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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华北地区和地中海地区褐色土形成的

水热条件和相性差具

除静生 倪绍祥 高金水
(北 京 大 学)

一
、

前 !

褐色土作为独立的土类是本世祀二十年代由

苏联学者提出的
。 19 2 4 年 C

.

A
.

查哈罗夫首先

提出在苏联格兽吉亚境 内分布有褐色土
。

以后
,

眸多苏联学者对苏联克 里米亚和 高加索黑海沿

岸
、

外高加索
、

大高加索北部和 中亚山地的褐色土

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大量关于这些地区揭色土分

布
、

形威条件
、

化学粗成和机械祖成的查料[2]
。

址

n
.

格拉西莫夫对褐色土的地理分布
、

形成条件
、

形成过程和土攘性 盾等作 了较全面的 总精与阐

远
,

并且把褐色土分为典型的
,

淋溶的和碳酸盐的

三个亚类[1. 31 。

最近十几年来
,

对褐色土的研究有很大进展
。

已轻查明
,

褐色土除广泛地分布在苏联境内的上

述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外
,

还分布在具有地中

海型气候特点的美国西南部各州
,

墨西哥西北部
,

南美西部
,

澳洲东南部和具有大陆季风气候特点

的我国华北地区
。

褐色士在 北半球分布在北樟

20 一45
。

范围的若干地区内
。

我国华北地区的褐色土是 1 9 5 5 年由 H
.

n.

格拉西莫夫首先提出的
,

并指出了褐色土在我国

可能分布的大致范围 t5]
。

随后
,

文振旺等稠查了

冀北山地和内蒙山地的揭色土 t0. 7] 。
已 樱查明

,

褐色土在我国暖温带范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水平

土壤地带 [81
。

这一地带包括华北平原
,

冀北山地
,

晋中
、

晋南山地
,

鲁 中山地和关中盆地
。

此外
,

在

内蒙古温带干草原栗钙土地带和荒漠草原棕钙土

地带内
,

揭色土还作为山地垂直士壤带(大青山和

贺兰山等 )出现在山地栗钙土带之上[7, 8]
。

从已握查明的揭色土在全球整个地理分布情

况来看
,

可以献为
,

揭色土不仅是亚热带地中海气

候区和亚地中海气候区(如保加利亚)的地带性土

类
,

而且也是欧亚大陆东部暖温带大陆季风气候

区的地带性土类
。

研究揭色土分布地区成土条件的特点和土坡

的相性差 异是 土壤 地理学 上的重要理 榆简题
。

1 9 5 8 年
, H

.

n
.

格拉西莫 夫曹 提及应区分苏联

亚热带(指具地中海气候特点的苏联南部 )和远东

亚热带 (指我国华北地区 ) 成土挂程的 省性 [9J
。

1 9 6 0 年
, B

.

A
.

柯夫达和 E
.

B
.

罗包娃在蝙制

1 : 6 , 0 0 0 , 。0 0 亚洲土撰图草 图时
,

把欧亚大陆的

褐色土划分为两个相 : 池中海相(旱生疏林与灌丛

褐色土 )和大陆季风相 (少量碳酸盐揭色土 )[l0 〕
。

最近
,

我们广泛地查简了有关褐色土的文献

和褐色土分布地区的自然地理文献
,

收集与对比

了欧亚大陆揭色土分布地区水热条件的若干资料

和 50 争个揭色土剖面的理化 分析与机械分析资

料
,

使我们对下 面两个 简题获得一些初 步概念
。

这两个阴题是 :

(l) 地中海地区和我国华北地区水热条件有

什么相似之处
,

为什么在两种不同的气候类型下

形成同一的发生学土类 ;

(2 ) 地中海地区和我国华北地区揭色土的相

性差异表现在那些方面
。

二
、

我国华北地区和地中海地区水热

条件的若千相似之处

地中海地区属亚热带地 中海型气候
。

这里
,

夏季由于亚热带高压北移
,

千燥少雨
。

冬季亚热

带高压南移和在西风带的影响下
,

湿澜多雨
。

故

这里气候的总的特点是 : 夏季炎热干燥( 7 月平均

温24 一28 ℃ ; 7
、
8两月的降水量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0
.

8一 9 % ; 空气相对 湿度朽 % 上下 )
,

冬季温暖

湿消 ( 1 月平均温 7一花。℃ ; 1 1
、
1 2

、
z

、
2 四个月

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最的 40 一50 % ; 空气相对湿

度“一72 % )
。
而我国华北地区属暖温带大陆季

风型气候
。

这种气候的 特点和上述情况正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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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
夏季盛行太平洋季风

,

高温多雨( 7 月平均温 广泛
,

也不致发生改变土攘形成过程类型的实质
2 6一28 ℃ ; 6

、
7
、
8 三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变化

”

[1z ]
。

H
.

n
.

格拉西莫夫也曹指出
,

在分析苏

的 60 一70 % 以上 ; 室气相对湿度 65 一75 % )
。

冬 联亚热带和远东亚热带气候特征与成土过程的关

季在西伯利亚高压控制下
,

寒冷千燥( 1 月平均温 系时
, “没有必耍比 蛟这些地区的全面的气候特

一 1一一5 ℃ ; 1 2
、
1
、
2
、
3 四个月的降水量仅占全 征

,
而只需比校具有主耍成土作用意义的温暖季

年降水t 的 2一5 % ; 空气相 对湿度 50 % 左右)
。

节的气候特征,)[ 9]
。

为什么在两种不同的气候类型下形成同一的发生 遵循着以上思想
,

我们选择对比了欧亚大陆

学土类呢 ? 西部 〔用德里 (西班牙)
、

巴塞罗那(西班牙 )
、

罗焉

我们觉得
,

要解决这个简题
,

必先更确切地就 (意大利)
、

伊斯密尔 (土耳其)
、

米丘林(保加利亚 )
、

撇气候条件和成土过程之简的关系
。

B
.

p
.

沃洛布 雅尔达(苏联)
、

梯比利斯(苏联 )各站]和我国华北

耶夫在间远土旗与气候的关系时曹指出 : “当水热 地区 (北京
、

西安猪站 )的下列水热资料 [8. ”弓0]
。

条件的主耍特点相近时
,
郎使气候状况的变化很 (l) 作为成土过程的总的能量蓦础的年降水

农 i 欧亚大睦祖色土分布地区年平均报沮和降水. 对比班

站站 名名 年平均 气沮沮 年 降 水 量量 资 料 来 源 与 年 份份
(((((℃))) (毫米)))))

伊伊斯密尔(土耳勤勤
17

.

444 7 19
。

000 19 2 4一 19 5 0
,

T
.

H
.

B川泊业K“汤汤

来来丘林(保加利亚))) 12
.

999 6 5 7
,

00000

稚稚尔达(苏联))) 13
.

111 5 0 8
.

000 W
。

G
。

K e n d r ewww

梯梯比利斯(苏联))) 12
。

666 4 8 2
。

000 同 上上

北北京京 1 1
。

888 6 2 3
.

111 18呼1一 18 8 6 , 1 8 8 9一1 9 5 2
,

帼气候图(简福)))

四四安安 14
。

111 5 7 5
。

999 19 2 2一 19 2 5
,

19 3 1一1 9 5 2 :

帼气候图(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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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伊斯密尔和北京棕合水热

条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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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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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空气相对湿度(% )

斗

一
湿两指数 K M< l 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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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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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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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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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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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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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和年平均温度(表 1 ) ; 算与福拾了伊斯密尔 (土耳其)和北京二站的包括

(2 ) 具有主耍成士作用意义的 : (
:

)大于 。℃ 月平均温度
、

月降水量
、

空气相对湿度
、

湿润系数

的暖季降水量
,

(b)大于 10 ℃ 的天数和积温
,

(
。

) (KM) 1) 和成土过程条件温度 (< o℃ , 0一10 ℃
,

,

大于 巧 ℃ 的天数和积温 (表 2 ) ; 10 一20 ℃
, > 20 ℃) 的棕合水热条件图 (图 2 )

。

(3 ) 根据 B
.

p
.

沃洛布耶夫 的方法[1z ] ,

爵 井且根据此图划 分了丙地的成土作用季节阶段

农 2 欧亚大应福色土分布地区吸攀的积沮与陇水 . 对此农

站站 名名 > 1 5℃℃ > 1 0℃℃ 暖季 (月均温> 0℃) 的降水量量

(((((((((((((((((((((((((((((((((落米)))
天天天 数数 积 沮沮 天 数数 积 温温温

梯梯比利斯(苏联))) 1 5 999 3 3 0 000 2 1 444 峪0 0 000 5 1 8 ***

男男德里(西班矛))) 1 4 333 3D 0 000 2 1 888 3 9 0 000 4 19 ***

巴巴塞罗那 (西班牙))) 17‘‘ 3 50 000 2 8斗斗 4 8 0 000 5 3 7 ...

罗罗局(意大利))) 1 8 333 3 9 0 000 2 6 222 4 8 0 000 8 0 3 ***

北北京京 1 4 111 3 3 5 000 1 8 777 4 0 5 000 6 12
.

2 * ***

四四安安 1 4 222 3 5 1000 1 9 000 4 2 7 000 5 7 0
.

9 * ...

据 H
.

fl
.

几Pa eHM o B ‘9 1 。

代l

* *
据

“中国气候区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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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

从表 】
、

2 和图
, 2

、
3 中可以看出

,

地中海地区和我国华北地区在具有主

耍成土作用意义的水热条件上有黔多

相似之处
。

1
.

作为成土过程的总的能量基础

的年降水紫和年平均温度 (反映总热

量特征 ) 两地是近似的
。

地中海地区

年平均沮度为 12 一17 ℃
,

华北地区为

12 一15 ℃ 。

地中海地区年降水量为
4 5 0一5 0 0 毫米

,

华北地区为 4 0 0一 7 0 0

毫米
。

从 B
.

P
.

沃洛布耶夫所确定

的土壤水热类型系杭来看 [11 〕,

则这两

个地区都属于这个系杭 中的 E v一vi

型 (字母符号代表土壤水热类型系抗

中的水文系列 : 由极干旱的 A 到特别

潮湿的 G ; 罗属数字代表这个系航 中

的热力系列 : 由极寒冷的 I 到赤道热

带的 vi l[ 1 11)
。

2
.

具有主要成土作用意 义的
,

如

大于 。℃ 的暖季降水量
,

地中海地区

T

川-----:---1’曰卞

气退比华地北区

l) 湿溜系数 : 尺从 二 降水母
r

蒸发能力 E
’

肚作月舫涌段}能川仲据朋 过 谊 期

O」

—
0

.

5

O一 2 5

活跃 期

卜13 一 !」6

》a0

过 渡 角

拥鲁}
二瞿笋

O 月一 。」

O一2O

图 2 成土作用季节阶段

发能力按下 式 求 得 : E = 0
.

。。18

( 2 5 “一 日) , ( 1 0 0 一 j)
,

式中 0 为月

平均气温
, f 为月干均空气相对湿

度
。

毁�一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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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碍0 0一 5 0 0 毫米
,

华北地区为 4 0 0一 6 5 0 毫米 ;大

于 10 ℃ 的天数和积温
,

地中海 地区为 2 10 一 2 80

天和 3 , 9 0 0一呼
, 8 0 0 ℃

,

华北地区为 1 9 0一2 3 0 天

和 3 , 8 0 0一4 , 2 0 0℃ ; 大于 1 5℃ 的天数和积温
,

地

中海地区为 1 4 0一 1 5 0 灭和 3 0 0 0一3 9 0 0℃
,

华北

地区为 1 5 0一1 5 0 夭和 3 3 0 0一斗2 0 0弋
。

这些数字

歌明
,

有利于成土作用进行的时期的主耍水热指

标两地有很大的近似性
。

因此完全有理由欲为
,

这两个地区主耍成土作用时期的总的水热状况是

属于同一类型的
。

3
.

从降水量的年内分配来看
,

两地有一共同

的特征
,
郎均具有明显的干湿季交替现象

。

湿季

‘(地中海地区为温湿
,

华北地区为热湿 )进行着强

烈的粘化过程 ; 千季 (地中海地区为干热
,

华北地

区为千冷 )由于土续水分不足
,

阻碍成土过程的发

展
。

这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揭色土形成的

特点
。

斗
.

从根据粽合水热条件图所划分的成土作用

季节阶段来看
,

在一年中两地各可划分出持艘时

简相近的四个成土作用阶段
,

郎一个成土作用的

活跃期
,

一个成土作用的相对停滞期和其简的两

个过渡期
。

地中海地区揭色士形成过程的季节阶段是 :

(l) 冬季潮湿
一

温暖成土作用活跃期 (12 月

一3 月)
K M > 1 (1一2

.

6 5 )
, , 二 o一1 5℃

(2 ) 春季宇干
一

温暖过渡期( 4 月一6 月)

犬材< 1 (0
.

3 9一0
.

0 4 )
, : = 1 5一 2 5

“

(3 ) 夏季千燥
一

炎热成土作用相对停滞期(7

月一8 月)

KM ” o (0
.

0 4一0
.

0 1 )
, t > 2 , ℃

(的 秋季半千
一

温暖过渡期 ( 9 月一11 月)

K 衬 二 1
.

1 9一 0
.

5 7 , 了 == o一 2 5℃

华北地区揭色土形成过程的季节阶段是 :

(l) 冬季千燥
一

寒冷成土作用相对停播期(12

月一2 月)

尺“‘ o (0
.

0 4一 0
.

1 )
, t < o℃

(2 ) 春季半千
一

温暖过渡期 (3 月一 6 月)

天 . < 1 (0
.

1一 0
.

5)
, , = o一 2 5℃

(3 ) 夏季潮湿
一

炎热成土作用活跃期(夕月一
8 月)

K “> i (1
.

1 3一1
.

1 6 )
, : > 2 0℃

(4 ) 秋季半干
一

温暖挂渡期 ( 9 月一11 月)

天材 < 1 (0
.

呼一0
.

1 )
, , = ose 2 5 ℃

从两地成土作用的季节阶段来看
,
虽然冬夏

两季两地水热条件的配合状况正好相反
,

但毕竟

两地都有一个成土作用的活跃期和一个成士作用

的相对停滞期
。

因而使得两地在一年中成士作用

的总的持搜时简和成土过程的总的强度有很大的

近似性
。

墓于以上几点
,

我们完全有理由队为
,

正是水

热条件的这些近似性决定了两地形成同一的发生

学土类
—

揭色土
。

当然
,

从以上资料中也可以

看出地中海地区和我国华北地区水热条件的差别

也是很明显的
,

主要表现在 :

1
.

地中海地区的年降水量和年平均温度稍高

于我国华北地区
。

2
.

具有主耍成土作用意义的水热指标 (大于
o℃ 的暖季降水量和大于 10 ℃ 和 15 ℃ 的积 沮和

天数 )
,

地中海地区均稍高于我国华北地区
。

3
.

在水热条件的配合上
,

地中海地区夏季炎

热千燥
,
冬季温暖湿润 ;而我国华北地区夏季高沮

多雨
,

冬季塞冷干燥
。

味一年中有利于成土作用进行的持被期
,

地

中海地区 (10 个月左右)较我国华北地区(不足 9

个月 )稍长
。

正是上述这些差别决定了两地成土过程的地

方性特点(相性特点)
。

这一点将在下节中封渝
。

三
、

我国华北地区和地中海地区

租色土的相性睡异

前言中提及
, B

.

A
.

柯夫达和 E
.

B
.

罗包娃

把欧亚大陆的揭色土划分为两个相
: 地中海相(指

欧亚大陆西部)和大陆季风相 (指我国华北)
。

为

了具体地查明这两个地区土壤的相性特点
,

我们

搜集与对比了分布在这 两个 地区的 56 个褐色土

剖面的理化分析与机械分析责料
,

其中欧亚大陆

西部 36 个 [l. 2 ,

3,2 1.2 2 ] ,

大多为苏联高加索和中亚

山地的剖面
,

少数为保加利亚的剖面
。

我国华北

地区 20 个 [4. 5. ‘
,

7.s
·

17. 23.2 ‘2,J
,

分布范围杖广 , 包

括华北平原
、

冀北山地
、

兽中山地
、

关中盆地和大

青山
、

贺兰山等
。

根据褐色土形成过程的特点和资料的可能情

况
,

共选择对比了下列各填性厦 : 粘化层(指粘化

作用相对最明显的层次 ) 的埋藏深度
,

粘化层中

< 0
.

01 毫米和 < 。
.

00 1 毫米颗粒的含量
,

.

粘化层

土体的佳招铁分子率 (s又0 2 / R zo , , 5 10 2

/ A 12o s ,

51 0 2

/ F
e

夕3 )
,

表层腐殖盾含量
,

腐殖盾含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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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的层次的厚度
,

表层的吸收总量和 pH 值
。

地中海地区和我国华北地区揭色土的相性差

别主耍表现在下列睹方面 :

(l) 地中海地区褐色士粘化层的位置普温较

踌 (大多在 ”一40 厘米之简 )
。

我国华北褐色土

粘化层的 位置相 对杖深 (大多在 30 一60 厘米之

朋)
。

(z) 地中海地区揭色土的粘化作用普湿校强

(以粘化层为例
, < 0

.

01 毫米期粒的含量一般达
4 0一85 %

, < 。
.

00 1 毫米颗粒的含量大都在 20 一

50 肠之简)
。

我国华北褐色土的粘化作用相对较

朋 (也以粘化层为例
, < 0

.

01 毫米颗粒 的含量大

都在 25 we 石。% 之简
, < 0

.

00 1 毫米翱粒的含量一

般仅 1 5一3 0 % )
。

(3 ) 地中海地区褐色土富殖质的含量替通校

高 (表层多在 2
.

5一 1 0 % 之简 )
,

腐殖质含量大于

1 % 的层次所达的深度普湿蛟大 (在不少 情况下

达到 120 一 140 厘米 )
。

我国华北地区褐色土腐殖

质含量相对校低 (表层一般为 0
.

,一 6% )
,

腐殖质

含量大于 1% 的层次的深度相对较浅 (在多数情

况下仅及 4 0一70 厦米 )
。

(的 地中海地区揭色土的吸收总t 普湿校高

(大多为 20 一50 毫克 当量 / 1 0 。克土)
,
而我国华

北褐色土的吸收总量相对较低(多为 15 一30 毫克

当量/ 1 0 。克上)
。

关于土壤的硅叙 叙分子率和 pH 值
,

一方面

玻 3 地中海地区和我圈攀北地区揭色土的相性盆昌

(根据 5。余个剖面分析资料就爵求出)

卜卜卜
粘化层在剖面面 粘化层顺粒含量(% ))) 腐植盾积累状况况 吸 收 量量

相相 \ 值值 中的深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毫克当量/ 10 0克土)))
(((((厘来))) < 0

.

01 毫米米 < 0. 00 1毫米米 表层含量(% ))) 含量 :月%%%%%
层层层层层层层的深度度度

典典典型型淋落落秘映映典型型 淋溶溶破醉醉典型型淋榕榕穆助助 瀚荆荆 i试榕榕碳酸酸典型型 淋落落碟酸酸 典型型 淋溶溶 碳酸盐盐
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 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

~~~~~~~~~

犷犷犷犷犷犷犷 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
~

犷犷犷犷犷
地地 中 海 相相 2 000 l000 000 5 555 4 000 4555 4 000 2 555 l555 3

。

555 2
。

555 2
.

555 12 000 3 000 2 555 1555 l666 l666

}}}}}}} 111 {{{ }}} }}} }}} lll 111 }}} }}} !!! 111 }}} {{{ }}} III }}} }}}
55555 000 6 000 4 000 8 555 8 555 7000 6 000 3 555 3 000 888 1 222 1000 5999 1

‘
冬555 10 555 5000 5 000 3 222

平平平均状况况 4 0奋日555 2 0一5 000 2
.

5一1 000 0一 12 000 2 0一 5 000

11111 0一4 0000000000000

大大 陆 季风 相相 3 555 1333 2 555 3 000 2 555 2 555 2 000 1555 1666 222 111 111 l000 ())) 000 l lll l000 1 333

!!!!!!! !!! }}} 111 !!! 111 }}} }}} !!! lll }}} !!! 111 9 555 }}} }}} !!! }}}
66666 000 6 000 6 555 5 555 5 555 4 555 3 000 2 555 3333 666 444 2

.

555 5 00000 4 000 2 777 1666 3 000

平平平均扶况况 2 5一6 000 1 5一3 000 0
.

5一666 0一4 !)(7 0 ))) 1 5一3 000

33333 0一6 0000000000000

玻 4 地中海地区和我团攀北地区祖色土的硅侣铁串 p H 旅

饰饰咎咎
粘化层的硅铝铁率率 表层 pHHH

55555 10 一

/ R
一0 555 5 10 :

/ A I
, o ::: 5 10 一

/ F
e ao aaa

典 型型 潜
·

溶溶 碳 酸 盐盐

地地 中 梅 相相 4
。

2一 5
.

777 5
。

1一7
。

555 19
.

1一3 2
.

555 6
。

3一8
。

000 6
.

3一7
。

222 6
.

3一7
.

111

’’

大陆季风相相 4
.

3ee 7
。

OOO 5
.

3ee 7
.

999 2 2
。

6ee 3 5
。

000 7
.

0一 8
。

333 6
.

6一7
.

999 7
。

7一8
.

777

因差别不明显
,
另一方面因查料太少

,

偷难提出比

较的精渝
。

但已有的资料如果还能多少反映简髓

的某个方面的括
,

剧可以锐
,

地中海峨区褐色土的

硅貂轶分子率和 p H 值有相对偏低的候向 (表 4 )
。

下面我们射瑜一下两地土壤性盾的差别与两

地水热条件的关系
。

1
.

地中海地区褐色土的粘化作用较强
。

我们

队为
,

这与地中海地区一年中成土作用的总的持

搜期和成土作用的活跃期相对较长有关
。

从前面

的图 2
、
3 中可以看出

,

在地中海地区
,

除炎热千

燥的夏季成土作用相对停滞外 (豹两个月)
,

年内

其他时期 (10 个月左右 )均能进行成土作用
。

成

土作用的活跃期达 斗个月之久
。

而我 国 华北地

区
,
冬季成土作用的相对停滞期在 3 个月以上

,
因

此一年 中成士作用的总的持掇期相对校短 (不足

9 个月 )
。

夏季成土作用的活跃期一般只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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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左右
。

另外
,

在地中海地区成土作用的活跃时期内
,

湿润指数相对皎高(K M = 1一2
.

6 8)
,

这种情况可

能更有利于粘化作用的发展
。

在我国华北地区成

土作用的活跃时期内(夏季 ),, 降水虽较多
,

但蒸发

也强
,
因此湿润指数不高 (介 = 1

.

13 一 1
.

1 6 )
,

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成土作用的强烈发展
。

2
.

关于粘化层的深度
, H

.

n
.

格拉西其夫献

为
,

粘化程度最高的层次应孩是士族水热状况最

有利和相对稳定的层次
。

土续表层由于樱常过干

或过冷过热
,

水热状况很不稳定
,
不利于粘化作用

的强烈进行
,

所以粘化作用最明显的层次一般不

在土缝表层
,
而在剖面的某一深度范围内t’]

。

地中海地 区揭色土粘化 层的位 债普湿杖踢

(10 一40 区米 )
。

我国华北地区揭色土粘化层的位

借相对校深 (30 一60 厦米)
。

我们献为
,

这种情

况可能正反映了我国华北地区土族水热状况不德

定的层次较厚
。
从北京地区土族温度的安料 (图

3 )来看
,

50 厘米以上的层次年内温度变化胶大
,

冬季有 3 个月左右的冻桔(12 月一2 月)
。

春秋虽

土
凰30

1 11 皿 夕 V l生

图 3 北京地沮年内变化 (豁录年份 :

为正沮
,

但湿度很不稳定
。

而地中海地区
,
土攘全

年无负温
。
由于降水的年内分配较华北地区均匀

(图 2 )
,
因此上层土攘温度和湿度的年变幅校小

,

土攘水热状况不稳定的层次也相对较薄
。

3
.

地中海地区揭色土的腐殖厦含量普温较华

北地区为高
,

腐殖盾含量大于 l% 的层次的厚度

普湿较华北为大
。

显然
,

这与两地高温时期有机

质矿质化作用的速度有关
。

在地中海地区
,
夏季

千操炎热
,
由于水分不足

,

有机盾的矿质化过程速

度援慢
,

有利于腐殖质在土滚中的积累
。

而我国

华北
,

夏季高温多雨
,

有机盾矿质化过程强烈
,

不

利于土族中腐殖质的大量积果
。

此外
,

我国东部

地区由于人类艇济活动的影响校大
,
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这一过程
。

如 卫m 区 X ZI 皿 月1分

19 4 0一1 9呼5
,
1 9斗7

,
1 9 50一 1 95 2 )

4
.

土壤吸收量是土壤腐殖质含量和粘粒含量

的函数
。

既然地中海地区士维的粘化作用校强和

腐植盾含量较高
,
当然

,

土壤的吸收量也必杖高
。

四
、

枯 摘

粽上所远
,

可以归柳出如下的籍渝 :

1
.

地中海地区和我国华北地区虽然从属于两

种不同的气候类型 (地中海型和大陆季风型 )
,

但

作为成土过程的总的能量基础的年降水量
、

年平

均温度
,

具有主要成士作用意义的暖季(大于 。℃ )

降水量
、

大于 10 ℃ 的天数和积温
,

大于 巧℃ 的天

数和积温以及根据粽合水热特征所划分的成士作

用季节阶段
,

两地均是近似的
,
因而在两地形成同

一的发生学土类
—

褐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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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地中海地区夏季过干
,

华北地区冬季过冷
。

但从对成土过程的影响来看
,

芷好此时期内两地

成土作用都相对停滞
,

因此这种差别对土攘性盾

的影响不大
。

从前面所叙远的情况来看
,

对成土

作用有重耍影响的那些水热条件的差别几乎都是
,

量的差别
,

如年内成士作用总持搜期的长短
、

成士

作用活跃期的长短
、

成土作用活跃期内湿消指数

(K的 的大小
、

水热状况不稳定层次的厚薄等
,

正

是水热条件的这些量的差别决定了两地王壤性厦

的t 的表现不同(相性特点)
。

3
.

地中海地区和华北地区揭色土性质的差别

表理在粘化作用的强度
、

粘化层的深度
、

腐殖质含

t 和吸收总 t 猪方面
。

考虑到粘化过程是褐色土

的最龙耍的成土过程 (特征性成土过程)
,
因此可

以队为地中海相的揭色土的重耍特点是浅位 (相

对)强粘化 (相对)
。

大陆季风相褐色土的特点是
’

瘫位(相对抽豆粘化 (相对)
。

最后
,

在本文精束时我们还耍指出两点 :

1
.

通过对地中海地区和华北地区揭色土形成

的水热条件和相性特点的分析
,

再一次征明了 B.

P
,

沃浴布耶夫所提出的气候条件和 成土过程关
‘

系精跪的正确性
。 “当水热条件的主要特点相近

时 , 郎侠气候状况的变化很广泛
,

土壤中也不致发

生改变士攘形成过程类型的实盾变化
。

水热状况

的地方性特征应数看作是加速或延援某一方向土

壤形成过程的因紊
。

这些因紊不致使土攘发生根

本的变化
, ,
[ 12 ]

。

2
.

地中海地区和华北地区土壤的相性特点与

水热条件有关
,
当然也与其他成土因素有关

。

在

本文中我们着重对水热条件和成土过程的关系进

行了单因子分析
,

其目的在于突出地表明这个最

宜耍的成土因素对揭色士形成过程的影响
,

井不

否定其他成土因案的作用
。

从其他成土因素方面

(特别是植被和母质 )研究两地揭色土的生成和性

厦正是进一步研究的裸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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