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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浦金刚山土壤主要属性的垂直分布特点

胡 少 宜

(福建漳州市土肥站 津州 3 63 0 0 0

摘 要 通过对福建漳浦金刚山土壤垂直分布调查分析
.

结果表明
.

土壤有机质
、

风化淋溶状况
、

枯土

矿物组成
、

铁铝水合系数及淀积层粘粒文换t 等属性随海拔商度升高呈有规律的变化
,

这些属性为山地土城分

类提供参考数据
,

同时也为山地丘睦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关键词 土壤类型
:

土壤属性 ;垂直分布

为了查明福建东南部山地土壤垂直分布的地带性特点及其发生
、

特性和类型
,

为排除母岩

的影响
,

我们特选定整个山体母岩一致的漳浦金刚山进行土壤垂直分布调查分析
,

在一定程度

上可为南亚热带的山地土壤分类提供参考依据
,

进一步明确山地土壤各土类及亚类间的发生

学关系
,

从而认识它们的发育规律和利用方向
。

1 金刚山土壤类型及其垂直分布

福建省东南部的漳浦金刚山位于东径 1 17
.

35’
,

北纬 2 4
’

05
’ ,

年平均气温 16
.

2℃一 21
.

6℃
,

随海拔升高而下降 ;年平均降水量 12 3 6

~
1 6 00

~
,

随海拔上升而增加 ;年平均相对湿度

55 %一 78 %
,

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

原生植被为南亚热带季雨林 ;地质结构为燕山早期
,

第四次侵人的晶洞花岗岩 (省勺
;顶峰海拔高度 920 m

。

在上述成土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
,

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土壤
,

呈有规律的垂直分布
。

根据路线调查及典型剖面形态
、

性状分析结果
,

金刚山土壤自下而上分别为赤红壤 (海拔

4 00m 以下 )
、

红壤 (海拔 400一 600 m )
、

黄红壤 (海拔 60 0一 920m )
。

其剖面形态
、

理化性状均呈
,有规律变化

。

赤红壤剖面点
,

海拔高度为 18 0m
,

植被有马尾松
、

桃金娘
、

相思树和油桐
。

剖面

深度为 O一 110 c m
,

发生层为 A一BA 一 B一 C
。

红壤剖面点
,

海拔高度为 580 m
,

植被有马尾松
、

桃金娘
、

狗尾草
、

芒其骨
,

剖面深度 O一 1 2 0 c m
,

发生层为八一 AB ee B一 q 一 q
。

黄红壤剖面点
,

海拔高度为 9加 m
,

植被有耐酸性的马尾松
、

灯心草
、

小山竹和芒其骨
,

剖面深度 0一 113 cm
,

发

生层为 A一A B一B一 q 一 q
。

2 金刚山土壤主要属性的分布特点

2
.

1 剖面形态特征

特别是诊断层 B 层呈有规律变化
,

其色调
、

亮度和彩度由赤红壤的红棕 SY R 4 6/ 一红壤

·

本文得到推广研究员郭辉煌
,

福建农业大学高志强教授审阅指正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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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淡棕 7
.

5 YR S /6 ~ 黄红壤的黄棕 10 Y R S / 8
。

其结构也从棱柱 (块)状一坚鳞片状~ 块状结

构
。

2
.

2 有机质
、

腐殖质和碳氮比值

土壤有机质
、

全氮含量和碳氮比值随海拔下降而降低
,

腐殖质组成也随海拔下降逐渐向分

子量较小
、

复杂程度低的方向变化
。

其变化顺序都是黄红壤 > 红壤 > 赤红壤 (表 l )
。

这种分

布趋势是土壤水热条件差异引起的
,

低海拔地区气温高
,

有机质分解强度增大
,

且开发早
,

植被

破坏严重
,

故有机质含量较低
。

这一结果与朱鹤健教授 1 99 4 年对福建土壤垂直分布研究结果

相一致 [` J
。

表 l 金刚山土坡有机质和腐殖质含且
.

土坡类型

赤红壤

发生层
有机质
(以纯 )

全氮
(以比 ) c/ N 腐殖质/有机质

24..63

红 壤
6 9 5

.

85

56873一990135一6212.76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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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红壤
15

.

7 0 12
.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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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机质全碳 t/ 全氮含几 腐

2
.

3 土壤风化淋溶系数
、

铁铝水合系数和淀积层粘粒交换最

随海拔高度上升
,

土壤风化淋溶系数 z[] 增加而风化指数2[] 递减 (表 2)
,

说明土壤风化淋溶

强度随海拔升高而减弱
,

这与水热条件的垂直分布相一致
。

土壤中活性铁
、

铝水合系数用土体中活性氧化铁
、

铝与粘粒含量的比值来表示 s[]
。

金刚

山土壤铁
、

铝水合系数随海拔升高而增加 (表 2)
,

说明现代成土过程中
,

土壤铁铝氧化物的水

化作用随海拔上升而加强
,

这种水合度也是垂直变化特性的一个数量指标
。

表 2 金刚山土坟淀积层风化淋溶系数和粘土矿物组成
’

土壤类型 发生层
风化淋溶系数
玫值

风化指数
。
值

铁铝水
合系数

文换盆/枯拉 粘土矿物组成

赤红壤
高岭石为主

,

少 t 水云母
,

很
少童铝侄石

,

三水铝石

红 壤
高岭石为主

,

一定盈水云母
和铝侄石

,

少盆三水铝石

黄红壤
高岭石

,

铝侄石为主
,

一定童
水云母和三水铝石

!

粘土矿物组成采用 x 射线衍射分析
。

由南京土壤所物化室提供
。

淀积层交换量与粘粒的比值可作为山地土壤类型划分的指标2[]
,

它随海拔升高而增加
。

2 4 土壤胶体的化学组成和粘土矿物

不少文献均以粘粒的硅铝率
、

硅铁铝率作为土类划分指标 s[]
,

从理论上推理是合理的
,

但

金刚山土壤垂直分布却是海拔升高
,

硅铝率下降
。

浙江农业大学俞震豫教授曾指出硅铝率实
际上是相互交叉的

,

不能作为分类指标 2[] ; 而粘土矿物组成却有极明显的规律性 (表 2)
,

表现

为随海拔升高
,

水云母
、

铝侄石和三水铝石有增加趋势
。

2
.

5 土壤机械组成

海拔高度由高到低
,

土壤粘粒含量逐渐增加
,

砂粒含量相对减少
.

粉砂 /粘粒 比愈小
,

风化



1 998 年 第 1 期

度愈高
,

这显然与化学风化作用加强有关 (表 3 )
。

表 3 金刚山土坡淀积层机械组成

土壤类型
机械组成 (% )

> 1
.

0 1
.

0 一 0
.

0 5 0
.

0 5 一 0
.

0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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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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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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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5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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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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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

16
.

1 4

0
.

3 9 7
.

6 1

18
.

5 5

3 3
.

4 0

12
.

50

2 0
.

6 2

6
.

52

8
.

33

10
.

72

1 0
.

87

1 7
.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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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综上所述
,

漳浦金刚山土壤垂直带谱
,

自下而上为赤红壤
、

红壤和黄红壤
,

其有机质
、

全氮
、

碳氮比值和腐殖质
、

富里酸含量是随着海拔高度下降而下降 ;土壤风化淋溶系数
、

风化指数
、

土

壤机械组成
、

淀积层粘粒交换量
、

铁铝水合系数均是随海拔高度的变化呈有规律的变化
。

这些土壤属性有规律的递变
,

说明了土壤属性与成土环境的统一性
,

也说明山地土壤在有

机质的积累和分解
,

粘土矿物的生成和破坏
,

土壤物质淋溶和淀积
,

土壤氧化和还原等几个重

要土壤形成过程都存在差异
。

这些属性为山地土壤分类提供参考数据
,

同时也为山地丘陵土

壤的合理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

山地的开发利用不仅要有一个垂直分布的立体结构
,

还要注意山地地理位置的差别
,

应遵

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

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进行合理布局
。

坚持开发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

力求

取得最佳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的综合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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