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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即喀斯特土壤。通过对喀斯特土壤已发表文献的研究并结合后寨河小流域

内 2 755 个土壤剖面信息，探讨了喀斯特区域内土壤类型及其差异，对喀斯特土壤进行了定义并辨析了在纯碳酸盐岩地区喀斯特土

壤与喀斯特区域土壤的区别。结果表明：后寨河流域共有石灰土、水稻土和黄壤 3 大土类，石灰土主要分布在海拔 1 250 m 以上的

区域，且随着海拔的升高，分布相应增多，水稻土和黄壤主要分布于海拔 1 350 m 以下的区域；石灰土主要分布在流域东部峰丛洼

地及中、西部山峦上，水稻土主要分布在流域东部洼地及中部河流西侧，黄壤分布无明显规律；不同土类剖面形态特征差异较大，

石灰土平均土壤厚度(49.68 cm)低于水稻土(84.33 cm)和黄壤(85.54 cm)，但石灰土平均石砾含量(7.94 g/kg)却远高于水稻土(4.28 g/kg)

和黄壤(4.54 g/kg)；石灰土、水稻土和黄壤的土壤厚度与坡度均呈负相关关系，平均坡度分别为 18.92°、1.52°和 3.23°。根据喀斯特

的定义，喀斯特土壤应是喀斯特岩石发育形成的石灰土，而不应理解为分布在喀斯特区域的土壤，但大量文献中存在着对喀斯特土

壤定义混淆的现象，辨别二者对石漠化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普定后寨河小流域土壤剖面信息也证明纯碳酸盐岩区域不仅仅有石灰土，

还存在其他土壤类型，因此喀斯特区域土壤包含喀斯特土壤和非喀斯特土壤，而喀斯特土壤应特指由碳酸盐岩发育形成的石灰土。

正确认知土壤的基本属性、土壤与植被的关系和土壤与母岩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辨别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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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rst soil, a new vocabulary, appeared currently in the study of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governance. Through 

analyzing literatures on karst soil and combining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2 755 soil profiles in the Houzhai River Watershed in 

Puding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soil types and their differences were explored, the correct definition of karst soil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karst soil and soil in karst region in pure carbonate rock area was distinguis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three major soil groups in the Houzhai River Watershed: limestone soil, paddy soil and yellow soil, 

the limestone soil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areas above the altitude of 1 250 m, and increas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altitude. 

Paddy soil and yellow soil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areas below 1 350 m in altitude. Limestone soil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eaks and depressions in the east of the watershed and in the mountains in the middle and west of the watershed. Paddy soi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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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depressions in the east of the watershed and the west of the middle rivers, but the yellow soil is 

distributed irregularly in the watershe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profil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ree soil 

groups. The average pedon thickness of limestone soil (49.68 cm) is lower than those of paddy soil (84.33 cm) and yellow soil 

(85.54 cm), but the average gravel content of lime soil (7.94 g/kg) is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paddy soil (4.28 g/kg) and yellow 

soil (4.54 g/kg); Soil thicknes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lope for the three soil groups, and the average slope was 18.92° for 

lime soil , 1.52° for paddy soil and 3.23° for yellow soil.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karst, karst soil should be defined as a 

calcareous soil derived from karst rocks, not soils distributed in karst region. However, lots of literatures confound the definition 

of karst soil, so differentiating karst soil and soils in karst reg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Soil profile data from the Houzhai River Watersheds indicate that in the pure carbonate area there is not only 

calcareous soil but also other soil types. Therefore, soils in karst region contains karst soil and non-karst soil, karst soil should 

specifically be referred to calcareous soil derived from carbonate rocks. It can better distinguish karst soil and soils in karst region 

by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soil basic proper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s and veget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s 

and parent rocks. 

Key words: Karst soil; Soil in karst regions; Calcareous soil; Rocky desertification 
 

喀斯特石漠化是我国 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

一[1-2]，它是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导

致类似荒漠化景观为标志的土壤退化过程。自 2008

年以来，喀斯特石漠化治理被纳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建设中一项重要内容，虽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3-4]，但当前喀斯特石漠化现象仍然不容乐观，截

至 2015 年喀斯特石漠化面积仍高达 9.2 万 km2[5]，石

漠化严重制约着喀斯特地区可持续性发展，直接威胁

着两江流域生态安全[6]。 

随着石漠化的加剧，喀斯特土壤流失明显，支撑

植物生长的能力被严重削弱，导致植被退化，进而使

喀斯特土壤的基本结构受到破坏。土壤贫瘠、持水能

力下降、植物受到频繁的恶化环境胁迫，导致植被无

法正常生长或 终走向死亡，增加喀斯特石质荒漠化

的风险，进一步导致喀斯特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些都

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对喀斯特土壤资源生产力及可持

续性的严峻挑战[7-9]。喀斯特石漠化的本质是喀斯特

土壤的物质组成、理化性质和生产性能从根本上发生

变化，进而环境恶化，岩石大面积裸露[7,10]。而土地

利用方式、人为活动及干扰程度对喀斯特土壤的变化

有着显著的影响[11]。因此喀斯特土壤的改善和合理利

用是土壤可持续能力和生产力提高的重要体现，更

是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的关键。目前，植被恢复已成

为喀斯特山区防治石漠化和促进生态可持续性发展

的重要措施，其物种选择必须遵循“适地适树”的

原则[12]，若违背这一原则，必将导致植被恢复的失

败。明晰喀斯特土壤类型成为有效控制石漠化发展和

改善生态环境的必要前提。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已发表的文献，结果表明，文

献篇名直接使用“喀斯特土壤”的有 34 篇，间接使

用“喀斯特土壤”的高达 3 613 篇。随着石漠化研究

的深入，“喀斯特土壤”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词汇受

到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喀斯特土壤的科

学性解释将是未来喀斯特地区极具价值性的研究问

题，对于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和生态修复具有重要的意

义。为此，本研究以后寨河流域土壤为例，充分了解

喀斯特区域内土壤类型及其差异，试图阐述喀斯特土

壤的正确定义，辨析在纯碳酸盐岩地区喀斯特土壤与

喀斯特区域土壤的区别，为今后喀斯特地区的研究提

供更好的导向及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后寨河小流域位于贵州省普定县，属于高原型喀

斯特小流域，流域面积为 75 km2(其中，陆地面积占

98.89%，水域面积占 1.11%)，覆盖城关镇、马官镇

和白岩镇等地，地理位置在 105°40′43″ ~ 105°48′ 

2″E，26°12′29″ ~ 26°17′15″ N，海拔在 854.1 ~ 

1 567.4 m，气压在 806.1 ~ 883.8 hPa。年均气温为

15.3℃，年均降雨量为 1 170.9 mm 以上，年蒸发量为

920 mm。流域内分布地层为 T2g，属中三叠关岭组

地层，该地层为石灰岩、白云岩和泥灰岩 3 种类型

的岩石。土壤主要有石灰土、黄壤和水稻土。植被主

要有柏木(Cupressus funebris Endl.)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响叶杨(Populus adenopoda Maxim)、香

椿(Toona sinensis(A.Juss.)Roem.)等；灌木主要有火棘

(Pyracantha floruneana) 、月月青(Iteailicifolia)、小

果蔷薇(Rosa cymosa)等；农作物主要有水稻(Oryz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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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a Oryzaglaberrima)、玉米(Zea mays Linn. Sp.)、大豆

(Glycine max(Linn.)Merr)、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等。 

1.2  样品采集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 ArcGIS 10.3 对研究区 1∶

10 000 地形图进行网格法样点布设，网格面积为

0.15 km × 0.15 km，在网格中心设置样点 3 333 个，

因河流、公路、房屋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样点 2 755

个。基于研究区地形图与野外实地调查，在每个样点

处挖据 1 m 深的土壤剖面，土壤厚度不足 1 m 时挖掘

至基岩深度，土壤样品自上而下分层采集，用自封袋

装好并编号后带回实验室。 

1.3  样品处理及测定 

每个采样点需记录土壤、母岩、坡度及所处位置

等信息，并测定土壤厚度和石砾含量等指标。 

1.4  数据分析 

研究数据利用 ArcGIS 10.3、Microsoft Excel 

2007、SPSS19.0 等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土类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根据《中国土壤分类系统》[13]，对 2 755 个采样

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流域内共有石灰土、水稻土和

黄壤 3 大土类(图 1)。其中，石灰土包括黑色石灰土、

黄色石灰土、大土泥、小土泥、白大土泥、白沙土 6

大土属，水稻土包括大泥田和黄泥田 2 个土属，黄

壤仅有黄泥土 1 个土属。在整个后寨河流域内，由

于地形地貌复杂、成土母质多样，各属性土壤相间分

布且空间差异性较大。黑色石灰土与黄色石灰土主要 

分布在流域东部峰丛洼地及中部和西部的山峦之上。

黄泥田与大泥田主要分布在流域东部洼地区域及中

部河流西侧，其余属性土壤分布较散，无明显规律。

基于各土属的样点数，后寨河流域土壤分布概率从高

到低依次为：黑色石灰土(19.06%)、黄泥土(16.84%)、

小土泥 (15.86%)、黄色石灰土 (14.63%)、黄泥田

(10.64%)、大土泥(8.17%)、大泥田(6.46%)、白大土

泥(4.54%)和白砂土(3.81%)。 

 

图 1  后寨河流域土壤类型空间分布特征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types in Houzhai River Watershed 

 
2.2  不同土类在土壤剖面上的差异 

据野外调查，流域内不同类别土壤的剖面形态差

异较大(表 2)。石灰土往往缺少淀积层，其土层较薄；

黄壤土层连续，土体厚重；水稻土受人为干扰较大。

土壤剖面是土壤内在性质的外部表现，是成土因素长

期作用的历史记录，通过土壤剖面能够更好地识别喀

斯特区域内的土壤类型。 

表 1  不同土类土壤剖面特征 
Table 1  Profile features of different soil groups 

土类 土体结构 主要剖面特征 

石灰土 A-D 或 A-AB-D 土层浅薄，坡面上石灰土厚度在 30 ~ 50 cm，泥灰岩发育的石灰土稍厚；腐殖层较为明显，呈暗棕色至

灰黑色，厚度差别较大，质地黏重；淀积层(往往缺失)为块状或棱块状，土壤紧实黏重，暗色的腐殖层

仅经过色泽稍淡的过度即达母岩 

水稻土 Aa-Ap-G 或
Aa-G 

受人为活动影响，耕作层颜色较深，疏松多孔，在 20 cm 以上；犁底层厚度在 10 cm 左右，因受农具挤

压，土壤紧实，多为片状或扁平块状 

黄壤 A0-A-B-C 全土层呈现均匀的黄色至蜡黄色，腐殖质层较厚，10 ~ 20 cm 或更厚；淀积层质地黏重，有时出现铁质

结核，此层土壤厚度变化较大，15 ~ 100 cm 不等 

 

后寨河流域土壤类型多样，且地带性土壤与非

地带性土壤的厚度差异较大(表 2)。不同土壤类型

土壤厚度平均值大小为：黄壤(85.84 cm)＞水稻土

(84.33 cm)＞石灰土(49.68 cm)。从变异系数来看，不

同土壤类型的土壤厚度变异系数大小不同，其范围在

27.77% ~ 60.37%，石灰土相较其他土壤呈现出较强

的变异。 

2.3  不同土类在坡度分布上差异 

流域内不同土壤类型的分布坡度差异较大(图 2)。

不同土壤类型与坡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石灰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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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土类土壤厚度 
Table 2  Pedon thickness of different soil groups (cm) 

土类 样点数 土壤厚度范围(cm) 小值(cm) 大值(cm) 平均值(cm) 变异系数(%)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石灰土 1 811 95 5 >100 49.68 60.37 0.508 –1.08 

水稻土 489 87 13 >100 84.33 29.62 –1.316 0.27 

黄壤 475 93 7 >100 85.84 27.77 –1.784 2.21 

 

图 2  后寨河流域不同土壤类型与坡度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groups and slope in Houzhai River Watersheds 

 

0 ~ 85° 均有分布(A)，水稻土分布于 0 ~ 40°(B)，黄

壤分布于 0 ~ 45°(C)。基于样点数，流域内石灰土、水

稻土和黄壤分布的平均坡度分别为 18.92°、1.52° 和

3.23°。说明流域内石灰土从地势平缓到陡峭的区域均

有分布，而水稻土和黄壤主要分布于地势平缓的区域。 

2.4  不同土类在海拔分布上的差异 

流域内海拔范围在 854.1 ~ 1 567.4 m，其中石灰

土主要分布在 1 250 m 以上的区域(图 3)，在流域内

随着海拔的升高，石灰土的分布相应增多；水稻土和

黄壤主要分布于 1 350 m 以下，海拔>1 350 m 区域分

布较少。相关性分析表明，不同海拔地区的石灰土与

水稻土、黄壤的差异显著，即海拔的不同，导致了后

寨河流域土壤资源分布上的差异。随着海拔的升高，

地理气候环境恶劣，植物生长越发困难，降雨带来的

水土流失逐渐加重，针对不同的土壤类型应因地制宜

选择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从而科学地保护土地资源。 

 

图 3  后寨河流域不同海拔土壤类型分布 
Fig. 3  Altitude distribution of soil groups in Houzhai River 

Watershed 

2.5  不同土类在石砾含量上的差异 

流域内石灰土石砾含量与水稻土、黄壤差异性较

大(图 4)，在 0 ~ 100 cm 土层中，石灰土、水稻土和

黄壤的平均石砾含量分别为 7.94、4.28、4.54 g/kg。

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不同土壤类型的石砾含量均有

所减少，但变化幅度有所差异。 

 

图 4  后寨河流域不同土类石砾含量特征 
Fig. 4  Gravel contents in pedons of soil groups in Houzhai 

River Watershed 

3  讨论 

3.1  喀斯特土壤 

随着石漠化研究的深入，喀斯特土壤已然成为当

前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根据《中国土壤分类系统》的

查阅，并未对喀斯特土壤进行描述。而喀斯特即指碳

酸盐岩发育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地上-地下二元结

构的地貌类型[14-15]。喀斯特土壤的一般理解应是喀斯

特岩石发育形成的土壤，因此喀斯特土壤的正确理解

是碳酸盐岩(主要是石灰岩和白云岩)发育形成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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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土。 

在气候条件的影响下，碳酸盐岩受到强烈的岩溶

作用使得石灰土长期饱含钙素和受到高 pH 影响，盐

基饱和度高，成土速度缓慢，使土壤处于相对年幼阶

段。石灰土淋溶作用不充分，富铝化特征不显著，按

淋溶作用的强弱可以细分为黄色石灰土、棕色石灰

土、红色石灰土和黑色石灰土等 4 个亚类[16]。各亚

类因母岩、海拔、植被、地理环境等外界因素制约，

分布区域又有所不同。研究表明方解石是石灰岩的主

要成分，可和含 CO2 的水产生重碳酸盐随水而流失，

剩下一些不易溶解的物质残留形成土壤，因此在岩溶

环境中土壤形成的年份较长。喀斯特流域内石灰土多

发育于岩溶丘陵山地，其土层较薄，土壤石砾含量较

高，因地形坡度较大，面蚀相对严重，加之喀斯特地

区特殊的二元水文结构使得土壤产生漏失现象[17-18]，

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水流的冲刷下加剧基岩裸

露，形成石质山地，从而使石灰土保持在相对年幼阶

段。石灰土剖面构型简单，腐殖层明显，呈暗棕色至

灰黑色，厚度差别较大，一般为 30 ~ 50 cm，由于地

形原因导致部分样点土层较厚。石灰土大多具有团粒

结构，质地黏重；淀积层为块状或棱块状，紧实黏重，

但往往缺失；暗色的腐殖质层仅仅经过色泽稍淡的过

度即达母岩。研究发现未被破坏的原生植被多为喜钙

的常绿阔叶林或灌草丛草本植物，但现存较少，目前

主要以人工种植为主，有柏木、青冈栎、朴树等。 

因此，正确认识喀斯特土壤，对其现存植被和土

壤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3.2  喀斯特土壤与喀斯特区域土壤辨析 

贵州省喀斯特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3.60%，

全省 95% 的县(市)均有喀斯特分布[19-20]，而由碳酸

盐岩发育形成的石灰土却只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17.90%(不含碳酸盐发育形成的水稻土)，境内还主要

分布着黄壤、红壤、黄棕壤、棕壤、潮土、水稻土等

土壤类型[20-21]。本研究对高原型喀斯特小流域贵州省

普定县后寨河流域的调查同样证明了纯碳酸盐岩区

域不仅仅有石灰土，还存在着大量的水稻土及黄壤

(图 1)。在 2 755 个有效剖面中，有石灰土即喀斯特

土壤 1 811 个，主要分布于东部峰丛洼地及中部与西

部的山脉之上；水稻土 489 个和黄壤 475 个主要分布

在东部洼地和中部的河流两侧，非喀斯特土壤占总样

点数的 35%。55.26% 的喀斯特土壤由石灰岩发育，

39.79% 由白云岩发育，其余 5.01% 由泥灰岩发育；

水稻土及黄壤主要由第四纪黄黏土和砂页岩发育。基

于以上信息，喀斯特区域不仅存在喀斯特土壤(石灰

土)，还包含了非喀斯特土壤(水稻土、黄壤等)。本研

究通过空间范围、土壤剖面、分布坡度、海拔高度和

土壤石砾含量等方面佐证了喀斯特土壤与其他类型

土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了更好地区别喀斯特

土壤，喀斯特区域内由其他成土母质发育形成的地带

性土壤应该称为“喀斯特区域土壤”，而喀斯特土壤

应特指由碳酸盐岩发育形成的石灰土。 

查阅分析喀斯特土壤研究文献，发现存在着大量

对喀斯特土壤定义混淆的现象[22-26]。喀斯特地区的土

壤不可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喀斯特土壤”，这不仅导

致其研究结果的不可靠性，还可能导致人们将其研究

中不确定的认知引用到喀斯特地区的科学研究和生

产实践中。混淆“喀斯特土壤”概念的文献，其主要

体现在对于土壤类型、土壤与岩性、土壤与植被的理

解不充分，误认为研究区设定在喀斯特区域，其土壤

必与喀斯特土壤产生联系，例如部分研究者对喀斯特

森林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其土壤类型与基岩类型、土

壤类型与森林类型产生矛盾的现象[22-26](酸性土壤却

发育于碳酸盐岩，碱性土壤上却生长着马尾松林)，

导致其研究结果不属于喀斯特土壤范畴；关于部分土

壤碳的研究中，没有明确理解喀斯特土壤与喀斯特区

域土壤之间的区别，从而将喀斯特地区出现的红壤归

纳进典型喀斯特土壤[27-28]；再者有研究者将其调查区

域设定在白云岩地区，其土壤剖面信息均为黄壤和黄

棕壤，与石灰土毫无相干，但研究结果都冠以喀斯特

土壤及其相关性质[29]。类似的关于混淆喀斯特土壤

的文献还有许多[30-35]，其特点为：①将喀斯特地区，

非碳酸盐岩发育形成的土壤当成喀斯特土壤(如：将

黄壤、第四纪红色黏土、紫色土、水稻土等误认为属

于喀斯特土壤)；②误以为喀斯特区域的土壤都是碳

酸盐岩发育(如：将红壤、砂质黏土、黄壤等误认为

属于碳酸盐岩发育形成)；③文中所述土壤的母岩和

土类符合喀斯特土壤，但其植被却有矛盾之处(如：

石灰岩发育形成的喀斯特土壤，却生长着马尾松、枫

香等矛盾的现象)；④非土壤学、地质学专业背景的

相关文献，容易误用“喀斯特土壤”一词。正确辨析

两者的意义在于石漠化植被恢复的重要原则——适

地适树。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基础、是恢复区立地的本

质，石漠化地区物种选择必须考虑土壤与植被的关

系[36]，不同植被因地制宜搭配种植才能提高石漠化

地区造林效果和水土保持效益，若对喀斯特土壤认知

存在偏差将会导致石漠化造林树种选择的不确定性、

盲目性，增大植被恢复的难度，同时降低石漠化区域

治理的综合效益，甚至导致石漠化治理失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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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斯特地区可以从以下两种视角出发，判别喀

斯特土壤与喀斯特区域土壤：①从土壤与母质分布的

视角出发。土壤固体部分体积 90% 的矿物质均由母

岩风化而来，母岩又将其性状遗传给母质，母质的性

状又可以遗传给土壤，因此土壤与母岩关系相当密

切，在发育程度较低的土壤中尤为明显[38]。发育在

碳酸盐岩母质上的土壤，由于碳酸盐岩溶蚀作用能不

断释放出钙质，对土壤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酸性物质起

中和作用，因此限制了土壤酸化，降低土壤的发育速

度，致使发育的土壤处在幼年阶段。与之相反，喀斯

特地区发育于砂页岩等酸性母质上的土壤，因为土壤

发育过程中产生的酸性物质被保留下来，土壤的富铁

铝化作用明显，使土壤更容易向地带性土壤演变。因

此，母质对土壤形成尤为重要，不仅影响土壤的理化

性质，更影响土壤发育的速度，甚至在某些条件下影

响土壤形成的方向。贵州碳酸盐岩母质与非碳酸盐岩

母质(砂、页岩)呈现相间带状分布，因此出现了贵州

地带性土壤与非地带性土壤(石灰土即喀斯特土壤)

交错分布的规律[21]。②从土壤基本属性的视角出发。

石灰土的 pH 呈中性、微碱性，盐基饱和度＞50%，

土层薄，质地黏重，富含钙质，有机质含量高(钙-

腐殖质)[39-40]；具有碳酸盐岩性特征，受气候条件影

响，分为黑色石灰土、棕色石灰土、黄色石灰土、红

色石灰土 4 个亚类；原生植被为常绿阔叶林或灌丛草

本植物，其生长植物特性为喜钙，适应中性、弱碱性

生长环境，如青冈栎、构树、朴树、云南樟等。红壤

铁铝聚集、质地较黏重、pH 呈酸性、盐基饱和度低；

其成土母质多样，主要有第四纪红色黏土、砂页岩，

变质岩的风化物；发育于水热条件较好的地段，因而

母岩风化和淋溶作用较强，脱硅富铝化过程彻底；未

被破坏的红壤剖面层次分明，原生植被为偏湿性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以拷属、石栎属和冈栎属占优势，少

数有马尾松、杉、云南松等组成次生林；人工植被以

松、杉和油茶、油桐等经济林分为主。黄壤呈酸性，

土层湿润，含水量较高，富含磷、钾等矿质养分，是

贵州省面积 大的地带性土壤；发育于不同母质，以

花岗岩、砂页岩为主，此外还有第四纪红色黏土；由

于成土条件的限制，极少量黄壤来自隧石灰岩、硅质

白云岩和泥质白云岩；土壤坡面具有明显的发生层

次；原生植被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但保存较少，

被破坏后为次生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灌丛草被，

植被以喜酸性植物为主，常见树种为马尾松、杉木、

木兰、枫香、光皮桦，次生栎类灌丛、蕨类草本(如

铁芒箕)。 

因此，喀斯特土壤与喀斯特区域土壤具有本质上

的区别，喀斯特土壤就是石灰土的另一种称呼，而喀

斯特地区非碳酸盐岩发育形成的土壤应称之为喀斯

特区域土壤。在辨析两者时，应当从土壤的母质、土

壤上所生长的植物和土壤相关属性进行判别。 

4  结论 

“喀斯特土壤”这一词汇已成为石漠化治理和

生态恢复中，众多学科和研究机构聚焦的热点。《中

国土壤分类系统》并未对喀斯特土壤进行明确定义，

因而根据喀斯特的定义喀斯特土壤应是石灰土的另

一种说法，但相关文献中喀斯特土壤与石灰土相去甚

远，这将导致其认知存在不可靠性，造成石漠化治理

效果不理想。对后寨河流域的相关调查充分证明纯碳

酸盐岩区域不仅仅只有石灰土，还存在由其他成土母

质(如第四纪黄黏土和砂页岩)和人为水耕熟化等原

因形成的非喀斯特土壤。喀斯特土壤与非喀斯特土壤

间差异较大，对于非碳酸盐岩发育形成的土壤应当称

之为“喀斯特区域土壤”，在辨析两者时应从土壤基

本属性和土壤与母质关系的视角出发，更好地区分二

者，确保石漠化恢复工作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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