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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根

《南京农业大学 )

摘 要

研究 了淮北地区~ 个地形系列土城在物质来源
、

形成环境和时代上的差异
。

结果表明
,

仅上部土体属同时

期的一次共扼堆积
。

因此
,

此地形系列的发生演变与单个剖面的发生演变并不平行
。

在此地形系 列上部土体
,

存在着溶质
、

位质 ( lP a ` r n a ) 向坡底迁移
,

这种迁移影响到各土坡物质组成的数

盆
、

结构及 土坡 的特征
。

但胶态锰及铁未能迁移至谷底
,

这可能遏制了铁族元素的景观分配
。

近十几年来
,

有关土壤发生
、

演变的研究已由单一土壤剖面评价发展到土壤景观系统的

分析
、

研究 1t 〕
。

地形系列作为土壤景观系统的简化
,

可以提供许多土壤景观中物质
、

能量迁

移
、

转化
,

土壤景观形成
、

演变及其过程的信息
。

已有不少研究者对世界上热带
、

亚热带地

区的土壤地形系列进行过研究 〔2一 5〕 。

本文采集了淮北岗地丘陵区一个地形系列的土壤个 体
,

、 研究其物质分异特点
,

并借以阐明各单元土壤间的物质联系
,

同时还可了解淮北地区地形系

列土壤的物质运动一般规律
。

一
、

供试地形系列与方法

供试地形系列位于江苏省赣榆县班庄乡
,

由山麓到谷底
,

其土壤分布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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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形系列土墩分布

土号后数字分子为剖面总厚度 (c m 》
,

分母为上部 土体厚度 c( m )

* 参加工作的尚有纪胜
、

赵世 晓 (赣愉县班庄 乡农业试验站 )
。

分析工作得到徐 阳春
、

孙玉华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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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项 目及分析方法如下
: 1, 重矿分析

:

用人工淘洗
、

磁选后光学镜检
; 2 ,

抱粉分析
:

用 H C I一 H F处理
,

重液浮选
,

镜检
; 3 ,

石英颗粒观察
:

用水分离
,

镀金
,

扫描 电镜
; 理,

粘

粒矿物学
:

沉降
,

去铁
,

M g饱和甘油片
; 5 ,

粒径分布
:

吸管法
; 6 ,

全量分析
:

N a : C O
。

熔

融
,

火焰光度或原子吸收法
; 7

,

游离氧化物
:

D C B浸提
,

比色法测定 ; 8 ,

活性氧化物
:
T a -

m m溶液
,

比色法测定
; 9 ,

水溶性成分
: 0

.

0一m o l / L C a C 1
2 ,

水土比为 2 0 : 1 ; 2 0
,

G
。
组复

合体
:

沉降法 (水系统 ) ; 11
,

G ; 组复合体
:

沉降法 ( N a C I系统 )
。

二
、

结果和讨论

(一 )地形系列物质来源及成土环境

研究表明
,

本地形系列的土壤单元组成结构与许多研究报道是吻合的
, 即上坡是淋溶较

强的土壤
,

下坡及谷底是淀积强的黑粘土〔 2一幻
。

据野外调查
,

本区为太古界胶东群沫边组地层
,

基岩为花岗闪 长岩
。

表 1 中列出的土壤

重矿分析结果 ( 8 5 1 0
一

号一湖黑土未分析 )表明
,

它们的稳定矿物组合是一致的
。

抗 日山棕壤各

层次的错石 /金红石 比值稳定 ( 4 0 )
。

并且
,

这在白浆土 ( 8 5 0 7号 )
、

黑板土 ( 8 5 0 6号 ) 两土壤的

上部土体中仍保持不变
,

而它们的下部土体该 比值却大相径庭
。

因此
,

不仅 白浆土剖面存在

着发生学间断① 现象
,

而且地形系列中坡以下的几个土壤也同样存在着物质和形成时代的不

连续性
。

可以认为
,

岭砂土 ( 8 5 05 号 )
、

白浆上
、

黑板土和湖黑土 4 个土壤的上部土体在物质

来源上是相同的
。

据此推测
,

这是一种物质在景观空间的重分布
。

抱粉分析结果 (表 2 )和石英颗粒形态学特征 ( 表 3 )显示岭砂土发育于残积环境
,

而地形

系列下部土壤与堆积环境有关
,

由洪一冲积环境过渡到河
、

湖相冲一沉积环境
。

因此
,

整个

地形系列构成土壤在各自的形成环境上呈有规律性差异
,

它们之间的物质分异也将取决于这

种水成环境的程度
。

(二 )地形系列中髓质的分异

X 射线衍射图谱 (图 2 ) 表明
,

这些土壤的粘粒矿物组成是绿泥石一伊利石一高岭 石
,

以

1
.

4n m矿物为主要特征
。

蒙脱石含量由地形系列上部往下部逐渐增加
。

与重矿物分布规律 类

似
,

整个地形系列具有相同的髓质本质
,

这种物质亲缘性说明整个地形系列的成土作用是向

目前暖温带湿润环境趋向平衡的〔 6〕 。

表 4 表明
,

地形系列上部土体中
,

< 10 协粒组及 G
。 、

G : 组复合体 由坡顶向谷底增加
, 0

.

2

一 0
.

0 8件
,

< 0
.

0 8协两粒组向坡底的增加更为显著
。

除位于林旁的岭砂上 A层外
,

活性有机质在

各土壤上部土体也存在这种规律
。

这与 已有的报道是 一致的
,

细粘粒
,

易移动有机质在地形

系列中可显著地迁移 2t, 。
。

但本文中
,

这种迁移没有在下部土体 中发现
。

(三 )地形系列 中溶质分异

表 5 列出了某些在成土过程 中活跃组分的选择性浸提分析结果
。

由表5 可见
,

草酸盐溶性

的 iS
、

F e 、

A l
,

赘合态的 F e和 A l( 未列 出 )
,

水溶性 iS 和醋酸按浸提的 C a 、

M g均有着与髓质分

异同样的规律
。

在上部土体中由坡顶向谷底明显增多
,

而下部土体无此规律可循
。

上述成分

可以随径流或侧渗水引起地球化学景观迁移 2t, 4〕。

值得提出的是
,

由于在地形系列的中坡地

段易形成铁锰结核
,

故锰的分异规律不呈线性
。

①潘 根兴
,

苏鲁交界地区白浆土
:

地理起源
、

演变动态及综合利用基础
。

南京农业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 9仑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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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 形 系 列 土 壤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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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列 出少量出现的其 他矿物 包括褐铁矿
。

表 2 地 形 系 列 土 壤 抱 粉 组 成 (粒数 )

卷柏凤尾联麟盖联香

蒲一 1

莎草科形科唇百合科禾蔷 科本薇马先篙地榆一
1旋花科铁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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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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篙篙篙 李李 菊菊

属属属 科科 科科

一
1

一一
一

一
。

一
8

一
。

一
1

ǔ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
2

丫
d.二 1一

栋一
2…

厂!
|

`

|

|
I JI

5 8 05 A

85 0 7A w

5 8 06A七

5 1 8 0 B-

1 5 4

1 0

4 1 } 1

自月乙心

注 :5 8 0 7尚含茨菇属 2粒 , 8 5 06尚含唐松草 1 粒
,

其他截类 16 粒 , 8 5 1。犷尚含唐松草 1 粒
,

小龙骨 1 粒
,

泥炭醉

5 粒 , 8 5 0 5尚含铁线族 3 粒
,

8 5 0 7 下部土体未检 出抱粉
。

表 3 地 形 系 列 内 土 壤 的 石 英 颗 粒 形 态 学 比 较

土 号 8 5 0 5 8 5 0 7 8 5 0 6 8 51 0

外 形 梭角形
,

高凸起 A , : 次棱角形 ,

I B
: 棱角形

A : 次棱角形一次圆形

IB C
:

棱角形

次圆形
,

中低 凸起

机械特征 裂开薄片
,

贝壳状断口 A
:

撞击 坑及其 中的V形坑

I B C
: 新鲜或蚀变的断口

方 向性 V 形坑
,

交叉磨

蚀条痕

化学特征 较少的轻微溶蚀抗

A w : 撞击坑
,

磨蚀脊 等

I B
:

轻微 蚀变 的断口

A :w 少见

I B
: 微 溶坑

,

偶见淀积物

A : 少见

I B C
:

微溶坑

微 弱淀积物

表 4 地 形 系 列 土 雄 中 髓 质 分 异 g( / k g)

{

土 号

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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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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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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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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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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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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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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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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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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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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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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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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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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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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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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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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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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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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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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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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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7 2 00
`

3
.

0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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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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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地形系列土城元素全量分异

供试地形系列的土壤及粘粒部分的元素含量的分异也显示了上部土体存在由坡顶到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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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形系列土壤枯粒X射线衍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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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地 形 系 列 土 堆 中 洛 质 分 异

土 号

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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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g /纯 )

5 1, (口 g /坛 )

cF
。
( g /掩 )

F e p ( g /k g )

A l
。
( g /gk )

C ao 人。 ( e m o l / k g )

M gO 人。 ( e m o
l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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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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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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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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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_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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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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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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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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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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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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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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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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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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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3

1 9 4
.

4

6
.

6

2
.

8

0
.

1 3

6
.

0 0

1
.

6 9

0
.

22

6
.

5 1

1
.

8 8

0
.

2 5

1 3
.

0 4

3
.

7 2

0
.

1 7

12
.

8 8

1 0
.

1 4

0
.

4 9

13
.

9 0

6
.

8 0

III B CCC

17
.

8 8

5
.

9 4

2 2
.

7 8

3
.

8 6

的升降规律 (表 6 )
。

难溶性组分 A l
、

F e 、

T i由上向下减少
,

同时因易溶性组分K
、

N a 、

C a 不

易进入矿物晶格
,

且整个地形系列处于浸润淋溶区
,

故也由上向谷底减少
。

在地形系列中
,

随

着高度降低
,

F e/ T i比升高
,

A l/ F e
递降

,

表明随着水成性增强
,

F e ( U 越来越多地参与粘

粒矿物的合成
,

从而使结构 F e
不断增多

。

许多作者指出
,

地形系列下部土壤积累的蒙脱石是

富铁蒙脱石 c3, 的 ,

而活性有机质和溶性硅以及高 p H对它的形成具有促进作川〔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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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地形系列土壤表层元素含量 ( g/ k g )

土土 号号 8 5 0 555 8 5 0 777 8 5 0 666 8 5 1 000

土土体体 KKK 2 1
.

999 2 2
.

111 1 8
.

888 1 3
.

777

CCCCC aaa 1 0
.

888 8
.

555 7
.

111 5
.

444

NNNNN
aaa 1 8

.

333 17
.

444 1 2 999 1 0
.

222

SSSSS iii 3 1 6
,

666 3 4 4
.

777 3 3 3
.

333 3 5 1
.

777

AAAAA III 8 0
.

999 7 2
.

888 7 4
.

777 5 5
.

888

FFFFF e
/ T iii 7

.

5 111 6
.

4 888 6 3
.

000 4 9
.

555

枯枯牧牧 S iii 2 1 0
.

000 2 0 2
.

888 2 3 2
.

333 2 2 9
.

999

FFFFF eee 7 6
,

999 7 4
.

888 7 2
.

555 6 8
.

222

TTTTT iii 7
.

999 7
.

111 5
.

999 5
.

888

FFFFF e
/ T iii 9

.

7 333 1 0
.

5333 11
.

3 333 1 1
.

7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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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山地丘陵区 土城
,

第 40 一 1 00

页
,

山东科技 出版社
,

l o s e
。

(上接第 2 8 4页 )

及高寒土四大土纲进行深入研究
。

可以预见
,

通过全国的通力合作与不断努力
,

我国必将建

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新的土壤系统分类制
,

并对国际土壤分类作出应有贡献
。

总之
,

土壤调查
、

制图及土壤分类是土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些工作
,

虽然在发展中

还面临不少值得注意改进的问题
,

但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

这些学科都必将有很

大进展
,

并将对土壤科学及社会经济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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