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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地区不同母厦对杠壤发育的影响

趁 其 国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

晃明地区位于云南省中部
,

为我国西南高原杠壤的主要分布区
。

关于本区土壤形成

过程及发生分类等简题
,

虽然曹有人做过不少工作
,

但至今仍存在着一些分歧 有人款为

本区土壤的形成过程以砖杠壤化为主
,

土壤类型为砖杠壤及跌盾砖杠壤性土 , 叭 有人献

为棕壤化为本区土壤的主要成土过程
,

土壤应命名为棕色森林土  另有人敲为本区土

壤属杠壤
,

目前的成土过程为杠壤化  
,

所有这些意晃
,

均因查料不足而难取得杭一
。

鉴

于这种情况
,

我们桔合本区 自然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

对本区几种不同母质上所发育的

土壤进行了初步研究
,

企图通过这些土壤的发生性质及形成过程
,

进一步靓明成土母震对

土壤矿物及某些特性的影响
,

分析地质风化与成土作用的关系
,

为土壤分类及土壤区划

提供依据
。

一
、

主要土续的形成条件

本区位于云南高原中部
,

在地盾构造上属显明凹陷的一部分
,

由于整个地区在震旦耙

至三迭耙长期处于下沉
,

自第三耙末期以来
,

因新构造运动而不断升起
,

因此地厦构造比

较复杂
,

除震旦耙至三迭耙海相或海陆交替相沉积物外
,

二迭耙岩层亦有出露
。

按地震及

地理学家研究精果 , , ,

构成本区地层的主要岩石有砂真岩 震旦耙及下寒武耙
、

石灰岩

石炭耙与上二迭耙
、

玄武岩 中上二迭纪 及近代沉积物等四类
,

其中以砂岩
、

真岩分布

较广
,

石灰岩分布较狭 图
。

其次
,

本区地形属 高原及丘陵盆地
,

海拔
,

一
,

米
。

东部砂真岩分布区为高原

低丘
,

目前遭受侵触
。

西部石灰岩区
,

坡度被陡
,

岩石大多裸露
。

北部玄武岩区
,

以低丘分

布为主
,

丘顶平坦
,

坡度甚小
,

部分地段尚保留古地貌特点
,

为整个地区侵颤较小土层发育

最为深厚的地段
。

本区属亚热带气候
,

年均温 ℃
,

年雨量
,

毫米
,

相对湿度 另
,

℃ 的积温

气 ℃ 左右
。

在自然植被上
,

本区以亚热带常椽朋叶林为主
,

多为 白裸 二 ’ 后
。 和锥栗

, 。娜行 等所祖成的常椽裸林
,

也有与云南松
。 “了

 
,

后 等所粗成的各种松襟混交林
。

由于人为破坏桔果
,

这类森林目前多渝为灌木草地
,

并

遭到不同程度的侵触
。

由此可觅
,

本区除具有复杂的地厦构造外
,

尚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常稼阴叶林的生物气

候特点
,

所有这些均对本区土壤发育起明显影响
,

并使其表现出与此成土条件密切联系的

地带性特征
。

参加工作的偷有袁仁保
,

徐登元两同志
。

此境工作得到李庆篷先生的指导 本文曹蒙思榕之
、

文振旺先生斧正
,

在粘土矿物的分析与判歌中
,

得到辞冀泉和锡德涌同志的帮助
,

特此志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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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土族的一般特性

本文着重对真岩
、

砂岩
、

玄武岩及石灰岩等四种母盾上所发育的土块进行研究
,

兹将

各类土壤性厦靓明如下 表
, , 。

真岩上发育的土壤 主要分布于本区西北部纬竹寺一带
,

海拔 , 米
,

地形为高

丘陵
,

植被为维栗及储裸 几话 印。 所粗成的常椽裸林
。

其代表剖面如下

。一 厘米 晤灰棕色中坡土
,
团块精构

,

疏松多孔
,

多根系
。

一 厘米 谈灰棕色重雄土
,
团块精构

,

疏松
,

稍渊
。

一 医米 淡杠色重城士
,

块状精构
,

孔隙蛟多
。

“一 钧 厘米 杠色重绒土
,

较紧实
,

其下过渡到半风化母质
。

这类土壤土层较厚
,

酸性至微酸性反应
,

活性绍含量超过 毫克当量 百克土
,

铁及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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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陈述华咨料

绷口蓦
冲积层

翻猖

砂岩反阅岩文互留

两岩反片岩交 层

玄武岩层

石灰岩层

口昌口

图 昆明附近地厦略图

的富集不甚明显
,

胶体中全铁合量较低
,

仇

比率在 一 简
,

在风化过程中
,

碱

金属及碱土金属淋溶较袒
,

氧化钾 合量高达
, 多以上

,

胶体代换量为 一 毫克当

量 百克土
。

所有这些均可魏明其富绍化程度

一般不深
。

这类土城目前大多开垦
,

以种植豆

类
、

洋芋及桃
、

梨等为主
。

砂岩上发育的土壤 主要分布于本区东

部呈真一带
,

海拔 , 米
,

援坡丘陵
,

植被为麻

裸
“

 
“, “

, 及云南松所粗成的松样

混交林
。

其代表剖面如下
。一 厘米 淡灰棕色砂续土

,

块状精构
,

校松
,

夹

有栩砂粒
。

一 厘米 黄棕色拯姨土
,

大块状精构
,

夹有砂

岩碎块
。

一 厘米 淡杠色中续土
,

无桔构
,

夹有砂岩块 。

此类土壤土层浅薄
,

质地甚粗
,

地表有明显

的侵触特征
,

酸性反应
。

按全量分析枯果
,

此土在

风化过程中
,

碱金属及碱土金属淋溶不甚明显

母盾与土体中含量较为接近
,

胶体

比率 一
。

由此可晃
,

此类土壤富招化作用较真岩上发育的土壤稍弱
。

在利用
一 ,

目前多种植花生
、

玉米等旱作
,

产量不高
。

玄武岩上发育的土壤 分布于东北部黑龙潭一带
,

海拔 , 米
,

援坡丘陵
,

植被

以径皮裸
“,  ! 为主

。

其代表剖面如下

一 斗厘米 暗棕色极粘土
,
团块状精构

,

稍紧实
,

有炭屑
。

一 厘米 棕杠色袒粘土
,

块状桔构
,
紧突

,

稍溯
。

一 厘米 暗杠色袒粘土
,

大块状精构
,

有少量摊形铁桔核
。

一 厘米 婿杠色轻粘土
,

甚紧实
,

有载精核及胶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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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土口的一般特性

土土奥类型型 总号号 深 度度 有机机 全氮氮 代换性盐基基 代换性酸 顺粒含最 盾 地地
厘米

,
质质 毫克当量 百克土 毫克当最

百克土

总量量总量量
闷月斗斗

。

毫毫毫毫毫毫毫毫毫毫毫毫毫毫毫毫米米 毫米米米

夏夏岩上发发 一  斗
。

巧 中壤土土
育育的土土 一      斗  

。

重澳土土
奥奥奥 一

。 。

呼呼 弓弓弓弓弓弓 斗
。

 斗 重典土土
一 斗

。 ,

重艘士士
。

砂砂岩上发发 一
。 。

 

。

2 999 0

.

5 444 3

.

7 555 3

.

1 555 0

.

0
777

3

。

0 888 8

.

555 1 5

.

777 砂澳土土
育育的土土 3588888 20一3000 5

。

1 000 0

。

6 555 0

。

0 斗斗0
.
3 000 0

.
2 222 0

.
0 888 0

.
3 999 0

.
9 999 2

.
9666 0

。

1 111 2

.

8 555 l 斗
.
333 2 7

.
999 袒级土土

奥奥奥 3588999 70一8000 4.9222 0.5999 0 。

0 斗斗O
。

4 000 0

。

1 222 0

.

,l 333 0
.
斗888 l

,

1 333 5

.

3 555 0

.

1
555

5

.

2 000 2 1

、

888 3 3 000 中度土土

玄玄武岩上上 3589666 0一1000 5
,

1 000 5

.

0 666 0

。

1 999 l

。

1 111 0

.

7 222 0

.

2 777 0

.

7 888

, R只只1 1 ,, 0
。

1 222 1

。

0 000 3 3

.

111 6 7

.

222 翅粘土土
发发育的的 3589777 30es 弓000 5

.
2 555 1

。

斗888 0
.
0 666 3

.
0 777 0

。

5 999 0

。

l 呼呼0
。

5 1111111111111111111 0

.

0 999 l

。

5 666 3 4

.

777 7 1

.

222 樱粘土土
土土吸吸 3589888 80一9000 5

.
1555 0

.
3666 0

。

0 222 0

.

8 000 0

。

1 666 0

.

0 777 0

.

5 111 呼
。

2 999 1

.

6 555 0

.

0
777

l

。

0 111 3 9

.

666 7 2

.

999 袒粘土土

33333589999 180一19000 5
.
2555 0

.
1333 0
.
01110
.
7000 0
.
0222 0
.
08880

。

3 999 1

.

5 呼呼l
。

0 888 0

.

9 222 4

.

1 888 1 5

.

444 6 0

.

999 袒粘土土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1999 5
.
10000000000000

石石灰岩上上 3588444 0一1000 5
。

8 555 4

.

2 333 0

.

2 999 5

.

6 555 2

.

0 111 0

.

2 999 0

。

斗555 8
。

4 000 0

.

2 777 0

。

1 999 0

.

0 888 6 1

.

222 9 0

.

111 重粘土土
发发育的的 3588555 40一5000 6

.
1555 1

.
98880
.
11114
.
8777 l

。

6 555 0

.

0 999 0

.

1 000 6

.

7 111 0

.

1 444 0

.

0 333 0

.

1 111 6 8

.

999 9 1

.

999 重粘土土
土土奥奥 3588666 130一1斗000 6

.
2 555 1

.
0 555 0

.
0 777 3

.
7 222 2

.
0 333 0

.
1 999 0

.
7 999 6

。

7 333 0

.

0 999 0

.

0 111 0

.

0 888 7 3

.

555 9 7

.

999 重枯土土

*
除 pH 外

,

均系土奥所土奥地理室分析室分析
。

此土土层甚厚(风化壳达 5 米以上)
,

质地较粘
,

酸性反应
,

剖面中有摊形铁桔核发育
。

这类土壤由于受古风化壳影响
,

无渝在跌绍富集及碱金属与碱土金属淋溶上
,

均显著地较

上两类土壤张烈
,

胶体 Si q /Al zo
3
比率在 1

.
70 一1

.
95 简

,

Ti 仇 合量达 2. 38 一4
.
06 务

。

如

与雷州半岛徐简地区玄武岩发育土壤相比
,

其粘粒合量及富绍化程度显然较低(粘粒含量

本土为 35务
,

徐阴土壤为 75务;胶体 510
:/A I:0

3
比率相应为 1

.
70一1

.
95 及 1

.5)
。

由此可

晃
,

此类土壤虽由高度富绍化的成土母盾发育
,

但由于受地带性条件及风化作用影响
,

其

发育深度仍不及热带孩烈
。

此外
,

如果将土壤
、

半风化体及母岩三者的粗成相比较(表 2)
,

我 2 土组土体部分(< 1毫来)及母盆全. 分析枯果(按烘千土重箭)

土土 奥 类 型型 总 号号 深度(厘米))) 烧失重重 乓i呸呸 A lto
。。
F
e t

o
...
T IO

---
M

n
ooo P .

O
压压

跳跳
MgOOO 尽,

QQQ

踢踢 弓o ,,
((((((((( % ))) ( % 少少 (% ))) (% ))) (% ))) (% ))) (% ))))) 〔% ))) (% ))))) (% )))

夏夏岩上发育的的 3588222 50一6000 4
.
8333 72

.
7333 12

.
8000 5

.
1222 1

.
呼斗斗 0

.
0 222 0

.
0 555 0

.
7 666 0

.
0 555 1

.
5 444 0

.
133333

土土奥奥 半风化体体 半风化体体 4
。

4 000 6 3

.

7 666 1 9

。

3 333 6

.

6 222 l

。

1 斗斗 0
。

0 111 0

。

1 000 0

。

1 555 0

。

1 555 3

。

2
111

0

.

3 66666

母母母 岩 体体 母 岩 体体 3
.
5 000 66

.
7333 16

.
0 111 6

.
夕888 0

。

9 111 0

.

0 777 0

.

0 888 0

。

1 666 0

。

9 888 3

。

呼111 0
.
3 88888

砂砂岩上发育的的 3 58 8888 20一3000 3
.
9111 84

.
3111 6

.
5斗斗 2

.
5 222 0

.
7 666 0

。

0 111 0

.

0 555 0

.

1 000 0

.

0 333 0

.

7 222 0

.

0 66666

土土壤壤 半风化体体 牛风化体体 2
.
6 111 8斗

,

5 555 7

.

0 555 4

.

4 000 0

.

5 333 0

.

0 111 0

.

0 666 0

。

1 222 0

。

0 555 0

.

7 斗斗 0
。

0 88888

母母母 岩 体体 母 岩 体体 1
.
0333 89

.
3000 3

.
7999 3

.
1222 0

。

2 888 0

.

0 666 0

.

0 333 0

.

5 888 0

.

0 333 1

.

0 777 0

。

2 33333

玄玄武岩上发育育 358 9777 30一4000 11
.
6777 30

.
7888 26

.
466624

.
3111 5

.
7222 0

。

1 999 0

。

0 777 0

。

1 000 0

.

0 222 0

。

0 666 0

。

6 77777

的的土缝缝 半风化体体 半风化体体 10
.
7777 23

.
7444 24

。

8 222 3 3

.

8 222 5

.

8 111 0

.

1 777 0

.

1 000 0

.

3 999 0

.

3 斗斗 0
.
1 555 0

。

7 11111

母母母 宕 体体 母 岩 体体 1
.
9222 50

.
0333 13

.
8666 1弓

_
2 999 4

.
0斗斗 0

.
2 555 0

.
1555 8

.
7 888 3

.
8 777 1

。

2 555 2

.

6 22222

石石次省止食育育 3588555 斗0一5000 15
.
1888 29

.
311129

。

2 444 2 0

.

6 斗斗 3
.
9 333 0

.
0 888 0

.
0 666 0

。

3 999 0

。

1
000 0

.

1 666 0

.

5 999 洛1
.
1666

的的土棍棍 母 岩 体体 母 岩 体体 呼
.
0 444 1

.
5 666 0

.
2夕夕 0

。

6 555 痕迹迹 0
.
0222 0

。

0 111 5 0

.

1 111
1

.

, 111 0
。

2 夕夕 0
.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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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兄此三者中
,

钙
、

镁
、

钾
、

纳的合量极为悬殊
,

这靓明玄武岩中钙斜长石
、

辉石
、

纳斜长石

等在地质风化时期中迅速分解
,

同时引起了跌绍的大量富集
,

这些亘大的变化
,

均很难想

象是现代成土作用所造成
。

本类土壤目前多辟为亚热带林用基地
,

部分以种植玉米及豆类为主
。

4

.

石灰岩上发育的土壤 分布于西山一带
,

海拔 2, 29 。米
,

为陡坡高丘地
,

植被为小

铁子 (M yr 万ne af 喻an a) 及摇梅 (M y渝
a
、na ) 所祖成的灌丛

。

其代表剖面如下
:

。一18 厘米 暗灰棕色重粘土
,

块状精构
,

蛟松
,
孔隙稍多

。

18 一52 厦米 暗赶色重拈士
,

块状精构
,
土粒表面有铁质胶膜

。

52 一1切 厘米 暗杠色重粘土
,
紧实

,

有铁精核
,
下为石灰岩

。

此土厦地极粘
,

土层较厚
,

微酸性反应
,

代换量达 13 一31 毫克当量/百克土(受母岩影

响)
,

活性绍 0
.
08 毫克当量/百克土

,

在其风化过程中
,

发生着 R乃 的急剧增加与 ca o 的

高度淋溶 (前者由 0
.
92 务增至 50 务

,

后者由 50 务减至 0. 39 务)
,

胶体中的跌
,

特别是绍的

富集作用甚为明显
,

51 0 扩Al
:
q 比率低达 1

.
24 一1

.
43

。

在云南高原上
,

也有由石灰岩发育的幼年土壤
,

我们一般将其列为杠色或黑色石灰

土
,

这种土壤土层很薄
,

中性至碱性反应
,

其理化性厦和本类土壤显然不同
。

根据本类土

壤 ca c q 的淋失及 F勺oa
、

A1

:

q 富集等特点
,

可以想晃
,

在其形成过程中
,

地形条件必

然握历了极大的变化
,

而此变化与过去的地质作用有密切联系
。

农3 土班胶体(< 0
.001 奄来) 全 , 分析枯一 (按烘干土重扮

土土城类型型 总号号 深 度度 烧失重重 冬i马马 Fe一0 555 A l
一
0
... T I O

---
K
一
OOO C a

OOO

留留
510,

/
^ l

一。。。 5 1 0
一
/ R’0

...

(((((((魔来))) (% ))) L% ))) (% ))) (% ))) (% ))) (% ))) (% )))))))))

嘴嘴艘艘
3588000 0一1000 13.8888 38.3000 11.6555 29.8666 0.9888 l。 5 111 0

.

5 444 l

。

0 666 2

。

1 888 1

.

7 555

吸吸吸 3588222 50一6000 11
.
2666 38

。

2 999 1 1

.

2 888 3 1

.

8 111 0

.

9 333 1

.

0 666 0

。

4 555 1

.

2 888 2

.

0 444 1

.

6 666

33333 5 8 8 333 1 3 0 一l峪〔〔 1 1
。

呼222 3 8
.
2 777 13

.
4888 3 1

.
8 555 0

.
9 444 1

.
5333 0

.
3 000 0

.
7 999 2

.
0 呼呼 1

.
6 111

砂砂砂 3588777 0一1000 9
.
9777 41

。

8 999 1 1

.

8
斗斗 3 3

.
2 777 0

.
7 888 2

.
6 000 0

,

2 今今 1
.
1呼呼 2

。

1 444 1

.

7 444岩岩上发发 3588888 20一3000 9
.
5555 呼2

。

0 666 1 1

.

0 666 3 1

.

3 333 0

.

7 000 2

.

4 555 0

.

2 888 1

.

1 000 2

。

2 888 1

.

8 666

育育的土土 3588999 70一8000 10
.
3666 40

.
7000 11

.
3999 32

.
6777 0

.
7777 2

.
3666 0

.
3333 0

.
9555 2

。

1 111 1

.

7 333

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

玄玄武岩上上 3589666 0一1000 11
.
3111 2 9

.
2777 22

.
7333 26

.
6333 2

.
5呼呼 0

.
0 999 0

.
2 222 0

.
2 222 l

。

8 666 1

.

2 111

分分育的的 3589777 30一弓000 12
.
7 999 2 9

.
7777 2 5

.
3 444 2 9

.
6 777 2

.
3 888 0

。

0 555 0

。

1 555 0

,

3 333 1

.

7 000 1

.

1 000

土土续续 3589888 80一9000 10
.
8斗斗 3 0

.
1 888 2 4

.
6 777 2 6

.
3 111 3

.
5 222 0

.
0 999 0

.
1222 0

.
5 555 1

.
9 555 1

.
2 222

33333 5 89 999 18 0一19LLL 9
.8666 30.2333 23.9111 27

。

3 222 4

。

0 666 0

.

2 777 痰迹迹 0
.
3888 1

.
8888 1

.
2000

石石灰岩上上 3 588 444 0一1000 12
.
8222 28

.
7222 19

。

1 111 3 呼
.
0 777 3

.
2 777 0

。

3 555 0

.

5 888 0

。

9 888 1

.

峪333 1
。

0 555

发发育的的 3588555 斗0一5000 13
.
6666 25

.
9444 , , 4 ,,

3 2
.
7 斗斗 3

.
1 222 0

。

3 444 0

.

4 888 0

、

8 666 1

.

3 444 0

.

9 444

土土吸吸 3588666 [30一14((( 13
.6777 24.81111111111111 33.5999 3.6555 0.3777 0.2999 0 .7333 l 。

2 666 0

.

8 888

2222222222222 2

.

6 33333333333333333

三
、

土族形成过程的特性

(一) 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城的粘土矿物粗成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母厦对土壤形成过程的影响
,

曹对此四种土壤及其母岩与半风

化体进行了 x 射技衍射分析
、

差热分析及矿物磨片鉴定等(图 2
,

3
)

。

从所有拮果征明
,

此

四种土壤的粘土矿物粗成及形成有以下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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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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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转牢风化体“

砂岩母l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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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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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月i《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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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使均 (l段,

玄武六字风化体
-

玄武岩母岩 7 1(l

洲

(勺 由石灰岩母盾发育的土魔

多拐月((卜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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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姗i(书卜翔)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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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石从农毋农

一
一一,

~

肠

一夕U‘不

扔 25 如 15 10 5 2
.

3芍
.
C B

图 2 不同土褒x 光行射图藉(A )和差热曲拔(B)(分析者:赵其国
、

许冀泉
、

锡德涌)

图2人 的斌旅方法:土体为胶体顺粒(< 。
.
0 01 毫来)

,

并用 N 助S刃
.
去除游离铁

。

半风化体及母岩板粒为 0
.
074 毫米

(纽过20 0肺砌
。

将此标本里于相对湿度 50 % 的1= 燥器中三
、

四天
,

然后将其紧压于玻璃片凹槽中
,

用 D-- 3F 自动

犯录x 封扭衍射仪进行工作
。

摄录条件为: C
u
Ka 辐射

,

电压 3今
Kv

,

电流 10 M A
,

扫描速度每分钟 I
。

(
2 印

。

田
.
ZB 的从旅方法:土体为胶体顺粒(< 0

.
001 旁米)

,

用量豹 0
.
3 克

,

标本植先放在胞和硝酸钙保湿器中四
、

五天
,

然后

用自动趁创加沮
,

自动照象纪录的差热分析仪进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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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奥(35882) 50we 60厘来 直岩半风化体
.
针铁矿 11

.
石英 111

.
土咬孔随 1

.
正长石 11

.
水化云毋 111

.
石英

1
.
夏岩上发育的土缝(山原叙褒)

土奥 (35897) 30一40厘米 玄武岩半风化体

1
.
断铁矿 11 .石英 1n.土奥孔除 1

.
断铁矿 n .赤铁矿 111

·

石英
2
.
玄武岩上发育的土吸(数质山原杠奥)

图 3 不同土缝及半风化体的薄片显傲魏照相 (正交偏光
,

放大 60 倍)

(江苏省地质局南京中心卖旅室鉴定;崔荣浩
、

赵其国摄)

1 真岩上发育的土壤
。

主要粘土矿物为蜓石 (1, 入)
,

其次为高岭石(7
.
3 入)

、

伊利石

(10 入)及少量三水绍矿(4
.
83 入)

、

斜铁矿(按偏光显微镜鉴定 )
,

并含有部分石英(3
.
35入)

。

从剖面看
,

真岩母岩以伊利石(10 入)
、

石英 (3
.
35 入

,

4

.

26 入) 为主
,

其次为少量赤铁矿 (偏

光显微镜鉴定);半风化体与母岩相同 ;底土 (13 0一140 厘米 )以伊利石
、

高岭石为主
,

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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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三水貂矿
,

而石英显著诚少;心土 (50 一60 厘米) 与底土相同 ;至于表土 (0一10 厘

米)
,

Rl] 伊利石
、

高岭石
、

三水绍矿及石英均较底土略有增加
。

需要指出
,

在进行 X 光衍射

前
,

标本曾去除游离铁
,

故无祛对含铁矿物进行鉴定
,

但在偏光镜中
,

发现此类母岩及土壤

均合有一定量的赤铁矿及各种氧化跌
。

从此可兑
,

本类土壤由含有大量云母的母岩开始
,

趣过脱钾阶段
,

由伊利石变为脱钾的蛙石
,

蜓石似未理豪脱阶段而直接往高岭石及三水绍

矿的脱硅方向发展 ;并随剖面向上
,

脱硅孩度有所增加
。

显然
,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目

前生物气候特别是与良好的桔构及排水条件有关
,

靓明此土目前是向中度脱硅的杠壤方

向发展
。

2

.

砂岩上发育的土壤
。

主要粘土矿物为高岭石及伊利石 (从含钾量估补的有 30 多)
,

其次为少量三水绍矿
、

蛙石和石英
。

从全剖面看
,

砂岩母岩及半风化体中石英含量极其明

显
,

偏光镜鉴定
,

其中尚合有钾长石 (7一26 外)及白云母(2% );底土中 (60 一100 厘米 ) 出

现大量的高岭石
、

伊利石
、

蛙石和少量三水绍矿 ;心土 (20 一30 厘米)及表土中可 见伊利石

增加与高岭石械少 (或晶性变差) 的趋势
。

由矿物分析桔果推侧
,

土壤中的高岭石可能是

钾长石的风化产物
,

并非伊利石脱硅形成;三水绍矿含量低可能与土壤剖面排水通锡及其

本身遭受下淋有关
。 由此可晃

,

本类土懊 目前发育情况与上一土壤相近
,

但从高岭石及三

水绍矿含量看来
,

其脱硅及杠壤化程度被前者为袒
。

3

.

玄武岩上发育的土壤
。

以高岭石
、

三水绍矿为主
,

并合有大量赤铁矿 (偏光镜鉴

定 )
、

针铁矿 (偏光镜鉴定)及石英
。

从全剖面看
,

玄武岩母岩中合有大量钙斜长石 (3
.
2 入

及 2
.
9;入

,

偏光镜鉴定合量为 拐
.
7多)

、

石英
、

磁跌矿及辉石等 ;半风化体中长石全部消失
,

但有大量赤铁矿及针铁矿出现
,

向上至底土层 (80 一19 0 厘米)
,

A[l 棘变为大量高岭石及少

量三水貂矿 ;及至表土层 (0一相 厘米)
,

高岭石及三水绍矿均有明显增加
,

同时舍有大量

赤铁矿及针铁矿
。

因此这类土壤粘土矿物粗成与前两类土壤均有所不同
,

由斜长石风化

开始
,

自p不断向脱硅过程发展
,

这种情况显然受富绍化古风化壳的影响
,

靓明此土发育与

地质作用有所联系
。

应当指出
,

由胶体的阳离子代换量(12
.
01 毫克当量/百克土)看来

,

此

土高岭石中很可能有埃洛石存在[l0 、

4
.
石灰岩上发育的土壤

。

主要粘土矿物亦为高岭石及三水貂矿
,

并有少量蜓石
。

从

全剖面看来
,

在石灰岩母岩中以方解石 (3
.
02 入)及白云石 (3

.
88 入)为主

,

并舍有极少石英

(3. 35 入) ; 但在剖面上部各个土层中
,

几乎同样出现高岭石
、

三水绍矿
、

针铁矿及少最蜓

石
,

其中三水绍矿有由上向下逐渐增加的趋势
。

此外
,

从差热分析及X 光衍射错和胶体阳

离子代换量看来 (28 毫克当量/百克土)
,

其中很可能含有埃洛石
,

而表层尚有非晶物质
。

显然
,

这类土壤的风化过程是极其特殊的
,

从岩石到土壤的粘土矿物蒋化
,

可能是一个长

期的地质过程
。

( 二) 不同母厦发育的土城的游离铁含l

一般孰为
,

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土壤中游离铁的含量及其变化
,

是反映土壤发育程度的

主要标志[5] ;有人甚至指出
,

杠壤中的跌
,

特别是游离铁的作用与黑钙土中钙的作用
,

在土

城发育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

为此
,

曾对此四种不同母盾发育土壤
,

进行了胶体全跌及

游离铁的分析
,

并与其他热带地区土壤相比较 (表 4)
。

在游离铁的分析中
,

因速二亚硫酸钠为弦还原剂
,

几乎可以将土粒表面的氧化跌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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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4 土. 胶体(< 0
.
001 毫米)部分全铁游离铁含-

土土 城 类 型型 总 号号 深 度 (厘米))) 全 Fe, o
。

( % ))) 游离 Fe一o 。
( % ))) 游离 F

e.o . 占全全
FFFFFFFFFFFFFe, 0

。
( % )))

胃胃岩上发育的土盛盛 3588000 0一555 11
.
6555 8

.
0999 69

.
444

33333588222 50一6000 11
。

2 888 8

.

2 111 6 9

.

555

33333 5 8 8 333 1 3 0 一14000 13
。

4 888 8

.

8 555 6 5

.

777

砂砂岩上发育的土级级 3588777 0一777 11
,

8 444 6

.

4 333 5 4

.

333

33333 5 8 8 888 2 0 一3000 11
.
0 666 7

.
6555 69

。

222

33333 5 8 8 999 7 0 一8000 11
.
3999 7

.
8222 68

.
777

玄玄武岩上发育的土土 3589666 0一1000 22
.
7333 l斗

.
5 999 6 弓

.
222

缝缝缝 3589777 30一月000 2 5
.
3 444 16

.
0伟伟 63

。

333

33333 5 8 9 888 8 0 一9000 24
.
6777 16

.
7666 67

.
999

33333589999 180一19000 23
,

9 111 1 4

。

9
555

6 2

.

555

石石灰岩上发育的土土 3588444 0一1000 19
。

1 111 1 2

。

6 999 6 6

.

444

奥奥奥 3588555 40一5000 22
,

呼222 1 3
.
8 666 6 1

。

888

33333 5 8 8 666 1 3 0 一14000 22
。

6 333 l 斗
。

6 111 6 4

。

666

石石英粗面岩上发育育 IDIII oee looo 12
,

4 333 1 0

.

8 888 8 7

.

555

的的土缝(热带))) 10222 4 5一5555 12
.
4111 10

.
9555 88

。

222

11111 0 333 1 1 0 一12000 12
.
4666 10

.
2333 82

.
111

111110444 390一40000 12 .3888 9.9000 80 。

000

片片岩上发育的土城城 10555 0一1222 23.1666 18.7222 80 。

555

((( 热带))) 10666 30ee 月000 2 5
.
8 222 2 2

.
2 333 8 6

.
111

111110 777 6 0一7000 25
.
6888 23

。

7 111 9 2

.

333

11111 0 999 1 6 0 一17000 26
。

0 999 2 2

。

6 999 8 6

。

999

分离出来
,

故剩余的氧化族
,

应敲是与硅酸盐化合的铁
,

其一部分位于晶格之简
。

因此
,

这

类游离铁 (亦郎包括赤跌矿和针铁矿在内的氧化铁) 占全铁含量的百分数
,

应可作为杠城

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

当然
,

我俩这里用弦还原剂所分离出的游离铁(或称为氧化铁)
,

在意

义上与一般采用弱酸(按 Ta m m 祛)所分离出的
“
活性轶

”
有所不同

,

后者是高度活化的游

离氧化轶
,

它的含量
,

在杠块中通常高于砖叙壤
。

根据上述尉渝
,

从表 4 分析拮果可觅
,

本区四种土坡胶体中游离铁的含量随母质及全

铁含量有一定变化 ;基性母盾发育的土壤
,

游离秩的含量较高 (12一16 多)
,

而酸性母贯者

较低(6一8务)
。

此外
,

游离铁在所有剖面中
,

有不同程度的向下移动趋势
。

特glJ 值得注意

的是
,

无渝母厦种类及全跌合量如何
,

此四类土嫂胶体中游离铁占全铁的百分数几乎相等

(平均为 64 务)
。

如以此桔果与热带土壤相比
,

显然可兄
,

热带土垠胶体游离轶占全铁量

平均为 85 拓
,

较之本区土壤高 20 务以上
。

这种情况清楚靓明
,

由于目前生物气候条件的

不同
,

因而对不同地带土壤发育的现代成土过程有着不同影响
。

( 三) 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城的渗透水粗成

为了进一步靓明不同母质发育土壤的现代成土过程特点
,

我们对此四类土壤的渗透

水进行了全量粗成的分析
,

并与有关热带地区相对照
。

从表 , 可兄
,

本区四种土壤渗透水中
,

51 0
:

含量最高(1
.
n 一2

.
05 毫克当量/升)

,

其次

为 Cao
、

M g o

、

K
2
0 和 N a20

,

再次为 F
e
刃
3和 A 12o 3

。

就不同土壤而言
,

基性母岩特别是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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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S 不同母熨狡育的土盛的渗透水粗成 (毫克当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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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groups and sub一g r o u p s o

f
s o u th A f

r
i
e a

.
1 9 4 0

.

瑞所发育的土壤
,

其 si q 含量稍高(1
.
57 一2

.
05 毫克当量/升)

,

而酸性母岩4lJ 稍低 (1
.
n 一

1
.
1斗毫克当量/升)

,

此税明在现代成土过程中
,

本区四种土壤的 51 0
:
表现淋溶

,

而 Fe
Zo 3、

Al zO

3

nlJ 表现积聚
,

此郎为杠壤所具特征
。

此外
,

若将此拮果与热带地区土壤相比
,

显然可

兄
,

本区土壤中 Ca o
、

M
g o 在渗透水中的含量较热带为高

,

而 51 0
:
却显较热带特别是非洲

赤道热带地区的含量为低(前者 1一2 毫克当量/升
,

后者 3一6 毫克当量/升)
。

这种情况
,

清楚砚明
,

在同一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
,

本区四种母质所发育土壤的现代脱硅过程趋于

一致
,

而其脱硅作用或硅的淋溶弦度
,

显然未曾达到热带地区的弦烈程度
。

四
、

简 魔 封 盆

(一) 关干木区不同母厦发育的土级的成土过程

根据前述拮果
,

我们欲为在尉输本区土壤形成过程时
,

首先应将地质或古风化过程与

现代成土过程区别开来
,

特别是对基性母质所发育的土壤来耕
,

其土壤形成与发育同时受

到此两种过程的影响
。

关于本区土壤的现代成土过程
,

郎在本区目前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的土壤发育过

程
,

根据土壤渗透水全量粗成
、

游离跌合量及腐殖盾粗成(按纽季文与程仕文分析查料)等

分析拮果可以看出
,

此四种不同母厦所发育的土壤均以杠壤化或中度富绍化作用为主
,

这

种作用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
,

有机厦的相对积聚
。

其表现是
,

自然植被下的土壤有机首含量一般甚高 (3一

, 务);在腐殖质粗成中
,

胡敏酸与富里酸的比值在 0. 6一0. 9 之尚
,

此项比值
,

在我国东北的

黑土中为 2一2. ,
,

而在华南热带地区如在雷州半岛玄武岩上发育的砖杠壤中为 0
.
23

。

第二
,

明显的淋溶过程
。

其表现是
,

游离铁及粘粒下移
,

盐基高度不鲍和
,

碱金属及碱

土金属发生明显淋洗
。

第三
,

中度的富绍化作用
。

其表现是
,

胶体 51 0 2/Ai 刃
3
比率为 2

、

03 一2
.
27

,

胶体中游

离映占全铁 65 务
,

土壤渗透水中 51 0
:的含量为 卜一2 毫克当量/升

,

粘土矿物除高岭石
、

二

水拐矿
、

赤殊矿外
,

尚有蜓石及石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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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觅
,

本区土壤发育是与目前生物气候条件密切联系的
,

如与南部热带土城相

此
,

显然可晃
,

后者的淋溶特征及富绍化程度均较本区土壤表现明显而弦烈
。

由此清楚魏

明
,

本区土壤发育深受中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影响
,

其现代成土过程为杠壤化或中度富绍

化
,

而南部热带地区砖杠壤性土AlJ 为砖杠壤化或高度富绍化
。

应当指出
,

上远成土过程的特点
,

主要表现在本区酸性母厦
,

特别是真岩所发育的土

澳上
,

对子基性母厦发育土壤来耕
,

其表现却并不完全一致
,

甚至在某些特性
,

例如在铁绍

的富集张度及脱硅作用上尚有一定差异
。

按上远研究枯果
,

我们款为
,

基性母盾发育土块

所表现的这种特征
,

应当解释为地盾或古风化过程对其发育所引起的影响
,

它与本区目前

的生物气候条件并无联系
,

显然
,

这类土壤系同时承受着地厦(或古的)及现代成土过程的

双重影响
。

关于此两过程的形成
,

我俩很同意有关学者的晃解t3]
,

郎本区墓性母质发育土

壤的地质风化过程
,

系与第三纪末期新构造运动以前的湿热气候条件有关
,

由于当时地面

低
,

气候较现在湿热
,

有利于高度富绍化风化壳的发育
,

及至地壳抬升以后
,

这类土坡处于

目前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
,
目前是在此古风化壳基础上向杠壤化的现代成土过程方向

演变
。

因此
,

应敲款为
,

基性母厦发育土壤的地质风化过程
,

主要是高度富绍化的形成过

程
,

而此类土壤的现代成土过程
,

Bl] 是在此母盾基础上所发育起来的中度富绍化的杠壤形

成作用
。

这类土壤既具有古风化壳的嫂留特征
,

也具有现代杠壤的形成特点
,

同时
,

事实

表明
,

在现代亚热带的生物气候条件影响下
,

其杠壤化作用尚在推艘进行中
。

‘

过去曹有人抓为本区基性母盾发育土壤的形成过程为砖杠壤化
,

而酸性母贡者为棕

壤化
,

这种看法
,

实际上是将古风化壳的形成与现代土壤形成过程相混淆
,

并且忽视了土

壤发育的地带性特征
。

按照研究枯果
,

基性母厦发育土壤的砖杠块化过程
,

只能当作是风

化壳的形成作用
、

不能祝作敲土壤的现代成土过程
,

而这类土壤的现代成土过程
,

与酸性

母厦发育土壤一样
,

并弗砖杠壤化及棕壤化
,

而是与目前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紧密联系的

杠澳形成作用
。

这种抓融
,

对解决本区土块发生分类及联系生产实践有一定意义
。

( 二) 关干木区土城的发生分类与命名尚颐

根据前述成土过程的分析
,

我们首先将本区四种不 同母质所发育的土壤均归为杠壤
,

并将此杠壤确定为本区地带性的发生土类
。

其次
,

在杠城土类以下
,

按成土过程的发育分段及附加特点
,

区分为山原杠坡及跌质

山原杠城两个亚类
。

山原杠堆为本区地带性土城的主要代表
,

系由真岩及砂岩母盾所发育
,

酸度及富里酸

含量稍高
,

跌的活化与富绍化作用稍弱
,

这类土壤与我国江西
、

湖南一带的杠壤相比
,

在成

土条件及发生性质上有一定差异;本区土堪发育于高原型冬暖夏凉气候条件下
,

而江西
、

湖南等地的土壤系发育于丘陵区冬冷夏热的条件下
,

在富绍化程度上
,

前者较后者发育程

度稍弱(本区土壤胶体 si o z/ Aj
z
q 比率为 2

.
03 一2. 27

,
p

H 值为 5
.
5一6

.
0; 而江西等地土壤

相应为 1
.
8一2. 0 及 5. 0)

,

虽然对此两类土壤尚缺乏群尽的对比研究
,

但根据这些差异
, ;

执

为至少应将这两类土壤在亚类上加以区分
。

在命名上
,

考虑到本区土壤发育具有山原生

物气候条件的特点
,

初步将其定名为山原杠壤
。

至于跌厦山原杠壤的命名
,

在涵义上
,

系

指这类土壤发育于富敛厦的古风化壳 (如玄武岩及石灰岩风化壳) 上
,

其现代成土过程处

于杠壤化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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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根据土壤发育的地方性条件
,

母厦特性及有关基本性厦
,

在上述亚类以下
,

将本

区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
,

分别归为四个土属或土种
,

郎典型山原杠壤
、

薄层 山原杠壤
、

酸性

袒粘厦铁厦山原杠壤
、

微酸性重粘厦秩厦山原杠壤
。

典型山原杠壤:为真岩母厦所发育
,

具有作为山原杠壤的全部特点
。

薄层 山原杠壤
:
母贯为砂岩

,

一般性厦与上一土壤相近
,

因受侵触影响
,

发育程度稍

弱
,

土层较薄
,

过去有人称为幼杠壤 , 但按其性厦
,

应将其命名为薄层 山 原杠壤较 适

宜
。

酸性袒粘厦铁厦山原杠壤
:
发育于富绍性玄武岩风化壳

,

由于母厦影响
,

发育程度较

深
,

质地较粘
,

过去有人命名为砖杠壤及老杠壤
,

但按其母盾特性及现代成土过程
,

它与砖

杠城(如徐背地区的 )有很大不同
,

故将其归为跌厦山原杠壤
,

并作为此亚类土壤的典型代

表
。

微酸性重粘盾铁盾山原杠壤
:
系石灰岩风化壳所发育

,

基本性盾与上一土壤相同
,

由

于受高度富绍化风化壳影响
,

酸性较低
,

质地极粘
。

此性厦与过去有人所称的杠色石灰土

有所不同
,

后者系中性至碱性反应
,

土层浅薄
。

为此
,

初步将其定名为微酸性重粘厦跌厦

山原杠镶
。

总枯上远爵萧
,

可将本区土壤分类系就初步归钠如下
:

土类 亚类

杠·

}

山 原 “ 。
{

土属或土种(母盾)

典型山原杠壤(真岩)

薄层山原杠壤(砂岩)

。

酸性翅粘厦铁质山原杠壤(玄武岩)
铁厦山原杠缓弓

‘

微酸性重粘厦轶厦山原杠续(石灰岩)

应当指出
,

本区土壤发生分类阴惫是极其复杂的
,

上述衬渝只是根据初步研究拮果提

出的一些看法与意见
,

以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

( 三) 关于母质对杠城发育影响的简颐

通过上述研究表明
,

本区不同母盾对杠壤发育有明显影响
,

这与过去研究桔果极其相

似[6.飞但另一方面
,

可以着到
,

作为本区成土因素之一的母质
,

无萧其种类与性质如何
,

均

只在一定程度上对杠壤的某些发生性厦(如酸度
、

粘土矿物粗成等)及发育程度 (富绍化程
度)有所影响

,

甚至可由此影响其亚类或亚类以下等单位的划分
,

但决定整个地带性土类

及现代成土过程发育方向的
,

并非母盾
,

而是整个地区目前生物气候条件对土壤发育的粽

合影响
。

过去
,

曾有人过分孩稠母厦对土壤发育的作用
,

甚至在同一地带中
,

将不 同母厦发育

的土壤区分为不同土类[11 洲
。

根据研究拮果
,

我佣献为
,

在同一生物气候带中
,

不可能因

母质影响而 出现不同的地带性土类
,

郎使有此情况
,

如杠色石灰土
、

黑色石灰土及紫色土

等
,

也只能作为非地带性或隐域性土类对待
,

不能与地带性土类相混淆
。

此外
,

如前所述
,

由某些甚性母厦所发育的土壤
,

其某些性质与目前生物气候不相适应
,

对此情况
,

并不能

解释为地带性土类的差异
,

而应归拮为古风化壳形成作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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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 盆

根据研究桔果
,

本区四种不同母盾所发育的土壤均应归为杠坡 (土类);杠城以下
,

可

为四个土属或土种
。

典型山原缸坡
:
母盾为真岩

,

土层深厚
,

盾地袒
,

酸性反应
,

碱金属及碱土金属淋溶明

显
,

胶体 si q /A1 20 3比率 2
.
03 一2. 井

,

主要粘土矿物有蛙石
、

三水招矿
,

及少量伊利石
、

高

岭石及石英等
,

为杠壤典型代表
。

薄层山原杠坡 :母厦为砂岩
,

一般性厦与上一土域相同
,

由于侵触影响
,

土层浅薄
,

发

育程度较弱
,

胶体 si q /Al :q 比率为 2
.
11 一2

.
27。

酸性粗粘厦铁度山原杠壤:母厦为富绍化玄武岩风化壳
,

土层深厚
,

富招化作用明显
,

胶体 si q /A 12q 比率为 1
.
70一1

.
95 ,

粘土矿物以高岭石
、

三水绍矿及赤铁矿为主
,

此土同

时承受古代风化作用及现代成土过程影响
,

目前是在古风化壳基础上向杠壤方向发育
。

微酸性重粘厦铁厦山原杠壤:母盾为深度富绍化石灰岩凤化壳
,

土层较厚
,

盾地极粘
,

微酸性反应
,

蒸本性质与上一土壤相同
,

胶体 51 02 /A1 20 3 比率 1
.
26 一1

.
43

,

目前成土过程

仍为杠壤化
。

本区不同母厦对杠壤发育的影响
,

只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某些发生特性及发育程度
,

但决定整个地带性土类及现代成土过程发育方向的
,

并非母震
,

而是整个地区 目前生物气

候条件对杠壤发育的粽合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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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 eath ering sequ ency of clay m inera ls 15 usually regard ed as one of the im Po rtant

index e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genetic 5011 group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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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s coneerning tropie 50115 it 15 found that a great d eal of con fusion has been m ad e in

this re sp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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