.

其五
,

对于土壤
、

植被破坏严重的景点
,

应有计划地进行全封闭
、

或周期性封闭的办

法
.
治理水土流失和加强养护林

、

草
,

让已经

损害的景点逐步恢复生机
.

3
.
开展景区土壤性状改 良和土壤培肥工

作

景区土壤改良培肥工作十分重要
,

但也

比较艰巨
.
首先

,

应在第二次土壤普查中所

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

认真研究
,

制定出切

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

拨出相应的财力和物力
,

有重点的增加对景区土壤的物质 投 人
.
其

次
,

急需的先行
,

易办的先办
.
如许多景观名

木
,

目前已根系裸露
,

根际土壤环境恶化
,

或

板结
、

或沙化
,

应培厚土层
,

改良土壤性状
.
又

如有些坡地
,

植物凋萎
、

早衰
,

生理病害严重
,

常因缺少某种微量元素所致
.
可 以测 土 施

肥
,

用少量微肥就能解决问题
.
总之

,

景区土

壤改 良培肥
,

要争取较少的投人
,

获得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4
.
合理利用景区土壤资源

,

适度发展名

优经济特产

目前
,

三座名山的景区及周围的低山丘

陵
,

仍有很多农户以生产粮食为主
,

特别是九

科 学 11 卷 6 期

华山和天柱 山
,

规划区内仍是以生产粮食为

主
.
但山区阴冷

,

粮食产量不高
,

而一些经

济特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这种生产结

构
,

无疑与名 山区的特点相悖
.
所以应认真

规划
,

调整生产布局
,

发挥和利用景区土壤资

源的生产潜力
.
如黄山

、

九华山
、

天柱 山都盛

产名贵药材
,

山民又有培植和精制药材的传

统技艺
,

可以组织适度规模的生产
.
又如三

座名山的茶叶
,

唐代以来
,

许多古籍都有记

述
, “

黄山毛峰
” 、“

九华毛峰
’, 、 “

天柱剑毫
”

都已

驰名中外
,

而现在产量甚少
,

远远没有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
,

更应认真发展
.
另外

,

为适应旅

游业的发展
,

也应发展蔬菜
、

水果的生产
,

使

名山区有限的土壤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

,
.
加强三座名山邻近地区的环境保护

区域性生态环境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
.

三座名山与其邻近地区的生态环境也是相互

联系的
.
孤 山独秀的生态体系必然是很脆弱

的
.
这三座名山的邻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较

差
.
如黄山所座落的原太平县

,

水土流失面

就达 44 万多亩
,

三十年来因水土流失而淤积

废弃的山塘
、

水库就达总数的 20 外
,

九华山

所在地青阳县
,

仅有林地 6
.
6万亩

,

占该县总

面积 3
.
7外

,

森林覆盖仅为 21 多
.
天柱山所

在地潜山县
,

森林覆盖率 27外
,

其山区水土

流失面积占山区总面积的 巧
.
9多
.
区域性生

态环境恶化加重了名山风景区的生态 危 机
,

如出现气候异常
,

自然灾害加重等
.
所以

,

为

确保名山区的土壤资源和环境质量
,

邻近地

区也应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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