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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本概况

吞

吉泰盆地位于江西省的中偏西南部
,

处翰江中游
,

包括现行吉安地区的八县一市
。

总土

地面积约 187 1 4
.

5平方公里
,

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1 1
.

1%
,

属山地丘陵多
,

平原和农地少的人

少地多地区
。

吉泰盆地是江西省最大 的盆地
,

具有我国亚热带地区典型红层地貌发育的特征
。

从平原
、

岗地
、

丘陇
、

直至过渡到低山和中山
,

盆形地貌层次分明
,

其中丘陵和岗地约占盆地总面积

的8 0% 以上
。

吉泰盆地组成山地的基岩
,

除部分中山为花岗岩和片麻岩 (灵华山
、

武功山和万安 县 外

围山地 )外
,

绝大部分低山丘陵为展旦
、

寒武系沉积岩的浅变质岩
,

还有泥盆
、

石炭
、

二迭
、

三

迭和侏罗系的沉积岩
,

由于基岩矿物成分及岩体结构不同
,

可以形成多种不同性状的成土母

质类型
。

山区乔灌草植被生长繁茂
,

一般水土流失不甚明显
,

但在花岗岩山丘区植被较差
,

局

部斑块状水土流失仍相当严重
。

低丘陵及岗地位于盆地中心
,

以抗风化和抗蚀力弱的紫红色砂
、

砾
、

泥页岩和第四纪红色

粘土为主
,

是组成红色盆地的主要物质基础
。

丘陇岗地现状植被极差
,

夜盖度不及 50 %
,

甚

至成片基岩或风化体裸露地表成为不毛之地
。

不仅土坡本身性状变劣
,

而且水土流失殃及附

近农田
、

水库
、

河道和渠系
,

土集资源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的破坏
。

枝江及其主支流形成的河谷平原是盆地中主要的农业区域
。

土集母质组成比较单一
,

大

部分质地为轻壤土或砂坡土
,

一般无障碍土层存在
。

但由于河谷平原底垫的古地形及物质组

成的差异
,

河流冲积覆盖物的厚薄也不一致
,

因而在平原中常局部出现重登异源母质的剖面

构型
,

对土壤发育性状及作物生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吉泰盆地具典型中亚热带湿润气候特征
。

生物活动频繁
,

土城中物质琳洛强烈
,

富铁铝

风化作用明显
,

土壤以盐基极不饱和的酸性红城为其地带性土攘的代表标志
。

在河谷平原及

山丘沟谷的土壤
,

土层深厚
,

水热条件基本保证
,

广泛分布着人们长期耕种培肥的水稻土和

翔土
。

但是
,

由于受成土母质特性
、

地形
、

植被
、

土城侵蚀以及水热状况等局部地方性因素

的影响
,

仍有大面积发育年幼的岩性土
,

如萦色土和石灰 (岩 )土存在
。

此外
,

随盆地内山体

重直高度的变化
,

土坡类型可随基带土坡 (红城 )由低至高产生明显的垂直分异
。

如武功山区

海拔 1 3。。或 1 5 0 0米以上的中山顶部或草灌茂密的低平地段
,

属 山地草甸土类型
。

其下海拔 700

( 8 0 0) 米至 1 3 00 ( 1 5 0 0) 米
,

以针阔叶混交林为主
,

林下草灌及其它杂木被粗尚好
,

属山地垂直

带的黄壤类型
。

海拔 50 。米至 7 00 米的中低山交接过渡地段
,

属红城向黄城过渡的黄红城类型
。

海拔 5 00 米以下 的低 山和广大丘陵地区
,

属垂直带谱的基带红壤类型
。

显然
,

吉泰盆地境内虽然存在着几类成因和性状完全不相同的土壤
,

但它们之间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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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并不存在纬度上的分异
,

而却与盆地构造地貌的变化和成土母质属性的差异基本一致
,

反

映了亚热带地 区土镶中域分布的基本规律及其相应的土城利用特点
。

二
、

土坡分类的原则和依据 令

吉泰盆地土坡分类系统采用四级制
,

即土类
、

亚类
、

土属和土种
。

土类划分的原则是
: ( 1) 在中亚热带湿热生物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地带性土壤

,

如红城
,

以

及由垂直高度变化形成的黄城和山地草甸土
。

( 2) 在同一生物气候带内
,

由于受特殊成土条

件的影响
,

促使土城在成土过程中不显地带性的土坡发育特征而显现风化物的岩性特征
,

即

形成幼年型的岩性土城
,

如紫色土和石灰 (岩 )土
。

(3 ) 在长期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下
,

起源

土城的过程
、

属性和形态特征已经发生 巨大的变化而形成具有独特性状的耕种土城类型
,

如

水稻土和湘土
。

亚类主要反映土类成土过程中土城发育阶段的差异
,

其中既有同土类的典型亚类
,

也可

有反映相邻土类间的过渡性亚类
,

即在同一主导成土过程中同时附加次要成土过程的土城
,

反

映在土坡性状上也具有明显的过渡特点
。

如红城土类中的红集和红集性土亚类
,

即反映发育

阶段的差异
,

而黄红集亚类即是红族土类向黄壤土类的过渡性亚类
。

水稻土土类中的淹育型
、

沸育型和潜育型亚类
,

也是反映不同水分作用类型引起土城发育阶段的差异
。

岩性土均无明

显的特征性发育土层的幼年土壤
,

其亚类的划分主要取决于风化物本身的属性的差异及其对

土族现代发育的影响强度而异
,

如紫色土土类中的中性紫色土和石灰性紫色土亚类
,

既反映了

毋质属性的差异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土城发育阶段的差异
。

土屁主要根据 1 米土体内
,

除表 (耕 )层外控制土层的成土母质的属性 (包括残留属性 ), .

以及其它一些地方性因素对土城的发育和肥力性状影响的大小归纳划分
。

显然
,

土属分类并

不等于成土母质类型的归类
。

土种是同土属范围内的具有类似土体构型的土镶实体
,

其剖面发育程度及所表现的肥力

水平墓本相同
。

土种客观存在的特点
: ( 1) 在地理分布上占据一定的空间位里 , (2 ) 包括一

定数 t 土体构型和肥力特性相近似的土城个体变异 , ( 3) 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生产实 用 性 .

( 4) 性态特征相对稳定
,

改土培肥措施墓本一致
。

根据划分土种的原则
,

充分分析并选择对各类土坡发育
、

肥力特性及改土培肥影响最为

密切的因素
,

作为划分土种单元的主要依据
。

1
.

山地丘映地土滚划分土种的依 .

( 1) 土体厚度 , (幻 剖面基本土层排列的土体构型差异 , ( 3) 表土层 的厚度和肥力状况 ,

( 4) 土体全层或某一层中石砾的含 t , ( 5) 特殊异质土层存在的部位和厚度
。

2
.

水招田土幼划分土种的依-

( l) 各土层 (即A
、

P
、

W
、

G等发生土层 )层序排列所反映的土城发育强度 , ( 2) 耕作层的

肥力状况 , ( 3) 特殊异质土层存在的部位和厚度
。

3
。

河谷平旅翔土划分土种的依 .

( 1) 一定质地级差 的土层剖面层序排列反映的土体构型差异 , ( 2) 耕作层的肥力 状 况 ;

(3 ) 特殊异质土层存在的部位和厚度
。

口

三
、

划分土种单元的标准及相应的字码结构式

在统一的土壤系统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指导下
,

以土镶的基本土层或参予特殊异质土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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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土体构型为核心
,

规定各级分类单元的字码代号
,

并按一定顺序的格式排列
,

同时在土

体构型层位段的既定位置
,

附加划分土种单元所依根要素的量级指标差异的字码代号
,

即可

构成一个具体反映土种单元的土壤字码结构式
,

借此反映土种单元的主要特性及其在分类系

砂
中的位置

。

吉泰盆地土种单元的划分标准及相应规定的字码代号说明如下
。

1
。

剖面基本土层的划分及字码代号 (表 1 )
。

表 1

土 雄

山地 丘陇地土城

土 堆 剖 面 基 本 土 层 及 字 码 代 号

二
~

生…丝
~

夏犷尸一
瓦

-
-

一
“

一

!
一主竺生生

表 土 层
}
包括亚表土层

,

厚度不一 富含有机质及其它葬分
{

’

均质土层 } 表土层下色泽和质地较均一 }
’

斑淀土层 卜。 土部位
,

有明显物质琳淀特征
. _

…
3

网纹土层 } 底土部位
,

材校状或峨虫状红白货色交识 { `

23-5一̂PWG℃

河谷平原溯土

石砾土层

风化母质层

基 岩 层

耕 作 层

砂 土 层

砂性土层

坡 土 层

枯 土 层

峰 水祖田 土犷

剖面某一土层成全剖面土层均可能存在

羞岩碎周硫松物
,

常央岩石碎块

各种未风化的岩体

包括各种质地及不同肥力状祖

包括松砂土
、

吸砂土

砂族 土至轻城土

中城土

重城 土至各级枯土

厚 度不一
,

宫含有机质及其它养 分
,

有 明且很 , 成 . 坟斑

攀其压实土层
,

娜度常小于 10 皿米

心 土部位
,

厚度不一
,

I 色斑软交权

青灰或蓝次色
, 无明皿绪构

,

水泥成软烂

性状宋完全改交 的起 I 土城或荃岩 风化物

* 分类系统中未划分 出澡洗型水稻土
,

故滚洗层未列 出
。

2
。

水稻土指示性土层发育强度标准及字码代号 (表 2 )
。

表 2 水 稻 土 指 示 性 土 层
*

发 育 强 度 标 准 及 字 码 代 号

二万百刃
一

不门一
发

主 要

育 状

形 鑫

况

特 征

牢 妈 代 号

掩 育 层 ( A P )

瀚 育 层 (W )

a
.

bC

猫 育 层 ( G )

乍

拼 层大 t 根肠及份斑
,

举扁层 明显
,

稿有W层发育石下接 C 层

拱层 锈纹斑明且
,

攀庄层不明且
,

下接 C 层

耕层 锈纹斑少
,

举房层未形成
,

下搜 C层

大 t 棕色份坟斑 及灰色胶琪交权
,

时有小快铭峨核
,

袂块状

棕色份纹斑 明显 ,

灰色胶腆少
,

似梭块状
·

少盘棕色成红棕色份故斑
,

有灰色枯拉条坟
,

块执

深灰
,

蓝灰成* 灰色
,

烂栩状
,

常有衡奥味

色同上
,

相浅
,

泥软状

色灰 暗
,

提软状
,

夹少 t 黄色拐纹斑

.

下卜
.

一
a

b

C

.

`
·

h

强弱中

强中弱一强中弱

. 口 . . . . . . . . . . . ~ ~ ~

—
一 ~ 一一 -~ . ~ 曰. . 户 . ~ . .

一
一

一~ ~ ~ ~ ~ 曰` ~

* 指示性土层即诊断土层之 t

3
.

土攘表 (耕 )层肥力状况标准及字码代号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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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土 滚 表 (麟歹层 肥 力 状 况 标 准 及 字 码 代 号

撰
1

{ 肥 力状 况 宇 码代号

山地丘险地土城

水相 田土城

毕地土城………称
4

.

成土母质类型及字码代号 (表 4 )
。

表 4 成 土 母 质 类 型 及 宇 码 代 号

ǐ

匕仁!
!

|母 质 类 塑

花 阅岩类风化物或相应沟谷填充 物

石英砂岩类风化物或相应沟谷填充物
’

、

泥质岩类风化物或相应沟谷填 充物

石灰岩类风化物或相应沟
.

谷填充 物

红色泥 (砾 )岩风化物或相应 沟谷填充物
」

扛娜砂 (砾 )岩风化物或相应沟谷坡充物

紫色砂 (砾 )岩 风化物或相应沟谷填充物

钙质紫色泥 (页 )岩 风化物或相应沟谷填充物

第四纪红色粘土或相应沟谷填充物

冲 积 物

地 形 部 位

山 地 及 沟 谷

山 地 及 沟 谷

山地
、

丘陵及沟谷

山地
、

丘睦及沟谷

丘 陵 及 沟 谷

丘 陵 及 沟 谷

丘 陵 及 沟 谷

岗 地 及 沟 谷

岗 地 及 沟 谷

河 谷 平 原

字 码 代 号

土类及亚类的学码代号 (表
之5

一

)
。

土种单元字码结构式书写格式
:

月
!

.

ù b几 O

肥肥力状况况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耕 )层层土土城亚 类类类 (代号 )))))))))))

(((代号 ))))))))) 中 层层

质质质

地地地

旧

一 ~导 、

一
一

指示性土层发育度
. . . . .二 . . . . . . .刁 . . . . . .门 . . .门 . . .口 J. .娜 ., . , 尸. .暇

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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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土类及亚类的字码代号

土 类
;

亚 类

两点声明
, 一 :

( 1) 划分土种的土体深度似 1米为准
。

土

名 称

山地草讨土

字 码代号 字码代号

1

RR

M
r

y
!

YER华 山地草甸土

黄 ,

…
一

万一卜
·

…
_

族壤红黄红

红 城

体构型基本土层的层位段划分
,

除表 (拱 )层

的深度不固定外
,

余下约 90 厘米均可按30 厘

米划分为三个层位段
,

即表 (耕 )层
、

上
、

中
、

下部土层
,

共 4个层位段构成完整的大体构

型
。

各层位段的厚度变幅规定为 士 15 厘 米
,

即同一基本土层越过 1 个半层位段 ( 45 厘米 )

者
,

可视作两个层位段
,

在字码结构式中以

同类基本土层的代号表示 , 不足半个层位段

( 15 厘米 )者
,

可相应归并之
。

(幻
1

如土体构型中有特殊异质土层
,

如

石砾层
、

铁结核积聚层及其它埋藏层等
,

其

存在的厚度和出现的部位影响土壤发育和肥

力性状大者
, ’

应在字码结构式中相应基本层

位段的位置
,

另设特殊符号标示
。

一一

CC一PPDB一CN
石 灰 (岩 》土

紫 色 土

水 稻 土

溯 上

红 城 性 土

黑色石灰土

棕色石灰土

石灰性紫色土

中性紫色土

淹育型水稻土

赌育型水稻土

潜育型水稻土

灰 潮 土

悔

例 1 ,
R 户 l盆2 22 — 发育于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 (诊的红壤 (R ) 石全剖面质地粘 重 ( 1

: )
,

均质红粘土层 ( 2)
,

厚度大于80 厘米 (三个层位段22 2 )
。

表土层 ( l) 肥力低 ( l
e

) `

例 2 ,
S w 一 A P盈W

b
W G

一
发育于第四纪红色粘土母 .ep( i )的沸育型水稻土 ( SW)

。

质

地粘重 ( A P
3 )

,

耕 (作 )犁 (底 )层 ( A P )的肥力中等 ( A P
”
)
,

指示性土层 ( W土层 )发育度中等

( W
“
)
,

厚度大于 50 厘米 (两个层位段W W )
。

底部 ( 60 或 70 厘米以下 )有潜育土层 ( G )
。

`
汁

’ .

, · `

四
、

,

土坡分类系统

根据土壤分类的统一划分原则
、

依据和标准
,

在对吉泰盆地各种土壤进行系统评比鉴定

的基础上
,

通过整理归纳
,

并按分类级别系统顺序排列
,

共划分七个土类
,

13 个亚类
,

37 个

土属和 9 5个土种 (表 6 )
。

分类系统奉中的土属和土种不是势立的土壤名称
。

有关山丘地区土壤的土体厚度划分标

准规定为
: < 3。厘米

一
薄层

, 3。一 60 厚米一
中层

,

>6 谊米
一

厚层
。

石砾含里标准
:

全

剖面或某一层段的石砾容积量 > 30 %
,

称砾 (石 )质土壤
。

吉泰盆地水稻土的基干术语注释
:

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
,

对群众长期生产实践中习用的

且较稳定的土壤名称
,

经过提炼和概括
,

可以作为水稻土的基干术语名称
,

以统一运用于土

种命名
。

吉泰盆地水稻土基干术语名称注释如下
:

麻砂泥— 结晶岩类风化沟谷填充物发育的水稻土 ,

砂泥— 石英砂岩类风化沟谷填充物发育的水稻土 ;

鳍泥— 千枚岩
、

板岩
、

片岩
、

泥页岩等泥质岩类风化沟谷填充物发育的水稻土 ,

红砂泥—
红色砂砾岩类风化沟谷填充物发育的水稻土 ;

紫泥— 紫色岩类风化沟谷填充物发育的水稻土 ,

黄泥— 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发育的水稻土 ,

潮泥或潮砂泥— 河流冲积物发育的水稻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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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土 类

红红红

城城城

红红红

搜搜搜

性性性

土土土

中中中

性性性

扮扮扮

色色色

土土土

石石灰性分色土土

燕燕色石次土土

棕棕色石灰土土

… { 土 种

亚 类 {土 肠
’

一—
命 名

第 四纪红色枯 土

花斑岩类风化物

石英砂岩类风化 .

泥质岩类风化物

红色砂《琢 》岩风化 .

少有机质网故底薄层

少有机质 网坟底中层

少有机
’

质军层

少有帆质砾质厚 层

拱种厚层

少有机质薄层

砂孤质娜层

少有机质薄层

少有机质抓质厚层

少有机质薄层

少有机质中层

少有机质厚层

抓质厚层

少有机质 网故
第四纪红色枯土

—
!} !.坟

萦色砂 .岩风化 .

朽质分色泥页岩风化 .

石灰岩类风化钧

宇 码 结 构 式

R :一 19 2 24

R :一 19 4 2 2

R,一 192 2 2

R一 1 90 0 0
O

R :
一 1贾2 2 2

E R一 l f 2 6 6
`

E R一 6 6 6

E R。一 1笙2 7

E R
。一 1芸0 0 0

E R : 一 1 f2 7

E R : 一 1 f2 2 7

E R t一 1 f2 2 2

E R f
一 0 0 0

E R I
一 194 4 4

E R
一̀ 4 4 4

N几
一 1呈2 7

N几
一 1呈2 2 7

N几
一 z全2 2 7

N入二 z夏2 2 2

N几
一 1盆o e 7

C P血
一 192 6 6

C P一 192 2 6

O P胜
一 1 92 2 2

D q
. 1象2 7

D C d
一 1组2 2 7

石次

石 灰岩类 风化钧

一 1宝2 7

一 1专2 2 7

一 1专2 2 2

0BC吸竺GFJ一GFJǎ岩)土

砂城冲权 .

少有机质薄层

少有帆质中层

中有机砚中层

中有机段厚层

少有机峨璐质薄层

少有机质称层

少有机砚中层

少有机峨厚层

乡有机质薄层

乡有机质中层

中有机质薄层

中在机质中层

中有机质厚 层

俘 层 2 2 2

”
’

{尽 层

找质冲积物

一 1皇5 5 3

枯房中层 e F ,
一 1皇5 5 5

1 4 1



续 表

八卜
·

…
’

万一 ; 一下…八万二戴从二

巨竺兰竺立…
-

黔器黑豁靡器器一一粼器一
… }

,

}黄砂泥中储
’

” w b 一

AP , bw

泥质岩类风化沟谷坟充物

红色砂砚岩风化沟谷坟充物

滋 , 型 水相土

水 钙琢紫色泥再岩风化沟谷填
兀物

第四纪红色枯土

镶质冲积物

花岗岩类风化沟谷填充钩

石英砂岩类风化沟谷城充物

潜 , 型水稠土

泥质岩类风化沟谷城充物

红色砂砾岩风化沟谷埃充物

坡质冲积 物

灰结泥中漪

灰绪泥 强景

黄红砂 泥肠瀚

灰红砂泥中漪

黄紫泥弱漪

灰紫泥中那

灰紫泥强脂

黄泥弱缩

灰黄泥中脂

灰黄泥强 韶

灰溯砂泥 中漪

乌湘砂泥 中漪

灰潮欲泥枯残淞漪

青麻砂泥 中滋

青麻砂泥强潜

青砂泥表潜

青砂泥 中潜

青砂泥强潜

青幼泥衰潜

青绪泥 中潜

青峪泥强潜

青红砂泥表潜

青潮砂泥表潜

青翻砂泥强潜

青潮砂泥枯底表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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