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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圃土壤的地理分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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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一

厂

公元前四世祀的古代害藉中
,

早已有了阴龄中团土壤的豁载
, “

禹贡
”

封九州土壤地

理分怖的叙述比较全面而有系就
。

近代士壤科鬃研究也有了 年的腾史
,

中外土壤季

家曹艇作了不少的碉查研究
,

累覆了相赏数量的科拳背料
,

了解了全团土壤分怖的一般

情况
。

作者现就在遣些稠查研究成果的基磁上
,

尉希全团土壤地理分怖的基本规律
。

土壤是同其他物胃艘系一檬具有空简上和峙简上的癸展
。

它是在不断的翅化和癸

展着
。

威廉士早已强稠指出 癸生土频是在土壤就一形成遏程中
, “

峙简视畏和

统圃拯魔的逮勤遇程中静止的瞬息
” 。

我们要研究土壤的地理分怖规律
,

不但必须研究

境嘈段敬生土撅的登育规律
,

同待遗要研究地宜特期的土壤登育遏程
。

我仍需要爵融

那些是地胃待期的古土壤
,

也要研究目前土壤的癸育方向
。

根像有朋第四耙地居古士

壤的研究
,

已趣初步了解
,

在遣段地臂待期中
,

全圃土壤的癸育遏程曹径登生了魔泛而饭

推的翅化
。

在西南和苹南地匾 目前遗保留着第四耙更新就的碑杠壤 在苹中地匾有大

致同一待代的古杠壤 在西北和苹北地摄刻癸现古棕壤和褐色土
,

以及更老的杠色夙化

毅
。

在是些地僵
,

目前的登生土拓已趣相愿的胶育篇杠壤
、

棕壤
、

揭色土和灰褐土
。

而

那些古土壤
,

有的仍然埋藏在地唇中
,

有的刻因篇侵触而颖露在地表
,

形成了现附段土

壤登育的母霄
。

土壤的登育比植被的夔化援慢得多
,

所以在森林已翘消诚了的苹北地

摄
,

通可么看到棕壤和褐色土等森林土壤的存在
,

是核士壤业非古土壤
,

而是耕壑前的

森林土壤
,

目前森林路然已艇破壤
,

但是土壤的基本特性筒未改攫
。

土壤登育雌然是峙

简梅畏的莲勤姐程
,

但是我们也可在比较短的峙期内看到某些土壤夔化现象
,

在中团南

部的石灰性新冲覆土可么逐渐的登育到辗石灰的陪段 而在举北和西北的新冲覆土
,

在

排水不良的侏件下
,

峙常截育成咀清土 秦徽的山地棕壤
,

由龄森林的破壤
,

生草遇程估

了镬势
,

龄是就覆累了相富厚的富含腐殖胃唇 畏期核植水稻的各穆土壤
,

由龄潜育化

估搔势
,

而形成登育程度不同的潜育化土壤
。

土壤舆自然瑕境有楼地珊系着和相互的影馨着
。

土壤的登生舆分怖规律不但遵循

着自然地带性的说律
,

同暗也受非地带性因素的影智
。

由龄中团自然琪境的棋雄和人

之 丈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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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倏件的服重影磐
,

土壤的夔化是多毽多檬的
,

各地分怖着不同的土壤
,

但是土壤的地

理分怖具有服格的水平规律和垂直规律
。

就是受人频生崖活勤控制的耕核土壤
,

它的

登育和分怖也有一定的规律性
。

我们研究了自然琪境和人篇倏件舆土壤的相互朋保
,

掌握了土壤的敬生和分怖规律
,

就可充分利用它的有利方面
,

改造它的有害因素 和淮

行土壤匾制
,

篇合理利用土地提供科季根攘
。

一
。

平地土壤的水平分怖规律

全团平地士壤的地理分怖因棒度和雌海速近的不同
、

高山的影缈
、

氛候和植被的趁

具
,

而形成不同的土壤带
。

一般的靛 沿海地带是季夙棍润氟候的森林土壤
,

也就是所

销海洋菊型的土壤带 而内隆地带 是乾早氧候的乾草原和荒漠草原土壤
,

即所稍大隆

频型的土壤带 雨者之简遗有遇渡菊型的森林草原土壤
,

在是侗带内
,

森林土壤是逐渐

的褥趁到草原土壤
。

焉了便龄阴明全团的土壤地理分怖规律
,

我们首先研究一下瞅亚

大隆的一般土壤地理分怖规律 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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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欧亚大陵的土艘水平分饰圆

一 在雌海最逮的欧亚大隆中心部分
,

分怖着魔朋的内隆乾早氛候荒漠土带
,

它的

周圃被登育嘈段不同的乾草原和草原土壤所琅镜
,

业且通遏森林草原带逐渐遇渡到派

润氧候的森林土壤带
。

自寒带到熟带的主要土壤带有 冰沼土
、

灰化土
、

灰色森林土
、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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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栗奶土
、

棕奶土
、

灰奶土
、

荒漠土
、

亚熟带荒漠土
。

在印度西部和非洲北部遣有熟带

乾草原土 杠栗奶土
、

熟带黑土
、

熟希森林草原杠棕壤 杠壤等土壤带
。

二 由龄地球的形状和涯勤
、

大氛瑕流
,

以及寒
、

暖洋流的影智难爵因卫大隆束部和西

部沿海地履的氛候
、

植物和土壤匾带业不完全相同
。

在太平洋沿岸全部是海洋派润氛

候的森林土壤
。

自冰沼土带以南的森林土壤带包括着灰化土
、

棕壤
、

杠壤典黄壤
、

杠壤

舆搏杠壤等
。

在大西洋沿岸
,

由龄亚熟带高氛壑地僵受大隆夙的影智
,

形 成了亚熟带

乾早地僵
,

业且舆内隆乾旱地诬相接莲
。

因而不谨有各核森林士壤带
,

业且有草原和荒

漠土壤带
。

自寒带至熟带的主要匾带是 冰沼土
、

灰化土
、

棕壤
、

揭色卫
〕、 亚熟带草原

土
、

亚熟带荒漠土
、

熟带乾草原土
、

熟带黑土
、

杠棕壤
、

杠壤等
。

三 土壤的地理分怖规律不懂是在不同樟度匾带分明
。

在不同艇度的土壤分怖相

亦有夔吴
。

疽核燮化也是舆海隆分怖的特默和其所在的樟度密切阴珊着
。

一般在 七樟

“

以北的寒带和寒温带是由森林带通遏森林草原和草原到北捶寒漠的逐撕 夔化
,

但

是冰沼土带和灰化土带的束西迢化拯小
,

而且大隆朋魔土壤带速履不断
。

唯灰化士带

的南界
,

在郑近大睦中心部分向北略有移勤
,

而在沿海地匾 向南仲延
,

特 是在太平

洋沿岸可么南建北掉四
、

五度左右
。

南至暖温带
,

束西的土壤翅化拯篇颖明
,

但是在欧

洲和亚洲的土壤分怖规律颇相菊同
。

自沿海到内隆的一般分怖规律是棕壤
、

褐色土
、

灰

揭土
、

灰奶土和荒漠土
。

在亚熟带
,

束西的土壤攫化也是很欺著
,

一般的规律是沸工壤和

黄壤带或杠壤带
、

杠棕壤
、

熟带黑土舆熟带乾草原土和熟带舆亚熟带荒漠土
。

但是由放

西藏高原的地势较高和地中海
、

黑海
、

裹梅的存在
,

土壤水平分怖规律遭受了破壤
。

及

至熟带地诬
,

杠壤带的束西燮化亚不颖著
,

惟因受海睦分怖特默的影智
,

潺带拯篇破碎

而不篷蔽 又由敖植植原因
,

杠壤带的北界相差很大
。

在非洲北部构在北樟
” ,

而在

中团境内可建北棒
“

左右
。

中团的土壤
,

除了冰沼土带外
,

规乎包括着前面所淡的所有土壤带
,

主要的是灰化

土带
、

灰色森林土带
、

黑土带
、

栗钙土带
、

棕奶土带
、

灰钙土带
、

荒漠土带
、

灰揭土带
、

褐色

土带
、

棕壤带
、

黄褐土带气杠壤和黄壤带
、

杠壤带等
。

灰化土带
、

从色森林土带和黑土带位龄束北和内蒙束北部的森林
、

森林草原和草原

杠棕奥是熟带和亚热带的森林草原士
,

界赞赶奥和熟带草原土简的土壤带
。

褐色土是格拉西英夫院士所命名生成龄乾早森林灌木植被下的褐色和粘化翩著的土壤
。

包括揖去的森

林棕钙土和中性棕壤或山束棕壤
。

灰褐土是耀佐那夫命名
,

榕拉酉莫夫介招到中圃
,

它是界焚灰钙土和褐色土的土嚷带
,

包括遇去

所峭的黄土性登育不完善的栗钙土
。

黄褐土是格拉西莫夫命名的
。

透稽土嚷界赞黄嚷和褐色土之周
,

包括遇去
《建 所狐是江下游的

“
粘

磐土
” ,

和李度逸佘皓所群的四川
“
墓石黄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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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匾
,

它们的分偏规律是自束北而西南逐渐趁化
。

在束北部的灰化土带中
,

山地灰化土

的面植魔朋 而平地灰化土面猜很小
,

主要是生草灰化土
,

业舆草甸沼泽土和草甸黑土

粗成镇遥
。

灰色森林土主要分怖在落案圃菜林的丘陵前山地带
。

黑土带主要位粉森林

草原和草原平原地僵
,

它的一般分怖规律是自束而西的又可分篇草甸黑士
、

淋溶黑士
、

典型黑土和碳酸妞黑土四佃亚带
。

栗奶土带
、

棕奶土带
、

灰奶土带和荒漠土带分怖在内蒙
、

新疆和甘青西北部的内隆

乾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匾
。

在北部和束北部
,

乾草原栗奶土带和棕奶土带依次序的瑕镜

着灰奶土带和荒漠土带
。

栗奶士带又可分篇暗栗奶土和淡栗奶土雨佃亚带
。

本士壤带

内都有翌土
、

睑土和流砂零星分怖
。

灰钙土带的分怖比较零散
,

大片的灰钙土位赞陕甘

黄土高原的西北部
、

河西走廊和 北疆等地履
。

在荒漠土带的山麓地带也常觅灰奶土的

分怖
,

表现篇垂道匾带的现象
。

荒漠土带分怖在最乾旱的地摄
,

又可分篇雨侗主要的亚

带
。

灰棕荒漠土盔带位龄本带的北部
,

癸育在荒漠草原和灌木植被下
,

土壤中的石膏和

碳酸嫂锻覆屠颇篇颖著
。

棕色荒漠士亚带分怖赞雨量不到百毫米的最乾旱荒漠灌木地

摄
,

土壤中的易溶性组撅和石膏常搬猜在表土部分
,

根慷它的特性又可分篇石臂荒漠土
、

粘贡荒漠土和砂霄荒漠土
。

棕壤带
、

揭色土带
、

黄揭土带和灰褐土带分怖在邃河
、

海河
、

黄河和淮河的中下游
,

以及畏江下游的魔大地履
。
棕壤带一般多分怖龄演海地僵

,

但是在疽侗地履
,

目前很少

亮大面覆的棕壤
,

而主要的土壤是褐色土
。

是核情况可能是典黄土性舆冲覆母屑以及

土壤侵触典埋藏遇程密切的珊系着
。

富含碳酸级的母霄可以延援土壤癸育遇程
,

而侵

触和冲覆母厦的年断小
,

又缺乏天然植被
,

不可能很快就癸育篇棕壤
。

在同一地冤的

花岗岩上常晃棕壤存在
,

而在黄土性母臂上刻篇褐色土
,

棕壤剖面被侵触埋藏和耕作破

壤的现象
,

到应都可兑到
,

是都是靓明疽侗固短的例橙
。

褐色土
、

黄褐土和灰褐土的生

成和分怖都舆黄土性母熨有着密切朋保
,

它仍的分怖施圃恰好典魔大深厚的黄士性地

屠分怖蜿圃相符合
。

它们的登育是舆生物
、

氛候修件相互朋哪着
,

同待也受到黄土性

母胃特默的影智
。

在褐色土带舆黄揭土带的一调共同特默是到庭可以晃到石灰桔核
,

它们所在的深度不同
,

在典型褐色土中
,

深在 米以内
,

而在黄褐土中的深度
,

可由数

米到 除米
。

森林和森林灌木褐色土带又提束南而西北顺序地分篇淋溶褐色土
,

典型

揭色土和碳酸盟褐色土三侗亚带
。

惟在冲猜平原地愿主要是原始褐色土亚带
。

在苹北

平原
,

由山麓到平原中心
,

也有淋溶褐色土
、

典型褐色土和原始褐色士的分怖 在黄河以

北
,

翌滇土的分怖相赏普温 而在推河流域
,

盟清土谨分怖在沿海地摄
,

而大部地僵都有

潜育土 包括遏去所稠的砂鳌土和碳物霄很土 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匾
,

褐色土舆灰朽土

哟

州

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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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简是遇渡型的草原灰褐土 遇去稚篇黄土性栗妈土
。

黄褐土带分怖在伏牛山典大别山

以南的畏江下游半亚熟带地履 遏去所稍的
“

粘磐土
” ,

在川陕交界地匾也有小面棱的

分怖 遏去所销的
“

置石黄土
” 。

是是南北遇渡型的土壤带
,

天然植被主要是落集朋菜

林
,

也混雄常椽朋集和卦集榭
,

在演海地履若不是受黄土性母霄和雄重土壤侵触 的影

誉
,

可能登现黄棕壤
。

在河谷平原地摄主要是人工艇营的水稻土
。

杠壤和黄壤带分怖在川黔和南徽以北的亚熟带漏消氧候愿
。

在湘赣皖浙的低丘陵

地匾主要是杠壤 又可名焉杠黄壤 和水稻土
。

一般的土壤登育遇程是由龄季筋不同和

植被演趣
,

而杠壤化和黄壤化作用交替淮行
。

在相野瀑度高而多雨的很季和密茂的天

然植被下
,

黄壤化作用艇常估漫势
,

而在比较乾燥季筋和耕核土壤上特 是侵触土壤
,

 以杠壤化作用估傻势
。

在接近山地的山麓地带常篇黄壤
。

四川盆地
、

食州高原
、

湘西

和台北低山丘陵地履是氧候漏消的黄壤带
。

在地势朋展的援坡台地上
,

也有杠壤的登

育
。

此外
,

癸育龄杠色地屠的侵触土壤 遏去稚篇紫色土 的分怖面猜也相富的庸泛
。

杠壤带位龄霎南高原和南徽以南的沿海亚熟带和熟带季月雨雨林履
。

全带又分篇

傅杠壤性杠壤舆礴杠壤雨佃亚带
。

霎南高原的乾瀑季筋颖明
,

截臂搏杠壤性杠壤 又可

撰杠壤 的癸育比较典型
,

而在雨魔地僵的搏杠壤性杠壤 又可稚篇黄杠壤 常有胭状斑

款的心土和黄色土居
。

碍杠壤亚带分怖在熟带演海地遥
,

典型的搏杠壤大部都登育在

玄武岩母臀上
。

此外
,

在霎南高原的西北部
,

特别是金沙江谷地以及海南岛西南沿海地

逼
,

氧候比较乾熟
,

有森林草原扛棕壤
,

但是分怖零星
,

不成速被的履带
。

而水稻土也是

全带的主要的耕穆土壤
。

德的看来
,

全圃的土壤水平分怖规律
,

在沿海地匾的森林土壤带
,

自北而南是灰化

土
、

棕壤
、

棕壤舆淋溶褐色土
、

黄褐土 和黄棕壤
、

杠壤和黄壤
、

搏杠壤性杠壤和碍杠壤
。

在蒙新的内隆地履主要土壤带是栗钙土
、

棕奶土
、

灰钙土和荒漠土
。

自束北灰化土带到

蒙新荒漠土带之简有灰色森林土
、

黑土
、

栗奶土
、

棕妈土和灰钙土
。

自内蒙艇甘熏
、

四川

到霎南
,

可以兑到栗奶土
、

棕妈土
、

灰奶土
、

灰褐士
、

碳酸镬褐色土
、

典型褐色土
、

淋溶褐

色土
、

黄揭土
、

黄壤和杠壤
、

碎杠壤性杠壤等
。

组清土
、

草甸土
、

沼泽土
、

杠色石灰土
、

黑色石从土和冲猜土等常受特殊土壤生成修

件的影智
,

但也舆地带性的各核自然像件相互珊系着
,

故常不耳它们阱作隐域土
。

二
。

山地土攘的垂直分饰规律

山地土壤的垂直分怖规律是舆地势起伏
、

氧候植物趁化密切朋珊的
。

山的大小舆

高低
,

坡地的陡援和位置
,

以及母岩的邀化都影馨着土壤的登育和分怖
,

因而土壤匾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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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结
,

趁化繁蝮
,

但是它俐的分怖仍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山地土壤的垂直逼带雄然舆

其所在地以北的水平僵带有须似的特檄
,

但是由敖山地舆平地的地势特黔不同
,

水熟情

况和植物攀落差具很大
,

土壤的登育和特性不一檬
,

土壤利用也不相同
。

一般的靛 寒

带舆寒温带的土壤垂直佩带舆其北的水平履带相菊同
,

而温带地匾差别较大
,

及至亚熟

带和熟带刻姗乎完全不同
。

中团多山
,

而且山地土壤的垂直履带也各不相同 兑山地土壤垂直分怖圆
’〕 。

根慷

主要登生士频的分怖规律和顺序
,

山地土壤履带可以分篇六核菊型 山地灰化土
,

山地

草原士和 山地暗褐色土
、

山地棕壤和山地褐色土
、

山地黄壤和山地灰棕壤
、

山地杠壤和

山地灰化土
、

山地草甸土和山地草原土
。

山地灰化土匾带分怖赞束北山地和新疆阿雨泰山地匾
,

在黑土带的一般垂道土壤

分怖规律自下而上是黑土
、

灰色森林土和山地灰化土
,

但有的地逼不兑灰色森林土 如

绝绝彝组黝澎澎勘曳迎如海崛触幽幽游游
赎赎赎赎赎赎赎赎赎赎赎赎蒸轰熟垂碧夺缪塑缪夔彝彝边边浅 方之二龙舌马

山山地仄化土土 渊容黑生丐 冲箱土土 草甸土土 淋溶黑钙土土 山地仄化土土
介介触“”子。们们 乙 口动 叨沙 杏口 阿亡口由州州 乙 口 八 峋卯尹创冶 那公动七七
户户口山

口
旋

‘时时 尸 口 曰 月,,, 占 力 门 了 夕阴阴 吞口

石石英相面老老 水睛及塌措层层 新冲掩层层 冲债层层 水晴及塌播层层 石英粗面宕宕

口口口邵灿 间 决沪 广广 刀 甲 浏
丫尹“脚脚 闷刀“ 用用 叱 必厅厅 口口口厂份

一
介口动

九九认纳丫

君君
,

落叶松及白桦等
,

小灌木及草类
,

扣嘱及其他撰叶树
,

湿地草类类
乙乙口力沈助 介曰, 厂 , 夕 司万盯 劫刀口川 口尹方己厂 矛’口口以 介口口占 瓜

口
由甲甲

圈 内蒙呼纳盟牙克石森林擞道沿技灰化土医土奥分沛典地形桩物及成土物宜的确伟 宋迷泉裂
叫

圆
。

灰化土带低山的垂直匾带业不十分硕明
,

但是在大典安徽和是白山的高呆遗有

山地草甸土和山地冰沼士
。

山地草原七
,
和山地暗褐色土匆带分怖在内蒙和新疆一带大隆土壤匾域的山地

。

由

圆
, ,

可以看出它的主要特徽
,

是以山地草原土和 山地暗褐色土篇主
,

前者登育在山

的踢坡
,

援者登育在除坡
。

疽侗菊型的主耍士壤垂直分怖履带的雄化
,

是由龄山地所在

地黑土
。

山地土壤垂道分怖圆的某些土颊名解是作者改遏的
,

如有错族由作者竟麦
。

山地草原土的特性因山的高低和植被的不同而有塑界
,

包括遏去所命山地淡架钙土
、

山地暗栗钙土和山

、

阅洲

山地暗褐色土即遏去所峭山地森林栗钙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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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匾带不同
,

而垂直僵带下部的士姐也不同
。

在新疆博格建山所兑的垂直匾带比

较完善‘圆
,

在灰钙土带么上的山麓
,

常篇棕药土
。

海拔 一  米以上的险坡

森林土壤下部篇山地暗褐色土
,

而上部霎杉钝林下常生成腐范臂屠深厚的森林土壤
,

封

是姐土壤简未深入研究
,

暂名篇山地暗灰色森林土 踢坡主要是山地草原士
。

海拔豹

米么上后山地草甸土
,

及至高辜顶部刻是冰雪岩面
。

阿甫泰山的垂直匾带奥天山

的不同
,

目前研究不够深入
,

但已知在落菜松林下有山地灰化土的生成
,

膝时山地灰化

土频型
。

乞名幻互

嘟石矽叔仁灿诱

、匆交闪非阶叭以

母况,熟、。毛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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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尾之亡乏勺趁

作
七令之日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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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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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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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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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八八
, 。

护
。。 ,,

厂厂
’

气一
一一

又又
‘

衫

衬豁 ‘八准

一一
户户轰‘

丈盟跪带
’

。。 一

剥剥
洲唯之

一‘

““

,

尸
,,

冲

圈 新疆博格逢山土奥垂道分怖圆

可

塑湖 漠境灌木棕色荒漠土和奥清土
“。即

,

加
。勿”

。。 艺 ” 泥 漠境草原灰钙土
“, 卯夕。

,
艺。,

·

宕 , ‘

乾草原棕钙土 犷 , 。 , ,
, 尹。叨” 艺

·

山地草原土 , 艺九 , 尹

￡ 山地暗褐色土和山地棕奥 花 艺陀 ,
护 ,

·

尤 公, 艺 丸

饥 牡 艺” 甲。叨” 尹
·

高山草甸土 扎 艺” 饥 叨 艺
·

泳雪

筱上的岩面和碟石 儿 ” 泥 。叨 艺咒
·

漠境石山坡地
〔, ,

·

亡 锐万

饥 耐 花 叩 爵石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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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棕壤和 山地褐色士萦型包括褐色土带内的山地土壤
。

由圆
, ,

可以了解疽

侗撅型的特徽是么山地棕壤篇主
。

垂直匾带的下部多篇褐色土
,

它的分怖高度常因山

的高低和 母鬓的攫具而不同
。

秦徽太白山的垂直匾带自下而上篇山地褐色土
、

山地棕

壤
、 一

山地灰化土和山地草甸土
。

在西藏高原束部遥椽地医也兑到遣植拓型
,

如林巢部

在四川眠江上游调查所兑的垂道履带 在海拔 一 米简篇斜朋混交林
,

有戴杉
、

油松
、

棒山松
、

白棒
、

械榭等
,

林下有竹和草撅植物
,

土壤是山地褐色土
。

一 米

篇以霎杉篇主的卦集林带
,

下部的土壤篇山地灰化棕壤  米以上亦常兑落菜松林
,

‘

气

山地草甸土

魔动玉病
刀龙 而丫翻了

大青山

石寿心耐动

广
,

歇拟

圆 内蒙大青山土缝垂道分怖圈 席承藩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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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山地灰化土
。

3 6 0 0 一3800米尚焉高山灌木带
,

生畏苔解植物
,

土壤篇山地泥炭灰化土
。

3 8 0 0 一4000

土
,

4 0 0 0 米以上焉冰雪岩面
。

山地黄壤和山地灰棕壤菊型

以大萦杜鹃裔状灌木篇主
,

林下

米简的草甸植物下是山地草 甸

而恻里 甸土
叼口少汀。们 m 。大把

目 占时

草甸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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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柳

分怖在杠壤和黄壤带么及沿海地

匾杠壤带的 山地
,

山地土壤的所

有匾带都受亚熟带振润氛候的影

智
。

由圆 8
,

9 可以知道
,

它俩的

共同特徽是有山地黄壤
。

沿海地

僵低山的垂直匾带 (圆s) 焉常操

朋菜林山地黄壤
、

落菜阴集林雄

生斜集和常椽横的山地黄棕壤1)
,

山顶篇生畏草甸舆灌木的酸性山

山地粽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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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山地黄棕奥是登育放亚熟带和熟带派消氛候的山地
,

生是落集筒策林雄有少欺常糠朋集衡和针集榭
,

焉

界放常释阔策林典断莱耗林简的匹带
,

土澳黄育微基灰化
,

但是叉有富绍化现象
,

篇黄棕色的弦酸性土奥
。

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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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草甸土l)
。

高山的垂直匾带如 四川峨眉 山(圆 9 )和台滑的玉山
,

自下而上篇生畏常操

JJ地草甸土
峋
~
”

’。“‘ ”“

户哪补/ 州尸口口口扮 朗d
“乙
~_
巴至坐

_____

山地价嫁堪
内勿即灿的
br

口州力 自

r
知十{渺十幼及扮山松

认旧口口心出 向厂儿护

朋d Pln 郎

层全二霎聋习
二

叫
圆 8 安徽黄山土凝垂直分怖圆(文振旺裂)

朋案林的山地黄壤
,

常禄朋案
、

落案朋菜和针菜

混交林下的山地灰化黄壤
,

落菜朋菜林推有针

粟榭的山地黄棕壤
,

斜菜林下的山地灰棕寰
),

山地灰化土和生畏草甸灌木植物的山地草 甸

土
。

在熟带地逼
,

如海南岛五指山垂直匾带焉搏

扛壤性杠壤
、

山地杠壤和黄壤
,

山地黄壤和山地

灰化黄壤
。

此外在石灰岩上尚有山地黑色石灰

土和 山地黄褐土
,

前者分怖比较普温
,

援者谨兑

粉杠壤和黄壤带的低山
,

雨者的分怖都很零散
。

山地杠壤和山地灰化土捆型分怖在霎南西北部的横断山逼
,

由敖位在乾混季分 明

的杠壤带
,

因此山地杠壤和山地棕壤代替了山地黄壤和山地灰棕壤撅型的山地黄壤和

山地黄棕姨
。

霎南默食山的土壤垂直匾带 (圈 10 )
,

自下而上是山地杠壤
、

山地棕壤
、

圆 9 四川峨眉山土奥之垂直分怖圆

) 山地草甸土是亚高山酸性草甸土
,

生成放草甸
、

竹和小灌木等植被下
。

) 山地灰棕维是亚热带和熟带高山针策林下的土盛
,

以冷杉拟杉等焉主
,

也有玺杉
,

在土壤垂直圆带中位

龄山地黄棕缝或山地棕盛央山地灰化土之阴
,

富含腐馗鬓的生草居相富登育
,

灰化居不很翻著
,

早弥酸性反愿
。



期 焉溶之: 中圃土壤的地理分怖规律 11

山地灰棕壤和 山地石熨土
。

林巢部勘查陈在翟江木里一带所碉查的垂直分怖规律如

下 :在海披 1600 米么下的丘陵地带
,

常椽阴集林已被破壤
,

谨散生霎南松及草菊灌木植

物
,

土壤是杠壤
。

1 5 0 0 一2800 米之尚
,

原来生畏的常椽朋菜林也全部破壤
,

而以霎南松

林估了厦势
,

土壤是山地灰化杠壤
。

2 8 0 0 一3200 米是斜朋混交林带
,

有枫
、

杠棒
、

黄裸
、

赤惕等
,

上部撒有霎杉林
,

而下部雄有霎南松林
,

土壤是山地棕壤
。

3 2 0 0 一3500 米是针

粟耗林带
,

亦有高山裸
,

林带下部焉霎杉林
,

上部焉冷杉霎杉混交林
,

土壤焉 山地灰棕

壤
。

3 5 0 0一4000米焉冷杉耗林带
,

业生畏薄苔草撅和杜鹃
,

下部焉草频冷杉林
,

而在

3800米以上刻篇杜鹃幕苔冷杉林
,

有的地僵亦兑落案松
,

土壤都是山地灰化土
,

白色灰

化屠颇篇顺明
,

在土壤带的上部主要是山地泥炭从化土lJ
。

4 0 0 0 一4200 米简主要是草

甸植物亦有杜鹃灌木
,

土壤篇山地草甸土;但是在有矮林的分怖地逼
,

林下植物以苔藤估

艳纷漫势
,

土壤登育仍篇山地泥炭灰化土
。

4 2 0 0 米以上是冰雪和岩石裸露的不毛之地
。

4力知.

心侧冲

梦地区l溯户氏, ”护l
JO月口 .

四必吟晓砍角��

诈三沪一里熊峨忑蒸F 恻 -
-
一一

圆 拍 泯四勤昔山土奥垂道分怖圈(宋建泉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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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草甸土和山地草原土频型分怖在西藏高原
。

在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原土壤

垂直逼带
,

主要是山地草甸士舆山地草原土频型
,

自下而上是山地草原土
、

山地草甸土
、

高山草原土和高山寒漠土和冰雪岩面
。

西藏高原遥椽地逼的土壤垂直分怖说律燮化很

大
。

一般可分焉五核菊型
:
在北部遴椽的党带山地匾的土壤垂直魔带是山地草甸士 和

山地草原土翔型
,

自下而上焉荒漠土
、

山地草原土
、

山地草甸土
、

高山草原土和高山寒漠

土; 在束北部郡接甘青灰奶土带和灰褐土带的山地土壤垂直匾带是山地草原土和山地

暗褐色土撅型 ;郡接褐色土带焉山地棕壤和山地褐色土频型 ;在束部
,

都接黄壤带山地

l) 山地泥炭灰化土主要分布在熬带和亚熟带高山断莫林带
,

界放山地灰化土和山地草甸土垂道匾带之尚
,

表土焉泥炭居
,

白色灰化居 (A 户很臂育
,

激债居也很登育
,

但不顺潜育砚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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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垂直僵带焉山地黄壤和山地灰棕壤拓型 ;在束南都接杠壤带的地匾篇山地杠 壤

和山地灰化土频型
。

在西藏高原束南峡谷地匾
,

山地黄壤舆山地灰棕壤蒙型或山地杠

壤典山地灰化土萦型舆山地草甸
二上和山地草原土短型之尚的河谷地遥

,

仍觅山地棕壤

和山地褐色土姐型和山地草原土和山地暗褐色土菊型
。

三
。

耕撞土攘的地理分怖规律

耕核土壤是人频生彦活勤所擦制的土壤
,

似乎没有服格的规律性
,

但是它舆天然植

被下生成的隐域士有频同之虑
,

它的生成登育不谨是受人拓活勤的影智
,

同棣是舆自然

像件相互影智着
。

土壤的特性和分怖影智着人摘的生崖活勤
。

很明厢的是山地土壤僵

的生崖方式就舆平地土壤摄不同
, ,

栗剑土的利用也舆征壤不一檬
。

人叛的生崖活勤自

古就不断地改趁着土壤的癸育和特性
,

有的是谨谨影馨着土壤的部分特性和登育方向
,

有的是改夔了土壤形成的主要倏件和基本特性
。

人篇修件封土壤登育的影智不谨限焚耕核
,

就是砍伐森林
、

草原放收也舆土壤登育

有着密切的阴保
。

山地土壤的森林草地被破壤之徒
,

熟希是因耕壑而放荒
,

或者是根本

未曹耕植
,

次生植被下所癸育的土壤或多或少的都起了一定的趁化
。

例如山地棕壤的

森林植被破壤援
,

很快的就被草茹植物所代替
,

因之生草遏程就暂待估了漫势
,

土壤中

就生成了富含腐殆鬓的生草表土
,

山地棕壤的基本性胃滩然未曹改燮
,

但是舆原来土壤

的登育和特性亦不环同
,

故可解之焉山地甘草棕壤
。

若是山地棕壤受到殿重侵散
,

荃部

或大部土屠冲失
,

而在次生植被下的土壤登育仍焉棕壤陪段
,

龄是可以命名篇山地薄屠

棕壤和山地粗骨棕壤
,

遣些薄屠才日粗骨土壤在中团山匾都可晃到
,

而特别是在束部人通

稠密之匾分怖最是等
,

例如苹北
、

苹中的山地挑乎都是疽植薄屠和粗骨土壤估了浸势
。

在低山丘陵地匾的土状和夙化快的岩屠上特别是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 的杠 色岩

屠
,

不但破壤了天然植被
,

而且是由般畏期耕植的不断淮行土壤侵触
,

不但原有土壤剖

面全部冲失
,

而且目前也在不断的更新
,

因之士壤暂峙停留在幼年侵触土壤惜段
。

由龄

疽植土壤仍舆所在地的自然碟件和地带性的土壤登育趋程密切朋珊着
,

所以黄土高原

就有登育敖黄土毋厦的褐色土型侵触土壤和灰褐土型侵触土壤等
,

在四川盆地有魔大

面猜的侵触土壤
,

即胶育焚紫扛色母岩的黄壤型侵触土壤
,

在霎南高原HlJ 焉徽育龄紫杠

色母岩的杠壤型侵触土壤
。

平坦地匾如平原和潜地是耕植土壤的主要分怖履域
,

耕作
、

灌溉
、

施肥等措施
,

封龄

土壤登育都有颖著的影智
。

有的土壤是改燮了部分特性
,

有的土壤特
J
性刻已起 了基本

趁化
。

例如陕西阴中源地上的典型褐色土
,

由敖挑千年的耕作施肥
,

逐渐植累了厚豹

备. 创

训

‘

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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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厘米的耕作屠
,

业且颖著的受了次生碳酸奥化的作用
,

因此就需要以耕植褐色土摄Blj

龄原来的典型褐色土
。

在荒漠土带的继清土
,

由放灌溉洗嫂
,

不但晚分全部洗失
,

而且

也呈现楼械和化罩淋溶作用
,

是植土壤已弈夔土而是灌溉荒漠士
。

各频土壤畏期核植

水稻之援
,

由般畏期灌溉俺没
,

潜育化估了厦势
,

登育成不同程度的潜育土
。

是穆水稻

土的癸育
,

不谨受人工的控制
,

同峙也受地带性特默的影馨
。

例如在扛壤带的水稻土
,

大部焉酸性反赚
,

淋溶褐色土亚带的篇中性反鹰
,

而荒漠土带的篇酸性反履
。

全团的土壤都或多或少的要受生崖活勤的影馨
,

但是以耕撞土壤所受到的影 智最

篇颖著
,

不谨是部分地或基本地改燮了癸生土翔的特性
,

而且不断地改夔着土壤的癸育

方向
。

是些土壤的一般分怖规律是
:
具有朋颖生草现象的森林土壤

,

各粳薄屠土壤和粗

骨土壤普温地分怖在各地的石臂山徽地愿
。

各袒畏期耕毽的侵触土壤分怖在各撞土状

地屠或易受夙化岩唇所粗成的丘陵和低山地带
,

如黄土高原
、

四川杠色盆地和杠壤丘陵

等
。

各撅耕穆土壤分怖龄挑乎没有侵触沉猜现象的各毽平原
、

潜地和场地
。

盟演土翘

遏水利土壤改良援的灌溉土壤
,

分怖在各植草原
、

乾草原
、

荒漠草原土壤带以及沿海地

摄
。

水稻土主要分怖在黄褐土带
、

杠壤舆黄壤带和杠壤带
,

在其他土壤带的水源充足地

监也有零星的分怖
。

四
。

土 壤 医 域

肠
·

全团面猜魔朋
,

土壤拓型繁多
,

焉了更全面地了解全团土壤地理分怖规律
,

有必要

刽分篇土壤匾域
。

本文所衬希的谨是高叙儡割
,

首先是制分土壤僵带
。

根攘土壤地理

擎原RlJ
,

以士频才I]亚频履分的土壤带和亚带
,

遗是比较夜雄
,

而且各土带在空尚上的登

展也不平衡
,

特别是山地土壤的各土频和亚频很戴分别表示在第一级履的割分上
。

篇

了有系就地反映土壤的地带性及各毯土壤的相互阴保
,

以满足晨案生蓬的育除需要
,

有

必要牌前面所衬箫的土壤带加以迪赏的合讲
。

山地土壤匾刽的原刻
,

赚孩将垂直僵带

邀化不硕著的低山土壤舆其频同而都接的平地土壤割分篇一侗匾带
,

在二极匾制暗
,

再

制分满翠镯的土匾 ;而垂道逼带顾著的高山土壤
,

在刽分第一极佩带待
,

就愿分篇一佃

镯立的逼带
。

如果我仍同意是些分匾的原RlJ
,

那磨全团的土壤可以割分篇十四佃佩带

和五十四侗土履 (或省)
。

其中的九侗平地土壤逼带是
:
灰化土匾带

、

黑土履带
、

栗奶土

和棕妈土僵带
,

灰钙土和荒漠土履带
,

灰褐土僵带
,

褐色土和棕壤温带
,

黄揭土匾带
,

杠

壤舆黄壤匾带
,

扛壤匾带;五佃山地土壤匾带是
:
山地草原土和山地暗褐色土匾带

,

山地

棕壤和山地揭色土愿带
,

山地黄壤舆山地灰棕壤厦带
,

山地杠壤舆山地灰化土逼带
,

山

地草甸土典山地草原土匾带(兄中团土壤匾域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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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灰化土僵带分怖龄束北

,

定温带斜案和针朋混交林匾平地藻域的面精很小
,

而
_
且

常典草甸沼泽土和草甸黑土的分饰粗成腹壕
。

全逼带可分篇四侗医
:
(1
1
)三江平原生草灰化土和草甸黑土慑

,

( 1

2

) 小典安徽山前

地带灰色森林土匾
,

( Is) 大典安徽山地灰化土藻
,

( I’) 畏白山山地棕壤和 山地生草灰化

土匾
。

2

.

黑土匾带分怖粉束北平原温带森林草原和草原地逼
,

包括雨侗土逼
:
(H
l
)松江平

原淋溶黑土和典型黑土匾
,

(
1 1

2

) 三河山前地带黑土逼
。

3

.

栗钙土和棕钙土僵带分怖在内蒙和新疆温带乾草原地逼
,

又可$lJ 分篇五侗土瓦
:

(111
,

) 邃西递丘栗钙土僵
,

( n
lu) 察哈雨盟高原栗钙土匾

,

(
1

1.1

3

) 扁蜚察布盟高原棕钙土

履
,

( H l
、
)伊克昭盟低地棕奶士履

,

( 11 1
5

) 阿勒泰低地栗钙土和棕奶士瓦
。

4

.

灰钙土和荒漠土匾带分怖在内蒙
、

新疆和甘南
、

青海的温带荒漠草原和荒漠灌木

地履
,

全履带又分焉八侗土履
:
(IV

,
) 菌州
—

固原黄土高原典型从钙士僵
,

(
1 V

Z
) 河

西走廊灰奶土匾
,

(I
v

3

) 西蒙束疆荒漠土匾
,

(I 叽)举噶雨盆地灰钙士舆灰棕荒漠土匾
,

(
I v

s

) 伊犁盆地典型灰钙土和草甸灰奶土履
,

’

(
I v

。
)塔里木盆地棕色荒漠土诬

,

‘I从)柴

违木盆地荒漠土逼
,

(
I

vs ) 瘴兽克塔格山地荒漠土藻
。

5

.

灰揭土履带分怖在陕甘黄土高原的温带草原地匾
,

全匾带分焉雨佃士瓦 : (V
,

)

陕北碗束黄土陪地舆丘陵灰褐士匾
,

(
V

:

) 唯西黄土丘陵灰褐土愿
。

6

.

褐色土和棕壤佩带分怖龄大巴山和大别山以北
,

内蒙高原以南
,

温带和暖温带落

菜朋案林地藻
、

全匾带又分后六调土僵
:
(V ll) 苹北平原和邃河平原原始揭色土和褐色

土愿
,

(
V

la) 淮河平原原始褐色土舆潜育土匾
,

(
V

ls) 晋陕豫黄土丘陵源地褐色土 匾
,

(
V

I4) 漠中盆地淋溶褐色士履
,

(
V

ls) 眺南丘陵地揭色土和棕壤医
,

(
V

le) 邃束半岛和山

束半岛棕壤和揭色土匾(包括山地棕壤)
。

7
.

黄褐土佩带分怖放畏江下游暖温带或半亚熟带潺润刻民落案阴集林匾
,

全履带

又分篇雨涸土摄
:
(V ll

l
)畏江下游丘陵和平原黄褐土舆水稻土匾

,

( V l
la) 伏牛山

一
大BjJ

山山地棕壤舆山地黄褐土诬
。

8

.

杠壤舆黄壤匾带分怖龄畏江以南
,

南徽以北
,

亚熟带常椽阴集林地医
,

全匾带包

括 四佃平地土壤舆低山丘陵土壤混合匾和一侗山地丘陵土壤匾
:
(V lll

,
) 湘赣丘陵杠壤

舆黄壤匾
,

(
V l l l

Z

) 四川盆地黄壤和杠壤匾
,

(
V l l l

3

) 肯州高原黄壤诬
,

(
V l l l4 ) 台北低山

丘陵黄壤和杠壤佩
,

(
V H I

S

) 南徽山地和圃浙丘陵山地黄壤匾
。

9

.

杠壤带分怖在霎南高原和南徽以南亚熟带和熟带常椽嗣集林履
,

全匾带又分 四

侗上匾
:
(IX
:
) 粤圃桂台沿海丘陵杠壤及碑杠壤匾

,

(
I x

:
) 雾南高原戳胃碑杠壤性杠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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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

(
1 X

3

) 淇南低山丘陵杠壤和山地杠壤摄
,

(
I X

;

) 海南岛峪杠壤履
。

10

·

山地草原
.
土和山地暗褐色土履

,

包括栗奶土和棕奶土匾带
、

灰钙土和漠奶士僵

带的山地土壤
。

可分焉六佃土瓦
:
(xl )天山山地草原土和山地暗褐色土佩

,

(
X 刃示巧速

山
一
拉猜山山地草原土

、

山地暗褐色土和山地草甸土匾
,

(
X 刃宵葡山山地暗褐色土和 山

地草原土匾
,

(
x

; 》大青山山地草原土和山地暗褐色士匾
,

(
x

s

) 内蒙高原握椽山地草原

土和山地暗褐色土履
,

(
X
。
)阿甫泰山山地草原土和山地灰化土属

。

11

.

山地棕镶
一

和 山地褐色土匾带包括褐色土和棕壤愿带的山地土壤
,

可又分篇三佃

土僵 : (X l
:
)太行山

、

昌梁山山地褐色土舆山地棕壤履
,

(
X l

:

) 秦徽(包括六整山)山地棕

壤和山地褐色土猛
,

(
X I

3
) 大巴山山地褐色土

、

山地棕壤和山地黄壤履
。

北坡篇山地褐

色土和 山地棕壤植型 ;而南坡篇山地黄壤和山地灰棕壤翔型
。

12

·

山地黄壤舆山地灰棕壤匾带包括杠壤舆黄壤匾带和杠壤履带内
,

畏年棍俏的高

山土壤
,

主要分篇三侗土匾
:
(X ll

:
)峨眉山
—大凉山山地黄壤舆 山地灰棕 壤诬

,

( X l
l,) 玉山山地黄壤和山地灰棕壤履

,

(
X l

ls) 五指山山地杠黄壤和山地灰化黄壤瓦
。

13

.

山地杠壤和山地灰化土瓦带谨有 (X IH
I
)横断山山地杠壤和山地灰化土匾一佃

土厦
。

14

.

山地草甸土和山地草原士盔带包括全部西藏高原的土壤
,

又可分篇三调 士匾 :

(X Ivl )西藏束南部高原峡谷山地草原土
,

山地暗褐色土和山地草甸土摄
,

(
X l v

3

) 青藏

高原山地草甸土典土地草原土魔(X l砚)羌塘高原山地草甸土
,

高山草原土和高山寒漠

土摄
。

胜 : 根故科夫津
、

宋迩泉
、

曹昭顺等最近的翻查研究
,

案北的生草灰化土可能是脱敞土或
“
白集土

” ,

山地灰化

土主要分布在大典安数
,

而小具安愉及是 白山的土奥主要是山地棕壤
,

因此束北地匹的土奥匹 创需要淮

一步研究修正
。

山地灰化土圆带有罕揭刻分的必要
,

包括雨涸匹
,

即 (15) 大典安徽山士以灰化土匾和 (X
.
)

阿甫泰山山地草原土和山地灰化土匾
。

叫

州

.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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