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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沙群岛正如南沙群岛
、

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一样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
。

1 94 7年一

月南越西贡伪政权对我国领土西沙群岛进行武装挑衅
,

在我边防军民的英勇自卫反击下
,

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

我国神圣领土
,

决不容侵犯
。

1 9 7 4年 6 一 7 月份间
,

我所派出西沙群岛考察组对该群岛的植物资源和土壤情况作

了进一步的调查
,

我们先后考察了永兴岛
、

石岛
、

珊瑚岛
、

甘泉岛
、

金银岛
,

深航岛
、

广金 岛

和东岛等八个岛
。

本文就西沙群岛的土壤考察结果简报如下
。

一
、

自 然 环 境 条 件

地理位里 西沙群岛位于北纬 1 5
0

4 6
`

至 2 7
0

0 8
, ,

东经 1 1 1
0

1 1
`
至 1 2 2

0

5 4 `

之间的海面

上
,

北至赵述岛和北礁
,

南至中建岛和先驱滩
,

西至金银岛
,

东至东岛
,

邮
2个岛

、

沙洲
、

礁

滩组成
。

整个群岛分为东西两群
:

东群为宣德群岛
,

简称东侧群岛
,

包括赵述岛
、

北岛
、

中

岛
、

南岛
、

永兴 岛
、

石岛
、

东岛等七个岛
,

以及十二个沙洲和礁滩组成
; 西群为永乐群岛

,

简

称西侧群岛或八 岛
,

包括甘泉岛
、

珊瑚岛
、

深航岛
、

广金岛
、

晋卿岛
、

金银 岛
、

中建岛
、

盘石屿

等八个岛以及五个礁滩组成
。

地形 西沙群岛大部分岛屿因在海浪的冲击影响下
,

在岛的四周冲积成高度不等的

沙堤而成碟形盆地状
,

永兴岛
、

珊瑚岛
、

甘泉岛
、

金银岛均属这类地形
。

而石岛则因成岛的

特殊条件而使岛的西南角造成峭壁
,

岩石裸露地面而形成西南高东北低的倾斜地形
。

广

金岛则因面积小而冲积成沙丘台地的形状
,

岛的周围无明显的冲积沙堤
。

除石岛海拔高

达 15 米外
,

其余各岛均不超过 10 米
。

整个群岛总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
,

其中以永兴岛
、

东岛

面积最大
,

在 1
.

5一 1
.

65 平方公里左右
,

中建岛面积虽大
,

但仍是为高潮所浸没的沙滩
,

余

者则较小
。

各岛周围都有面积不等的珊瑚礁盘环绕
,

其外缘多系深水海面
。

气候 西沙群岛属热带地 区
,

气候温暖湿润
,

雾 日罕见
,

主要受热带海洋气团控制
, 9

月至次年 3 月也受大陆高压冷空气影响
。

年平均温度为 26
.

4
“

C
,

绝对最高温度 34
.

9
“

C

(出现在 4 一 5 月 )
,

绝对最低温度 i 5
O

C ( i 一 2 月 )
。

夏季 日温差 4
“

C
,

冬季 日温差 1 0
“

C

左右
,

相差不多
,

变化和缓
。

年平均日照时数达 29 00 小时
。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3 9 2毫米
,

最

高年降雨量达 2 0 5 5毫米
* * 。

5 一n 月为雨季
,

12 一 4 月为旱季
。

成土母质 西沙群岛的成土母质极为单纯
,

绝大部分为第四纪珊瑚沙
,

它是珊瑚和贝

类贝壳的残碎体
,

不同于一般江河
、

海滩的石英冲积沙
。

在放大镜下即可明显看出颗粒大

小不均的珊瑚和贝壳的残体
,

并保留原来的颜色
。

这种珊瑚沙的覆盖厚度达十余米
。

根

据永兴岛的钻井资料其厚度为 18 一20 米
。

各层珊瑚沙颗粒的大小因冲积的时期不同而各

异
,

有些地方还可看到纯系珊瑚碎屑堆积的层次
。

西沙群岛的土壤均发育于这类母质上
,

* 屠 梦朋 同志执笔 * * 西沙 气象 站近十年资料
。



对土壤的发育过程起着特殊的作用
。

另一类母质为珊瑚贝壳碎屑岩
。

这种母岩可能系深

水珊瑚沙经历不长时期的成岩过程后上升露出海面
,

有明显的层状构造
,

坚硬度不如一

般岩石
,

易击碎
,

断面处仍可清楚看到珊瑚沙的构造
。

这类母岩分布面积不大
,
仅见于石

岛及甘泉岛
。

在石岛则成悬岩露出地面
,

而在甘泉岛则因开发鸟粪磷矿后裸露地面
,

目前

均没有土壤覆盖
。

植被 西沙群岛的植物共计 20 6种
,

其中野生植物 1 58 种
,

栽培植物48 种
。

乔木种类仅

有10 种
,

除白避霜花 (麻疯桐 ) 尸 i so
n 必 gr a n dl’ : 和海岸桐 G ue u a r da sP ` io sa 成单优林外

,

大多零星分布于各岛灌丛之中
,

以及路边或宅旁
。

西沙群岛的植被以单优的群落为主
。

例

如
:

在永兴岛和东岛的沙堤内
,

以白避霜花群落为主
,

环岛沙堤上则以草海桐 (羊角树 )

& a ey 口
la 、 ir c e a 群落占优势 ; 在深航岛则几乎全为草海桐的单优群落 ; 金银岛上则以海

岸桐和白避霜花林占优势
。

其余各岛大部以草海桐灌丛为主
,

而白避霜花仅有零星分布
。

此外
,

在各岛的环岛沙滩上则由厚藤 IP on o ea eP s - `夕户ar
o s sP

.

bar isl ie sn i:
、

夔曹草 T hu a

ear in vo lzt at 和钝叶草 tS 扰 oP t
aP h邝 :,l s“

bu lat “ m等组成的稀疏草本群落
。

植被的郁闭度

都较大
,

尤其是草海桐灌丛
,

生长茂繁
,

人不易进入林中
。

林下均有枯枝落叶覆盖地面
,

厚

度 2一了厘米

动物 在开发西沙群岛以前
,

岛上人迹稀少
,

植物丛生
,

海鸟群居岛上
,

大量的鸟粪同

枯枝落叶一起腐解而形成一层特殊的腐殖质层
,

含磷的成分很高
,

对土壤的成分起着特殊

的影响作用
。

鸟类中以白腹褐鲤鸟和黑鲤鸟的数量最大
,

现在因人的活动频繁
,

鸟类均移

居至人迹罕见的岛上
,

目前大部群栖于东岛
、

甘泉岛和金银岛
。

森林中除蚂蚁和野蜂外未

见有其它动物
。

二
、

主 要 土 壤 类 型

如上所述
,

成土因子的特殊性而使这里形成特殊的土壤类型
,

我们称之谓
“

石灰质腐

殖土
”
(原称热带磷黑土 )

。

这类土壤的特点是在其成土过程中没有产生次生的粘土矿物
,

成

土母质珊瑚沙不断受表层有机物分解所产生的酸类及植物根系分泌的酸所溶解
,

成为可

溶的重碳酸盐及氯化物的盐类随雨水被淋失
。

在实验室当我们用 0
.

5N H CI 不断处理时

发现
,

剖面各层的矿物体全部为 0
.

SN H CI 所溶解
,

残存部分仅是有机物
.

质 (主要是腐殖

质 )
。

从永兴岛地下水的成份分析也可看到
:

地下水的主要成份为重碳酸钙
、

镁和抓化钾
、

钠的盐类
,

它们的总量达 80 % 以上
,

而 F
e + + + 、

A l
+ + +

的含量仅为痕迹或没有
。

土壤的表层

实质上均为以枯枝落叶为主体的有机物残体分解后形成的腐殖物质
,

其厚度随植被的情

况和发育的年龄而不一
。

因人为的搬动或台风的作用等原因
,

使腐殖质层中夹杂珊瑚沙粒

和贝壳的残体
。

其物理性状是松软
、

分散
,

似腐熟的厩肥一般
,

或呈松弛的核粒状结构
。

其

下层
,

由于淋溶的酸及腐殖物质与珊瑚沙和钙
、

镁等结合成坚实的块状结构而形成密实的

矿石层次
,

如目前所见的鸟粪磷矿层
,

其厚度达 40 一50 厘米
。

其下即为珊瑚沙层
,

受上层淋

溶作用的影响较小
,

厚度深达十余米
。

土壤全剖面 有强石灰反应
, p H 值在 8一 9 左右

。

我

们认为
,

这类土壤既区别于热带地区的其它土类
,

也区别于石灰岩母岩上发育的黑色石灰

土
。

根据表层有机物的性质
、

有机物对土壤影响的程度以及人类活动的作用可将西沙群

岛的土壤分为三个亚类
:

鸟粪磷矿层石灰质腐殖土
、

鸟粪层石灰质腐殖土和幼年石灰质

腐殖土
。

现将各类土壤剖面的主要性状及其若干化学成分叙述如下
。



1
。

鸟类确矿层石灰质腐殖土 现在这类土壤的完整剖面仅见于金银岛
。

在石 岛的中

部偏东的平地处亦有局部分布
,

但在海岛建设过程中
,

或被翻动
、

或为建筑的残物所覆盖
,

已不存在完整的土壤剖面
。

这类土壤剖面的特征是
:

全剖面层次明显
,

表层为暗褐色的腐殖质层
,

厚度约 10 一 18

厘米
,

为鸟粪和枯枝落叶分解的腐殖土层
,

混杂珊瑚沙粒
,

在其表面覆盖着 2 一 7厘米厚

的枯枝落叶层
。

其下层紧接为鸟粪磷矿层
,

层次厚度可达 40 多厘米
,

磷矿石排列紧密
,

大

小不一
,

其直径小者数厘米
,

大者可达 20 多厘米
。

矿石的表面均为上层淋溶下来的有机物

所包裹
,

故呈褐色
,

比上层色略浅
,

但矿石的断面则为浅棕黄色
,

色不均一
,

仍可看出珊瑚

沙的颗粒
。

矿石的坚实度不一致
,

或易击碎
,

或则相反
,

而同一矿石亦是如此
。

显然为上

层的淋溶物质逐步胶结
、

化合而成
。

其下层则紧接为珊瑚沙层
。

全剖面有强 石 灰 反 应
,

p H值由表层的 8
.

2至底层的 9
.

1逐渐增高
。

现将金银岛的剖面观察记录如下
:

剖面西飞 金银岛西南距沙堤约 300 公尺
,

植被为海岸桐林
。

人
。

层 O一 7 厘米 枯枝落叶层

A层 7一 24 厘米 暗褐色
,

松软
,

碎屑状及小核粒状结构
,

杂有白色珊瑚沙粒
,

根系密集
,

有强石灰

反应
,

向下层过渡明显
。

B 层 2 4一 64 厘米 揭色
,

大块状结构
,

坚硬
,

结构断面棕黄色
,

色不均一
,

根系较少
,

有强石灰反应
,

向下层过渡明显
。

C 层 6 4一 90 厘米 黄白色珊瑚沙
,

根系很少
,

有强石灰反应
。

从若干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 (见表 )表明
,

这类土壤不仅含有大量的有机质 (表层腐殖

质含量达 13 % )
,

而且含有丰富的磷
,

表层含磷量高达 24 % ( P
:
O

。
)

,

B层的含量仍然很

高
,

显然为上层淋溶所致
。

B 层向 C 层淋溶的现象则不如上层明显
。

从 B 层中腐殖质含

量的急剧下降和该层磷的含量情况相比来看
,

磷不大可能以有机态磷的形态存在
,

在此磷

以何种形态存在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氮的含量在剖面层次中的分布基本与有机质的含

量相应
,

随有机质含量的递减而减少
,

而 C / N值很窄
,

在 7 左右
。

2
.

鸟粪层石灰质腐殖土 这类土壤系鸟粪磷矿层石灰质腐殖土在人为因子影 响 下

的一种派生类型
,

即 40 多厘米厚的鸟粪磷矿石层 ( B层 )被开采后的一种残存土壤
。

因此
,

其剖面特证是没有 B 层
,

表层为被翻动过的鸟粪层
,

厚度在 5 一 12 厘米左右
,

下层即为珊

瑚沙层
。

由于雨水的继续淋溶
,

使 A 层和 C 层之间逐渐形成了不明显的过渡层 ( A C )
。

全

剖面层次过渡不明显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这类土壤的基本化学性状与前一类土壤相仿
。

目

前永兴岛
、

珊瑚岛
、

东岛和深航岛沙堤内的土壤均属此类型
。

现将永兴岛的剖面观察记录

于下
:

剖面西万 永兴岛革委会大楼东北约 50 。米
,

植被为白避霜花林
。

A
。

层 O一 3 厘米 枯枝落叶层

A 层 3一 n 厘米 暗褐色
,

碎屑状及核粒状结构
,

疏松
,

杂有珊瑚沙粒 及贝壳碎片
,

仃强 石灰 反应
,

向下层过渡不明显
。

A C层n 一 28 厘米 褐黄色
,

色不均一
,

无结构
,

疏松
,

根孔淋济明显
,

(J’ 强石灰反应
。

C 层28 一 1 00 厘米 黄自色珊瑚沙
,

疏松
,

有强石灰反应
。

3
.

幼年石灰质腐殖土 这 是在冲积珊瑚沙母 质上发育尚处幼年阶段的土壤
。

多分布

于各岛的环岛沙堤上
,

广金 岛的土壤亦属此类
。

这类土壤的表层没有鸟粪的影响
,

枯枝落



叶层不能完全覆盖地面
,

表土层中有机物质的积累不多
,

呈灰黑色
,

厚度仅有3一 6厘米
,

无

结构
,

仍为珊瑚沙的松散状态
。

其下层有不明显的过渡层 ( A C )
,

没有 B 层
。

全剖面有强

石灰反应
。

从化学分析结果可以看到 (见表 )
,

表层腐殖质和磷的含量均不高
,

相应地氮的

含量也低
,

它们的含量在剖面中向下逐渐减少
。

这类土壤易受台风和大海潮的影响
,

在表

土层上可以见到因台风影响所带来的珊瑚沙
,

不均匀地覆盖在表土上面
。

现将永兴 岛的

剖面观察记录如下
:

剖面西 I 永兴岛革委会大楼东海边沙堤
,

植被为草海桐为主的海岸桐
、

银毛柴灌丛林
。

A
。

层 O一 2 厘米 枯枝落叶层
。

A层 2一 7 厘米 灰黑色
,

疏松
,

无结构
,

有强石灰反应
,

向下层过渡不明显
。

A C层 7一 17 厘米 灰白色
,

疏松
,

无结构
,

根系很多
,

有强石灰反应
,

向下层过渡不明显
。

C 层17 一 10 0厘米 黄白色珊瑚沙
,

有少盘根系
,

有强石灰反应
。

西沙群岛的土壤
,

除上述类型外
,

还有因局部 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形成其它类型者
,

如

在永兴岛的西南部有局部地方
,

因周期性积水的影响
,

植被已起了显著变化
,

以沼泽的莎

草科群落为主 , 东岛中部有长期积水的洼地
,

植被以水生的群落为主 ,又如深航岛的盐水

湖周围则以耐盐的海马齿芡群落为主
,

如加以详细研究
,

将可划出它们的所属类型
。

西 沙 群 岛 主 要 土 类 的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表
’

腐殖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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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郁梦祖同志分析
。

采样深 度以土表 为 O 计算
,

不包括枯枝落叶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