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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西 黄 土 岗 地 的 地 貌 特 征

对 土 壤 形 成 的 影 响

童 存 泉

( 安徽省六安地 区土肥站 )

摘 要

在土城普查工作实践基础上
,

对皖西黄土 岗地 的地貌特征
、

黄 土母质的分异情况及黄上母质下土壤形成 特 点

进行了研究
,

并比较了两种黄土母质 (原积黄土和运积黄土 )条件下形成土维的一系列物理化学特性
。

安徽省西部的长江和淮河分水岭两侧为黄土岗地
。

这里地处北亚热带
,

地带性土壤为黄棕

壤
,

亦有大面积水稻土分布
,

成土母质为下蜀黄土〔 l一 4〕
。

作者在多年的土壤普查实践中发现
,

皖西岗地中岗
、

垮
、

冲
、

阪的发育均较明显
,

黄土 母质亦有原积和运积之分
。

它们对土壤的

形成和特性的影响各异
,

进而影响到土属的划分
。

本文是这方面研究结果的简要报道
。

一
、

黄土岗地的地貌特征

皖西黄土岗地
,

亦称台地
,

是受构造运动影响而上升并伴有显著侵蚀作用的准平原
。

其

基底多由胶结较弱的第三系一侏罗系紫红色砂砾岩组成
,

上部普遍覆盖着第四系的黄土性物

质
。

究其成因
,

属于剥蚀沉积台地
,

经历了先沉积
、

后抬升
、

再剥蚀的过程 t5 〕
。

由于构造 运

动的差异
,

皖西岗地在靠近江淮分水岭处
,

海拔较高
,

达 10 0~ 70 米
,

相对高度50 ~ 30 米
,

坡

度 5~ 10
“ ,

称之为
“

高岗地
” ;而在与沿淮平原交接的岗地

,

海拔一般只有70 ~ 40 米
,

相对高度

30 ~ 10 米
,

坡度仅 3~ 5
。 ,

称之为
“

低岗地
” 。

受现代自然力作用
,

高岗地 以剥蚀为主
,

低岗地

则以堆积为主
。

皖西岗地地表形态的最大特点是既呈台状
,

又有一定相对高差的波状起伏
,

从而使地面

普遍分割呈岗
、

垮
、

冲
、

阪等微域地貌
。 “

岗
”
是侵蚀残留的台地面

, “

傍
”

是岗
、

冲交接的斜

坡地段
, “

冲
”

是岗地受流水侵蚀下切所形成的冲沟
, “

阪
”
则是由不同走向的较大冲沟尾部相

表 1 黄 土 岗 地 的 微 域 地 貌 及 其 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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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所形成的宽平凹地 (表1)
。

高岗地岗
、

冲发育
,

垮 l’de 较窄
; 低岗地岗顶平缓

,

螃
、

阪较

宽
。

二
、

下蜀黄土母质的分异

岗地的起伏地形影响着降水在地面的重新分配
,

产生 了径流
。

而径流的长期作用
,

不仅

将原先的地形切割得支离破碎
,

加大了地表的起伏度
,

同时也加剧 了对地面黄土物质的剥蚀
、

搬运和重新堆积
。

致使高岗岗顶上的残留黄土 (暂称
“

原积黄土
”

)与低岗和冲阪的黄土搬运沉

积物 (暂称
“

运积黄土
”

)发生明显分异
。

它们虽同源于黄土性物质
,

但其化学组成却相差较大
。

运积黄土中 5 10
:
和 C a

O
、

M g O
、

K
:

O
、

N a Z

O等盐基氧化物含量明显增高
,

而 F e Z
O

3 、

M n
O

、

A 1
2 O :
的含量却显著降低 (表 2 )

。

表 2 原 积 黄 土 和 运 积 黄 土 化 学 组 成 的 比 较

…
`

二 } 化 学 组 成 ( 占 烘 干 土 重 % 》

母 质 芙 型 {样本数 }
- - 一

- -

.
一一

,

一一下一一 , 币一 - 一一
.

厂
-

一一厂
- 一 l

-

一
万-

一
一 `

-

一 l 一
-

一下一 ! …竺
…
婴

!塑州坠…竺
`
竺…竺 j竺

一

鹦
!生叫

’
巴叫整竺

一竺
弊

一 尸
一

{竺 }生竺…件
3 一

{竺 {竺…竺 {望兰
一

{里
,

.-0[ 州里 {
。
少

一

尸
g

运积黄土 ! 7 17 0
·

4 1 0
·

6 9 } 1 2
·

7 } 4
·

0 5 J 0
·

8 7 1 0
·

0 8 } 1
·

0 4 } 0
·

8 5 11
·

8 9 ! 2
·

2 8 } 0
·

1 0 { 4
.

6 7

原积黄土和运积黄土在分布上也有明显的规律
。

大体说来
,

原积黄土主要分布于高岗顶

部
,

而运积黄土却广泛分布于低岗以及高岗区的冲和阪中
。

在寿县
、

霍邱县境内起伏较小的

低岗地
,

无论是岗体
,

还是冲
、

贩
,

运积黄土都连片存在
。

运积黄土的厚度与早期的剥夹面

或沉积基底的高低
,

存在着互为消长的关系
。

在宽平的冲阪中
,

运积黄土厚且均一 ; 而在坡

度稍大的冲谷中
、

运积黄土则覆盖于侵蚀残留的原积黄土之上
,

形成了二元母质的迭合
。

三
、

岗地地貌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黄土岗地的地貌分异直接影 响到成土母质的分异
,

间接影 响到土壤的形成和特性
。

下蜀

黄土演绎的原积黄土和运积黄土
,

所形成的黄棕壤有马肝土和黄白土之分
,

所形成的水稻土

亦有马肝土田和黄白土田之异
。

不 同黄土母质形成的水稻土
,

其主要差异表现在四个方面
:

(一 )机械组成

由表 3可知
,

马肝土田和黄白土田机械组成的突出差别是
:

( 1) 前者的粘粒 ( < 0
.

00 1毫米 )

含量较后者为高
,

其平均值分别为 2 1
.

6 %和 1 1
.

9%
,

高出 9
.

69 %
:

( 2) 前者的粗粉粒含量低于

后者
,

分别为 4 1
.

8 %和 5 2
.

1 %
,

少 10
.

3 %
。

因此
,

前者的粗粉粘粒率只 有 1
.

93
,

而 后 者却

达 4
.

3 7
。

表 3 马 肝 土 田 和 黄 白 土 田 耕 层 土 壤 的 机 械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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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化学组成

马肝土田和黄白土田的土体化学组成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

( 1) 前者全剖面51 0
:

的含量低

于后者
,

其平均值分别为 6 9
.

7 %和 7 7
.

5 %
,

少 7
.

7 7 % ; ( 2 )前者全剖面 A 12 O 3 、

F e Z
O 3及 M n O

的含且均高于后者
,

其平均含量分别高出3
.

1 3 %
、

2
.

43 %和 。
。

03 3 % ; ( 3) 相应地前者的硅铝
.

铁率
、

硅铝率和硅铁率均比后者低得多 (表 4 )
。

匆

表 4 马 肝 土 田 和 黄 白 土 田 剖 面 的 化 学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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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马 肝 土 田 和 黄 白 土 田 剖 面 中 铁 的 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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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铁的化学特征

马肝土田和黄白土田剖面中铁的化学特征具有明显差异 (表 5 )
:

( 1 )前者全铁的平均
·

含 量

为 5
.

39 %
,

而后者只有3
。

23 %
,

相差 2
.

16 %
,

这显然与母质在搬运过程中铁的还原淋失有关 ,

在同一剂面
,
扑

,

全伙都有自表土层向心土层增加的趋势 ; ( 2) 前者游离铁和无定形铁都略高于

后者
,

游离铁的平均位分别为 1
.

77 %和 1
卜

.

28 %
,

无定形态铁分别为。
.

73 %和 0
.

49 % ;
( 3) 前者

络合态铁高于后者
,

但二者的络合铁在剖面中并未下移
,

都无络合淋洗现象
; ( 4) 马肝土田铁

的品化度高
,

而活化度低
,

黄白土田却与此相反
。

( 四 )养分含量

由表 6可见
,

马肝土田和黄自土田耕层都呈微酸性反应
, p H值在 5

.

6~ 6
.

4之间 ;养 分含量

1 5 0 ( 下转第 1 5 7页 )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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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马 肝 土 田 和 黄 白 土 田 耕 层 土 壤 的 农 化 性 质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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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马黄

协 和阳离子交换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 1) 马肝土田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和速效磷都低于黄白土

田 , ( 2 )黄白土田全钾和速效钾则明显少于马肝土田
,

在此类土壤中钾肥的效果较为明显
;

(3 )

马肝土田的阳离子交换量较黄白土田高出 3
.

2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综上所 述
,

皖西黄土岗地的地貌分割成岗
、

垮
、

冲
、

阪
,

直接影响到黄土母质的分异
。

无论是地带性土壤一黄棕壤
,

还是人为土一水稻土
,

其土壤形成及其特性
_

,

都受到地貌和成

土母质的深刻影响
。

因此
,

同一土类在亚类以下划分土属时
,

要考虑成土母质的分异对土壤

属性的影响
,

应将原积黄土和运积黄土所发育的土壤划分为不 同的土属
,

不能将二者混为一

谈
。

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产上都具有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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