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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山 匾 土壤 的特徽

黄瑞采 戴朱恒 隙邦本 陵育树
南 京 震 李 院

皮山是畏江梳域中部的名 山
,

位龄都踢湖西北面
,

其地理位置豹篇北樟 度 分

及束释 度
。

皮山最高岑的海拔略高粉
,

米
,

它维不是一座高山
,

但篇避暑腾地
,

业且是不

同镇域的自然科擎工作者所爱好的科事研兜锡所
。

朱颖膜曹封疲山士壤作遏研究
,

他着重毅遵了皮山主要土频的分怖和形熊
。

本文

报告康山主要土菊的理化性状及其他特微的研究拮果
。

所探取的土檬皆分怖龄自魔山

次高辜大月山 海拔构
,

米 翘含都口
,

下至山之束南麓白鹿洞一腺
,

其中谨自大月

山不遗所撰的一调剖面在此腺之外
。

本文特 着重龄山上土壤舆山麓低丘土壤差具的

研究
,

若干有朋皮山士壤的癸育奥演化尚题亦有所衬箫
,

意欲封山地土壤及畏江流域中

部接近赞爆栩副熟带地逼的土壤分颊方面提出一些青料
。

土 坡 形 成 的 自然 倏 件

皮山保臀麟形
,

自束北至西南畏豹 公里
,

其中部朋豹 公里
,

最高岑海拔高韵篇
,

米
。

本匾氟候受束南季候夙和山地地形的影馨
。

山麓低丘及其粼近地带属畏江梳域的

藻熟氟候履
,

山上 海拔 一
,

米以上 属山履温和氛候
。

山麓 雄星子既的韶旅

的年均温焉
“

一 年
, , ,

山上海拔
,

米高虑 擦枯徽附近黄能林坍

的祝殊 的年均温篇
“

一 年
。

山麓的平均年降水量焉
,

毫米
,

山

上慷枯徽 海披高豹
,

米 的较早祝豫  一 年 平均年降水量曹违
,

毫米
。

颖然
,

皮山山上舆山麓的氟候是不同的
,

山上温度校低
,

振度较高
。

康山每天霎

露夔幻撅常
,

古藩靓
“

不兑底山具面目
” ,

育非虚椿
。

此外
,

山上各别地黔的氟候也是有

差具的
。

,

皮山的植物草落属最江流域中下游的常椽及落案混交林 !
。

常森朋集榭有 青两

裸 , 二 , , 艺 ￡祝
,

白楠 ” 、 , ,

甜漏 云 怜。, 乞 沙, ‘
,



土 壤 季 毅 卷

山茶 饥 葱 “
,

香樟 葱肌 饥 饥, ‘饥 夕 犷 及苦稀 ” , 该

夕 以及分怖龄山坡下部的针集榭禺尾松 尸讯“ 俪
。

落菜朋集横

有 枫香 坛 祝乞 , 犷 ” 锻 全落落 军 及袍横 倪 祝  犷
,

山麓及山上都可生畏
。

杉榭 ,
哪勿 饥协 玩朋 时 的分怖自山麓直递 海拔 高

,

米之虚
,

黄山松 乞 似 叨 儿 艺 的分怖自海披高 米以上直逢山

顶
,

而生畏良好的谋在海拔高
,

米以上
。

根捺上述森林栩
·

毽的存在
,

颖然可知
,

厦山宵虚粉温带及副熟带的遏渡地带
,

且副熟

带的常椽树可在山坡下部翘常晃到
。

厦山的原始森林很久以前已被破壤
,

目前大部山

坡焉次生榭或灌木所覆被
,

有些低平地段及坡度平援的山顶
,

禾本科草本植物生畏茂盛
。

皮山的地臂椿造是四周断唇上升而穆精援援隆起的特殊的瑰状山
。

山上大半是地

臂年代古老的沉覆岩及燮臂岩
,

而花岗岩
、

片麻岩魔泛分怖聆山束南侧的低丘
。

慷李四光教授的研究  
,

底山在第四耙厥趣都踢
、

大姑及厦山等三次冰期
,

相赏铃

欧洲的滚慈
、

阴德雨 及里斯 三冰期
。

李氏封各期的冰川沉猜曾

有祥糊叙述
。

在山的高虑及山麓四周的低地有成瑰状分怖的黄棕色的黄土性壤土
,

橇

似畏江下游的下蜀粘土
。

地理拳家任美舞韶篇瘦山高虑的地貌仍虑粉河谷的引七年期
。

被冰川改燮遇的 形

谷中
,

正在夙化的岩屠的基举面悯舆水系的登展相平衡
。

海拔高
,

米以下的 形

谷及峡谷 仍属河谷幼年期而未被冰川所侵触
。

山麓是起伏较大及微有起伏的低丘
。

由花岗岩侵入骼所形成的低丘呈圆形
,

未固桔的沉植物刻橇成略有隆起的岗地
。

因地形的差具
,

深厚的土壤剖面往往在山的上部或山麓
,

山坡中部地形险峻
,

土壤

剖面常很浅薄
。

由龄上述成土因子粽合作用的桔果
,

瘦山的山上和山麓分怖着挑核主要土频
。

徙

山麓到山顶依次有杠壤
、

黄壤
、

山地黄壤
、

山地棕壤
、

山地草甸土
,

山上调 地方有有山

地沼泽土及山地暗色森林土
。

本报告所衬希的土壤剖面的筒翠描述早表
。

分 析 方 法

表 中共有九侗土壤剖面
,

分析和侧定项目有 颗粒分析
、

全氮量
、

烧失量
、

值
、

潜性酸
、

嚷基交换量 吸收容量
、

交换性钙及糕
、

粘粒 川的化李粗成及差熟曲旅
。

所有上述测定均依照登生屠次
。

颗粒分析用吸管法 !
。

有楼臀保用丘林的重酪酸

钾法
,

所得有楼碳 乘以
·

即有楼臂
。

全氮量用通常的凯氏法
。

值的霭 法



期 黄瑞采等 厦山瓦土壤的特徽

班 勺 宜 山 匹 主 要 土 葱 的 土 组 翻 面 抽 班

深 度
厘来

, “ “
·

色 , 械 , 成 二地, ‘ ,
其 他 特 性

铺剖面 白鹿洞北 杠凌
,

梅拔豹 米
,

植被松林
,

母置花尚岩
,

地形排水良好的低丘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生

” 浅灰
撇

色

” 浅棕缸色

棕赶色

同上
,

少量黄色斑黝

砂置囊粘土

壤粘土

砂宜感粘土

同上

粒状至屑肤

同上

瑰状

央有岩石碎片

桔持力髯散

同上

桔持力较紧

近放基岩

耽剖面 靓音梧束 黄澳
,

梅拔豹 米
,

植被松林和灌水
,

母鬓冰 沉债物
,

地形起伏很小的尚地

渔灰黄色

渔黄

同上
,

少量黄灰色斑黔

黄色带棕赶色斑黝

粉砂粘壤

同上

同上

奥粘土

屑肤

小魂肤

瑰状

同上

桔持力聚寰

很少擞锰桔核

少量豆肤缴猛桔核

繁育
,

少量绷锰桔核

鱿剖面 夏林盆地北 山地黄壤
,

梅报豹 七。 米
,

植被草本植物
,

母鬓被搬邃遏的冰川

沉清物
,

地形在 形谷中

状上

蜚矍纂纂
色

,

少 , ‘棕色

二
霎瓤

量‘棕色斑。

决棕赶色

耽剖面 土场徽北 山地棕攘

嚷粘土

同上

同上

粘土

拿
瑰

同

肤至碎瑰袱

瑰肤 少量已夙化的岩碎石片

十分皇贫

同上

劝

一丈

一

一

一

梅拔豹
,

米
,

植被草本植物和稀少松榭
,

母鬓冰川沉横物和

坡倩物
,

地形援坡
,

趣微侵触

奥鬓粘土 碎屑肤 桔持力十分髯散

粉砂贫粘土

同上

粉砂贫粘壤土

碎屠肤至粒肤

小瑰肤

同上

桔持力髯散

壑育
,

有些已凤化石瑰

多碎片肤的石瑰

鱿剖面 大月山 山地草甸土
,

梅拔豹 浦 来
,

植被草本植物
,

母鬓黄土性奥土
,

地形山顶援坡

状

一 …州

汐

浅黄灰色

渔灰黄色

漫灰黄色

奥粘土至粘土

壤粘土至粉砂粘土

同上

碎屠肤

碎屑肤至碎片

瑰状

拮持力卷散

箱持力聚贵

聚贵
,

近龄基岩

一

一

耽剖面 大月山 山地草甸土
,

近似 舫剖面

似第五。剖面

…
一

了鱿剖面 大校婚 山地沼泽土
,

梅拔豹 米
,

植被草本植物
,

母箕冰川沉覆物和近代冲植物
,

地形斜坡
,

地下水位高

一

一24

24一52

A u

A u

B G

浅灰黑色

深灰色

浅灰色

腐馗育壤粘土至粉砂粘土 }
粒肤

{
腐植贫粉砂粘土

{
同上

}
粉砂粘里土 1 一 根孔中有趣鬓像痕

位高
0一14

14一30

30一40

咚0以下

8 盆剖面(大校锡)山地招裸土
,

梅拔韵 1220 米
,

低位招裸植被莎草科苔周
,

近 了鱿剖面
,

地下水
1 A l

。

!灰棕色 t腐殖育粉砂粘土 l屑肤至粒状 !新冲植屠

深灰具有锈色的蟹育沉搬

陇剪灰色

同上

腐植贸粉砂粘壤土

粉砂粘奥土

同上

粒状

热桔株

密极的草根

有些擞锰斑影

1�12AGG

9 鱿剖面 (夏林盆地)山地暗色森林出
,

梅拔构 1
,

0
30 米

,

植被稠密的落集朋集林有厚的森

林珑落物屠
,

母鬓粗砂岩
,

地形 12 度的斜坡

0- 14

14一30

30一40

40以下

浅灰黑色

深灰色

灰白色

同上

砂粘壤土

砂壤士

同上

已凤化的砂岩

草粒至粒肤

同上

碎片肤

U加CAAA
C



土 壤 擎 辍 5 卷

保用玻璃雷拯
,

士壤舆水或氯化钾的此例篇 l
:5 。 “

交换性酸
” 、 “

水解性酸
” 、 “

吸附性氢

及活性绍
”

用彼壑布雨斯基叫所介貂的方法淮行
,

翌基交换量及交换性钙典麟保用 A.

0
.
A
.
C
.
分析法中钙

、

麟的容量法[16l $lj 定
。

矽绍截的全量分析保用三酸法代替碳酸钠熔

化法[151 氧化软的$lJ 定保用 K :TI Fe 镖华液比色法
,

补算氧化绍含量待除去了氧化歇含

量
,

但未除去圣 九0
。

含量
。

土壤粘粒部分的差熟分析课用绍潞栋熟霞偶测定
。

拮 果 及 封 兼

1.土谈麟械粗成

各核土壤楼械分析桔果兑表 2
。

徒表中可知除暗色山地森林土外
,

所有主要土频

均含高量的粘粒
,

挑乎所有土壤的剖面中均燕粘粒顺著下移的胁象
。

山麓黄壤的心土

臂地相赏粘重
,

痣登育的 B 屠
,

但亦可能是由粉冰川沉横物的性臂所致
。

山地黄壤表屠

的粘粒含量较少
,

保土壤侵散的援果
。

山麓杠壤各屠女简臂地相富均匀
,

橙明成土遇程

有杠壤化性臀
。

山地棕壤
、

山地草甸土及山地沼泽土的粉砂粒含量均高
。

山地草甸土粘粒含量高
,

其百分比因深度而降低
,

是可能由放表土中磺物粘化遏程相赏快
。

由淡灰色砂岩截育

的山地暗色森林土
,

各屠的粘粒百分比差吴颇大
,

且明顺地随深度而诚少
,

是核土壤砂

粒部分的百分比则随深度而增加
,

表明是癸育程度很没的土壤
。

2

.

有械霄及碳氮比

土壤有楼霄含量觅表 2
。

山麓杠壤及黄壤 (l及 2 鱿剖面)有楼胃含量很低
。

雄然

是些土壤位焚禺尾松幼林之下
,

然而森林残落物屠很薄
,

且林下灌木敷草颇篇稀疏
,

土

壤侵触非常康重
,

特2lJ 以杠壤更甚
。

山地黄壤 ( 3髓剖面) 的表土含有楼臂违 3%
,

但下屠的数值甚至低粉山麓的杠壤

及黄壤
。

山地黄壤所在的 U 形谷是已趣阴壑遇的土地
,

然森林而谨有草拓生畏
,

由龄雨

量高和温度较低
,

故其表土的有楼臂含量简雨倍焚山下的杠壤及黄壤
。

山地棕壤( 4 脱剖面 )位龄略高龄山地黄壤分怖的地厦
,

其表土有槛霄含量较多
,

表

土上屠豹篇 8. 5%
,

而表土下屠小龄4%
,

较下的土屠中含量蹂然减少
。

山地草甸土 (
,

5 及 6鱿剖面 )有楼鬓含量很高
,

在 20 一27 厘米厚的表土上屠
,

其数

值略大粉 10 %
,

可舆含有楼臂多的琳珊黑奶土相此凝
。

表士下屠道到 40 至近 50 厘米

簌圃内
,

其数值豹篇 5. 5一6%
,

即使深连 100 厘米以下
,

有楼臂含量仍豹篇 3. 5%
。

山地

草甸土有楼臂含量很高的原因
,

是由鹅山顶的降水量高而多霎露以及冬天氧温很低等

所致
。

渗漏水的渗滤及腐殖鬓的酸性都能促使腐殖臂渗入土屠的深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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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林下灌木敷草颇篇稀疏
,

土

壤侵触非常康重
,

特2lJ 以杠壤更甚
。

山地黄壤 ( 3髓剖面) 的表土含有楼臂违 3%
,

但下屠的数值甚至低粉山麓的杠壤

及黄壤
。

山地黄壤所在的 U 形谷是已趣阴壑遇的土地
,

然森林而谨有草拓生畏
,

由龄雨

量高和温度较低
,

故其表土的有楼臂含量简雨倍焚山下的杠壤及黄壤
。

山地棕壤( 4 脱剖面 )位龄略高龄山地黄壤分怖的地厦
,

其表土有槛霄含量较多
,

表

土上屠豹篇 8. 5%
,

而表土下屠小龄4%
,

较下的土屠中含量蹂然减少
。

山地草甸土 (
,

5 及 6鱿剖面 )有楼鬓含量很高
,

在 20 一27 厘米厚的表土上屠
,

其数

值略大粉 10 %
,

可舆含有楼臂多的琳珊黑奶土相此凝
。

表士下屠道到 40 至近 50 厘米

簌圃内
,

其数值豹篇 5. 5一6%
,

即使深连 100 厘米以下
,

有楼臂含量仍豹篇 3. 5%
。

山地

草甸土有楼臂含量很高的原因
,

是由鹅山顶的降水量高而多霎露以及冬天氧温很低等

所致
。

渗漏水的渗滤及腐殖鬓的酸性都能促使腐殖臂渗入土屠的深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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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浑土(7 及 8鱿剖面)的表土含有楼胃亦多
,

心土常年或一年中有一段待期猜水
,

有楼臂含量急割降低
。

是雨侗剖面的生物瑕境倏件尚不足以形成深厚的泥炭
。

山地暗色森林土(9鱿剖面)的表土上唇有楼鬓含量近龄 8. 0%
,

底土有楼省含量刻

小龄 L o%
。

是是棕色森林土或生草灰化土的一般超势
。

徒九佃士壤剖面的有楼鬓含量来看
,

颖然可知
,

由龄不同土频瑕境倏件的差具
,

山

上的土壤舆山麓的土壤在有楼臂含量方面呈现出鲜明的鹭比
。

碳氮比颇值注意
,

不同土援及同一士蕉的不同屠次简
,

碳氮比夔化十分霭著
,

其数

值兑表 2
。

叙壤及黄壤(1及 2鱿剖面)表」立上暑的碳氮比在 12
.
1至 13

·

5
:

l 之简
。

雨剖面下

部的数值随深度而各逐撕降低到 6
.
4: 1及 4. 8

:1。

山地黄壤 (3髓剖面 )表土上屠的碳氮比略高龄 9
‘1

,

而所有的较下土屠在 5
:1左

右
。

其他山地土拓不希表土或心土的碳氮比都较高
。

惠格勒 (P
.
V agel er )[21] 趣拮朋粉混消熟带及副熟带氟候的土壤背料指出

,

表土碳

氮比的曼化自 8
:l至 12

:1 ,

那些酸性心土的碳氮比有待小至 4
:l。 策特 (W

.
R
.
L ei g

-

ht y)及藤苗(E
.
C
.
Shor ey )在研究美团很多核土壤援

,

指出碳氮此的夔化自 3
·

5
:

1 至

35
·

1
:

1 之简不等
。

在比较瘦山主要土拓挑调剖面的有楼臂及碳氮比峙
,

我们知道
,

除了山地黄壤舆山

麓黄壤校近似以外
,

山上的土叛及山麓土翔简的有楼霄含量及碳氮比都存在着明颖的

差吴
。

主要土菊简有楼臀含量的差吴乃由龄山麓舆山高虚生物氟候修件不同所致
,

在山

麓地匾是副熟带的氟候
,

植被篇常椽及落集朋菜混交林
,

地面有楼臀的分解相富迅速
。

此外
,

人篇因子加速了土壤侵触捉而妨碾厚的覆被物屠的猜累
,

因此土壤有楼胃含量降

低
。

山高虎具有温带的氟候
,

植被篇落集朋集林
,

某些地方由砖人焉破壤
,

或在比较平

援的山填上
,

强而冷的凤限制了横木的生畏
,

而使草拓代替了森林
。

韶之
,

各主要土翔的碳氮比比较狭小
。

很自然地可以推想到土壤有楼胃的分解程

度是较强烈的
,

业且其分解的初期相赏迅速
。

维然残徐的有楼臂中氮素的含量颇高
,

但

是土壤微生物弊焚利用相赏稳定的腐殖霄
,

尤其是在较低的土屠中的
。

皮山土壤中有

楼臂的分解授程和它的性臂浦待准一步的研究
。

3

.
p

H 值
、“

水解性酸
,,
及

“

交换性酸
”

由表 3可知厦山主要土叛的 p H (H 夕)值差具不大
,

蔑乎所有的土壤檬品皆在 4. 59

至 5
.
65 之简

。

雨佃沼浑土中有一捆 (7统剖面 )表士上屠 p H (H
20 )值只有 4. 50

。

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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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 8 宜山压土扭的 p H 位产水解性酸
”
和

“
交钱性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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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色森林土的心土和它下面已夙化的母岩的 pH (H 夕)值 各篇 5
.
90 及 6. 80

。

大半 p H

值的差具都不算大
,

不能靛明什磨周题
。

杠壤及黄壤 (l 及 2 髓剖面)各屠的 pH 值十

分接近
,

而山地暗色森林土的 pH 值捉表土上屠到夙化的母岩屠有明颖的增加
。

援撞

情形是新癸育的土壤的普盈象徽
。

患赏指出
,

表 3 中各士屠的 pH (K cl )值比同屠的 p H (H
20 )值音较低

。

考窟到各土屠 pH (H
ZO )和 p H ‘K CI )的野此 阴保

,

容易看到在杠壤
、

黄壤及山地

黄壤的
』

合土中
,

雨核 p H 值简的差具较大
,

臂除的差具数字豹篇 1
.
4 p H 值

。

山地沼洋

土(8鱿剖面) 的 G 屠及山地暗色森林土的各居亦有同檬趣势
。

表 中颐三侗土颠的是核

情况或是由赞心土中有较高的 pH (H
Z
o) 值或是因氧化钾货阻止有些土颠交换性翌基

的水解作用有较大的效果
。

沼洋土 (8鱿剖面 ) 的灰粘屠及山地暗色森林土的较大差

奚
,

主要是由焚土壤 p H (H 夕)值较高所致
。

不同土频水解性酸的数值兑表 3
。

杠壤
、

黄壤及山地黄壤的水解性酸量拘略相等
,

燮勤跪圃篇每百克土 5
.5 到 9毫赏量

。

除黄壤外
,

所有山地土壤不同屠次的水解性酸

随剖面深度而诚少的超势均十分明颖
。

表土屠的燮勤羁圃焉每百克土壤 9至 14 毫赏

量以上
。

是檬高的数值舆山地土壤的登富有楼臂含量有密切的阴珊
。

不同土频的交换性酸亦见表 3
。

杠壤
、

黄壤及山地黄壤的交换性酸量亦豹略相同
,

除山地黄壤的表土上屠外
,

其燮勤姚圃都在 3
·

8 到 7. 7毫赏量简
。

山地棕壤的交换性酸

量颖然低龄杠壤
、

黄壤及山地黄壤
。

因此在山地棕壤及山地黄壤之简存在着很颖明的

封照
。

山地草甸土(5及 6脱剖面)的交换性酸量业不算高
,

然而很不规RlJ
。

山地沼泽

士 (7 貌剖面)交换性酸量相赏高而舆杠壤
、

黄壤及山地黄壤相近
。

山地暗色森林土(9

脱剖面)的母鬓夙化不久而又属砂鬓
,

故其交换性酸量低
。

然而疽一土壤的表唇由龄含

有楼臂较高而有较高的交换性酸量
。

水解
J
性酸舆交换性酸的朋保可用雨者的差数 (即表 3 中

“一心 及雨者的比值(即表

3 中 c/d)来表示
,

熊毅稚援一数值焉潜酸此
。

徙表 3可知有雨核超势存在
:
第一

,

所有土

频或剖面中的各土唇凡有楼臂含量较高的
,

则
“一 d 及 c/ d 值亦较大 ;第二

,

具有颖著高

数值的
“

水解性酸
”

和相封低数值的
“

交换性酸
”

之山地草甸土
,

有一定高的
“一 d 舆 c/ d

值
。

是是山地草甸土镯特的性臂
。

扼要的簿
,

我俩知道山麓低丘的杠壤和黄壤以及山地黄壤的潜酸此值 (c/ 内 较低
,

疽意味着是些土菊的土壤谬瞪舆一般杠壤的土壤腰骼相须似
。

在疽方面
,

废山的山地

棕壤似有向山地黄壤褥燮的超势
。

否HlJ 就是山地棕壤的母鬓在冰期及简冰期 中也曹有

若干程度的改夔
。

热希如何
,

山地棕壤的交换性酸是低的
。

徙平均数来靛
,

高山草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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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酸比值较其他土翔篇高
,

是大概是由粉其所含有楼腰艘的性臀的不同所致
。

山地
供

沼泽土及山地暗色森林土的潜酸比值位粉各土频之简
。

在交换性酸中包括吸附性氢及活性貂雕子
。

土壤溶液中的活性绍 潍子量 随土壤

p H 值的降低而增加
。

用简接滴定法圈
,

我们知道杠壤
、

黄壤及山地黄壤有很多活性绍

敲子
,

平均各篇每百克土豹 5
.
0毫赏量

。

在挑侗山地土壤方面
,

根裸我们所用 的NlJ 定法
,

活性绍量不能自交换性酸量中减去吸附性氢而求得
,

因篇常土壤的交换性酸量很低峙
,

活性氢雄子不能用此法榆嫩出来
。

在山地草甸土的剖面之一 (6 鱿剖面 )中
,

所有活性

氢潍子量均在每百克土 0
.
05 毫常量以下

。

除山地黄壤外
,

其他山地土壤中活性绍的情

况偷不明缭
。

4

.

盆基交摸t 及交换性盛基

镬基交换量及交换性璧基的桔果兑表 4
。

杠壤
、

黄壤(1 及 2统剖面)中不同土居的

盟基交换量多半少焚每百克土 10 毫富量
。

山地黄壤(3髓剖面)的翌基交换量每百克土

略大粉 10 毫赏量
,

表土上屠中豹焉每百克土 13 毫常量
,

母臂中豹篇每百克土 14 毫常

量
。

山地棕壤的盟基交换量豹比山地黄壤高雨倍
,

即每百克土20 毫常量
。

但是在距地表

38 厘米以下的土屠中
,

是侗数值舆山地黄壤距地表48 厘米以下的土唇中的数值豹相等
。

山地草甸士 (5及 6鱿剖面)的盟基交换量比任何所研究的土短都较高
,

表士焉每

百克土 30 毫赏量
,

即使在深的心土亦如此
,

仍在每百克土 21 毫赏量以上
。

山地沼洋士(7及 8鱿剖面)表土的噢基交换量谨吹龄山地草甸土
。

在山地暗色森

林土中
,

谨具有高有楼胃含量的表土
,

其维基交换量接近赞每百克土 20 毫赏量
。

德之
,

杠壤
、

黄壤及山地黄壤的嫂基交换量低
,

其能山地土壤刻较高
。

土壤的退侗

性臀一方面决定龄土壤有楼臂的含量
,

另一方面也决定龄土壤中吸收性镇合骼的数量

及其性臂
。

不同土频的交换性奶量兑表 4
,

剖面下部唇次低至每百克土 0. 38 到 1
.
46 毫赏量

。

有楼霄含量较高
,

表土上屠交换性钙较多
,

其量逢每百克土 0. 87 到 4. 27 毫赏量
。

平均

而言
,

所有山地土壤包括山地黄壤在内
,

交换性钙量都较高
。

是些土壤的交换性钙量随

土唇深度而通诚
,

表士上屠的数值较高
,

是舆有楼臂含量有一定朋保
。

交换性麟的数值亦兑表 4
,

在有些土短或同一土壤剖面某些屠次中
,

其敷值较交换
J
胜钙高

。

杠壤及黄壤中
,

交换性麟量豹比交换性钙高雨倍
。

其他土叛中
,

同一剖面的同

一居次 中
,

交换性镁高龄交换性妈的情况也不少
,

但是没有规律性
。

不容忽视的事育是

有楼臂含量高的所有山地土壤的表土上屠
,

其交换性奶量然例外地较交换性镁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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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援
,

所有魔山土捆的交换性奶和交换性族的梅量都是很低的
,

不但杠壤和黄壤遭

受了高度的淋洗
,

而且山地土壤亦腹如此
。

如果我们胳山地棕壤的交换性钙量舆平原

的酸性棕壤
,

例如安徽北部嘉 山的棕壤(遏去摇篇六誉粉砂粘土)相此较
,

除雨者表土上

屠的数值外
,

前者焉援者的十分之一(履山的山地棕壤比之平原棕壤有楼臂含量较高)
。

交换性钙加交换性镁封维基交换量的比值以百分比示之如表 4
。

就杠壤和黄壤而

言
,

表士上屠的比值篇 20 % 左右
,

山地黄壤亦如此
。

其他山地土蒸的比值大半很低且

夔勤很大
。

姚佃土翔凉低焚 10 %
。

是毽拮果和福建北部的山地黄壤相似[11
,

山地土菊

的表士上屠有楼臂含量高的
,

其比值可高至 15或 27%
。

若舆相同有楼臂含量的黑钙

土相比待
,

通些此值颖得特别的低
。

德之
,

由放瘦山山上的年降水量高
,

所有山地土捆的交换性盟基含量都很少
,

盘基

鲍和度非常低
。

疽些土壤的有楼臂中
,

奥基含量亦低
,

雄然有楼臂能大大地增加王壤的

嫂基交换量
。

5

.

土魏粘粒部分的化牟粗成

小趁 2微米的粘粒部分的化季粗成晃表 5
。

杠壤 (l 鱿剖面) 的矽绍截率的燮勤簌

圈在 L 86 至 L 95 简
,

其矽貂率的燮勤统圈在 2
.
25 至 2. 42 简

,

是些数值均较厦山其他土

频篇低
。

杠壤所有各土屠简的矽绍截率
、

矽绍率及矽截率三佃比值此较一致
。

疽是符

合龄杠壤形成遏程的
。

氧化截的含量因深度而略增
,

但其差具简不够大
,

不能作篇搬横

作用的有力橙棣
。

扛壤的矽貂截牵及矽绍率比之典型的缸壤篇高
。

左青(A
.
W
.
R
.
Joa chi n) [19J 在研

究锡菌的典型缸壤待曹指出
,

凡粘粒部分的矽绍率大粉 2待
,

则敲土壤是
“

非搏杠壤性

的杠壤
”

或是未成熟的搏杠壤性土壤
。

孩地厦某些残覆土粘粒部分的矽绍截率在 2. 0

到 2. 4之简或更大[19J
。

度山山麓杠壤的矽绍截率及矽绍率舆畏江流域中部代表性杠壤

的矽绍截率及矽绍率相近[s]
,

但较距厦山南面 130 公里的南 昌附近由花岗岩演燮而来

的赶壤略大
。

黄壤
、

山地黄壤
、

山地棕壤及山地草甸土 (2
、
3
、
4 及6髓剖面 ) 的矽绍截率及矽绍举

较叙壤大
,

但不规刻
,

山地棕壤(4鱿剖面)心土的矽绍截率和矽绍率最大
。
颐三侗土短

粘粒部分中的氧化截含量颇相近
。

山地草甸土的氧化截含量较低
。

在所有的楚调土频

中山地沼泽土的矽貂截率最大
,

三氧化二截的含量最低
。

现撇七远各士壤剖面的物理化拳性霄的圆解示焚圆 l
一

中
。

6

.

差熟曲糠

杠壤
、

黄壤
、

山地黄壤及山地棕壤的差熟曲脉很有趣味
,

即使它们只能提供一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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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概念
。

在圈 2 的一系列曲旅中
,

典型的吸熟谷跨越自 52 0至 56 0
“
C 的簌圃内

,

而

放熟辜跨越自 850 到 900
“
C 的簌圃

。

是正符合高徽石频磺物包括高徽石及救永石的

特微
。

剖面 1 剖面 2
O刁Z C阿

及牙印朗

12邓时

芍书伽

剖面 1

杠壤 海拔 200 米

剖 面 2

黄壤 海故 250 米

剖面 4

剖面多
习

砂叭“
企,夺‘门

剖面多

山地黄壤 海拔 l
,

02
0 米

圆 2 厦 山 匾 土 嚷 中 < 2户

剖面 斗

山地棕壤 海拔 L 04 0米

徐和德 孺大炎 测定

粘 粒 的 差 熬 曲 粮

在比较不同的土壤剖面待
,

颖而易见的
,

杠壤中含有相赏颖著量的高徽石
,

特别是

其剖面的第二屠
。

黄壤及山地黄壤中高徽石的含量都有诚少
,

黄壤第四屠中的高徽石

含量比山地黄壤的第四屠中多
。

N

·

E.
戈布裕夫

〔
22] 指出

,

由龄灰化黄壤中存在着具得

石 (beid
ellite) 及其他中性骼磺物 (heat

一
e n e r

t m i
n e r a

l
s
)

,

其差熟曲腺不能很清楚

地毅示出土壤中有高徽石的存在
。

山地棕壤的差熟曲脉及未引用 的其他山地土壤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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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曲旅都没有任何蹬攘足以示明其中含有高镇石频碳物
。

徙现有的阴砖土壤粘土渡物

的背料来靓
,

我俩豁焉皮山山麓的杠壤及黄壤的杠壤化性臂比山高虚其他土撅要顾著

一些
。

7

.

有朋周踢的射猫

(l) 厦山山麓杠壤的癸展

有些土壤工作者镶疑在目前氟候倏件下
,

江西省北部包括厦山匾在内
,

杠壤是否仍

在穆箱魔展Is]
。

根慷癸生季的杠色剖面上下屠臂地的均一
、

p
H 值髓深度而微增

、

潜酸

此及夔基交换量低以及高徽石颊破物的含量高等特默来判断
,

我俩豁焉
,

在目前氯候倏

件下底山山麓的花岗岩仍可登育成擂杠壤
,

即使此杠壤化遏程业不强烈
。

反之
,

简然足够蹬攘靓明江西北部的土壤包括皮山山麓低丘在内
,

已艇桔束了杠

壤形成的潜段
。

我们在本夏内可找到癸育在花岗岩
、

霎母片岩
、

片麻岩
、

千枚岩
、

第三

耙杠色砂岩的杠壤[9]
。

遏些杠壤都虑龄戳
一矽绍性夙化陪段 (ferro

一
s
ia n

iti

c
w

e a

th el

‘

-

i

n
g

)

, ‘]。

( 2) 厦山的 山地黄壤舆山地棕壤简的差别

在厦山土壤的垂道分怖带中
,

山地黄壤及山地棕壤常呈互相交蜡的旗匾存在
。

罩

拢遇土壤颜色来分辨是不可靠的
,

而且多少曹使土壤工作者在野外极察待癸 生迷 惑
。

根檬我俩的研究
,

登现废山山地黄壤在碳氮此
、

p
H 值

、

潜酸此
、

签基交换量
、

差熟曲腺

的特微等方面都舆山麓的杠壤和黄壤比较相似
。

疽就可舆山地棕壤有所僵分
。

一

五远拮果可能遭用龄下列挑徊名山的土壤
:
如位铃是江梳域上游的娥嵋 山t10J

、

中游

的度山
、

下游的黄山〔1l] 以及畏江下游以南的天目山
。

( 3) 山地草甸士及山地暗色森林土的癸生

在草本植物下癸育的皮山山地草甸土含有矍富的有楼臂
,

漏峙呈黑色
。

在冷操的

氟候下
,

淋溶作用十分强烈
,

母鬓所含的嫂基被淋失
。

表土中粘粒含量高
,

可能是因篇

表土裹碳物粘化遇程相赏快
。

土壤剖面的较下屠涅没有很多三氧化截绍的搬猜
。

在落菜朗集次生林下登育的厦山山地暗色森林土是年青的
。

除了草叛就地累覆有

楼臂外
,

林木的枯枝落菜也增加了表土有楼臂的来源
。

由龄母臂的砂性
,

土粒的媳表面

猜小
,

土壤中高度分散的酸性腐苑鬓很快地牌碱物厦颗粒染成黑色
。

土壤剖面的母鬓舆黑色表土唇之尚有明颖的界脉
,

道是山地暗色森林土的特徽
。

遏植土壤亦可在畏江下游的黄山地瘟觅到
。

(
4
) 鹰山土壤演化的厥史嗜段

底山医冰期的研究势龄敲僵土壤演化的服史借段的探衬有很大的繁助
。

就皮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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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冰期影馨所及的逼域而言
,

我们知道山麓低丘及山高虑的士壤都是大姑冰期以援的

形成物
。

很自然的可以想到
,

在大姑
一

厦山简冰期中所形成的山地杠壤是底山i气霹最古老的

土壤
。

但是枯镇以上地段的杠壤已成篇埋藏土壤
,

育除上是碑缸壤化的土壤母鬓
,

其最
_
上部已被侵触移去

。

在山高虚所存在的土壤中
,

山地黄壤较老粉山地棕壤
。

山地草甸

土及山地沼洋土在各土拓中是比较年青的
。

势龄厦山古土壤和泥炭沉覆的莲一步研究
,

不但可以揭示土壤演化的魔史隋段
,

也

可 明瞪不同地鬓年代的生物和刻民修件
。

土壤的形成舆演化是一调蝮敷的简题
,

由龄各四自然科季知锹和技衍的登展
,

我俩

将有可能封厦山的土壤莲行更群翘的研究
。

提 耍

厦山是位粉擎中畏江流域中游的名山
。

山麓低丘及其粼近地僵氧候潺熟
,

山上的

氟候温和而潮棍
。

山麓分怖着杠壤和黄壤
,

山上有山地黄壤
、

山地棕壤
、

山地草甸土
、

山

地沼泽土及山地暗色森林土
。

本报告封敖代表瘦山主要土菊的 9 调剖面作了研究
。

土壤颗粒分析示明除黄壤外
,

剖面中粘粒部分燕下移现象
。

杠壤
、

黄壤及山地黄壤的有楼鬓含量低而碳氮比很狭小
。

其他山地土壤的有楼臂

含量相赏高
,

碳氮比相封的较大
。

各土频简的 pH 值燕多大差具
,

它们都呈酸性
。

扛壤
、

黄壤及山地黄壤的潜酸此(即水解性酸舆交换性酸的比值)小
,

疽是杠壤化土

壤的特微
。

杠壤
、

黄壤及山地黄壤的嫂基交换量小至每百克 士 10 毫赏量
,

其他山地土壤具有

较高的维基交换量
,

特别在富含有楼臂的表土上屠中
。

交换性扔和镁的数值都很低
。

在杠壤和黄壤中交换性镁豹篇交换性奶的雨倍
,

由龄高度淋溶之故
,

山地土壤交换性钙

镁之和鹭镬基交换量的比例是非常的低
。

杠壤中小放 2微米粘粒部分的矽招截率和矽貂率较厦山的其他土菊篇小
,

但大粉

典型的扛壤
。

因此是未成熟的碍杠壤性土壤
。

各土翔剖面中的三氧化二戳的搬猜业不

颖著
。

杠壤的差熟曲林顺示高徽土频破物的含量相赏登富
,

特别在剖面的第二屠中
。

基粉厦山土壤的上述特微
,

衬希 了下列的挑侗简题
:

(l) 我们推想在现在氟候倏件下
,

厦山山麓由花向岩登育的杠壤仍虑龄扛壤的癸

育隋段
。

(
2
) 由冰川沉植物登育的山地黄壤舆山地棕壤简的逼别可捉它们的 碳氮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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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值
、

潜酸比
、

吸基交换量及差熟曲旅加以经定
。

(
3
)在山顶冷棍氧候下

,

草本植物生

畏的地方可俄育山地草甸土
。

在砂性母厦上
,

文生朋菜落萦林下可登育山生四清色森林

土
,

砂粒易被腐殖鬓所染黑
。

(
4

)庄山冰川的研究焉底山古土壤演化脸史隋段的研究打

下了基磁
。

所有瘫山匾各土撅都是大姑泳期以筱的形成物
。

埋藏的山地杠壤在艳封年

晰上是厦山高虑最古老的土壤
,

其静较年青的土捆依次篇山地黄壤
、

山地棕壤
、

山地草

甸土
、

山地沼泽土
,

山地暗色森林土是其中最年青的
。

古土壤的莲一步研究不但可揭示

土壤演化的膝史隋段
,

业且可明缭古地鬓年代的生物氧候倏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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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p r e tty h ig h a o d th e C / N

r a t io s o f

th e m a r e e o m P a r a t i
v e ly w id e r

.
T h e r e 15 n o t m u e h d iff e r e n e e o f P H v a lu e s

a m o n g a ll t h e 5 0 11 t y P e s
,

a
l l

o
f t h

e
m b

e
i

n g a e
i d i

n n a
t

u r e
.

T h
e “r a t io s 时 Potential aeidity”

,

i

.

e

.

t h
e r a

t i
o s o

f
“
h y d

r o l y t i e a e id it y
, ,

t
o “e x e h a n g e

a e
id i t y

, ’ ,
o

f t h
e r e

d l
o a

m

,

y e
l l

o
w

e a r
t h

a n
d m

o u n t a
i

n y e
ll

o
w

e a r
t h

a r e s
m

a
l l

.

T h i
s

1
5 a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o

f t h
e

l
a

te

r
i t i

e 5 0
1 1

5
.

E
x e

h
a n g e e a P a e

i t i
e s o

f t h
e r e

d l
o a

m

,

y e
l l

o
w

e a r
t h

a n
d m

o u n
t

a
i

n y e
l l

o
w

e a r
t h

a r e a s
l

o
w

a s 1 0
m

.

e

.

p
e r 1 0 0 g

m

.

o
f

5 0
1 1

.

T h
e o

t h
e r

m
o u 效ta in 50 11

ty P es h a ve h ig h er ex eh an g e e aP aeitie s
,

e x
p

e e
i

a
l l y i

n
t h e u

P P e r s u r

fa

e e

l
a y e r s

w h i
e

h
a r e

h i g h i
n o r g a n

i
e

m
a

t t
e r

.

B
o

t h
e x e h a n g e a

b l
e

C
a a n

d M
g

a r e
l

o
w i

n v a
l

u e

.

W
i t h t h

e r e
d l

o a
m

a n
d y e

l l
o

w
e a r

t h

,

t h
e e x e

h
a n g e

ab
l

e

M
g a r e a

b
o u

t t w i
e e a s

m
u e

h
a s

t h
e e x e

h
a n g e a

b l
e

C
a

.

T h
e r a

t i
o s o

f
e x

-

e
h

a n
g

e a
b 几 e a plus exeha ngeable M g to the exeh ange eap aeity are ex eeed

-

ingly low for th e m ou ntain 50115 due to hig h leaehing eff eet
.

T he red loam has 5 10
:
/R
:0 : and 5 10 ,

/ A I
:
0

: o
f t h e

<
2 产 e遥ay fra etion s

sm aller th a n th ose of th e oth e r 50 11 ty P e s of th e L u sh a n
,

b
u

t t h
e

i
r v a

l
u e s

a r e
l

a r g e r
t h

a n
t h

o s e o
f t h

e
t y P i

e a
l

r e
d l

o a
m

.

I t 1
5 a n

i m m
a

t
u r e

l

,

a
t

e r
i t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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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1
.
T h ere 15 n o P rom in e n t illu v iation o f F 几0 5 in th e P rofi le s of all th e

5011 tyP es
.
T h e d iff eren tia l th erm a l

eu rv es o f th p re d loa m sh ow th e re
-

lativ e ab u n d a n ee of k a olin m in
era ls

,
e 印e

eially in the seeond lay er of the

P加fil
e.

O n th e b a sis of th e ab ov e eh a ra ete risties of th e 5011 ty P e s of th e L u sh a n
,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p r o

b l
e

m
s a r e

d i
s c u s s e

d
:

(

a

) W

e

声hi
nk that under the present

elim atie eonditions the red loam derived from the granite 15 st川 in th e

sta g e o f de v eloP m en t
.
(b ) T h e m ou n ta in y ellow e arth d ev eloP ed in th e

g la eia l d eP o吕it s m a y b e d is t i n g u i s h e d f
r o
m t h

e
m
o u n t a in b

r o w n e a r t h b y

e o m p a r in g t h e i r C / N
r a t io s

,

P H
v a

l
u e s

, “r a t io s o f P o t e n 丈ial aeid ity
, ’,

e x
-

e
h

a n g
e e a p a e

i t i
e s a n

d t h
e

i
r

d i ff
e r e n

t i
a

l t h
e r

m
a

l
e u r v e s

.

(

e

)
T h

e 川ou nt ain

m ea dow 50 11 m ay d ev elo P w h en e v er th e re 15 a g ra ss va g etation g row in g in a

da m p a n d eo ox clim ate on th e m ou nt
a in t即

.
T h e d么rk m ou nt ain fo

rest 501-

15 develoPed on a sandy Parent m at erial under a thiek seeond grow th of

deeiauous broad一 I e a
f t

r e e s

.

T
h

e s a n
d p a r

t i
e
l
e s a r e s t a i

n e
d b l

a e
k b y t h

e

。r g a n i e m
a
tt e r

.
( d ) T h e s t u d y o f g la e ia t io n o f t h e L u s h a n a r e a h a s P a v e d

t h e w 乓y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
rical StageS of evolution of the 50115 of

the L ushan
.
A ll the 50115 of the L ushan area are form ations after the T aku

Period of glaeiation
.
T h e bu ried m ountain red earth 15 the olde吐 5011 in

“a
b
s o l u t e a g e

, ’
; t h

e
m

o u n
t
a

i
n

y
e

l l
o

w
e a r

t h

,

m
o u n

t
a

i
n

b
r o

w
n e a r

t h

,

m
o u n

t
a

i 刀

m e a d o w 50 11 a n d th e m o u n ta in h u m ie g le y 5 0 11 fo llo w in o rd e r
,

t h
e

d
a r

k

m
q u n

t
a

i
n

f
o r e s

t
5 0

1 1 b
e

i
n g t h

e y o u n g e s
t

a
m

o n g t h
e

m

.

F
u r

t h
e r s

t
u

d i
e s o

f

t h
e

f o s s
i l

5 0
1 1

5
w i l l b

r
i

n g f
o r

t h n o
t

o n
l y t h

e
h i

s
t

o r
i

e a
l

s
t

a g e s o
f

5 0
1 1

e v o
l

u
t i

o n

b
u

t
a

l
s o

t h
e

b i
o

l
o g i

e a
l

a n
d

e
l i m

a
t i

e e o n
d i t i

o n s o
f t h

e
P

a s
t g e o

l
o g i

e a
l t i m

e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