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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土壤的地带性和土坡分类
’

一一以棕壤
、

褐土为例

张俊民 过兴度 张玉庚 曲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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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形成受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
,

因此土壤具有地带性分布规律
。

过去认为一个生物气

候带只有一个地带性土类
。

例如
,

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只有棕壤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

带只有红壤
。

土壤是一个复杂的 自然体
,

单纯根据生物气候带来确定地带性土类的方法
,

不

可能正确反映客观实际
。

它不符合以形成条件
、

形成过程利土壤润性三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土

壤分类的原则
。

这是以地带性代替土壤分类
,

或者说是土壤唯地带论
。

五十年代中期
,

华北

地区划分出褐土以后
,

于是当地不论什么属性的土壤
,

一律被称为揭土
。

苏联学者曾把华北

平原发育子强右灰性冲积物的潮土
,

称为
“

原始揭土
” 。

把淮北平原发育于河湖相沉积物的脱

潜育古老耕作土壤— 砂姜黑土
,

称为
“

潜育揭土
” 。

在他们看来
,

这里的半水成 土 甚 至 水

成土都在向褐土的方向发展
。

他们认为山东半岛为揭土地带
,

棕壤只分布在垂直带上
。

在 H
.

fl
.

格拉西莫夫和马溶之合编的中国土壤图上
,

将 山东省的丘陵山区几乎都划为揭土
,

只将少

数山地上部划为山地棕壤〔 1〕 。

对于 自型土进行分类
,

重视土壤的地带性无疑是正确的
。

土壤地带性学说
,

对于我国土

壤发生分类的研究曾起过积极作用
。

但是护有时片面地强调土壤的地带性
,

不考虑土壤形成

过程和土壤属性的特点
。

例如
,

将黄城地带的紫色土定为
“

黄壤性土
” 。

将棕壤地带尚具有游

离碳酸钙的土壤
,

称为
·

残余碳酸盐棕坡
, 。

这种璐嗬是很深刻的
,

一直延续到现在
。

褐土是从棕壤中 (不是全部 )划分出来的土类
, 认

在国外除了苏联和东欧保加利亚
、

匈牙利

等国外
,

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褐土
,

因此棕壤分类显得很混乱
,

故有
“

残余碳酸盐棕壤
”

和
“

石

灰性棕壤
”

之类的名称
。

我国疆域辽阔
,

戌十条件复杂
,

卜壤类型繁多
,

划分出褐土类无疑是

正确的
。

但既然划分出了棕壤和褐土
,

一

二者就得有明确的划分界线
。

大体上说
,

棕壤是暖温

带湿润
、

半湿润区盐基不饱和的地带性土壤
,

褐土是暖温带半湿润
、

半干旱区盐基高度饱和

的地带性土壤
。

据此
,

就不应该再有
“

残余碳酸盆棕壤
”

和
“

石灰性棕壤
’

之类名称
。

我们认为一个生物气候带
,

可能只有一个地带性土类
,

也可能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 的地带

性土类
。

在过渡地带
,

地带性土类常交错分布
。

张俊民等曾经指出安徽省宣城县公认为属于

红壤地带
,

但那里的地带性土壤除了红壤 ( 黄红壤亚类 )外
,

还有黄棕壤 (粘盘黄棕壤亚类 )分

* 参加 山东 省棕壤和褐土考察的还有施洪云 ( 山东农业大学 )
、

叶正丰 (山东大学 )
、

杨延落 (莱阳 农学院 )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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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幻
。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
,

再以山东省的棕壤和褐土为例予以论证
。

山东省的地带性土类
,

既有褐土
,

也有棕壤
,

且以棕壤为主
。

更具体地说
,

鲁东丘陵区

(包括胶东丘陵和沐东丘陵 )的地带性土壤
,

基本
_

L都是棕壤 , 而鲁 中南山地丘陵区
,

除了棕

壤外
,

还有较大面积的褐土
,

而且两者交错分布 (图 1 )
。

lll当当

四四脚
。 。。

口口
。 以

’’

图 1 山东省棕壤和褐土分布区 ( 图例 中褐壤应改为褐土 )

棕城和褐土交错分布的特点
,

除了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外
,

成土母质也起了重要作用
。

现

举棕城和褐土各两个代表剖面 的理化分析资料
,

略加说明
,

目的在于论证棕壤和揭土在同一地

带的客观存在
。

棕壤鲁 14 号剖面来自胶东烟台市初家
,

鲁n 号剖面采自鲁中泰山普照寺东侧
,

说明山东

省内棕壤分布 比较普遍
,

并非以往所认为的 , 二者以沂沐河为界
,

以东为棕壤
,

以西为褐土
。

实际上沂沐河 以西
,

不仅有普通棕壤分布
,

而且还有酸性棕壤和白浆化棕坡分布
。

揭土 2 号剖面采自济南市燕翅山
,

鲁 咨号剖面采自泰安市篙里 山
,

都在析沐河 以西地区
,

但值得注意的是鲁 8 号褐土剖面和普 11 号棕壤剖面的采取地点只相隔 1一 2 公里
,

海拨高度

均在“ “ ”米上下 (图 “ )
,

正可说明棕城与褐吝在吩生物气候带可 以交错分布
。

从表 1可以看出下列特点
:
( 1 ) 棕城发育牙片麻岩和角闪片麻岩风化物等酸性母质上

,

而

揭土则发育于黄土和石灰岩风化物等富钙母质上乡( 2) 棕壤的 B 层多为亮棕亮 ( 7
.

5Y R 5/ 6)

至暗红棕色 ( SY R 3 / 4 )
,

而褐土 的B 层为亮棕色 ( 7
.

5Y R 5 / 5) 至浊澄色 ( 7
.

5Y R 5
.

5 / 4)
,

也有呈

棕色 ( 7
.

5 Y R 4 5/ )至暗红棕色 ( SY R 4 / 4 )的 ; ( 3) 二者都具粘化层 ( B 层 )
。

`

该层 的粘化率一般

在 1
.

5上下
,
也有大于 2 或小于 1

.

2韵
,

总的来说
,

棕壤的粘化率大于褐土
,

即前者的粘化作

用强于后者 (表 1 )
。

从土壤薄片的微形态观察亦可得到证实
,

棕壤粘化层的淀积粘粒胶膜远较

揭土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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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风化物

普通褐土与粗骨

褐土

洪积扇

厚层洪积物

普通标壤

山地

片麻岩风化物

粗骨棕壤与酸

性弱:壤

4 (公里

今

像

图 2 鲁中南地区棕壤与褐土文错分布示意图 瓜
一 ’ 一

袱可 吐

棕城的淋溶作用较褐土为强
,

其依据是
: ( 1) 棕壤呈酸性至微酸性反应

,

有的接近中性
,

p H S一 7 , 褐土呈微碱性反应至碱性反应
, pH 7一 8

.

2 ;
( 2) 棕壤全剖面无石灰性

,

褐土一般

均有石灰性
,

游离碳酸钙的含量高低不等
,

可低于 1%
,

亦可高于 10 %
。

有的淋溶褐土可能无

石灰性
,

但 p H值不会低于7
.

0 ; ( 3) 棕壤的盐基饱和度较褐土为低
,

前者约 50 一 90 %
,

后者

盐基过饱和 , ( 4) 棕壤活性氧化铁和游离氧化铁的粘粒比
,

都明显大于褐土 (表 2 )
。

棕壤和褐土胶体部分 的化学全量分析结果
,

同样反映了二者的显著差别
。

由表 3 可以看

出下列特点
:

( 1 ) 棕壤的硅铝铁率明显小于褐土
。

前者二剖面的加权平均值分别为 1
.

83 (鲁

2 1 )和 2
.

3 3 (鲁 1 4 )
,

后者二剖面分别大到 2
.

6 5 (鲁 s )和 2
.

7 6 (鲁 2 ) ; ( 2 ) 棕壤的硅铝率也明显

小于褐土
,

为 2
.

4 7 (鲁 1 1 )和 5
.

0 5 (鲁 1 4 )
,

而后者可大到 3
.

5 9 (鲁 s )和 3
.

5 1 (鲁 2 ) ; ( 3 ) 鲁 1 4号

普通棕壤剖面 C a O
、

M g O和 K :
O的含量都低于鲁 2 和鲁 8 号普通褐土剖面

,

这也是淋溶作用

较强所致
。

但鲁 n 号酸性棕壤剖面因受角闪片麻岩的影响
,

M g O的含量竟高达 4
.

46 %
,

C
a
O

的含量则与褐土相近 ; ( 4) 交换量也是棕壤小于褐土
,

说明棕壤 2 :1 型的粘土矿物少于褐土
。

山东半岛到底属于棕壤地带还是褐土地带? 我们的回答是属于棕壤
、

褐土地带
,

或者棕

镶与褐土的过渡地带
。

这里年降水量约 650 一 70 0毫米
,

较典型揭土地区为高
,

但是应该看到
,

大部分雨水集中在夏季降落
,

干湿的季节性变化很为明显
。

因此
,

在花岗岩和片麻岩母质上

可以发育成淋溶作用明显 的棕壤
,

而在石灰岩和黄土母质上可以发育成具有假菌丝体的褐土
。

假菌丝体是指碳酸盐针状结晶新生体
,

只有在干湿季节性变化很明显的条件下才能形成
。

假

菌丝体的存在是褐土 的重要特征
。

南方黄棕壤地带
、

红壤
、

黄壤地带和砖红壤地带
,

石灰岩

母质形成的土壤
,

都不可能有假菌丝体发育
,

这便是我们将山东石灰岩母质发育的土壤称为褐

土
,

而不称为石灰岩土的重要依据
。

由上述 的论证可知
,

在过渡地带
,

邻近的地带性土类常交错分布
。

因此
,

在大
、

中
、

小

比例尺土壤图上
,

都应反映出两个邻近地带性土类犬牙交错的分布特点
。

若地带性土类的分

布界线像土壤区划图的界线一样截然过渡
,

那便是以地带性代替土壤分类的反映
。

有人认为成土母质只能作为土属划分依据
,

这种看法是不全面 的
。

我们认为成土母质对

土城形成的影响有程度上的不 同
,

因此既可在土属反映
,

也可在亚类
、

土类甚至土纲反映
。

进行土壤分类务必坚持形成条件
、

形成过程和土壤属性三结合的研究方法
,

并要着重考

虑土壤属性
,

因为它是土壤形成条件和土壤形成过程的综合反映
。

只有这样才不致于把茶树

尚能生长良好的酸性土壤划为褐土
,

也不致于把石灰性土壤划为棕壤
。

否则
,

同一土类包括

(下转第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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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表 2

土 类

几种土壤的比表面测定结果

标 本 数 比表面 (米 艺 /克 )标 准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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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ó通月吸月勺

户
丁 一

1
.

样品称量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

以使

该仪器热导池响应在线性范围内
。

一般样品

量应使总吸附量在 5 毫升左右为宜
。

样品参

考量见表 3
。

2
。

样品研磨不宜过 细 或 过 粗
。

根 据

C a r t e r 〔5〕等人资料
,

以过 6 0孔筛为宜
。

3
.

氮气吸附时
,

样品管外套杜瓦瓶时
,

位置要保持一定
,

样品管必须全部浸没
。

4
.

称取样品时要严格按照称取标 准 物

质的程序操作
,

以保证准确度
。

青 紫 泥

黄 泥 头

夹 沙 泥

沟 千 泥

表 S 样 品 参 考 ,

比表面权 (米叼克 ) 祥品称 , (克 ) 吸 附 t (毫升 )

1 0 0

I 0

1

0
。
0 5 0 0

0
。
5 0 0 0

1
。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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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酸性土壤
、

中性土壤至碱性土壤
,

这样的土城分类是不可取的
,

因为它在理论上是混乱的
,

在生产上没有指导意义
。

总之
,

我们认为进行土镶分类应该重视土城地带性
,

但不能唯地带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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