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坡 19 9 7 年 第 2 期

南阳盆地黄土母质发育土壤的
特性和系统分类

’

张 俊 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南京 21 以 x〕8 )

摘 要

本文在阐明南阳盆地气候条件和由黄土母质发育土城特性的基础上
,

探讨了供试土壤在系统分类中的归

属
,

并与发生分类进行了比较
.

关健词 南阳盆地 ; 黄土 ; 土城系统分类

南阳盆地位于河南省南部
,

广泛分布着地形起伏的黄土岗地
.

当地由黄土母质发育的土

壤
,

按发生分类曾命名为黄褐土 〔` ,2)
,

按系统分类亦曾命名为黄褐土 〔3一 5〕 ,

但二者在土纲

和亚纲中的归属不同
.

随着土壤系统分类的不断深人
,

对过去所称的黄褐土
,

有必要按 《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 (修正方案 ))) 〔6 ) 中的分类原则
,

探讨它在系统分类中的归属
.

现将研究

结果作简要报道
.

1 南阳盆地的气候条件

南阳盆地位于我国北亚热带的西部
,

年均降水量 8 05
.

8 m m
,

年均蒸发量 1 4 94
.

7 m m
,

年

相对湿度 72 % ① .

按 P en m an 公式计算
,

年干燥度 > 1
,

属于半干润土壤水分状况
.

但据

19 8 3一 1 9 92 年的黄褐土定位土壤水分观测资料
,

其控制层段的水分含量低于凋萎系数的天

数只有 60 天左右
,

远远低于半干润土壤水分状况的指标 (90 天 ) ⑦
.

最近刘多森
、

汪极生

提出最大可能蒸发量的动力学建模方法所计算的年干燥度为 0
.

99 〔“ ,
,

进一步证实了南阳盆

地为湿润土壤水分状况的观点
.

本区年均气温为 14
.

8℃
,

40 和 8 0C m 深处的土壤温度分别为 16 .3 ℃和 16
.

5℃
,

由此可

知黄褐土为热性土壤温度状况
.

全年最大冻层深度只有 12 c m
,

这是北亚热带水平地带土壤

温度特点之一
,

即最大冻层深度 < 1 5 cm
.

2 主要土壤的诊断特性

供试的 3 个土壤剖面均采自南阳市郊区
,

其中豫 9 2一 1 号和豫 92 一3 号剖面发育于高地

的原生黄土
,

豫 92 一2 号剖面发育于低地的次生黄土
.

3 个土壤剖面均为早地
,

但肥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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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差甚大
,

其中以豫 9 2一2 号剖面肥力水平最高
,

全年粮食亩产在 s o o k g 以上 ; 豫

92 一 1 号剖面次之
,

在 3 00 k g 上下 ; 豫 92 一3 号剖面最低
,

只有 100 一 2 00 gk
.

现就其主要诊

断特性
,

分别概述如下
:

.2 1 土壤颜色和颗粒组成

供试土壤的颜色多为浊棕色 (7
.

介 R S / 4) 或浊澄色 (7
.

S Y R 7 / 4)
,

彩度中等
,

明度偏大
,

这与风化程度较高和有机质含量偏低有关
.

土壤颗粒组成以粉砂为主 (5 00 一 7 0 09 / k g )
,

粘

粒次之(2 oo 一4 0 0 9 / k g )
,

砂粒最少 ( < 1 5 09 / kg )
,

多为粉砂粘壤土 (表 1)
.

未 1 土 坟 顺 色 和 顺 粒 组 成 特 点

剖 发

面 地点 母质 利用 生

号 层

深度

(恤 )

顺色

(干态 )

顺较组成恤 / kg X粒径二 . m )

砂较 粉砂 粘粒

( 2刁
.

0 5 ) (0 力河的2 ) ( < 0
.

00 2 )

质地

(美国制)

粘较

比

豫

, 2

河南省

南阳地 黄土 早地
区农科 (原生 ) (中肥 )

所岗地

粉砂粘城土

粉砂粘城土

粉砂粘城土

粉砂粘城土

粉砂粘城土

1
.

8 3 0
.

2 7 1
.

X()

1
.

8 5 0
.

2 9 1
.

0 1

1
.

6() 0
.

2 9 1
.

19

1
.

4 0 0
.

2 2 1
.

29
1

.

6 8 0
.

2 3 1
.

15

312309370401.359
7173926004川154383937

粉砂城土

粉砂坡土

粉砂城土

粉砂坡土

粉砂壤土

ù

6咤曰̀fJ,̀J

22212121211一̀曰名60
产

6264686975151140289794河南省

南阳地 黄土 早地

区农科 (次生 )滴肥)

所冲地

A P I 卜 19 蚀棕 ( 7
.

5Y R 6 / 3 )

A p Z 1 9一 3 5 蚀棕 ( 7
.

5 Y R 6 / 3 )

B t 3 5一 8 0 棕色 (7
.

S Y R 4 / 6 )

B mt s卜 1 4 3 浊橙 ( 7
.

5Y R 7 / 4 )
B C 143一印 橙色 ( 7

.

5Y R 7 / 6 )

A P I O一 2 0 浊棕 ( 7
.

介 R 6 / 3 )

A P Z 20 - 3 2 蚀橙 ( 7
.

5Y R 7 / 3 )

B w l 32一 5 浊橙 ( 7
.

介 R 7 / 4 )

B w Z 6 5一 7 浊黄橙 (一O Y R 7 / 4 )

C 9 7一 l 5() 浊黄祖 ( 1 0 Y R 7 / 礴)

.曰22

OJ

,
三
ù夕00只UOù 00

.1,了飞é飞à41
一O户一盆ù,JZO沙戈口4

口O4
ōtù戈曰月」河南省 ^ p B t -0 1 3 浊棕 ( 7

.

5Y R 5 / 4 )

南阳县 黄土 早地 B t 1 3咬 5 浊橙 ( 7
.

5Y R 6 / 4 )

勒岗乡 (原生 ) (低肥) B mt 25 一 , 浊橙 (.7汀 R S / 4 )

岗地 K 4 9一 00 浊黄棕 (一OY R 7 / 4 )

份
竺
4 2 7

粉砂粘城土 1
.

28 .0 19 1
.

00

粉砂粘镶土 1
.

44 .0 25 .0 99

粉砂粘城土 1
.

3 0 0
.

2 7 1
.

0 5

砂质粘土 0
.

9 6 0
.

3 1 0
.

9 7

豫92--3

注
:
土坡颗粒组成由王伏雄

、

宋瑞玲分析
.

土壤的粉砂粘粒 比一般都 > 1
,

尤以次生黄土母质发育的豫 92 一2 号剖面为大 (2
.

7 6一
3

.

56 )
.

豫 92 一3 号剖面的碳酸钙聚积层 (或称砂姜层 )
,

粉砂含量相对较少
,

其粉砂粘粒比只

有 .0 %
.

粉砂中以粗粉砂为主
,

细粉砂的含量甚少
,

因此细粉粘粒比很小
,

大多数土层都

< 0
.

3
,

这是由于风化程度较高所致
.

粘粒 比反映土壤的粘化状况
.

由表 2 可知
,

豫 92 一 1 号剖面 3 5一 8 c0 m 的粘粒比接近

1
,

2( 1
.

1 9)
,

但粘粒含量高达 3 7 09 / k g
,

同时有明显的粘粒胶膜
,

故为粘化层 ( Bt 层 ;) 而

80 一 14 3 cln 粘粒含量更高
,

为 40 19 / gk
,

而且很坚实
,

干时难以挖动
,

透水性甚差
,

故为粘

磐层 (Bt m 层 )
.

豫 92 一 2 号剖面则不然
,

粘粒含量较低 (2 1 09 / gk 上下 )
,

粘粒 比不仅 < 1
.

2
,

甚至 < 1
.

;0 结合野外观察情况
,

无明显的粘粒胶膜
,

而且结持疏松
,

容易深挖
,

透水性较

好
,

故无粘化层
,

但有雏形层发育
.

豫 92 一 3 号剖面的特点是全剖面粘粒含量都较高
,

在

40 09 / gk 上下 ; 结合其分布地形为岗顶缓坡进行分析
,

0一 1 c3 m 系在遭受侵蚀后的粘化层

份 t 层 ) (9) 上重新发育的耕层
,

应是 A p Bt 层
,

13 一 2 c5 m 有粘粒胶膜
,

为粘化层 ( Bt 层 )
,

25 一 49 c m 粘粒含量高达 4 18 9 / k g
,

很坚实
,

难以挖动
,

为粘磐层 ( Bt m 层 )
,

49 一 10 c0 m 为碳

酸盐聚积层仪 层 )
,

砂姜占本层体积 80 % 以上
,

但细土部分的粘粒含量仍达 37 89 / k g
.

2
.

2 声值和 C a C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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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盆地由原生黄土发育的豫 92 一 1 号和豫 92 一 3 号剖 面
,

以及 由次生黄土发育的豫

92 一 2 号剖面都呈中性至微碱性反应
,

·

p H .7 o g一 8
.

06 ; 游离 C a C 0 3
含量在 19 / k g 上下

,

惟

砂姜层细土部分达 1 13
.

79 / k g( 表 2)
,

说明其淋溶程度不及长江中下游 由下蜀黄土母质发育

的土壤 〔 10)
.

表 2 土 坡 的 一 般 化 学 性 质

蚝 岔
p H

(水提 )

C a C O 3
粘拉

( < 知口 )
C E 7C

C E C ,

粘粒
有机质

全盆 全磷 全钾 孩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

(N ) 伊
Z O p 仪

2 0 ) (哟 伊
: O公 仪

2 0 )

恤 / k g) 加m o l(+) / k g ) 恤 / k忍) (m g / k目

发

剖面号

豫

9 2一 l

Ose l g

1 9一 3 5

3 5一 8 0

8 0ee l 4 3

1 4 3一 1 6 0

7
.

3 4 0
.

4 3 12 2 1
.

4 6 8
.

6

7
.

4 9 1
.

0 3 0 9 2 0
.

5 66
.

3

7
.

5 2 1
.

2 3 7 0 2 5
.

1 6 7
.

8

7
一

2 4 0 4 0 1 2 4
.

5 6 1
.

1

7
.

0 9 2
.

1 3 5 9 2 2
.

4 6 2
.

4

12 0
.

8

12 0
.

8

5 7
.

8

14 9
.

7

1 5 1
.

8

18 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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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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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
1
压
OJ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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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肠26%7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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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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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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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2In
仙

00J̀公O,̀,矛7
ù石O八ù00

..

…
,

J

7711tzAPAP助如c

豫

9 2一 2

Oes Z O

20 es 3 2

32
-
币 5

6 5一 9 7

9 7一 1 50

2 2 6 1 8
.

0 79
.

7 1 9
.

1 0
.

9 7 2
.

70 1 9
.

4 9 9
.

8 8 6
.

5

2 15 1 6
一

7 7 7
.

7 9
.

8 0
一

5 8 2
.

62 1 9
.

1 4 7
.

3 4 8
.

7

2 15 1 5
.

6 7 2
.

6 6
.

8 0
.

52 2
.

0 3 1 8
.

6 4 2
.

0 3 7
.

3

2 12 1 5
.

0 7 0
.

6 5
.

6 0
.

3 7 1
.

8 5 1 7
.

5 一 一
2 13 1 5

.

8 7 4
.

2 5
.

2 0
.

32 1
.

69 1 8
.

0 一 一

14 3
一

4

1 2 0
.

2

9 ,
.

1

18 7 7

18 3
.

4

17 2
.

9

.54028.8￡
几马àO八工飞一ó跳ù门才口Où

6心é4
一跳ó,

.

,
J

Z
ō胜
ù

七4
月」八nUU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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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了,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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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b一U一石月矛,且,了夕O,`飞一,̀2
.
1,二自了只00八,00

`.1
,

.̀

飞一自j4
月、ù

豫

9 2一3

A P B t o一 1 3 7
.

8 6

B l m l 13 es 2 5 7
.

7 2

B l m Z 2 5一礴9 8
.

0 6

K 4 9一 10( 】 8
.

2 3

1
.

0

1
.

2

2
.

3

1 13
.

7

注
:
土竣化学性质由过兴度分析

.

下同
.

.2 3 交换量和交换量 / 粘粒

供试土壤具有较大的交换量 (C E C 7
)

,

并显著受到质地的影响
,

例如粉砂粘壤土的交换

量在 20 一 2 c7 m ol (+) / gk 之间
,

而粉砂壤土则在 1 5一 18 cm ol (+) / gk 之间
.

粘粒的交换量较

大
,

在 64 一 8c4 m ol +( )/ gk 粘粒之间
,

耕层 (A p 层 )略高 (表 2)
,

显然与该层有机质含量较高

有密切关系
.

.2 4 有机质和氮磷钾

供试土壤的有机质和氮磷钾养分含量具有如下特点 : l( )耕层有机质含量稍高
,

为 14
.

5一

18
.

19 / k g
,

尽管相差不过 3
.

69 / kg
,

但毕竟有机质含量高的 (指耕层 )为高肥土壤类型
,

速

效磷含量更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规律
,

例如肥力水平高的豫 92 一2 号剖面
,

其耕层速效磷含量

为 86
.

5 m g / k g ; 而肥力水平低的豫 92 一 1 号剖面
,

其耕层速效磷的含量只有 35
.

5 m g / k .g

前一剖面耕层厚度为 2 c0 m
,

故非厚熟层而是厚熟现象
.

.2 5 铁的化学特征

表 3 只列举两个土壤剖面的全铁
、

游离铁和活性铁资料
.

从该表可知
,

豫 92 一 1号剖面

全铁和游离铁的含量都较高
,

分别为 54
.

6一 69
.

99 / k g 和 20
.

6一 26
.

8 9 / k g ( > 2 09 / k g ;) 都

是以粘磐层 ( Bt m 层 )的含量为最高
.

豫 92 一2 号剖面的全铁和游离铁含量显著较低
,

分别只

有 4 1
.

l ee 4 6
.

g g / k g 和 14
.

5一 1 6
.

19 / k g ( < 2 0 9 / k g )
.

两剖面铁的游离度在 35 一 4 0 % 之间
,

前一剖面略大于后一剖面
.

铁的活化度以豫 9 2一 1

号剖面的耕层为大 ( 18
.

5 % )
,

B C 层为最小 ( 7 % ); 结晶度则与此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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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两剖面铁的化学特征进行综合鉴定
.

前一剖面具有铁质特性
,

后一剖面则否
气

表 3 土滚中铁的化学特征

深度

《. )

铁的组分( F气。 3 ,

g / 比) 游离度 活化度 结晶度
剖面号 发生层

全铁 游离铁 活性铁 ( % )

砚J弓口00
诊Où81肚90即92jj

:0
~18171010.77,

了1甘1ù63736374039
目吕,̀̀U,夕,. JJ自,ù,̀

2
. ..

柳 1

A p Z

豫 9 2一 l

O一 1 9

1 9ee 3 5

3 5一80

8 0 - 14 3

14 3一 160

6 6
.

5 2 6
.

8

60
.

9 2 4
.

1

一,..llls4一
豫 9 2--2

A P I

Ap Z

BW I

BW Z

C

O- 2 0

2 0- 32

3 2~ 石 ,

6 5~ 9 7

9 7 - 1 50

礴6
.

9 16」

4 4
.

4 1 5
.

6

2
.

` 34
.

吕 16
.

0

2
.

6 3 5
.

1 16
.

7

2
.

5 3 5
.

3 16
.

1

2
.

2 3 5
.

3 1 5
.

2

2
.

4 3 6
.

7 16
.

2

84 .0

8 3
.

3

8 3
.

9

g4 .8

8 3
.

8

.2 6 土体的化学全里组成

土体的化学全量组成
,

除由原生黄土发育的豫 92 一 1号剖面全铁含量高于由次生黄土发

育的豫 92 一 2 号剖 面外
,

尚有如下特点
: l( ) C a O 的含量 明显低于 M g o 的含量

,

因 此

aC O / M g O 分子比都很小
,

一般 < 0
.

55
,

大多数土层 < 0
.

1 (表 4 )
,

这与西北马兰黄土发育的

干润淋溶土不同
,

后者的 c a o / M g 分子比一般在 1
.

2一 2
.

8 之间
,

这是由于西北淋溶作用

较弱
,

C a O 的淋失较 M g O 相对为少 ; (2 )C
a o 的含量有随深度加大而增加的趋势 ; ( 3) IT O

含量的剖面变化较小
,

说明其成土物质的一致性 ; ( 4) K 20 和 N a ZO 的含量都较高
,

并且具

有较大的 B a
值 (0

.

54 一刃
.

8 7)
,

显著不同于南方由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湿润富铁土
.

表 4 土体部分的化学全盆组成

剖面号 发生层
深度 烧失盆

(cm ) 恤kg 一)

化学全盆组成 饱 / kg 灼烧土 )
B a
值

.

5 10 2 A 12 0 3 F e : O , C a O M gO IT O M n O K
Z O N a Z O PZ O ,

C口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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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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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矛ùO

.

…
0000,̀,̀O月、ó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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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山一U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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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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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6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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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6 1
.

7

7 17
.

7 1 5 9
.

9

58
.

0 0
.

9 2 9
.

7 7
.

2 1
.

2 0

6 1
.

3 0
.

7 2 7
.

1 7
.

2 1
.

1 5

7 4
.

9 3
.

0 2 4
.

4 6
.

4 1
.

3 1

7 0
.

7 6
.

7 2 1
.

0 7
.

3 1 2 4

64
.

7 4
.

1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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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粘粒的化学全量组成

粘粒 ( < 0
.

o 02 m m )化学全量组成的重要特点是具有较大的硅铝铁率 ( 51 0 : / 丸 0 3
)和硅铝

率 (S io
: / 1A

2 o 3)
,

分别在 2
.

“ 一 2
.

73 和 3
.

4 5一 3
.

67 之间 (表 5)
,

说明其粘粒矿物 以 :2 1 型的

为主 (如水云母等 )
,

已为罗家贤
、

杨德勇等的 X 射线衍射谱资料所证实
.

加上 C a O 含量低

和 M g o
、

`

K Z O 含量都较高的特点
,

说明其成土过程尚处在脱钙后期的淋溶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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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粘粒部分 ( < .0 00 2。 。 ) 的化学全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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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失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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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系统分类
供试 3个土壤剖面按土壤发生分类都属于淋溶土纲

、

湿暖淋溶土亚纲
、

黄褐土类
,

分别

属于粘磐黄褐土
、

黄褐土性土和黄褐土亚类
〔 2〕

,

但按土壤系统分类则差别较大
.

现在根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 (修正方案 )》 〔6 ,
,

探讨供试土壤在系统分类中的地位
.

豫 92 一 1和豫 92 一3 两剖面都具有热性土壤温度状况
、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

粘化层和粘

磐层
,

且 C E C 7 / 粘粒 > 2 c4 m ol (+) / kg
,

故都属于淋溶土纲
、

湿润淋溶土亚纲
、

粘磐湿润

淋溶土类
,

但在亚类划分上有所不同
.

前者呈中性至微碱性反应
,

属于普通粘磐湿润淋溶土

亚类
,

不同于长江中下游由下蜀黄土母质发育的强酸粘磐湿润淋溶土 〔 ’。〕 .

后者的耕层遭受

了侵蚀
,

在粘化层土重新发育了耕层
,

同时在粘磐层之下紧接砂姜层
,

故为复合亚类
,

即表

蚀一砂姜粘磐湿润淋溶土亚类 (表 6)
.

豫 9 2一 2 号剖面的突出特点是无粘化层
,

但有雏形层
,

应属雏形土纲
、

湿润雏形土亚

纲
.

由于无碳酸盐岩性特征
、

铝质特性或铝质现象
,

以及铁质特性
,

按检索应属简育湿润雏

形土类
,

但耕层有肥熟现象
,

应属肥熟简育湿润雏形土亚类
.

表 ` 土壤发生分类和土坡系统分类的对照

剖面号 土壤分类系统

发生分类 (一9 9 3)

系统分类 ( 19 9 5)

发生分类( 19 9 3 )

系统分类 (一9 9 5)

发生分类( l , 9 3 )

系统分类 (一, 9 5 )

土纲 亚纲 土类 亚类

豫 9 2一 l
淋溶土

淋溶土

湿睦淋溶土

湿润淋溶土

黄褐土

粘磐湿润淋溶土

粘磐黄褐土

普通粘磐湿润淋溶土

豫 9 2一 2
淋溶土

雏形土

湿吸淋溶土

湿润雏形土

黄褐土

简育湿润雏形土

黄褐土性土

肥熟简育湿润雏形上

豫 9 2一 3
淋溶土

琳溶土

湿暇淋溶土

湿吸淋溶土

黄揭土

粘磐湿润淋溶土

黄揭土

表蚀砂姜粘磐湿润淋溶土

上述两种土壤分类方法相比较
,

发生分类着重考虑成土条件
,

系统分类着重考虑诊断层

和诊断特性
,

看来后者的理论依据更为明确
,

并且较易掌握
,

生产性也较强
.

例如
,

豫

92 一 1号剖面具有坚实的粘化层和很坚实的粘磐层
,

豫 9 2一 2 号剖面具有疏松的雏形层
,

其生

产性能相差甚大
.

可是按发生分类二者属同一土类
,

按系统分类却属于不同土纲中的两个土

类
,

不仅在理论上有可靠依据
,

而且在生产上有很大意义
.

在亚类划分上也什现了这一特

点
,

例如豫 9 2一2 号剖面在亚类划分上反映了
“

肥熟
’

特点 ; 豫 9 2一 3 号剖面在亚类上却反映

了
“

表蚀
”

和
“

砂姜
”

特点
.

此外
,

土壤系统分类还易与国际接轨
,

而不足的是连续命名字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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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如何简化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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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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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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