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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 9 个黄土母质上 发育 的土壤的基本属性
。

根据
“
中国土壤系统 分类 ( 二稿)

” ,
1一 6号剖面属湿润铁硅

侣土亚纲黄棕壤土 类
,

7一 9号剖面属半千润铁硅侣土亚纲 的黄褐 土类
。

本文在采用统一方法的基础上
,

对我国北亚热带黄土母质发育的土壤进行了系统分类研

究
,

而且就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二稿
”

中有关本区这类土壤的诊断特征
,

诊断指标进行验证和

探讨
,

旨在为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积累数据和资料
。

’

工作中选用的 9个黄土母质上发育的土壤样品分别采自北亚热带中部
,

即北纬 32
。

附近
,

东经 1 2 0
“

一 1 1 0
。

的江苏句容一安微和县
、

肥东
、

肥西
、

霍邱一河南信阳一湖北枣阳
、

襄阳一

线
。

按全国土壤系统分类课题协作组提供的《土壤剖面描述标准》和 《土壤系统分类理化分析

项 目和方法》 〔1 〕进行野外剖面观察记载和土样的室内分析测试
。

供试土壤的基本属性

(一 )土壤的理化性质 供试土壤的主要理化性质见表 1
。

(二 )矿物学特征 土壤粘粒矿物鉴定及半定量估算结果 (表 1 )表明
。

粘粒矿物组成以 2 :1

型伊利石为主
,

相对含量在 40 % 以上
,

不少层 次已达 60 %
。

土壤或多或少 含 有 1 :1 型 高 岭

石
,

相对含量一般 20 一 30 %之 间
。

部分剖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绿泥石或蛙石
, 2 号

、
1 号及 6

号剖面的蛙石和绿泥石含量均较高
,

分别占到 20 %左右和 10 一 20 %
。

土壤中蒙脱石含量较

少
。

(三 )微形态特征 供试土壤的 B
,

或 B
Z

层
,

一般都存在光性定向粘粒胶膜
,

其量在 0
.

5一

0
.

9 %之间
,

一般分布在孔隙壁上
,

呈贝壳状
,

泉华状
、

层理状
。

此外
,

还可见到呈扩 散 状

的粘粒胶膜
,

它已向基质部分渗透
,

其中以 7 号
、

8 号和 9 号剖面尤为明显
,

并且基质中存

在定向排列的老化粘粒胶膜
,

有的粘粒已产生均质化
,

胶膜发生了形态变化
。

在孔隙壁上
,

还

可见到铁锰
一

粘粒胶膜
,

颜色偏红
,

铁染质较高
。

剖面下部普遍存在铁锰
一
有机质凝团或铁锰

凝聚物
,

有的已形成结核
,

大小各异
,

硬度不同
。

此外
, 7 号

、

8 号及 g 号剖面的B C层还能

见到碳酸盐
一
粘粒复合胶膜

,

碳酸盐膜常覆盖于粘粒膜之上
。

二
、

土壤系统分类诊断指标及生壤分类归属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二稿 )》 〔“ 〕 中把北亚热带地区某些土壤归属铁硅铝土纲
,

其主要诊断

* 本文为 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协作课题研究项 目之一
。

南京土樱研究所龚子同
、

张俊民两位先 生给予了 大力支持和帮助
,

并对本文进行了审阅和斧正
,

在此深表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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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表14 )
,

因此都具有铁硅铝B层
。

活性铁含量少和铁的活化度低
,

也是其共同特点
。

总之
,

湖北省境内的自型土除黄棕壤外
,

由于受气候
、

成土母质等因素的影响
,

在襄樊

地区分布着黄棕壤和黄褐土 ; 在武汉地区分布着棕红壤
,

其中包括普通棕红壤和富盐基粘淀

棕红壤 ; 在咸宁地区以准红壤为主
,

但也有贫盐基黄棕壤
。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
,

本文的土壤命名
,

`

在土类一级均沿用旧名称
,

这是很不理想的
,

今

后需要加强土壤命名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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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铁硅铝层
,

它与硅铝土纲和铁铝土纲土壤相区别的主要诊断指标分别为游离 铁 含 量 >

2 %和粘土矿物组成以2 :1 型或 2 : 1 :1 型氧化物为主
。

就本地区黄土母质发育的土壤而言
,

作

者认为
,

这种区分及诊断指标的确定是合适的
。

根据土壤水分状况
, “

二稿
”

将铁硅铝土纲划

分出不同亚纲
。

在湿润铁硅铝土亚纲中
,

把粘粒阳离子代换量 > 40 m e/ 1 00 g ,

粘粒硅铝率 >

2
.

4的土壤归属黄棕壤土类
,

也是合适的
。

但对将在半干润铁硅铝土亚纲中
,

把粘粒阳 离 子

交换量 > 40 m e/ I OO g ,

粘粒硅铝率 > 2
.

4 ,

且有粘盘层
,
母质层有砂姜

, p H > 7
.

0的土壤归属

为黄褐土土类的做法
,

作者拟提出以下意见
:

首先
,

黄土母质发育的土 壤土 体 深 厚
,

母质

层分布很深
,

有时可深至几十米以下
,

而土壤分类所涉及的一般只限于上部土体
,

甚至只到

母质风化层
,

往往不容易看到母质层的砂姜 (当然不排除有的剖面砂姜分布在较浅的部位 )
,

如 9 号剖面 的砂姜层就出现在 3 米以下
。

为此
, “

母质层有砂姜
”

这项诊断性是否可以不予考

虑
。

第二
,

根据供试土壤基本属性分析以及参考
、

归纳前人对该区土壤研究的资料和 数据
,

则发现分布于该区西部黄土母质发育的相当一部分土壤
,

其诊断层的 p H在 6
.

8一 7
.

0之间 (当

然
,

亦有不少土壤已超过 7
.

0)
,

故建议是否采用铁硅铝层的 p H ) 6
.

8代替原来
“

二稿
”

中的
“ p H > 7 `

o
”

更为合适
。

第三
,

建议补充盐基饱和度 (P H 8
.

2) > 80 %此项指标
,

则能更全面地

确定黄褐土土类的基本属性
,

有利于该类土壤的划分
。

总之
,

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二稿 ) 》以及本文所提出的建议性指标
, 9 个供试土壤的

B ,
层达到铁硅铝层的标准

,

可归属铁硅铝土纲
。

根据土壤水分状况 ; 粘粒交换量
、

粘粒硅铝

率
、

p H以及盐基饱和度等诊断特性 ; 诊断指标
,

分布于本区东部的 1一 6剖面可归属湿 润 铁

硅铝亚纲黄棕壤土类
,

分布于西部的 7
、

8
、 9 号剖面可归属半干润铁硅铝土亚纲黄褐土土

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