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子草原土 壤分类 向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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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凤 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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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 根据草原 土城 发生形成均具有魔殖质积累和碳酸钙聚权的共同点
,

将其统~ 于腐殖质钙层土土纲之 中
,

下分半干湿多庸殖质和干旱少腐殖质两个亚纲
。
土类仍按不同生物气侯地带划分黑钙 王

、

梁钙 土等
。

亚 类则统

一用腐殖质积 系的不同盘及染色差异刘分为典型
、

暗
、

淡等
。

青
、

甘地区黄土母质上的
`
莱钙 土

,

和
`
黑 钙土

” ,

与内滚古草原同类土城差 别很大
,

拟列为新土类果编 (钙 ) 土和黑纬 (钙 )土类型
。

对于我国草原土壤的分类间题
,

迄今在各研究者的认识上仍然有很大的分歧
。

研究者们

除对土类一级划分的意见较为一致外
,

其余上自土纲
,

下至亚类
,

彼此间的见解相距甚远
。

这

里谈谈我们对草原土壤分类的认识
,

以求教于同行们
。

众所周知
,

草原土壤形成的最基本的两个特点
,

是腐殖质积累过程和钙化过程
。

而通常

区分他们的主要依据
,

是腐殖质积累过程的量和对土壤染色程度的差异
。

如将腐殖质积累较

多
,

染色较暗的划为黑钙土 , 而腐殖质积累较少
,

染色较浅的划为棕钙土等
,

这种划分能真

实地反映我 国草原土壤的客观现状
。

由于腐殖质积累过程在空间分布上的演替规律
,

在我国

北方草原地区
,

从东向西或 自山顶而山麓
,

大气湿度是逐渐降低的
,

所以
,

在东部或山地上

部的半湿润
、

半干早草甸草原地段
,

土壤腐殖质积累过程较强
,

染色较暗 ; 西部或山地下部

的干早荒漠草原地段
,

土壤腐殖质积累过程较弱
,

染色较淡 , 中部半干早典型草原地段
,

土

城腐殖质积累过程居于二者之间
,

这应是区分不同类型草原土壤的主要依据
。

而腐殖质积累

和染色的程度
,

是由多到少和由暗到淡循序渐变的
,

这种差异是划分地带性土壤亚类的基础
,

但是
,

由于有些研究者以其他属性作为划分亚类的基础
,

故而形成了同一土壤在分类命名上

的紊乱现象
。

我们认为
,

草原土壤在形成发生上
,

既然都具有腐殖质积累过程和碳酸钙聚积过程的共

同点
,

因而在分类上
,

特别是高级分类
,

理所当然地应统一在相同发生群系的同一土纲之中
。

这样
,

不仅便于研究探讨其发生形成的演替规律
,
而且也有利于决定资源合理使用的方向

。

其

间也有因干湿状况不同造成腐殖质积累与染色的悬殊差异
。

例如
,

西半部无灌概就不能从事

种植 , 腐殖质积累
、

染色较弱的荒漠草原土壤与东半部基本上能进行早作农业 ; 及腐殖质积

累
、

染色较强的草甸草原与典型草原土壤之间
,

可考虑以次高一级的亚纲把二者分开
,

可能

比将他们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土纲
,

更为合理
。

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同一
“

家族
”
里的成员

。

至于土纲的名称问题
,

按其发生特点的共性
,

拟用腐殖质钙层土来命名
,

其下再续分半干湿

多腐殖质钙层土和干早少腐殖质钙层土两个亚纲
。

关于本纲土壤各亚类的划分与命名
,

拟采用同一格式
,

即都用腐殖质积累这一主导过程

* 本文 的主要观点
,

曾在 1 9 8 6年 8月
“
中国土搜学会北方草原土城学术讨论会

”
上用找和兰州沙漠研究所陈隆亨

、

兰州

大学胡双照三人的名义 宣读
。

会后作 者进行 了修改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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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量的分段为依据划分
。

如大家习用的将栗钙土区分成暗栗钙土
、

栗钙土
、

淡架钙土等亚

类那样
,

将 以其他依据而划分的亚类
,

协调一致起来
。

具体而言
,

黑钙土亚类的划分
,

拟参

照《内蒙古 自治区及东北西部地区土壤地理》 1[ 」和 《黑龙江省与内蒙古 自治 区东北 部 土 壤 资

源》〔“ 〕两书
,

以及
“

对我国黑钙土分类问题的商榷
” 3[ 〕一文的论述

,

区分成暗黑钙土
、

黑钙 土
、

淡黑钙土
、

潮黑钙土不同亚类
。

其下再按碳酸钙在剖面上淀积部位的差异
,

续分暗黑钙土
、

淋

溶暗黑钙土
、

黑钙土
、

淋溶黑钙土
,

淡黑钙土
、

淋溶淡黑钙土
、

碳酸盐淡黑钙土等不同土属
。

这里不再赘述
。

黑护土分出的黑沪土和粘化黑沪土亚类
,

从所搜集整理的有关标本和分析资料中看出
,

划

分为两个亚类的差异
,

并不是很明显的
。

因为二者都具有较深厚的灰棕带褐色 ( 7
.

5 Y R 5/ 2
.

5)

的腐殖质层
,

厚 70 一 9 0厘米
,

有机质含量为 1一 2 %
。

心土 (沪土层 ) 40 一 80 厘米
,

粘化的差异

也不突出
,

粘粒含量多数在 10 一 20 %左右
。

个别粘化黑沪土剖面的含量偏高
,

是因成土母质

本身含量也较高的关系
。

而只有碳酸钙含量在此层的变化比较大
,

前者为 5一 n %
, “

粘化
”

者

为 1一 2 %
。

全剖面石灰泡沫反应都比较强烈
,

底土 100 一 1 20 厘米均有不同数量的小砂姜结核
。

从这些状况看出
,

二者的性态特点基本上是相近的
。

按照腐殖质积累主导过程的分段划分
,

应

当隶属同一土壤亚类范畴
,

拟称黑沪土亚类
。

其心土层中碳酸钙含量的差异
,

与黑钙土的处

理一样
,

也作为续分下级土属的依据
。

东部因淋洗作用较强
,

含量偏低
,

为淋溶黑护土属
;
西

部淋溶作用较弱
,

含量偏高
,

为非淋溶黑沪土属
。

这个亚类
,

位于黄土高原固原一延安一宁

武一线的东南面
,

断续出现在侵蚀较轻的黄绵土类型中
,

以径河中游的灵台
、

径川
、

镇原
、

宁

县等地区的面积较集中
,

是向东南面揭土
、

埃土的过渡亚类
。

分布在上述一线西北面的黑沪土
,

土壤质地偏轻
,

腐殖质积累较黑沪土亚类薄
,

厚度在

5 0一 80 厘米之间
,

颜色为浊棕带褐 ( 7
.

S Y R S
.

5 a/ )
,

有机质含量为 0
.

5一 1
.

5 %
,

过去 曾称为黑

沪土
,

后来又有沿用更早的名称轻黑沪土的① 。

考虑到这类命名反映不出土壤腐殖质积累较

少的发生特点
,

因而拟改称淡黑沪土亚类
,

以表明它与东南面黑沪土亚类的分段差异
。

这个

亚类
,

断续分布在侵蚀作用较重的黄绵土和风沙土中
,

是向西北面灰钙土
、

棕钙土和某钙土

过渡的亚类
。

心土沪土层中碳酸钙含量因东
、

西部淋洗强度差异出现的高 (7 一 17 % )低 ( 0
.

1一

2
.

0 % )之别
,

也作为续分淡黑沪土和淋溶淡黑沪土不 同土属处理
。

分布在六盘 山以西广大黄土丘陵平缓处的黑沪土
,

海拔在 2 0 00 一 2 3 00 米以上
,

因地势较

高
,

气温偏低
,

降水偏多
,

故腐殖质积累较上述亚类增强
,

土壤颜色也较暗
。

暗灰棕带褐 色

( 7
.

5 Y R 4/ 2
.

5) 腐殖质层厚 1米以上
,

有机质含量为 1
.

5一 2( 3) %
,

过去曾列为黑麻沪土亚类
。

1 9 8 4年在昆明召开的土壤普查会议上
,

有人主张将其列为独立土类
,

后因意见分歧较大而作

罢 〔们
。

现在又有将其恢复为原来黑麻土亚类的意向〔 5〕
。

我们认为
,

这个名称既与上述亚类 命

名不相统一
,

而且又反映不出土壤腐殖质积累较上述亚类为强的发生特点
,

因而建议改称暗

黑沪土亚类
,

以示明它地处高寒
,
而有别于东部黑沪土亚类

。

这个亚类
,

肥力较高
,

剖面中

碳酸钙质的白色假菌丝很明显 , 石灰泡沫反应强烈
,

与心土沪土层中碳酸钙含量无 明显差异
。

唯土性偏凉
,

耐旱不耐捞
,

故而有
“

山高地凉土 口松
,

天旱收种子
,

雨涝收杆子
”

之说
。

现将各亚类土壤代表剖面的主要性态列于表 1
,

么资比较
。

关于分布在青海东部和甘肃祁连山地区黄土母质上的草原土壤
,

过去在分类上大多列为

栗钙土与黑钙土类型
。

笔者等将其与内蒙古草原地区的同类土壤进行对比时发现
,

·

无论从形

① 张淑光 : 黄土 高原黑沪 土形成 分布规律 (资料 )
,

19 8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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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黑绵 (钙 )土化学性质比较

弓 …
一 ~

履云灵奉一…不而
,

{石一而…不l 乡 〔 1 1 〕 { 1 8一6 7 } 9
.

0 1 1 15 } 19
.

1

`二
_ _比竺翌2已

,、

,竺 l
`

肥止燮业二

剖剖面地点

……一
丝奥奥 声声 有机质质 C a C OOO

{{{{{ ` c m,, {{{ (沁 ))) ( % )))

淋淋溶黑黑 尖扎能科乡乡 0一 666 7
.

222 17
.

444 000

旅旅 《钙 ))) 泥让西 〔。〕〕 6一 3 000 7
.

111 1 0
.

000 000

土土土 ( 3 10 0米 ))) 3 0一 5 000 7
.

222 4
.

6 777 000

555555555555555555555 0一 7 000 7
.

111 2
.

0 555 000

同同同仁厦 卜浪浪 7 0以下下 7
.

222 1
.

0777 OOO

铝铝铝矿 〔 1 0〕〕〕〕〕〕〕〕〕〕〕〕〕〕〕〕〕〕〕〕〕〕〕
((((( 3 2 8 0米 ))) 0一 1333 8

.

222 1 5
.

111 0
.

4 000

11111113一 3 444 8
.

222 7
.

9 111 0
.

2 333

3333333 4一 5777 7
.

999 6
.

1 444 0
.

1 444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黑黑 绵绵 同仁麻 巴 乡乡 0一 1 2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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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自乐都县土壤普查报告 (初稿 )
, 19 33 。 * * 引 自中国科学院兰州沙 摸研究所 : 甘肃省河西地

区水上 资源及其合理开发利用
。

1 9 8 5
。

态特征
,

还是理化性质上看
,

青甘地区土壤发育层次不及内蒙古地区的清晰
,

缺乏明显紧实

的钙积层
,

特别是栗钙土表现更为突 出 , 色泽也不如内蒙古地区的鲜艳
,

既不黑
、

又不栗
,

而

是普遍显灰棕色调 ; 但其有机质的含量高于内蒙古地区
; 石灰泡沫反应大多从表土开始就较

强烈
。

上述差异说明
,

此两种草原土壤与内蒙古地区的栗钙土和黑钙土有明显不同
。

1 9 8 7年
,

笔者在青海实地考察时又进一步观察到
,

这两种土壤与高原面上的栗钙土和黑钙土同样有上

述差异
,

而且利用情况也完全不同
。

高原面土壤主要用于牧业
,

部分种植耐寒作物 (油菜和

青裸 ) ; 而该两种土壤则是青海省内主要的小麦生产基地
。

如果土壤类型一致
,

其利用方向应

该是大体相同的
,

而现在是一牧一农
,

足见其类型有别
。

另 一方面
,

在土壤垂直分布规律上
,

由栗钙土向上经过黑钙土
、

山地草甸土后
,

往上再过渡为栗钙土类型的这种奇特的分布状况
,

也是难以解释的
。

早在 40 年代
,

我 国一些土壤学家
,

称此类土壤为
“

准栗钙上
”

和
“

准黑钙

土
” 8[ 〕

。

看来
,

他们也认为该土是不能与栗钙土
、

黑钙土相提并论的
。

考虑到这两类土壤除上

部腐殖质染色层段较显著外
,

其下部土层与绵而松软母质特征明显的黄绵土类型极 为 相似
,

故建议命名为栗绵 (钙 )土和黑绵 (钙 )土
,

并作为独立的新土类对待
,

而与现行分类中的栗钙

土
、

黑钙土区分开
。

栗绵 (钙 )土 是区内山前黄山丘陵下
、

中段的土壤类型
。

东部海拔为 2 1 1 0一 2 4 5 0米
,

西

北部为 2 3 0 0一 30 0。米
,

当地惯称
“

浅山地区
” 。

在垂直分布关系中
,

向上一般与黑绵 (钙 )土相接
,

向下在东部河谷两岸可与灰钙土相连
。

面积大
,

集中连片
,

是区内主要的农耕地
。

浊棕 ( 7
.

5

Y R S / 3
.

5) 或浊橙 ( 7
.

5 Y R 6 / 4) 色的腐殖质层厚 20 一 7 0厘米
,

有机质含量在 2一 6%之间
。

上 段

及 阴坡部位含量偏高
,

下段及阳坡含量偏低
。

钙积层很不明显
,

有少量白色假菌丝
,

碳酸钙

含量 为 7一 22 %
。

全剖面石灰泡沫反应强烈
。

根据腐殖质积累和染色程度上在垂直带分段上差

异
,
续分果绵 (钙 )土和淡果绵 (钙 )土两个亚类

。
(下转第 32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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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种
,

这是
。 a `

型组合
。 。 a `

型组合说明
,

景观形态殊异
,

而土壤界线却可能是不明显 的逐渐

过渡的
。

以上九种情况
,

对于 自然土壤也屡见不鲜
。

由此可见
,

土壤调查规范根据景观显示土壤 的映象特点来制订土壤界线精度标准也是不

妥的
。

土壤界线精度的实质
,

只能是土壤实体界线的精确程度 , 而土壤映象界线及其明显程

度的意义
,

仅是使调查者在野外寻查判断土壤界线和保证其精度
,

在方法手段上 有 难 易 之

分
。

若按界线的明显程度划分精度标准
,

则应按土壤实体界线的明显程度将上述九种情况分

为如下三档
: 1

.

明显 的—
a a , 、 a b

` 、 a e ` ; 2
.

较明显的—
b a ` 、

b b
, 、

b e , , 3
.

不明 显

的 (逐渐过渡 )

—
e a ` 、 。 b

` 、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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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绵 (钙 )土 是区内山前黄土丘陵上段的土壤类型
。

分布高度随地势高低而异
,

东部偏

低
,

海拔2 4 0 0一 2 7 0 0米
,

西北部偏高
,

海拔 2 9 0 0一 3 5 0 0米
,

当地惯称
“

脑山地区
” 。

在垂直分

布关系中
,

往上与山地草甸土相接
,

往下与栗绵 (钙 )土相连
,

阴坡有时与少量森林土壤灰揭

土组成复域
。

面积小
,

分布零散
,

很少有整片带状分布出现
。

灰棕色 ( 7
.

S Y R `
/ 2) 腐殖质层

厚 40 一 8 0厘米
,

有机质含量在 6一17 %之间
。

其下不明显的钙积层
,

由白色石灰斑点
、

假菌丝

与淡灰黄色黄土母质组成
,

含碘酸钙 1 0一 2 0%
。

阴坡含量偏少
,

部位偏下
,

石灰泡沫反应微

弱
,

而阳坡则反应强烈
。

据此续分为淋溶黑绵 (钙 )土和黑绵 (钙 )土两个土属
。

现将 8个代表剖面的主要性态分别列于表 2及表 3 ,

以资对照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草原土壤土纲包括多腐殖质的黑钙土
、

黑绵 (钙 )土
、

黑沪土
、

栗

钙土
、

栗绵 (钙 )土和少腐殖质的棕钙土
、

灰钙土等 7个土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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