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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新构造运动与土壤

形成及发展的关系

陆 景 冈
(浙 江 农 业 大 学)

新构造运动是第三纪末以来的地壳运动
,

它与土壤的形成
、

分布有密切关系
,

作者有

过一些论述即
, 。

近年来在长江三角洲的野外考察中
,

又看到很多较复杂的土壤剖面
,

感到

用一般的土壤发育观点很难解释
,

但如联系地壳运动的概念
,

则可得到较恰当的说明
。

由

此
,

我们整理本文提出分析成土因素必须有地壳运动的概念
,

方能阐明其本质
。

对苏联道库查耶夫提出的五大成土因素学说
,

我们曾作过评论闲
,

认为他的贡献虽

大
,

但未能就更具综合性的地球内力作用方面进行分析
,

似还有不足之处
。

本文也是再次

提出一些评论的根据
。

一
、

长江三角洲的地质基础与新构造运动概述

带

本区在大地构造上属于南京凹陷和华东陆台两大单元的一部分
,

其中在华东陆台范

围内又有江南古陆和杭州凹陷两个次一级单元 (图 l)
。

三个单元都是东北一西南走向
,

大致平行做长条形分布
。

江南古陆居中
,

它的西北面 以广德
、

长兴
、

江阴一线与南京凹陷

为界 ; 东南面以上海
、

松江
、

嘉兴
、

德清一线与杭州凹陷为界
。

江南古陆以上升为主
,

太湖

附近的 山体和德清莫干山等均大致在其轴部
,

成为本区的主要山地
。

南京凹陷与杭州 凹

陷长期均表现下沉
,

白翌纪的大量火山喷发
,

曾在南面两个单元内覆盖了部分地面
,

有花

岗岩侵人
,

并普遍在古老地层中产生东北一西南走向的褶皱与断裂
。

白噩纪末至第三纪

时
,

长江三角洲上经受一次长期的剥蚀
,

江南古陆被蚀为准平原
,

同时各区低洼处有红砂

岩沉积
。

新构造运动基本上承袭着老构造进行
,

在江南古陆轴部一带上升较多
,

而其边缘和东

北端则下陷
,

形成第三纪的三级剥蚀面自西向东或 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

在太湖以东则没人

于广大的平原之下
,

第三纪红砂岩在平原地下深处
,

多有发现
。

剥蚀面倾俯的实例极多
,

如杭州西湖湖周诸山头构成的剥蚀面均明显的向东北倾斜
,

在西湖东北的平原区则倾俯

于地下
,

呈地下 10 米及 40 一50 米的埋藏阶地
。

太湖西部浙苏二省交界处的大潮山等山顶

夷平处
、

铜官山三级夷平面及 Qz 红土阶地也同样逐渐向东倾斜
,

直人太湖之中
。

新构造

运动的差异性还表现在太湖以北由黄土组成的阶地
,

一面阶地面表现自西向东的倾俯
,

一

面黄土阶地的级数与高度自西向东也逐渐减少
。

例如在镇江与丹阳一带有 ZQ米与 60 米

的两级黄土阶地
,

宽度可达 1一2 公里 ; 到丹阳以东渐减为 15 米高度的一级阶地
,

到江阴

县界只留下零星的 5 米左右的残遗黄土阶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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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三角洲新构造运动强度与地形及土壤分布的关系

(参考 〔6
, 1 3」资料修改补充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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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成土

a a’ 与
c c’ :

大地构造单元分界
,

bb
’
; 江南古陆轴带

,

新构造运动上升最强处
, A 认南京凹陷

,
乐 江南古

陆 , C: 杭州 凹陷
。

广大东部平原在长期下沉运动中
,

堆积了深厚的疏松堆积物
,

因为下沉幅度的差异
,

造成了沉积厚度上的不 同
,

总的说来
,

也是愈向东及东北
,

堆积的厚度愈大
。

例如沉积层

的厚度在南京是 4 0一斗5 米
、

镇江 6 0 米
、

丹阳 6 0一9 0 米
、

常州 2 1 0一 15 0 米
、

无锡 26 0 米
、

苏州 2 00 一 3 0 0 米
、

上海 3 00 米左右 ;又如在沪杭线上
:
杭州 40 一50 米

、

长安镇 87 米
、

嘉

兴 16 0 米
、

崇明的疏松层厚达 4 5 0 米
〔, , ‘2 , ‘, , o

太湖为一沉降中心
,

但在新构造运动中
,

二侧有明显差异
,

我们注意到太湖西南岸圆 扣

滑平直
,

与一般上升海岸相似
,

而东北岸则与沉降式的弯曲海岸相似 ; 又如泥炭在太湖以

西可出现在阶地上
,

而太湖以东均深埋地下
,

都清楚地表明两侧升沉性质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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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新构造运动与地形及土壤分布的关系

长江三角洲地区按照新构造运动性质及地形特点可分为以下各区 (图 1)
。

L 强烈上升的山区 包括茅山
、

宜漂山区及莫干山等地
,

侵蚀强烈
,

第四纪地层不

完全
。

成土母质以古老岩层的残积及坡积物为主
,

多发育为幼年黄棕壤或幼年红壤
,

显粗

骨性
。

n
.

弱度上升的低山及丘限区 包括太湖以西广大的山区外围
,

地形起伏缓和
,

有

明显的 2 一 3 级阶地
,

侵蚀程度相对较轻
,

是下蜀黄土(宜漂山地以北 )与网纹红土(南部)

的主要分布区
,

相应发育的土壤是非石灰性黄棕壤或残积碳酸盐黄棕壤 (北部) 及较典型

的低丘红壤(南部)
。

n l
.

相对德定的过渡地区 沿太湖西岸大致呈南北向带状分布
,

是平原地区中地势

略高的地段
,

有大量近代平原堆积物出现
,

但也时见残余的黄土或红土组成的低级阶地
,

相应发育的土壤为浅色草甸土
、

草甸黄棕壤及低丘红壤等
。

Iv
.

下沉的太湖碟形洼地 以太湖为中心包括无锡
、

苏州
、

嘉兴等地的大片低洼湖

积平原
,

河网沼泽密布
,

地下水位高
,

在湖积物为主的母质上形成大量腐殖质沼泽土
,

土层

中常见泥炭或腐泥层
。

v. 下沉的太湖碟形洼地外像 北至江阴一带
,

过上海西部至杭州以东
,

作条带状
,

地势略在平原中高起
,

部分地方还散见一些孤丘
,

沉积物多带砂性
,

过去认为是古代砂咀

地区
,

据近期研究
,

部分可能是海岸外伸过程中在这一带停留的时间稍长所造成的 古海岸

沉积
,

其最南部显然受近期钱塘江冲积物的影响
。

本区土壤大部为浅色草甸土类型
。

V L 下沉的北岸砂咀地区 本区向北接苏北里下河碟形洼地强烈下沉区
,

所 以实

际上也为该洼地的外缘
,

成土母质及土壤类型与上区相似
,

唯滨海有草甸盐土
。

V n
.

强烈下沉的长江河 口 区 由于新构造运动下沉速度小于长江的泥砂堆积
,

所

以形成现代新三角洲
。

总的说来
,

地势平而水位高
,

但由于河 口汉道及滨海堆积物的局部

影响
,

地势有明显的起伏
,

成土母质有河漫滩相
、

河床相与滨海相等几种堆积物交叉出现
,

多半带砂性
,

夹层也较多
,

土壤类型为草甸盐土及浅色草甸土
。

V n l
.

强烈下沉的杭州油 新构造运动下沉速度大于泥砂堆积
,

所以形成三角港
,

据研究
,

在历史时期内
,

杭州湾岸线曾不断被蚀北移
,

除了强烈的潮汐影响外
,

还可能与新

构造断裂有关
。

根据以上材料
,

可以看出
,

新构造运动性质决定了各区的地形特点与成土母质类型
,

而在此基础上发育了不同的土壤
。

由于地形与母质条件的差异还影响着人为的利 用 方

式
,

从而影响土壤发育
,

例如各种相应类型水稻土的形成
。

新构造运动还影响着局部土壤母质的分布
,

例如太湖西南岸
,

紧贴水边为质地较粗的

砂土
。

远离岸边依次变为砂壤土
、

壤土以及粘壤土等
,

成宽阔的条带
,

可达 2一 3 公里
,

甚

至 , 公里以上的范围
,

但太湖东北岸这种质地变化的条带就范围甚狭或规律不很明显
,

原

因是湖东北侧下沉的幅度较大所致
。

又如上海以东滨海区土壤垂直岸边的质地分布规律

(外粗内细 )是构造下沉接受最新滨海沉积的结果
,

太湖西北某些下蜀黄土低丘
,

经流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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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刷与再搬运
,

土壤随着地势变低
,

质地有从粗到细的趋势
,

这种作用也只有在新构造运

动的轻微上升区方容易进行
。

新构造断裂活动
,

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形与母质也有重要影响
。

除了太湖西与西

南岸的丘陵山区有大量与断裂有关的大小沟谷外
,

有人已经指出t7洲 本区在 Q : ,

q 及

电 的地层中很多地方都发现明显的第四纪断层
。
我们发现

,

即使在太湖以东的平原地区

认 沉积物内
,

新构造断裂在地面上也有明显反映
,

它们直接影响着土壤图的轮廓与土坡

分布规律
,

其中以 N , OE 左右(本区最主要的构造线方向)的一组最为清楚
。

例如太湖东

南岸
,

阳城东湖的西岸
、

崇明岛的西北岸
、

江阴以下的长江北岸等处以及平原上很多河流

(如沙洲县东北的河流
,

常熟白茹镇东北的河流等)
,

从卫星照片上观察
,

均按此方向排列
,

十分平直整齐
。

又如杭州湾北岸
、

海盐与金山卫附近一段与南岸的慈潜庵东镇西侧的一

段山
,

也按此方向平行排列
。

此外各地还常有与此方向垂直的次一级构造线方向的反映
,

显然它们都受新构造断裂的影响
,

因为都产生在最新的 q 堆积物上
。

.

应该注意的是 :太

湖东南岸附近的湖泊群
,

也大致按 N 5 0 E 与 N 40 W 两个走向连续分布(根据卫星照片
,

分布于吴江县南及东南一带)
,

假如没有新构造断裂的影响
,

很难想象有如此情况
。

三
、

新构造运动与第四纪古老成土母质的分布

本区的古老疏松堆积物有 Q :
第四纪红土与 认下蜀黄土

,
前者主要分布在太湖以南

,

后者在太湖以北或西北部
,

二者的界线大致在宜兴南部
、

安吉中部等处 (传统的红坡带的

北缘)
。

二种堆积物之间在分布上有明显的插花现象
,

这说明它们不是在同一时期形成
,

因为并不与逐渐变化的生物气侯带相符合
。

从层位关系来看
,

多处发现黄土筱盖在红土

之上
,

也同样说明了形成时代有早迟差别
。
据古地理学研究

,

形成红土 (Qz ) 时的湿热环

境曾远达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

后来 Q3
时气候变冷

,

形成黄土
,

所以现红壤带以北的红土

系早期产物的残遗
,

本区所见的情况与此完全符合
。

第四纪红土发育的红壤
,

在红壤带内主要分布在第一级或第二级阶地被切创后造成

的低丘地形上
,

多半是新构造运动的轻微上升区
,

作者曾总结过这种分布状况的原因主要

是轻微上升区有良好的红化条件 : 1
.

地盘逐渐上升
,

地下水位相对下降
,

淋溶作用能顺利

进行 ; 2
.

氧化铁铝的流失可能性不大
,

而逐渐脱水大量沉淀的条件却很好 ; 3
.

低丘位置常

有深厚的疏松堆积物
,

容易进行红化作用 ; 斗
.

轻微上升区
,

侵蚀作用不强
,

红化作用易于

深化 ; 5
.

这种地段与平原区比较
,

成土时间也较长
。

现在看来在红壤带以北的第四纪红

土
,

其分布同样符合这一规律
,

我们在辽宁
、

山东等地所见
,

几乎都是这样
。

长江三角洲地

区也不例外
,

如宁镇山脉及茅山的周围常见典型的红土(有时有网纹 )都处于低丘位置田
,

而较高的侵蚀面上或山坡地如有红土多是侵蚀的残迹
,

说明了古红土母质的形成也与新

构造运动有密切关系
。

关于下蜀黄土
,

前人研究甚多
,

争论多集中在成因问题上
,

有风成与水成等多种学说
。

但在性状描述
、

分层及时代划分等方面还是较为一致的
。

我们认为研究一种沉积物不能

脱离其具体性状
,

根据下蜀黄土的性状
,

有充分理由可说明它是成土过程的产物
,

情况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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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下蜀黄土不仅在地面有近代的成土作用
,

它在深厚的剖面上常有明显的核状或柱

状等土壤结构
,

棕红色胶膜以及不同类型的铁锰结核与石灰结核等新生体以及生物遗体

化石
,

这些显然与成土过程有关t.]
。

2
.

在地理位置上从苏北至苏南
,

下蜀黄土中的石灰结核层与铁锰结核层
,

层位逐渐下

降
,

而被复红棕色胶膜的土层增厚
,

同时粘粒硅铁铝率依次变小
,

而酸性则依次变强山, 。

这种成土作用的进行
,

实际上遍及整个本区已发现的下蜀黄土
,

并如宋达泉指出的 :

在深达 10 余米或 20 余米剖面的全部
,

均受成土作用的影响ts1
。

.

从以上情况说明下蜀黄土在其性状发展的过程中
,

经历了淋溶与淀积
、

石灰及铁锰物

质的分离与集中
、

一定程度的粘化作用等
,

并说明它的成土方向随着位置南移
,

逐渐向红

壤化作用过渡
。

肯定了下蜀黄土的主要性状均系成土过程的产物后
,

在前述第四纪红土形成条件的

启发下
,

我们认为下蜀黄土的形成同样应与新构造运动轻微上升条件相联系
,

理由是 :

1
.

据调查。下蜀黄土绝大部分分布在低山山麓地带
,

多构成一至二级阶地
,

或位于山

谷盆地内
,

这些正是新构造运动的轻微上升区
,

而只有少数地区下蜀黄土可分布在海拔

1 00 一3 00 米的山坡上 (可能是山地上升后造成)o

2
.

下蜀黄土在成土过程中所经历的淋溶
、

淀积
、

石灰与铁锰物质的分离集中等作用
,

也只有在地盘逐渐上升
、

地下水位相对下降的新构造微升区容易顺利进行
,

包括侵蚀轻

微
,

成土作用易于深化等方面
,

这些均与前述红壤化作用进行的环境条件是相似的
。

3
.

在下蜀黄土的深厚剖面上
,

常出现胶膜层
、

石灰结核层或铁锰结核层等的多层重迭

出现
,

这也只有用地段轻微上升
,

地下水位多次间歇下降
,

淋溶与淀积的位置多次转移等

情况
,

可以做出恰当的解释
。

上述第四纪红土与下蜀黄土都是一定的古地理环境条件下所发育的
“

显域土
” ,

或称

地带性土壤
,

我们的初步看法是 : 凡这类土壤
,

无论是古代或现代
,

只有在新构造运动的

轻微上升区易于形成
,

事实证明
,

它们也确大部分布在这一区域里
。

第四纪红土与下蜀黄

土是目前红壤与黄棕壤的主要母质
,

而这两类土壤的若干重要性质
,

可能都是在新构造运

动中逐步形成的古土壤特性的残遗
。

至于古土壤与现代土壤的演化关系及其界限等问题

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无论下蜀黄土或第四纪红土
,

都可因新构造上升运动而出现在较高的位置上
,

这一点

对第四纪红土说
,

作者已有充分的论证即 1,

据现有资料
,

下蜀黄土也有类似的情况
,

如在

宁钵山及茅山等山脉的高处
,

可分布至海拔 20 0 米以上
,

很可能与这些山地的上升有关
。

曾有人把黄土分布地方的高低悬殊做为风成成因的理由之一[s, l3]
。

如考虑到新构造运动

的影响
,

似乎根据还欠充分
。

我们考虑在浙江西北古红土 (q ) 上升至海拔 4 00 一50 0 米

以上的很多
,

那末黄土 (龟)虽形成的时间较迟
,

但在强升的山区
,

上升 200 余米还是可能

的
。

另一方面
,

第四纪红土或黄土均可随新构造下沉
,

出现于较低的位置
,

前面已经提到
,

红土与黄土阶地都有向东或东北倾俯而直 人太湖的现象
,

据查山
,

太湖底部确有类似黄上

1 ) 江苏省普查鉴定委员会
, 19 65 : 江苏土维志(内部发行)江苏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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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堆积物
。

杭州西湖内周与附近平原的下部以及浙北红土丘陵边缘等处经常有沉降的红

土发现
,

这些都与新构造下沉相符合
。

据南京土壤研究所的近期研究
,

无锡
、

苏州一带的平原水稻土
,

其母质从质地
、

酸度
、

颜色以及泡水后
“
白土化

”
的情况等方面来看

,
都酷似下蜀黄土[llJ

。

我们认为这一地区恰

好是黄土下沉没人平原的边缘地方(图 2 ) , 保留着残遗黄土的可能性很大
。

此外据我们

野外初步考察
,

似乎这一带黄土还有经受过短距离再迁移的可能
,

因为某些地方似有不同

质地的再堆积层次
。

显然这些下沉后的黄土
,

所经历的成土作用也不相同 (图 2)
。

海
!
|令上苏州无锡

!

!

l

丫

阳广邢
!!l亨献

·!·!

地形 :

2 一 3 级阶地

成土作用 :

地表有明显的任蚀
.

因地下水位较深
,

垂

直淋溶作用易进行
。

新构造运动:

1 一 2级阶地 杭降面出露地表

俊蚀属成土作用
易于深么沟谷低
处或阶地边缘侧
流漂洗作用明显

侵蚀与侧流漂洗
作用基本停出土

坡受地下水位的

影晌较深

黄土掩埋在平原深处

黄土所受的成土作用

完全停止

吩 微升 下玩 强烈下沉

图 2 新构造运动与下蜀黄土的分布状况

F址
.

2 G e o m o r p h o l姐 ic a l s e e tio n in tho T a i
一

lak e a r e a . h o
诫

n g the r e la tio ns hip b e tw e e。

th e e ha r a e让 r istie : o f n : w
·t e e to n ie m o v o m en t a n d the d ist r ib u tio n o f X iash u lo e ss

(Q
3

)

四
、

新构造运动与成土年龄
、

气候
、

植被等因素的关系

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处地面发育年龄与新构造运动有密切关系
,

太湖西与西南面的强

烈上升区
,

有第三纪形成的三级剥蚀面 ; 其次是上升轻微地区的 2一3 级 q 红土阶地
,

这

些地方自最近一次第四纪冰川后退
,

最先露出地面
,

成土年龄最久
,

经中更新世的湿热环

境
,

产生了红壤化作用
,

只是强升区高级侵蚀面上的红坡
,

一直受侵蚀较强
,

多成为土层按

薄的幼年红坡
。

下蜀黄土是上更新世的沉积物
,

其上发育的黄棕壤
,

成土年龄也当自上更

新世起算
,

其成土条件也与新构造轻微上升相联系
。

本区东部新构造运动下沉的广大平原上
,

自东向西成土年龄依次延长
,

土坡发育度也

明显加深
。

又据研究切
,

在杭嘉湖平原上
,

从枫径起
,

通过嘉善之西
、

嘉兴之南
、

南得之南
、

菱湖之

东
、

扩栖
、

拱哀桥之东至杭州一条弧形曲线为平原上水文状况的一条重要分界线
,

此线西

北
,

多为湖沼淤积地
,

土质相对较粘
,

线之东南
,

湖沼少而土壤质地砂
。
推测这一线为古海

岸线之内缘
,

此后又因在新构造运动中
,

地体下沉速度小于钱扩江岸泥砂堆积
,

而岸线向

东南延伸
,

成土年龄也依次变轻
。

同是太湖岸边沉积
,

西岸与西南岸因新构造运动相对上升
,

岸边又常接受西部山区的

冲刷堆积物
,

则不断露出成土年龄最轻的土壤
,

相反地在东岸与东北岸相对下沉
,

而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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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来源又少
,

就少有年轻的土壤形成
。

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从全国来说
,

所 占范围不大
,

但因新构造运动造成的地形差异
,

使气候在各部分仍有明显的不同
。

全年降雨量‘l0J 以西南部新构造上升区最高
,

可达 1 3 0 0 毫米
,

向东北新构造下沉区渐

减
,

在长江口约为 1 1 0 0 毫米
。

至沿海岛屿则雨量更少
。

西南部新构造上升区由于海拔较

高在雨量上有以下特点
:

1
.

有相当显著的地形雨
,

常将来自海上的水汽
,

变为降水
。

2
.

日射增热快
,

一天中对流发生的时间较平原地区为早
,

当夏季潮湿的赤道海洋气团

笼卑时期
,

经常成为热雷雨的源地
。

3
.

全年的雨量分配
,

夏季最多
,

冬季最少
。

这种雨量季节分配的不均匀程度向东北渐

减
,

至沿海岛屿则全年雨量分配相对最匀
。

、

4
.

西南上升区紧接太湖
,

而本区与降雨有关的气流多来自东北面
,

当经过太湖时
,

接

受了湖面的潮湿空气
,

使太湖西南侧较东北侧多雨
。

由于以上降雨特点
,

使新构造运动上升区更易遭受强烈侵蚀
,

多形成幼年黄棕壤或幼

年红壤
。

沿海一带下沉的平原区
,

雨盘均匀有利土壤脱盐作用的进行
。

太湖周围的构造

下沉则使较均匀的雨水积聚
,

促使土壤沼泽化过程的发展
。

长江三角洲的西侧新构造上升区
,

在宜兴
、

傈阳以南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

北部

属落叶润叶与常绿阔叶林的过渡区 ;广大的太湖平原天然植被以草甸草本植物为主
,

湖泊

洼地为湿生植物
,

滨海地区则为耐盐性植物
,

这些植被类型都与新构造运动造成的现阶段

地形与水热条件相符合
,

它们在自然土壤的成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植被是相对易于变化的因素
,

所以从动态观点来看
,

在新构造运动中
,

植被的类型及

其对土壤的影响都在不断发展演变
。

这些可以从新构造运动的性质做出推断
,

也可从土

壤剖面性状上得到充分证明
。

例如 Qa 古红土在湿热气候的热带
、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环境下形成
,

后气候逐渐变冷
,

植被也将向温带类型过渡
。

这里且撇开因古气候变化引起的植被更替
,

单就新构造运动

的影响而言
,

强烈上升的西部山区
,

植被必然更快地向温带类型过渡 ;另方面
,

新构造运动

上升区还可见到古老植被影响下
,

成土作用的残迹
,

如太湖西岸阶地上的泥炭层【121 就说

明了古沼泽化过程向草甸化过程的过渡
,

并进一步脱离地下水影响向目前木本植物影响

下的地带性土壤形成过程发展
。

第四纪红土与下蜀黄土都经过木本植物覆盖下的成土作用
,

它们掩埋于平原沉积层

之下
,

表明植被从木本向草甸及沼泽类型的演变
。

太湖周围平原区在 2一3 米的土层内常

见泥炭层或腐泥层夹杂
,

多者可达 3 层
,

说明在新构造运动下沉的过程中
,

地表有过多次

沼泽化
,

但有时又水位下降
,

有草甸化过程穿插
。

同时平原地区下层还多次发现古树残

迹
,

都说明植被常有更替
。

也反映了新构造运动的振荡性与间歇性
。

至于平原区海岸不

断东移则必然有耐盐性植被逐步向草甸植被的过渡
。

太湖地区具有明显漂白层的白土集中分布于浙江省境内的太湖边
。

白土层的形成
,

一般都认为是水分漂洗的结果
,

其条件是水分在土层中有一定的停滞
,

被漂洗的层次常常

原来的质地较轻
,

同时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下列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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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地表植被有重要的影响 : 目前发现的白土层极少直接慕露地面
,

多数情况是位于

泥炭层
、

腐泥层或有机质稍多的耕作层之下
。

推想土层在漂洗时
,

其着色物质
,

如铁
、

锰的

化合物等必经有机物的还原或鳌合作用
,

方能成为可移动形态
,

所以覆盖在水生或草甸植

被之下的土层
,

有随水下流的有机物的作用
,

最易于漂白
。

2
.

土层有较高的位置 : 发育良好的白土集中分布于太湖南岸与西南岸
,

成条带状
,

距

糊岸最远处
,

恰好在新构造运动上升最强的西南方
,

可达浙江长兴的西南部一带
,

所以由

于新构造运动上升
,

致土层中水分易于流失
,

可能与白土化有一定关系
。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酸性硫酸盐土 (声 值低至 2一3
,

含有多最硫元素) 发现于太湖东

南的浙江嘉兴
、

上海青浦及江苏吴江一带
,

由此向东即不见分布
。

这是古海岸带有聚硫特

性的植物群落生长的残迹(现代这种植物群落
,

见于福建
、

广东沿海
,

俗称
“
红树林

” ,

也形

成酸性硫酸盐土)
,

同时它还说 明了古气候由热转冷的变迁
。

此外
,

据调查在上海
、

太仓一

箔径(通称
“
岗身

”
地带 )一线以东没有泥炭或沼铁矿的分布旧

,

这些都标志着在新构造下

沉地区
,

植被影响土壤的范围
,

它与各时期海岸伸长的情况有关
。

五
、

新构造运动影响下产生的土壤剖面重叠

土坡剖面形态与性质原是外界环境的统一体
,

当土壤所处的环境
,

由于新构造运动而

改变时
,

土壤剖面上必然加人与原来发育状况不同的新内容
,

剖面重叠就是这样发生的
。

土坡剖面重盈有两种 : 一种叫
“
土壤母质重益

” ,

它是在早期已形成的土壤剖面上有

新的母质益加
。
另一种是由于成土环境改变

,

在原来的土壤剖面上
,

又重盈了新成土过程

所形成的诊断性特征
,

则叫
“
土壤发育重叠

” 。

两种剖面重盈均可因新构造运动造成的上

升或下沉运动而产生
,

且可出现于同一剖面上
。

相对的说
, “
土壤发育重叠

”
比

“
土壤母质重叠

”
较难辨认

,

但对土坡的影响
,

却十分深

刻
。

例如在图 3 中
,

剖面 (l )代表排水良好的土壤
,
A

,

层有腐殖质积累
,

W 层有柱状结构

{{{
‘{{{
\\\!}}}

{{{{{}}}
\\\

声声. “ j . 产、 ‘‘

产产、碑 ~
‘
‘ 匕. 户 ‘ J 、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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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壤剖面发育重盈示意图式

(l ) 发育于排水良好状态下的部面 ; (2) 当新构遭运动下沉
,
土坡发育于地下

水位相对较高的环境里 : (3) 发育重盈的土城剖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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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锈斑
,
G 层有还原作用造成的灰蓝色斑点

。

当新构造运动下沉时
,

使地下水位上

升
,

接受了剖面(2 )的发育方式
,

则形成剖面(3)
,

它同时具有O )与(2 )两个剖面的特点 :

其 A 层有机质有进一步积累 ;新出现的 G 层上部保留有早期剖面 (l) 中留下的柱状结构

与少量锈斑 ; G 层下部则一直在地下水位以下
,

还原性有进一步的发展
。

土壤发育的环境因新构造运动而一直处于动态之中
,

所以剖面发育重益在各地普遍

存在
,

而且可以多次进行
。

它在图式中只是示意的解释
,

实际进行时决不会只是机械的叠

合
,

而是前后两次剖面发育之间
,

可有一定的干扰
。

在本区东部广大平原中
,

经常可见到土壤发育重益的基本土层有以下四种 :

(l) 含有多量铁
、

锰新生体(结核
、

锈斑
、

锈纹等)的黄色土层
,

它产生于上升或稳定的

新构造运动中
,

具有排水良好的环境条件
。

(2 ) 含有腐泥或泥炭的黑色土层
,

它形成于过去积水的沼泽化环境条件下
。

(3 ) 大部铁
、

锰淋失的白色漂洗土层
。

虽白土层至今在成因上还有争论
,

但从多数公

认的着色物淋失的观点来看
,

它应形成于位置略高
、

具有一定的水分侧流或渗漏条件下
。

(4 ) 含有多量还原性铁的青兰色土层
。

它应形成于水位较高的还原性条件下
。

以上四种土层分别标志着土壤曾经受过某种特定的环境
。

值得注意的是 : 它们一旦

被新的堆积物覆盖以后
,

如环境没有激烈的变化
,

每种土层的色调与质地
、

结构
、

化学成分

等主要性状都会基本上保留着
。

现在广大的新构造运动下沉区
,

可以经常看到四种土层

上下无一定次序的相互叠置
,

说明这些剖面的发育环境可能有过多次变化
,

也有过不止一

次的剖面发育重叠
。

正是由于这种多次剖面发育重益
,

常常还可见到某些不相称的形态特征
,

重合于一个

土层上而产生
“
异常

”
现象

。

例如形成于排水不良环境中的黑泥层内
,

却有干湿变异条件

下方能形成的棱柱状结构 (如见于嘉兴七星公社东风大队的潜育型水稻土中) ; 漂洗过程

形成的白泥层中
,

却有多量非漂洗过程中形成的铁锰沉淀物(结核或锈斑
、

锈纹等
,

如见于

吴兴北里公社红卫大队的漂白型水稻土中)
。

又如在氧化状况下方能形成的黄色土层
,

却

会出现在目前只具备还原性条件的地下水位以下 (如见于余杭亭趾公社前进大队的瀚育

型水稻土中)
。

所有这些
“
异常

”
现象

,

无非说明在新构造的升降运动中
,

土壤发育环境曾

有过明显的变化
。

六
、

结 论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壤类型复杂
,

因为地跨黄棕壤与红壤两个地带
,

古气侯有过明显

的变化
,

成土母质的类型也多种多样
,

除了这些
,

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

本

地区包括从强烈上升至强烈下沉的各种新构造运动性质的区域
。

新构造运动对五大成土因素有全面影响
,

它决定着地形的类型
,

现代与古代成土母质

的形成及分布
,

成土年龄的长短
,

气候及植被状况等
。

从而也在各区域内决定着成土作用

的类型(盐演化
、

沼泽化
、

草甸化
、

白土化以及地带性土壤的发展等)及进行程度
。

新构造运动对成土因素的影响
,

不仅表现在当前阶段
,

更生动的内容是在新构造运动

中
,

各种成土因素的爽化发展
,

例如母质的侵蚀与堆积
、

地形与植被状况的不断更替
,

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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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加速或延缓(即土城相对年龄的变化 )等等
,

本文列举的各项例证
,

充分表明了土澳

的形成与发展条件一直随着新构造运动在变化
,

我们认为应该以这种动态观点来研究土

坡形成
,

方能更好地掌握其本质
。

由此
,

我们感到近百年来一直流行的由苏联学者道库查

耶夫提出的五大成土因素学说
,

还有不足之处
,

因为它基本上只是各因素分散的静态观

察
,

未做更本质的分析
。

.

土坡剖面重益现象是新构造运动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

实际上它体现了各成土因素在

不断演变中的综合作用
,

它也是各地很多复杂的土壤剖面的重要成因
。

根据第四纪古气候的研究
,

在最后一次冰期前后
,

海面曾有过明显的升降
,

这对于成

土因素也有影响
。

此外
,

长江三角洲是一古老的农业区
,

在长期的人为活动 中
,

如土地平

整
、

施用泥肥
、

排水与灌溉等
,

也会造成一些剖面重叠
,

这些与新构造运动作用有类似的结

果
。

然而从全局来看
,

这些毕竟是局部或暂时的现象
,

它不能对新构造运动在各方面的全

面作用
,

做出满意的解释
。

不过这里也告诉我们 : 分析新构造运动对土壤的影响
,

必须谨

慎
,

它一定要从长期与全局的观点着眼才行
。

参 考 文 献

【1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
, 19 65: 太湖缭合调查初步报告

。
.

科学出版社
。

〔2] 北京大学地理系编
, 1 9 78 : 地球资源卫星象片的地质解译(附图太湖幅)

。

地质出版社
。

[ 3 ] 陆景冈
, 1 , 6 , : 浙江省新地质构造运动与低丘红坡形成及分布的关系

。

土城学报
,
第 13 卷 2 期

, 162 一 16 ,

页
。

【们 陆景冈
, 19 79: 论新构遣运动在低丘红坡形成及分类上的愈义

。

土坡分类及土坡地理论文集(南京土坡研究
所编)

, 1 02 一106 页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 5] 产钦尚
, 1 , 5 7 : 浙江钱塘江及太湖流城地貌发育过程

。

华东师大学报
,
第 3 期

。

【石]
、

陈吉余等
, 195 处 长江三角洲的地貌发育

。

地理学报
,
第 25 卷 3 期

, 2巧 页
。

【, ] 陈吉余
, 19如 : 无福趁头诸附近的第四纪地质及新构造运动

。

华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第 1期
, 5 8一59 页

。

【8 ] 宋达泉
, 19 5仇 南京地区下蜀系的古土坡学研究

。

中国土坡学会会志
,
第 1卷 3一4 期

。

[ 9] 罗汝英
, 19 7氏 江苏省的地质地貌与林业土坡的关系

。

土城学报
,
第 15 卷 1 期

,
23 一26 页

。

【10 】 周淑贞
,
19 5 9 : 长江三角洲的降水

。

华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
,
第 1期

, 11 一巧 页
。

[1 1] 徐琪
,
19 79 : 试谈江苏省土城的发生分类

。

土坡分类及土坡地理论文集(南京土坡研究所编)
,

钓 页
,
浙江人

民出版社
.

“2] 梅安新
, 1 9 5 , : 长江三角洲第四纪地质

。

华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
,
第 1期

, 2 7ee 28 页
,
36 页

。

【13 ] 度志英
,
任9 59 : 长江三角洲新构造运动

。

华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
,
第 l 期

,
44 一杨页

,
51 页

。



1 期 陆景冈 : 长江三角洲新构造运动妈土壤形成及发展的关系 1 1

E FFE CT O F N EW
一T E C T O N IC MO V EM E N T O N T H E SO IL

FO R MA T IO N A ND SO IL D E V E LO PM E N T IN T H E

YA N G T Z E D E LT A

L u Jin
一

g an g

(Z h映郎9 A g r ‘。, 王宕畔。忍 双”石公巴r蕊t军)

S u m m ary

T h e dis
tri bu tlo n o f 50 115 in th e Yan 琳

Z e d elta 15 51卯ifi恤tly in flue n eed by the

la n d fo r ln in g a邵 an d th e e

ffe
e t o f n ew

一

te eton ie m ot- 恤
en t

.

A e e o r d in g to e ha r ac ter is
-

ti es of th
e n ew

一

tee to n ie l a o v

em
en t ,

th e Yan g恤e delt a m 盯 b e di v id ed in to eigh t r eg io n s

to g eth e r
wi th the ir c orr esp o n di n g 5 0 115

,

th 已 r e
gi

o n s a r e sh ow n a s fo llo w s :

1
.

str o n g ly uP llfte d m o

皿ta in 留ea
:
yo un g 501 15.

11
.

W
e ak ly u Pli fte d h ill y ar ea : tyP io ai r e d e a r th a n d ”ll o w b r o

wn
ea r th

.

111
.

R el at iv ely sta b le fo w er h江ly ar ea : 。e
ad ow yell ow b ro wn

e art h
,

h gh t m ea 助w

8 0 115 a n d r ed ea r th
.

蹄
.

Sub sld ed Tai- lak
e d ePr e 日班o n : hu n ti e b o g so ils

.

V
.

Sub
side d m 二gi n s o f T al

一

lak
e d eP

r essio n : li gh t m ea d o w 50 115
.

V l
.

Sub ai d ed n or th ern
e o ast al san d y sPit ar ea : lig h t m ea d ow 50 115

.

V ll
.

S tron gl y sub
sid ed d eb o uc h u r e ar ea : ll gh t m ea d ow 50 115 a n d m ea d o w s a lin e

即115
.

V lll
.

S tr o n g ly su b滋d e d H an g 血
o u B ay

: n o

501 1 f
orm

e d
.

T h e lan d sur fa o e fo rm in g 昭
e o f th

e r e
gi ons

w朋 cl o sely as s o e iate d w ith th
e n ew -

tec to址e 劝甲v e m ent
.

T h e we st an d so u比w est o f T ai
一

lak e ar ea 15 a str o n g ly u Plift ed

a r ea
(mo

u n ta in o
us ar e a )

,

w her e tlir
ee d en u d at io n a l sur fa o es of di ff e r en t he igh ts h a d

b e en fo r r u ed in the ter tlary Peri o d
.

Ow ln g to str
o n g e ro sl o n

, o n ly y o u n g 朋115 e oul d

be d ev e]o Pe d o n th朗e su rfa ees
.

T h e lo w e r hill a re a in th e p e r iPhe ry
of th

e 刀n o u n
俪

n s w a s w e
ak ly u p ll fte d o r

r ela tiv e ly stab le d u r in g th e n
ew 一

e to 过。 m o v em e
nt

.

In the s o u the几 Pa r t o f this r e g io n

r e d eal th w幼 d ev elo Pe d o n r e d el ay (Q, )
.

W bile in th e n o r th ern Pa r t
,

ye ll ow b r o他
e a r th w a s d ev el o p ed o n q u ate

r n a ry X ia血u lo ess (Q
:

)
.

T h e eas ter n P脸t o f th e Y a n g t z e d elt
a 15 a v as t Pla in 吠 n ew

一

te eto n io s
uh

sid en ee
t

w h ere 甲115 a ls o eh a n g6 wi th th e
801 1 deve lo Pin g a g e

.

S a lin e 5 0 115 a r e si tu a ted in th e

e o as tal re g fo n of th e Pla in
.

F a r th er ins ide fr o m th e e o as t 15 a P lain n etted by m a

lly
r iv ers a n d e a n

ajs
.

T h e 501 15 o n th is w at e r
ab un d a n t p la in be lon g to Pe r io d iea l su b

-

m er
gi

e , g ley o r b o g 5 0 115
.

T he n e w
一

te eto n ie m o v em e n t a lso a任ee ed 50 11 d ev e lo p m e n t by th e eh a n g e o f v e g e ta -

tlo n o r o the r fa eto r s
.

耶
r in sta n e e ,

th er e ar e n o Pe a t o r m u e k 5 0 115 d istr ib u te d to th e

e朋t 吠 th e lin e fr o m T a ie a n g to Cao jin g
.

T h is in d ieat es that mo
o r v e g eta tio n h a d n o t



12 土 级 学 报 19 卷

g r own th er e
.

B nt b ur ied Pe at or r比u ek lay er is 碱en fo u n d in th e so il Pr 。份
e to th e

w es t o f thJ 耽 lin e
.

O, 翻d aP Pin g of 50 11 Pr o fil e r e sul te叹 fr o m the e任 eet p f n

ew-
仪犯fo 垃e 刃n o v 日团Le n t ean

咖
目ly be fo u n d in th e e朗te rn vas

t Pl成n
.

It m a了 be di vi d ed In fo t , , tyP es : T he

维比七勺p e 15 th e o ve
rl即倒匕9 o f Par en t 垃a ter ia lo wh i比 ean b e tr 朗e d fo th e

Ove
r laP

-

Pin g of g eo lo gi eal se dim en ts Pri o r fo th e s磁 d eve fo Pm ent
.

T he ano th er 切Pe 15 th e re-

日记t 成 a n
ew 50 11 d ev el叩ed 初th so l n e di a

gn o sti 。 比ar 朋te ri stie s b e吨 叨perp os ed on

an Ol de
r 的11 Pro fn e

.

B o th tyP es o f o 甲er肠甲Pin g m en tio n ed a为o v e eo ul d b e o a刀旧旧d by

th
e

~
t郎切址e uP w a rd or d 口钾刀w ar d 脚

v

~ nt
, they ean 忱 e

ur in a 昌aJ 吐e Pr 。份e an d.

th ere fo re
,
lea d to a

ve ry
。。m p li 翻此ed Pr o位

e
.

Som
e饭进es e er t面匕 叨

o m al o us ov er la Pe d 岭
er s ar e foun d

.

For ex 印m p le
, the 从a ck

双城沈k 即11 1戮ye r 15 f
orm ed in th e en vi ro 刀匡n en t 嫩th Po or dr ai n a g’e

.

B ut in th访 ve ry
la yer

, e ol Um 五ar
str u乃tu r e 切五蚝h 15 th e re 翻Ut of alt

e
rn ate w etti n g a n d dr 喊

n g Pr oe ess

m 尽y b e f谊m d
.

In th e w hi翻泊h bl eac hed 5011 lay er , a la r g e am
o u n t of F今M n Pr eo iPit

a -

桩血 俪址比 is
咖

吐ly not aSS 佣iate d w ith the ble
a比in g p砚ess

e
an be al BO obs erV ed.

娜reo ver
, the yel lO, 劝sh m ot tl加心 1城ye r w hi eh 15 g e n e拢心y fo 们吐e d in an 。五d i幼吧 en-

城功nm
e
nt ean be f叮u n d in th e 5

011 1戮yer 助d er th e gr “住n d w ater le v el w here 恤
e 5
011

e n斌计ol 山吐en t 坛 r edl 加in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