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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山地的酸性棕壤和灰棕壤
形成条件及理化性质

‘

阳 海 清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土肥所

,

4 3 0 0 6 4 )

摘 要

根据鄂西山地的 自然成土条件
,

分析了酸性棕壤
、

灰棕壤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主要理化性

质和粘土矿物组成
,

结果表明 : 酸性棕壤和灰棕壤同属于亚热带中山上部或亚高山中上部冷

湿条件下形成的森林土壤
。

其理化性质与我国北方同类土壤又有较大差别
。

酸性棕壤分布在中山上部
,

居暗黄棕壤之上
,

分布高度为鄂西南高于鄂西北
,

是亮针叶阔

叶落叶林带的森林土壤 ;灰棕壤分布在神农架亚高山上部
,

海拔 2 500 m 以上
,

植被为暗针叶林

带
,

其土壤形成的环境比酸性棕壤更为冷湿
。

关键词 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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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山地位于北纬 2 9
0

08
2

一 33
0

10
‘ ,

东经 109
“

4 5
‘

一 1 13
“

4 5
/ ,

地垮我国地

势第二
、

第三级阶地
,

境内有武陵
、

巫山
、

大巴等山系
,

武陵山为云贵高原东延部分
,

神农架

主峰无名峰海拔 3 10 5m
,

素有华中第一峰之称 ; 不少山峰超过海拔 Z0 00 m
。

境内地壳运

动局部断陷和河流深切
。

形成山岭重叠峻峭
,

地势起伏悬殊
,

相对高差常超过 1 000 m 以

上
口

气候水平分布系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气候带
,

而山地则存在着明显的垂直气

候变化特点
。

复杂的地形和地势高差悬殊
,

制约着光
、

热
、

水的再分配和植物区系的垂直

分布规律
,

从下往上
,

分布有亚热带
、

温带和寒温带多种乔
、

灌
、

草植物群落
。

由于地形
、

成土母质
、

气候
、

植被的差异
,

对鄂西 山地土壤形成因素影响较大
,

形成的

土壤除亚热带基带土壤红壤 (鄂西南)和黄棕壤 (鄂西北 )外
,

随着山体高度增加
,

土壤类型

呈明显的我国南方垂直变化规律分布
。

这一分布规律又由于纬度南北差异
,

同一土类在

不同的山头或同一山头的南北坡在分布高度上也有差异
。

以神农架主峰分为南北界线
,

同一土类
,

南坡垂直分布高度较北坡高
。

酸性棕壤和灰棕壤在鄂西山地的形成环境条件和某些土壤特性有相似之处
,

又有较

大差异
,

如在分布高度上
,

灰棕壤位于酸性棕壤之上
,

其生态环境更为冷湿
,

淋溶作用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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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质的积累都大于酸性棕壤
。

相同之处 : 首先
,

同属于针叶林下冷湿环境条件下形成的

土壤
,

地被物以苔鲜占优势 ;其次是有机质的积累大于分解
,

并有泥炭化现象
。

其区别只

是量上的差异
,

由于泥炭层绝热性 (即隔热性)和吸水性
,

使土壤湿度经常过大
,

土温低
,

土

壤有 3一4 个月冻土期 ; 第三
,

酸性淋溶作用强
,

全剖面呈酸性反应
,

盐基不饱和
,

上壤中矿

物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

1 酸性棕壤的形成条件和主要理化性质

L l 形成条件

主要分布在鄂西 山地中山中上部
,

鄂西南五峰县北风娅分布高度为 16 00一2 000 m 之

间
,

鄂西北保康县一房县分布在 14 50 一1700 m 之间
,

神农架为 1800 一2 500 m
,

是在冷湿条

件下形成的森林土壤
,

年均温 7
.

4一9
.

6℃
,

> 10 ℃ 年积温 2000 一2 2 0 00 ℃
,

无霜期 140 一

180 日
,

冻土期 100一 120 日
,

年降水量 1 800一22 00m m
,

年 日照时数约 1 5 00 时
,

相对湿度

85 % 左右
。

原生植被只很少部分保留
,

次生植被由夏绿一常绿阔叶林向针叶
、

落叶阔叶

林
、

灌木林过渡
,

并以后者为主
,

在海拔 1800 一2 500 m 的神农架中上部
,

以亮针叶林和落

叶阔叶林带为主
,

代表群系为华山松
,

恩氏山毛样
,

红桦
,

水青冈林
,

锐齿栋
、

七角枫
、

山杨
、

箭竹林
。

林下的灌木有山柳
、

杜鹃
,

草本植物有野青茅
、

胡枝子等
’)

。

成土母质 : 宜昌天

宝山为花岗岩
,

武当山为云母片岩
,

其他多为页岩夹灰岩
,

部分为灰岩
、

砂岩
。

L Z 剖面形态和机械组成

酸性棕壤所处海拔高而热量少
,

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
,

土层厚度一般小于 70c m ; 由

于生物积累作用
,

表土层含有较高的有机质
,

林下地表还有枯枝落叶层
。

剖面特点是具有

棕色心土层
,

厚度 20 一 30c m 左右
,

质地为中壤偏重
,

比上下层较细
,

耕作层较暗
,

以下层

次以淡棕色为主
,

过渡层不明显
。

代表剖面采自神农架天门娅
,

海拔 2 100 m
,

是板岩坡积

物
。

A : 1一 13c m
,

暗棕色(7
.

5Y R 3 / 4) 团粒状
,

松
,

中壤
,

含少量砾石
,

多根系
,

p H 值

6
.

0
。

B I : 一3一soe m
,

棕色(7
.

5Y R 4 / 4)
,

粒状至小块状
,

较紧
,

中壤
,

少根系
,

p H 值 5
.

4
。

BZ : 50一7 6 e m
,

棕色(7
.

5Y R 4 / 4)
,

小块状
,

紧实
,

中壤
,

少根系
,

p H 值 5
.

4
。

C : 7 6cm 以下
,

淡棕色(7
.

5Y R 5 / 6)
,

块状
,

含较多母岩碎块
,

极少根系
,

p H 值 5
.

4
。

棕壤土层薄
,

质地较粗
,

土壤粒级组成与成土母质也有关系
,

如碳酸盐岩母质发育的

棕黄土
,

< 0
.

ol m m 粒级在剖面各层中占 44 一61 %
,

而 > o
.

05 m m 粒级只 占 15一38 % ; 花

岗岩母质发育的棕砂泥土
,

< 0
.

ol m m 粒级只 占 14一 28 %
,

> o
.

05 m m 粒级 占 58 一 73 %
。

同一层次粉砂 / 粘粒比都大于 1( 表 1)
,

其幅度在 1
.

7一 3
.

5 之间
,

由于鄂西南雨量热量都

大于鄂西北
,

鄂西南这一比值为 2
.

16
,

鄂西北为 2
.

63 ; 粘粒淋溶淀积 B t / A 值
,

鄂西南为

1
.

18 一 1
.

21
,

鄂西北为 1
.

06
,

B , / C 值 比 B , / A 值更大
,

这是酸性棕壤所处山地终年湿润
,

无明显干湿交替的气候条件
,

虽有淋溶淀积作用
,

但不能形成明显淀积粘化层
。

1) 湖北林业区划办公室编
,

1 980
:
湖北林业区划 (初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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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酸性棕壤机械组成

33 卷

T a ble 1 M
ee h a n ic a le o m Po sitio n o f a eid b r o w n so il

取样地点

Sa m Plin g

lo e a tio n

母岩

Pa比n t

机械组成 (s ize
:

m m )

M ee ha n iea l c o m p o sitio m (% )
粉砂 / 粘粒

B t / A B t / C
Sit / C la y

r o ek > 2
.

0 2
.

0一 0
.

0 2 0
.

0 2一0
.

0 0 2 < 0
.

0 0 2

件‘咤�
J1., .1

宜昌

天宝山

花岗岩 19
.

5 3 1
.

7

3 0
.

4 2 5
.

7

2
.

4 9

1
.

7 1 l8 2
.

4 2

5 8
.

3 7 6 6
.

2

房县

山岔

板页岩

深度

D e Pth

(
e m )

5一 2 0

2 0一 4 6

4 6一 9 0

0一 1 1

1 1一 3 8

3 8一 6 8

0一 2 0

20一 5 5

5 5一

5 5
.

6

5 9
.

3

8 6
.

2

3 2
.

3

3 7 2

2 6
.

6

2 5
.

9

4 6
.

2 2 1
.

5

1
.

2 2

2
.

14

5 0 2

5 7
.

2

2 2
.

6

16
.

2

2
.

2 2 0 5 3 9

3
.

5 3

五峰

黄良坪

页岩 5 5
.

8 2 4

5 5
.

9

5 4
.

3

2 9
.

2

16
.

3

2
.

3 1

1
.

9 1 2 l 79

7 3 3
.

3 3

0‘
J

:
O
�‘U,乙

. .且

1
.

3

3

主要理化性质

p H 值
、

阳离子代替量
、

盐基指数和盐基饱和度 (表 2) 酸性棕壤受淋溶作用

表 2 酸性棕壤的 pH
、

CE C 和盐基饱和度

T a ble 2 PH
、

C E C a n d b a s e s a t u r a t io n o f a c id b r o w n so i l

取样地点

Sa m Plin g

lo ac
a t io n

母岩 PH 阳离子交换量 盐基饱和度

Pa r e ll t C E C B a se 一Sa tU r a Ct io n

r 0 Ck H
ZO K C I

交换性盐基

E x e h a n g e a ble

ba s e S

(
cm o l(+ ) / k g )

(Cm o l(+ ) / k g ) (% )

神农架

鸭予 口

砂页岩 0一20

2 0一4 0

5
.

6 4
.

6 8
.

8 2 2 9
.

50

5
,

6 4 6

4 3

19
.

0 0

19
.

36

2 9
.

8 9

9
.

3 6

7
.

2 8

2 6
.

5 2

00
J..1

,
才

4

神农架

天门娅

4 3 6
.

2 0

4 2 6
.

0 6

2 3
.

3 8

2 2
.

8 8

4
.

4 3
.

9 7

2 6
.

4 8

2 2
.

13

宜昌

天宝 山

4 0一 10 0 5
.

6

砂页岩 O一22 5
,

4

2 2一4 6 5
.

5

4 6一 10 0 5
.

8

花岗岩 5一20 5
.

6

2 0一4 6 5
.

6

4 6一9 6 5
.

7

泥质页岩 O一20 5. 4

2 0一5 5 5
.

4

5 5一9 0 5
.

5

板页岩 O一 11 5名

1 1一3 8 5
.

8

3 8一6 8 5
.

7

4 6 15
.

8 4

17
.

9 4

17
.

9 4

4
.

5 9 3 8 3 3
.

2 5

4 7
.

6 3

3 5
.

13

nU,产, 产44‘
曰
4门了1

0八,J4
,JO.

⋯⋯
石U倪一‘Jnn了h内j,一,‘11,44 11

.

7 3
.

7 3

五峰

北风娅

4
.

2

4
.

2

1 1
.

5 9

5
.

19

4
.

2

房县

山岔药材场

4
.

8

4 2 3

9 4 5

4
.

7

4
.

7

6习 5

4 9 0

3 8
.

3 7

4 6
.

0 7

3 2
.

7 0

4 0 9 1

4 6
.

3 3

2 4
.

7 7

3 7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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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
,

盐基离子遭受淋洗
,

从所处的自然条件和根据土壤的 p H 值
、

盐基指数和盐基饱和

度等方面都得到反映
。

土壤 p H 值在 5
.

5一 5
.

8 之间
,

属于酸性土壤
,

各土属之间 p H 值较

接近
。

阳离子代换量变幅在 13
.

5 8一 18
.

4 4c m ol (+) / k g 之间
。

盐基饱和度 A 层一般在

26
.

52 一47
.

63 %之间
,

B 层在 9
.

36一35
.

14 %之间
,

A 层高于 B 层
,

这与 A 层富含有机质有

关
。

酸性棕壤的盐基指数 ba 值是指土壤矿物全量 C a O
、

M g O
、

K ZO
、

N a ZO 的克分子数

之和与土壤全量 A 120 3
的克分子数之 比值

,

b a 值愈小
,

淋溶强度则愈大川
,

酸性棕壤的 ba

值在 0
.

52 一 0
.

64 之 间
,

平均值为 0
.

58
,

介于基带土壤黄棕壤(ba 值 0
.

40 一 0
.

60) 和黄褐土

(b a 值 0
.

60一0
.

80) 之间
,

此结果与土壤 p H 值
,

盐基饱和度等数值都说明酸性棕壤受到一

定的淋溶强度
。

·

1
.

3
.

2 粘粒分子率及矿物组成 酸性棕壤的粘粒(< 0. 0 02 m m )部分的硅铝分子率 Saf

值和硅铁铝分子率 Saf 值 (表 3)
,

反映鄂西山地的酸性棕壤有脱硅富铝化过程
,

但其程度

比基带土壤红壤弱
,

比黄棕壤强
。

鄂西南的宣恩
、

五峰县
,

粘粒 Sa 值和 Saf 值为 2
.

83 和

2
.

21 ; 鄂西北房县为 3
.

09 和 2
.

45
。

这一数值比山东半岛棕壤的 S a 和 Saf 值稍低
,

说明鄂

西山地的酸性棕壤脱硅富铝化过程较强 [2]
。

表 3 酸性棕壤粘粒(< 0. OOlm m )化学组成(g / k g )

T a b一e 3 C he m iea lc o m p o sitio n o f c la y fr a etio n in a eid b ro w n s o il(g / k g )

杀杀
母岩

地点
Par Cll t

深度

D e Pth

(
c m )

3一7

7一2 8

2 8一 10 0

5 10 2 A 12 0 3 F e2 0 3 T i0 2 C a o M g O M
n o K ZO

L o ea tio n

r 0 Ck (S
a
)

宣思县 泥质页岩 34 4 2

34 4
.

0

2 10
.

1 8 7石 5
.

8 3
.

7

2 2 6
.

5 9 3
.

5 5
.

6 2
.

1

1 5 2

1 5
.

2

2 7 8

(S
a
O

2
.

2 0

2 5 8 2
.

0 4

3 8 6
.

6 2
.

2 2名0 2
.

2 2

只、且
‘

l内、�

00QO目.IJ胜五

宣思县 泥质页岩 3一20

2 0一3 8

3 3 9
.

6

2 3 4 5

19 3
.

9

94
.

6

1 10
.

8

5 7 1
.

9

5
.

2 6 口 2乡8

3 6 9
.

5 2 10 3 9 7 5
.

2 4 石

5
.

5 4
.

1

2
.

9 9

3 8一 10 0 3 7 5
.

2 2 2 2
.

9 1 0 7
.

6

1 8
.

3

1 7
.

6 2
.

8 7

n叼�了O,�月份
.
..-

R叮J‘J八U八U0nn
‘.11且,
.且山..且

五峰 页 岩 2 0一5 5

5 5 以下

4 3 0 石 9
.

2 2

2 7
.

6

2 6
.

8

3 8
.

7

2 5
.

0

2 1
.

6

19
.

7

3 0
.

0

3 5
.

5

2名 5

2
.

1 9

2
.

2 4

4 4 0
.

0 2
.

8 4 2
.

2 6

神农架林区 页岩 0一9 4 3 8
.

1

2 5 6 7

2 6 5
.

2

2 5 9
.

1

1 0
.

7

7
.

6 7 8 2 名8 2
.

2 8

9一2 0 4 4 0
.

8 2 7 1
.

9 8
.

3 6
.

9 2
.

7

2 6
.

1

2 4
.

2 2
.

7 6 2
.

2 3

2 0一4 0 4 5 0
.

8 2 7 5
.

2 9 2
.

8 9
.

0 5
.

8 2 5
.

4 2
.

7 8 2
,

2 9

4 0一8 5

房县 板页岩 O一11

4 3 6
.

9 2 6 3
.

3 8
.

4 7
.

9 2
.

3

4 6 3
.

1 2 4 2
.

6

2 4 7
.

5

7
.

1 6 3

2 4 名

3 1
.

5

2
.

8 2

3
.

2 5

2
.

2 6

2
.

5 4

1 1一3 8 4 4 6
.

1 7名 2
.

0 3 2 8
.

7 3
.

0 6 2
.

3 9

�、�J�口工
自

:
,.且�、�

o 0n“
..1心

L
, 胜1目I人

3 8一6 8 9 9
.

3 8
.

2 1
.

8

6 8 以下

4 3 4
.

1 2 5 1
.

0

4 6 3
.

0 2 5 1
.

7 9 3
.

2 8
.

1 2 7

2 5
.

6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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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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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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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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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棕壤的粘粒矿物组成
,

从粘粒 X 射线衍射图谱分析可见
,

矿物类型 以蛙石为主
,

并含有大量的高岭石
、

水云母 ; 高岭石含量仅次于蛙石
,

这是在低 p H 值条件下
,

矿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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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的结果
。

1 4
.

4 12 10 7
.

20一 4 0c m

1 0一 1Orn
尸- 法- - 占- - 气一- - ‘- - - 叶~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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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叫r - - - - - - - - ~ 叫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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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 2 2e m

2 2一 46e m

4 6一1 00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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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刀 7 2 10 一、Qm
卜山- 一一一‘- - , - 一一

.

-
一 , - ~

.

一
5 10 15 2 0 2 5 30 2日

图 1 酸性棕壤粘粒 X 射线衍射图谱

Fig
.

I X 一r a y d iffr
a e tio n Pa tte r n s o f c 1ay m in er a l 1n ac id b r o w n so il

2 灰棕壤的形成条件和主要理化性质

灰棕壤分布在鄂西山地上部
,

居酸性棕壤之上
,

是鄂西 山地垂直土壤带谱中海拔最高

的土类
。

主要分布在神农架
,

其次是鄂西自治州和郧阳地区
。

2
.

1 成土条件和成土过程

灰棕壤形成于亚高山冷湿气候条件下的森林土壤
,

年均温 0一 5℃
,

> 10 ℃年积温 500

一 1800 ℃
,

年降水量 > 1500 m m
,

夏季降水量占全年半数以上
,

无霜期 90 一 140 天
,

一月份

气温在一 14一 一28 ℃
,

出现季节性冻层
。

冻层厚度可达 10 0c m ‘)
。

成土母质有砂岩
、

石灰

岩
,

泥质页岩
。

植被为寒温性常绿暗针叶林l3]
,

森林覆盖率达 80一 90 %
,

冷杉箭竹林
、

红桦

林等为代表群属
。

当冷杉林衰退后
,

便以粉红杜鹃或箭竹
、

灌丛群所代替
。

灌木衰退后则

为草甸植被所代替
。

灰棕壤是在寒温性森林下腐植质积累过程和酸性淋溶过程下形成的森林土壤
。

地被

植物生长繁茂
,

每年有大量凋落物
,

在排水良好地段
,

有机质分解较快
,

没有形成泥炭层
,

腐植质含量较高
,

土壤矿物部分遭受淋洗
。

l) 艾云祥编
,

19 8 5: 神农架土壤志 (修订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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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剖面形态及机械组成

灰棕壤剖面层次发育较为完整
,

土体构型多为 A O一A 厂B 一c 型
,

土层厚度不超过

loo c m
,

富含有机质
,

结构松散
,

心土层质地中壤偏重
,

表层上覆盖着 sc m 以上半分解枯

枝落叶层或草根层
。

剖面中粘粒和铁稍有下移
,

心土层结构面有明显的棕色氧化铁胶膜
,

全剖面呈酸性反应
。

代表剖面采自神农架红花营
,

砂页岩母质
。

A o : o一 scm
,

半分解植物残体疏松状物质
。

A : 5一 16c m
,

暗灰棕色 (10 Y R 3 / 2)
,

粒状
,

中壤
,

多根系
,

小孔隙
,

土体中多母岩小

碎片
,

p H 值 5
.

4
。

A B: 1 6一36 c m
,

暗黄棕色 (IOY R 4 / 4) 小块状
,

少根系
,

小孔隙
,

有少量岩石碎片
,

PH 值 5
.

2
。

B: 36 一66 cm
,

灰黄棕色 (10 Y R S / 2 ), 小块状
,

极少根系
,

小孔隙
,

土层中有少量铁子

和母岩碎片
,

p H 值 5
.

6
。

B C : 66一 loo c m
,

黄棕色 (IOY R S / 6)
,

棱块状
,

极少根系
,

紧实
,

有少量铁子和大量

碎石块
。

剖面中含 > Zm m 砾石较多
,

且 B C 层高于 以上各层
,

< 0. O02 m m 粘粒在 A B 层

略有增加
,

在 B 层又小于 A 层和 A B 层
,

粘粒在土层中移动较少
。

表 4 灰棕壤机械组成(% )

T a ble 4 M e e ha n ic a l c o m P o sitio n o f g r e y b r o w n so il(% )

取样深度

S a m Plin g

d eP th

(cm )

砾石

(> Zm m )

机械组成 (粒径
: m m )

M
e e ha n iea l e o m p o stio n (Siz e :

m m )

G r a v e l

2一0 2 一0 乃2 0
.

0 2一0 0 0 2 < 0 0 0 2

A S一 16

A B 1 6一3 6

1 3
.

9 0 2 6
.

11

19
.

1 8

3 3 2 9 3 1 7 9

3 6乡9 3 5
.

0 4

B 36一 6 6 2 0
.

15 4 2月 l 2 8
.

2 6

1.iC,00
O乃,产26

B C 6 6一 10 2 2 1
.

8 0 7
.

12 2 3
.

3 1 4 1
.

0 0 2 8
.

5 1

2. 3 理化性质

2. 3
.

1 p H 值
、

阳离子代换量和盐基饱和度 灰棕壤属酸性土壤
,

平均 p H 值为 5. 5; 土

壤中有机质含量高
,

阳离子代换量亦较高
,

C E C 值范围约 n
.

05 一26
.

4 7c m ol (+) / k g
,

平

均值为 18
.

4 8c m ol (+ ) / k g
。

灰棕壤盐基饱和度是表层高于心土层
,

如由页岩母质发育的

两个灰棕壤剖面
,

表层盐基饱和 度为 63
.

78 % 和 73
.

35 %
,

而 心 土层只有 30
.

05 % 和

23
.

19 %
。

这一现象是因在酸性淋溶下
,

心土层盐基离子遭受损失
,

盐基不饱和
,

而表层有

机质含量高
,

分解后不断补充盐基离子的结果
。

2
.

3
.

2 化学组成和盐基指数 灰棕壤土体化学组成和盐基指数 (ba 值)均与酸性棕壤

较接近
,

主要原因它们都是在冷湿条件下形成的
,

有机质分解过程产生的腐殖酸以及泥炭

层的高吸水性是土壤淋溶的基本动力
,

因而某些矿物淋溶淀积也较一致
。

如酸性棕壤心

土层 5 10 :
含量为 5 98

.

4 9 / k g
,

R ZO 3
为 106

.

7 9 / k g
,

ba 值为 0
.

58 : 灰棕壤 5 10 :
含量为

6 1 5
.

2 9 / k g
,

R ZO 3
为 10 8

.

0 9 / k g
,

b a 值为 0
.

5 6
。



172 土 壤 学 报 33 卷

2
.

3
.

3 灰棕壤粘粒分子率 灰棕壤粘粒 (< 0. 0 02 m m )部分的硅铝分子率 (S
a
值)和硅

铁铝分子率 (Saf 值)
,

心土层为 2
.

58 一3
.

57 和 1
.

93 一2. 95 之间
,

其幅度范围下限略高于酸

性棕壤
。

两个剖面中 A 层 51 0 :
都高于 B 层和 C 层

,

而铝则 B 层和 C 层都略高于 A

层
。

两剖面中 A 层 Sa 值和 Saf 值都大于 B 层和 C 层
。

在海拔 2 750 m 的剖面
,

亚表层

sa f值为 2
.

95
,

盐基饱和度为 56
.

90 %
,

说明鄂西针叶林下灰棕壤在进行脱硅阶段伴有隐

灰化现象
。

表 5 灰棕壤粘粒(< 0. 002 m m )化学组成及分子率

取样地点

S a m Plin g

lo c a tio n

深度

D eP th

(
em )

0一 19

1 9一5 9

5 9一 10 0

0一 13

1 3一 2 9

2 9一 5 3

5 3一 82

T able 5 Ch em ic a le o m Po sitio n o f cla y fr ae tio n in g rey b r o w n s o il

粘粒化学组成

C he m iea l eo m p o sitio n o f c la y fr a e tio n (g / k g )

5 10 2 5 10 2

A 12 0 3 R Z o 3

5 10 Fe ZO 3 T i0 2 C a o M g o M n o

,J伪山O户�曰、

K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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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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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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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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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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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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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神农架

2 5 4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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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9 7
.

6

3 0 0
.

3

A 12 0 3

2 4 7
.

3

2 6 1
.

7

2 5 7
.

8

2 3 3
.

1

2 3 8
.

6

2 4 2
.

0

2 4 3
.

7

5
.

1 2 5

2
.

2 2 4

2
.

8 2 5
.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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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孟U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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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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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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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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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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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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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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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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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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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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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灰棕壤粘粒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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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灰棕壤粘粒矿物组成 图 2 为两个灰棕壤粘粒 X 射线衍射图谱
,

第 28 号剖面

采 自神农架海拔 2 75Om
,

从图中可见
,

剖面上层以 2 : 1 型矿物为主
,

峰值较高
,

主要粘土

矿物有绿泥石
、

蛙石
,

其次是水云母和高岭石 ; 而剖面下部粘土矿物类型则发生变化
,

在

53 一 82 c m 土层中 2 : 1 型矿物显著减少
,

而 1 : 1 型高岭石相对增加
,

剖面 自上而下发生

水云母~ 蛙石~ 高岭石蚀变过程
,

进一步形成次生石英
。

使原生矿物和次生矿物遭受破

坏
,

而形成同一剖面上下层分异特点
,

这也说明神农架亚高山上部土壤有灰化过程
。

另一

剖面采自神农架海拔 2 470 m
,

剖面上下层粘土矿物类型基本一致
,

以蛙石~ 高岭石为主
,

并有少量水云母和石英
,

似乎无灰化现象
。

此外
,

灰棕壤铁的游离度为 31
.

08 一40
.

08 %
,

富铁作用较弱 ;而铁的活化度高达 30
.

17一36
.

32 %
,

可见灰棕壤的成土作用比基带土壤红

壤和黄棕壤较弱
。

3 分类讨论

鄂西山地中上部土壤类型的划分
,

在湖北省第二次普查时
,

按地理发生分类法
,

在鄂

西山地垂直带谱上划分了棕壤和暗棕壤
,

棕壤续分为酸性棕壤和棕壤性土两个亚类
。

暗

棕壤续分为暗棕壤和草甸暗棕壤亚类
’)

。

湖北省红黄壤区划组划分为山地棕壤
,

山地草

甸土和山地灰化暗棕壤 2)
。

在此之前
,

神农架山地也曾有划分为暗棕壤 [4]
,

山地棕壤
,

山地

灰棕壤的报道[slo

本文根据鄂西山地 自然条件和土壤理化性质
,

运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方法3)
,

对中

山中上部和亚高山中上部森林土壤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进行了土壤高级分类级别的检

索 :

土纲的检索 :

硅铝土 在温带气候条件下
,

母岩中原生矿物经缓慢硅铝化作用形成以 2 : 1 型粘

粒矿物为主的风化 B 层所具有的特性 ; 活性铁与粘粒结合使各层呈不同程度棕色 ;粘粒

矿物以 2 : 1 型蛙石及 2 : 1 : 1 型绿泥石
、

蛙石
、

高岭石为主 ; 粘粒 51 0 2 / A 12O 3
> 2. 4 (2

.

83

一3
.

59)
。

亚纲的检索 :

常湿润硅铝土 亚高山上部
,

降雨量分布均匀
,

多云雾
,

降雨量接近蒸发量4)具有

常湿润土壤水分状况年均土温 < 8℃
。

湿润硅铝土 中山中上部多数年分中
,

土壤呈现干旱时间不超过 90 天
,

具有湿润

土壤水分状况
。

常湿润硅铝土亚纲的土类检索 :

灰棕壤 亚高 山上部有冷性土壤温度状况
,

年均气温为 5℃
,

表土层暗灰综色

l) 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

19 90
:《湖北土壤》(送审稿)

。

2) 湖北省红黄壤区划组
,

19 83 :《湖北省红黄壤地区土壤利用改良区划》铅印专辑
。

3)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协作组
,

1 9 8 9: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法》(第一次方案)
。

4) 神农架林区土壤普查办公室编
,

1 9 85
:
神农架土壤志 (油印本)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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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Y R 3 / 2 )
,

B 层灰黄棕 (IOY R S / 2 )
,

p H < 5
.

5
,

盐基饱和度 < 3 5%
。

湿润硅铝土亚纲的土类检索 :

酸性棕壤 中山 中上部年均温 < 14 ℃
,

具有温性土壤温度状况
,

表层和 B 层盐基

饱和度 < 35 %
,

有棕色 B 层
,

p H 值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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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d b r o w n 5 0 11 a n d lo c a te d a t a h ig he r a ltitu te th a n th e a cid b r o w n 5 0 11 a b o u t 2 5 0 0m

a b o v e th e se a lev el in Sh e n n o n自ia r e g io n
, a n d its v e g e ta tio n s a r e d a rk c o n ife r fo r e sts

.

K ey w o r d s W est H u b e i
,

A e id b r o w n 5 0 11
,

G r e y br o w n 5 0 11
,

F o rm a tio n c o n d itio n s
,

Pr o Pe rti e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