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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边界山地土壤的特征

及其分类问题
*

四省边界土壤联合考察组

摘 要

本文在苏
、

浙
、

皖
、

赣四省边界亚热带庐山
、

黄山
、

天目山和马鞍山等山地(低山区 )土壤野

外考察的基础 上
,

将该区代表性山地土壤进行了系统理化分析
,

认为这些土壤的发生特征与亚

热带北部水平带上的黄棕壤不同
,

应归属于富铝土纲中黄壤土类
,

并提出了初步分类指标
,
以

供有关方面参考
.

苏
、

浙
、

皖
、

赣边界地处亚热带中部和北部
,

多崇山峻岭
。

对该地区山地土壤的分类及土

壤垂直带问题
,

历来有不同的意见
:
有的认为是由红壤向上经黄壤

、

黄棕壤过渡到山地草

甸土
〔‘,7] ;有的认为由红壤向上即为黄壤

,

不存在山地黄棕壤带
‘, ,

.l; 还有人认为自然界可能

不存在黄棕壤一黄壤一红壤的发生模式
,

因而把黄壤带和红壤带分开是困难的即
。

全国第

二次土壤普查开展以来
,

各省
、

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对这类土壤的命名也不一致
。

为了

弄清这些问题
, 1 9 8 4 年 4一5 月

,

浙江
、

江苏
、

安徽和江西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组织了联合考

察组
,

统一了土壤观察点和分析项目
,

进行研究
,

现将初步结果报告如下
。

口

一
、

成土条件和发生特征

考察组重点考察了浙
、

皖交界的马鞍山(剖面浙 5)
、

西天 目山(剖面浙 7 和浙 8 )
,

安

徽黄山(剖面皖 3 、

皖 4 和皖 5 )和江西庐山 (剖面赣 7 和赣 8 )
。

采集了 8 个山地土壤剖

面
,

土壤的主要成土条件和主要理化性质见表 1 。

1
.

土壤颜色 八个剖面 B 层的颜色比较一致
,

即色偏黄
,

多为淡黄或浅黄色 (2
.

5Y
,

7 / 4 左右)
。

这可能是由于山地的大气及土壤气候终年湿润
,

不利于土壤游离氧化铁脱水

红化
,

而使水化度较高的黄色氧化铁占优势之故
。

2
.

土壤质地和矿质土粒风化度
t5)

八个剖面的土壤质地多为粉砂质壤土或粉砂质

粘壤土 (表 1 )
,

与典型红壤相比
,

其质地较粗
,

粉砂性较显著
。

它们的 B 层的粉砂 (50 一

2拌) 与粘粒 (< 2 拼) 的比值
,

较母岩或母质类型相似的典型红壤高得多
。

但在母质不同的

剖面之间
,

此比值仍有较大差异
,

低的如皖 4 只有 1
.

39
,

高的如浙 7 达 2
.

7 4
。

一部分剖面

本文是浙江
、

江 苏
、

安徽和江西四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组织的四省边界地区土壤考察成果的 一部分
。

参加本文讨

论的有江苏省农林厅周传槐
、

胡锡九 ; 浙江省农业厅严学芝 ; 南京农业大学韩高原和浙江农业大学厉仁安等
,
井

由厉仁安执笔
,
最后经俞震豫教授审定

。 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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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7
、

浙 8
、

皖 4 、

皖 5
、

赣 7) 有粘粒淀积现象(除了表 1 所列粘粒量增加外
,

尚可看到淋淀

的胶被)
。

3
.

阳离子交换量和盐基饱和度 八个剖面 B 层的有效阳离子交换量都很低(表 2 )
,

每百克土均在 5 毫克当量之下
,

若按粘粒计算
,

则每百克粘粒的阳离子交换量
,

除剖面皖

3 的 B 层因系老茶园地而富含腐殖质之外
,

均在 25 毫克当量之下
。

它们的盐基饱和度

(在 pH 7 以下提取的)也较低
,

反映了土壤受强淋溶作用
。

但可分为三种情况
: (l) 全剖

面的盐基饱和度都很低 (< 35 关)
,

如剖面浙 8 、

皖 4 、

皖 5 和赣 7 (表 l)
。

这显然是 由于

口甘,
.�b栩肠皖

皖 4

呢 3

翻即娜

愁

图 1 粘粒( < 1拌)的 x 射线衍射图谱(镁
-

甘油饱和薄片 )

F ig
.

l x
一r ay d i ffr a e tio n p a t te r n o f e la y ( < 1拜)

表 Z B 层土城的签本性质

T a b le 2 T h e b a s ie p r o p e r ti e s o f B h o r i z o n o f 5 0 11 p r o file s s t u d i e d

剖面号

B 层深度

(
c m )

D e Pt h o f B

h o r iz o n

阵矍竿罢补
}一黑升共上
卜一一兰兰兰兰翌—{

4
’

1 4

}
‘

己
’

‘

}
z

’

7

了 } ”
’

全

⋯沈 ⋯黑

⋯黑 ⋯
‘

拭
}

‘
’

5 4

}
}

2
·

, 3 } 1 2
·

“

硅 铝 率
(干土 )

Pr o file N o ( H :
O ) 5 0 11 c o lo r 5 10

,

/ A I
:
0

,

( d
r y )

5
。

4

5
。

4

淡黄 ( 2
.

5Y 8 1斗)

淡黄 ( 2
·

5Y 8 / 3 )

浅黄橙( 1 0Y R S / 4 )

浅黄色( 2
.

5Y 7 / 4 )

亮黄棕 ( lo Y R 7 / 6 )

同上

浅黄色 ( 2
.

, Y 7 / 4 )

暗黄色 ( 2
.

5Y 6 / 4 )

2
。

2 1

2
。

0 7

2
。

0 9

1
。

7 2

l
。

4 6

2
。

3 4

2
。

2 3

2
。

2 5

砚产,几,‘O户哎JfJ

:⋯
�、J11沙、一J11沙�、J11沙1 2一 2 0

4 5一 7 0

2 0一 5 8

6 6一 1 0 0

2 3一 60

2 0一 65

46一 9 4

29一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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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区山地土城的成土因素以及

T a b le 1 F a e to r s a ffe e tin g 50 11 fo rm a tio n a n d p h y sie a l a n d c h em ic a l p r o p e rUes

剖剖面号号 地点点 海拔拔 母 质质 植 被被 土层层 深度度 砂拉(%)))粉粒(% ))) 粘校(%二二

5550 1]]] Lo e a liti
e sss

(m ))) P a f e n ttt V e g e ta tio nnn T , 一 ___

(
em ))) S a n ddd S ilttt C layyy

ppp r o 正ile s n o
···

Al titU d eee m a t e ria lsssssssssssssssss De p thhhhhhhhh

1111111111111 . “
_ _ 七

___________

浙浙 555 安吉县县 7 0000 花岗岩岩 杜鹃等油丛丛 AAA Oee 1 444 5 7
。

333 25
。

999 l‘
。

333

马马马鞍山顶顶顶 残积物物 及茅草草 BCCC 14一 2 000 5 9
。

333 肠
。

555 1 4
。

222

CCCCCCCCCCCCC --- 2 0一7 000 5 7
。

000 2 6
。

999 16
。

lll

CCCCCCCCCCCCC ::: 7 0 se
.

9 000 6 7
。

lll 19
。

000 13
。

999

浙浙 777 西天目山顶顶 14 8 000 安山扮岩岩 同上上 AAA 0一2 000 3 6
。

888 4 4
。

999 18
。

333

残残残残残
、

坡积物物物 A BBB 2 0一 4 555 2 0
。

888 5 4
。

000 25
。

222

BBBBBBBBBBBBB --- 4 5一 7 000 2 4
。

000 5 5
。

777 2 0
。

333

BBBBBBBBBBBBB ::: 7 0一8 555 9
。

444 5 1
。

222 3 9
。

444

浙浙 888 西天目半月池池 1 1 6 000 凝灰岩岩 金钱松及及 AAA 2一2 000 2 0
。

888 5 6
。

999 2 2
。

333

残残残残残
、

坡积物物 杜鹃等等 A BBB 2 0一 5 888 1 4
。

444 5 8
。

999 26
。

777

BBBBBBBBBBBBB CCC 5 8一8 000 1 2
。

000 59
。

555 2 8
。

555

皖皖 333 黄山云谷寺寺 8 9 000 花岗岩岩 茶树树 AAA 0一 1 222 6 9
。

555 2 0
。

888 9
。

777

坡坡坡坡坡积物物物 A BBB 12一2 777 6 0
。

666 2 8
。

777 1 0
。

777

BBBBBBBBBBBBB lll
2 7一 6 666 6 9

。

999 19
。

777 1 0
。

444

BBBBBBBBBBBBB :::
6 6一1 0 000 7 2

。

444 1 8
。

222 9
。

444

皖皖 444 黄山半山寺寺 14 1 000 花岗岩岩 黄山松
、

青杠杠 AAA 压一888 5 1
。

666 3 6
。

000 1 2
一 444

坡坡坡坡坡积物物 栋和杜鹃鹃 A BBB 8一2 333 5 2
。

333 3 5
。

888 1 1
。

999

BBBBBBBBBBBBBBB 23一6 000 4 0
。

888 3 4
。

礴礴 2 4
。

888

CCCCCCCCCCCCCCC 6 0一1 叨叨 8 7
。

333 7
。

888 4
。

999

皖皖 555 黄山排云亭亭 1 6 3 000 花岗岩岩 黄山松松 AAA 0一1 000 4 9
。

III 3 7
。

222 1 3
。

777

残残残残残积物物物 A BBB 10一2 000 5 3
。

888 3 2
。

666 13
。

666

BBBBBBBBBBBBBBB 20一6夕夕 2 7
。

666 4 3
。

888 2 8
。

666

BBBBBBBBBBBBB CCC 6 5一 10 000 2 6
。

444 4 2
。

777 3 0
。

999

梭梭 777 庐山枯岭岭 1 0 4 000 长石砂岩岩 马尾松松 AAA 0- 呼666 2 4
。

222 5 8
。

777 1 7
。

111

坡坡坡坡坡积物物物 A BBB 46一9 444 8
。

222 6 4
。

lll 2 7
。

777

BBBBBBBBBBBBB CCC 9 4一2 3 000 3 9
。

‘‘ 3 5
。

999 2 4
。

555

债债 888 庐山芦林饭店店 10 0 000 长石石英英 马尾松松 AAA O一 888 2 8
。

000 3 6
。

555 3 5
。

555

砂砂砂砂砂岩坡积物物物 A BBB 8一2 999 2 4
。

222 4 9
。

888 2 6
。

000

BBBBBBBBBBBBB lll
2 9一6 000 19

。

000 5 8
。 222 2 2

。

888

BBBBBBBBBBBBB :::
6 0一 1 0 000 2 2

。

555 5 3
。

444 2 4
。

lll

口

山地降水量大
,

大气湿度高
,

淋溶作用强烈所致
。

它们代表着本区山地土壤发育的正常状

况
。

(2) 表层盐基饱和度偏高 (> 50 多)
,

而下层较低(< 35 多)
,

如剖面浙 5
、

浙 7 和赣8o

这种现象可能与烧山垦种
、

灰烬残留于表土之影响有关
。

当然
,

表土有机物的矿化也是其

盐基饱和度高于 B 层的原因之一
。

(3 )个别剖面
,

如皖 3 各层的盐基饱和度都 > 35 多
,

其

心土层亦达到 46
.

8沁
。

这是由于该剖面毗邻古老寺院
,

原系一片老茶园
,

长期受耕作施肥

以及宅基废土等的影响之故
。

4
.

枯拉率的硅铝率 八个剖面 B 层 (有的包括 B :

层和 几 层)粘粒 ( V I司 的硅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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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质地
、

交换 t 和盐签饱和度

m o u n ta in 5 0 115 in b o r d o r a r e a s o f G ia n g su , z h e jia n g , A n hu i a n d G i幼梦i

愁

奋

.

质质地地 交换性阳离子量量 交换性酸酸 交换性盐盐 有效阳离离盐基饱农农

(((美制))) C E C (m
.
e

八0 0 9 土))) E x e h a n ·· 基 E x c h
a ---

干夺梅借借 度(% )))
TTT e x t u f eeeee g e ab leee n g e a b leeeeeeeeeeeee B

。

S
。。

(((U
·

s
·

^
·

)))))
a eid it yyy b a s e sss EC E CCCCC

HHHHH +++ A 13 +++ C a Z+++ M g , +++ K +++ N a +++ (m
.

e / 1 0 0 9 上 )))))

lll
。

5 999 砂壤土土 0
。

1555 1
。

3 222 4
。

4333 0
。

8 111 0
。

4555 0
。

2 222 1
。

4 777 5
。

9 111 7
。

3 888 8 0
。

000

111
。

8 777 同上上 0
。

0 777 l
。

6333 0
。

9 777 0
。

3 555 0
。

2333 0
。

1888 l
。

7 000 l
。

7333 3
。

4333 5 0
。

444

111
。

6 777 同上上 0
。

0 333 3
。

0777 0
。

5 000 0
。

1 888 0
。

1888 0
。

1888 3
。

1 000 l
。

0 444 4
。

1 444 25
。

lll

lll
。

3 777 同上上 0
。

0 777 6
。

8555 0
.

4444 0
。

2 222 0
。

1 222 0
。

1888 6
。

9 222 0
。

9 666 7
。

8 666 1 2
。

222

222
。

4 555 壤土土 0
。

3 222 4
。

2 666 4
。

9 222 0
。

6 999 0
。

5 999 0
。

1555 4
。

5 888 6
。

3 555 1 0
。

9 333 5 8
。

III

222
。

1 444 粉壤土土 0
。

1 222 3
。

9 999 0
。

3 777 0
。

0 777 0
。

1555 0
。

1333 4
。

1 111 0
。

7 222 4
。

8333 1 4
。

999

222
。

7 444 同上上 0
。

0 666 2
。

2 555 0
。

1222 0
。

0 555 0
。

1333 0
。

1666 2
。

3 111 0
。

4 666 2
。

7 777 16
.

666

lll
。

3 000 粉粘壤土土 0
。

1 999 5
。

2 555 0
.

1000 0
。

1 000 0
。

1555 0
。

1444 5
。

4 444 0
。

4999 5
。

9 333 8
。

333

222
。

5 555 粉坡土土 0
。

3 777 5
。

1 000 2
。

0 000 0
。

4 555 0
。

4000 0
。

1555 5
。

4 777 3
。

OGGG 8
。

4777 3 5
。

444

222
。

2 111 同上上 0
。

1 222 2
。

8 666 0
。

3 111 0
。

0 888 0
。

1444 0
。

1444 2
。

9 888 0
。

6 777 3
.

6 555 18
。

222

222
。

0999 粉粘城土土 0
。

1 000 4
。

6 999 0
。

2 555 0
。

1 111 0
。

0 999 0
.

1 111 4
。

7 999 0
。

5666 5
。

3 555 10
。

,,

222
。

1 444 砂壤壤 0
。

1 888 l
。

2 777 4
。

2 000 0
。

4 999 0
。

2 777 0
。

0333 l
。

4 555 4
。

9 999 6
。

4 444 7 7
。

555

222
。

6 888 同上上 0
。

0999 O
。

8 222 2
。

7 888 0
。

3 000 0
。

1888 0
。

0222 0
。

9 000 3
。

2888 4
。

1888 7 8
。

555

lll
。

8999 同上上 0
。

0 888 0
。

6 222 1
。

5 222 微微 0
。

1 444 0
。

0 222 0
。

7 000 l
。

7 888 2
。

4 888 7 1
。

777

lll
。

9 444 同上上 0
。

0999 l
。

6 777 1
。

2 888 0
。

1 666 0
。

0 999 0
。

0 222 l
。

7 666 l
。

5 555 3
。

3 111 46
。

RRR

222
。

9 000 坡上上 0
。

3 000 5
。

8 222 0
。

8 111 0
。

2 333 0
。

2 666 0
。

0 333 6
。

1 222 l
。

3 333 7
。

4555 17
。

888

333
。

0 111 同上上 0
。

0777 2
。

2777 0
。

3 000 0
。

0 777 0
。

1 222 0
。

0 333 2
。

3 444 0
。

5 222 2
。

8 666 18
。

222

111
。

3 999 同上上 0
。

1 000 2
。

5999 0
。

4 111 0
。

2 000 O
。

1 333 0
。

0 333 2
。

6 999 0
。

7 777 3
。

4 666 2 2
。

444

lll
。

5 999 砂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222
。

7 222 饭土土 0
。

6 000 8
。

峪222 0
。

8 111 0
。

2 888 0
。

2 222 0
。

0 444 9
。

0 222 l
。

3 555 1 0
。

3 777 13
。

000

222
。

4 000 砂坡土土 0
。

1999 4
。

7 333 0
。

3 000 0
。

1 111 0
。

1 111 0
。

0 222 4
。

9 777 0
。

5 444 5
。

5 111 9
。

888

lll
。

5333 粘坡土土 000 1
。

9 555 0
。

0 666 0
。

0 555 0
。

0 888 0
。

0 222 1
。

9 555 0
。

2 111 2
。

1 666 9
。

777

lll
。

3 888 同上上 0
。

2 444 l
。

5 666 0
。

0 888 0
。

0 666 0
。

0 777 0
。

0222 l
。

8 000 0
。

2 333 2
.

0 333 1 1
。

333

333
。

4333 粉壤土土 0
。

2 555 4
。

2 777 0
。

9 999 0
。

2 777 0
。

1777 0
。

1999 4
。

5 222 l
。

6 222 6
。

1 222 2 6
。

555

222
。

3 111 粉粘壤土土 0
。

1 333 2
。

1 777 0
。

5 333 0
。

2 222 0
。

0888 0
。

2 111 2
。

3 000 I
。

0 444 3
。

3 444 3 1
。

lll

lll
。

4 777 壤土土 0
。

1 222 2
一

7 333 0
。

6 111 0
。

2 999 0
。

0888 0
。

2 222 2
。

8555 1
。

2 000 4
。

0555 29
。

666

111
。

0333 粘壤上上 0
。

2 555 3
。

0000 2
一

4 333 0
。

5 111 0
。

4 000 0
。

0333 3
。

2 555 3
。

3 777 6
。

6 222 5 0
。

999

III
。

9 222 壤土土 0
。

1 111 3
。

2 111 0
。

5 111 0
。

2 000 0
。

1 777 0
。

0222 3
。

3 222 0
。

9 000 4
。

2 222 2 1
。

333

222
。

5 555 粉壤土土 0
。

1 666 2
。

3 111 0
。

1 555 0
。

2 000 0
。

0999 0
。

0 222 2
。

4 777 0
。

礴666 2
。

9 333 15
。

777

222
。

2 222 同上上 0
。

1333 2
。

6 666 微微 0
。

1 222 0
。

0666 0
。

0 222 2
。

7999 0
。

2 000 2
。

9 999 6
。

777

多

率
,

最高的皖 5 为 2
.

3 4 ,

最低的皖 4 为 1
.

46
,

平均为 2
.

05 (表 2 )
。

此值与典型红壤的硅铝

率并无区别
,

但和一般黄棕壤相比
,

则要低得多
。

它们显然归属于富铝化土壤
,

而不宜列

为黄棕壤类
。

5
.

粘粒矿物类型 粘粒 (< 1拌) 的 x 射线衍射图谱表明 (图 l、 图 2)
,

八个剖面 B

层的粘粒矿物组成以蛙石
、

绿泥石和高岭石为主
,

伴有伊利石和石英
,

并有三水铝石出现
,

但未见蒙皂石
。

这说明本区矿物风化及粘粒形成类型
,

既有别于热带的地球化学强风化
,

也有别于温带的生物化学的缓和风化型
,

其特点可代表亚热带低山区之土壤发育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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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幼 ,

图 2 钾质粘粒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3 00 ℃ )
Fig

.

Z x
·r
盯 d iffr act io o p a

tter
o o f 卯t朋s址刁叮

表 3 山地土城创面中派化铁的游离度
、

活化度和络合度

T . b肠 , A e d , it萝 . o d

com
p le x 认, 减 ir o 门 jn 如如

夕

剖剖面代号号 深度 (c m ))) 铁游离度度 铁活化度(% ))) 铁络合度(% )))
PPP r o file N o

...

众 p thhh %
o f 至r e e ir o nnn A c tiv ity o f Feee C伽习lp le x ity o f Feee

皖皖 555 Owe 1 000 5 4
。

2999 6 4
。

6峪峪 3
。

0 888

11111 0- ee 2 000 49
。

7 555 73
。

1000 l
。

9 666

22222 0一
~

6 555 4 2
。

6‘‘ 7 7
。

4 444 0
。

, ‘‘

66666 5一1 0 000 3 3
。

呼888 5 8
。

,’sss 0
。

5 111

翰翰 ,, 0一 4 666 8 1
。

8 000 69
。

5 444 l
。

2 333

44444 6一 9 444 9 3
。

6 888 ‘2
一

3 999 0
。

5333

99999 4一 2 3 000 7 8
。

0 333 15
。
3 111 0

。

0 2 222

22222 3 0一2 5 000 16
。

9 111 9 5
一
6555 0

。

0 8 777

浙浙 888 2一 2 000 58
。

2999 51
。

9 000 l
。
9 777

22222 0一 5 888 呼8
。

5 222 3 9
。

3 999 O
。

拍拍

55555 8一 8 000 5 1
。

2 222 1 2
。

2 111 0
。

0‘777

6
.

铁的活化度和络合度国 本区山地土壤中游离铁的活化度 (草酸铁提取率) 较

高
,

络合度(焦磷酸盐提取率)也较高
,

表明它们既不同于红壤
,

也不同于黄棕壤(见表 3)
。

7
.

腐殖质组成 据以往研究资料田
,

我国 由北往南
,

表土中腐殖质的变异很明显
,

H /F 值逐渐减少
,

黄棕壤
、

黄壤和红壤的 H /F 值分别为 0
.

44
, 0

.

38 和 0
.

15 。 我们对八个

剖面表层腐殖质组成分析结果表明
,

本区山地土壤表层均以富里酸为主
,

H / F 值变动在

0
.

18 一 0. “ 之间
,

平均为 。
,

3 75
,

与黄壤的腐殖质组成相似(表 4)
。 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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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
、

皖
、

赣边界山地土壤的特征及其分类问题

表 4 裹层的有机顶含t 及扁班质组成

T a‘le ‘ T he eo n te n t o f o r g a n ie m a t te r a n d th e e o m p o si‘
。 o f hu m u s in , u fa e e 5 0 11

剖面代号

P r o file N o
-

层 次

H o riz o n

深 度

(cm )

D e Pth

胡敏酸Z富里酸

H A / FA

D一
-
14

0一2 0

2一2 0

12一 2 7

O一 8

0
- ~ 1 0

ose 4 6

oee s

今
。

5 8

7
。

9 9

6
。

63

3
。

0 4

8
。

09

8
。

2 6

4
。

03

4
。

3 1

腐腐殖质质 胡敏酸酸

(((C % ))) (C% )))

HHH U m u sss H u m ie a e iddd

111
。

9 333 0
。

7 777

333
。

5 666 1
。

0 000

222
。

8 666 0
。

7 666

000
。

9999 0
。

1555

222
。

3 111 0
。

6 999

333
。

4 111 l
。

0999

lll
。

6 111 0
。

3 555

lll
。

7 111 0
。

3 222

0
,

6 6

0
。

3 9

0
。

3 6

0
。

1 8

0
。

43

0
。

4 7

0
。

28

0
。

23

AAAABAAAA浙浙浙皖皖皖赣翰

二
、

土壤类型问题的探讨

愁

乡

从上面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

苏
、

浙
、

皖
、

赣边界山地土壤具有明显的强风化和强淋溶的

富铝化特征
,

这些特征同水平带上所称黄棕壤类的过渡特征并不一致
,

如果把它们归属于

山地黄棕壤
,

似乎缺乏根据
。

我们认为它们应归属到富铝土纲中的黄壤土类
。

为什么对这些山地土壤有的划为黄棕壤而有的划为黄壤呢 ?

首先由于我国在土壤分布和土壤分类中太强调
“
地带性学说

” ,

认为水平带上有黄棣

壤存在
,

因而推想在垂直带上也有黄棕壤存在
。

其实
,

垂直带向上
,

随着海拔增高
,

虽同水

平带上纬度升高一样
,

年平均温度有所降低
,

但在一定高程范围内
,

年降雨量却大大增加

了
。

雨量的增加
,

促进了土壤中盐基成分的强烈淋失
,

从而形成了与水平带上黄棕壤不同

的
、

具有饱和度很低
、

强酸性的富铝化土壤
。

其次由于我国对黄棕壤
、

黄壤和红壤等土类缺乏明确的定义或分类标准
。

在土壤类

型划分时
,

有的不是依据土壤的属性
,

而是凭植被来划分的
。

我们认为植被对土壤形成有

重要影响
,

但不是唯一的决定的因素
。

何况现今的植被能否代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以来

的植被状况
,

确实也是个问题
。

因此单从植被或侧重于 目前所见植被来划分土壤类型是

有一定片面性的
。

19 8 4 年叶仲节在《土壤学报》上发表了
“

对黄壤发生分类的看法
”
一文囚

。
有些观点是

很有启发性的
,

但该文有二点是值得商榷的
,

第一
,

作者写道 : “
对红壤带内非第四纪红土

母质黄红壤进行化学分析
,

确实出现一些异常现象
。

从分析结果来看
,

简直不象富铝化土

壤
。”
但仔细看了该文引用的福建福鼎以及浙江江山和临安等山地土壤的心土层粘粒硅铝

率的数据
,

分别为 1
.

, 2 , 1
.

84 和 1
.

5 7
。

这么低的硅铝率而说它不属于富铝化
,

未免太牵强

了
。

第二
,

作者认为土壤间质的区别在于腐殖质组成上的差异和粘粒矿物类型有明显的

区别
,

如红壤
、

黄壤在这两方面不同时找到依据就很难区分开来
。

但该文仅分析了土壤有

机质和氮的含量
,

并未列出腐殖质组成的分析资料 ;有的土壤粘粒矿物类型的鉴定资料也

付缺如
。

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论断还缺乏依据
,

文中只作了一般的论述
,

欠缺实际论证资

料
。

然而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重要的
,

我们应当对它作深人研究
,

提供确切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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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间题回到黄壤的分类指标上来
。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这次实地考察及分析资

料
,

我们初步提出以下指标作为黄壤的分类依据: 整个土体颜色偏黄 (2
.

5Y 7 / 4 左右) ;

矿质土粒的风化度较低(即粉砂 /粘拉比较高
,

一般大于 1
.

5) ; 粘粒矿物类型以蛙石 (绿泥

石 )及高岭石为主
,

并有三水铝石出现
,

而未见蒙皂石 ;游离氧化铁的活化度和络合度均较

高 ; 土壤呈显著酸性反应 (p H 值 5
.

0一 5
.

5 ) ; 盐基饱和度较低 (< 35 务) ; B 层的有效阳离

子交换量吩较小 (< 5 毫克当量八00 克土或 < 25 毫克当量八00 克粘粒 ) ; 腐殖质组成以

富里酸为主 (胡/富值为 0
.

3 8 )
。

但黄壤上的植被一遭破坏
,

特别是开垦利用后
,

其声 值

和盐基饱和度也会相应升高
。

根据上述特征
,

我们将四省边界山地土壤类型归属于富铝化土壤中的黄壤类
,

以区别

于硅铝率偏高
、

交换量及盐基饱和度均较大的黄棕壤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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