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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低山丘陵土壤分类问题的商榷

朱松森 钱在仁

(镇江地 区农业区划办公室 ) (镇江地区农业局 )

江苏省长江以南的低山丘陵区主要集中在南京市

和镇江地区的西部和南部
,

由宁镇山脉
、

茅山 山脉和

天目山余脉构成宁镇
、

茅山和宜漂低山丘陵区
,

总面

积约六千平方公里
,

是江苏省林木特产的重点产区和

商品粮基地之一
。

自1 97 9年下半年起逐步开展土城普

查
,

所遇到的一个重要向题是
,

根据目前的土壤分类
,

宁镇和茅山地 区属北亚热带
,

地带性土壤是黄棕坡 ;宜

深山区属中亚热带
,

地带性土壤是红壤
。

因而
,

第四

纪网纹红土和下蜀黄土发育的岗地土壤在宁镇和茅山

地区分别划为老红土和黄棕壤
,

而在宜漂山区则均被

划为红壤
。

但从苏南各低山丘陵区的气候差异和土壤

理化性状看
,

分类问题尚需作进一步探讨
。

一
、

苏南低山丘隆的近代气候

与土城形成发育的关系

苏 南 低 山丘 陵 的 地 理 座标为东 径 1 1 8
“

3 4产至

1 1 9
“

4 8 产
,

北纬 3 1
”

0 9声至 3 2
“

12 , ,

南北 之间 跨纬度仅

1度许
。

山势低矮
,

山体单薄
,

海拔高度 一般 100 至 30 。

米
,

少数山头在 40 。米以上
,

宜兴县黄塔顶最高
,

为 6 1 1
.

5

米 , 大面积丘陵岗地海拔 10 至的米
。

因而
,

各地 的气

候情况差异不大
。

从镇江地区各县气象站 1 9 5 9一 工9丁8

年二十年的观测资料 (表 1) 表明
: 1

。

南部的宜兴
、

漂

阳
、

高淳与北部的镇江相比
,

热量条件略高
,

降水量

略多
,

但未构成地带性的差异
。

2
。

漂阳县西北部是茅

表 1 江 地 区
、

北 部 气 候 悄 况 比 较

年 平 均 气 沮
县

、

市
( ℃ )

一月份平均

气公 (℃ )

》 0 ℃

积 沮

》 10 ℃ 年 降 水 量

积 沮 (毫 米 )

地位

1 5
。

1 5
。

1 5
。

1 6
。

5 4 0 5
。

1

5 3 9 0
。

7

5 4 7 2
。

9

5 5 5 6
。

0

49 1 3
。

7

4 9 1 1
。

0

5 0 0 2
.

5

5 0 7 9
。

7

1 0 5 8
。

1 1 0 0
。

1 1 5 8
。

1 1 1 3
。

南一

…
…镇一

…
一理理一

北南南南江阳兴淬镇深宜高

表 2 宜 兴 县 山 区 与 平 原 气 候 情 况

全年平均 气温

(℃ )

一月份平均

气 沮 (℃ )

七月份平均 稳定通过 10 ℃起

气 沮 (℃ ) {止 日期 ( 口 /月 )

稳定通过 10 ℃

总 积 温 ( ℃ )

年 降 水 皿

(毫 米 )

2 9 / 3~ 1 / 1 2 4 85 4

2 9 / 3 ~ 1 / 1公 4 87 4

1 2 3 0
。

1 10 5
。

1 2 8 4
。

1 19 6
。

.

…
八U丹O比O一bǹǹ91,ó

.

…
月组盛性úóJ伙11,工,人一.1

原原区区平平山山兴读蓉涯宜芙徐乔

注
:

降水 皿为 1 9 8 0年 ` 月至 1 9 8工年 2 月 十一个月的资料
。

山低山丘陵
,

东南部是宜深低山丘陵
,

相距仅 5 一 10

公里
,

不存在水平地带性的气候差异
。

3
.

高淳的年平

均降水t 与宜深相仿
,

热量条件则高于宜深
,

但因高

浮属于茅山丘陇
,

而使其与宜漂分属不同的气候带
,

这

似较难解释
。

宜兴全县的气候情况
,

据镇江地 I三农业气象研究

所和宜兴县气象站各观测点在 1 9 8。年 4 月至 1 9 81 年 3

月一年的观测资料 (表 2 )表明
,

山区与平原的全年平

均气温
、

一月份平均气温
、

七月份平均气温
、

稳定通

过 10 ℃的起止 日期和积温
、

年降水鱿等气象因素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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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仿的
,

可以看出
,

宜漂山区的气候并无多大的特殊

性
,

不能据以划分不同的气候带
。

上述情况说明
,

苏南低山丘陵区 内不论南北之间
,

茅山与宜漂之间
,

或山区与平原之间
,

气候条件的差异

都不大
。

宜漂山区的水热条件比北部略高
,

加上林木

繁茂
,

以及太湖对气候的调节作用
,

因而在局部地段

由地形地貌形成的特殊小气候条件下
,

能够小面积栽

种樟树
、

柑橘等中亚热带作物
,

但是
,

总的说来
,

各

气候因素并未达到中亚热带的指标①
,

基本上仍属于

北亚热带
,

或是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的地带
。

也

就是说
,

近代气候对苏南低山丘陵区内各地的影响是

相似的
,

其差异程度不致形成不同的地带性土壤
。

二
、

苏南低山丘隆区土城的

层序排列与分布

1 98。年冬 19 8 1年春
,

镇江地区各县进行了土坡调

查
,

调查结果表明
,

各种主要土壤的层序排列和地理

分布都有一定的规律
,

各低山丘陵区之间也都表现一

致 (图 1 )
。

一般 250 米以上的山顶或山坡平缓处
,

在砂
、

页岩风化残积物上发育成有机质丰富的香灰土
。

山坡

上主要是石英砂岩风化发育的粗骨土和石灰土 , 间有

石灰岩土和紫色砂岩发育的萦色土等
。

在坡龙
,

砂岩

风化物坡积残积
,

成为黄砂土
、

红砂土
。

海拔 20 一 60

米的岗地上大多为下蜀黄土
,

群众称黄刚土
。

有些地

土土种种

现现定定
纂纂

石石 黄黄

} 夔夔
. 黄黄 } 水水

土土类类 壤壤 质质 棕棕棕 I 棕棕 I 裕裕
土土土土土 堆堆堆 一 壤壤 l 上上

璐璐起起 香香 石石

骥骥 l{〕〕{】】
小 马马

土土种种 灰灰 质质
- LLLLLLL 粉 肝肝

土土土土 土土土土土 土 土土

严严宇宇
黄黄 石石 红 壤壤 水水
棕棕棕棕棕棕 质质质 稻稻

上上尖尖 壤壤 土土土 土土

注 : 黄刚土系土属
,

包括死黄土
.

黄土
、

早作黄白土等土种
.

图 1 苏 南 低 山 丘 陵 土 壤 分 布 概 图

方在黄土区内间有网纹红土露头
。

榜 田上为黄白土
,

母

质仍为下蜀黄土
,

经水耕熟化成为水稻土
。

冲 田大部

为马肝土
,

是次生黄土发育而成的水稻土
。

在茅山地

区的句容茅山公社茅山西坡
,

漂阳上兴公社曹山东坡

(图 2
,

3 )
,

宜深山区的宜兴铜峰公社梅园铜官山东

北坡⑧等地观察了第四纪沉积物断面
,

都显示出与前

人描述相似的分布规律③
。

说明各低山丘陵区的土壤

类型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

根据江苏省地质资料
,

第四纪古气候变化剧烈
,

风

化强度大
,

对苏南各低山丘陵区土壤的形成有深刻的

影响
,
远远超过了近代生物气候对土壤性状和分布规

律所能起的作用 〔 1 , 2 〕。石英砂岩出露山地
,

形成了石质

土 , 山麓和阶地发育成中更新统 ( Q Z )网纹红土 ,其上

再堆积了上更新统 ( Q s) 下蜀黄土
。

在全新世
,

由于经

风
、

水等外力的搬运
,

以及近代人类耕作的影响
,

对

① 李世奎 : 农业气候 资 源和 区 划
,

全国农 业区划学

习班教材
,

33 一 34 页
,

全 国农业区 划委员会办 公室
, 1 9 8 0

。

② 江苏省地质局
:

江苏省第四纪地质图说明书
,

4 页

图 2
,

19 6 4
。

③ 韩高
:

原江苏省第四纪地层
,

4 ~ 12 页
,

1 9 8 1
,

未

刊稿
。



分布的一致性
,

反映了第四纪古气候对各区影响的一

致性
。

图 2 句容茅山公社茅山西坡剖面图

1
。

石英砂岩

2
。

中更 新统中部砾石 网纹红土

3
。

中更新统上部红上

4
。

上更新统下蜀黄土

图 3 上兴曹山东坡剖面图

1
。

泥盆系石英砂岩

2
。

中更新统中部网纹 红土

3
。

中更 新统上 部红土

4
。

上更新 统下蜀黄土夹砂砾 (黄砂土 )

5 。

上更新统下蜀黄土 (黄刚土 )

土坡的发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

但是都脱离不了 Q Z 、

Q
3 母质的基础

。

苏南各低山丘陵区土壤层 序排列和

三
、

苏南低山丘隆下肠黄土

和网纹红土的理化性状

据研究
,

宁镇
、

茅山和宜漂低山丘陵区下蜀黄土

与网纹红土的理化性状都基本相似
。

下蜀黄土普遍分布在宁镇
、

茅山
、

宜漂的丘陵岗

地上
,

其下为中更新统红土或基岩
,

土体结构与理化

性状在各区表现均较一致
。

一般中下部为棕黄色或棕

红色亚粘土
,

质地均匀
,

粘重紧实
,

棱柱状结构
,

结

构体外有棕色胶膜
,

并有大量铁锰结核
,

形成粘盘层
。

上部为浅棕黄色亚粘土
、

亚砂土
,

中壤至重壤
,

酸性

或微酸性
,

p H一般 5
.

5一 6
.

5
。

宜兴山区的 黄土中有

不少洪积冲积的棕黄色
、

棕红 色亚砂土夹角砾
,

酸度

较大
,

土色较红
,

但胶粒硅铝率一 般 为 2
.

5一 3
.

1 与

宁镇地区的黄棕壤大 致相同〔 2〕
。

而不具备红壤富铝

化的特征
。

中更新统网纹红土
,

分布在山麓和二级阶地上
,

宜

漂和茅山山区出露较多
,

宁镇山区亦有另星出现
。

一

般分上下两层
,

上层为棕红 色亚粘土
,

无 网纹
,

节理

面较发育
,

面上有黑色铁锰胶膜
。

下层为棕红 色粘土
,

有明显的网纹
。

在茅山和宜漂低山丘陵区的土壤性状

表现也大体一致
,

p H S 一 5
.

5
,

胶粒硅铝率 2
.

遵一 3
.

1
,

富铝化程度大大低于 中亚热带的红壤
,

而与下蜀黄土

相仿 (表 3 )
o

表 3 茅 山
、

宜 傈 丘 陵 网 纹 红 土 的 化 学 性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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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坡研究所分析
。



学术会议

国 际 红 壤 学 术 讨论 会 概 况

红壤在亚洲
、

非洲
、

拉丁美洲和北美洲有着广泛

的分布
。

我国红壤带跨越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主要分

布在长江以南十一省
、

区
,

面积达 2 1 7 0 0。。平方公里
,

占我国土地总面积的20 %
。

红壤地 区土坡类型多
,

资

源丰富
,

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基地
,

也是热带
、

亚热带

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
,

在生产利用中有很大的潜力
。

因

此
,

开展对红坡的深入研究
,

对我国江南广大地区土

坡资源的合理利用
、

土壤改 良和培养以及农业现代化

建设
,

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三十多年来
,

我们

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定位试验
,

同时

也进行了大量 的土壤化学
、

物理
、

矿物和微生物方面

的研究
,

积累 了大量资料
,

在生产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与此同时
,

各国土壤学家对红壤的发生分类
、

基本性

质及农业利用等方面开展了研究
,

积累了大量的科学

资料
,

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

也为红城地区的经济发

展作出了贡献
。

为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

加强我国学

者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
,

进一步推动我国红坡研

究工作的开展
,

经国务院批准
,

同意在我国召开《 国际

红壤学术讨论 会》
。

一
、

会 议 概 况

《国际红壤学术讨论会》是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召

开的
,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负责筹备
。

为了

筹备这次会议
,

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
,

成立了组织

委员会
,

由赵其国 (南京土壤所所长
、

研究员 )任主任
,

于 天仁 (研究员 )
、

龚子同 (副研究员 )任委员
,

组织委

员会设秘书长 (龚子同兼 )
、

副秘书长 (刘文政
、

副研究

员 )
。

在组织委员会下
,

设立了论文组
、

会务组
、

外事

组和土壤考察组
。

会议于 2 9 5 3年 1 1月 2 5日至一g 日在南京举行
,

会议

组织委员会主任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所长赵

其国主持了开幕式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生物学部主

任
、

学部委员冯德培致开幕词
。

出席会议的有中外学

者共七十多人
,

列席代表三十人
。

中国学者以中
、

青

年为主
,

除科研机构的代表外
,

还邀请了红壤地区各

省
、

区的代表与会
。

外国学者来自美国
、

澳大利亚
、

巴

西
、

联邦德国
、

印度
、

荷兰
、

日本
、

马来西亚等国家
,

第

十二届国际 土壤学会主席 J
.

S
.

K a n w a r 和国际 土 坡

学会秘书长W
.

G
.

S o m b r o e k也参加了会议
。

未能与

会而提供论文的还有英国
、

比利时的土壤学家
。

会议共收到论文 64 篇
,

主要分三个方面
。

红壤发

生分类的论 文 38 篇
,

涉及亚洲
、

南美
、

中非和大洋洲

等世界红城区域 , 有关红坡性质的论文 12 篇
,

涉及土

镶物理
、

化学
、

生物化学和微生物等领域 , 红壤管理

方面的论文 14 篇
,

涉及土壤虹素
、

磷素
、

钾素
、

微最

元素和水土保持等
。

会议分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
,

最后会议由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
、

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
、

研究员李庆也

致闭幕词
。

讨论会结束后
,

由组织委员会秘书长龚子

同
、

副秘书长刘文政陪同外宾去长沙
、

桂林和广州进

行为期十天的野外土壤考察
。

考察结束时
,

在广东雄

庆鼎湖山举行告别茶话会
,

畅谈这次土壤考察的观感
,

很多外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

对这次中国南方之

行非常感兴趣
,

对会议的组织安排十分满意
,

他们称

赞说
,

这次野外考察不仅进行了很好的土壤调查
,

而

且看到了中国农村面貌的变化
,

学 习了解 了中国的农

艺技术和传统的丰富的耕作经验
,

对所有外国代表来

说
,

都是一次很好的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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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论
1
。

苏南低山丘陵区均处北亚热带范围内
,

南
、

北

部之间的气候情况并未构成地带性差异
。

2
.

宁镇
、

茅山
、

宜深低山丘陵区土壤的层序排列
、

地理分布和相应土坡的理化性状都基本一致
,

影响土

族形成发育的主导因素是古代气候与地质地貌
。

3
。

宜深山区上更新统黄土与中更 新 统网纹红土

的理化性状与宁镇
、

茅山的对应土坡黄棕坡
、

老红土大

致相同
,

且淋溶程度均较中亚热带的地带性红壤为轻
。

综上所述
,

我们建议将苏南低山丘陵区的下蜀黄

土与网纹红土均归入黄棕壤与古红土土类
,

以及相应

的土属土种
,

使苏南低山丘陵区的土壤分类系统能够

统一起来
,

以利土坡普查工作的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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