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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山
,

地势起伏
,

地形复杂
,

主要有平原
、

丘陵
、

山地和高原
,

不同地形上的土壤发

生和分布并不一样
,

土壤利用途径也不相同
。

本文主要希述具有垂值地带性特征的山地

和高原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

丘陵虽然类似山地
,

但没有土壤垂直地带性的特点 高原虽具

有广朋平坦的高原面
,

但是垂直地带性也很明显
。

一
、

山地对土壤发生和分布的影响

一般地税
,

我国的地势西部高东部低
,

在大兴安岭
、

太行山和云食高原东椽山地以西

是广竟的高原山地
,

除塔里木
、

准噶尔
、

四川盆地外
,

海拔都超过
,

米
。

在这条袋以东
,

有一条东北一西南的平原丘陵地带
,

在平原丘陵地带以东的沿海地区又有断擅 的 山 地
。

这些山地的分布对全国土壤发生和分布起着明显的作用
。

山地的升高
、

大小
、

形状
,

不仅

是山地高原土壤发生发育和地理分布以及垂值地带性的决定性因素
,

而对低地土壤的水

平地带也起着促进
、

改变或破坏的作用
,

对不同地区农林牧的发展
,

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

水平地带性和垂值地带性是土壤地理分布的基本挽律
。

水平地带性包括着释度地带

性的热量变化和翘度相性的干湿变化
,

在这种条件的影响下
,

形成生物气候士壤地区
。

省

性的概念
,

在原 上虽与相性有相似之处
,

在理渝上概念相同
,

但也应有区别
。

省性是在

土壤地带范围内
,

因地方性水热条件的变化
,

影响到土壤发生和分布规律
,

特别是 山地的

影响
,

表现的更为明显
。

土壤垂直地带性主要是 由于山地高原的地势升高
,

水热条件因高

度增加而改变
,

植物生长
、

土壤发育和利用途径也就因之而异
。

水平地带性和垂值地带性

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着
,

并非孤立而没有关系的
。

山地对土壤发生和分布的影响
,

首先是随着地势升高
,

气候植物的变化
,

形成各种山

地和高原士壤
,

并且有规律地排列成山地土壤垂直地带谱
。

山地高原土壤的发生和分布

是在水平地带性的基础上发展的
,

不同水平生物气候地区的山地土壤及其垂直地带藉有

所不同
,

土壤利用也不完全一样
。

山地土壤的发生分布虽与其所在地位以北 的水平地带

性土壤有类似之处
,

但是 由于山地的水热条件
、

植物拿落
、

地形母厦的特殊性
,

因而所形成

的山地土壤与相应的水平地带性土壤的发生特性和利用情况也不一样
,

特别是高山土壤

的差异更为明显
。

一般地靓
,

有的山地高原土壤是相应平地土壤的变型
,

土壤特性不是完

全一样
,

土壤利用
、

植物生长也有差别
。

或者在山地上部
,

特别是在海拔
,

米以上的

高山高原
,

常形成山地高原的特殊土类
。

这种土壤的生成和分布
,

一般可分为 西藏
、

秦

岭和天山三种高山类型
。

植物拿落和土壤种类以及其垂值地带藉也各有各的特点
。

山地的高低
、

大小和形状对土壤的发生
、

分布和利用的影响很大
。

高山的垂值地带性

此低山明显
,

而且土壤发生类型也复杂
。

坡陡谷狭的幼年山地土壤与坡援谷竟的老年 山

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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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壤也常不一样
,

例如在杠壤黄壤地带
,

幼年期的山地
,

谷狭 山陡
,

气候比较湿消
,

常形

成黄壤
,

多为林木覆盖
。

而在成年或老年山地
,

竟谷盆地或援坡地
,

日照长
,

温度高
,

而且

较为干燥
,

剧常兄杠壤的生成
,

而且耕地面积较大
。

又如在大兴安岭南段或郝速山的 山地

草甸草原土地带
,

山简竟谷平地和 向阳援坡
,

则常兑黑钙土或栗钙土的生成
,

可耕地的面

积 也比较大 而在同样高度的阴湿坡地及峡谷中
,

 多为山地草甸草原士
。

山地对平原丘陵地区的土壤水平地带的分布也有很大的影响
,

首先表现在土壤水平

地带分布图式上
。
由于山地常为气候植物的屏障

,

因而也常是土壤地带的分界梭
,

土壤地

带的走向常与山地相平行
。

我国山地可分东北一西南
,

西北一东南
,

东一西
,

南一北四种

类型 土壤地带的分布图式也表现为这四种类型
,

其中以东北一西南和东一西走向占着优

势
。

特别是东部平原丘陵地区受长 白山
、

大兴安岭
、

太行山等的影响
,

东北一西南走向的

土壤分布图式相当明显
,

而因天山
、

秦岭
、

南岭的影响
,

土壤分布图式 为东一西走向
。

在

我国西部地区
,

因受高山高原的影响
,

有的就破坏了平原水平地带性
,

如西藏高原就是很

好的例敲
。

但是高原的土壤分布的图式仍受山地所支配
,

而有东北一西南
,

东一西
,

西

北一东南走向的分布图式
。

这种土壤分布图式
,

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很明显
。

山地对平原丘陵土壤的影响
,

也表现在 山麓平原丘陵土壤的变化上
。

由于山地水热

条件和山地径流的影响
,

山麓地区常形成与距山较远的平原地区不同的土壤
。

这种情况
,

在山简盆地表现得特别 明显
,

无希是高盆地或低盆地
,

由山麓到盆地中心
,

都呈环状分布

的图式
,

如果盆地位于不同土壤带的交接处
,

山麓常呈半环状土壤分布规律
,

而盆地中心

部分的土壤比较一致
。

这种分布挽律
,

同样地影响到土壤利用和土壤改良
。

二
、

山地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

我国 山地遍于全国
,

山地土壤变化复杂
,

但是它佣的分布也有一定的挽律性
,

每个山

岳的土壤都是有规律的排成垂值地带谱
,

相同的垂直地带藉的土壤和植物类型以及利用

途径基本一致
。

几个垂值地带藉又可祖成土壤垂值地带藉拿
,

类同的土壤垂直地带谱重
,

特别是山地上部的山地土壤类型及其排列次序相 同的
,

又可粗成山地土壤地带
。

由于山地的位置
、

形状
、

走向
、

高低的不同
,

形成各种各样的土壤垂直地带谱
。

全国可

以初步概括为 种土壤垂值地带藉
。

由表 可以看出以下的几点规律 山地土壤垂

值地带藉是由一定规律的土壤地带粗成
,

基面的高低和地形不一
,

有的是平原
,

有的是高

原
,

有的是河谷
。

山地愈高
,

特别是相对高差愈大
,

土壤地带愈多
,

地带谱发育愈完善
。

就是同一类型的垂直地带谱
,

突出的高攀上土壤垂值地带也有增多
。

我国西部 多海 拔
, 米以上的高山类型

,

而东部多山地类型
。

大部山地独立土壤类型
,

常形成于山地

上部
,

特别是在海拔
,

米的高山上
。

因释度热量带的不同
,

土壤垂值地带谱也有较

大的差异
,

在寒温带与温带
、

暖温带与北亚热带
、

中亚热带到热带三祖高 山范 围 之 内还

有相似之处
,

而在这三粗之简 差别很大
。

助 由于东西干湿程度的相变
,

湿消和干旱地

区的土壤垂值地带藉一般不同
,

但高山之上常有类同之处
,

特别在同一热量带内的湿消与

半湿渭地区
、

半干旱与干旱地区的土壤垂直地带谱
,

除基面和低坡土壤外
,

多相 同之处
。

在亚热带地区和热带地区
,

因受地形的影响而形成的河谷半干旱地区的土壤
,

如云南的河

谷稀树草原土以及西藏高原的河谷森林土及草原土
,

 形成
“

反垂值地带藉
, , 。

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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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平地带内的山地

,

两坡的土壤垂值地带谱趣常相同
,

而在土壤地带界梭上的山地
,

两

坡的垂直地带藉 不同
,

特别是山地下部的土壤差别较大
,

而山地上部土壤带仍相类同
。

就山地垂直地带藉的排列形式来砚
,

也因山地的形状不一而有所不同
。

一般在高原

边椽山地或平行 山脉边椽山地
,

只有
“

镶边式
”的一面垂值带藉

,

可名之为
“

单面山式
”
垂直

带藉
,

如大兴安岭南段和太行山等
。

有的山岭
,

特别是在同一水平地带内的山岭
,

山的两

坡具有类同的土壤垂直地带藉
,

可名之为
“

猪背式
”

垂值带藉
,

如贺兰山
、

六盘山
、

阴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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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山地和高原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山地土嚷垂直地带谱
“

单面山式
” , “

猪背式
”
八

, “圆锥式
” , “

方山式
”

口
。

山地土壤垂直地带谱拿  平行山脉式谱草
,

单面山状单条山脉式谱摹
,

猪背伏

单条山脉式谱草
,

 辐射块状山脉式谱摹
,

 羽毛块状山脉式谱晕
。

山地土壤地带 山地泰加林土地带 山地灰棕壤地带 山地草原土和山地灰色森林

土地带 山地草原土和山地草甸草原土地带 山地棕钙土和山地栗钙土地带 山地草原土

和高山草甸土地带 山地 干草原土和高山荒漠土地带 山地棕壤和山地生草棕嚷地带 山

地褐土和 山地棕嚷地带 山地黄棕壤和山地草甸士地带 山地黄壤和山地黄棕褒地带
山地黄褒和山地灰棕壤地带 山地红壤和山地红棕壤地带 抖 山地砖红褒化红嚷和山地

生草黄壤地带 山地棕褒和高山草甸土地带 高山草原土和高山草甸草原土地带 高

山草甸土和高山寒漠土地带 工 山地红褒和高山草甸土地带
。

高原土壤地带 高山高原类型 康藏高原峡谷高山草甸土和山地森林土 青藏高

原盐湖高山草原土和高山荒漠土
。

云贵山地高原类型 贵州山地高原黄嚷和山原黄棕壤

云南山地高原红褒
。

黄土丘陵高原类型
—

山原褐土
、

黄土性草原土和灰钙土
。

内蒙

西北内陆高原类型 内蒙内陆高原盐湖一栗钙土一棕钙土一灰棕荒漠土 甘新内陆山间

盆地一灰棕荒漠土和棕色荒漠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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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山形是孤山或独攀
,

山地周围坡地的垂值带稽类同
,

可名之为
“

圆锥式
”

垂值带藉
,

如

泰山等
。

有的山地为平顶山地
,

如割切高原或为玄武岩覆盖的平顶山地
,

 常形成
“

方山

式
, ,

的土壤垂值地带藉
,

如甘肃焉嘟山等
。

由于山脉形式的不同
,

常在一个山脉或 山脉的一段内
,

由各种形式的山地土壤垂值地

带藉粗成谱拿
,

而且每个山地土壤垂值地带藉拿的主要山地土壤类型和分布现律以及利

用情况类同
。

平行山脉式的山地土壤地带藉拿常由
“

单面山式
”和

“

猪背式
”山地土壤垂直

地带藉所粗成
。

例如天山西段
,

南北两条边椽山脉
,

为两个以荒漠土为基面的
“

单面山式
”

垂直带谱
。

两者之简的中部山脉又是以谷地栗钙土为基面的
“

猪背式
”

垂直带谱
,

这样就

粗成了复杂的
“

平行山脉
”
土壤垂值地带稽拿

。

有的山脉是单条型的
,

如大兴安岭中段
,

主

要是
“
单面山式

”

垂值带谱
,

而秦岭山脉 是南北两坡不对称的山地土壤垂直地带藉
,

这种

单条山脉式藉拿可以
“

单面山式
”

单条山脉藉拿和
“

猪背式
”

单条山脉藉拿区别之
。

有的山

脉是辐射块状山脉
,

如东北的小兴安岭
、

山东泰山和海南岛的五指 山
,

小兴安岭或泰山周

围的垂值带藉基本相同
,

可称
“

单式幅射块状山脉
”

垂面带谱拿
,

而五指山周围的土壤垂直

地带糟不同
,

可称为
“

复式幅射块状山脉
”
垂直带谱拿

。

有的块状山脉是羽状
,

如长 白山和

湘西山地
,

主要为爵多
“

猪背式
”

土壤垂值地带稽所祖成
,

可称为
“

弱式块状山脉
”

土壤垂值

地带藉拿
。

土壤垂值地带藉草的特点和祖合虽有不同
,

但是在同一生物气候土壤地区内
,

建带土

壤的主要士壤类型和排列砚律常相类同
,

这种类同的土壤垂直地带稽拿可归属同一山地

土壤地带
,

例如 山地泰加林土地带
,

山地灰棕壤地带
,

山地草原土 栗钙土和黑钙土 和

灰色森林土地带
,

山地草原土 栗钙土 和 山地草甸草原土地带
,

山地褐土和山地棕壤地

带
,

山地黄壤和 山地灰棕壤地带
,

山地杠壤和杠棕壤地带
,

高山草甸土和高山寒虞土地带

等
。

全国初步可分为 个山地土壤地带 见图
。

三
、

高原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

高原地势升高
,

一般都在 米以上
,

就高度来税
,

有些象山地
,

地势平援的高原面又

如平地
,

因而高原土壤的发生和分布
,

具有垂值地带性和水平地带性两种特征
。

一般土壤

分布规律
,

在高原边椽山地表现为山地垂值地带的分布规律
,

而到高原面上
,

就又表现为

高原水平地带性的土壤分布规律
。

在深切的河谷中
,

常出现
“

反垂值地带藉
”。

我国西部是一个广大高原山地地区
,

但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
,

高原土壤的发生和分布

也不一样
。

就气候特征来靓
,

可分为湿消高原地区和干旱高原地区
。

湿消高原地区
,

地形

割切弦烈
,

常呈山原沟谷地貌形态 而在干旱高原地区
,

 割切较弱
,

呈高地
、

丘陵和 内

陆盆地
、

地势起伏的地貌形态
。

再就高原的地势高低和地貌的特征来区分
,

有高山 高原
、

山地高原
、

丘陵高原和 内陆高原四个类型
。

高山高原的地势常在海扳 , 米以上
,

具有

特殊的土壤类型和利用特征
。

其他的高原地势较低
,

一般不超过海拔
,

多米
,

这些 高

原的土壤类型常是平地土壤的重复
,

但是从土壤特性和利用情况来观
,

这种高原土壤常为

平地土壤的变型
,

土壤利用途径也不完全一样
。

西藏高原属高山高原类型
,

一般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由东南而西北
,

为 高山草甸土
、

高山草甸草原土
、

高山草原土
、

高山干草原土
、

高山荒漠草原土和高山荒漠土
。

但是根据



表 中国主要山地土壤垂道地带藉

寒寒温带带 湿 润 地 区 棕色泰加林土一山地泰加林土一山地苔原土 山地冰层土 大兴安岭北段海拔
一一一

,

米

滥滥滥 湿 润 地 区 白浆土一山地灰棕壤一山地灰化灰棕壤 小兴安岭西坡 一
,

米

带带带 ,

浪鑫镖黯氛与告措臀务
山地灰化灰棕壤一山地泰加林土一山地苔 原 土土

惭惭惭酗
区 斗

·

歉鳃髓纵彩给赘疑藻窦瀑熟粼轰弩售箫妙
地 泰 加加

半半半干早地区
·

悲缘默斌翰圈万拮望妙
黑钙土一山地灰色森林土一山地泰加 林 土土

·

黔曝瓷豁魏臀豁奢臀少
山地草甸草原土 阴坡 山地灰色 土,,

干干干 旱 地 区
”嘟氰耀黔改繁臀

土一山地灰色森林土一山地灰化土一高山草 甸土土

高原棕钙土一山地粟钙土 阴坡 山地粟褐土 一山地草甸草原土 贺兰山
,

一一
,

米
夕夕夕灰棕荒漠士一山麓棕钙土一山地栗钙士 ‘阴坡 山地栗褐土 一山地黑钙土 阴坡
山山山地暗色森林土 一高山草甸土 天山西段 一

,

米
‘‘‘。

·

鳖岔芜窦丰殷驾爵韶
山地栗钙土 阴坡 山地森林栗褐土 一高山草甸土娜娜

暖暖暖 湿 润 地 区 棕壤一山地棕壤一山地生草棕壤 千山山脉 一
,

来
之之创创

牛湿润地区 褐土一山地淋溶褐土一山地棕壤一山地生草棕褒一山地草甸土 河北雾灵山 。一一
弓弓田 ,

米

带带带 褐土一山地淋溶褐土一山地棕壤一山地生草棕壤一山地灰化土一高山草甸土 陕西西
太太太 白山北坡 一

,

来

高原碳酸徐褐土一山地褐土一山地淋溶褐土一山地棕壤一山地灰化棕嚷一山 地 草草
甸甸甸土 西黄草梁

,

一
,

米

半半半干旱地区 巧 高原黑墉土一山地粟钙土一 阴坡 山地褐土 一山地草甸草原土 甘肃云雾山
,

。

一一一
,

米

干干干 旱 地 区 棕色荒漠土一山地荒漠土一山地棕钙土一亚高山草原土一极高山荒漠土 昆全山中中
段段段北坡 一

,

米

棕色荒漠土一山地荒漠土一山地棕钙土一山地栗钙土 阴坡 山地栗褐土 一高山山
草草草甸草原土一高山草甸土 天山东段 一斗

,

米

牛湿润地区 黄褐土一山地黄褐土一山地棕壤一山地生草棕壤一山地灰化土一高山草甸土 陕西

太白山南坡 一斗
,

米

半干旱地区 山谷灰褐土一山地褐土一山地棕壤一山地生草棕壤一高山草甸土 松播山原 一
斗

,

米

亚热带

中

亚

热

带

南

亚

热

带

湿 润 地 区

牛湿润地区

半千旱地区 斗

·

红壤一山地红遨襄一山地黄棕壤一山地灌丛草甸土 福建武夷山 一
,

米

黄壤一山地黄壤一山地黄棕壤一山地灰棕壤一山地灰化土一山地灌丛草甸土 四川

峨眉山 一
,

米

河谷红褐土一山地红嚷一山地红棕褒一山地棕壤一山地灰棕壤一高山灰化土 和 泥
炭灰化土一高山草甸土一高山冰雪 四川 木里

,

。。一
,

米

河谷稀树草原土一山地红褐土一山地红壤一山地红棕壤一山地棕奥一山地灰 棕奥
一高山草甸土 四川鲁南山

,

一
,

米

湿 润 地 区 砖红壤化红壤一山地黄壤一山地黄棕壤一山地棕壤一山地灰化土一高山草甸土 台
湾玉山酉坡 一

,

米

砖红嚷化红壤一山地红壤一山地黄奥一山地黄棕壤一山地灌丛草甸土 云南无量山

南部
,

。一
,

米

牢干旱地区 河谷稀树草原土一山地砖红嚷化红壤一山地红壤一山地黄壤一山地黄棕壤一 山地
灌丛草甸土 云南沉江哀牢山 一

,

米

湿 润 地 区
麟豁慧颤黑蕊蹭黔膺裂

地生草黄壤一山地黄棕壤一山地灌丛草 甸土

窿瞻凳圭番篡鲁敲黔匙称合聚舒
壤一山地生草黄壤一山地黄棕壤一 山地

半干旱地区 稀树草原土一山地红褐土一山地红奥一山地黄壤一山地黄棕壤一山地灌丛草甸 土
海南岛五指山西南坡 一

,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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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

又可分为湿消的康藏高山高原峡谷和干旱的青藏内陆高原盆地类型
。

两者以同底斯山脉
、

念青唐古拉山脉
、

唐古拉山脉东段和巴颜喀拉山脉一袋分界
。

康藏高

山高原峡谷类型的气候湿消
,

主要高原土壤为高山草甸土和亚高山草甸土
。

而深切的峡

谷和沟坡的土壤为森林土壤和草原土壤祖成的
“

反垂值地带藉
” ,

由东南而西北的反垂直

地带藉的基面土壤
,

有 山地杠壤
、

山地杠棕壤
、

山地棕壤
、

山地褐土的不同
。

但是高原面

上
,

由于均在海拔
,

米以上
,

土壤分布水平地带不明显
,

主要是亚高山草甸土和高山草

甸土
,

高原面以上的山地
,

又有以高山寒漠土为主的山地垂直地带藉
。

这个地区的耕作土

壤分布海拔较高
,

可达
,

米以上
。

青藏内陆高原盆地类型具有半干旱和干旱气候特

征
,

属内陆河流域
,

多盐湖和小盆地
,

地势起伏不很大
,

土壤垂直地带谱不很明显
。

而高原水

平地带藉 由高山草甸草原土
、

高山草原土
、

高山荒漠草原土到高山荒漠士
,

则非常明显
。

云青高原是 山地高原类型的典型
,

因气候湿消
,

受新构造和河流割切的影响
,

山地峡

谷的地貌特征非常明显
,

因而土壤垂直地带也很发育
。

但是高原面的特点是梯极式的上

升
,

不仅具有垂值地带性特征
,

而且也有水平地带性的特点
。

因而在膏州山地高原部分
,

由东而西有山原黄壤
、

山原黄棕壤地带 在云南山地高原自南而北
,

有山原砖杠壤性土
、

山

原砖杠壤化杠壤和山原杠壤等高原土壤地带
,

而且在高原面以上
,

山地土壤垂直地带藉也

很发育 表 而干旱河谷中
,

尚有
“

反垂值地带藉
”的稀树草原土和杠褐土的生成

。

黄土高原的高原土壤分布规律属山丘高原类型
。

地貌类型有山丘
、

源地和河谷平地
。

除山丘的土壤垂值地带藉外
,

高原水平土壤分布观律
,

由东南而西北
,

主要是 高原褐土
、

高原黄土性草原土 黑坡士
、

高原黄土性干草原土
、

高原灰钙土等地带
。

由于这些土壤大

部耕垦
,

故有黄坡土 壤土
、

黑坡土
、

黑麻土
、

灰麻土等的生成
。

内蒙高原属内陆高原盆地类型
,

地势一般在
,

米上下
,

气候比较干旱
,

多内陆洼

地
,

除个别 山地外
,

地势起伏不大
。

土壤的分布规律
,

由东南而西北为 高原暗栗钙土
、

高

原淡栗钙土
、

高原棕钙土和高原灰棕荒漠土
。

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系典型的山简内

陆盆地
,

低盆地之简为高原和山地所分割
。

由于高山的环携封阴
,

土壤发生分布与平原地

区有所不同
,

但有的地区在海扳 米以下
,

高原土壤特征不显著
,

而以灰棕荒漠土和棕

色荒漠土为主
。

土壤分布规律
,

由山麓丘陵到盆地中
』

仓
,

具有环状分布的特征
,

耕地多分

布在灌排方便
、

土壤肥沃的山麓冲积扇平原上
,

而盆地中心多为盐清土和沙漠
,

可称为内

陆高原盆地类型
。

我国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

除了上述的 地与高原土壤地理分布砚律外
,

还有平原和丘

陵的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

它俏共同祖成全国土壤分布的复杂图式
。

因之
,

我国士壤利用情

况也相当复杂
,

各地不一
,

如果能够摸清全国土壤分布挽律
,

就能为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
,

提供科学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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