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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 选取皖南四座山地土壤垂直带中 19个土壤剖面,研究了土壤成土环境和形成特点。根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 � 理论�方法�实践� ,鉴定了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确定供试剖面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归属。自山下到山上依次为湿润淋溶土(伴有湿润雏形土) � � � 常

湿淋溶土(伴有常湿雏形土) � � � 正常新成土亚纲。与不同分类系统中土壤类别归属作了参比, 同时也与

福建、江西山地土壤作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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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皖南山地位置

Fig. 1 � Location map of mountain regions in South Anhui

皖南山地位于安徽省长江以南。北

接滨江平原, 东、南、西三面分别与浙西

和赣东北部的低山丘陵相连(图 1) , 处于

我国江南丘陵的北缘, 是北亚热带与中

亚热带的过渡地区。全区千米以上的岭

峰有上百座, 是皖南山地的核心。皖南

山地自然景观垂直变化大, 土壤的垂直

分异明显, 并有部分研究报道[ 1~ 4]。但

他们都采用土壤发生分类制区分山地土

壤的类型, 难以与国际上通用的诊断学

分类接轨。作者曾对九华山土壤进行过

研究[ 5, 6] ,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

方案)对黄山、清凉峰土壤垂直分布进行

过讨论[ 7, 8]。本文选择皖南四座山地, 试

图依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 [ 9]

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 � 理论�方法�
实践� [ 10] ,重新确定皖南山地土壤类型的

归属, 并与不同分类系统的土壤类别归

属作对比, 与国际土壤分类接轨, 而且还

与福建武夷山、江西庐山土壤作比较, 讨

论它们的异同。

1 � 成土环境
皖南山地在大地构造上属于扬子凹陷与江南台隆的过渡地带。燕山运动中, 本区发生断裂和大规

模的岩浆活动,黄山、九华山和牯牛降 � � � 大历山花岗岩体主要是此期侵入生成的。黄山和九华山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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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南中央,天目山(包括清凉峰)屹立在皖浙边境,三大山系构成了皖南三组中山地貌。山体高度在

800~ 1 000 m之间, 其中黄山莲花峰海拔1 873 m,为全省最高峰, 清凉峰海拔 1 787 m,为第二高峰, 牯牛

降海拔1 772 m,为第三高峰,九华山十王峰海拔 1 341 m。四座山体的岩石 ,只有清凉峰是流纹岩和千枚

岩,其它三座山地均为花岗岩。

本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6. 1~ 7. 8� ,年平均降雨量 1 500~ 2 450 mm(表 1) ,由

于地势高低悬殊,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海拔高度上升 100 m, 黄山北坡气温下降 0. 47 � , 南坡气温下降

0. 5� ; 降水量随高度上升而增加。南坡递增率 75 mm/ 100 m, 北坡递增率83 mm/ 100 m,同高度北坡降水

量多于南坡,气温年平均递减率南坡大于北坡。

表 1� 皖南山地的气候特点1)

Table 1� Climatic characters of the mountain regions in South Anhui

气象站或观测站

站 � 名
Station

海� 拔
Elevat ion

(m)

年平均气温

Annual

mean tem-

perature

( � )

一月平均气温

Mean tem-

peratare in

January

( � )

七月平均气温

Mean tem-

peratare in

July

( � )

年降雨量

Annual pre-

cipitation

(mm)

年相对湿度

Annual

relat ive

humidity

(% )

年日照时数

Annual sun-

shine dura-

tion

(h)

�10� 积温
Accumulat-

ed tempera-

ture
( � )

青阳县 31. 5 16. 1 3. 1 28. 7 1 721 79. 67 2 106. 7 5 150

九华街 647 13. 4 0. 9 25. 5 2 167. 8 80. 85 1 476. 6 4 300

太平县 193 15. 5 2. 9 27. 6 1 537 80 1 752. 7 4 867

黄山光明顶 1 840 7. 8 - 3. 0 17. 6 2 453. 5 76 1 810. 2 2 322

歙县 169 16. 4 3. 8 28. 0 1 498 79 1 954. 9 5 164

清凉峰2) 1 480 9. 83 - 2. 1 20. 1 2 436 � � 3 125

祁门县 140 15. 6 3. 3 27. 3 1 702 81 1 908. 8 4 897

牯牛降顶峰3) 1 726. 6 9. 2 - 1. 9 19. 7 2 210 79 � 2 679. 6

� � 1)引自各县、九华街、黄山光明顶气象站资料; 2)1980年绩溪县气象站在清凉峰的观测点; 3)1984年省气象局在顶峰的

观测点

自然植被类型,在海拔 600~ 700 m以下为常绿阔叶林带,山麓地带受人为活动影响大,自然植被为

各种经济林或农作物所代替。700~ 1 000 m 分布着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800 m 以上山地黄山松渐见增

多, 1 000~ 1 400 m 分布有落叶阔叶林, 1 400~ 1 600 m 地段, 形成以黄山松为主的疏林地段, 1 600 m 以

上分布着山地灌丛和山地草甸。

2 � 形成特点
2�1 � 轻度富铝化作用

皖南山地土壤总体上处于轻度富铝化阶段。据研究[ 3,5, 7, 8] , B 层粘土矿物山麓土壤以高岭石为主,

伴有蛭石和水云母,山上土壤以蛭石(绿泥石)及高岭石为主,石英有一定含量,并有三水铝石出现。土

壤黏粒硅铝率在 2. 20~ 2. 58(表 2) ,少部分土壤< 2. 0, 主要是与含有一定量的三水铝石有关, 并非是湿

热条件下高度风化的产物。B层三二氧化物有一定量的富集。土体中 SiO2 平均含量为 588. 2 g kg- 1(表

3) , Al2O3为 201. 5 g kg- 1 , Fe2O3 为 46. 7 g kg- 1, K2O 为 30. 69 g kg- 1, 与红壤区花岗岩发育的土壤相

比[11, 12] ,铝和铁低于红壤区, 钾则高于红壤区,硅有高有低, 表现为轻度富铝化特点。按照文献[ 13, 14]

土壤元素迁移公式计算结果,如其比值为负值,该元素是累积。山下土壤中 Fe2O3 富集量为- 6. 87% ~

- 17. 19% , Al2O3 富集量为- 8. 03% ~ - 2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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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主要发生层粘粒化学组成和分子比率

Table 2 �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molar ratios of the soil clay fraction in the main genet ic horizon

山地

名称

Loca-

t ion

经纬度

Coord-i

nates

剖面号

(海拔)

Profile No.

( Elevat ion)

( m)

地点

Loca-

tion

发生层

Genet-

ic

hor-i

zon

深度

Depth

( cm)

化学组成( g kg- 1)

Chemical composition

SiO2 Al2O3 Fe2O3

摩尔比率

Molar ratios

SiO2

R2O 3

SiO2

Al2O3

SiO2

Fe2O3

九华山 30�26�N
l17�54�E

九- 6

(180)
红旗电站 Bt 12~ 60 431. 8 324. 3 72. 8 1. 98 2. 26 15�81

九- 7

(820)

百岁宫 Bt1

Bt2

28~ 46

46~ 80

446. 6

459. 7

304. 8

305. 3

80. 4

79. 2

2. 13

2. 19

2. 49

2. 56

14. 83

15. 35

九- 8
( 1230)

和尚水
井附近

Bt 42~ 70 405. 5 305. 9 92. 6 1. 88 2. 25 11. 69

九- 9

( 1340)

十王峰 A11

A12

0~ 15

15~ 25

509. 9

353. 2

224. 5

290. 3

82. 2

103. 7

3. 14

1. 68

3. 86

2. 07

16. 56

9. 08

黄山 30�16�N
118�10�E

歙 8

(300)
二龙桥 Bt 4~ 60 384. 1 295. 9 87. 2 1. 86 2. 20 11. 74

歙 19

(840)
慈光阁 Bw 45~ 60 335. 0 301. 7 100. 6 1. 56 1. 88 6. 75

皖 41)

( 1410)
半山寺 Bt 23~ 66 297. 4 344. 6 53. 8 1. 33 1. 46 14. 75

歙 6

( 1580)
西海 G 28~ 48 230. 7 166. 0 40. 2 2. 04 2. 36 15. 30

皖 51)

( 1630)
排云亭 Bt1 20~ 65 356. 2 254. 8 61. 5 2. 06 2. 37 15. 45

歙 17

( 1640)
始信峰 Bw 19~ 29 344. 2 226. 1 98. 3 2. 02 2. 58 9. 34

歙 5

( 1740)
天海 Bw 20~ 28 265. 0 162. 5 114. 0 1. 99 2. 93 6. 20

清凉蜂 30�07�N
118�55�E

清 3

(400)
白石路口 Bt1 57~ 87 364. 2 260. 0 140. 8 1. 77 2. 38 6. 89

清 2

(800)
白云庙 Bw 45~ 95 390. 6 266. 4 78. 2 2. 09 2. 49 13. 28

清 1
( 1210)

中山上部 Bw 18~ 35 295. 3 211. 3 118. 9 1. 75 2. 37 6. 66

清 4

( 1680)

山顶小平台 A11

A12

0~ 20

20~ 28

�
�

�
�

�
�

�
�

�
�

�
�

牯牛降 30�03�N
117�28�E

祁 1

(500)
赤岭 Bw 19~ 74 360. 3 260. 1 109. 5 1. 72 2. 35 8. 78

祁 22)

(900)
大历尖 B 44~ 70 339. 2 332. 4 69. 0 1. 53 1. 73 13. 11

祁 3

( 1320)
沥溪坞 Bt 15~ 45 297. 9 228. 6 101. 5 1. 72 2. 21 7. 83

牯 9
( 1700)

主峰 A 0~ 15 � � � � � �

� � 1)引自参考文献[ 2] ; 2)引自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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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土壤与母质全量组成

Table 3 � Composition of total chemical element of the soils and their parent materials

山地

名称

Location

剖面号(海拔)

Profile No.

Elevation(m)

层次

Horizon

深度

Depth

( cm)

主要氧化物( g kg- 1)

Main oxide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TiO2 MnO K2O Na2O P2O5

九华山 九- 6

(180)

Bt

C

12~ 60

170以下

585. 2

647. 3

62. 9

61. 1

238. 7

205. 8

3. 1

0. 9

4. 5

3. 4

5. 6

6. 2

0. 53

0. 69

33. 7

34. 9

�

�

0. 66

0. 58

九- 7

(820)

Bt

C

32~ 90

90以下

665. 0

672. 1

36. 3

23. 5

190. 3

197. 0

0. 7

0. 6

5. 5

3. 7

3. 9

1. 5

1. 66

0. 82

26. 4

45. 0

4. 0

3. 4

0. 05

痕量

九- 8

(1250)

Bt

C

42~ 70

70以下

613. 8

569. 3

51. 8

58. 3

170. 1

193. 3

1. 0

1. 3

4. 4

1. 6

7. 4

6. 2

0. 83

1. 53

35. 2

36. 6

�

�

0. 92

0. 84

黄山 歙 8

(300)

Bt

C

4~ 60

60~ 100

464. 7

490. 5

60. 5

56. 9

267. 1

248. 5

3. 7

8. 5

11. 2

10. 2

5. 9

6. 0

0. 59

0. 85

27. 9

34. 4

�

�

0. 51

0. 50

歙 191)

(840)

Bw

C

45~ 60

60~ 70

655. 8

660. 5

42. 8

41. 2

165. 4

161. 2

3. 1

2. 4

10. 3

11. 6

6. 2

6. 4

0. 27

0. 46

29. 0

31. 6

�

�

0. 24

0. 19

歙 17

(1646)

B

BC

19~ 29

29~ 70

623. 2

622. 8

42. 8

24. 2

155. 5

169. 7

2. 8

2. 0

8. 3

10. 2

4. 2

1. 9

0. 35

0. 35

32. 2

48. 2

�

�

0. 56

0. 32

牯牛降 祁 1

(500)

Bw

BC

19~ 74

74~ 100

648. 4

696. 1

35. 1

28. 5

161. 6

159. 4

1. 5

0. 7

15. 1

12. 2

6. 2

5. 9

0. 98

0. 94

19. 5

19. 7

4. 4

3. 8

0. 57

0. 62

祁 2

(900)

B

BC

44~ 70

70~ 90

472. 5

519. 6

40. 3

38. 2

276. 0

268. 7

1. 1

3. 3

7. 8

1. 3

5. 4

3. 0

0. 08

0. 08

37. 9

48. 2

4. 7

5. 2

0. 64

0. 50

祁 31)

(1320)

Bt

C

15~ 45

45~ 76

565. 5

613. 5

47. 8

32. 0

189. 3

179. 1

1. 8

3. 3

8. 1

4. 4

3. 7

3. 0

0. 36

0. 54

33. 5

37. 1

2. 14

3. 19

0. 85

0. 66

B 均值 588. 2 46. 7 201. 5 � � � � 30. 6 � �

� � 1) 引自参考文献[ 4]

� � 游离铁( Fe)含量变化幅度 9. 8~ 18. 8 g kg- 1(表 4) ,铁游离度 30% ~ 58% , 明显低于红壤区[ 11]。游

离铁/粘粒值, 山下土壤为 3. 0% ~ 4. 8% ,山上土壤为 4. 4% ~ 7. 4% , 山地土壤随海拔高度的增加, 游离

铁/粘粒值有增加的趋势, 这说明山下土壤风化作用较强, 游离铁/粘粒值随富铝化程度的增加而减少。

2�2 � 比较旺盛的生物积累

土壤有机质含量随海拔高度下降而逐渐减少, 其原因一方面与水热条件差异有关,同时还与人为干

扰程度相联系。土壤表层有机碳含量平均 51. 2( � 0. 21) g kg- 1( n= 15) ,最高可达 123. 3 g kg- 1 (表 5) ,

但有机质层不厚,通常在 10 cm 左右,最厚也只有 20 cm。C/ N比随海拔高度上升而变大, 山麓土壤 C/ N

为4. 7~ 10. 4, 山顶 C/ N为 14. 8~ 17,这是因为海拔高度高, 气温低, 矿化作用慢, 腐殖化系数低所造成

的。

因生物富集作用,MgO在土壤中主要表现为富集,富集量差异大,为- 10. 36% ~ - 233. 33%。集中

在- 10% ~ - 50%。CaO 和 P2O5在部分土壤中也有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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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土壤中不同形态( Fe)的含量

Table 4 � Contents of various forms of iron in the soil

山地名称

Locat ion

剖面号

(海拔)

Profile No.

Elevat ion(m)

发生层

Horizon

深度

Depth( cm)

Fet � Fed � Feo

( g kg- 1)

Fed/ Fet � Feo/Fed

( % )

Fed/粘粒

C1ay

九华山 九- 6( 180) Bt 12~ 60 44. 0 16. 2 3. 5 36. 9 21. 6 4. 1

九- 7( 820)
Bt1

Bt2

28~ 46

46~ 80

25. 2

25. 6

14. 6

13. 7

1. 0

1. 0

57. 8

53. 4

6. 7

7. 2

5. 0

4. 6

九- 8( 1230) Bt 42~ 70 36. 3 11. 1 5. 3 30. 7 47. 2 4. 4

黄山 歙 8( 300) Bt 4~ 60 42. 2 14. 5 2. 9 34. 2 20. 0 3. 5

歙 19(840) B2 45~ 60 30. 0 11. 6 2. 0 38. 6 17. 0 4. 8

皖 5( 1630)
B1

B2

20~ 65

65~ 100

41. 0

44. 9

17. 5

15. 1

13. 6

8. 8

42. 7

33. 5

77. 4

58. 5

5. 4

4. 4

歙 17(1640) Bw 19~ 29 30. 0 15. 7 11. 2 52. 3 71. 4 7. 3

牯牛降 祁 1( 500) Bw 19~ 74 25. 6 9. 8 4. 1 38. 2 15. 4 3. 0

祁 2( 900) B 44~ 70 28. 2 15. 9 1. 2 56. 58 7. 46 5. 5

祁 3( 1320) Bt 15~ 45 32. 8 18. 8 7. 7 57. 3 42. 1 7. 4

2�3 � 比较明显的淋溶作用

皖南山地土壤在湿润气候条件下, 土壤水分不断下移, 风化产物化学的和物理的淋溶作用都比较

强。随着海拔高度自高到低,粘粒含量逐渐增加, 山下土壤中粘粒下移明显, B 层粘化率大多> 1. 2(表

5)。土壤呈酸性至强酸性反应, pH 值 4. 5~ 5. 5。盐基淋失较多, B 层交换性盐基含量甚低, 一般< 5

cmol( + ) kg- 1, 盐基饱和度较低, 大多< 35% ,交换性铝占交换性酸总量的 85% ~ 95% ,说明已有相当数

量的铝离子进入交换性复合体,使铝饱和度明显升高。

为阐明土壤中物质的迁移规律,采用土壤元素迁移公式[ 13, 14]来表示元素的淋聚特征, 计算了土壤

和母质的迁移量。计算出的正值和负值表示在成土过程中, 土壤中某一元素对T iO2 的比值与母岩中某

一元素对 TiO2的比值相比, 确定该元素是淋失抑或是累积, 如其比值相比为正值,该元素是淋失, 负值

该元素是累积。SiO2 在土壤中表现为淋溶,迁移量差异很大,主要集中在 12% ~ 60% ,低于热带、南亚热

带土壤中硅的迁移量[16]。CaO 在土壤中的迁移量为 35. 03% ~ 81. 48% , K2O 的迁移量集中在 18% ~

70% , P2O5 的迁移量集中在 16% ~ 30%。无论是硅、钙、镁、钾、磷在母质中都表现为淋溶,迁移量都是母

质大于土壤。综上所述皖南山地土壤具有较明显的淋溶作用。

3 � 土壤系统分类依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 以定量化为特点,能与国际接轨的分类方案。按

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鉴别指标[ 9, 10] , 皖南山地研究的土壤剖面所具有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列于表 6。

3�1 � 诊断层

腐殖质表层 � 皖南山地土壤植被保护较好,有机碳含量能满足暗沃表层指标, 但土层浅薄, 厚度均

达不到暗沃表层要求。暗瘠表层仅出现在清 4号剖面, 位于山顶小平台。其他剖面均符合淡薄表层的

鉴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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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土壤剖面的诊断层与诊断特性

Table 6 � Diagnostic horizon and diagnostic characterist ics of soils profile

山地

名称

Location

剖面号

(海拔)

Profile

No.

Elevat ion
(m)

暗瘠

表层

Umbric

epipedon

淡薄

表层

Ochric

epipedon

雏形

层

Cambic

horizon

粘化

层

Argic

horizon

土壤水

分状况

Soil

mois-

ture
regimes

土壤温

度状况

Soil

temper-

ature
regimes

潜育

特征

Gleyic

features

腐殖

质特

性

Humic

prope-
rt ics

铁质

特性

Ferric

prope-

rt ies

富铝

特征

Allitic

prop-

erties

铝质

现象

Alic

evid-

ence

盐基

不饱

和

Basc

unsa-t
uration

石质

接触

面

Lithic

con-t
act

九华山 九- 6
( 180)

� � 湿润 热性 � � �

九- 7

( 820)
� � 常湿润 温性 � � � �

九- 8

( 1230)
� � 常湿润 温性 � � �

九- 9

( 1340)
� 常湿润 温性 � � �

黄山 歙 8

( 300)
� � 湿润 热性 � � �

歙 19

( 840)
� � 常湿性 温性 � � � �

皖 4

( 1410)
� � 常湿润 温性 � � � �

歙 6

( 1580)
� 滞水 温性 � � 未定 �

皖 5

( 1630)
� � 常湿润 温性 � � � �

歙 17

( 1640)
� � 常湿润 温性 � � � �

歙 5

( 1740)
� � 常湿润 温性 � � � �

清凉峰 清 3

( 400)
� � 湿润 热性 � �

清 2

( 800)
� � 常湿润 温性 � � �

清 1

( 1210)
� � 常湿润 温性 � � �

清 4

( 1680)
� 常湿润 温性 � � � �

牯牛降 祁 1

( 500)
� � 湿润 热性 未定 �

祁 2
( 900)

� � 常湿润 温性 � � � 未定 �

祁 3

( 1320)
� � 常湿润 温性 � � 未定 �

牯 9

( 1700)
� 常湿润 温性 � 未定 饱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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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雏形层 � 主要出现在山地中、上部, 在风化成土过程中基本上无物质淀积, 未发生明显粘化,但有土

壤结构发育的 B层。歙 19、歙 17、歙 5、清 2、清 1和祁 1 剖面符合条件。

粘化层 � 主要出现在山地下部和中部。有粘粒淋移淀积,首先土块结构面和孔隙壁上有明显淀积

粘粒胶膜存在;其次 B 层与 A层粘粒增量应是在均一母质上, 与上覆土层粘粒比 �1� 2, 皖南山地土壤,

A层粘粒大多在 15% ~ 40% , 绝对增量> 4% , 少数 A 层粘粒含量< 15% , 绝对增量> 3%。共有 9 个剖

面(表 6)符合粘化层鉴定指标。

3�2 � 诊断特性
按 Penmen 经验公式估算, 年干燥度< 1,但每月干燥度并非都< 1,皖南山地基带土壤为湿润水分状

况,九- 6、歙 8、清 3 和祁 1 号剖面属之。根据气温垂直递减率和降水递增率推算 ,并参考地表植被类

型,判定皖南山地海拔 800 m 及其以上地区的土壤水分状况为� 常湿润�, 共有 14 个剖面具有常湿润水

分状况,歙 6 剖面具有滞水土壤水分状况。

按山地气温垂直递减率和土温及气温关系推算, 本区海拔 770 m 以下为热性土壤温度状况, 山下

九- 6、歙 8、清 3 和祁 1号剖面属之。海拔 770 m 以上为温性土壤温度状况, 有 15个剖面属之。

腐殖质特性 � 除山下土壤(九- 6、歙 8、清 3和牯 1 剖面)和牯 9 剖面外, 都符合腐殖质特性指标,在

100 cm 深度内土壤有机碳储量�12 kg m- 2, 盐基饱和度< 50% , B层结构体表面有腐殖质胶膜。

铁质特性 � B层细土部分游离铁( Fe) �14 g kg- 1或游离铁占全铁 �40%。供试剖面九- 6、九- 7、

歙 8、歙 17、祁 2 和祁 3符合铁质特性鉴定指标。

富铝特性 � 主要出现在山地中部,粘粒SiO2/ Al2O3 � 2. 0,歙19、皖4和祁2 剖面符合条件。

铝质现象 出现在山地下部、中部和上部。阳离子交换量 CEC7�24 cmol( + ) kg- 1粘粒和下列条件中

任意2 项: pH( KCl浸提) � 4. 0;铝饱和度�60% ; KCl浸提 Al> 12 cmol( + ) kg- 1粘粒; KCl浸提 Al占粘粒

CEC 的 35%或更多。皖南山地土壤除牯牛降土壤剖面因缺少 KCl浸提 Al和 pH ( KCl)数据, 歙 6 剖面缺少

粘粒数据不能确定外,其他 14 个供试剖面均符合铝质现象鉴定指标。

盐基饱和度除个别剖面牯 9 外, 都< 50% , 为盐基不饱和土壤。歙 6 号剖面符合潜育特征鉴定指

标。歙 5、清 4、牯 9 剖面存在石质接触面。

4 � 供试剖面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制中的类别归属

根据上述确定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按照文献[ 9]和文献[ 10]进行类别归属 (表 7)。按照美国土壤

系统分类( 1998) [18] , 世界土壤图单元( 1988) [ 17] ,对部分供试剖面进行检索定名, 并与我国发生学命名

( 1998) [ 19]作对比,结果列于表 8。

5 � 讨 � 论

5�1 � 皖南山地土壤系统分类类别的垂直分布特点
皖南山地的成土条件和土壤类型在我国中亚热带北部湿润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综合四座山地

的研究结果,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制[ 9, 10]皖南山地土壤垂直谱为: 自下而上, 土壤类型(亚纲)依次为湿

润淋溶土(伴有湿润雏形土) � � � 常湿淋溶土(伴有常湿雏形土) � � � 正常新成土(伴有常湿雏形土) , 正

常新成土不仅在山顶,而且在陡坡有着广泛分布,局部地方出现滞水潜育土。四座山地由于经纬度差异

很小,土壤类型基本一致。但氧化物迁移富集量略有差异,表现在: SiO2 迁移量黄山> 牯牛降> 九华山,

Fe2O3 富集量九华山> 黄山> 牯牛降, Al2O3富集量黄山、牯牛降> 九华山。

5�2 � 与福建、江西山地土壤比较

福建武夷山纬度比皖南山地低近 3度, 两者主要差异表现在: ( 1)武夷山土壤[ 20]在海拔 900 m 以下

为富铁土,皖南山地为淋溶土和雏形土, 未出现富铁土。( 2)武夷山山顶土壤主要为雏形土, 皖南山地则

主要是新成土,伴有少量雏形土。( 3)武夷山土壤具有富铝特性的土壤多,有铝质现象的土壤少, 具铁质

特性的土壤也少,而皖南山地土壤具有富铝特性的土壤少, 具有铝质现象的土壤多,具有铁质特性的土

壤也比武夷山土壤多。( 4)同海拔高度粘粒硅铝率武夷山土壤< 皖南山地土壤。上述差异说明武夷山

土壤的风化程度和富铝化过程要比皖南山地土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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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供试剖面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归属

Table 7 �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il profiles in the Chinese Soil Taxonomy

地形部位

Landform site

剖面号(海拔)

Profile No.E1evat ion

( m)

土纲

Order

亚纲

Suborder

土类

Group

亚类

Subgroup

山地下部 九- 6

(180)
淋溶土 湿润淋溶土 铝质湿润林溶土 黄色铝质湿润淋溶土

歙 8、清 3

( 300) ( 400)
淋溶土 湿润淋溶土 铝质湿润淋溶土 普通铝质湿润淋溶土

山地中部、

上部

皖 4

( 1410)
淋溶土 常湿淋溶土 铝质常湿淋溶土 强度铝质常湿淋溶土

湿淋溶土
九- 7、九- 8

( 820) ( 1230)
淋溶土 常湿淋溶土 铝质常湿淋溶土 腐殖铝质常湿淋溶土

歙 19

(840)
雏形土 常湿雏形土 铝质常湿雏形土 强度铝质常湿雏形土

清 2、清 1

( 800) ( 1210)

歙 17

( 1640)

雏形土 常湿雏形土 铝质常湿雏形土 腐殖铝质常湿雏形土

歙 6

( 1580)
潜育土 滞水潜育土 简育滞水潜育土 普通简育滞水潜育土

山地顶部 歙 5

( 1740)
雏形土 常湿雏形土 铝质常湿雏形土 石质铝质常湿雏形土

清 4、牯 9

(1680) ( 1700)
新成土 正常新成土 湿润正常新成土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九- 9

( 1340)
新成土 正常新成土 湿润正常新成土 普通湿润正常新成土

� � 注:剖面祁 1、祁 2、祁 3因缺少交换性 Al、pH ( KCl)数据,所属土类尚难鉴定,故在系统分类中未作归属

表 8 � 部分供试剖面在不同分类制中的类别对比(亚类)

Table 8 � Types of some soil profiles in diff er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s (subgroup)

剖面号(海拔)

Profile No. Elevation

(m)

发生学分类[19]

( 1998)

Genet ic classif ication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10]

( 1999)

Chinese Soil Taxonomy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18]

( 1998)

U. S. Soil Taxonomy

世界土壤图图例单元[17]

( 1988)

FAO/ Unesco

歙 8

( 300)
黄红壤

普通铝质湿润淋溶土

Typ-Al-i Udic Luvisols

老成弱发育湿润淋溶土

Ult ic Hapludalfs

铁质高活性强酸土

Ferric Alisols

九- 7

( 820)
黄壤

腐殖铝质常湿淋溶土

Hum-Al-i Perudic Luvisols

老成弱发育湿润淋溶土

Ult ic Hapludalfs

普通高活性强酸土

Haplic Alisols

清 1

( 1210)
暗黄棕壤

腐殖铝质常湿雏形土

Hum-Al-i Perudic Cambisols

典型不饱和湿润始成土

Typic Dystrudepts

不饱和雏形土

Dyst ric Cambisols

皖 5

( 1630)
棕壤

腐殖铝质常湿淋溶土

Hum-Al-i Perudic Luvisols

老成弱发育湿润淋溶土

Ult ic Hapludalfs

普通高活性强酸土

Haplic Alisols

牯 9

( 1700)
山地草旬土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Li-t Ud-i orthic Ent isols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Lithic Udorthents

不饱和薄层土

Dyst ric Leptos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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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西庐山纬度比皖南山地低 1度,按黄瑞采[21]、江西红壤[ 22]报道经计算得知, CEC7> 24 cmo1( + ) kg- 1粘

粒,不符合低活性富铁层的鉴别指标, 无富铁土。土壤类别有淋溶土、雏形土、新成土和少量潜育土, 与

皖南山地土壤垂直分布趋势基本一致。但两者也有差异,表现在庐山土壤游离铁含量[ 22]比皖南山地土

壤高,皖南山地土壤并非所有剖面都具铁质特性。

5�3 � 对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类别鉴定的修订建议
按照文献[ 10]类别鉴定提出如下修订建议。

( 1) 在亚热带湿润气候条件下, 尤其在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过渡地区, 发育成淋溶土的可能性较

大,淋溶土鉴别也就成为亚热带土壤系统分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分布在山地丘陵的土壤,由于遭受侵

蚀,剥蚀作用原表土层(淋溶层)往往被冲刷, 使心土层出露在地表, 致使 B 层粘粒含量比值达不到 1�2

的指标,粘粒绝对增量也达不到要求, 但在土壤结构体表面仍存在明显的淀积粘粒胶膜。因此, 建议调

整淋溶土检索顺序,把大形态上结构体表面有明显粘粒淀积胶膜放在第一,即把最重要鉴别指标放在首

位,将粘化率�1�2, 粘粒绝对增量和厚度指标放在第二位, 这样在检索时比较清楚,也不容易产生误解。

( 2) 在常湿淋溶土亚纲之下在文献[ 10]中未设铁质常湿淋溶土土类。皖南山地土壤中有 7 个剖面

具有铁质特性,因 7 个剖面又具有铝质现象,在归属时都归入�铝质�土类。如只有铁质特性,没有铝质

现象的土壤,由于目前没有� 铁质�土类, 只能归到� 简育�土类。在文献 [ 9]中设立了铁质常湿淋溶土土

类。建议应恢复铁质常湿淋溶土土类。

( 3) 发育于亚热带山地中、上部的淋溶土和雏形土, 有些土壤在强淋溶作用下, 使粘土矿物中含有

一定量的三水铝石,使粘粒硅铝率 � 2�0,具有富铝特性[9, 10] , 在常湿淋溶土亚纲下, 将有富铝特性的土

壤单独列入� 强度�土类,而在湿润淋溶土和常湿雏形土、湿润雏形土亚纲下未设�强度�土类,使具有富

铝特性的土壤只能归入�其他�土类,建议同样也应增设� 强度�土类。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在广泛应用后,不断修订,使之更加严密和完善。

致 � 谢 � � 本文承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陈志诚先生指导。土样分析得到浙江农业大学、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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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NOMIC CLASSIFICATION OF SOILS IN THE MOUNTAIN

REGIONS IN SOUTH ANHUI

Gu Ye-ping � Liu B-i rong

(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 Anhui � 241000, China )

Wang Gen-fa � Hu Luo- sheng

( Soil Fertilizer Station of Huangshan City, Huangshan , Anhui � 245000, China) �

Huang Xuan-zheng

( Soil Fertilizer Station of Shexian County, Shexian, Anhui � 245200, China )

Summary

This paper deals mainly with soi-l forming factors and characters of the mountains in South Anhui.

According to the � Chinese Soil Taxonomy ( Revised proposal)� , and the � Chinese Soil Taxonomy ( theory-

method- practice)� , diagnostic horizons,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ibution in soil taxonomic class-i

fication of nineteen soil profiles distributed vertically in the mountain regions. Results showed that Udic

Luvisols (Udic Cambisols) , perudic Luvisols ( perudic Cambisols) and orthic Entisols ( perudic Cam-

bisols) were distributed in sequence from foot to top. Comparisons were also made with the soils in the

mountain regions in Jiangxi and Fujian in terms of attribution in the Chinese Soil Taxonomy and between

attribution of the soils in different soil classification systems.

Key words � � Soil taxonomy , Diagnostic horizon , Diagnost ic characteristics , Mountains in South

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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