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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土壤腐殖质组成和特性的地理分异
’

郭 成 达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 福州 35 以洲)7 )

摘 要

福建省土壤腐殖质的组成和特性具有一定的水平地带性和地城性的分布规律 ; 但其垂直地带性分布规

律尚不明显
.

在不同山地表现不一致
.

关键词 土壤腐殖质 ; 地带性分异

土壤腐殖质的性质受成土条件
、

成土过程和土壤性质的综合影响
.

不同地区
,

土壤腐殖

质的组成和特性不 同 ; 同一地 区
,

因地方性的地形条件
、

水文地质条件和 耕作制度等的不

同
,

腐殖质的性状也有明显的差异
.

福建省地跨中
、

南亚热带
,

大致以福清县的海 口
、

宏路至永定县 的下洋一线为界
,

其西

北部为 中亚热带
,

东南部为南亚热带
` ’ 〕

.

福建又是我国多山的省份之一
,

以武夷山脉和戴

云山脉为主体的两大山带绵亘于闽西北和闽中一带
,

平均海拔高度在 80 0一 10 00 米以上
,

并

成东北西南走向
,

因此整个地势呈西北高而东南低
,

从中山
、

低山和丘陵逐渐过渡到低丘
、

台地
,

直至沿海的 冲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和海积平原
.

随着生物气候条件
、

地形条件和耕作

制度的不同
,

土壤类型也发生相应 的变化
,

既有广域的水平和垂直地带性分布
,

又有地方性

的中
、

微域分布
,

相应的土壤性质 也呈现一定的地理分异
.

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资料
,

着重

对本省土壤腐殖质组成和性质的地理分异规律作进一步讨论
.

1 土壤腐殖质性质的水平地带性分异
本省土壤腐殖质的组成和 特性既有明显 的地带性特征

.

又有一定的水平分布规律 (表

1)
.

在腐殖质的组成中
,

富里酸占显著优势
,

可占有机质总量的 23 一 37 .5 %
,

而胡敏酸仅占

2一 6
.

8%
,

因而 H
.

A / F A 比值均小于 1
.

0
,

且大多在 .0 30 以下
.

胡敏酸的芳构化度也较

低
.

除少数红壤外
,

E ;
值多小于 1

.

0
.

此外
,

胡敏酸的含量及其占有机碳总量的百分数均有

随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 ; 而富里酸的含量虽也有随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大
,

但

其占有机碳总量的百分数与有机质含量则无明显的相关性
.

比较不同地区土壤腐殖质组成还

发现
,

在有机质含量相近的情况下
,

胡敏酸占有机质总量的百分数是以红壤高于砖红壤性红

壤
,

而富里酸的百分含量则相近或前者略低于后者
.

因此从总的看
,

从红壤至砖红壤性红

壤
,

H A / F A 比值有下降趋势
,

胡敏酸的 E 4
值也有降低趋势

,

表现出一定 的水平地带性分

异规律
.

此与我国土壤腐殖质性质从北而南的变化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
.

,

文中部分分析数据山本系土城地理教研室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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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土壤腐殖质组成和特性的水平地带分异

气气气 地 点点 土坡坡 有机碳碳 腐殖质

, 喜纂豁摺
))) H

.

A / F人人 胡敏酸酸

候候候候候 恤 / k g ))))))))))))))))))))))))))) 一一 E---

带带带带带带 H
.

AAA F
.

AAA 残 渣渣渣渣

中中中 顺昌城东东 红坡坡 40 .000 2口 000 1 1
.

333 2 6
.

0000 0
.

2 444 1
.

5 000

亚亚亚 顺昌洋 口口口 2 5
.

555 6
.

7 555 2 8
.

2 555 6 5
.

0000 0
一

2 000 1
.

6000

热热热 福州北蜂蜂蜂 2 4
.

888 1
.

6 777 8
.

3 999 ! .5 4444 0
.

1666 0
.

9 666

带带带 德化寻中中中 16
.

222 6
.

5 555 3.2 9000 60
.

5 555 0
.

1 111 O J 333

光光光 泽 县县县 1 5
.

000 1
.

4 555 6
.

0 777 1 7
.

2 888 0
.

1 333 0
.

7 888

福福福州新店店店 1 1
.

999 5
.

8 555 3 7
.

4 777 5 6
.

6吕吕 0
.

1 777 0
.

4 222

福福福州北峰峰峰 9
.

999 0
.

7000 5
.

4 000 10
.

1 000 0
.

1 666 1
.

3吕吕

44444444444
.

2 666 3.6 0000 5 9
.

7 4444444

00000000000
.

7222 ,
.

0 555 5
.

23333333
44444444444

.

6 777 3 6
.

4 999 5 8
.

8 4444444

00000000000
.

7 000 3
.

8 555 7
.

3 5555555

55555555555
.

0 555 3 2
.

3666 6 2
.

5 9999999

00000000000
.

3 777 2
.

1 666 7
.

37777777

33333333333
.

4444 2 1
.

8222 7 4
.

7 4444444

砖砖红坡坡 2 3
.

000 1
.

1 666 7
.

4 333 14
.

4 111

性性红壤壤 20 .999 5
.

0 ,, 32
.

3 111 6 .2 6444

111110名名 0
.

7 333 7
.

5 666 12
.

9 777

99999
.

777 3
.

4 999 3 6
.

1888 60 3 333

33333
.

999 0
.

5 000 3
.

7 000 .6印印
4444444石 333 3 2

.

2 666 6 3
.

1 111

0000000 3 000 3
.

2 000 6
.

2000
3333333

.

1000 3 2
.

2666 64
.

6444

0000000
.

1000 0
.

9000 .2 9000
2222222

.

5777 2 3
.

0888 7 4
.

3 555

’

土坡腐殖质组成测定用焦磷酸钠和氢氧化钠混合液提取 ; 胡敏酸光密度 (E刁以液层 I cm
.

碳浓度 。
.

13 69 / L
.

分光

光度计测定 ; 有机质用丘林法测定
.

下同
.

2 土壤腐殖质性质的垂直地带性分异

对福建省黄岗山
、

戴云山和梅花山等 山地土壤的研究结果表明
,

随着山体海拔高度 的上

升和生物气候条件的变化
,

土壤类型也呈明显的垂直地带分布规律
,

从山麓至 山顶
,

依次为

山地红壤
、

山地黄红壤
、

山地黄壤和山地草甸土
,

相应的土壤性质也发生明显的地理分异
,

但其中土壤腐殖质 H A / F A 比值的垂直分异在不同山地却有不同 〔2

--4)
.

从表 2 可见
,

在戴

云山和梅花山
,

从山地红壤
、

山地黄红壤到山地黄壤
,

H A / F A 比值的平均值逐渐增大
.

对戴云山土壤分析结果表明
,

其胡敏酸的 E ;
值也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⑤ ; 而在黄岗山

,

其

H A / F A 比值则无明显的垂直变化规律
.

众所周知
,

土壤腐殖质的性质受水热条件
、

植被

条件和土壤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制约
.

由于山地的自然条件和土壤条件较平地 (或丘陵 )相对复

杂
,

即使在同一土壤带
,

位于不同高度
、

不同地形部位的土壤
,

其间水热条件
、

植被条件和

土壤条件也往往不同
,

从而引起土壤腐殖质的含量和性质有较大差异
.

从表 2 可见
,

各垂直

带土壤 H A / F A 比值的变化范围均较大
,

变异系数多在 0
.

49 以上
.

这样在采样点较少或在

各土壤带采样数目相差较大或代表性不一致的情况下
,

采 用平均值对不同土壤 H A / F A 比

值进行对 比
,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
.

另从各采样点的 H A / F A 比值与其分布高度的相关

分析也表明
,

其相关性在不同山地相差甚大
,

在黄岗山和梅花山
,

相关性均很小
,

甚至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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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1 37 和一0
.

1 32 ; 而在戴云 山其相关系数达 O
.

8 1 3( 一些土壤采样点

太少
,

精度可能较差 )
.

因此
,

对于腐殖质组成的垂直地带性分异 尚待进一步研究
.

表 2 山地土壤 H A / F A 比值的波动 (以变异系数表示 )

山 名 土 坡 样品数 范 围
平均值士标准差

(M 土 S )

变异系数

(S / M )

黄岗山

山地黄坡

山地黄红坡

山地红坡

山地黄坡

0
.

14一习沼 l

.0 2 6一刃
,

阅
0

.

0 9es 刃名6

0
.

3 6 士 0
.

2 0

0
.

3 4一刃
.

1 5

0
.

3 9一刃
.

3 3

0
.

5 6

。
.

44
0

.

8 5

óUf ,ù-,了,
J一Xl

…
八U00

梅花山 山地黄红搜

山地红城

山地黄城

17

l 3

0
.

1一刃
.

6吕

0
.

0 5一司
.

6 5

.0 04 ee 刃.7 1

0
.

2 7 土 0
.

1 9

0
.

2 2 土 0
.

1 6

0
.

2 1土 0
.

1 7

戴云山 山地黄红壤

山地红坡

0
.

4 1一习
.

8 5

0
.

3 4

0
.

1 1一刃 2 0

0
.

6 3 土 0
.

3 1

0
.

3 4

0
.

1 5士 0
.

0 5

0
.

4 9

0
.

3 3

3 土壤腐殖质性质的地域性分异

福建多 山
,

山地
、

丘陵面积约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80 % 以上
.

由于受中
、

小地形的影

响
,

引起成土水热和物质条件的再分配
,

使之不同地形部位的水文条件
、

母质条件和生物条

件互不相同
,

耕作制度也不一致
,

从而发育了相应的土壤类型
,

结果在地带性土壤的基础

上
,

又形成了一系列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土壤依次更替的土壤
、

微域分布
,

其中大部分为发育

在丘陵 (或台地 )至山间谷地或河谷平原
、

盆地等地貌类型上的土壤组合或土壤复区
,

即从丘

陵上部至山间谷地或河谷平原
、

盆地依次为红壤 (或砖红壤性红壤 )
、

黄泥 田或红泥土 (或赤

土 )和潮泥 田等
.

在盆谷地带的局部低洼处尚有冷浸田分布
.

此外
,

在沿海地区尚有发育在

丘陵
、

冲积平原和海积平原等地貌类型上
,

由红壤 (或砖红壤性红壤 )
、

黄泥田或红泥土 (或

赤土 )
、

潮泥 田
、

咸田和滨海盐土等所组成的土壤中域分布
.

从表 3 可见
,

在丘陵至山间谷

地或河谷平原
、

盆地的土壤组合中
,

随着土壤类型的更替
,

腐殖质性质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

红壤垦殖为水稻土 (黄泥 田 )后
,

其 H A / F A 比值相应增大
,

胡敏酸的芳构化度因土壤熟化

程度不同而异
,

如分布在福州盆地内部 (新店)的丘陵和长太台地上的黄泥田
,

因常年实行水

稻一甘蔗或蔬菜等轮作制
,

土壤熟化度较高
,

胡敏酸的 E ;
均高于地带性土壤

,

但大部分常

年实行双稻制的黄泥 田
,

其胡敏酸的 E ;
值则低于地带性土壤

.

分布于盆谷地带的潮 泥田
,

一般土壤熟化度较高
,

其 H A / F A 比值均较黄泥田高
,

胡敏酸的 E ;
值除一些分布于 山间

谷地
、

排水条件较差的青底潮泥 田外
,

一般比地带性土壤和黄泥田均高
.

常年渍水的冷浸

田
,

其 H A / F A 比值最大
,

但胡敏酸的 E ;
值却最低

.

这些进一步证实了演水条件有利于

胡敏酸 的形成
,

但不 利于其分子的进一步增大和复杂化
,

且 随演水 时 间 的不同而 不

同 “ 〕
.

这样
,

从丘陵上部至山间谷地或河谷平原
、

盆地
,

随着土壤类型的更替
.

H A / F A

比值逐渐增大
,

而胡敏酸的芳构化度则呈波浪式的变化
,

从红壤 (或砖红壤性红壤 )至黄泥

田
,

E
`

值下降
,

至潮泥田又上升
,

至冷浸田则又较明显下降
,

构成了独特 的腐殖质组成和

特性的地域性分布模式
.

虽然溃水条件引起了土壤腐殖质性质的较大变化
,

但仍体现一定的

地带性特征
,

从总的看
,

各类水稻土的 H A / F A 都较低
,

胡敏酸的 E .
值

,

除一些潮 泥田

较高外
,

大部分也都较低
.

水稻土 的腐殖质性质虽受土壤熟化程度的一定影响
,

但从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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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土壤腐殖质性质的地域性分布

_
.

`
. . .

,
. `

_ . 、
,

_
一

.

_ } 有机质
’ _ _ _ _ _

`

一 胡敬酸
气恢带 米样地点 地砚组台英型 } 土 奥 }

, ` 、

一 N
.

H / 全 A 一 _
; `

} {
馆 / ` g) } } 与

热

带

丘丘陵一山间谷地地 红 报报 6 9
.

0000 0
.

2 444

黄黄黄 泥 田田 2 6
.

5 555 0 3222

青青青底潮泥 田田 46 3 888 0
.

5 666

冷冷冷 及 田田 7 4
.

1 333 .0 ““

顺顺昌县洋 口口 丘陵一河谷平原原 红 城城 4 3
.

9 666 0
.

2000 1
.

6000

黄黄黄黄 泥 田田 邓 .9 666 0
.

2 555 1
.

2 000

翔翔翔翔 泥 田田 2 4
.

3 111 .0 科科 1
.

2 000

光光 泽 县县 丘艘一河谷平原原 红 城城 2 5
.

8 666 0
.

1 333 0
.

7吕吕

黄黄黄黄 泥 田田 2 5
.

1 777 0
.

2 555 1
.

1000

栩栩栩栩 泥 田田 3 3
.

4 555 0
.

5 111 1
.

5 888

冷冷冷冷 及 田田 8 6
.

5 000 0
.

8 333 .0 9000

福福州市北峰峰 丘陵一山间谷地地 红 族族 4 9
.

9 666 0
.

1 666 0
.

9 666

黄黄黄黄 泥 田田 3 1
.

0 333 0
一

3 111 1
.

0 555

青青青青底潮泥田田 40 .8 666 .0 4000 1
.

2 000

冷冷冷冷 浸 田田 45
.

2 777 0
.

4 111 0
.

8 000

飞ù门了矛」, JJO,̀

…
on
甘,压

0
.

1 1

,声00̀J飞J
ù

6, ,ó
.
甲.

000

飞口̀口亡、ùOù
ùÙ七」

3l37
德化县寻中 丘陵一河谷平原

红 城

黄 泥 田

潮 泥 田

冷 浸 田

2 7
.

l ,
.

0石 5

砖红坡性红壤 0
.

10

2930匆
n甘0
丹U

平和县西林 丘陵一河谷平原
黄 泥 田

湘 泥 田

冷 侵 田

南 砖红城性红坡

平和县长乐 丘睦一河谷平原

3 6
.

0 3

2 6
.

3 8

2 6
.

5 5

44
.

吕2

3 9
.

6 5

2 6
.

2 1

0
.

15

0
一

3 1

0
.

8 5

0
.

吕0

1
.

00

0
.

7 2

0
.

7 7

0
.

5 1

n一石, f八U月产一
ù

040一
ù

U八U护J一.J,̀rJ一1且,̀0一
几UO

, .一,̀
ù
七J,一麦U的乙,̀一,

..内̀

黄 泥 田

湘 泥 田

砖红坡性红坡

长 太 县 台地一河谷平原 黄 泥 田

湘 泥 田

砖红城性红坡

晋江东海
丘陵一冲积平原一滨海
,

平原

黄 泥 田

湘 泥 田

咸 田

滨海盐土

看
,

其 H A / F A 比值和胡敏酸的 E ;
值大多也以中亚热带的高于南亚热带 的

.

从砖红壤性

红壤至滨海盐土腐殖质性质的中域分布 (表 3) 中
,

发育在冲积平原上的潮泥田
,

H A / F A 比

值最高
,

滨海盐土因含盐量高
,

土壤肥力低
,

H A / F A 比值最低
,

而经排盐改 良后
,

熟化

度中等的咸 田
,

H A / F A 比值居 中
.

至于发育在地带性土壤上 的早地土壤
,

其腐殖质的性

( T 转第 2 0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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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玉米的根系在 1 5一 30c m 土层中有 1 7
.

8 %
,

而未覆盖薄膜土壤的相应土层中则无根系的存

在 (表 2)
.

可见
,

膜内的玉米根系伸展较深
,

吸收营养面积较大
,

从而增强 了玉米的耐盐

性
,

因而生产发育较好
,

获得了高产
.

参 考 文 献

王遵亲等著
.

中国盐演土
.

科学出版社
,

19 9 3
,

4侧卜闷 88
.

俞仁培等编著
,

土壤碱化及其防治
.

农业出版社 1 994
,

16 6一 1.4

乌力更等
,

盐演土发生中盐演地球化学过程的探讨
.

土城地质
.

地质出版社
,

19 94
.

11 6一 1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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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也因熟化程度不同而异
.

从表 4 可见
,

土壤熟化度较高的
,

其 H A / F A 比值与胡敏酸的

E ;
值均较 自然土壤有较明显的提高

,

而熟化度较低的土壤
,

则未见有明显的变化
.

表 4 红壤麟红坟性红坡 )早耕后腐殖质性质的变化

土 壤 采样地点
有机质

g( / k g )
H

.

人 / F
一

A
胡敏酸

E -

荒 地 (红 坡 )映 ) 8 2 8 0
.

1 3 0
一

朋

果园红坡(红泥土
,

低肥 )

果园红壤 (红泥土
.

中肥 )

福州市闽候县 1 5
.

3 4

22
.

2 4

0
.

1 3

0
.

4 3

0
.

9 7

1
.

15

0Q
JIù

`.且,.压,,ù

…
nUùUO荒 地〔砖红壤性红壤 )

果园红坡 (赤土
,

中肥 )

菜 园 土 (高 肥 )
’

永 春 县

1 6
.

7 2

22
.

7 6

4 3
.

4 5

0
.

9 7

1
.

0 5

1
.

2 9

荒 地(砖红坡性红坡 )

果园红坡 (赤土
.

低肥 )

果园红壤 (赤土
,

中肥 )

畏 泰 县

1 8
.

6 2

1 5
.

17

22 .0 7

0
.

1 3

0
.

1 1

0
.

6 7

0
.

6 7

0
.

6 7

1
.

29

.

发育在砖红性红坡上的菜园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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