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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靖安县地处赣西北九岭山脉南坡。
境内森林茂密，生态良好，森林覆盖率高达82.8％，是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验示范县、全国绿色小
康县；河流众多，是江西五大水系——修水的重要源头之一；文化底蕴丰厚，马祖道场宝峰禅寺名扬
海外，古代三大青天之一的况钟名垂青史。
我曾经在靖安工作过一段时间，对靖安人民和靖安的山山水水有着深厚的感情。
让我备感欣慰的是，这些年来，靖安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林业生
态建设，严格保护森林资源，先后建立了九岭山、三爪仑等一批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有效地保护
了靖安的青山绿水，树立了靖安良好的生态品牌，这是实现靖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更是功
在当代、造福子孙的好事。
1997年建立几岭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以来，靖安县每年组织科研人员进行科学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调查
资料。
2007年初，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财
经大学等高等院校和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在九岭山自然保护区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科学
考察，摸清了区内的本底资源，发现了许多具有典型特征的珍贵野生动植物资源，深入研究了保护区
的生物多样性，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水平的科学考察成果。
在此基础上，考察队编写了《江西九岭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
该书凝聚了广大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的辛勤汗水和智慧，展示了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绿色宝库，
对于进一步提升靖安乃至江西的生态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加科学考察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九岭山自然保护区区位非常重要，生态资源十分宝贵，必须尽快提
升保护区的层次，实施更加科学有效的保护管理。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生态立省、绿色发展”战略，加快建立
自然保护区，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提升保护管理水平，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绿色生态江西的重要支
撑。
希望靖安县以这次科学考察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林业改革，加快林业发展，加强生态保护，使九岭山
成为绿色江西大地上一颗更加璀璨耀眼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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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西九岭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省靖安县境内，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鄱阳湖平原与洞庭湖平原之间的
九岭山脉与幕阜山脉的腹地，是中亚热带许多动植物种类的栖身之地。
地理坐标为东经115.03’25”-115.24’23”，北纬28.49’06”-29.03’19”，总面积11 541hm2.主要保护
对象为中亚热带低海拔区域典型的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珍稀湿地鸟类、古老孑遗植物、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
　　本书由江西九岭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队伍经过较为系统的科学调查撰写而成.系统地介绍了
江西九岭山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环境、植物资源、植被资源、脊椎动物资源、昆虫资源、螨类与蜘蛛
资源、贝类与虾蟹类资源、大型真菌资源、土壤微生物资源、森林资源、旅游资源与社区经济、自然
保护区的管理与评价，重点突出了保护区内的原生性森林群落、珍稀濒危动植物.全书60余万字，附有
精美的彩色图版等。
　　本书可供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管理、环境保护、生物学、林学教学与生产管理及政府
决策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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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自然环境2.1　地质概况靖安地处江西的西北部，是江南古陆的一部分，由前震旦纪构成结晶基
底和褶皱基底，构造运动极其发育，历经四堡、晋宁、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山五个构造演化阶段，
形成了现今的地质地貌格局。
县境内产生多处断裂和差异性升降运动，形成了雄伟高耸，蜿蜒绵亘的山脉和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
丘陵岗地地貌。
晋宁运动以来，本区一直是江南典型的构造——岩浆活动区之一。
地层发育不全，岩浆活动期次多，旋回多，区域构造复杂，褶皱、断裂发育，多为近东西向、北东向
和北西向，控制了全县山脉、水系的展布和矿藏分布（江西省地质矿产局，1985；万天丰，2004）。
在大地构造上，靖安处于扬子古地块和华南古板块结合带的北部。
该区地质上以晚中元古代海相火山岩、新元古代花岗岩、燕山期花岗岩和少量的喜山期基性岩为主，
尤其是新元古代花岗岩大面积出露而著称。
由于构造活动十分发育，褶皱形变和断裂构造明显（江西省地质矿产局，1985；万天丰，2004）。
 2.1.1 主要地层和岩石县境内地层发育不全，主要出露元古代和新生代地层，仅见震旦系莲沱组和中元
古代双桥山群变质岩系，山缘地带见有新生代第四系沉积物，古生代、中生代地层缺失。
出露地层的特征如下（江西省地质矿产局，1985；江西省地质矿产厅，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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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达摩西来，开创禅宗以明心见性，一花五叶，广设道场以续佛慧命。
唐朝中叶，马祖道一见此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遂驻锡靖安宝峰，弘扬佛法，引来无数僧人云游，教
化僧俗徒众一方。
得此机缘，靖安千百年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森林得以保护，珍稀动植物得以庇护。
时至今日，群山之麓，樟楠杉柏，大树林立；每逢深秋，山腰之上，枫槭檀柿，彩叶飘扬。
清流急湍，映带左右，鱼虾众多，大鲵肥硕；芳草静湾，水漫上下，鸳鸯成双，雎鸠（秋沙鸭）起舞
。
林问幽谷，蛇蛙栖身，不日可见多起；山野花问，蜓芳蝶趣，年来细察数千。
群山之上，多次考察，鹰雕翱翔，水口北港处处现，猎户之家，几经访问，鹿羚脚印，深山老林偶尔
见。
新中国自然保护政策惠及千山万水，九岭山受到众多仁人志士的关爱。
20世纪70年代始建保护区，80年代引起省林业厅专家高度重视，县委县政府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大
面积原生性森林得以保护至今，90年代在省林业厅领导的指导下，开始建立了更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
；21世纪进一步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经过多年来的保护与建设，目前已建立江西九岭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在短短数月考察过程中，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有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认识，保护区内外樟树林给我们留
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国中亚热带基带常绿阔叶林的最为典型的代表，然而在《中国植被》中
并未列入，原因有二，一是中亚热带所处的地域多是长江文明所在的区域，历史上对低海拔区域的开
发，处于基带的樟树林已难得一见；二是20世纪40－80年代，林英教授等生态学家及林学家未能光顾
靖安。
在靖安沟谷中较大面积的刨花润楠林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植被》的空白。
常绿阔叶林又名樟栲林，但在《中国植被》中或不少生态学家脑中，壳斗科是第一位的，但笔者认为
，之所以叫樟栲林，是因为樟科树种可能是第一位的。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近年来在江西靖安、福建明溪与南平先后调查到了樟树林、刨花润楠林、闽楠林
、黄枝润楠林等沟谷发育的常绿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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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西九岭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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