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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对峨眉山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保护对策
‘

蒋文举 朱联锡 李 静 邓 文

四川联合大学环境科学及工程系
,

成都 。。

摘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游人 数目的增加
,

峨眉 山的生态环境正受到严重损害 大气中 浓度局部超标
,

认 浓度日益上升
,

雨
、

雾和土壤普遍酸化
,

高山区主要风景林冷杉衰亡严重 旅游集散地的危害明显高于其他

地区 本文提出坚持保护第一
、

开发第二的方针 增加旅游容量
,

合理分流游人 倡导以电代煤
,

生活污水
、

固体

废物集中处理 大力恢复自然植被 控制景区人 口
,

强化环保意识等环保对策

关锐词 峨眉山
,

旅游
,

生态环境
,

对策

峨眉 山是著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佛教

圣地 近年来
,

随着峨眉 山旅游事业的蓬勃发

展
,

游人逐年增加
,

对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

给

峨眉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

特别是

高山区主要风景林冷杉 旋 了毛功护泛 的 日益衰

亡
,

已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

如何合

理地开发峨眉 山的旅游资源同时又有效地保护

好峨眉山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函待研究和解决的

重要课题

旅游活动与环境污染

游人状况

 年以来
,

到峨眉山旅游的人数逐年增

加
,  年仅 万人

,

到 年为 万

人
,

增长 倍多 旅游 旺季是
、

月
,

淡季

一 月
,

高峰月与低峰月的旅游人数相差近

倍

峨眉山游人分布也不均匀 全山佳绝景

个
,

位于高 山区的金顶片区占 个
,

因而是游

人最为集中的地区 以上 的游人都要上金

顶游览
,

并且时间也较集中
,

据
一 一

全

天统计
,

游人多在 一 时上 金顶 占  
,

一般停留 一 后下 山
,

时后下山人数仅占

食宿

全山建有宾馆 个
,

招待所 个
,

个体旅

饭 店 个
,

共有床位近 万张
,

从业人 员

余人
,

其中金顶片区旅饭店 个
,

床位

张
,

金顶
、

雷洞坪有街区化趋势 目前金

顶的能源结构 以电为主
,

接引殿
、

雷洞坪则主

要用煤

交通运输

从峨眉山山脚报国寺到接引殿的公路全长
,

设有雷洞坪
、

万年寺
、

五显岗 个停车

场 近年来
,

上山车辆逐年递增
,

年达

万辆
,

是 年的 倍 车型多为中巴旅游车
,

一般都未安尾气净化装置

环境污染

废气 主要是各旅饭店的燃煤烟气和

旅游 汽车尾气 根据统计
,

 年金顶地区所

耗煤 多
,

经估算
, 〕,

每年有近
、

多
、 、 , 。 、

多 粉尘

和相当数量的
一

排入大气中 汽车尾气的主要

污染物是 和
二 ,

据资料 估算
,

从有冷杉

生长的双水井到雷洞坪 的路段
,  年

外排
、 二

生活污 水与固体废物 据资料 , 〕估

算
,

 年峨眉山金顶地 区全年生活垃圾约有
、

粪便
,

生活污水 以上 金

,

国家
“

八五
”

科技攻关项目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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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有 个垃圾坑
,

但只是简单堆放
,

还有大量垃

圾被清运至路边林中 生活污水基本上没有处

理
,

直接排入山沟

旅游对峨眉山生态环境的影响

大气环境
一 一

一
一

和
一

一
一

对 金

顶地区进行了大气环境监测
,

结果见表

七里坡和雷洞坪 日均浓度超过国家一级标准
,

金顶和雷洞坪变电站接近一级标准
二

所有

测点均没超标
,

七里坡
、

雷洞坪浓度最大

雷洞坪是金顶片区燃煤量最大的地区
,

同

时又有停车场
,

排放的
、 二

最多
,

因此大

气中
、

含量最高
,

并且已影响到了邻近

地 区七里坡
、

变电站
,

说明该地嫌煤造成的污

染和汽车尾气的局部影响不容忽视

衰 峨眉山金顶地区大气环境监测结果
·

一

测 点
范围 日平均

千佛顶 一

金 顶 一

七里坡 一

雷洞坪 一

雷洞坪变电站 一  

国家一级标准 。

范围 日平均

一

一

一

一

一
。 。

降水及雾

 
一 一

一
一

和
一

一
一

对 金

顶地 区的降水及雾也进行了采样分析
,

结果列

于表
、

中 从表中可见
,

雨水和雾水均已酸

化
,

七 里坡
、

雷洞坪一带尤为突出 阴离子以

犷 为主
,

说明酸雨属硫酸型
,

主要致酸物是

如前所述
,

雷洞坪
、

七里坡一带大气中

浓度较高
,

且又是降雨量最大
、

云雾最多的

地区圈
,

大气中 极易氧化成酸 
,

这可能是

导致该地区降雨和雾的 最低的重要原因

土壤环境

峨眉 山土壤各层的 列于表 中 由表

可见
,

峨眉 山土壤普遍酸化
,

主要表现在 一
。
的土层

,

说明峨眉 山土壤受酸沉降影响

大 比较明显的是 游人活动频繁地区 普遍

较低
,

这可能与这些地 区大气中 浓度高
,

酸沉降量大有关

峨眉山土壤中部分元素平均含量列于表

中 由表 中可见
,

峨眉 山土壤富铝
、

锰化程度

较高 研究表明 
、

等在 下将

大量活化
,

对植物根系产生毒害作用
,

直接影

响冷杉对营养物的吸收
,

从而导致其衰亡

冷杉林

冷杉损害现状 图 表示了峨眉山冷

杉受害状况分布 旅游集散地金顶
、

接引殿
一

七

里坡
、

洗象池均属严重受害区
,

冷杉死亡率分

别为
、

 和  雷洞坪槽沟内的冷杉

死亡率也高达  

表 峨眉山雨水 及离子含 扭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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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峨眉山, 水 pH 及离子含t 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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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峨眉山各层土族的 pH 值

土层 (c m ) 千佛顶 金顶 太子坪 七里坡 雷洞坪沟坡 雷洞坪槽沟 雷洞坪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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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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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顶

金顶

太子坪

七里坡

雷洞坡沟坡

雷洞坪槽沟

雷洞坪变电站

K C a M g AI M n

31
。

1 3

3 2

.

9 1

2
0

。

6 3

3 0

。

6 6

1 9

.

1 4

2 6

。

3 3

2 1

.

7
8

1

.

1 0

0

.

7 7

0

。

5 9

0

.

9 1

0

.

6 0

0

.

5 1

0

.

2 9

3 3

.

5 2 1

.

1
0

4 8

.

7 2 1 1

,

5 4

1 5

.

8 8 9

.

9 6

1 9

.

2 7 1 3

.

8 2

6

.

6 3

1 7

.

4 5 1 7

。

7 9

1 1

.

9 5 0

.

9 3

1 ) 均为 10一15
、

4 0一45
、

6
0 一65

。
m 3 层土样的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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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峨眉山冷杉受害分布图

(引自峨眉山生物站
,

峨眉山冷杉森林

衰退状况研究报告
,

1 9 9 3)

在 不同地点对林内 10 m (一 区)和 10一 20

m (二 区)成片选取 300 棵冷杉树进行调查
,

结

果见表 6
.
林边(一区 )死亡率明显 比林中(二 区)

高好几倍
,

游人活动频繁地 区死亡率高于其他

地区
.
金顶游览面积小

,

游人又多且集中
,

因而

冷杉林的损害最为严重
.

衰 ‘ 金顶地区冷杉分区死亡率/ %

分 区 金顶 砂锣坪 太子坪 接引殿 雷洞坪 洗象池

00O乙�,二门O�己n乙匕�一匕
口1.

111气‘弓 」

一区(0一 1 0 m )

二区 (10一2 0 m ) ; :

(2 ) 旅游对峨眉冷杉危害的途径 分为大

范围的系统性破 坏和 局地破坏
.
¹ 系统性破

坏
,

旅游人数的急剧增加
,

外排大量未经处理

的废气
、

水和 固体污染物
,

这些物质进入环境

后
,

将改变冷杉的生境
,

导致大片冷杉衰亡
.
如

燃煤排放的 so
:,

不但可以直接危害冷杉生长[4]

(主要表现在源附近)
,

而且在金顶地区潮湿多

雾的条件下进一步氧化形成酸雨
、

酸雾
,

对冷

杉造成更大的危害[l,
‘〕; 废水的随沟排放和固体

废物的乱排乱堆
,

将严重污染土壤环境
,

危害

冷杉根系
.
º 局地破坏

,

主要由建筑施工
、

旅游

践踏和机械破坏构成
.
人为践踏主要表现在路

边林地
,

土壤被踏实
,

透气性差
,

使浅根性的冷

杉呼吸作用受阻
,

进而衰亡
.
机械破坏主要表

现为游人采摘树枝
、

果实
,

攀树照像以及在大

树
、

古树上刻字留名
.
对路边连续 50 棵冷杉的

调查表 明
,

树上 有刻 痕 和 刀 坑者 28 棵
,

占

56%
.
编号 0099 的冷杉树上有 21x 17

em
Z、

2 3

x
lg

。
m

,

的新旧刻痕
,

刻痕深达 5
cm 以上

.
另

一棵冷杉树
,

有刻痕和刀痕 12 处
,

最深处达 7

cm 以上
,

该树已经死亡
,

尚有钉子和烟熏痕迹
.

对新栽冷杉幼苗
,

人为拨起
、

掐掉树尖树枝等

现象不时可见
,

有的则被当地居民用来晾晒衣

服
、

被面
、

棉絮等
,

破坏较为严重
.

3 峨眉山生态环境保护对策初探

(l) 坚持
“

保持第一
,

开发第二
”

的方针
,

完

善总体规则
,

落实景点保护措施 峨眉 山是著

名的风景区和佛教圣地
,

许多珍贵的旅游资源

一旦遭到破坏
,

往往不可复得
.
因此

, “

保护第

一
,

开发第二
”

的指导思想应始终贯彻于峨眉山

的开发建设中
.
1979 年

,

峨眉山率先制定了总

体规划
,

以后 又作了补充修改
,

但在保护与建

设
、

管理与实施 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

对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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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

名木古树等应设立保护档案
,

实行专人

管理
.

(2) 增加旅游景点
,

扩大旅游容量
,

合理分

流游人
,

建立景区短期封闭制度 峨眉 山名佳

景多集中在高山区
,

尤其是金顶一带
,

但由于

地理面积有限
,

旅游容量与游人 日益增加不相

适应
,

旺季时严重超负荷旅游
,

对生态环境破

坏极大
.
建议开辟和恢复峨秀湖

、

飞来殿
、

三霄

洞
、

白龙江等景点
,

实行分区计划旅游
,

调控旅

游高峰
.
目前

,

峨眉 山正建设一条从金顶到万

佛顶的旅游小火车
,

对游人开放千佛顶
、

万佛

顶
,

应严格管理
,

否则会形成另一个
“

金顶
”
.

此

外
,

黄山的景区短期封闭经验值得借鉴[9j
,

建议

峨眉山推广
.

(3) 倡导以 电代煤
,

改善环境质量 金顶

地 区尤其是雷洞坪一带大气中 50
2
污染严重

,

主要是燃煤造成
,

改变能源结构
,

以电代煤
,

将

大大减少污染物排放
,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

(4) 严格景区建设项目管理
,

强化治理措

施 对于景区内的建设项 目
,

应严格按照峨眉

山的总体规划
,

合理布局
,

认真执行国家有关

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规定
,

坚决执行
“

三同时
”

制度
.
另外

,

对景区的建筑
,

注意体现中国传统

建筑艺术风格
,

与自然景观相协调
,

尽量避免

城市化
.
强化治理措施

,

定期清运山上垃圾
,

进

行无害化处理
.
在各个旅游集散地

,

设 立统一

的生活污水处理站
,

集中处理废水
.

(5) 大力加强绿化工作
,

恢复 自然景观

峨眉山高山区主要风景林冷杉衰亡严重
,

应大

力加强绿化工作
,

恢复自然植被
.
实行

“

谁受益

谁负责
”

的承包制
,

景区内各服务行业有责任和

义务对周围环境进行绿化
,

对 已荒秃地区
,

各

受益单位实行承包制
,

负责栽植以及后期管理
,

以提高成活率和保存率
.

(6) 控制景区居住人 口
,

提高服务人员素

质
,

强化环保意识
.
峨眉山一级风景区内总人 口

31 04 8 人
,

其中农业人口 23 5 2 4 人
,

停耕还林的

有 14873人
,

景区人口的增长
,

将严重危害自然

环境
,

破坏旅游资源
,

应从严控制
.
峨眉山从业

人员多为当地农 民
,

素质较差
,

往往只注重经

济效益
,

缺乏环保意识
,

给峨眉山旅游环境造

成极大破坏
,

应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
,

开展职业道德
、

保护峨眉山旅游资源的责任和

义务教育
,

使之文 明经营
,

自觉维护峨眉山的

旅游环境质量
.

(7) 依法治山
,

加强环境管理
,

强化环境监

督与监测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峨眉山景

区管理规定
,

以法治山
,

加强环境监督
,

定期开

展环境生态监测
,

准确掌握峨眉 山生态环境质

量变化
,

为峨眉山的开发建设和环境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
.

致谢 在调查过程中
,

得到峨眉山管委会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特致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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