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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省森林土壤地理分区的初步研究
�

李德融 朱鹏采
�四川林学院� �四川省林业厅森林勘察二大队�

凡进行某一地区的土壤区划
,

首要的间题是
,

必须对该地区的 自然条件
,

农林牧业生

产发展情况
,

特别是对该地区的土壤形成特点
、

土壤性状和士壤地理分布规律等进行全面

了解和比较系统的研究
。

如此
,

才能根据区划的 目的
,

做到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和满足农林

业生产上的实际要求
。

本文所用土壤基础资料
,

主要是笔者等自 �� �� 年到 �� � � 年
,

随森林勘察队在省内各

地进行重点调查时收集的
。

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
�〕。

本区划的 目的在于
� 为因地制宜地合理配置林业生产

,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为进行森

林合理采伐和有效更新 �为进行森林土壤改良
,

保持水土 � 为进一步研究省内森林土壤的

地理分布和区划等问题提供基础资料
。

一
、

分区原�� 和分区单位

本文所拟定的土壤地理区划
,

很少涉及到耕种土壤
,

主要是以林业生产实践的要求为

目的
,

从土壤地理学的理论和观点出发
,

在分析归纳和系统总结省内各种 自然土壤的基础

上制定的
,

故只能名之曰
“

森林土壤的地理分区
”。

在本省多山
、

气候复杂的具体情况下
,

其分区原则
�
一是以土壤生物气候特征的区域

性差异为指标
,

一是以山地土壤垂值带谱及其组合为基础
,

前者在本省境内的出现实际上

是由地貌支配的
,

而后者也与地貌特点有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
。

故在区划过程中
,

对地貌因

素也做了充分考虑
。

如此
,

就有可能使土壤区划与林业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

本区划所拟分区单位系统共分五级
,

自�土壤地区
、

土壤地带
、

土壤省
、

土区和土组
。

但

土壤地区和士壤地带
,

二者占有同一地理区域范围
,

故实际上只相 当于四级
。

土壤地区的划分依据是以大的土壤生物气候特征为基础
,

在四川的具体情况下
,

也适

当的考虑了地貌特点
,

这是因为
,

实际上是地貌条件在主宰和支配着本省境内气候 因素的

区域性变异
。

土壤地带是根据地带性原则来划分的
,

在同一土壤地带范围内
,

具有相似的水热条件

和风化特点
,

类同的森林植被和成土过程
,

林
、

坐经营特点和林木生产率基本上也是一致

的
。

根据上述原则
,

全川由东南而西北
,

共可分出三个土壤地区和土壤地带
。

在同一土壤

地区或土壤地带范围内
,

可由不同的土壤垂值带谱系组成一个土壤垂直带谱拿团
。

士壤省也是根据土壤气候相的原理
,

在土壤地带范围内做进一步划分的较小单位
,

因

�
共同进行野外调查工作者尚有吕松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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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是土壤地带的一部分�� 月。

在四川的具体情况下
,

土壤省的划分也与一定的地貌特点

有联系
。

在 山区
,

土壤省的划分还以土壤垂值带谱系做为重要依据
。

本文分全川为十个

土壤省
,

其中有两个是属于平地土壤省 �自口无土壤垂值带结构的��八个是山地土壤省或半

山地土壤省
。

土区为土壤省的一部分
。

它的划分主要是采用土壤地貌原则��, 月 ,

同时它也与一定的

地方性气候特征和一定的植被类型相联系
。

在山区则主要是以土壤垂值带谱型做为划分

的依据
。

土组为组成土区的一部分
。

在山区
,

它只包括具有土壤垂值带状结构的单一山地和

土壤垂值带谱完全一致的相连山地
。

本区划中
,

对此一级分区单位不做深入讨论
。

二
、

各极土壤垂道带谱的分类单位及其与土壤分区的关系

在同一士壤地区或土壤地带范围内
,

如有相连成片的大面积山地时
,

则土壤的地理分

布
,

不仅呈现垂值带状变化而且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

土壤的垂值带状变化决定着

土壤垂值带谱的构成
,

而土壤区域性特征的体现又完全取决于土壤垂直带谱的不同
。

据

此
,

对土壤垂直带谱进行系统分类并把它做为山地土壤区划的重要依据
,

看来是恰当的
,

是合理的
。

这无论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
,

都有其重要的意义
。

因为任何一级带谱类型均

占有一定面积的地理水平空间
,

同时任何一级带谱类型的形成和演变
,

都与一定的 自然地

理条件 �例如水热条件
、

生物因素
、

山体的绝对高度
、

相对高度
、

形状和走向等 �相关联〔�’。

本文根据全川土壤垂值带谱的结构异同及其组合所表现的区域性特点进行了带谱分

类
,

其分类系统暂定为带谱拿
、

带谱系
、

带谱型和带谱四级
。

带谱拿和带谱系为上层分类

单元
,

而带谱型和带谱为基层分类单元
。

上层分类单元与一定的生物气候特征发生联系
,

而基层分类单元则着重于土壤地貌特点
。

带谱草
,

包括土壤地区或土壤地带范围内的所有带谱系
。

带谱系为带谱拿的组成部

分
,

它包括着生物气候相接近一致的地理区域范围内
,

具有同一基底带的所有带谱型
。

带

谱型为带谱系的组成部分
,

包括具有相 同土壤垂直带谱的一拿相连的山地
。

带谱是带谱

型的组成部分
,

为具有土壤垂直带状结构的单一山地或带谱结构环节完全一致的相连山

地
二

从上述土壤垂直带谱分类系统和山地土壤分区单位系统中
,

不难看出
,

二者虽属于不

同的概念和范畴
,

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

特别是土壤省与带谱系
、

土区与带谱

型
、

土组与带谱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

亦郎在山区土壤区划中
,

相应的后者均为区分前者

的重要恢据
。

三
、

分 区 概 述

�
�

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山地湿润亚热带森林土壤地区

本地区的土壤地带性特征
,

为湿性常绿阔叶林马尾松林黄壤地带
。

范围包括整个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山地
,

自�北起摩天岭
、

九顶山经夹金山
、

大相岭南至

大凉山一线以东地区
。

在全川境内地势最低
,

盆地海拔 �� �一 ��� 米
。

气候常年温暖湿

润
,

热量高
,

湿度大
,

冬季降水虽少
,

但云雾多
,

蒸发弱
,

故干湿季节变化不甚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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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共分一个盆地丘陵土壤省和两个山地土壤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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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及周围山地湿润亚热带森林土壤地区
�

�

四川盆地丘陵土壤省
�

�

盆地东椽山地土壤省

��� 川东南娄山北麓山地土区

��� 大巴山南坡
—

巫山西坡山地土区

��� 米仓山南坡山地土区
�

�

盆地西椽山地土壤省

�� 摩天岭南坡山地土区

��� 九顶山东坡
—

大凉山东坡山地土区
� �

九顶山东坡
—

大相岭北坡山地土组

�
�

大凉山东坡山地土组
�

�

川西高原横断山纵谷南段季节性千湿交替亚热

带森林土壤地区
�

�

大相岭南坡
—

小相岭北坡山地土壤省

�� 大相岭南坡山地土区

��� 小相岭北坡山地土区
�

�

金矿
�

木里山地土壤省
�

�

昭觉—米易牛山地土壤省

�� 金阳
—

冕宁半山地土区

��� 盐源
—

会东半山地土区

明

���
�

川 西高原横断山纵谷北段半湿润
、

半千早森林

和草甸草原土壤地区

�
�

南坪
—

得荣山地土壤省

��� 南坪山地土区

��� 黑水
—

得荣山地土区
�

�

黑水
—

杂谷脑山地土组
�

�

金川
—

小金山地土组
。

�

雅江
—

稻城山地土组
�

�

九龙
—

得荣山地土组

�
�

松播
—

新龙山地土嚷省

��  求吉
—

松潘山地土区

��� 绰斯甲
—

新龙山地土区
�

�

伊里
—

绰斯甲山地土组
�

�

道孚
—

新龙山地土组
�

�

红原
—

甘孜山地土壤省

��� 郎未寺
—

红原山地土区

��� 壤塘
—

甘孜山地土区
弓

�

若尔盖
—

石渠高原丘陵土壤省

��� 若尔盖
—

阿垠高原盆地土区

��� 色达
—

石渠高原丘陵士区

�
�

四 ���盆地丘陵土壤省

土壤组合
� 黄壤

、

紫色土
、

红色石灰土以及各类耕种土壤
。

本土壤省包括整个红色盆地
。

地貌特点除西部成都平原外均系由丘陵和低 山 组成
。

低山背斜层大部为砂岩
、

页岩和灰岩
,

而丘陵区则几乎全为 白奎纪紫红色砂页岩 � 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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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阶地和冲积平原上还广泛堆积着第四纪沉积物�� �� 。

气候特点
,

暖热湿润
,

年平均温度

巧一�� ℃
,

年降水量 �
,

��� 毫米左右
,

千燥度 � �
�

� ,

无霜期在 ��� 天以上�� 
。

盆地区域内的地带性土壤为黄壤
,

但因岩层性质和利用上的关系
,

却以紫色土分布面

积为最广
。

此外
,

还有发育在石灰岩母质上的小面积红色石灰土
。

耕种土壤有水稻土和

紫泥土等
。

黄壤和酸性紫色土的生产特性
,

适宜发展马尾松
、

杉木等速生用材树种
,

亦可培植茶
、

竹等经济林木
,

而石灰性紫色土则以栽种柏树林为宜
。

本土壤省主要是农业区域
,

故不做下一级区划
。

�
�

盆地东绿山地土壤省

土壤垂直带谱系
� 山地黄壤一山地黄棕壤

。

本土壤省包括川东南娄山北麓
、

巫山东坡和大巴 山
、

米仓山的南坡
。

娄山和巫山
,

山体较低
,

岭脊高度一般均在海扳 �
,

��� 一 �
,

��� 米以下
,

母岩主要有石

灰岩和白奎纪紫红色砂页岩
。

大巴山和米仓山
,

褶歇紧密
,

岭谷相 间
,

岭脊线一般均在海

扳 �
,

��� 米以上
,

高 出盆地 �
,

��� 一�
,

�� � 米
。

出露地层有石灰岩
、

硅质灰岩
、

板岩
、

页岩及

砂岩等 �� �� 。

气温较盆地西绿山地偏高
,

但雨量适与之相反
,

年平均温度 �� 一�� ℃
,

年降水

量 �
,

���一 �
,

� �� 毫米
。

土壤分布情况
,

从南到北
,

由于山体大小不 同和热量上的一定差异
,

就造成了土壤垂

值带状结构的不尽相同
。

据此
,

又可将本山地土壤省分为以下三个山地土区
�

��� 川东南娄山北麓山地土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山地黄壤�� ��一 �

,

� �� 米 �一山地黄棕壤��
,

���一�
,

��� 米�
。

�� � 大巴 山南坡一巫山西坡山地土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山地黄壤�� �� 一�

,

� �� 米 �一山地黄棕壤 ��
,

�� �一 �
,

��� 米 �一山地

棕壤和山地草甸土 ��
,

�� �一�
,

�� � 米 �
。

��� 米仓山南坡山地土区

土壤垂值带谱型
� �� 地黄壤�� ��一�

,

� �� 米 �一 �� 地黄棕壤��
,

� � �一�
,

��� 米�
。

山地黄壤可 因森林类型和区域气候的不同
,

而在发育和形成特点上具 有一定 差 异
。

一般在马尾松
、

杉木林下发育着黄壤
,

而在丝栗 ��
� , �� , � 户� �’� �� �岁, ���

、

石栋 �� �
�‘� � � �户� �

� ��
�

�
、

木荷 ��� 石�
� � �� �� 。

�等常绿阔叶林下则发育着腐殖质黄壤
。

两者的不 同点在于
�

山地黄壤没有明显的腐殖质层
,

且腐殖质舍量低
,

只有 �一 �多� 山地腐殖质黄壤则在枯枝

落叶层下有一 明显的浅褐色腐殖质层
,

腐殖质含量高达 �� 一�� 多
。

显然
,

后者在形成特

点上已增添了较弦烈的腐殖质化过程
。

在山地黄壤垂值带范围内尚有小面积发育在石灰岩风化壳上的红色石灰土和紫色岩

层上的紫色土
。

山地黄壤和红色石灰土
、

紫色土等土壤
,

绝大部分已被垦殖
,

在生产上除

经营农业外
,

亦可充分利用宜林土地培植茶树
、

油桐
、

油茶
、

乌柏
、

竹类等经济林和马尾松
、

杉木等速生用材林
。

山地黄棕壤位于山体中部和上部
,

森林植被多由青冈 ��� ��
口�� ��� �� ��� 砂�� �� �

、

丝栗
、

石栋等常绿阔叶树和山毛梅��
召� � , 翻砂。�朋 召

�
、

鹅耳杨��� 护�二
, 、

��
�

�
、

械 �才“
, �
��

�

�
、

锻

�几枷
‘厉

,

即
, �, �等落叶阔叶树组成的混交林

。

山地棕壤只在大巴山地高于海扳 �
,

���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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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山体上部才有分布
,

实占面积不大
,

森林植被为由巴 山冷杉�� �� �� �� �� �� 的
、

垂枝云

杉 �尸�� �� �� � ‘

抑�� �� �等组成的混交林或纯林
。

山地黄棕壤和山地棕壤均以发展林业生产

为宜
,

但若认为有必要扩大耕地面积时
,

亦可进行适当的合理垦殖
。

�
�

盆地西绿山地土壤省

士壤垂值带谱系
� 山地黄壤一山地灰棕壤

。

本土壤省位于盆地与高原的过渡地带
,

其范围包括摩天岭南坡
、

九顶山
、

夹金山东坡
、

大相岭北坡和大凉 山东坡诸山地
。

地形特点是
,

坡陡崖多
,

河谷深切
,

岭脊高度一般均在海扳 �
,

��� 米以上
,

出露地层主

要有石灰岩
、

片岩
、

千枚岩和中生代的砂岩
、

页岩
、

砾岩等脚�。 在气候特征上
,

地形对它的

影响很大
,

由于山体一般均高出盆地 �
,

” �一�
,

�� � 米
,

夏季东来暖湿气流因受阻而上升
,

于是境内便有大量降水
。

年降水量除接近盆地的山麓丘陵地带约在 �
,

。�� 毫米外
,

山体

中部和上部可高达 �
,

��� 一�
,

��� 毫米
,

而且经常处于云雾弥漫之中
。

年平均温 度 �� 一

�� ℃
,

无霜期在 � �� 天以上�� 
。

土壤分布情况
,

在气候和植被的值接影响下
,

垂直带状分异现象非常明显
,

但是 由于

地形上的某些不同和中区气候的变化
,

结果则无论是在带谱的结构环节方面或各带所跨

幅度方面均有一定差异
。

据此
,

在本土壤省内
,

又可划 出以下两个山地土区
�

��� 摩天岭南坡山地土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山地黄壤�� ��一 �

,

� �� 米 �一山地灰棕壤 ��
,

, ��一�
,

� � � 米 �一山地

棕色灰化土和 山地草甸土 ��
,

� ��一�
,

, �� 米 �
。

�� � 九顶山东坡一大凉山东坡山地土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山地黄壤一山地灰棕壤和山地草甸土

。

本土区内
,

因带谱的各个环节所跨幅度不同
,

故又可分出以下两个山地土组
�

� 九顶山东坡一大相岭北坡山地土组

土壤垂值带谱
: 山地黄壤(500一i

,

3 0 0 米 )一山地腐殖质黄壤 (1
,

3 0 0 一1
,

5 0 0 米卜山

地灰棕壤(i
,

5 0 0 一2
,

7 0 0 米)一山地灰化灰棕壤和山地草甸土 (2
,

7 0 0 一3
,

3 0 0 米 )
。

2
) 大凉山东坡山地土组

土壤垂查带谱
: 山地黄壤(, 0 0一i

,

3 0 0 米)一山地腐殖质黄壤 (1
,

3 0 0一2
,

0 0 0 米 )一山

地灰棕壤 (2
,

0 0 0 一3
,

0 0 0 米)一山地灰化灰棕壤和山地草甸土 (3
,

0 0 0一3
,

6 0 0 米 )
。

山地黄壤垂值带内除黄壤和腐殖质黄壤外
,

还有小面积的紫色土和发育于石灰岩母

质上的
“

黄褐色土
, , ’) 。 山地灰棕壤分布在 山体中部和上部

,

是云南铁杉 (升ug
召

yu nn 洲即痴)
、

麦吊杉 (pi
cea cam 户lan ata )

、

峨眉冷杉 (A bi
es fab

eri)等针叶树和械 (A
ce; spp .)

、

亮叶桦

(价tu la lu m诫fe ra )等落叶阔叶树混交林或针叶纯林下的土壤
。

在土地利用方面
,

山地黄壤与前一士壤省内的同类土壤大体相似
,

至于山地灰棕壤则

最适宜用来经营峨眉冷杉和麦吊杉
,

特别是后者
,

生长迅速
,

材质坚韧
,

具有很高工艺价

值
。

山地棕色灰化土在本土壤省范围 内
,

所占面积不大
,

只在摩天岭南坡山地土区的山体

l) 所谓黄褐色土
,

其性状与红色石灰土者极相类似
,

唯颜色显黄褐而非红
,

是因本土壤省内雨雾多
、

湿度大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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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醉类柔毛冷杉(建b i
os

j
a xo n ia na )林下面才有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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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西高原横断山纵谷南段季节性干湿交替亚热带森林土绒地区

本地区的土壤地带性特征
,

为干性常绿阔叶林云南松林红壤地带
。

本地区位于四川省最南部
,

西北面与第 m 地区之分界
,

大致在西起木里西北之雪山
、

经雅碧江谷地之雷坡
、

九龙河谷地之乌拉溪以及紫眉 山
、

贡嘎山东至沪定附近之二郎山一

线 ;东北面隔二郎山
、

大相岭和大凉山主脊线与第 I地区毗连 ;东
、

南
、

西三面均以省境为

界
,

实则与云南境内的同一地区相连接
。

境内地势 高低相差很大
,

西北部高山耸峙
,

峡谷深切
,

岭高均在海拔 4
,

0
00 米以上 ;东

南部 山势逐渐降低
,

并在山岭之间出现了许多断陷河谷和盆地
。

气候特征主要受西南季

风和印度北部干燥大陆性气团交替控制
,

故干湿季节非常分明
。

本地区共分两个山地土壤省和一个半山地土壤省
。

1

.

大相岭南坡一小相岭北坡山地土壤省

土壤垂值带谱系
: 山地红褐土一山地黄棕壤

。

本土壤省包括小相岭北坡
、

贡嘎山东麓
、

二郎山西坡和大相岭南坡以及从沪定到汉源

以东金河 口一段大渡河谷地
。

组成山岭的岩石有板岩
、

千枚岩
、

砂页岩和紫红色砂页岩
,

在小相岭北坡还有花岗岩

等火成岩出露
。

气候情况因受焚风影响较弦
,

故有热量高
、

蒸发弦和冬干夏湿的特点
,

年

平均温度 18 ℃ 左右
,

年降水量 70 0一800 毫米
。

土壤分布情况亦呈明显的垂值带状
,

但因地形
、

水热条件和植被类型的不 同
,

而可分

为以下两个山地土区
:

( l) 大相岭南坡山地土区

土壤垂道带谱型
: 山地红褐土(60 0一2

,

1
00 米)一山地黄棕壤和山地草甸土 (2

,

1
00 一

3,
3 0 0 米 )

。

(
2
) 小相岭北坡 山地土区

土壤垂值带谱型
: 山地红褐土(60 0一1

,

60
0 米)一山地黄棕壤 (1

,

60
0一2

,

60
0 米 )一山

地灰棕壤和山地草甸土 (2
,

6 0 0 一3
,

3 0 0 米 )
。

山地红褐土是在亚热带干旱河谷稀树草原或灌木草原下所形成的土壤类型
。

在土地

利用上
,

适于培植梨
、

桃
、

苹果
、

柑
、

桔
、

柿等果树和油桐
、

鸟柏等经济林木
,

如能解决灌i既间

题亦可垦殖进行农作
。

山地黄棕壤发育在阔叶混交林下
,

而山地灰棕壤则多为山体上部

针叶林下的土壤
。

其利用特点均与前一土壤地区中之同类土壤相似
。

2

.

金矿一木里山地土壤省

土壤垂道带谱系
: 山地红壤一山地黄棕壤一山地灰棕壤一山地灰化土和 山地棕色灰

化土一高山草甸土
。

本土壤省所占面积不大
,

其范围包括雅碧江河曲中的锦屏山以及鲁里山脉南端木里

附近诸山地
。

在这一级区划上
,

实与云南之中甸
、

维西一带同属于一个单元
。

由于山岭高耸
,

坡面迎风
,

所以除谷地外
,

一般均较湿润
,

特别是在海拔 3
,

0
00 米以上

之山体中部和上部
,

夏季还经常为云雾所弥漫
,

故湿润程度更为显著
。

母岩有沉积变质

岩
、

砂页岩
、

石灰岩等
。

由于面积不大而且生物气候条件和土壤分布情况均趋一致
,

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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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做低一级区划
。

山地红壤垂直带分布在海拔 1
,

50
0 一2

,

2
00 米的范围内

,

森林植被主要是云南松(Pt
。“ ,

洲 , 。朋郡sis ) 林 ;山地黄棕壤垂值带介于海拔 2
,

2
00 一3

,

0
00 米

,

森林植被有云南松疏林
、

桦

(价tu la sP p
.
)

、

械
、

栋 (Q ue rc us
s
PP
.
) 等落叶阔叶林; 山地灰棕壤的垂直带幅度介于海拔

3,

0 0 0 一3
,

, 0 0 米
,

森林植被常为丽江云杉(尸ic
oa 21友iangensi

s
)林或云杉

、

铁杉
、

械
、

桦等针阔

混交林
,

林下灌木以箭竹为主 ; 山地灰化土和 山地棕色灰化土呈复区存在
,

其垂直幅度介

于海扳 3
,

卯 。一4
,

0
00 米

,

森林植被主要是长苞冷杉 (A 厉。 ge or ge 口林;高山草甸土是森林

线以上高山草甸植被下的土壤
,

其分布范围最高可达海拔 4, 50 0 米
。

根据本土壤省的地貌特点
,

在各土壤垂值带内均以发展林业为宜
,

但对林业生产来

说
,

山地灰化土的生产力最低而山地灰棕壤的生产力最高
。

关于山地灰化土和山地棕色

灰化土的形成特点以及它们的性状
,

将于下一地区论述同类土壤时再做详细探讨
。

3

.

昭觉一米易半山地土壤省

土壤垂直带谱系
: 山地红褐土一山地红壤一山地黄棕壤

。

本土壤省包括大凉山西坡
、

小相岭南坡以及北起菩窿岗继沿磨盘山南行
,

抵盐源盆地

东侧之小高山后再折而向西
,

顺老鹰岩南麓直至沪沽湖一线的以东以南地区
。

地势从北向南降落
,

岭脊高度一般为 2
,

50
0 一3

,

0
00 米

,

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
。

组成

山岭的岩石有石灰岩
、

火成岩
、

千枚岩
、

板岩以及紫红色砂页岩等
。

气候特点是
,

热量高和

季节性干湿变化非常明显
,

年平均温度 14 一18 ℃
,

年降水量在 1, 0
00 毫米以上

,

但绝大部

分集中在夏半年
,

冬半年非常干旱
。

土壤分布情况
,

呈显著的垂直带状
,

但由于山体大小不同和水热条件的一定差异
,

致

使带谱的结构和各带所跨幅度均有不同
,

据此
,

本士壤省又可分出两个半山地土区
:

(l) 金阳一冕宁半山地土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LI-I 地红褐土(600一i

,

4 0 0 米)一山地红壤 (i
,

斗0 0一2
,

2 0 0 米 )一山地

黄棕壤(2
,

2 0 0一2
,

5 0 0 米 )一山地灰棕壤和山地草甸土(2
,

5 0 0 一3
,

3 0 0 米 )
。

(
2
) 盐源一会东半山地士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山地红褐土 (700 一1

,

4
00 米 )一山地 红壤 (1

,

40
0 一2

,

40
。米 )一山

地黄徐壤和山地草甸土 (2
,

4 0 0一3
,

1 0 0 米)
。

本土壤省中的各类土壤
,

其生产特性均与前一土壤省中之同类土壤基本相似
,

唯山地

红壤分布面积最广
,

故可用以大力发展云南松林
。

11 1

.

川西高原横断山纵谷北段半湿润
、

半千旱森林和草甸草原土攘地区

本地区就地理位置而言和前两个地区一样
,

均属亚热带
,

但由于地势高起
, _

巨因谷地

受焚风影响较弦
,

致使反映水平地带性特征的黄壤和红壤都遭到了破坏
,

与此同时却又出

现了一个能够反映垂直地带性特征且具有一定水平(纬度的和相性的)意义的土壤垂值带

谱
,

其结构为山地灰褐土一山地褐土一山地棕壤一高山草甸草原土
。

本地区位于四川西北部
,

其范围包括第 I地区西界以西和第 11 地区北界以北的全部

地区
。

在大地构造上属东兄仑海西褶敬系
,

出露地层
:
北部主要有砂页岩

、

板片岩
、

千枚岩

和第四纪黄土状物质 ;而南部则以灰色钙质石英岩
、

板岩
、

页岩和石灰岩等为主
。

在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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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境内高山耸峙
,

峻岭连绵
,

山脊高度一般均在海拔 4
,

0
00 米以上

,

并普遍建留着冰川遗

迹卜
7〕。 就总的地势来看

,

西北高而东南低
,

如以眠谷之于坟川
、

大渡河之于沪定和金沙江

谷地之于冉村为基点
,

溯各江河而上值至其源或本省境界
,

则比高可达 2
,

卯O一3
,

0
00 米

,

显然构成了一个亘大的倾斜面
。

然而在这样一个南北纵贯 3一6个纬度
、

东西横跨 300 一

600 公里的大斜面上井不是平坦的
,

而是一个从东南向西北呈梯级上升
,

山脉河流相间
,

地势起伏极大的立体结构面
。

气候因素上的主要特点除具有明显的垂直变化外
,

还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
。

当东南

和西南两股湿润季风气流越过重重高山到达本地区后
,

一方面所携水汽显著减少
,

另一方

面风势亦大为削弱
,

再加上地势的逐渐升高
,

从而就使得热量和降水均 由东南向西北逐渐

减少
。

气候因素上的另一个特点是
,

气温日较差大(20 一30 ℃ )
,

年变幅(15 一20 ℃ )小
。

显

然
,

这种情况既有别于大陆性气候也不同于具正的季凤气候
,

而为介于大陆性和海洋性之

间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所特有
。

关于土壤分布情况
,

比之生物气候条件来说更为错粽复杂
,

然而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就

不难发现
,

仍是大有规律可循的
。

如果我们把本土壤地区所属范围视做一个亘大的倾斜

面
,

并各处都以河谷低地为基准的话
。

则土壤的分布可由东南 向西北同时也是由低到高呈

有规律的带状
,

其结构依次为山地灰褐土
、

山地褐土
、

山地棕壤和高山草甸草原土
。

就这

样一个土壤带状结构来看
,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认做是具有一定水平意义的土壤垂值带谱
。

但前面已经说过
,

本地区的地貌特点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立体结构的大斜面
,

因此在上述总

的土壤垂直带谱各个环节 (高山草甸草原土一环除外) 的基础上
,

均又能形成其各 自的土

壤垂直带状结构
。

然而由于各带谱的基底带(亦郎总带谱的各个环节)所处海拔高度不同

以及水热条件的区域性差异
,

致使各个带谱的环节数 目和各个环节的垂值幅度都有很大

不同
。

大体上说
,

从东南到西北
,

带谱中的环节逐渐减少
,

各环节所跨幅度却大为增宽
。

根据土壤和生物气候因素的上述分布特点
,

在本地区内共可划出四个土壤省
,

其中有

三个山地土壤省
,

一个高原丘陵土壤省
。

而各个土壤省所占地理空间范围
,

恰恰又是以境

内总土壤垂值带谱的各个环节为基础
。

1

.

南坪一得菜山地土壤省

土壤垂直带谱系
: 山地灰褐土一山地褐土一山地棕壤一山地棕色灰化土

。

本土壤省西北面止于眠山雪宝顶
、

黑水
、

马尔康
、

金川
、

道孚东
、

雅江
、

巴塘一线 ;东界

第 I地区西绿 ;南界第 11 地区北绿
。

境内河流切割较深且多呈峡谷形态
,

山高坡陡
,

比高达 2
,

卯o一3
,

0
00 米

。

气候因素的

垂直分异
,

必然导致植被和土壤的垂值变化 ;而气候因素的区域性差异就造成了土壤垂直

带谱型的不同
。

根据这种差异和不同
,

本 山地土壤省又可分出以下两个山地土区
:

(l) 南坪 LIJ 地土区

土壤垂值带谱型
: 山地灰揭土(l

,

2
00 一1

,

8
00 米)一山地褐丑

l, 8
00 一2

,

8 0 0 米)一山地

棕壤(2
,

5 0 0 一3
,

4 0 0 米 )一山地棕色灰化土(3
,

4 0 0 一3
,

5 0 0 米)一亚高山草甸草原土(3
,

5 0 0 一

、
,

: 0 0 米)
。

(
2
) 黑水一得荣山地土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l力地灰褐土一山地褐土一山地棕壤一山地棕色灰化土和山地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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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一高山草甸土
。

在本土区内
,

因带谱各环节所跨幅度不 同
,

故又可分出以下四个山地土组
:

l) 黑水一杂谷脑山地土组

土壤垂值带谱
: 山地灰褐土(i

,

5 0 0 一2
,

0 0 0 米)一山地褐土 (2
,

0 0 0 一2
,

5 0 0 米 )一山地

棕壤 (2
,

5 0 0 一3产00 米)一山地棕色灰化土和山地灰化土 (3
,

斗0 0一3
,

9 0 0 米)一高山草甸土

(3
,

9 0 0 一4
,

3 0 0 米 )
。

2
) 金川一小金山地土组

土壤垂直带谱
: 山地灰褐土 (1

,

5 0 0 一2
,

2 0 0 米)一山地褐土 (2
,

2 0 0 一3
,

0 0 0 米)一山地

棕壤 (3
,

0 0 0 一3
,

, 0 0 米 )一山地棕色灰化土和山地灰化士 (3
,

5 0 0 一4
,

1 0 0 米 )一高山草甸土

(4
,

1 0 0 一4
,

5 0 0 米)
。

3
) 雅江一稻城山地土组

土壤垂道带谱
: 山地灰褐土 (i

,

5 0 0 一2
,

2 0 0 米)一山地揭土 (2
,

1 0 0 一2
,

5 0 0 米)一山地

棕壤 (2
,

5 0 0一3
,

, 0 0 米)一山地棕色灰化土和山地灰化土 (3
,

5 0 0 一斗
,

1 0 0 米 )一高山草旬土

(4
,

1 0 0 一4
,

5 0 0 米 )
。

4
) 九龙一得荣山地土组

土壤垂直带谱
: 山地灰褐土 (1

,

, 0 0一1
,

8 0 0 米 )一山地褐土(1
,

5 0 0一2
,

5 0 0 米 )一山地

棕壤 (2
,

5 0 0 一3
,

5 0 0 米)一山地棕色灰化土和山地灰化土 (3
,

5 0 0 一4
,

1 0 0 米)一高 IJJ 草甸土

(4
,

1 0 0 一斗
,

5 0 0 米)
。

山地灰褐土是发育在河谷地带旱生灌木草原植被下的土壤
。
由于植被稀疏

,

故地面

冲刷较为严重
,

主要灌木有狠牙刺
、

铁杆篙等
,

草本植物则以角篙
、

景天
、

旱茅
、

还魂草等最

常见
。

土壤的主要特点是
,

全剖面呈碱性 (pH 7
.
斗一8

.
4) 反应

,

且有碳酸钙聚积
,

但其分层

现象不甚显著
。

此类土壤因缺水而无乔木生长
,

利用上宜保护 自然植被
,

以防水土流失
。

山地褐土上的森林植被比较复杂
,

但主要的有铁杉(乃ug
召 ‘形二。i, ) 林

、

高山松 (尸i
。。了

d
。。s a , a

)林
、

高 LlJ 栋(Q
ue, · c

u s s o

m i

c
a r 户ij

o lia ) 林和粗枝云杉 (尸i
cea a , 户

era君a
) 林等

,

也有次生

的灌丛草地
。

其生产力表现不高
,

主要系士壤干燥所致
,

在利用上以培育上述较为耐旱性

的树种为宜
。

山地棕壤上的森林植被有桦木 (B
etula albo一5 1 。。n s is ,

B

.

P l
a , y 户左夕ll a

) 林
、

高山栋林
、

高

山松林
、

包氏云杉 (pi
cea balf

ou, i a
, a

) 林
、

紫果云杉 (p
.
P urPurea) 林和鳞皮冷杉 (A 乙i

e ;

sq u a o at 召
) 林

,

其中云杉生长最好
,

出材率高而病腐率低
,

今后利用方面应大力发展云杉
。

在复杂的地形
、

气候和森林植被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
,

特别是在水热条件的道接支配

下
,

山地棕色灰化土往往都是与其它土类 (特别是在性状上和发生上相近的土类)呈复区

分布
。

如在邻接本土壤省东南面的 〔n Z〕土壤省内(见附图)
,

山地棕色灰化土自p与山地灰

化土组成复区
。

由于该土壤省普遍较为湿润
,

故山地棕色灰化土只分布在半阳
、

半阴坡的

箭竹长苞冷杉林和灌木长苞冷杉林下
,

而在阴坡杜鹃长苞冷杉林和鲜类长苞冶杉林下则

发育着山地灰化土
。

但在本土壤省境内
,

由于湿润程度有所减小
,

长苞冷杉为柔毛冷杉所

取代
,

此时山地灰化土只分布在处于阴冶潮湿地形部位上的杜鹃柔毛冷杉林下
,

而山地棕

色灰化土则分布于其它所有冷杉林和部分紫果云杉林下
,

分布面积因之而大增
。

待进入

邻接本土壤省西北面的 【m
Z
] 土壤省后

,

气候更趋干寒
,

柔毛冷杉已不适宜生长而被鳞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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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杉和包氏云杉所取代
,

此时山地灰化士已不复出现
,

山地棕色灰化土也只分布在处于较

为阴湿地形部位上的杜鹃鳞皮冷杉林下
,

至于其它类型的鳞皮冷杉林和大面积的包氏云

杉林
,

由于比较干燥而发育着山地棕壤
,

从而就又使山地棕色灰化土与山地棕壤组成了复

区
。

及至【m
3]土壤省后

,

冷杉几乎全为云杉所代替
,

此时山地棕色灰化土亦郎消失
,

而 山

地棕壤就占据了整个云杉林
。

山地棕色灰化土和山地灰化土的区别
,

从形成特点上看
,

前者除进行灰化作用外
,

同

时还有一定程度的腐殖质化和粘化作用
,

而后者只进行灰化作用和活性产物的淀积作用
。

因此在形态上
,

前者的灰化层只显棕灰或暗灰
,

且腐殖质和粘粒合量均较高
,

灰化层下只

有棕色淀积层
,

而后者的灰化层多呈灰 白色
,

质地粉砂性孩
,

棕色淀积层极为明显
,

且在灰

化层与棕色淀积层之间
,

往往还有一个暗棕褐色腐殖质铁锰淀积层
。

在理化性质方面也

有显著差异
,

如前者只有灰化层和淀积层为强酸性反应
,

及至底土层时酸度急剧降低
,

且

盐基饱和度亦突然增高
,

而后者整个剖面呈弦酸性反应
。

再从生产特性上看
,

山地灰化土

生产力低且林木病腐率高
,

而 山地棕色灰化土生产力仅次于山地棕壤
,

且出材率大
,

病腐

率低
,

有利于发展材质较优的云杉林
二

2

.

松播一新龙山地土壤省

土壤垂直带谱系
: 山地揭土一山地棕壤

。

本土壤省东南面与 〔m
l
l 北界毗连

,

西北面业于北起求吉南到狠架岭
,

而后沿眠江和

黑河
、

白河分水岭西行到壤塘南曾克寺
,

再经翁达
、

镜霍
、

甘孜南石门坎值至白玉一线
。

境内地貌仍属高山峡谷
,

但有许多断陷盆地出现
,

在理塘
、

义墩一带还残存有大片高

原面
,

比 高 1
,

50
0 一2

,

0
00 米

。

因气候已趋干寒
,

故林线和雪线均较其东南部为高
。

土壤分布情况
,

可 因气候条件的相性差异和土壤垂值带谱型的不同而分为以下两个

山地土区
:

(l) 求吉一松播山地土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I力地褐土 (2

,

5 0 0 一2
,

5 0 0 米 )一山地棕壤 (2
,

5 0 0一3
,

5 0 0 米 )一亚高

山草甸草原土(3
,

5 0 0 一斗
,

2 0 0 米)
。

(
2
) 绰斯甲一新龙山地土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山地褐土一山地棕壤和山地棕色灰化土一高山草甸土

。

在本土区内
,

因带谱各个环节所跨幅度不同而又可分出以下两个山地土组
:

1) 伊里一绰斯 甲山地土组

土壤垂直带谱
: 山地褐土 (2

,

剑。一3
,

50
0 米)一山地棕壤和山地棕色灰化土 (3

,

50
0 一

4 ,

一0 0 米 )一高山草甸土(4
,

1 0 0一斗万00 米)
。

2
) 道孚一新龙山地土组

土壤垂直带谱
: 山地褐土 (2

,

80
。一3

,

, 00 米)一山地棕壤和山地棕色灰化土 (3
,

5
00 一

4 ,

2 0 0 米 )一高山草甸土(4
,

2 0 0 一斗
,

7 0 0 米)
。

境内山地揭土处于土壤垂直结构的基底带
,

但在半阳坡它可一值分布到 海扳 4
,

0
00

米以上
,

并可值接与高山草甸土相衔接
,

在带内阳坡旱茅
、

羊茅等草原植被下
,

则还有山地
:

草原土分布
。

山地棕壤生产力最高
,

适宜经营包氏云杉和鳞皮冷杉
,

而山地棕色灰化土只
呈块状镶嵌于山地棕壤带内

,

生产力依然较高
。

亚高山草甸草原土是发育在草甸草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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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下的土壤
,

其性状和形成特点
,

大体上均与高山草甸草原土相类似
,

唯因其所处地理位

置虽亦在林线以上
,

但地形较为平缓
,

山体亦低(一般均不超过 4
,

2
00 米)

,

这在利用上与高

山草甸草原土可有很大不同
,

故冠以
“

亚高山
”

字样以示区别
。

3

.

红原一甘孜山地土壤省

土壤垂值带谱系
: 山地棕壤一高山或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

本土壤省东南面与〔111
21北界毗连

,

西北面大致止于东起郎木寺
、

求吉洼经阿坦
、

色达

南河西寺
,

西至邓柯一线
。

境内地形比较和缓
,

相对高度 50 0一1
,

0
00 米

。

气候条件更为干寒
,

林线提高到 4, 30 。

米
。

森林面积不大且多呈块状分布
,

阴向山坡上主要是包氏云杉林
,

冷杉林很少
,

而在阳

坡上主要是干草原
,

但亦有小片的桧柏(J
。 , i Pe 1’u

,

sP

.

)林分布
。

云杉林下发育着山地棕壤
,

桧柏林下发育着 山地褐土而在干草原植被下则发育着山

地草原土
,

因此在森林线以下
,

实际上是由山地棕壤
、

山地褐土和山地草原土组成的复区
,

而在森林线以上的草甸草原植被下则完全发育着高山或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

在土地利用

方面
,

山地棕壤和山地褐土与前一土壤省中的同类土壤相同
,

山地草原土可用做冬季牧场

而高山草甸草原土可用做夏季牧场
。

根据水热条件的相性差异和土壤垂直带谱的不同
,

本土壤省又可分出以下两个土区
:

(l) 郎木寺一红原山地土区

士壤垂直带谱型
: 山地棕壤(3

,

0 0 0 一3
,

, 0 0米)一亚高山草甸草原土(3
,

弓0 0一4
,

2 0 0 米)
。

(
2
) 壤塘一甘孜山地土区

土壤垂直带谱型
: 山地棕壤 (3

,

50
0 一4, 30 0 米)一高山草甸草原土(4

,

30
0 一斗

,

7
00 米)

。

斗
.

若尔盖一石渠高原丘陵土壤省

本土壤省东南面与fll fa] 相衔接
,

西北 面以四川省境为界
。

境内地势更趋和缓
,

东部阿坦若尔盖地区
,

由于地壳作相对下掏
,

竟形成了高原盆地 ;

西部为巴颜喀拉山的南麓
,

处于雅碧江和大渡河水系的河源地带
,

河谷开阔
,

落差很小
,

比

高只有 300 一500 米
,

实际上是属于高原丘陵地貌
。

气候特点是
,

热量和降水均见显著减

少
,

年平均温度 。一3℃
,

年降水量约有 , 卯一650 毫米
。

本土壤省所属范围
,

系本地区总土壤垂直带谱最上面的一个环节
,

由于比高小且地形

又较为平缓
,

故它已不再具有垂直结构
。

就植被分布的水平意义来看
,

也已进入草原
,

地

带性的土壤应为高山草甸草原土
,

但实际上却又是由高山草甸草原土
、

草甸土和沼泽土组

成的复区
。

这是因为在境内盆地或宽谷坦地上
,

常生长着喜湿性的草甸植物
,

土壤郎发育

成为草甸土
,

而在河滩或盆地中低洼之处
,

多被高原沼泽植物所占据
,

土壤则相应的发育

为沼泽土
。

根据地貌不同和水热条件上的差异
,

又可把本土壤省再分为以下两个土区:

(l) 若尔盖一阿坦高原盆地土区

土壤组合
:
草甸土

、

沼泽土
、

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

(
2
) 色达一石渠高原丘陵土区

土壤组合
: 高山草甸草原土

、

草甸土
、

沼泽土
。

本土壤省境内
,

已不适于经营林业
,

但对发展畜牧业来说却有很大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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