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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北部火山岩分布区土壤 一景观关系研究 

龚子同 黄成敏 

(中茸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210008) 

播 要 本文论谜了海南岛北部火山岩分布区土壤特性，并进行了土壤熏坑分类的高教单元和基层单 

元的捌分。同时，掉讨 了遗一地区土系与土 I_一景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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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东北部 的地形平坦，起伏不大。多低丘与台地分布，成土母质主要为第 四纪玄武 

岩风化残积物和运积物。这一地 区被认为分布有我国风化成土程度最高的土壤。20世纪 

50年代后，许多土壤学者就土壤分布⋯、土壤地球化学[ 、土壤矿物 、土壤化学 5】等方 

面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在土壤发生与分类方面的报道更不胜枚举[6-8J。随着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的不断完善，以土系为基础的基层分类单元工作正在展开【 。琼北地区火 山岩发 

育的土壤在 1953年前即划分有三门坡、福山、土桥、雷虎等土系，曾在国内广大土壤工作者 

中产生一定影响。在新形势下，依据土壤系统分类的思想以及土壤一景观关系原理。重新对 

这一地区土系加以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同时，也将为其它地区在已有丰富和深入的研究基 

础上．进行土壤系统分类的基层分类研究提供借鉴。 

1 成土环境 

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部(简称雷琼地区)，是我国第四纪火山岩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 

其中琼北地区分布面积为4160~ ，占海南岛总面积的 12％ho】。火山岩又以基性的玄武岩 

为主，还分布有一些火 山凝灰岩和火山碎屑岩。 

琼北属热带季风气候。太阳总辐射量大，年平均约 115～125keal／a-az；日照时效多。在 

2000小时以上。同时，降雨丰沛，干湿季分明，雨热同步。琼北地区雨季(5月下旬～9月) 

降雨量约占全年的80％。由于海南岛中部山地高耸．构成东北一西南走向的高山屏障。使 

岛内水分状况区域性变化较大。琼北玄武岩分布区根据地形地貌分别属东部丘菠台地和沿 

海平原，其年均温24．0～24．5℃，≥l0℃积温8400--8600"C，年降雨量 1800~2000nm。以及 

琼北沿海台地半湿润地区。年均温23～24℃，≥l0℃年积温8500~870013，年降雨量 1400 
～ 1800nrno 

琼北玄武岩分布区主要地形为平整的台地，海拔多在 0～lOOm 问。坡度一般小于 8’，火 

山锥零星耸立于台地上。 

在喷发时代晚的未被利用的玄武岩台地上以刺葵、姚金娘一螟蚣草、飞机草构成的灌草 

丛群落和白茅、扭黄茅、螟蚣草构成的草原群落为主；在琼山市永兴、石山附近的火山灰和玄 

武岩熔岩台地上人们将清理的火山砾石筑成围墙，形成 石埂早园”，园内种植水果和豆类、 

甘蔗等作物。早期喷发形成的台地多辟为农业用地和橡胶林地，部分 台地和火 山穹隆上分 

布次生的台湾相思和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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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特性与高级分类 
2．1 研究土壤的自然环境特点 

控制琼北第 四纪以来不同年 

代喷发的玄武岩和火山角砾岩以 

及火山灰风化残积物和运积物上 

发育的成土因素主要有成土时 

闻、降雨(土壤水分状况)、以及岩 

性类型。受 这 三种戚 土因素影 

响，琼北火 山岩 区上形成的土壤 

构成 3个系列．即火 山角砾岩系 

列、湿润偏 向常湿润水分状况系 

列、玄武岩岩性的成土时间(更新 

世早期 Q1、中期 、晚期 龟 及 

全新世 包 )系列。3个系列 间发 

生过程、土壤特性和土壤类型存 

在很大差异，其 中因火山角砾岩 

衰 l 单十土体的成土环境概况 

湿搁倔向雷 HEll 璩山市三门垃 玄武岩 矗搁倔向常温搁 q} 

矗搁土曩承 }皿 0 璩山市云龙 玄武岩 矗搁倔向常湿搁 Q 

分收况幕科 I-[15[I] 文旦县董莱 玄武岩 矗 搁倔向常温搁 Q 

和火山灰分布面积小，湿润土壤水分状况占主导．所以成土时间系判为主系列。 

研究土壤的一般成土环境特征见表 1。FIK11与 HE10、H15单个土体的土壤水分状况 

虽相同．但 HE10和 H15属湿润向湿润偏向常湿润水分状况过渡类型。根据气温推算土壤 

均具有高热性土壤温度状况【t1]。 

在琼北， 、 时期无火山活动，故未有岩浆喷溢，无该时期玄武岩分布_1 。 

2．2 土壤特征与性质 

2．2．1 土壤的一般特性 火山角砾岩岩性母质上发育土壤色调偏黑．而湿润偏向常湿润 

水分状况的土壤偏黄。玄武岩岩性上的成土时间系列土壤随成土时同增加，色调 由黑棕 向 

暗红色变化，而 pH和粘粒含量分别有逐渐降低和增高的趋势(表 2)。土壤有机碳含量以火 

山角砾岩上发育土壤最高．其粘粒古量较低。 

2．2．2 土壤的粘土矿物和氧化铁古量 除火山角砾岩岩性母质上发育土壤游离氧化铁 

含量较低外，其余土壤均高于 loogkg(表3)，K2O含量相对较高，粘土矿物以水铝英石，高 

岭石为主。湿润偏向常湿润水分状况下发育的土壤铁游离度高，主要粘土矿物中均出现针 

铁矿。玄武岩岩性母质成土时同系列土壤则随戚土时间增加，铁游离度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粘土矿物类型也由高蛉石为主，转变为高岭石．赤铁矿和高岭石，三水铝石．赤铁矿。 

2．2．3 土壤的交换性能 火山角砾岩岩性母质上发育土壤的 cEG、cE ／粘粒、E( c／ 

粘粒等值均高，表明土壤粘粒活性高(表 4)。湿润偏向常湿润水分状况下发育的土壤成土 

年代老，CEc7低，CEC~／粘粒．FJC~C／粘粒分别小于 16和 12oral／kg。随成土时间增加．玄 

武岩岩性母质成土时问系列土壤 CEC7、CEG／粘粒、F_~'EC／粘粒明显降低。 

2．3 土壤高级分类 

海南岛北部火山岩岩性母质上发育的土壤类型众多，根 据中国土壤土壤系列分类检 

索_9j，仅分屑的土纲就有 6个。在火山角砾岩和火山灰岩性母质上以及湿润偏向常湿润土 

壤水分状况下形成的土壤分布面积小，成土因素作用变异小，所以土壤类型相对简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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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系列土壤的类型从弱发育的新成土至高度发育的铁铝土均有出现(表5)。 

衰2 琼山火山岩母质上发育±壤的一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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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璩北火 山岩 母质上发育土壤的 裹 4 璩北火山岩母质上发育土壤的空换性能 

主要牯土矿物和氧化铁古量 

游毒 度 体号 (c (县，kg) {■){ 一。一_’ 

3 土 系划分 

3．1 土系控制层段 

由于不同土壤问性质差异极大，土体厚薄不一，故土系的控制层段深度也有相应变化。 

土系的控制层段确定为土表向下至石质接触面或石化铁质接触面或土深 150cm处。 

3．2 土系的划分 

土系是土族的续分单元，首先根据土壤的颗粒太小级别、矿物学特征以及温度状况，在 

高级分类的基础上划分土族。利用划分土族及其以上分类单元的土壤鉴别特征的分异性拟 

将琼北地区火山岩岩性母质上发育土壤分为 l0个土系(表6)。 

3．3 土壤一景观单元特征 

构造土壤一景观模型是土系划分与制图的基础。在一个土壤一景观单元内，5个成土 

因素相互问的作用方式具有唯一性。因而同一个土壤一景观单元形成同一种土壤【13j。影响 

琼北地区的3种成土因素主要是成土时间、降雨(土壤水分状况)、以及岩性类型，因而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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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土因素之间叠加、组合下形成的土壤一景观单元也应与土系相对应(表 7)。 

裹5 琼北火山岩母质上发育土壤的系统分类 裹6 琼北火山岩母质上发育土壤的土族与土 

裹 7 琼北地区土系与土壤——景观单元 

(下转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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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颜色将土纲一级的差异区分开来，人为土纲下的各土系，基本色调设绿色 ；淋溶土锕下 

各土系，基本色诃设红色；雏形土纲下各土系，基本色调设黄色；组合图斑 中．按主成分土系 

属位置归于相应的土纲下。其次，各制图单元问土系差异用符号表达式予以区分(图 1)。 

图斑符号 的设计借鉴美国土壤制 图经 

验H、 -．采用 3～4位英 文字 母组合表 

示．如 I-ImDB．前两个字母 Hm表示土系 

或土系组合名称(第 1个大写字母为土 

系拼音名缩写，组合图斑 中首字母取主 

成分土系名，m 为用以进一步区分的后 

缀)．第 3、4两个字母 D、B分别用以表 

示土相，土相选择应 以对当地土壤利用 

影响最为重要 的因子 (选择 I～2个土 

相)。在宣城样区中．我们选择了土壤表 

层质地、地形坡度两个因子。上述符号 

表达式在宣城样区土壤 图中可解译为： 

黄 门口系，粘壤土，徽起伏地形。详细代 

码含义见宣城样区图例(图 I)。 

3．3 图例编排 

圈 i 宣城样区圈倒 

图例系统按土壤类型、图斑代号表达式、各 土相分级与代码、其它符号顺 序依次排列。 

其中土壤类型，按土系或土系组合名字母顺序排列。(图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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