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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拄厢‘中国土壤系藐分类(售订方案))．鉴定了武夷山垂直带中6十代衰性剖面的诊断层、{每 

断特性和系藐分类名糟 并与发生学分类、美国土羹系毒E分类(Sr箭jI：l厦世界土羹簧嚣参比基础(啪 倒)荨 

不同分类系藐中的土壤类荆归属怍了对比研究 为中国土壤系藐分类(肇订方案)在我国末南部山地丘陵区的 

虚用提供示范。 

美键谲 兮囊 ， 
武夷山脉位于闽赣边界，呈东北一西南走向，平均海拔高度为 1000--llOOm．北段地势最 

高，其中黄岗山海拔2158m。是我国大陆东南部的最高峰。武夷山北段的土壤垂直分布。在武 

夷山脉和我国中亚热带山地中有一定代表性【i]；同时。武夷山北段又是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 

区(地理坐标为北纬27。33-54’ 东经 117。27--51’)和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生物圈 

保留地网点所在地。因此，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确定武夷山土壤的类型归属，并 

与不同分类系统的土壤类别归属作对比．不仅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深人研究和推广应用上． 

而且在本区乃至我国中亚热带山地土壤资源信息的国际接轨和交流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l 成土条件 

武夷山地势起伏大，山谷高差一般在200rn以上。最大可达 500余米；东坡缓．西坡旋．两 

坡呈明显不对称；东坡层状地形发育，表现为地貌类型由中山一低山一高丘陵—低丘陵一浅丘 

陵一河谷平原作有规律的排布，而中、低山中保存着几级顶部较为平坦的剥蚀面，其高程分别 

为 700-800、1000--1200m~1300--1400m、1600--1800m。 

本区母岩在山体上都以火山岩为主，山体下部则以粗晶花岗岩为主。由于坡度大，成土母 

质多为坡积物或残积一坡积物。 

本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由于地势高低悬殊。气候的垂直变化颇为显著。年平均气温 

13-19"C，年平均降水量 1600--2200~ 年平均相对湿度在70--85％以上；海拔高度每上升 

lOOm。气温下降0．44℃。同高度南坡比北坡温度高0．5--0．7℃；降水量随高度上升而增加，东 

南坡(或南坡)的递增率为54．14mr~lOOm，西北坡(或北坡)的递增率为37．OOmm／lOOm。同 

高度东南坡(或南坡)的降水量明显多于西北坡(或北坡)。 

本区自然植被的垂直分布明显，在海拔 llOOm以下是常绿阉叶林，杉木、马尾松、毛竹等 

0 中厨科学魔静髓芰垮受茸、臣宗自然科掌基童重点支持尊且(批准号 49 】∞4)的部分矸究戚果 福建考自嚣科学 

基金蟹助]曩目一“福建宙自然保护区土壤的诊斯学类型及其数据库研究 成皋Z--。研究中最囊酷；志斌、■丹赓研究员指 

导．谭炳华尉教授协助部分室内化验分析．谨此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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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林也多分布本高度带；海拔 1100--1500m之间，为针阉叶混交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海拔1500--1800m之间分布着针叶林；1800--1900m之问的山坡分布着山地苔藓矮林；海 

拔1800m以上的山体顶部和缓坡地段，分布着山地草甸。 

由于海拔高度差异引起气候、生物等成土环境条件的递变，武夷山在性状变异和类型分布 

上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本研究在该地区多年野外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了据发生分类制 

划分的土壤垂直带的6个代表性剖面，其成土环境条件见表1。 

裹 1 土壤剖面威土环境条件 

2 土壤形成特征 

2．1 地球化学特征 

供试土壤的基本性状调查分析结果列于表2。已有研究表明，本区土壤总体上处于中度 

富铝化阶段，土壤粘土矿物以高岭石(或多水高岭石)为主。伴有三水铝石．细土全钾含量较低 

(除W5剖面外，都在 20％以下)，盐基饱和度都较低(B层的盐基饱和度多在 15％以下)。随 

着海拔高度自高而低。土体厚度和粘粒含量逐渐增加，山体下部土壤剖面中粘粒下移明显。铁 

的游离度也呈逐渐增大趋势，反映化学风化作用的增强。而山体上部呈现弱风化强淋溶特征， 

山体上部土壤剖面中较低的粘粒硅铝率和三水铝石的出现，是在常湿润土壤水分状况下土壤 

强烈淋溶迅速脱硅的结果。 

2．2 有机质景积特征 

从表2可见，土壤有机质含量随着海拔高度下降而逐渐减少。这种分布趋势，除了水热条 

件差异的原因外，还与人为干扰程度有关，不同植被类型和利用方式下，生物富集作用有明显 

差异；此外，山体自高到低．土壤腐殖质体系逐渐向分子量较小、复杂度较低的方向变化r2]。 

3 诊断层和诊断特征 
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鉴别指标r3l。本研究 6个代表性剖面所具有的诊断层和诊断特 

性列于表 3。 

3．1 诊断表层 

有机表层仅出现在山地草甸植被下的山顶平坦部位或散凹部位。如 Wl剖面有机表层的 

容重为0．6Mg／In3，A1层加上A2层的一部分符合枯枝落叶质有机表层的条件；暗瘠表层多出 

现在草甸坡地(如W2剖面)以及较部闭的森林植被下(如W4剖面)；其余剖面符合淡薄表层 

的鉴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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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诊断衰下层 

雏形层多出现在山体上部(如W1、W2、W3剖面)．其中W1剖面B层粘化率高达2．11，根 

据已有调查报道-1]，本区4个原山地草匍土剖面B层的粘化率为 1．9～3．9，且B层牯粒含量 

均高达删 kg以上，这样的质地剖面分异与其所处水热条件不相一致，鉴于野外观察未觅明 

显粘粒胶膜，初步判定为母质不连续性而致，将其定为雏形层而非粘化层，其成因有待擞形态 

鉴别等手段提供进一步佐证。 ‘ 

粘化层多出现在山体中、下部(如W4、W5、W6削面)，粘化率为 1．32～1．53，且可见明显 

的粘粒胶膜。 

低活性富铁层出现在较低海拔位置，供试剖面中仅W6剖面基本符合条件。 

3．3 诊断特性 

研究表明：本区基带土壤水分状况为“湿满 ]，即按Penman经验公式估算，年干燥度< 

1。但每个月干燥度并不都<1，因此W4、W5、W6属“湿捐水分状况”；根据气温垂直递减率和 

降水递增率推算，并参考地表植被类型，判定武夷山区海拔 1100m蹦上地区的土壤水分状况 

为“常湿润”，故W2、W3剖面具有“常湿捐水分状况”。另由于W1剖面地表有苔藓和枯枝落 

叶层，使其上部土层在太多数年份中有相当长的湿润期，或部分时间被地表水和／或上层滞水 

饱和，导致土层中发生氧化还原作用或铁质化作用，因此符合“滞水水分状况”的条件。 

根据本区气温垂直递减率以及土温及气温关系 j推算得：本区海拔约 1500m以下为“热 

性温度状况”．W4、W5和W6剖面属之；海拔约1500m以上为“温性温度状况”，W1、W2和w3 

剖面属之。 

W1剖面具有氧化还原特性；所有剖面均具有富铝特性或铝质特性；W6剖面具有铁质特 

性；除W5剖面外均具有腐殖质特性；所有剖面均为盐基不饱和：W1、W2剖面存在石质接触 

面。 

襄3 典型土壤捌面的谚宙}屡和静宙}特性 

4 土壤分类参比及讨论 
根据上述所确定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 、美国土壤 

系统分类(ST)【6]和世界土壤资源参比基础(wRB)【’】对 6个代表性剖面进行检索定名，并与我 

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发生学分类作类别参比，列于表4。 

4．1 中国±壤系统分类制的福建山地土壤垂直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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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和梅花山是福建具有代表性的山地。武夷山垂直带土壤系列剖面的中国土壤系统 

分类结果表明，从丘陵到中山，自低而高依次分布湿润富铁土一湿润淋溶土一常湿淋溶土一常 

湿雏形土等亚纲，其变化趋势与闽西梅花山土壤垂直分布相似 ，但由于所处成土环境的不 

同。土壤分布上也表现出不同之处：其一，梅花山所处纬度比武夷山低2．5度，热量条件优于武 

夷山。土壤的富铁铝化过程较为强烈，使得梅花山富铁土的分布高度可达 1300m．而武夷山 

900m以上便出现淋溶土分布，可见富铁土的分布高度在武夷山比在梅花山低 3o0～4O0m；其 

二，由于两个山地地貌形态的差异，武夷山的中山草甸主要分布在山顶夷平面，而梅花山的中 

山草匈则主要分布在山间的盆谷地(当地俗称“小洋”)。前者的排水条件比后者好些，因此武夷 

山草甸景观下形成的主要是常湿雏形土，而梅花山草甸景观下形成的主要是滞水雏形土。 

表4 典型土壤剖面的类型归属参比 

-建议增设亚类；一 暂定中译名。 

需要指出的是，Wl剖面在现有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类型检索中尚无确切位置，因其 

土壤性状(有机表层、滞水水分状况和氧化还原特征)与W2剖面(石质铝质常湿雏形土)有明 

显区别，本研究将其暂定为“石质一斑纹铝质常湿雏形土”，并建议在铝质常湿雏形土土类中增 

设该亚类。此外，以往报道中【 ，把福建的山地草甸土(发生学分类制)对应为土壤诊断学分 

类的“有机土”，本研究表明。本区山地典型草甸土的有机表层厚度均达不到有机土壤物质厚度 

30em的要求，因此不能归为“有机土”。 

4．2 不同土壤诊断学分类制的类别参比 

从表4可见，武夷山土壤垂直带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制仅分属两个土纲，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制与世界土壤资源参比基础(wRB)的类别参比关系较为明晰，例如：“富铁土”对应于“低活 

性强酸土”， 淋溶土 对应于“高活性强酸土”，“石质铝质常湿雏形土”对应于“雏形暗色土”等； 

对于山地土壤性状垂直分异在土壤类别的反映上，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在土纲一级 

上具有明晰的变化，从底部到上部依次为富铁土、淋溶土、雏形土．与土壤发育强度减弱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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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世界土壤资源参比基础(WRB)在一级分类单元上区分也较为清晰，例如：海拔从低到高， 

大土类(themajor soil groIlps)依次出现：低活性强酸土(Acrlsols)一高活性强酸土( s出)一雏 

形土(Camh~ols)一暗色土(Umb~ols)，而且与发生学的分类单元对应较好；世界土壤资源参 

比基础将原世界土壤图图例单元中的。腐殖质始成土(Hundc Q∞b s) 和。暗色橙岩性土 

(Um~c ∞。ls)”组成新的大土类——“暗色土(Umbl~Is) ，来容纳那些由不饱和有机质在 

表层积累而对土壤习性和利用有显著影响的、土层较深的、自由排水的幼年土壤-7]。笔者认为 

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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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周期除了底部水田是6个月外，其它均为3个月，表明高捞早地、坡地、水旱轮作田热水溶性 

硼的变化比底部水田热水溶性硼的变化频繁一些，且硼变化曲线的低谷常出现在油菜需硼较 

多的1--3月份。这可为种植制度安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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