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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层 中 的 古 土 壤 问 题
郑 泽 厚

(湖北大学 )

摘

木文研究 了鄂北豫西南第四纪地层 中的古土壤
。

黄褐色亚粘土 与黑褐色粘土
。

中更新统地层为网纹红土和红色粘土
, 上更新统地层为

1 9 8 2年以来
,

笔者多次赴鄂北豫西南地区
,

对第四纪地层中的古土壤进行 了 观察与采

样
,

继而在室内作了古土壤微形态和粘土矿物方面的研究
,

兹综合报告如下
。

一
、

中更新统地层中之古土壤

本区中更新统网纹红土和棕红色粘土分布较广
,

如襄阳县部营至黄集一带
,

枣阳县黄庄

至杨档一带面积达 2 5 0。平方公里 ; 在唐河县魏寨
、

马岗一带面积有 50 0平方公里
,

其厚度 30 一
,
00 米

。

从组成看
,

多以粘土
、

亚粘土与砂
、

砾互层
,

呈多次旋回的二元结构
,

属冲积类型
,

但有些地方为湖积或洪积
。

据钻探资料
,

Q : 地层夹钙质结核 (即砂姜
,

当地称料姜 ) 粒径一般 3

一 5 厘米
,

大者可达 15 厘米
,

常常在不同深度富集成层
。

位于襄北的襄阳地区农科所有一 口

深为 10 4
.

72 米的钻井
,

分别在 23 米
、

54 米
、

62 米和 10 4 米等四处出现砂姜层
,

而该井地下水

埋深为 3 4
.

5米
,

可见
,

砂姜的形成与地下水无关
。

显然
,

在中更新世地壳不断下降的过程中
,

出现过多次沉积间歇
,

地壳相对稳定
,

当时气候条件 (主要指水热条件 )足以使沉积物中的碳

酸钙发生淋洗并在下部淀积或聚积成钙质结核体
,

故地层中多层砂姜层的出现
,

反过来亦可

证明地壳间歇性的下降运动
。

本区 Q Z
地层还含大量颗粒状或豆状铁锰结核

,

大者粒径达 5 毫米
,

它既可聚积成层
,

也

可与砂姜一起分散出露在同一层位中
。

Q :
地层中钙质结核层与铁锰聚积层的交替出现

,

恰好

说明中更新世古地理环境的气候曾发生过多次干湿冷暖的变化〔幻
。

在鄂北岗地
,

当某处黄土性沉积物遭到剥蚀后
,

地表即出露棕红色粘土层
。

从 鄂北许多干

渠和路旁 自然剖面看
,

这种棕红色粘土层处于下部网纹红土层与上部黄褐色亚粘土层之间
,

厚

约 2 一 4 米
。

据对襄阳县黄集镇以东 2 公里公路旁地层剖面的观察
,

网纹红土之上的棕红色

粘土层突际上是古红壤之 B层
,

它似乎可以同席承藩在武昌附近游家庙看到的古土壤层 进行

对比 t幻
。

黄集古红壤剖面
,

厚 2
.

30 米
。

有明显的块状结构
,

其结构面上覆以大量铁锰胶膜
,

土体

含多量铁子
,

粒径 3 一 4 毫米
。

我们在 1
.

80 米深处采集了未经扰动的块状土样
,

在室内经不

饱和聚醋树脂固化后
,

磨成 0
.

03 毫米厚的薄片
,

在偏光显微镜下进行微形态的研究
。

从古红

壤薄片中看到浑圆形铁质凝团
、

凝块较多
,

它们在透射光下呈暗棕色
,

在斜反射光下呈红棕

色 ; 另外
,

沿孔隙壁淀积了大量光性定向粘粒胶膜
,

反映出古红壤在强度淋溶条件下
,

粘粒

发生垂直移动
。

而这些都是与当今鄂北气候
、

生物条件不相谐调的
,
而只能用古红壤观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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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
。

然而
,

当古红壤裸露地表后
,

必然要进行与现代自然条件相谐调的土壤形成过程
。

根据黄集古红壤上部 ( 50 一 70 厘米 )土壤 p H值 ( 7
.

8 2) 及该层粘土矿物以水云母为主
,

其次是

高岭石与蛙石 (图 1 ) 的事实
,

可以认为
,

本区晚更新世早期曾发生过黄土性沉积物 (在剖面

附近还保留着未被剥蚀 的黄褐色亚粘土层 )对古红壤的复钙作用
。

这是新成土过程对老 成 土

奋 过程的叠覆
,

是一种多元发生过程
。

因此
,

古红壤上部失去了原有酸性而变成了微碱性
,

而

且还增添了 2 : 1型 的水云母粘土矿物
。

所 以
,

该土层已不是原来的古红壤了
,

而是 经过复钙及

现代成土过程的
,

仍保存着古红壤残遗特征的黄褐土
。

C u K a 2 0

图 1 中更新统地层中复钙后的古红壤上部 ( 50 一 70 厘米 )枯粒 X射线衍射谱

从古红壤出现在网纹红土之后
,

和黄褐色亚粘土之前的的情况判断
,

其形成时期应属中

更新世晚期
,

当然也可能属于 晚更新世早期 〔幻
,

因为华中区晚更新世早期是一个温湿亚期
,

发育着红色风化壳并多红土堆积即
。

总之
,

鄂北古红壤的残遗特征表明
,

在中更 新世与晚更

新世的过渡时期
,

本区古气候环境是比较湿热 的
。

二
、

上更新统地层中之古土壤

本区上更新统黄褐色亚粘土与黑褐色亚粘土主要分布于唐河
、

白河
、

唐白河二级阶地以

及由三
、

四级阶地构成的广阔的岗地上
。

从河南新野县更新统地层看
,

上部为黑色或黑褐色

亚粘土
,

厚 1 一 2 米 ; 下部为黄褐色亚粘土与细砂互层
。

上下地层均含大量粒径 4 一 7 厘米

的砂姜和粒径 2一 3 毫米的铁子
。

在鄂北岗地
,

下更新统地层分布很广
,

厚度颇大
,

如黄集

镇至襄阳地区农科所一带
,

地表黄褐色亚粘土厚约 14 米
,

普遍含砂姜
,

黄集南边 四干渠可见

到砂姜聚积层 (钙积层 )
,

埋深 5
.

5一 6
.

0米
,

除砂姜外
,

土体并无盐酸反应
。

应注意的是
,

在鄂北均县
、

光化
、

襄阳
、

枣阳等县北部岗地
,

同豫西南一样
,

亦广泛分

布着数米厚 的黑色或黑褐色亚粘土
。

黑土并不局限于岗间洼地
,

实际上有些地方平岗顶部及

岗坡亦有出露
。

笔者曾在均县薛桥乡
、

篙坪乡
,

河南新野县等地见到的黑土并不在低洼部位
,

而且还看到黑褐色亚粘土直接覆盖于 Q
:

网纹红土之上
。

可见
,

上更新统黑土层并不一定象有

些人解释的那样
,

是地势低洼
、

地下水位高
,

长期潜育化的结果 ; 或是沼泽草甸过程 的残 存

特征
。

我们分析了枣阳县杨档黑褐土 1
.

5米深处母质样品的有机质含量
,

仅 为 0
.

61 %
,

这 就 排

除了 Q
。

黑土或黑褐土为湖沼沉积的可能性
,

同时也说明
,

本区黑土 的形成可能与当时沉积物

. 的来源有关
。

我们先后对襄阳县黄集镇以东 2 公里公路旁Q
3

黄褐色亚粘土和枣阳县杨档镇以北 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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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Q
3

黑褐色亚粘土剖面进行了观察与采样
。

这两个剖面垂直裂隙均较发育
,

说 明曾经厉一定
强度的淋溶作用 ; 无论黄土还是黑土

,

均含多量砂姜与铁子
,

说明曾发生两价和三价元素的

迁移与淀积
。

砂姜呈 同心圆构造
,

说 明它在碳酸钙与粘粒长期淋淀作用下逐渐由小变大的
。

我们认为
,

上述黄褐色亚粘土与黑褐色亚粘土实际上都是土壤 B层
,

因为在它们 的剖面中 有

许多用现代 自然条件 (特别是气候 )无法解释 的残遗特征
。

对Q 3地层古土壤微形态的研究
,

有助于重建当时古地理环境
。

黄褐色古土壤微形态样品
,

采自上述黄集剖面 1
.

75 米深处 (母质层 ) ; 黑褐色古土壤微形态样品
,

采 自上述杨挡 剖面 1
.

50

米深处 (母质层 )
。

薄片观察表明
,

它们的垂直裂隙壁都有淀积粘粒胶膜
,

但数量明显比古红

壤少
,

铁锰浓聚物也比古红壤发育差
。

从襄阳县气象资料来看
,

近 30 年平均年降 水 量8 18
·

5

毫米
,

平均年蒸发量 1 4 5 7
.

4毫米
,

》 10 ℃积温 4 6 0 0 ℃ ,

水热系数为 .0 96
,

属半湿润气候
。

因

此
,

在现代的水热条件下
,

土体内是难以形成大粒铁子 的
,

充其量只能有些铁锰胶 膜存在
,

但也不可能发育成 良好的棱柱状结构及沿结构面 淀积的粘粒胶膜
。

这就进一步证明
,

上述两

剖面完全是古成土过程的结果
。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

在上述两个古土壤剖面 中
,

不仅有大量砂姜与铁子在同一层位出现
,

而且几乎所有砂姜都包含有铁子
。

砂姜的微形态已经 证实这点
。

其实
,

这种钙质结核包裹铁

锰结核的现象
,

早在 40 年代
,

在我国许多地方
,

就被一些土壤学者所注意
。

我们在均县
、

房

县
,

宜城县
,

唐河县等地
,

甚至用肉眼也能见到此现象
。

这说明本区 Q
3

古土壤形成之 后
,

同

样也经过一个复钙过程
。

就是说
,

古成土过程之后紧接的是富含钙质的黄土沉积过程
,

续而

又在沉积间歇期
,

在一定热量与降水条件下发生了钙镁等盐基 的淋洗与淀积过程
。

表明在当

时的古地理环境中
,

沉积过程与成土过程
,

干与湿
,

冷与暖是交替进行的
。

由于复钙作用
,

古土壤的酸度也发生了变化
。

黄褐色古土壤 1 米内土层的 p H值 (水浸 )为

7
.

34 ~ 7
.

9 5 ; 黑褐色古土壤 1 米内土层的 p H值 ( 水浸 )为 7
.

28 一 7 二44
。

鉴于它们所保存的古土

壤残遗特征与古红壤母质发育的黄褐土有很大不同
,

因此在鄂北岗地应把红
、

黄
、

黑三种古

土壤母质发育的黄褐土
,

在土属级别上区别开来
。

总之
,

本区晚更新世早期红土堆积或红壤化之后
,

有一个使土壤发生弱脱硅富铝化的温

湿亚期
,

而晚更新世后期则是一个使土壤发生钙化或复钙过程的
、

半湿润或半干早时期
,

即

黄褐土形成时期
。

三
、

结 语

1
、

处于中更新统网纹红土与上更新统黄褐色亚粘土之间的棕红色粘土层
,

实际上是具

有古红壤形态和微形态特征的 B层
,

该层发育明显 的垂直裂隙
、

粘粒胶膜
、

铁锰胶膜及铁 子
,

充分说明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之间的过渡期
,

乃是一个降水与热量丰富的时期
。

鉴于古红壤

上部 p H 值较高
,

有些地方含砂姜以及粘土矿物 以水云母为主的特点
,

从而证明
,

古 红 壤

可经复钙过程并在现代 自然条件下形成黄褐土
。

另一方面
,

中更新统和上更新统地层多个砂

姜层 的出现
,

说明当时地壳呈间歇性下降运动
,

并伴随出现沉积作用与成土作用的不断更替
。

`

2
、

本区位于地表层
、

作为成土母质 的上更新统黄褐色亚粘土和黑褐 色 亚 粘土
,

实 际

上是两种古土壤
。

它们同样具有垂直裂隙
,

粘粒胶膜
、

铁锰胶膜及铁子
,

但数量与发育程度

都不如 Q Z
古红壤

,

反映出一种温湿的气候环境
。

大量砂姜的出现
,

则表明它们在晚更新世曾 `

经历过复钙过程
。

鉴于
“

钙包铁
”

现象标志着砂姜形成于铁子之后
,

故可推断在晚更新世后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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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气候已经变为干
、

寒
;

或者说是一种半湿润
、

半干旱的气候
。

土壤微形态的研究和其他有

关分析表 明
,

这两种古土壤经过复钙及近代成土过程发育为黄褐土
,

反映了新
、

老成土过程

的发育重叠
,

因而是一种多元发生过程 的产物
。

3
、

实践证明
,

第四纪地层岩性和成因类型的研究
,

必须注意考察古土壤
,

因为只要有

. 沉积间歇
,

各种 内外营力所产生 的堆积物
,

就必然会在当时各种成土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土

壤
,

随后又被新的沉积物所埋藏
。

这种埋藏的或者业已暴露地表的古土壤
,

是第四纪古地理

环境极详细 的记录
。

因此
,

研究古土壤
,

特别是注意研究那些与现代 自然条件不谐调的残遗

特征
,

对于解决第四纪地层中的
、

尤其是第四纪古地理环境中的许多问题是十分有益的
。

古

土壤学及古土壤微形态学
,

已在第四纪研究中显示串独特的
、

不可取代 的作用
。

我们应重视

并充分运用这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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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山地
,

水
、

肥是个限制条件
。

因此
,

在确定开山规模和选择种植作物时
,

应有一个

切实可行的水肥规划
。

对此
,

要加强技术指导和统一规划
,

避免盲目垦植
、

垦而不保和用而

不养
,

力求开一片
,

巩固一片
。

对于已有茶果园
,

还有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提高投产率

的任务
。

要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水肥给源
。

据邻省的经验
,

每亩早地约需配置 5 0一 60 m “ 的山塘
;

在水源较缺而经济技术条件许可 的地方
,

可以采甩喷灌形式
,

省水而见效
。

要广辟有机肥源
,

在茶
、

果园或农作物中套种绿肥是一举多得的措施
,

但不宜提倡铲除自然草皮来专种绿肥
。

要

讲究因土改 良
、

因土施肥
,

对于酸性强的土壤
,

可适施石灰 , 红
、

黄壤要增施氮
、

磷肥
,

要

讲究施用方法
,

以提高有效性和利用率
。

不同性质母岩发育的土壤
,

钾和微量元素差异明显
,

也要区别对待
,

因土制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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