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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黄山土壤的特性
,

按照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

讨论了黄 山土 壤的分类间题
。

认为黄山

从基带的准红壤 向上依次为准黄壤
、

腐棕土
,

局部地方有 潜育土
。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
,

地跨太平
、

款县
、

黔县和休宁 4 县之 间
。

主峰莲花峰海拔 18 6 7米
,

相对高差达 1 4 0 0米
。

黄山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 1 9 9 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确定为

“

世

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
”

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之中
。

戴 昌达等人和 4 省边界联合考察组曾对黄 山土壤进行过调查研究 1[,
“ 〕 。

本文试 图依据
“

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对黄山土壤类型进行区分
。

一
、

成土条件

黄 山系中生代燕 山期岩浆侵入形成
,

以粗粒斑状花岗岩为主
。

岩石呈肉红色或灰 白 色
,

化学成分 以5 10
:

为主 ( 占75
.

1% )
,

是酸性母岩
,

这对酸性土壤的发育是有利的
。

黄山大部分

土壤都是发育于花岗岩风化物
。

由于山上山下成土母质较为一致
,

土壤性质有较 好 的 可 比

性
。

黄山气候受区域气候和山地地形的共同影响
,

有明显的垂直差异
。

气象资料表明 (表 1 )
。

位于 1 8 4 0米的光明顶气象站的年平均气温比山下 (太平站及款县站 )低 8
.

6一 7
.

7 ℃ ,

而年降水

量则比山下高 7 50 一 9 00 毫米
。

山麓的款县站及太平站的年干燥度小于 1
,

而 7
、

8
、

9
、

10

月的千燥度均大于 1 ,

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光明顶年干燥度小于 1

,

全年各月干燥度均

低于 1 ,

为温带非常湿润季风气候
。

光明顶全年雾 日26 5天
,

云海 日 5 2个
。

这些不同的 气 候

特征对 自然植被的分布和土壤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
。

黄山在海拔 5 00 米以下为人工垦殖栽培区
,

原有植被已被破坏殆尽
,

现 已成为居民点
,

山

坡 开垦为农田
。

仅在汤 口 对面山坡上 尚残存一小片苦储纯林及杨村对面的青冈栋林
,

它部分

地反映了这里原有植被状况
;
在海拔 5 00 一 1 0 0 0米为常绿阔叶林带

,

代表树种〔 3〕有苦 储
、

青

冈栋
、

甜储和小叶青冈等
;
在海拔 9 00 一 1 2 5。米为落叶一常绿阔叶混交林带

,

常绿树种 有 青

冈栋
、

褐叶青冈
、

青拷
、

交让木等
,

落叶树种为缺曹枫香
、

水青冈
、

银鹊树等
,
在海拔 1 2。。

* 本文承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搜研究所 张俊民
、

陈 志诚先 生指正
。

土样 分析得 到浙 江农业 大学
、

杭州土城 测试中心
、

浙

江 农科院的帮助
。

气象资料 由喻家龙 同志提供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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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5 0 0米为落叶阔叶林带
,

主要乔木有华千 金榆
、

米心水青冈
、

地锦械等
;
在海拔 1 4 0 0一 1 6 5 0

米是 以黄山栋为主的 山地矮林和 山地灌丛带
,

主要树种有黄 山松
、

黄山栋
、

黄山杜鹃等
,
在

海拔 1 6 0 0一 1 8 4 0米的山顶为山地草甸
,

以沼厚草
、

野古草为主
,

其次有龙须草
、

黄山凤毛菊
、

地榆等草本植物
。

表 1 黄 山 气 温 和 降 水 量 的 垂 直 变 化
*

}海拨 ! 年均

气象站 { 高度
「

气温

l ( 了n ) ( ,C )

年均
最高
l
毛温

年均
最低
气温

年降

水 量

( m m )

年 蒸

发 量

( m m )

日照 》 10 ,C 千燥度 资 料 年 4七

( ℃ ) ( ℃ ) 时数 积 温

大凤

日数

(天 )

用日)年水数峡

ù̀ù Jta性刀门月Oó
.` .

on八“光 明顶 18 4 0

1 9 3

I C 9

7 8

4 } 2 1 8

5
.

0

1 1
.

0

12 2

2 3 9 5

1 5 3 7

1 4 9 8

1 8 3

] 6 3

工5 3

1 1 2 1

1 1 5 7

1 2 7 7

18 ] 0

17乙3

1 9 5 5

2 3 2 2

吐8 G7

5 16 4

1 3 0

1改

4

19 5 6一 19 8 0

19 6 1一 1 9 8 0

1 9 6 1一 1 9 8 0

.110川巧16太救 平县

* 引 自黄山
、

欺县
、

太平气象站资料
。

二
、

土壤理化性质

(一 )土坡颇 色与颗粒组成

黄山土壤颜色通常偏黄色或黄棕色
。

表 2 表明
,

款 8 和欺 3 号土 B 层颜色为 亮 红 棕 色

( 5 Y R S / 6 )和暗红棕色 ( 5 Y R S / 4 ) ;
款 7

、

款 1 9
、

皖 3 和皖 4 号土为浅黄色 ( 2
.

5 Y 7 / 4 )和亮

黄棕色 ( l o Y R 7 / 6 ) ;
皖 5

、

款 1 7
、

款 2
、

和款 5号土为灰黄棕色 ( 10 Y R S / 3 ) , 款 6 号上 G层为

淡绿灰色 ( 10 G Y 7 / 1 )
。

黄山土壤的颜色特征与该山区多雨水
,

湿度大有关
。

表 2 黄

土 号 地 点

二龙桥

逍遥 亨

二道亭

产一
一一

~

一{ 海赞
度

山 土 壤 主 要 发 生 层 的 颜 色

发生层
采 土 深 度

( e
m )

土 色
(干土 )

BBB
ù

111残玩BCBBIBB300c60溉枷890410630晰772
003为了揪撤狱

纸 19

皖 3*

皖 4*

皖 5*

欲 1 7

软 2

款 5

欺 6

慈光阁

云谷寺

半山寺

排云亭

始信 峰

光明顶

天 海

西海门

4一 60

3 0一 7 1

15一 4 5

16一 4 5

心5一 6 0

2 7一 6 6

6 6一 1 0 0

2 3一 6 6

2 0一 6 5

1 9一 2 9

4 0一 6 0

17 4 0 A C 2 0一 2 8

15 8 0 G 2 8一 4 8

亮红棕色 ( SY R S / 6 )

p音红棕 色 ( S Y R S /连)

暗黄棕色 ( l o P R s / 3 )

暗黄棕色 ( 10 Y R 4 / 2 )

暗黄棕色 ( x o Y R S / 4 )

亮黄棕色 ( 2
.

5 Y 7 / 6)

浅 黄 色 ( 2
.

5 Y 7 / 4)

亮黄棕 ( 10 Y R 7 / 6 )

亮黄棕 (土OY R 7 / 6 )

灰黄棕 ( z o Y R S / 3 )

灰黄棕 ( z o Y R S / 3 )

灰黄棕 ( 10 Y R S / 3 )

淡绿灰 ( z o G Y 7 / z )

*引自参考文献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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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土壤颗粒组成反映了土壤发育年龄较轻的特点
。

表 3 表明
,

歇 8 号上B 层粘 粒 (才

o
.

o o r毫米 )含量为 3 7
.

9 % ; 款 7
、

款 1 9
、

皖 3
、

皖 4 号土为 2 5一 2 5 % ; 皖 5
、

款 1 7
、

款 2 和

救 5 号土为 18 一 26 %
。

B 层土壤的粉粘比率以款 8号土为最小
,

为 0
.

69 ;
但 比山同类 母质发育

的铁铝土纲红壤要高得多
。

而敦 7
、

款 19
、

皖 3
、

皖 4
、

皖 5
、

款 1 7
、

款 2 和狱 5号土在 1
.

6}’ 一

3
.

05 之间
。

说明黄山山麓土壤的风化程度较 山的上部土壤强烈
。

除款 8 号 土外
,

其他
_ 一

卜壤的

粉粘比都大于 1 ,

表明黄山地区土壤发育年龄相 对较轻的特点
。

表 3 黄 山 土 壤

颗 粒

的 颗 成 ( % )

土采 度深
」二号

欺 8

海 拨
高 度

( m )

组

粒 组

成 (粘径
:

n l n l

发生层

A

( e n l ) 1一 0
.

0 5
。

.

。 5一。
.

。。 1

…< 0
`

0 0 1 < 0
.

0 1

{ 粉 粒
质 地

粉
,

粒

0一 4

4一 6 0

6 0一 1 0 0

3 7
.

6

5 6
.

7

4 0 3

4 5
_

选

2 6
.

艺马

4 6
.

0

5 3
.

1

4 6
,

7

重壤土

重壤 土

重壤土

2
.

5 8

0
.

6 9

1 勺2

6QJ一古几nnó
...-.

7785八u,工n舀六乙,Jn乙

欲 7

款 1 9

2一 1 2

1 5一 4 5

遵5一 7 0

3 6
.

6

3 4
.

6

3 7 1

连4
.

8

4 5
.

4

4 6
.

4 1 6
.

5

3 7
.

7

4 8
.

4

4 5
.

6

中壤 土

重壤 土

重壤土

2
.

40

2
.

2 7

2
,

8 2

啥尸工O谧扑J呀1 6一 4 5 4 0
.

8 2
.

1 7

2 5 4O曰ot勺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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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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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0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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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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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8

几0
.

1

3 8
.

0

2选 8

1 6
.

G

1 8
.

6

1 0
.

5

1 0 芯

中壤上

中壤」几

中壤土

轻壤上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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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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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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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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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一 4 0

4 0一 6 0

3 8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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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0
_

4

4 7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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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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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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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2 0一 2 8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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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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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土壤 p H值和交换性能

黄山土壤的 p H 值无明显的垂直分异
,

都呈酸性反应
,

但交换性能有较 明显差异
。

土壤阳

离子交换量与粘粒含量的比率 ( C E C /粒粘 )在一定程度上可综合反映粘粒的矿物组成
,

是鉴定

铁硅铝层和铁铝层的主要定量指标 〔幻 。

表 4 表明
,

款 8号土 B层 C E C /粘粒值为 0
.

2 9 ,

款 7
、

欺

2邵8



表 4 黄 山 土 壤 的 p H和 交 换 性 能

层发生 A B
高度拨海m

土号

救 8 3 0 0

C B

A

款 3 6 6 0,

B

B C

A

歇 7

歇 1 9

8 2 5一 B

, } B C

…
B l

一
8` 0一” 2

’

B C

Bl玩BC一lA戈BIA戈Bl巧A

皖 3

皖 4

8 9 0

1 4 10

皖 5 12 6 5 0

歇 6

. 16 4 6 B

一
B C

一 {
A

1 7 72 1 A B

…
。

…
一

元
17 4 0

,

B
f

一 A

一

15 80 A G

一 G一1752歇款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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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皖 3 号上C E C /粘粒值为 0
.

24 一 0
.

3 6
,

二者均大 J
“ 0

.

2 4
。

B) 云E C E C /粘粒值款 8
一

号土为

0
.

27
,

款 7
、

歇 19
、

皖 3
一

号土为 0
.

22 一 0
.

58
,

二者均大于 0
.

1 5〔 4〕 ,

表明它们具有铁硅铝土纲

的诊断指标
。

因而有别于铁铝土纲的红壤与黄壤
。

皖 5 号
、

款 17
、

款 5 号土 B层 C E C /粘粒值

为 0
.

0 6一 0
.

6 7 ,
E C E C /粘粒值为 0

.

0 5一 0
.

4 5
。

表 4 还表明
,

黄 山土壤 B 层的盐基饱和度较低
,

说明土壤受强烈的琳溶作用
。

款 8
、

款

3 号土为 3 6
.

3一 41
.

7 %
,

款 7
、

款 19
、

皖 4 号土 B 层盐基饱和度低
,

为 10 一 22 %
。

除皖 3 号

土外
,

各层的盐基饱和度都大于 35 %
,

B C层也达 47 %
,

这是因为该剖面靠近古老 寺院
,

原是

一片老茶园
,

长期受人为耕作活动之故
。

皖 5
、

款 17
、

款 2
、

款 5
一

号土盐基饱和度为 6一 20 %
’

低于 山麓土壤
,

这 与海拔高度增加
,

年雨量增大
,

淋溶作用增强有关
。

土壤交换性酸以歇 17

号土的A 层和 B C层为最高
,

皖 3 号土为最低
。

交换性酸主要是由交换性铝引起的
,

交换性氢

的含量还不及交换性酸总量的 15 %
,

表明该土壤有相当数量铝离子进入交换性复合体
,

致使

铝饱和度高
。

款 8
、

款 3 号土 B 层铝饱和度为 51 一 6 1%
,

款 7
、

敦 19
、

皖 3 和 皖 4 号 土 为

2 6一 8 9%
,

皖 5
、

款 1 7
、

歇 5号土为 8 0一 9 0 %
,

款 6 号土为 5 2一 6 4 %
。

( 三 )土坡铁 的化学特性

黄山土壤全铁含量以歇 8号土为最高
,

达 6
.

05 % (表 5 )
,

B 层游离铁含量 2
.

盯%
,

铁的

游离度 3 4
.

2 %
。

欺 19 号 土 B 层游离铁为 1
.

65 %
,

铁的游离度接近 40 %
。

皖 5
、

款 17
一

号土 B 层

活化铁的含量和铁的活化度较高
,

分别为 1
.

60 一 1
.

94 %
, 7 1

.

4一 7 7
.

4 %
。

这是 由于它们分布

在 1 6 00 米 以
一

上的湿润条件下
,

在 山地草甸群落及腐殖质的作用下
,

其活化铁的含量和铁的活

化度均较高
,

表明成土作用较短
。

此外
,

黄山土壤铁的水合系数随海拔高度 的上升而明显增

加
。

这与赵其国〔5 〕等人的结果相一致
。

表 5 黄 山 土 壤 铁 的 特 性

—
~

— 一 - 一了 一一— 一
.

一
- -了一一- - 一- ~ 一叮一 一 - ~ 一一一 - - - , 尸 - - - -一 - ~ 一一一气-一肉~ - - ~ 一如一 - 尸一

一
~ ~ 尸

,

一
海拨

高度

( n l )

{ 采

发生层 深

样 } 全 铁 { 游 离 铁 } 活 化 铁 , 游 离 度 { 活 化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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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粘较的化学组成 与粘土矿物

表 6 表明
,

黄 山的歇 8
、

歇 3 号土 B 层粘粒硅铝率为 2
.

20 一 2
.

39
,

小于 2
.

4
。

粘土矿物 以

高岭石为主
,

其次为蛙石
、

绿泥石和石英 (表 7 )
。

与安徽九华 山〔的花 岗岩母岩发育的基带土

壤相一致
,

而不同于武汉地区〔 7〕铁硅铝土纲的棕红壤
。

款 7
、

款 19
、

皖 3 和皖 4 号土 B 层粘

粒的硅铝率在 1
.

46 一 1
.

88 之间
。

粘土矿物 以蛙石
、

绿泥石和高岭石为主
,

伴有伊利石和石英
。

并有较多的三水铝石出现
。

皖 5
、

歇 1 7
、

款 2 和款 5 号土 B 层粘粒的硅铝率 2
.

2 0一 2
.

77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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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黄 山 土 壤 主 要 发 生 层 粒 粘 〔< 0
.

o ol m m )的 化 学 组 成

{ 海 拨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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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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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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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_

4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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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G 2 8一 4 8 2 3
.

0 7 16
.

6 0 4 0 2 2
.

0 4 2
.

3 6

黄山土壤主要发生层粘粒矿物类型

土 号 海拨高 度
( m )

`

发生层
采土深度

( c m )
蒙皂石

蛙 石
绿泥石

伊利石 ! 高岭石 三水铝石 石 英

歇 8

款 3

款 7

3 0 0

款 1 9

皖 3

皖 澳

皖 5

十 +

十 十

+ 十

1 6 3 0

款 1 7 1 6选 6 + 十

1 7 7 2

1 74 0

救 6 15 8 0

{
-

一一一

口一二软一款

十 +

于山麓土壤
。

粘土矿物以蛙石和绿泥石为主
,

伴有石英和高岭
,

有三水铝石
。

欺 6 号土 G 层硅铝率为 2
.

3 6
。

粘土矿物以石英为主
,

伴有蛙石
、

绿泥石和高岭石
。

三
、

关于土壤分类问题

黄山土壤的垂直带谱明显
。

在海拔 70 0米以下的款 8 和歇 3 号 土的 B 层颜色为亮红 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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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黄 山 土 壤 土 体 化 学

化 学

组 成

组 成 (占灼烧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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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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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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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2 2。

0 4 3
.

7 0
、

0
.

0 6衣

0 4 5
.

4 8 0
.

0 3 6

12
·

玲

暗红棕色
,

C E C /粘粒值大于 0
.

2 4 ,

E C E C /粘粒值大 于。
.

1 5 ,

具有铁硅铝层的诊断指 标 〔“ 〕

具有铁硅铝层的土壤大体相当于处在初级富铁铝化阶段
。

粘粒硅铝率 < 2
.

4 ,

这是区别 铁 硅

铝土纲棕红壤与准红壤的主要指标 〔` 〕。

粘土矿物以高岭石
、

蛙石和绿泥石为主
。

B 层土体氧

化钾含量小于 3
.

5 % (表 8 )
。

气温为 1 3
.

8一 x 6
.

4 ℃ ,

土温为 1 5
.

8一 1 8
.

4 ℃ (年均气温加 2 ℃ )

按首次方案〔即规定属热性土壤
。

土壤水分为润湿状况
。

故 山麓的款 8 和款 3 号上应属铁硅铝

土纲
,

湿润铁硅铝亚纲
,

准红壤土类
。

故为普通准红壤亚类
。

分布在海拔 7 00 一 1 4 0 0米地段 内的款 7
、

款 1 9
、

皖 3 和皖 理号土的 B层颜色为黄棕色
,

C
-

E C /粘粒值 > 0
.

2 4 ,

E C E C /粘粒值 > 0
.

15
,

符合铁硅铝层定量指标
。

粘土矿物中普遍 出 现

三水铝石
,

故粘粒硅铝率较低为 1
.

46 一 1
.

8 8
。

盐基饱和度小于 3 5 %
。

救 19 号剖面 B 层铁的游

离度接近 40 %
。

B层土体氧化钾为 3
.

18 %
,

小于 3
.

5 %
。

说明土壤中碳酸盐类彻底淋失
,

交换

性盐基中度 淋失
。

原生铝硅酸盐矿物进行分解
,

二氧化硅部分淋溶
,

形成 2 : 1型或 2 : 1 :l 型
,

以及 1 :1 型粘土矿物
,

处于富铝化初级阶段
。

因而明显的有别于富铝化过程较弧的黄壤
。

该地

段的土壤类型根据
“

一

首次方案
”

属于铁硅铝土纲
,

常湿润铁硅铝
:
l: 亚纲

,

准黄壤土类
,

普通准

黄壤亚类
。

按首次方案〔“ 〕规定属腐殖质准黄壤亚类
。

在海拔 1 6 0 0一 1 8 0。米地段 内的皖 5
、

款 1 7
、

狱 2 和款 5
一

号土 山于气候冷湿
,

植被为 山地

草甸群落
。

土壤的发育以生草化作用 占优势
,

其主要特点是有机质含量商
,

有机质层厚
。

如

款 5 号土
,

表层有机质含量为 2 2
.

8 %
,

28 一 33 厘米土层内
,

有机质含量 7
.

65 % ; 救 17 号 土表

层含量 1 2
.

2 %
,

19 一 29 厘米土层内
,

有机质含量为 7
.

23 %
。

B 层颜色呈灰黄棕色
。

粘土矿物

以 2 :1 型 (蛙石
、

蒙皂石 )及 2 : 1 :1 型 (绿泥石 )为主
,

有三水铝 石出现
。

粘粒硅铝率 》 2
.

4( 款 2
、

皖 5 号土由于三水铝石的存在
,

故硅铝率偏低 )
,

具有硅铝层诊断指标
。

全年各月干燥度都小于

1 ,

土壤水分状况属常湿润
,

年气温为 7
.

8 ℃ ,

土温为 9
.

8 ℃ ,

属湿性土壤 〔8〕 ,

结合上述土壤

化学方面诊断特性
,

该土壤应属硅铝土纲
,

常湿润硅铝土亚纲
,

腐棕土类
。

由于盐基饱和度

都小于 50 %
,

故属不饱和腐棕土亚类
。

歇 6 号土只见于西海 门附近的小片浅平洼地
,

生长沼泽植物群落
。

表层有招厘米厚的腐

( 下接第2 5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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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自然降雨淋失外尚有少量积余
,

故青棵地后期土壤速效磷含量反而略有增加
。

( 二 )不同施磷水平对青裸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1
.

施磷对植株氮磷营养的影响 表 4 资料表明
,

磷肥用量不同
,

明显影响青棵体内的磷

素含量
,

而且也明显影响植株的氮素含量
:

施磷越多
,

植株吸磷越多
,

而氮素含量越低
。

表 4 不同施磷量对青棵体内 N O 3

一 N 和 P : 0 5

含量的影响

土 壤试验 处理 小 区试验 处理

生 育 期
养 分含量 *

( m g / k g )

分 桑 期

N O
3 一 N

P Z
O

S

N / P

N O
3 一N

P Z
O

S

N / P

`

;:

( 3 )

3 90

1 10

( 4 )

3 4 0

1 7 5

( 5 ) ( 1 ) { ( 2 ) ( 3 ) ( 4 )
’

( 5 )

2 7 0 1 4 10 ; 4 0 0 { 3 7 5 { 3 6 5 2 10

3 10 1 5 0 一 8 0 一 1 0 0
1

1 3 U 艺匕U

140706
产r、.汤“

拔 节 期

2

:: ::: :::
2

;:
1 80

6 0

1 5 0
{ 13 5

、

9 0

7 5 1 0 0 1 60

2 0 1 4 一
O

晚们ù互口, .丹七On,立
0
ù
nnJ六Uǎ匕ǹ

* 测定方法
:

N O
3
一N

,

植株汁液变 色酸 比 色法 , P :
O

。 ,

植株汁液 钥兰 比色法
。

2
.

施磷对青棵生长发育和产量 的影响 磷肥用量不同和土壤速效磷含量高低
,

对春
一

青棵

的生长发育
、

生物学产量和经济产量均有十分明显的影响
。

考种测产资料表明
,

施用磷肥对

春青棵 的分孽
、

株高
、

穗长
、

穗粒数
、

成穗率
、

千粒重和产量的影响
,

都有积极 的正效应
,

而

且增产幅度极为明显
。

以不施磷肥的处理 ( 1) 为对照
,

小区试验处理 ( 2) 一 ( 5 ) 的增产 幅度依次

为 2 3
.

9
、

5 4
.

6
、

6 9
.

3
、

和 7 2
.

3 % ; 土坑试验处理 ( 2 )一 ( 5 ) 的增产幅度更大
,

依次为 3 6
.

5
、

8 1
.

3
、

9 6
.

9
、

和 1 0 3
.

1 %
。

(上接 第 2 5 2 页 )

泥层
,

有机质含量为 3 6
.

7 %
,

在土体下部有明显的潜育特征 ( 28 一 48 厘米为潜育层 )
,

有强亚

铁反应
,

颜色为淡绿灰 ( 1 0 G Y 7 / 1 )
。

土壤 p H 4
.

4一 4
.

9
。

盐基饱和度为 18 一 28 %
。

粘 粒 硅铝

率为 2
.

3 6 ,

粘土矿物类型有蛙石
、

绿泥石和高岭石
。

土壤水分为常湿润状况
。

该土壤应为潮

湿土纲
,

常湿润土亚纲
,

潜育土土类
,

普通潜育土亚类
。

尽竹黄山中部和上部土壤普遍存在三水铝石
,

但据研究
,

它们是斜长石的初期风化产物
。

在适宜的条件下
,

只要母质较疏松而淋溶作用又较强时
,

斜长石就有直接分解为三水铝石的

可能 〔” 〕。

从而使轻度风化的土壤中出现三水铝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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