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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垂直分布

诚幻立沃

疆

二久新

摘 要

: 博格达山北坡土壤形成过程主要有腐殖质化过程
、

粘化过程
、

钙化过程
、、

残余盐化
一
碱化

过程
、

高山融冻过程
。

土壤风化程度低
,

粘土矿物以伊利石为主 ; 粘粒 51 0 :

扭zo
,

为 2
·

8呼一

3
.

5 4 ,

各土类差别不大
,

R, 0 ,

沿剖面无明显移动
。

本区山体高大
,

土壤垂直分布完整
,

在天山北坡有代表性
,

并具温
,

“

冷 :

土壤的垂直分布

特点
。
土城垂直分布东

、

西差异明显
,

西部完整
,

东部无荒漠土壤和高山

一
、

土壤形成的环境条件
每

妙

博格达山位于北纬 4 3 “ 1 0
’

一 4 4 0 5
‘

和东经 8 7
“6 0

‘

一 9 1 “ 3 5
’ ,

山脉长 3 3 0 公里
,

宽
,

4 0一

70 公里
,

其北坡分属阜康
、

米泉
、

吉木萨尔
、

奇台
、

木垒五县
。

大地构造上属于天 山纬向构

造带
,

是天山地槽华力西褶皱带的一个复背斜
。

山脉大致呈东西走向
,

海拔高度 4 0 0 0 米

以上的高峰主要分布于奇台以西
,

主峰博格达峰海拔高度 5 4 4 5 米 ; 向东山顶高度降低
,

进

人木垒县后
,

大部分在 3 0 0 0 米以下
。

博格达山山前坳陷中生代向西
、

向北迁移
,

中
、

东部相对隆起
、,

一

所以奇台
、

木垒寸带缺

乏中生代地层
,

无前山带
,

对于土壤垂直带谱的完整性有很大影帅
。

本区高山部分不仅有现代冰川
,

而且自第四纪以来有 3一斗
·

次冰期发育
【3 .’]

,

更新世晚

期
,

普遍有黄土堆积
,

对现今土壤的发育有重要作用
。

山地不同高度变化所引起的水热状况的差异
,

是土壤植被垂直规律性分布的主要因

素
。

综合各景观要素可分为以下各自然景观带
:

_ 、 、

1
.

高山冰雪带
:
分布于海拔高度 36 。。米以上地区

,

年平均气很 叶 6 松
.

以下
,

地表多

被冰雪覆盖
,

冰川蚀积强烈
,

刃脊
、

角峰冰蚀地貌广泛发育
。

2
,

高山寒冻带
:
分布于 3 3 0 0一3 6 0 0 米之间

,

年平均气温 二 5℃ 左右 , 地表基宕裸

露
,

寒冻风化强烈
,

石流
、

倒石锥广布
,

土壤砾质
、

薄层
、

剖面分化弱‘形成极为原始
。

3
.

高山
一

亚高山草甸带
:
分布于 2 7 0 0一 3 3 0 0 米 (阳坡 260 0一”。0咪 )的高山

、

亚高山

地区
。
年平均气温一 3一一 5℃

,

年降水量约 6 00 毫米
。

高山芜原草甸
,

分布于 2 9 0。一汤3。。

米
,

植玻有禽草 (。b , 。‘a ca 户111汀o r m is)
、

苔草 (c ‘r时 “。n o o a r
户尸决, 珠芽萝 (内l, 脚印科

‘厅担r

. )
、

火绒草 (Lc on to Po di “m al Pi nu , ) 等
,

土壤为高山草甸
,

上笋亚高山草甸
,

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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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0 0一2 9 0 0 米 (阳坡 2 6 0 0一2 9 0 0 米 )
,

植被有苔草
、

裔草
、

老鹅草 (份
ro i, 。 Pt 。“而ti 厉衬

-

c J 。》
、

龙胆 (G e n ,i , a ,i a
,

c ha , ic a )
、

萎陵菜 (Po t e , til la 坷
“r ca )

、

糙苏 (p人le m it o r e o

娜
a )

等
,

土壤为亚高山草甸土
。

4
·

中山森林
一

草甸草原带
: 分布于 ‘6””一 2 7 ””(2”””) 米的中山带

·

年平均气温 2℃

左右
,

I 月份平均气温 一 11
.

4℃
,

7 月份 14
.

3℃
。

11 月中旬开始封冻
,

翌年 4 月下旬开始

融化
,

土壤冻结深度 1
.

3 米以上
。

年降水量 5 00 毫米左右
,

其中 70 关 以上降于 5一9月
,

年

燕发量 1 4 0 0 毫米
。

森林分布于 1 7 0 0 米以上的阴坡
。

以雪岭云杉 (巧“
‘ , 动rc 。

砂。a) 为

主
,

灌木有忍冬 (肠
,

ice
r a s p

.

)
、

蔷薇 (R
o , a 砂加t,d )

、

构子木 (Cat o , 。a , te , 。 ela二c

帅
a )

,

林下草类种属繁多
。

土壤为灰褐色森林土
。 2 4 0 0 米以上阴湿地区为淋溶灰福色森林土

。

林带以下及 2 6 0 0 米以下的阳坡为草甸草原
,

以糙苏
、

著草 (A动ill 阴)
、

拂子茅 (c al ‘。。-

g , 而)
、

无芒雀麦 (B ro o u ; i“。r , 打)
、

鹅冠草 (Ro
e g , 。厅a r“rc z a瓜, o

诚) 等为主
。

草原

常见有针茅 (肠Pa c ‘
对lla, 。)

、

棱狐茅 (凡ct . o tu lc at a) 等
,

并常杂有灌木蔷筱
、

忍冬等
。

土壤分别为黑钙土和架钙土
。

,
.

低山草原带 : 分布于 70 0一 16 0 0 米
,

年平均气温 2一 4℃
,

降水量 2 00 一 4 00 毫米
,

有

三级阶地
,

上复黄土状物质
。

上部为真草原
,

主要有针茅
、

棱狐茅
、

扁稼冰草 (汉g ro pyru 。

‘
瓜ta,

“m ) 等
,

土壤为桑钙土
。 1 3 0 0 米以下为荒漠草原

,

有篙属 (才rt 。。
碗 )

、

木地肤

(尺o c石a 户
ros,

r a, a )
、

优若龚 (E “r ot ia c 。二 roi de ,
) 等

。

土壤为淡栗钙土和棕钙土
。

6
.

山前荒漠带
:
分布于 7 00 米以下的山前倾斜平原

,

多黄土状堆积
。

年平均气温

6℃
,

年降水全 18 0 毫米
。

植被主要有博乐篙 (A
r te m 示 a b c r o, ale n tit )

、

琵琶柴 (Re
: “。 u , .i a

:

赫
, 厉ic a )

、

假木贼 (汉。a加访
, a才sa )

、

梭梭 (万a zox 讨, , 。。i招 m ) 等
。

土壤为灰漠土
。

奋

二
、

土壤形成过程的主要特征

(一 ) 土族化学组成与化学风化的主要特征

土壤矿质全量和枯粒 (< 0
,

00 1 毫米 )化学组成见表 l
、

表 2o 本区主要土类硅铝铁

率均较高
。
土体硅铝铁率一般 6

.

10 一 7. 2 0 ,

粘粒硅铝铁率 2
.

84 一 3. 54
,

沿剖面分布均较均

匀
,

说明土壤矿物质分解转化较弱
,

化学风化程度甚低
,

三氧化物缺乏明显的移动
。

高山

草甸土硅铝分子率略低于其他土类
,

化学风化程度略深
。

受生物累积作用的影响
,

灰揭色

振林土腐殖质层 Fe
:0 , 、

ca o 、

吨。 含最较高
。

ca o 在 80 厘米以下增多
,

系 ca c o ,

淀

积所致
。

\ 生要土壤的差热分析如图 1 所示
,

各土类在 110 一 1 50 ℃ 有强烈的第一个吸热反应
,

且在 弘0℃ 和 850 ℃ 左右尚有第 2 和第 3 个吸热反应
,

说明土壤粘土矿物皆以伊利石为

主 ‘这点从各土类粘粒 K刃 含全很高也可得到证实
,

如果以水云母含 K刃 6务 计算 [BJ ,

则各土类伊利石可达 4 7一 7 7 多
。
部分土壤层次(如高山草甸土 ‘一22 厘米

,

灰揭色森林土

的一” 厘米 )第一个吸热谷范围很大
,

60 0一6 50 ℃ 有弱的吸热反应
,

90 0℃ 以上有放热反

遨
J

同时 M g o 含量较高
, ”

显示还有蒙脱类矿物存在
。 2 00 一3 00 ℃ 的较强放热反应为残

曾腐殖质燃烧所致
。

灰揭色森林土粘化层 (39 一” 厘米 ) 2 20 ℃ 有小的吸热停顿
,

4 30 ℃

有小的放热蜂
,

表明非晶体氧化铁的存在
。

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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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N .
,O

, K刀 用 C凌c o 广N H不l 焙熔法
,

火焰光度计测定 ;其他矿质成分与表 1 方法相同
。

梦 以上说明
,

本区土壤化学风化程度甚低
,

粘土矿物尚停留在水化脱钾作用阶段
,

反映

了温带荒漠土壤垂直系列中土壤化学风化和粘土矿物组成的特点
。

(二) 启殖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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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土壤腐殖质组成
,

根据出现的 H / F 值(胡敏酸与富里酸的比值)可区分为以下

三种类型(表 3)
:

(l) 上壤腐殖质组成以富里酸为主
,

H / F 值 0. 43 一0. 82
,

有高山草甸

《c m )

0 一 6

6 一 2 2

22 一70

11一 39

韵一5 5

防一】的

100 一14 0

4 ~ 14

1’一良

能一 105

价

^ : 高山草甸土 (q J B: 灰福色森林土 (Et .)
C : 灰澳土 (E’ ,)

图 l 土坡粘拉的差热曲线

Fig一 D if正e re n tia l th e

rm
a l e u r v e s o f 50 11 e la y

土
、

亚高山草甸土
、

棕钙土
、

灰漠土 ; (2) 胡

敏酸略高于富里酸
,

H / F 值 1
.

03 一 1
.

1 2 ,

为

栗钙土和灰褐色森林土 ; (3 ) 胡敏酸占绝对

优势
,

H / F 值 2
.

38
,

土壤仅有黑钙土
。

不同土壤类型消光值有所区别(表 3 )
,

以

黑钙土
、

栗钙土
、

灰褐色森林土 瓦 值最高
,

可达 1
.

92 一 3. 00
,

亚高山草甸上
、

棕钙土次

之
,

为 1
.

47 一 1
.

50 ; 灰漠土
、

高山草甸土较低
,

只有 0. 82 一 1
.

26
。

说明黑钙土
、

栗钙土
、

灰揭

色森林土胡敏酸中参于芳碳组成的含碳部分

为数多
,

芳香碳网缩合程度最高 ;亚高山草甸

土
、

棕钙土次之 ; 高山草甸土
、

灰漠土芳香碳

网缩合程度较低
,

胡敏酸具亲水基的侧基含

t 高
,

结构相对简化
。

值得注意的是灰褐色森林土腐殖质组成

性质与一般针叶林下土壤和我国大部分森林

土壤不同
,

这些土壤多以富里酸为主
,

H / F

值 Q
.

15一 0
.

7 4
,

瓦 值 0
.

6 9一 1
.

3 3 【2 , : 而本区

灰褐色森林土 H / F 值 1
.

0 以上
,

E .

值 1
.

92
,

差异甚为明显
。

这种差异形成受本区各种成

土因素的综合影响
,

例如这里的云杉林属明

亮针叶林
,

林下草本植物繁茂
,

稠落物含灰分

盐基丰富
〔,1 ,

极适于以细菌为主的微生物区系发 育
,

这类土壤腐殖质是在细菌转化植物残

体的生物活性增强的条件下形成的
。

另外
,

以水云母为主的中性土壤矿质成分
,

也利于胡

敏酸的形成和腐殖质芳构化度的增高山
。

高山草甸土与灰漠土虽然腐殖质组成皆以富里酸为主
,

腐殖质芳构化度均较低
,

但是

其影响机制各不相同
,

高山草甸土与低温有关
,

抑制了微生物活动
,

影响土壤腐殖质程度 ;

灰漠土则是由于干热的气候条件和有机质的强烈分解作用
,

有利于富里酸与简单胡敏酸

的形成t’] 。

(三 ) 枯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本区灰褐色森林土
,

灰漠土形成变质粘化层
,

有粘化过程的表现 [1J
。

处于中山森林草

甸草原带的灰褐色森林土降水t 适中
,

干湿季明显
,

尤其是一年内高温多雨季节同时出

现
,

土体内较高的温度和湿度相结合
,

有利于土壤风化过程的进行
。

同时土城表层水热变

化频繁
,

大部分时间土坡水分含量低
,

不利于矿物转化 ;土壤下层平均温度较低
,

对于矿物

转化也有影响
,

所以唯有剖面中部水热结合较好
,

且较稳定
,

乃是最利于矿物转化的部位
,

故土壤粘化层多出现于剖面中部
。

灰褐色森林土主要表现为 40 一60 厘米深度粘粒含量

砚



1 期 刘立诚 : 新扭博格达山北坡土壤形成特征及其垂直分布

表 3 土族启班质组成

T a 曰e 3 c o ‘n p o sitio n o f h u m u s o f 50 115

剖剖 面 号号 土壤类型型 采样深度度 CCC 胡教酸酸 富里酸酸 111 E
...

PPP r 《〕〔ile N o
...

5 0 11 ty p eee

(
e m ))) (% ))) H AAA FAAA }

胡敏酸酸酸
DDDDDDD

e Pt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富里酸酸酸
(((((((((((占全 c % ))) H A / F AAAAA

(((((((((((% in to ta l e )))))))

CCC o lll

高山草甸上上 O一 666 9
。

6 222 17
.

0 555 3 9
。

8 111 0
。

4333 0
.

8 222

CCC 0sss 亚高山草甸土土 0一1 333 9
一 4 333 3 1

.

3 999 3 8
.

4 999 0
。

8 222 1
.

5 000

EEE 1ooo 灰褐色森林土土 3一3 222 8
.

6 333 2 9
.

5 777 26
。

5 111 l
。

1222 1
.

9 222

CCC 琳琳 山地黑钙土土 0一 1 888 5
。

8 999 6 4
。

1 888 26
。

9 ,, 2
。

3 888 3 0 000

鸟鸟
。。

山地栗钙土土 O一2 000 2
。

1 666 36
。

1 111 3 5
.

1 999 l
。

0 333 2
‘

7 444

PPP”” 山地棕钙土土 0一 1 555 l
。

2 222 6
。

2弓弓 10
。

3 ,, 0
。

6 000 1
.

4 777

场场
...

灰漠土土 0一444 0
。

6 666 15
。

3 000 28
。

7 999 0
。

5 333 l
。

2 666

表 4 土峨偷粒组成

T 比1. 4 M e e h叭ie al e o m po sitio n o f , 0 115

.

剖剖面号号 土坡类型型 采样深度度 代换性 (e
a + .

+ M g + ,

))) 籁粒组成 (拉径 : m m ))) 粘化指数数
PPP r o file N O

。。

50 11 ty Peee (
c m ))) 占代换且百分数 (% ))) (% ))) A r g illieee

〔〔〔〔犯Pthhh (Ec
。

+ E . ‘
)IC卫ccc ‘二。一1、Po sit io 笼、 o ttt e又 p o n e n ttt

PPPPPPPPPPP a r t ie leeeee

<<<<<<<<<<< 0
.

0 111 < 0
.

0 0 11111

人人”” 灰揭色森林土土 10一 2 000 9 3
.

1333 4 6
。

111 14
,

000 1
。

之888

3333333 0一 4 000 9 4
。

4 000 5 1
。

888 18
。

55555

4444444 0一 6 000 9 8
。

3 111 5 ,
。

444 3 0
。

22222

7777777 0一8 000 9 8
。

6 999 , 0
。

555 27
。

22222

9999999 0一 1 0 555 9 7
。

0 333 4 8
。

555 2 5
。

55555

AAA ...

淋溶灰褐色色 2一 1000 8 6
。

4333 5 0
。

lll 17
。

333 1
.

4 777

森森森林土土 10一3 000 8 8
。

1 333 5 5
。

000 2 0
。

33333

3333333 0一 7 000 8 9
。

4000 6 2
。

222 2 6
。

99999

7777777 0一 10 777 9 3
。

2 222 6 4
。

000 2 9
.

66666

11111110 7一 14 333 9 5
。

7666 4 2
。

000 2 0
。

lllll

乌乌
,,

灰漠土土 0一22222 3 9
。

222 1 5
。

lll l
。

5666

2222222一55555 4 2
。

222 1 5
。

44444

5555555一1 55555 5 2
。

666 2 5
。

11111

4444444 0一 5 44444 3 9
。

999 15
。

00000

8888888 2一 1 0 22222 3 9
。

666 16
。

lllll

价

增高
,

该层 < 0
.

00 1 毫米粘粒含最可达 30
.

2 务
,

较上下层显著高
,

粘化指数(粘化层与母质

层粘粒含量比值 )为 1
.

18 一 1
.

47 (表 4 )
,

这类土壤处于脱钙的初期阶段
,

粘化主要表现为以

下特点 : (l) 三氧化物无明显移动
,

主要表现为矿物颗拉由大到小的变化
,

粘土矿物组成

和粘粒化学成分变化不大 ; (2) 为钙镁所饱和的硅酸盐粘粒不能在土壤水分中分散
,

也

不易淋洗迁移
[7] ,

主要是就地聚积 ; (3 ) 在粘化的同时伴有铁质化现象
。

许多灰褐色森林

土剖面 中部的粘化层呈鲜艳的褐棕色
,

也显示铁质化的存在
。

灰澳土形成条件极端千旱
,

水分透湿不深
,

土壤水热状况结合较好的层次位于亚表

层
,
故亚表层利于矿质颗粒风化

,

为粘化层形成的部位 ;但与灰褐色森林土比较
,

粘化层相

应变薄和层位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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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钙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本区土壤形成的水分条件
,

主要属于季节淋溶型
,

矿物风化所释放的易溶性盐类淋失

或大部分淋失
,

三价氧化物在土体中基本上不发生移动
,

而碳酸钙却淋移淀积明显
,

土壤

钙化作用普遍
。

本区成土母质主要为黄土状物质
,

Ca C O :
含量可达 10 务 以上 ;植物体和

凋落物含较高的灰分物质
,

如雪岭云杉 ca o 占灰分含t 的 32
.

”一 4 4
.

73 务
‘,J 。

这些钙在

水分参与下
,

与 c q 结合成易溶性的 ca (H c o 3

)
: ,

随下降水流向下移动
,

由于土壤下部

C q 减少和土拉对水分的吸持
,

Ca (H C。
,

),
转化为 Ca C O

,

淀积下来 ; 另外当温度较高

时亦易使热稳定性极差的 Ca (H C。 ,

)
:

分解
,

析出 Cq
,

以 Ca C O ,

的形式发生淀积
。

本

区一般规律是从亚高山到山前平原
,

随着高度的降低
,

水分减少
,

温度升高
,

ca CO ,

淀积

层的部位逐渐升高
,

而其厚度逐渐变薄 (表 5)
。

本区土壤根据 ca c 0 3

淋溶淀积特点
,

分

为以下四种类型
:

(l) 淋溶型
,

在 1 米土层内无石灰反应
,

但盐基近达饱和状态
,

有时底

层有微量游离石灰
,

如高山草甸土
、

淋溶灰褐色森林土
。

(2 ) 深度钙积型
,

腐殖质层以下

为粘化层或过渡层
,

钙积层出现于 70 一 80 厘米以下
,

如灰褐色森林土
、

亚高山草甸土
、

山

地黑钙土
。

(3) 中位钙积型
,

腐殖质层下接钙积层
,

过渡层不明显
,

钙积层出现于 20 一3 0

厘米以下
,

如栗钙土
、

淡栗钙土
。

(4 )高位钙积型
,

一般从表层起 Ca C 0 3

含量就较高
,

最大

含最出现于 8一 11 厘米以下
,

钙积层不甚显著
,

如棕钙土
、

灰漠土等
。

钙积层一般呈淡灰

黄色
,

紧实
,

块状结构
,

有石灰斑
,

菌丝状新生体
,

或砾石面上有石灰结皮
,

ca C O ,

含t 一

般 1 1一 1 6 关
。

‘

农 s 土城碳酸钙淀积特点

T比二 5 e h a o e t e d st ies o f illu v ia t io n o f e a e o
,

in s o il。

.

碳
,

淀积类型 {
土
。

型
}

剖面数 ,
】钙那卿

位
1

钙那解度 ) 气
_

熬
、

层

~
, 户 , 甘

二
几 ‘石1诬 , . t L I厄吕 , l 吸_

.

d 、J 气 , ,

1 y p es ot ca 比 Ic 1 1 1 ~ ~ ‘
’ _ 二

几
_ . _ ; _ l 丫L:

_ 亡_ _ 二 _ ‘ ! / 屏
、 ‘

t i
t

, l 一
r 一, 一 i 月目沪‘ 以

‘ 1 1 0 几 ‘d l ‘. ‘ l 几 1 1 1‘ 口‘侣l 〔含含 0 1 1 、 ) 口 I
玉a V 巴 r l 、 0 1 1 LV 口e 1 r f 0 I U e n U ln n e「 吸

’ - . ~ ,

二
1

、 ’

万言蕊一⋯迹亏⋯二二二口擎剑兰置竺资⋯二芳丫二

—
}竺竺竺竺竺些}

一

一一立一一卜-
一

一三一一阵一竺止一{一一夕二夕—_
. ‘ . _

_ _
.

}止些些竺翌二}一一竺一一卜
一止竺三竺一}一一兰一一}一一竺竺一一

摊衅秘 博擎翌牛卜一一二一一卜竺兰兰竺一{
~

一三生
~

一{一
竺里
一

—
}止缨婴牛}一一生一一}一二生兰生- 卜一止兰一卜一二全兰一

中。钙积型
}毕竿弊刊一一兰一一}一里竺生

- }一二上一}- 一尘竺二一

—
}共擎毕牛}一一二一‘卜共军毕}一

兰
一1一兰竺一一

高

一
型

}代筹洲
-

共一⋯只升
-

⋯一导一⋯一带补
注 : c aC O ,

测定用气t 法
。

(五 ) 残余盐化
一
峨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本区发育于低山河流阶地和山前倾斜平原老洪积冲积扇上的土壤
,

钙积层之下有石

膏和盐的淀积
。

石膏的形成系过去受地下水的影响
,

水溶性硫酸盐沿毛管垂直移动时
,

由

于燕发浓缩并与钙离子交换而成
,

一般在毛管的前锋处淀积下来
。

淡栗钙土和棕钙土石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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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土镶的盐分及碱化状况

T a b le 6 S a l叭iz a t io n a n d 之Ik a liz a t io n o f 5 0 11:

刮刮面号号 土坡坡 采样深度度 P HHH 代换量量代换钠钠 石裔裔 全盐ttt 离 子 组 成成
PPPr o fileee

类型型 (
em ))) (H

,

0 ))) n 下1飞飞 F ‘,,

(% ))) (% ))) [ n 。 石r o n m
n n 。益t 气

, 、
。 r ,

. o ll n n 。。n il、、

55555 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T o t a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一一一一一一
一 } 一挑挑挑挑 C O 歹

含含含

拼拼拼拼拼拼
,

甘舀 . ~ 二 ,,
N

. + 币币

打打打打打打l护 t l。 ] ] 0 0 0000000
掀掀掀掀掀掀 M g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199999999999

」」、 0
... ‘yP eee

U e Pt flll 8
。

444
. 一一一 一 . 一 III .

1111 勺yPs u lnnn 吕a I LSSSSS 且C O 犷犷 C I一一 S O rrr C a 宁
‘‘‘

K +++

0000000一 277777 g 000 0
。

3 888 0
.

0 2 777 0
.

0 577777 0
。

6 111 0
。

0 888 0
。

0 777 0
。

4 22222 0
。

1555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7
.

5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AAA , ‘‘

山地淡淡 27一 6 888 9
。

000 1 0
。

9 ,, l
。

6 111 0
。

17 555 O
。

1 8000 0
。

0 333 I
。

6 000 0
。

1000 0
。

7 222 0
。

7 999 0
。

9 999

栗栗栗钙土土 6 8一 1 1 000 7
。

888 9
。

8 666 0
。

2 999 9
。

1 1888 0
。

7 5 888 000 0
。

4 333 0
。

1 222 1 3
。

5 888 1 1
。

9 666 1
。

9 444

0000000一 444 7
。

777 1 1
。

, 444 0
。

3 333 0
。

0 1999 0
。

1 3 000 000 1
.

5 222 0
。

0 999 0
.

0 555 1
。

2 777 0
。

1 888

」」」」 , 八八八 , , 丁 ,,
0

。

, ‘‘
八 八 , ,, 0

。

1 3 222 八八 n 1 000 八 , OOO
0

。

4 111 1
。

4 222 0
。

2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2 5555555555555 0
。

2 4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I
。

8 333 l
。

1222 0
。

刁III

山山 地地
,

—
J UUU I 一 OOO 二 ‘ . J ‘‘‘ U 一 U ‘JJJ

l
。

0 9 666
UUU U 一 1 000 U 一 二OOO 1 3

。

8 000 12
。

4 333 2
。

3 333

棕棕钙土土 40一 5 000 8
。

000 1 0
。

0 88888 0
。

17 555 0
。

8 7 333 000 l
。

, 777 0
。

亏111 9
.

2 999 3
。

8 333 l
。

6 0
‘‘

777770 一9 000 7
。

555 8
。

4 00000 4
。

70 55555 000 l
。

0 111 1
.

生6666666 iii

11111 00一 1 1000 8
。

lll 10
。

3 66666 0
。

17 55555 000 l
。

3 444 2
.

1 111111111

注 ; CO 歹
,

与 H C O犷 用中和滴定法 (双指示荆法) ; cl
一 用莫尔法 ; 5 0 护 用 E D T A 滴定法 ; Ca+

, , M g 们 用

五D T A 滴定法 ; K 十 十 N
a + 用间接计算法 ; p H 用电位侧定法 ; 代换t 非石灰性土坡用抓化钡

一

硫酸快速

巷
法 ; 石灰性土坡用铁盐

一燕馏法 ;代换性钠用醋酸按
一

级氧化钱火焰光度法 ;石膏用重t 法
。

笋

膏一般出现于 60 一 70 厘米以下
,

含量 4
.

7一9
.

1多 (表 6)
,

灰漠土出现于 25 一 40 厘米以

下
,

含量达 9
.

7 务
。

石膏成点状
、

虫状
、

结核状淀积散布于土体中
。

盐渍化层和石育淀积层

同时出现
,

含盐量 l一2 外
,

盐分组成为 5 0 万, 一

ca
十2

和 cl 一 5 0 不
〕一

Ca
十, 一

N 扩 型(表 6 )
。

盐

分剖面呈
“ + ”

形
、 “

一”
形淀积

,

显示明显的脱盐特征
,

联系上述分布的较古老地貌部位
,

应

属残余盐溃化
,

在现今条件下
,

盐分已趋稳定状态
。

碱化是指土壤胶体吸附有较多钠离子
,

使土壤呈强碱性反应
,

并引起土壤物理性质恶

化。
本文系指 自成型土壤的碱化

,

其与残余盐化土壤分布的地貌部位完全一致
,

这些土壤

过去曾受总碱度较高的地下水的影响
,

在脱盐的同时发生碱化
。

灰漠土的碱化具有代表

性
,

有厚约 10 厘米碱化层
, “

呈褐棕色紧实的棱块状结构
,

结构面上附有胶膜状淀积物
,

p H g. 2一9
.

7
,

总碱度 1
.

1一 2. 6 毫克 当量八00 克土
,

代换钠 2
.

“一 6
.

78 毫克 当量 / 100 克土
,

碱化度 38 一竹务
。

(六 ) 高山融冻过程的主要特征

高山融冻过程是发育于高山
、

亚高山土壤的重要成土过程
。

这里从 10 月底 日平均温

度就降至 。℃ 以下
,

土壤开始自地表向下冻结
,

翌年 1 月份冻土深达 1
.

5一 2
.

5 米
,

至 4 月

上旬才大部融化
。

因气温 日变幅大
,

每年当土壤冻结
、

融化初期
,

夜冻昼融现象也很频繁
。

冻融交互进行
。

长期作用的结果
,

使高山草甸土
、

亚高山草甸土普遍产生层片状结构
。

当

气温回升时
,

土壤主要自上而下地融化
,

此时土壤上部液态水增加
,

下渗受阻
,

当水分过饱

和时
,

上部土体在重力作用下沿融
,

冻土层界面顺山坡滑落
,

使土壤草皮脱落
,

下层沙砾质

裸露
,

造成斑状沙砾化
。

此种现象
,

在高山草甸土的山坡上极为常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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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壤垂直分布
吞

本区山体高大
,

相对高差大部分 3 0 。。一斗0 0 0 米
,

水热生物条件上下变化大
,

沿高度分

异明显
,

土壤垂直分布类型多
。

以西部阜康山区带谱最为完整
,

共七个土壤垂直带(表 7 )
,

其中除了山地黑钙土
、

亚高山草甸土带幅稍窄外
,

余皆在 40 0 米以上
,

展布良好
,

垂直带谱

十分完整
。

表 7 博格达山北搜土城. ! 绝带讲

T . b 叉. 7 T 卜e , 11 v o r t ic a l Se q o e
、

。 o n th o

no rt h 公o p e 成 助洲
.

, un
ta运

山山区分段段 土坟垂直珍带谱(高度毛米))) 土坡垂直带带 羞讼类型型 建讼类型型
MMMo u n t 盆运运 T h e 5 0 : 1 v e r ti c a l se q u e n e e (h e lg h t ; m 〕〕 数目目 F o u n d 盆tio nnn M a认 ”1111

盆盆了e 昌昌昌 N u‘n be rrr o f 5 0 11 tyPeee tyPeee

阜阜康山区区 < 700 灰澳土
.

万丽一山地棕钙土万而了山地 架 钙土土 777 灰祺土土 山地灰揭揭

(((西段)))
~

丽万r 山地黑钙土万名亏了山地灰福色森林土万元了亚高高高高 色森林土土

山山山. 甸土1 百石不高山草甸土 3 3 0000000000

奇奇台山区区 < 1 , 。。泊溉捺钙土万丽万
.

山地栗钙土万丽了山地黑黑 666 棕钙土土 山地灰揭揭

(((中段))) 钙土万万石「山地灰福色森林土花巧石不亚高山草甸土土土土 色森林土土

-----
丽而了高山草甸土 3 3 0000000000

木木垒山区区 < 1 3。。棕钙土万丽石
一
山地某钙土1 不丽

~
山地灰阉色色 444 棕钙土土 山地架钙土土

(((东段))) 森林土 1 而了亚高山草甸土 2 , 。。。。。。

今

土壤垂直地带性依其所处水平地带性的不同
,

而有不同的特点
。
本区土壤垂直带谱

以灰漠土为基带土壤
,

山地灰褐色森林土为主要的建谱类型
,

其带幅宽度大部分地区达

l。。0 米左右
。

其形成特征是高
、

中山土壤接近盐基饱和状态
,

大部分土壤钙化十分明显
我

而灰褐色森林土则毫无灰化的表现
,

粘化主要为变质粘化
,

低山土壤普遍有盐和石膏的淀

积
,

并具脱盐碱化
。

上述说明
,

博格达山北坡土壤具有温带荒漠土壤垂直带的一般特性
,

应属于温带干早荒漠带谱类型
。

博格达山山体高度自西部 4 0 0 0一 5 0 0 0 米
,

降至东部 2 0 0 0一 3 0 0 0 米
,

随着高度降低
,

拦截水汽减少
,

干早程度增强
。

总的趋势是西部山区较湿润
,

东部山区较干旱
。

根据土壤

垂直分布组合特点的东西不同
,

我们将博格达山分为三部分
,

即西段阜康山区
,

中段奇台

山区
,

东段木垒山区
。

各段山区土壤垂直带谱见表 7
,

由表看出
,

本区从西向东土壤垂直

带谱的完整性逐渐变差
,

土类分布高度上升
,

至木垒山区
,

栗钙土已代替了灰褐色森林土

成为建谱类型
,

东端的江布拉克以东山脊高度降低至 2 0 0 0 米左右
,

呈剥蚀中山外貌
,

亚高

山草甸土和灰褐色森林土绝迹
,

主要分布着棕钙土和山地栗钙土
。

参 考 文 献 御

[ 11 中国科学院新沮综合考寮队
、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听编
, 1 , 6 5: 新砚土堆地理

。

科学 出版社
。



期 刘立诚 : 新沮博格达山北坡土壤形成特征及其垂直分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编
, 19 7歇 中国土壤

。
3 04 一 3 05 页

。

科学出版社
。

中国地质学会
, 新组地质学会编

, 19 8 1: 新贾第四纪及冰川地质论文集
。

新弧人民出版社
。

伍光和
、

上田丰
、

仇家琪
, 19 8 3: 天山博格达山脉的自然地理特征及冰川发育的气候条件

。

冰川冻土
,

第五卷

3 期
。

刘立诚
, 1 98 5: 天山北坡雪岭云杉林下土壤形成特征的初步研究

。

千早区研究
,

第 2 卷 4 期
, 21 一 2 2 页

。

黄荣金
, 1 9 85: 我国漠境土坡的发生及其分类

。

干旱区研究
,
第 2 卷 呜期

,

23 页
。

俞展豫
, l , 8 , : 粘化作用及其在土坡分类中的愈义

。

土城通报
,
第 16 卷 呼期

, 167 页
。

Fo P6y H o a H
.

H
. ,

1 9龙 : M n H e Pa 月 o r“ , H 中“3H , e e K a a x “M H “ n o . 日a
.

H 3江
.

H a yK a
·

M oc K 日a
·

1J., .J�二J, 月J,
.J1J.1.J、‘.j4砚产口O,

口

8f胜几r.Lr.‘LrL
fL.L.‘户..L

.

T H E G E N E T I C C H A R A CT E R I S T I CS O F T H E S O IL S O N

T H E N O R T H SLO PE O F B O G D A MO U N T A I N A N D

T H E IR V E R T IC A L D I ST R I B U T I O N

L in L ie h e n g

(G 亡o g r o Phy D , Pa r z二 e 月 t
,

X io ii a n君 U . i口‘r s ir , )

S u m m a r y

争

T h e m a i n g e n e t i e p r o e e s se s o f th e 5 0 115 o n n o rtli slo p e o f B o g d a m o u n t a i n in c lu 《le h u ln i
-

fi e a t io n , a r g illi z a t io n , c a le ifi e a tio n , r e lie sa li n i z a t io n 一a lk a li z a t io n a n d f ree z i n g
一tha w i n g o f s xl o w

m e n tle o f th e m o u n ta in
.

T h e 5 0 115 15 w e ak i n w e a th e r i n g
, a n d ha v e tl、e e la y m i n e r a ls be i rl g ( 10

-

m i n a te d by illi t e , a n d a r a t io o f 5 10
,

/ R
, O : o f 2

.

8 4一3
.

5 4 w itl飞 le ss
d iffe r e n e e i n w h o le l) r o filo .

T h e v e r t i e a l d ist r ibu t i o n o f 5 0 115 o n the m o u n t a i n a r e o f th e c ha r a e t e rs o f v e r 一ic : : 1 5 0 11

d istr ib u ti o n Pa t t e r n i n t e m Pe ra [ d e se r t r eg io n
.

T h e r e e x isrs d ist in e t d iffe r e n e e i n v e r 一ie a l 5 0 11

se q u e n e e be tw e e n th e w e st a n d e a st s e e tio ns of the mo
u n ta i n ; a n d th e r e a re n o d e se rt 5 0 11 a n d

。 IPin o m e a d o w 5 0 11 in the v e r ti e al 50 11 se q u e n e e o f th e e ast se e t io n o f th e In o u n ta in
.

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