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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碱土的发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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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裂碱土

作者近年在对 昆仑山一可可西里山区考察中发现在海拔 , 。。。m 左右的高原 面 上有

桩土发育
,

从而首次揭示了我国存在高原碱土
。

它主要分布在湖泊边缘
、

河流阶地
、

古湖

挂地及洪积一冲积扇上
,

分布比较零散
。

高原碱土与低海拔碱土一样
,

具有明显的碱化

层
,

土体紧实
,

梭柱状或柱状结构发育
,

声 > 9
.

2
,

钠碱化度 40 外 以上
。

根据不同发育阶段
,

分免裂碱土
、

普通碱土两个亚类
。

碱化土壤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很广
,

从森林草原到荒漠草原及荒漠带内都有分布
〔1J 。

在

我国从东部的黑钙土区
、

栗钙土区到西部的棕钙土
、

灰漠土区都发育有碱土
。

但迄今未曾

见到青藏高原有碱土的报道
。

1 9 8 7一 19 9 。 年作者参加中科院喀喇昆仑山一昆仑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发现 在 海 拔

5 0 0Om 左右的高原面上有碱土发育
。

它主要分布在湖泊边缘
、

河流阶地
、

剥蚀台地
、

古老

的洪积一冲积扇和新近露出水面的粘质湖积物上
,

母质有湖积物
、

冲积物及洪积物 等
。

通

常呈斑块状插布在草原土和寒漠土等土壤中
,

总面积不大
。

而碱化土壤则分布广
、

面积大
。

对于碱化程度的分级
,

指标未尽统一
。

我国长期以来都把钠碱化度 > 20 务 作为划分

碱土的指标
,

并要求地表和淋溶层含盐量不超过 59 / k g
。

近年新疆的土壤工作者把钠碱

化宣 > 40 肠 作为划分碱土的标准田。

在《宁夏土壤》一书中
,

把碱土表层的含盐量上限放

宽到 1 0 9 / k g 左右
,

并把它划为盐渍化龟裂碱土 国。

无疑
,

这一指标比较适合漠境地区碱

土的形成条件和基本特征
。

由于昆仑山区海拔高
,

气候寒旱
,

降水虽不 多
,

但多以雪
、

雹等固体形式降落
,

易渗人

土城
。
高原上土壤冻结期长

,

永冻层 出现部位高
,

阻碍水分下渗
,

致使土壤淋溶过程减弱
,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支持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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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盐不彻底
。

同时
,

高原的成土风化壳原始
,

土壤中易溶盐未被淋脱
,

特别是位于湖泊边

缘或浅洼处的龟裂碱土
,

因其地势低
,

常有来自高处的地表散流汇经于此
,

随之也得到盐

分补充
,

使表层 2一 3c m 的盐分含量相对较高
,

这正是高原碱土的特点
。

同时
,

高原土城

除粘重的湖积物母质外
,

大多数粗骨性强
,

有机质和胶体数最少
,

阳离子交换里和交换性

钠的绝对量不高
。

为此
,

我们把钠碱化度 > 40 关
,

表层含盐t 上限 10g Zk g 作为划分高原

碱土的标准
。

根据高原碱土的不同发育阶段
,

分龟裂碱土和普通碱土两个亚类
。

一
、

龟 裂 碱 土

(一 ) 分布及形成亲件

龟裂碱土在高原上分布不广
,

因它必须具备二个基本条件 : 一是碱性强
,

盐分含t 不

能太高 ; 二是质地粘重
,

地表露显龟裂
。

因此
,

主要分布在湖泊边缘新近 出露水面的平缓湖

摊地〔图 l 中(一)」或被湖堤围成的小碟形洼

地 [图 l 中(二) ]中
,

由于它们仅高出湖面数

十厘米
,

而低于周围其它地方
,

时有来自高处

的地表散流汇经于此
,

加上冰雪融水和降水
,

促使土壤产生一定淋溶作用
,

并携来少量细

土和盐分盖积于地表
,

加上新近出露的湖积

物 原来就含有盐分
,

适逢地面高出湖面不多
,

受湖水顶托
,

土壤盐分不能深度淋移
,

故表层

含盐t 较高
,

具有盐化特征
,

应为盐化龟裂碱

乒出属
。

年复一年的细土覆盖
,

组成了粘细的

成士母姗
,

并塑造成光裸平坦
,

不长植物
,

龟

裂缝满布的地表形态
。

所以
,

龟裂碱土主要

通过地面间歇水的淋溶使盐化土壤产生脱盐

而碱化 [3] 。

(二) 土镶性态

龟裂碱土的地面形态似同龟裘土
,

地表

光滑平坦
、

紧实
、

无高等植物
,

仅暖季地面短

哲潮湿时
,

生长一些藻类和地衣
,

干时成黑褐

色薄脆结皮
。

地表布满多角形龟裂缝
,

一般

裂块直径 7一 1 0 c照
,

缝宽 2一 , m m
,

深 3一

簇簇剔藏汁汁

纷纷漏厂厂

岁岁价准准
(一 X 二) 龟裂碱土

(三) 普通碱土

图 1 高原碱土分布示惫图

, cm
。

剖面分化简单‘大致自上而下分结壳层
、

碱化层
、

过渡层和母质层
。

表层结壳的

厚度大致与龟裂缝深度相仿
,

一般在 3一 sc m 之间
,

土体紧实
,

地表常有 0
.

, 一 I c m 致密的

结皮层
,

其下为弱片状或鳞片状结构
,

稍显红棕色
,

蜂窝状孔隙较多
。

碱化层紧实致密
,

呈

梭柱状或柱状结构 : 结构面上有暗色胶膜
。

它的 出现部位因土坡淋溶程度较弱
,

脱盐不深
,

而比普通碱土高
,

甚至表层即具有很高的钠碱化度和 pH
。

过渡层比较紧实
,

块状结构
,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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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层理隐约可见
。
母质层多为湖积物

,

常有棕色锈斑或兰灰色潜育斑
。

龟裂碱土的理化性质主要是质地粘重
,

闭结紧实
,

枯粒含盆超过 3 00 一 40 0 9 / kg
。

碱

性强
,

碱化层 声 > 9
.

4 ,

钠碱化度 > 40 外
。

盐分含量相对较高
,

表层可接近 10 9压g 。

其

下各层 < 勺 /k g 。

有机质含云较低
,

一般 < 1 0 9 /k g 。

如表 1 所列 : 该剖面采 自玛章错钦

溯畔
,

海拔
·

4 6 8 0 m
,

枯粒含量达 3 80 一 62 09 / k g
。 p H g

.

2一9
.

9 ,

钠碱化度
,

表层高达 91
.

9 %
,

卞层也有 , 7
.

7外
。
表层盐分含最 8. 6 1 9 /kg

,

往下降至 2
.

2介/k g ,

有机质含t 11
.

o g/ k g 以

下
。

二
、

普 通 碱 土

(一 ) 分布及形成级件

普通碱土比龟裂碱土分布广
,

在草原土
、

荒漠化草原土
,

甚至在寒漠土区都可以出现

碱土
,

而且相对位置也比龟裂碱土高
,

它主要分布在河
、

湖阶地
,

洪积一冲积扇上部及残积

台地上
,

这些相对较高的地方
,

历史时期 曾是地势低佳的积盐地
,

后因地面抬升
,

湖面退

缩
,

河流下切或改道
,

低地渐成高地
,

由于长期处在降水和冰雪融水引起的土壤淋溶作用

之下
,

造成土壤脱盐而碱化
,

地面开始生长植物
,

向草原化或荒漠化方向发展
。

如留
、

l( 三 )

农 2 普通玻土的理化性质

深度 卜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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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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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

该剖面所在地已高出湖面 2一 3 m
,

地面有植物生长
。

(二) 土族性态

普通碱土的地面特征与龟裂碱土完全不同
,

除生长有植物外
,

常复以少量小砾
,

或有

复砂现象
,

仅在植株之间稍显龟裂
。

此外
,

尚有下述特征
:

1
.

层次分化明显 : 龟裂碱土没有腐殖质层
,

但普通碱土大多数已有较明显的腐殖质

层
,

根系较多
,

有机质含量 1 2
.

1 9 / k g; 其下为过渡层
,

有少量根系
,

比较紧实 ;碱化层一般位

于过渡层之下
,

较龟裂碱土为深 (见图 2 )o 同时
,

在冻融和干湿交替影响下
,

出现有垂直

裂缝
,

结构面上有暗褐 色或黑褐色胶膜
。

碱化层之下常接母质层
。

2
.

土壤含盐量少 : 普通碱土因脱盐时间长
,

且较彻底
,

表层含盐量低于 5 9 / kg
。

如表

钠碱化度怕 全盐 (g /kg ) CO孟(e m o ll掩 )

〕〕 的 ICCCCC ) 5 ]]]

渊渊渊渊渊渊渊丁丁丁丁丁尸尸尸
�E召侧转

月月月
全盐 (‘zk : ) O址 ( e m o 】扭目

{{{{{
(日‘�翻转

(一)

图 2

龟裂碱土 (二) 普通碱土

高原碱土的主要特性



土 城 学 报 2 , 卷

2 所列
,

表层 0一2 ‘m 含盐量 3
.

0 4 9 / k g
,

往下降至 1
.

5 8 9 / k g
o

3. 土坡质地变幅较大 : 如前所述
,

龟裂碱土质地粘重
,

而普通碱土的质地则变幅较

大
。

如表 2 所列
,

成土母质为湖积物
,

粘粒含量高达 365 一6 2 9 9压g 。

凡发育于冲积物或

洪积物上的则质地较粗
,

如采自中昆仑洪积一冲积扇上剖的碱土剖面
,

粘粒含量 。一 2 1‘m

丸J O3一 15 3
.

9 / k g
, 2
一

7 5 。m 只有 3 4一3 6 9 / k g
。

现以采 自可可西里湖阶地上的普通碱土为例
,

其海拔高度 斗8 0。。
,

植物有青藏苔草
,

垫状驼绒袭等
,

盖度 30 务
。

主要理化性质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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