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卷 第 1 期
1 9 6 2 年 3 月

土 撰 学 报
A CT A PED O L O G IG A SIN ICA

V o l
.

1 0
,

N o
.

l

M a r eh
,

1 9 6 2

两广地区不同植被类型与土壤性厦的关系
‘

郁萝德 自娜泉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我国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幅具竟朋
,

自然地理条件较为复杂 ;在热带和亚热带所特有的

生物气候 因子影响下
,

土壤向着富韶化的方向进行
,

造成大面积的杠壤
、

黄壤和砖杠壤
,

后

者在广东的南部分布尤广
。

尽管这些土壤占据着华南相当大的面积
,

但对其生成发育
、

特

别是发生学上的生物化学过程
、

植被对土壤性厦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

虽然近年已有

渝著涉及 〔’〕,

但仍做得很少
。

拮合几年来粽合考察和土壤稠查工作
,

我俩选择了两广一些

植被类型下的土壤进行研究
,

分析了残落物的矿盾成分
,

土壤腐殖盾的祖成以及土壤的

矿物养分
,

以了解华南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植被类型对干土壤腐殖厦粗成及土壤肥力的影
习向

。

一
、

研究地区的植被和土壤类型

两广 的植被类型复杂繁多
,

系扰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

本文仅就两广北部地 区一些植

被类型下的土壤加以初步的研究
,

供就土壤的剖 面情况以及所在地的植被概况大致如下

述
:

1
.

亚热带常撇圃叶林 分布于两广北部的山地及沟谷
。

土壤为发育在各种母盾上的

山地杠壤及山地黄壤
,

我俩选用采自粤北仁化县长坑山西北坡海拔 55 0 米的山地杠壤为

代表
,

属低 山地形
,

坡度 3 , 。 ,

母盾为花岗岩 ;其剖 面层次明显
,

土层厚度在 1 00 厘米以上
,

呈弦酸性反应 (pH 4. 2一4
.

3 )
,

表土为黑褐色壤土
,

土体疏松 ; 心土为叙棕色粘土
,

土体紧

实 ;从 2 7 厘米往下多石英砂粒
,

具淋溶现象 ;土体内多侵入体及半风化的岩石碎块
。

地表

复有 3 厘米厚的干枯残落物
。

所在地的植被外貌均一
,

略呈波状起伏
,

拮构较筒单
,

粗成

树种以亚热带科属为主
。

上层乔木一般高 15 一20 米
,

复盖度 卯一70 外
,

以壳斗科的椎属

占优势
,

常见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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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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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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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层一般高 1一 3 米
,

以茶科
、

冬青科
、

樟科
、

紫金牛科等为主
,

常兄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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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植被类型粗成蒙本所何道泉
、

伍坏民同志指正
,

室内分析工作并有姚文华同志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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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植物一般缺乏
,

常兄的只有日本狗脊 〔w oo 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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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内时有藤本植物的个体出现
。

2
.

亚热带针圃叶混交林 分布于亚热带常禄阉叶林带内
,

有原生及次生两类
,

次生的

系亚热带常椽朋叶林受破坏后栽植杉木
,

再拯多次砍伐后萌生而成
。

本植被类型下的土

壤随海拔高度而异
,

高海极地区为黄壤
,

低海拔地区为杠壤
。

我们以采 自粤东梅县明 山嶂

东北坡海拔 弘。米的山地杠壤为代表
,

地形为中山
。

坡度 3 0 。 ,

母质为砂
、

夏岩 ;剖面特征
:

发生层层次明显
,

有明显的淋溶现象 ;表土为灰棕色鲤壤土
,

土体疏松 ;心土为橙棕色袒粘

土
,

较紧实 ; 全剖面呈弦酸性反应 (pH 气约
,

在地表复有 2一 3 厘米厚之千枯残落物
。

植

被外貌不整齐
,

高低不一
,

系由斜叶树及朋叶树种混合粗成
,

阴叶树种由壳斗科
、

樟科
、

茶

科
、

杜鹃花科及灰木科等祖成 ;草落高 8一10 米
,

总复盖度 7 5一 8 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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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层高 1
.

5一3 米
,

占总复盖度的 3 5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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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层生长茂盛
,

复盖度 7 5一 8 5多
,

高度 80 一 1 00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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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热带亚高山矮林及竹林 分布于两广北部海拔 1 , 。00 米以上中山地 带 的 上部
,

生境的水分充足
、

冷湿
、

多云雾
。

植被外貌的特点是高度一致
,

林冠整齐
,

祖成树种以小叶

型
、

革厦光亮常藏者居多
,

桔构筒单
,

植株矮小呈灌木状
,

分枝低
,

多弯曲
,

高度一般为 斗一 ,

米
,

复盖度 70 一80 多
。

本植被类型下的土壤是发育在不同母厦上的山地草甸土型 的 土

壤
,

我们选了两个士壤剖面为代表
。

一是采 自粤北乳源县莽山东南坡海拔 巧分。 米坡度

为 弓, 。

的山地矮林下的山地草甸土
,

母质为砂
、

真岩 ; 其土壤性态为发育程度与风记程度

较浅的土壤
,

土层很薄(仅 30 一翎 厘米)
,

其下郎为风化程度和颜色均不相同之母厦
,

剖 面

表层为黑色
、

呈弦酸性反应
、

似泥炭状
、

有团拉构造的根系密集层
,

以下郎为半风化体夹有

母厦的过渡层
,

在表层与过渡层之筒尚夹有 2 厘米厚的灰锈色土层
,

此层的灰锈色主要

受膺水的影响
。

地表复有厚 2一 3 厘米半腐解的枯枝落叶层
,

土壤呈弦酸性反应 [6]
。

另一

剖面系采自广西凌乐县三角山西南坡海拔 1 , 9 9 , 米
、

坡度为 37
。

的山地竹林下的山地草

甸土
,

母质为砂
、

真岩 ; 其剖面形态是
:层次明显

,

表土为灰黑色中壤土
,

土体疏松而有弹

性
,

根系密集成网状分布 ; 心土为棕灰色中壤土
,

具明显的锈枚绣斑 ; 料 厘米以下郎为风

化程度不同之半风化体
。

土壤呈弦酸性至酸性反应
,

地表复有一薄层之干枯竹 叶 残体
。

前一剖面所在地之植被祖成以杜鹃花科
、

石楠科
、

壳斗科
、

山茶科等亚热带的种类为主
, ’

常

兑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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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亚热带针叶林(杉木林) 常与境内亚热带常禄陶叶林联在一起
,

亦有成钝林分布
,

.

常兄的有焉尾松及杉木
。

土壤依海拔不 同而异
,

主要为杠壤及黄壤
。

我们以粤北乐昌县

(杠壤)及广西龙津县(黄壤 )的土壤为例
。

前者系采 自粤北乐 昌县九攀乡杉树窝东南坡海

拔 62 。米的杉林下
,

为杠壤
,

低山地形弓坡度大
_

(为 5 5 。

)
,

母厦为花岗岩 ; 土壤剖面层次叽

显
,

质地粘重
,

表土呈灰棕色或暗棕色
,

心土呈棕杠色
,

土体紧实
,

在心土中有少量铁锰桔

核形成
,

拮构面之简并有胶膜 ;土壤呈弦酸性反应
,

土层特别深厚
,

14 2 厘米以下为杠
、

棕
、

黄色交蜡之网杖层
。

后一剖 面系采自广西龙津县大青山海拔 68 。米九年生人工杉林下的

黄壤
,

地形为低山援坡地(坡度 2 8 。

)
,

母厦为流杖岩 ;土壤剖 面层次明显
,

表土为灰褐至暗

棕灰色螂粘土
,

土体松散
,

心土为黄棕色袒粘土
,

土体紧实
,

桔构面简有胶膜
,

淀积作用明

显
,

55 厘米以下郎富有半风化体
,

土壤呈弦酸性反应 ;地表复有一薄层难分解的干枯晓落

物
,

主要为杉树之斜叶
。

上述两剖面所在地杉木一般为 20 一 2 5 年生
,

其植株高度仅 10 一

14 米
,

复盖度随当地条件而异
,

一般可及 60 一7 0 %
。

林下常兑的灌木及草被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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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热带斜叶树灌木草坡(霭尾松灌丛草坡) 本桩被类型系原生植被撇多次破坏后

形成的次生植被类型
,

广泛分布于热带季雨林带以北的地区
,

所在地 自然环境变化复杂
,

乔木的高度及各层的复盖度
,

以及灌木及草被的种类祖成与外貌等均不一致
。

乔木以 嗯

尾松占艳对优势 ; 小地形变化常引起草丛粗成上的差异
。

一般在阳坡及水土流失较严重

的地方
,

出现有玛尾松
一
桃金娘

一
鹏鸽草拿落 ;水土流失较斡的地方和阴坡以及水湿条件较

好的阳坡 4lJ 出现以焉尾松
一
桃金娘

一芒箕为主的拿落 ;但本植被类型草落的粗成种 类 比鞍

复杂
,

而且不同覃落常互相 出现于同一地区或同一坡面上
。

前一植物拿落中占优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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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一植被类型中的主要灌木与前者相似
,
但其他的种类较多

,

生势常斡茂盛 ; 草本植杨则以

芒箕占艳对 l抵势
,

常占样方总复盖度的 7 0一卯拓
,

其他尚有褐毛金茅 (瓜lal i“ 琳、
口t厉t’x

K u n tz e
)

、

金茅 [五
.

护eci
o ,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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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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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植被类型下的土壤为砖杠壤性杠壤及杠壤
。

我佣选用了两个焉尾松
一
桃金娘

一艺箕

为主 的植物草丛下的土壤剖面为代表
。

一为采 自广 西平果县芭雄岭东北坡
、

坡度 2 , “ 、

海

拔 斗7 0 米处的杠壤
,

母质为真岩
,

剖 面层次明显
,

表土为灰棕色壤土
,

土体疏松
,

心土为扛

棕色袒粘土
,

籍构面之朋有浅色的胶膜
,

土壤呈弦酸性反应
,

土层厚 85 厘米左右
,

土体内

有坡积的母岩碎块
。

另一剖 面采自广西上思县那蔫乡西北丘陵地山坡中部的砖杠壤性杠

壤
,

海扳 3 20 米
,

坡度 2 。。 ,

母质为砂
、

亘岩 ;剖面层次明显
,

土层较深厚
,

表土较薄
,

为灰棕

色中壤土
,

土体松 ;心土为棕杠色袒粘土
,

土体紧实
,

在粘构面之尚有晤棕色胶膜并有琪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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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具明显的淋溶现象
,

土壤呈孩酸性反应
。

另选两个焉尾松
一
桃金娘

一
鹅鸽草为主的拿丛下的土壤剖面

,

一为采自粤北 乐昌县出

水岩附近的丘陵地上
,

海拔 3 00 米
,

为扛壤
,

母质为砂岩 ;土壤层次明显
,

土层深厚
,

表土为

晤棕色攘土
,

疏松
,

自 13 厘米处开始有少量敛锰拮核及明显的胶膜存于裂隙及粘构面上
,

弦酸性反应 ;心土为棕杠色壤粘土
,

有淋溶现象
。

另一剖面为采自粤东梅县水草公社东南

5 华里之丘陵地上
,

海拔 1 20 米
,

北坡
,

坡度 1 2 。 ,

母质为花岗岩
,

土壤为砖杠壤性杠壤
。

剖面层次明显
,

土层深厚呈弦酸性反应
,

全剖面以棕扛色为主
,

表土为中壤土
,

心土为中粘

土
,

土体含石英粒
。

6二山地中生草坡 广泛分布于两广大部分的山地
,

是森林反复破坏后的次生植被类

型
,

自然环境较复杂
,

但一般都具有雨量充足
、

多云雾
、

湿度大的特点
。

植被以禾本科中生

草本为主
,

复盖度一般达 80 一90 拓
,

叶层高 0
.

8一 1 米 ;灌木成丛状分布
,

占复盖度的 10 一

20 %
。

我们选用三个土壤剖面为代表
。

一在广西田林县定安区东南 15 华里低山地形
,

海

拔 7 7 0 米的西北坡上
,

母厦为砂
、

真岩
,

土壤为生草杠壤 ;土层深厚
,

层次发育明显
,

表土为

灰黑色至棕色鲤壤土
,

团粒构造
,

土体疏松 ; 心土为棕杠色鲤粘土
,

有明显的棕色胶膜
,

土

体较紧 ;全剖面呈弦酸性反应
。

其上之植被主要为白茅【Io po at
a

cy li耐万。 (L
.

) B e a

uv
.

]
、

相柄草 [ c a 夕1221户“iu m 户a r o ifz
o r u m (R

.

B r
.

) s ta p f
.

]
、

笔草 [ E “z
a zi二 e o n ro r , 。

(B
f o n g n

.

)

K un tz e ]
。

一在广西隆林县金钟山海极 1厂80 米处
,

坡度 2 3 。 ,

母盾为砂岩
,

土壤为生草黄

壤 ; 层次明显
,

表土为灰黑色至灰棕色中壤土
,

疏松 ;心土为棕黄色重壤土
,

邪 厘米以下郎

为半风化的过渡层
。

土体中夹有母厦碎块
,

士壤呈弦酸性反应
。

本土壤剖面上之植物种

类有五节芒
、

金茅
、

褐毛金茅及藏菜等
,

生势较繁茂
。

一在粤北乐昌县
,

系采 自嶂头子东南

坡海拔
’

1 , 1 00 米处
,

坡度 30
“ ,

母质为花岗岩
,

属生草型黄壤 ; 土壤剖面的基本性状与广西

隆林金钟山的相似
,

但生草化的特征不及前者显著 ; 其上之植物主要有五节芒
、

金茅
、

蔗

菜
、

鸭嘴草 (了、人
a e m “。 ‘万, t a t “。 L

.

)
、

野枯草 (才
r 。, 成, e zza 助

。
、a z。 s te n d

.

)
、

伴有刺

子莞 扭再y o e左0 5夕o r a , “占ra M e k
.

) 等
。

除上述六种 自然植被外
,

还采用了三个水稻土的标本与自然植被下之土壤进行比较
。

其中两个是采 自广东南海县大诬人民公社
,

为发育于冲积国三母质上的泥肉田
”与泥骨 田

“, ,

一个是采自广J呵市郊龙眼洞
,

为发育于杠壤 (花岗岩母厦)坡积物母质上的黄泥 田
’) ,

三者

的土壤肥力以泥肉田最高
,

泥骨 田次之
,

黄泥 田最差
。

泥肉田的剖面性状为
:
耕作层厚豹

20 厘米
,

松软湿消
,

粘构良好
,

保水保肥力弦
,

年产量一般在 80 0一1, 00 0 斤 /亩之简
。

泥骨

田的特点是土厦粘重
,

粘粒含量较多
,

有机厦缺乏
,

干时坚硬
,

往往形成卵状的泥核
,

湿时

为泥桨状
,

耕耙困难 ; 心土坚硬紧实
,

呈碎块状拮构
,

禾根难向下伸
,

故植株生长慢
、

发棵

少
,

影响产量
,

一般年产量豹 60 0一7 00 斤 /亩
,

但在管理良好的情况下
,

可以变泥骨 田为泥

肉田
。

黄泥田的特点是耕层浅薄
,

一般仅 9一 1 4 厘米
,

有机质食乏
,

生产力低
,

盾地为壤粘

土
,

通气性不良
,

士壤呈翰酸性反应 (前二者为中性至微碱性反应)
,

年产量一般为 5 00 斤 /

亩以下
。

三种水稻土的利用情况相 同 ;一年种植两造水稻后郎休朋
。

均
、
2 )

、
3 ) 泥肉田

、

泥骨田及黄泥田均系当地农民的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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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方法及桔果

土壤有机厦主要分为两大类
:
一是未分解或半分解的动植物残体以及微生物 的 代榭

产物和合成产物
,

它是有机化学中的已知物质
,

豹占有机质总量的 10 一 1乡% ; 一为土壤所

特有的物质
,

即土壤腐殖厦
,

豹占土壤有机盾总量的 8 , 一9 0 % [v]
。

土壤有机质对土壤肥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它是植物营养的主要来源
,

并对改善土

壤的理化性状及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

土壤有机质的主要来源是植物

的根系和碰落物盾
,

因此
,

植物与土壤之简的关系非常密切
,

在整个环境条件作用下
,

它们

才日互影响
,

相互制豹
。

为了探蔚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肥力的比较
,

除了有关的土壤养分 (包括代换性 阳 离

子
、

活性铁
、

铝等)分析外
,

我们还根据 M
.

M
.

科带带娃所筒化了的 H
.

B
.

邱林方法分析

了士壤腐殖质的朱且成 [7, 8

飞

在 。
.

o 5 N 稀硫酸的脱钙过程中
,

有一部分可溶性的和极易水解的腐殖盾可 以 溶解
。

这一部分碳素 [表 1 ( , )项 」代表构造最筒单的富里酸和低分子有机酸
。

第一祖胡敏酸和富里酸
,

是把脱钙以后的土壤用 。
.

I N 氢氧化钠所提取的〔表 1 (6 )

项 ]
,

在化学性盾上代表活性较弦而与土壤矿物拮持较松的腐殖厦
。

第二祖胡敏酸和富里

酸 [表 1 (7 )项 ]是把第一粗提取以后的标本
,

用 。; 1 N H Zsq 和 0
.

1 N N a o H 交替处理反

复所得到的溶解部分
,

在化学性盾上是活度较差并且和矿厦部分拮持较紧的腐殖质
。

凡是握酸液和碱液处理后所不能溶解的腐殖盾
,

我刊列为盛渣 〔表 1 (s) 项 〕
,

自p通常

鲜做胡敏素 (hu m in)
,

在性质上它是与土壤矿物部分精合最紧的腐殖质
。

此外
,

我们把未握稀硫酸脱钙的土壤用 0
.

1 N N
a 0 H 值接提取其腐殖厦并侧定其全

碳量 [表 1 (的项」; 在化学性质上系游离态的及与土壤矿盾部分(主要是活性敛
、

金吕)拮合

的化合物态的腐殖厦
—

郎活性腐馗盾
。

除了土壤腐殖厦的分祖分析以外
,

我佣也分析了土壤某些矿厦养分以及主要植 被类

型的晓落物霓的矿质祖成
。

本文的肃点是根据上述三项分析材料并拮合稠查工作而得出的
。

1
.

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腐殖厦的粗成

根据两广不同植破类型下土壤腐殖盾的粗成分析桔果(表 ‘ )可以明显看出土壤巧殖
盾的形成数量

、

祖成成分及其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等都与植被类型有关
,

不同植被类型下

土壤腐殖厦的量与厦是不同的
。

亚高山矮林
、

亚高山竹林
、

山地草坡及以芒箕为主的焉尾松灌丛草坡等几 个植被类

型
,

表土 的土壤腐殖厦祖成中胡敏酸的含量豹占土壤腐殖厦总量的 20 一36 拓
,

胡敏酸与

富里酸之比率大于 1 。

亚热带常椽朋叶林
、

亚热带斜朋叶混交林
、

杉木林等植被类型下
,

表土的胡敏酸含量

均低于上述几种植被类型
,

其含量豹占腐殖厦总量的 1 8一20 外
,

胡敏酸与富里酸之比率

小于 1 ;以鹅媳草为主的焉尾松灌丛草坡的土壤
,

其胡敏酸合量最低
,

在 15 多以下
,

腐殖

厦粗成中以富里酸占优势
,

胡敏酸与富里酸之比率小于 0. 5 。

各供贰土壤标本握酸碱液交替处理所不能溶解的不溶性凌渣 (胡敏素) 的合量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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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x。

一�
6.39
一��一��一�l4.5I�植 被 类 型

亚热带常糠朋叶林

(壳斗科
、

樟科为生 )

土壤名称

及

采集地点

赶 壤

(粤北仁化县 )

母 盾
梅拔高度

(来)

表 1

土嚷深度

(厘来)

N ( % )

( 2 )

0一 1 1

花岗岩 5 5 0

5 9一 10 8

0
.

2 86

0
。

0 9 3

赶 壤 0一1 8

亚热带针朋叶混交林 砂直岩 5 4 0

(粤东梅县)

山地草甸土

(粤北乳源县)

山地草甸土

(广西凌乐县 )

3 1一5 2

0
.

16 3

0
.

0 5 )

2 0一斗0

亚 高 山 矮 林
*

砂夏岩 5 7 0

4 0一6 8

C ( % )

( l)

3
.

5 2 8

0
.

5 9 4

2
.

5 6 8

0
.

6 3 1

7
.

斗7 2

1
。

2 4 3

0
。

斗4 3

0
.

0 7 2

亚 高 山 竹 林 砂夏岩 l ,
9 9 5

0一 18

3 0一碍牛
4 4一5 9

10
.

4 0 3

4
.

0 18

1
.

6 5 9

0
.

6 3 3

0
.

2 7 7

0
.

12 5

0一5 5
.

5 6 7 0
.

3 9 6 l斗
.

0 6

流故岩 6 8 0

1
。

3 9 5

断 叶 林(杉木 )
(广西龙津县 )

叙 壤

(粤北乐昌县)

杠 壤

(广四平果县)

砖杠壤性杠褒

(广西上思县 )

3 0一5 5 0
.

2 60 5
.

3 7

O一2 4

花尚岩 6 2 0

4嘴一 1 1 5

2 2 72

0
.

5 2 9

0
.

14 7

0
.

0 4 7

1 5
.

4 6

1 1
。

2 6

直 岩 4 7 0

焉 尾 松 灌 丛

(芒箕晕落)

0一1 0

1 0一2 9

2 9一8 8

8
.

4 10

1
.

9 4 6

0
.

6 7 4

0
.

42 9

0
.

1 85

0
.

09 5

1 9
。

6 0

1 0
.

52

7
.

09

On乃口n, .山

:
0一1 2

砂夏岩 3 2 0

4 0一 8 0

2
.

5 2 6

0
.

6 2 4

0
。

15 9

0
.

0 6 8

15

9

赶 褒
砂 岩 3 0 0

焉 尾 松 灌 丛

(憩占鸟草军落)

(粤北乐昌县)

砖叙壤性缸选襄

(粤东梅县 )

生 草 杠 壤
(广西 田林县 )

生 草 黄 壤
( 广西 隆林县)

生草型黄嚷
(粤北乐昌县)

0一 1 3

4 9一 80

1
.

2 3 6

0
.

1 7 6

0
.

14 8

0
.

0 5 9

8
。

3 5

2
.

9 8

0一 12 3 5 3 0
.

1 4 8 9
。

1 4

花岗岩 12 0

3 9一7 2 0
。

5 9 3 0
.

0 4 7 1 2
.

6 2

砂夏岩 7 7 0
0一6

斗5一7 3

5
.

15 1

0
.

4 7 3

0
.

3 5 5

0
.

0 7 9

1 4
.

5 1

5
.

99

山 地 中 生 草 坡

(禾本科为主 )
砂 岩 1 ,

6 80
0一 12

3 5一5 5
9

。

5 2 5
1

.

6 6 3

0 65 3

0
。

3 10

14
.

59

5
,

3夕

花尚岩 10 0
O一2 0

3 5一 87
3

.

82 6

0
.

8斗9

0
。

2 6 0

0
.

0 87

14
.

7 2

9
.

7 6

·
_

稻
_

⋯锁六洲幸
一

注 : 因表土标本不够
,

故未作分析
。

20 一 40 厘米土层之半腐体难于除泽
,

可能桔果偏高
。

当地农民对水稻土的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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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粗 O
.

IN
N a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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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溶 性 残 渣
C 又% )

(6 )

第二粗 O
.

IN
H : 5 0 ,

与 N a 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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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

C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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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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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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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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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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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土的含量较一致
,

豹占腐殖厦总量的 40 一50 % 左右 ;在心土nlJ 稍有提高的趋势
,

其胡

敏素含量在 40 一7 0 务上下
。

但是从整个清况看来
,

植被类型
、

海拔高度
、

母质及耕作过程

等对于土壤腐殖盾中的胡敏素含量均无明显的影响
。

这点歌明在热带及亚热 带 的 土壤

中
,

腐殖质中似乎有 知多左右是属胡敏素
,

它们在短期内比较难于被矿质化
。

两广地区不 同自然植被类型下的土壤
,

除了亚高 山竹林及矮林下的土壤外
,

胡敏酸洽

土壤剖面的分布在心土层有蹂然降低的巩象
,

这是与植物根系及有机晓体高度集中于土

壤表层的现象相适应的 ;而亚高山竹林与矮林下的土壤
,

胡敏酸在心土中别有积聚现象
,

这是因为本类型下的土壤(山地草甸土)地表有大量凌落物
,

有机厦特别丰富
,

心土中也含

有相当多的腐馗盾所致
,

此外
,

可能表土的腐殖厦在分解形成过程中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

有向下淋溶及移动的现象
。

两广地区各植被类型下的土壤胡敏酸
,

主要是与土壤矿厦部分活性 凡0 3

拮合并呈游

离态 ;且大多数土壤中胡敏酸与富里酸的比率小于 1 。

在热带及亚热带杠壤地区
,

土壤中

富 里酸含量高于胡敏酸含量的特点是 由于富里酸能在酸性环境中与活性 R Zo ;

(特别是活

性铁)相桔合
,

这在 H
.

B
.

邱林
、

M
.

M
.

科带带娃
、

B
.

B
.

波敲焉列娃等人的研究工作

中早已靓 明了 [u, ‘01 。 不过在我们分析的土壤中
,

也有以胡敏酸占优势的 (胡敏酸与富里酸

之比率大于 1 )
,

这可能是由于植被类型的不同和受成土条件的影响所致
。

两广地区 自然植被类型下的土壤腐殖盾祖成与农田土壤是有很大差异的
。

自然植被

类型下土壤活性腐殖盾的含量占土壤腐殖质总量的百分比大大高于农 田土壤
,

前者为 20

一巧 多
,

而后者HlJ 在 5 多以下
。

这是因为热带及亚热带的生物气候条件及一年 2一 3 造的

耕作制度可以促进拮构商单的活性腐殖厦很快被矿质化所致
,

所以在农田土壤上要提高

产量必需提高和保持土壤肥力
,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恢蛆于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的施用
。

高度熟化的冲积性水稻土 (土壤 pH 7
.

5)
,

由于长期施用有机肥料及石灰的影响
,

腐

殖食中胡放酸含量高 出富里酸达一倍 (胡放酸与富里酸之比率为 1
.

9约 ; 但在新垦的扛壤

性水稻土中 (p H 4. 弓)
,

腐殖质中的胡敏酸就低于富里酸
,

‘

它了阴的比率为 0
.

39
,

其活性腐

危置也比前者为高
,

这说明土壤腐殖厦分解过程和富里酸的形成与土壤酸度及活性铁
、

铝

的 含量有关
。

2
.

不同植被类型下的土壤化学性质

土壤的化学性厦对植被类型及腐殖厦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

它佣一方面影响植被的

发育与微生物的活动
,

一方面又影响着土壤腐殖厦的积累和分解
。

反之
,

不同植被类型
、

一

母厦及其他 自然条件也影响土壤的理化性盾
。

根据各供贰土壤的化学分析拮果 (表 2 )
,

可以看出不 同植被类型下的土壤
,

其化学性盾也是不同的
。

但由于同为亚热带的杠壤和

黄壤
,

所以土壤的基本化学性厦还是此蛟相似的
。

在供贰土壤中
,

土壤均呈弦酸性至酸性

反应 (pH 3
.

8一 5
.

5 )
,

一般均在 、
.

3一 4
.

。的范围内 ;其币以亚高山矮林下的土壤酸度为最高

(p H 3.8 )
,

只有冲积性水稻土有呈微碱性反应的
。

但从盐提取液的 p H 值看
,

刻大部分植碑
类型下的土壤在 3

.

8一斗
.

0 之简
。

一般而渝
,

土壤酸度都有随剖面深度加深而渐喊的趋势
。

土壤代换性酸以活性貂为主 [l1]
,

本区一般 自然植被下的土壤
,

表土活性貂的合量通常

为每百克土中舍有 4一10 毫克当量
,

焉尾松灌丛
、

’

亚高山矮林
、

亚热带斜阴叶混交林等类

型下的土壤
,

活性貂合量似乎高些
,

每百克土达 10 一20 毫克当量左右
,

这与某些酸性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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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

焉尾松
、

桃金娘
、

芒箕等植物灰分中含有较高量的绍有关口火在地表凌落物的分

析中 (表 3 )亦是以亚热带卦朋叶混交林
、

焉尾松灌丛等植被类型的残落物含绍量 最 高
。

土壤酸度与代换性酸及活性貂的舍量有一定关系
,

土壤愈酸其代换性酸与活性貂的舍量

就相应的增高
。

活性敛的舍量一般均高于活性绍的含量
,

且随土壤深度而有增高的趋势
。

亚热带常椽

圈叶林
、

亚热带卦阴叶混交林
、

亚高山矮林
、

竹林等植被类型下的土壤
,

表土活性敛舍量每

百克土在 20 一知 毫克当量之简
,

其余类型下的土壤活性铁为 50 一 1 00 毫克当量 ; 农 田土

壤的活性跌为 2 , 一40 毫克当量
。

这些土壤的盐基鲍和度一般在 20 一30 %咒
,

每百克土

的代换但睑丐通常仅在 1一 2 毫克当量上下
,

但土壤腐殖质的分粗分析拮果
,

第一祖腐殖质

(包括活性较弦的胡敏酸与富里酸) 的舍量远远超过了第二祖腐殖盾 (指由酸液和碱液反

复提取以后能溶解的胡敏酸与富里酸) 的舍量
,

它们的比例为 5 :1 和 1 0 : 1 (只有一个 例

外)
。

这项拮果靛明土壤中大量活性铝离子和铁离子的存在
,

使腐殖盾的活度增弦
。

在珠

江三角洲高度熟化的微碱性水稻土中
,

第一相
_

腐殖厦和第二祖腐殖厦的比例也在这个范

围之内
。

活性绍和铁能与腐殖质物质相互作用
,

井以胡敏酸铁
、

绍 的形态保存于土壤中
。

在我们的供贰土壤中
,

一般富含活性敛
、

貂
,

所以在土壤腐殖厦的祖成中第一粗腐殖厦的

含量大于第二祖腐殖盾
。

在土壤合氮量方面
,

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有明显的差异
,

其含氮量是随土壤腐殖盾的

含量增减而增减
,

这是因为土壤中的氮素艳大部分是以有机态存在于腐殖盾以及植物和

微生物等晓体中 [13]
。

根据表 1 的分析桔果
,

全氮量除杠壤性水稻土小于 0
.

0多形外
,

其余

各自然植被类型下的土壤均在 0
.

巧% 以上
,

其中以亚高山矮林
、

竹林下的土壤舍氮量最

高
,

达 0
.

4一0. 65 拓
。

土壤中的碳氮比率通常在 10 一 l , 左右 (只有一个例外
,

焉尾松灌丛

芒箕晕落下的杠壤
,

c / N
‘

为 19
.

6 )
。

而在农 田土壤中
, c /N 比率一般为 9一 1 1。 显然

,

拼

作精小了碳氮比率
,

但是自然植被下土壤腐殖厦中活性胡敏酸的合量都远远超过农田土

壤
,

因此土壤中 C / N 比率的精小
,

并不能款为是土壤腐殖厦中氮素有效性的提高
,

例如合

胡敏素极高的泥炭
,

其 c / N 比率可以在 5 左右
。

土壤代换量及代换性盐基的舍量
,

一般随成土条件而变异
,

在供贰土壤中
,

各植被类

型下的土壤代换量
、

代换性阳 离子的祖成是不同的
,

一般来耕
,

有机质丰富的土壤
,

其代换

量合量亦高
,

所以两者之简是密切有关的
。

如亚高山矮林
、

竹林
、

山地草坡
、

亚热带常释阁

叶林下的土壤腐殖厦含量较高
,

故其土壤代换量亦高
,

每百克土合 20 一30 毫克当量上卞 ;

而以聪媳草为主的焉尾松灌丛下的土壤腐殖质含量则斡低
,

所以其代换量也低
,

每百克土

在 10 毫克当量以下
。

在代换性阳离子祖成中
,

各植被类型下的土壤均以舍代换性貂为主

(有一个例外
,

郎广西 田林的生草杠壤
,

以代换性钙
、

镁为主)
。

3
.

不同植被类型下残落物的灰分粗成

植物晓落物中合有各种灰分物质及氮素
,

这些物质大大地丰富了土壤的养分
。

从表

3 可以看 出
,

不同植被类型下晓落物的灰分祖成和含灰量是不同的
。

亚高山竹林
、

霭尾松

灌丛草坡
、

亚热带常椽阴叶林以及亚高山矮林的残落物含灰量较高
,

均在 5 % 以上
,

其中

以亚高山竹林晓落物的灰分含量最高 (7
.

07 %) ; 杉木林残落物的合灰量最低 (3
.

88 %)
。

在

灰分祖成 中
,

主要是 S泊
2 、

Ca o
、

M g o ; 但不同植被类型其晓落物的灰分粗成有所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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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 同 植 被 类 型 下 的

棺棺 被 类 型型 土 壤 名 称称 梅拔高度度 母 盾盾 土壤深度度 p H 值值

及及及及 (米))))) (厘米)))))))))))))))))))采采采 集地 点点点点点 H
,
OOO K C III

提提提提提提提 液液 提 液液

亚亚热带常粉阴叶林林 叙 嚷嚷 5 5 000 花尚岩岩 0一1 111 4
.

333 4
.

111

(((壳斗科
、

樟科为主 ))) (粤北仁化县))))))) 5 9一 1 0 888 4
.

222 4
.

000

亚亚热带断朋叶混交林林 叙 嚷嚷 5斗000 砂夏岩岩 0一 1 888 4
.

555 3
。

999

(((((粤东梅县))))))) 3 1一5 222 4
。

555 4
.

000

亚亚 高 山 矮 林林 山地草甸土土 1
,
57 000 砂真者者 2 0一斗000 3

.

888 3
.

888

(((((粤北乳源县))))))) 呼0一6 888 4
。

222 3
.

999

亚亚 高 山 竹 林林 山地草甸土土 1
, 9 9 555 砂直岩岩 O一 1 888 4

。

333 3
。

999

(((((广西凌乐县 ))))))) 3 0一斗444 4
。

888 4
。

111

44444444444 4一5 999 4
。

888 4
.

222

断断 叶 林林 黄 褒褒 6 8 000 流权岩岩 O一 555 4
.

777 3
。

999

(((杉 术))) (广西龙津县))))))) 3 0一5 555 4
.

999 4
。

222

···

缸 壤壤 6 2 000 花尚岩岩 0一2斗斗 4
.

888 4
.

222

(((((粤北乐昌县 ))))))) 斗斗一1 1 555 5
.

222 4
.

333

焉焉 尾 松 灌 丛丛 杠 奥奥 4 7 000 真 岩岩 0一1 000 5
.

222 3
。

999

(((芒箕荤落 ))) (广西平果县))))))) 1 0一2 999 5
.

000 3
.

999

22222222222 9一8 888 4 222 3
,

888

砖砖砖肛壤性叙嚷嚷 3 2 000 砂直岩岩 0一 1 222 4
.

999 4
.

000

(((((广西上
‘

思县))))))) 4 0一 8 000 4
.

777 4
.

111

焉焉 尾 松 灌 丛丛 杠 粱粱 3 0 000 砂 岩岩 O一1 333 4
.

555 4
,

000

(((搞搞草晕落 ))) (粤北乐昌县 ))))))) 4 9一8 000 5
.

000 4
。

222

砖砖砖杠煲性叙嚷嚷 ] 2 000 花岗着着 O一 1 222 4
.

555 3
。

999

(((((粤东梅县))))))) 3 9一 7 222 4
.

777 4
。

222

山山 地 中 生 草 坡坡 生 草叙 壤壤 7 7 000 砂真者者 0一666 4
·

999 4
.

666

(((禾本科为主 ))) (广酉 田林县))))))) 斗5一7 333 斗
.

777 4
。

111

生生生 草 黄 褒褒 1
,
6 8 000 砂 岩岩 0一1 222 4

.

弓弓 3
·

9 、、

(((((广西隆林县))))))) 3 5一乡弓弓 斗
。

555 斗
.

0 ,,

生生生草型黄嚷嚷 1
, 10 000 花尚岩岩 0一2 000 4

.

444 4
。

222

(((((粤北乐昌县 ))))))) 3 5一8 777 斗
.

555 斗
.

jjj

水水 相相 水稻土(泥肉田 ))) 平 原原 冲积物物 0一2 000 7
。

888 7
.

666

(((((广东南梅县)))))))))))))

水水水稻土(泥骨田 ))) 平 原原 冲积物物 0一 2 000 7
.

888 7
。

666

(((((广东南梅县)))))))))))))

水水水稍土(黄妮田 ))) 谷 地地 叙奥坡坡 0 一1 444 4
.

55555

(((((广州市郊 ))))) 积 物物物物物

注 : *
沙柯洛夫法

。

* *
N a 声刃

;

分离交在中性环境下进行)出的 Fe科
,

翘氧化后以 K刃
r

刃
,
容量法测得

。

* * *
刘覆芬

、

刘玉堂同志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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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杉木林的晓落物含有较高的基性物厦
,

Ca o + M g O 十 K ZO 十 N a
刃 的总量占灰分的

5 久义拓 ; 亚高山竹林及焉尾松灌丛的盛落物舍基性物盾最低
,

前者的 ca o
、

八烤。
、

凡。
、

N a 20 总量为 8. 8 7 %
,

而后者也仅 1 1
.

1 8 % ; 亚高山竹林的袋落物 中 合有高 量的 51 0 2

(78
.

21 % )
,

杉木林的晓落物中则舍 si 仇量最低 (10
.

”多)
。

亚热带卦阴叶混交林与焉尾检

灌丛草坡的盛落物灰分中含 A1 20 3

比其他植被类型高
,

前者为 12. 肠 %
,

而后者为 13
.

91 彭
。

一般的常椽朋叶林
、

斜阴叶混交林 和亚高山矮林等植被类型的隆落物灰分中的基性物厦

总量均在 30 多上下
。

表 3 不同褪被类型下地农盛落物的灰分粗成

采 集 时 简

植被类型

及 地 点

亚热带常糠
朋 叶 林

19 5 8 年 4 月采于
粤北 仁化县 长坑
LIJ

,

悔拔 5 50 米

亚热带针陶
叶 混 交 林

亚高山矮林

亚高山竹林

一9 5 5 年 12 月采于
广西凌乐 县 三 角
LIJ

,

梅拔 l
,
9 9 5 米

灰灰灰 灰 分 中 的 矿 盾 成 分 (% )))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 ))) 5 1氏氏 A I
,
0 ... F e , 0 333 C a OOO M g OOO P忍0 555 K , 000 N a : OOO

666
.

0 222 4 5
.

6 888 5
.

3 666 0
.

7 555 1 8
.

1222 9
.

8 888 0
.

9 000 2
.

7 666 0
.

5 888 0
.

8999

444
。

2 222 3 1
.

9 999 12
。

8 666 0
。

9333 1 4
.

7 444 9
。

3 111 1
.

0 777 3
。

0 888 痕跻跻 0
。

6 888

555
.

2 999 5 1
。

6 444 4
。

9 000 1
.

1 777 1 6
.

汗555 1 0
.

0 888 lj 000 2
。

8 444 0
.

7 444 1
.

0 888

777
.

0 777 7 8
.

2 111 0
.

5夕夕 0
.

6 111 1
.

8 777 5
.

4 999 l
。

1 222 1
。

0 111 0
.

5 000 0
。

6 999

333
.

8 888 10
.

5 777 3
.

7 000 1
。

3 333 3 4
.

8 555 2 1
.

4 999 2
.

2 999 2
.

1 999 0
。

9 888 0
.

8222

666
.

2 666 5 9
.

4 222 14
。

0 111 0
.

6 666 < 0
.

111 5
.

5999 1
。

0 111 5
。

5 999 痕趾趾

于青采大米
杉 木 林 广

山

年
龙字

,

梅拔 6 8 0

属尾松灌丛

19 5 , 年 工o 月采于
粤东梅县 水 嵘东
南

,

梅拔 120 来

根据上述材料
,

两广地区不同牛曲破类型下地表凌落物的灰分祖成是有明显差异的
,

但

是就现在的分析材料尚不足以阐明这填差异在生物物质循环过程中的作用
。

灰分中的犷

质成分上的变化
,

与土壤中的活性矿物盾很少有值接的相关性
,

只有亚热带卦朋叶混交林
及思尾松灌丛草坡下的杠壤

,

其活性貂合量高于一般土壤
,

这点可能是受了残落物腐解体
.

的影响
。

三
、

摘 要

本文对华南地区不同植被下的土壤有机质
、

土壤活性矿物厦祖成及枯枝落叶层进行

了研究
,

企图探求植被类型对于土壤腐殖质祖成以及肥力变化的影响
。

供贰土壤 包 括 由

地草甸土
、

黄壤
、

杠壤及砖杠壤性杠壤
,

由不同母厦发育而成
。

植被类型包括常椽朋叶林
、

斜叶阴叶混交林
、

高山矮林及竹林
、

杉木林
、

焉尾松灌丛
、

草坡等
。

此外
,

还选了三个珠江

三角洲地区不同肥力的水稻土
,

以比较自然植被下土壤性厦和农田士壤性厦的异同
。

根据初步研究桔果
,

获得下列几点欲歌
。

1
.

土城活性腐殖厦的变化 两广地区 自然植被下的土壤
,

其活性腐殖盾占土壤有机
、

盾总量的百分比显然高于农田土壤
。

森林及以禾本科为主的中生性草地下的土壤
,

表土

有机厦中合有豹 20 一 3 , 多的活性腐殖盾 (为 。
.

1 N N a o H 所能提取)
,

但是水稻土中
,

通



1 期 郁梦德
、

白锦泉 : 两厂地区不同植被类型与土壤性盾的关系

常只占
’

6 % 以下
。

这点靓明了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一年 2一3 造的耕

作制度
,

可使拮构比较筒单的活性腐殖盾很快的被矿化
,

而士壤肥力的推持在很大程度上

依搬于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的逐年补抬
。

2
.

土城中胡徽酸与富里酸的比率 华南 自然植被下的土壤有机厦中
,

胡敏酸与富里

酸的比率通常小于 1 ,

杠壤地区土壤中富里酸比胡敏酸高的特点
,

是 由于富里酸能在酸性

溶液中和活性 R Zo 3

相拮合 (特别是活性敛)
,

这项特性在邱林
、

科带带娃
、

波带焉列娃等

人的研究中早已征明了
。

珠江三角洲上的高度熟化水稻土 (土壤 p H 夕
.

8 )
,

由于长期施用有机肥料及石灰的影
响

,

有机质中胡敏酸的数量高出富里酸一倍
,

胡敏酸与富里酸的比率为 1
.

95
。

但是在新垦
_

的杠壤性水稻土中(土壤 pH 4. 5 )
,

这项比率是 。
.

39
,

这点也可以靓明有机盾分解过程和

富里酸的形成是和土壤酸度及活性敛
、

貂有关的
。

3
.

活性铁和铭与腐殖厦粗成的关系 本区一般森林及草本植被下的土壤
,

表土活性

貂的合量通常为每百克土 4一10 毫克当量
,

活性铁为 20 一 10 0 毫克当量 ;焉尾松灌丛下的

扛壤
,

活性貂的合量每百克土可达 20 毫克当量左右
。

这些土壤的盐基鲍和度一般在 20 一

30 多之简
,

每百克土的代换性钙通常仅在 1一 2 毫克当量上下
,

但是土壤有机质分粗分析

拮果
,

第一粗腐殖质 (包括活性较弦的胡敏酸和富里酸) 的合量远远超过了第二祖腐殖厦

(指 由酸液和碱液反复提取以后能溶解的部分)
,

它们的比率为 5 : 1 和 10 : 1 (只有一个例

外)
。

这项拮果靓明土壤中大量活性铭离子和铁离子的存在
,

使腐殖质的活度增弦
。

在珠

江三角洲水稻土中
,

第一祖腐殖厦和第二祖腐殖厦的比例也在这个范围内
。

4
.

土壤腐殖厦中的不溶性建渣 (胡敏案 ) 的含量 在表土中所有供栽土壤都很一致
,

豹占土壤腐殖厦总量的 40 一50 另上下
。

植被类型
、

海拔高度
、

耕作过程
、

成土母盾等对于
-

胡故素的舍量
,

均没有明显的影响
。

这样在热带和亚热带土壤的腐殖质中
,

似乎有一半是

胡敏素
,

它在短期内是不能矿化的
。

5
.

土城腐殖质中的礁氮比率 (c/ N ) 森林及草本植被下的表土腐殖盾 中
,

其 c / y

比率通常在 10 一 1多左右
,

只有焉尾松灌丛下的杠壤
, c /N 比率为 19. 石。 在这个地区的水

稻土中 c / N 比率一般为 9一 1 1 。 耕作精小了 c /N 比率
,

但是 自然植被下有机厦中活性腐

殖厦的合量
,

都远远地超过农 田土壤
,

因此
,

碳氮比率的精小
,

很难欲为土壤有机盾中氮素

有效性的提高
。

这在国内外的研究材料中也指出过
,

例如含胡敏素极高的泥炭和褐煤
,

其
-

C / N 比率可以在 10 以下
。

6
.

不同植被下建落物的灰分粗成 杉木林的夔落物舍有最高的基性 物厦
,

ca o +

Mg o 十 K ZO + N aZ O 的总量占灰分的 ”
.

51 务 ; 竹林和焉尾松灌丛的盛落物含基性物质
t

最低
,

前者为 5
.

5 7 务
,

后者为 1 1
.

15 % (都是 e a o
、

Mg o 、 K Z o 、N a Zo 的总量)
。

竹林残落

物的灰分中舍 51 0 2

高达 7 8
.

21 另,, 而杉木林的残落物灰分中合 Si 仇量最低
,

为 10
.

, 形
。

焉尾松灌丛及亚热带卦朋叶混交林下的座落物灰分中含 A了20
3 高于其他植被的碰落物

,

为 13
.

91 多及
·

12
.

86 %
。

其他一般的常椽朋叶林
、

斜朋叶泥交林和亚高山矮林等痊落物灰
_

分中的基性物厦总量均在 30 多左右
。

虽然不同植被类型地表凌落物的矿质粗成有明显的差异
,

但就现在的初步材料
,

远远

不足以阐明这填差异在生物物盾循环过程中的作用
。

这些成分上的变化
,

对于土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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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厦很少有直接的相关性
。

只有焉尾检灌丛下的杠壤
,

其活性绍合量高于一般土壤
,

这

点可能是受了凌落物厦腐解体的影响
。

我们初步接触了华南地区的植被类型
、

土壤腐殖厦祖成和活性矿物质简相互关系的

周题以后
,

觉得波雷藉夫 (n
。几b1 Ho

B ,

B
.

B
.

) 所启示我俏的生物地球化学的研究方向
,

在这一地区中有静多工作可以推进
。

这填研究方法如果进一步地应用于农田土壤中的翰

作方式及耕作措施对于土壤肥力消长关系的研究
,

便可以把森林和草地土壤以及农 田土

壤的生成发育方向做出具体的比较
。

此外
,

我们威到
,

尽管邱林
、

科带藉娃和瓦克斯曼 (w ak snl an
,

5
.

A
.

) 等近三十年来

在土壤有机厦的研究上做了很多工作
,

但是 目下的有机盾分极方法应用于热带及亚热带

的土壤 (特别是水稻土) 的适应性还值得研究
。

至于胡敏酸
、

富里酸等在土壤中与活性矿

物厦的桔合情况
,

以及各种腐殖厦物盾对于土壤肥力及植物营养上的作用
,

更是一个急待

进一步研究的简惫
。

[ 10 )

{ 1 1〕

工12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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