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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土壤的垂道分饰和基本性鬓

戴昌逢 丈振旺 张俊民 方丈哲 毛慕永

中 团 科 鬃 院 土 壤 研 究 所

黄山位粉畏江下游皖南款瓢境内
,

豹居北释
“

和束翘
。 ,

虚在我团亚熟带向暖

温带遇渡的地匾
,

因此黄山土壤的研究
,

势缭解是江下游的土壤频型以及箫澄我团苹中地

匾的土壤水平分怖舆垂直分怖都具有一定的意羲
。

在遏去的少数文献中也曾敲到遇黄山的土壤
,

如梭颇在
“

中团之土壤
”

中指出
,

黄山有

幼年灰化棕壤
、

幼年杠壤
、

幼年黄壤 黄瑞采等所著的
“

徽属五瓢土壤概况了一文中曹描述

了黄山南麓逍各亭附近的幼杠壤剖面
,

山徽上部的土壤 未提及 周耙偷著
“

黄山自然概

况
”

一文势黄山土壤的垂直分怖报滇较焉群翘 自上而下分怖着山地草甸土
、

高山沼泽土
、

棕色森林土 灰化棕色森林士及酸性棕色森林土
、

杠壤性土壤 灰化杠壤
、

幼杠壤 和酸

性冲猜物幼年土等
,

疽些文献中大部都是野外剖面溉察的描述及筒翠的分析桔果
,

不可

能全面地瞪解土壤的内在性鬓
,

因而就戴粉正榷阐明黄山土壤的登生频型
。

焉此
,

我们龄

年 月简去黄山遭行野外考察
,

回所援着手室内分析研究
,

封黄山土壤的垂面分怖

和主要土频的基本性臂有初步瞪解
,

兹将研究拮果报滇焚援
。

一
、

土壤形成的自然倏件

黄山是一巍峨多攀的山徽
,

主要篇侏碾耙粗粒花岗岩侵入艘所粗成
,

地势陡峻
,

多愚

崖峭壁
,

最高岑海披
,

米
,

山麓地带披海高度篇 多米
,

相封高差连
,

米
,

所以

山上舆山下具有迥然不 同的土壤形成倏件
。

山徽下部
,

氟候温暖混润
,

冬季每月平均温度都在
“

以上
,

全年至少有 侗月的平

均温度超遇
“ ,

年雨量豹焉
,

毫米
,

主要集中龄 一 月
,

但没有明顾的旱季
,

多深

壑狭谷
,

地形不甚阴朋
,

常涌漫霎露
,

故相野混度较高
,

檬很旦大肇生物系季生 年在

黄山生彦育替待所做的测定
,

月份的非下雨天
,

山徽下部的相野潺度大豹 一
,

由

赞冬季温暖又骊明颖旱季
,

空氟棍消
,

所以亚熟带的常椽朋案榭〔如耙集青同裸 脚

夕 坛 “
,

甜捕 云 妈 , 云 犷 落等〕以及只生是龄暖棍地匾的茶榭
、

毛竹等

植物都生畏良好
。

山坡南麓花岗岩侵入骼漫椽
,

兑有束北走向的震旦耙椽色硬千枚岩
,

燮臂砂岩及覆薰

粉花岗岩
、

千枚岩上的杠土唇
,

雕然有某些地方 如迫遥亭 植被破壤
,

表土遭受侵散
,

杠土

露出地表
,

但慷我们的溉察
,

黄山山徽下部所晃的扛土一般在 厘米以内已逐撕斡燮焉

棕黄色
,

疽靓明杠土已不是现代成土担程的崖物
,

而是母鬓
。

山徽上部
,

氟温降低
,

雨量增高
,

如按升高
’

米氟温降低
“

推算
,

 上部年平

在工作遏程中
,

承焉溶之
、

熊毅
、

黄瑞采等先生提供矍壹意兑业予斧正
,

特致衷心惑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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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温度大豹
“

左右
,

最熟月均温
、

月 豹
,

全年中可能有 一 侗月的平均温

度在
“

以下
,

狮子徽一带 拔海
,

爵米 月阴始下雪
,

冰凉期是篷 一 月可以蹬

明
。

至粉降水量
,

维燕氟象祝摄可背参考
,

但根檬江西厦山枯徽年雨量篇
,

毫米推

测
,

 黄山上部的年雨量在
,

毫米以上赏然疑尚
。

由粉冬季寒冷
,

常碌榭不能生存
,

形成钝夏椽林带
,

主要榭撞有 鹅耳握 抓件哪
艺 乞 和黄山木葡 夕” 艺 万艺 玄 等等

。

在夏禄林带以上
,

因山夙很大
,

且冬

季寒冷
,

畏期覆雪
,

所以木本植物不能充分向上登育
,

形成山地矮林亚带
,

除夏椽小吾

木外
,

遗有部分灌木
,

主要榭桓有 黄山裸 咖仰姗 加叨衅成落
、

茅栗 抓挑
口城铃乞落

、

白檀 , , 乙  , 妈乞肠 云 、

安徽杜鹃 ” 。

徙以上氟候情况来

看
,

黄山上部赏篇温带氟候
,

冬季较康寒
,

但夏季遣算暖熟
,

尤其在太踢赏空
,

直照地面峙
,

辐射熟量相富高
,

疽势土壤的夙化遇程和生物遏程都有重要影馨
,

特别愿敲提出 山徽上

部雨量很高
,

土壤受强烈淋溶
,

疽二默都很不同粉苹北及欧美的典型棕壤带的氟候倏件
。

光明顶
、

平天虹一带的山顶平台和坡地上 拔海豹
,

一
,

米以上
,

氟候更冷
,

山

夙很大
,

木本植物谨残留侗别旬生状灌木
,

主要分怖着多年生草本植物
,

有凝姿氏草
。

艺 乞。, 乞。 乞二亡 艺
、

鼠翅草 夕 落、、 饥。 云落 , 等
,

覆盖度建
,

草高一般

一 厘米
,

形成密茂的亚高山山地草甸景溉
。

山填西海四的分水徽附近有小片霍地
,

雨旁山坡来水易停精龄此
,

排水不良
,

生是沼

泽植物拿落
,

沼浑中心畏焉鬃根 莎草科
,

禹鬃根之分孽筋生龄地面之上
,

形成踏顽 高

篷 一 厘米
,

踏殖简畏有金矣蒸和水幕
,

粗成酥软富弹性的蔑状屠
,

厚度豹有 厘米
,

沼泽篷椽具生畏野古草
、

芒等耐潺性较差的草频
。

黄山松的主要分怖簌圃在拔海
,

米以上
,

常散生粉岩稚
、

石壁之简
,

或舆背案榭及

草本植物混推
,

只在眉毛塔下看到郁阴较好的林相
,

但松卦醛落物的覆盖度也很小
,

野土

壤生成癸育 续突出影馨
。

黄山土壤
,

除山下部的黄壤有小部分臀育龄杠土和千枚岩以外
,

其他全都是登育粉花

岗岩母臀
。

花岗岩保酸性岩石
,

含碱金属
、

碱土金属不多
,

疽野酸性士壤的癸育是有利的

倏件 同待由粉土壤母胃的一致
,

在比较山上山下各桓土壤的性臂
、

物臂移勤状况睛有

共同基磁
,

易龄靛明简题
。

由粉黄山地形陡峻
,

岩石夙化艘和土屠峙常侵触移勤
,

所兑到的土壤坐乎都受坡猜的

影馨
,

含石碟颇多
,

土壤筒虚在幼年峙期
,

是在衬希土壤性臂和分颠待愿予考虑
,

因焉一侗

土频的臀的特微是孩土频土壤形成遇程的量的累精
,

士壤的癸育峙简的畏短必然曹影馨

到它的臂的特微的表现程度
。

黄山保存着明颖的冰川地形
,

檬李四光的研究
,

黄山曹焉厦山期冰川覆蓝
,

山坡南麓

范卷亭一带所兑的杠土多分怖在冰磺物上
,

疽桓杠土可能是在最近一次冰川以援的某捆

乾熟特期所形成
。

疽佃有意羲又很有典趣的周题
,

简待淮一步的研究
。

二
、

黄山主耍土撷的基本性霄

土壤的基本性臂是和土壤癸生
、

土壤形成的自然修件密切珊系着的
。

在黄山的不同

高度
,

生物氟候修件是不同的
,

因而登育了不同的土壤
,

主要有山地黄壤
、

山地黄棕壤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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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草甸土
、

山地沼浑土等主要土频
。

山地黄续 是橄士壤分怖在山徽下部 南坡
,

米
,

北坡
,

米以下
,

植被是

常椽朋案林和常碌夏椽混交林
。

成土母臀主要是花岗岩夙化艘
,

也有癸育敖第四耙杠土

和灰椽色千枚岩上的
。

代表剖面探自黄山北坡松谷奄附近 黄山 鱿 拔海 米
,

坡度焉 一
。 。

一 厘米
, 。

未腐绷之枯枝落集
。

一 厘米
。

半腐绷之枯枝落菜
。

一 厘米 暗灰色
,

碟霄中壤土
,

韧粒肤精雄
,

疏髯
,

含多量植物耙根
。

一 厘米 黄灰色
,

裸臂中壤土
,

粒肤
一
国瑰桔礴

,

较上屠稍戛攀育
,

根系减少
。

一 厘米 棕黄色
,

碟臂重壤土
,

囿瑰
一

核肤精搏
,

紧宣
,

谨有些主根
。

一 厘米 淡棕黄色碟弯中壤土
。

表 , 山 地 黄 镇 黄 山 鱿 的 雄 械 粗 成

探檬深度 碟鬓部分 土 粒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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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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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的楼械粗成表明敲剖面中部粘粒颖著增高
,

我团南方山地森林植被下癸育的土

壤挑乎都有是核现象
,

是可能是土壤中的原生舆次生破物受到深刻的夙化
,

形成粘粒
,

随

穆透水往下移勤而殿覆龄剖面中部
。

表 山 地 黄 续 黄 山 筑 的 化 攀 分 析 桔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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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的数慷可看出敲土壤吸收容量不高
,

士壤吸收腹合艘高度不鲍和
,

土壤反履酸

性
,

酸度主要是由活性貂所引起(表屠因有楼臂含量高
,

故代换性氢较高)
。

表 3
、
4 表明

,

土骼二三氧化物的含量比母岩增高
,

尤其是三氧化二绍增高较多
,

土壤

腰艘( < 0. 00 1 毫米 )矽戴绍率谨焉 1
.
6 ,

具有比较明颖的富绍化现象
,

而堕基RlJ 遭受淋失
。

徙谬艘的差熟分析曲校(圆 l) 看出
,

可能存在的粘土磺物是卦截破(31 0一320
OC 有吸熟反

愿)及然定形矽腰 (150
“
C 有吸熟反愿 )等

。

可以推想在温熟潺消的氟候侏件下以及在有

楼酸的作用下
,

岩石夙化很割烈
,

原生破物(绍矽酸镬)遭受破壤
,

彦生游雕的矽
、

截
、

绍的

氧化物
,

氧化截舆氧化铝更舆水桔合形成含水的截绍碳物
,

使土壤呈现黄色
。

2

.

山地黄棕坡 运植土壤分怖在山徽上部 (1
,

1
50 一1

,
6

50 米 )
,

植被焉夏释林和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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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山 地 黄 坡 (黄 山 10 筑) 的 化 早 粗 成

探檬深度 烧失量

(% )

估 灼 情 徒 乾 物 鬓 (% )
}

分 子 比

厘米 ) 5 10 : A I:0 :}F e
:0 : C a o 5 10 :/A I

:0 : 5 10
:
/F
e:0 : 5 10 ,

/ R
:

0
:

产n脚勺,‘
27

连
.
亡�Jb八”,‘

已

…
,

�

U

n石7
‘
1一勺口‘

3347
,d

40
与O1U,一‘了

‘

6

J

O
J牙

.舀

…
65口亡�b,乙

,止

矛
O
U曰哎U,
、
�

5
4

,口,‘
4
IJ八Unll八UnU,

1
4 一10

14一21

30一刁 0

8 0一90

母 岩

12 95

8
.
2 1

5
.
64

4一

7
0

0

.

2
9

3

.

8 0

M

g
o

0

一

5 5

0

一

4 8

0

一

4 9

0

.

5
6

0

.

8 8

P

:

0

。

0
.
0 4 3

0

.

0 3 6

5
.
5 4

4
.
9 8

4
.
8 7

5
.
4 2

9
一

3 3

4

,‘�石O八�”�
‘斗

…
左
‘心亡J兮

2

.

6 8

,J,Jn,�C,1声
O,月

4

声

b
伪占
..

…
O子八nJ月Jn�八曰,l,‘,‘内乙

劝.几

0

1尹1nU

O

,‘d,且,二nn, 100

.-

:

,‘
0
IJO少一 曰仁了,一‘r

‘

6
1
尹.

表 4 山地黄坡(黄山 怕 振)肥挂部分( < 0. 001 奄米)的化跟粗成

探 搽 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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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林
,

母岩焉花岗岩残精
一

坡猜物
。

兹零夏摄林及矮林植被下癸育的代表剖面各一来靓明疽毽土壤的基本性臀
,

前者(黄

山 9髓 )探 自白鹅徽下
,

披海豹 1 ,

4
50 米

,

坡向西南
。

俊者(黄山 6鱿 )探 自狮子徽南
,

拔侮

豹 1
,

70
0 米

。

黄山 9鱿的剖面形熊如下
:

。一2 厘米 A0
。

未腐绷之枯枝落案
。

2 一4 厘米 A 。

半腐佣之枯枝落秦
。

4 一 11 厘米 A 晤棕灰色
,

碟臂中壤土湘联立
一

小圃瑰桔簿
,

疏髯
,

植物根重粱桔成屠
。

11 一19 厘米 A B 淡灰棕色
,

碟臂中壤土
,

粒肤
一
囿瑰桔椿

,

稍聚宣
,

根系少
。

19 一47 厘米 B 黄棕色
,

碟臂中壤土
,

圃瑰
一

小核肤桔捞
,

稍聚育
,

根系更少
。

47 一100 厘米 BC 黄棕色
,

碟育中壤土
,

图瑰
-
核肤桔椿根系很少

,

谨有少静纂竹根可伸入

80 厘米深虚
。

黄山 6鱿的剖面形熊如下
:

0一2 厘米 A 。。

未腐绷之枯枝落秦
。

2 一4 厘米 A 。

半腐绷之枯枝落集
。

4 一16 厘米 A 晤棕灰色
,

碟育中壤土
,

栩粒桔捞
,

疏髦
,

植物根重攫桔成屠
。

16 一28 厘米 AB 淡灰棕色
,

中壤土
,

粒肤
一

小囿瑰桔椿
,

稍繁育
,

根系较少
。

28 一58 厘米 B 黄棕色 中壤土
,

圃瑰
一

小核肤桔簿
,

稍聚置
,

根系更少
。

58 一85 厘米 BC 淡黄棕色
,

碟臀重壤土
,

国瑰
一

核肤桔搏
,

根系更少
,

谨有少静灌木根
。

表 5 山 地 黄 徐 维 (黄 山 9 筑) 的 雄 械 粗 成
*

探 檬 深 度

(厘米)

碟鬓部分 (% )

> 3毫米

土 粒 部 分 (% )

0.25一0
.
01毫米

< 0. 001 毫米

4一11

11一19

30一40

65we 80

333一l毫米米 1一D. Zs 毫来来

1114 8000 26
.3000

1117
,

0 111 2 2

.

6 222

111
2 8 000 2 3

.

9
555

222 8 0 000 2 1

.

8 000

o

·

0 1 一0
·

0 0 1 毫米

13!
19.4。

} 8 5

2 7
一

3 5

2
1

.

0 5

2 5

.

3 0

1 8

.

2 0

1
3

.

7 6

1
4

.

4 2

1
4

.

8 5

1 6

.

5 5

1
4

.

5 0

用吸管法
,

由施守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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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表明
,

山地黄棕壤士艘中粘粒含量增高不及山地黄壤明颖
,

是可 能是 由粉所

虑地形部位高
,

氟候较冷撮
,

夙化遇程弱
,

故粘土形成作用不及山下部的黄壤强
,

但粘粒

(< 0
.
00 1 毫米 )晕竟有一定的含量

,

歌明疽桓土壤在夏季炎熟棍渭的氟候倏件下
,

原生破

物的分解舆女生碴物的合成作用是有一定的强度的
。

表B 山 地 黄 捺 粗 的 化 攀 分 析 枯 果

探檬深度}吸爆水 {有栈鬓
pH

吸 攻 性 堕 基
(毫克赏量 /100 克土)

吸收容量 活性绍
** 代换性氢

**

C /N (毫克富量/J (毫克富量/{(毫克富量

(厘米 ) ( % ) 一(% ) H :0 K C I C a斗+ M
g 什IC

a
++ 十M g

++
100 克土) 100 克土 ) 100 克土)

n�,乃
4

,1
1

0

4 一11

11—19

30一40

65一80

4.29

3.US

10
.
53

5.54 ::

.

:

4.90

5
.17

5
.
50

5
.61

4
.
04

4.16

4.34

4.39

1.47

0
.81

0
.
52

0
.68

2
.41

1 64

1.21

1.40

21
.18

15.78

12 95

10
.14

2
.
58

2
.45

2
.61

2
.70

0琦4 0
气占n,,‘n,OC

6
一了n八CU11n�

肠22飞d,J

之O,1nll
O
产之0

0
厂曰、舀

…
,一,‘,
工,l,二0

0
,
�

O
C,no一‘

:

翻
.

,
l几目nU
n
�心亡,儿nUO口乙U八1112tU.

…
,胜, .
n
U
n
�

0
,‘左
‘
C曰, .‘,孟左
.
1目

…
户

J件月,
4
孟咔

5 —12

16一28

35一45

60一70

10.50

5.10

15
.0

11.0

5
.19

5
.10

5.34

5.30

1
;_96

}

16.19

14,

3
5

1 0

.

1
2

2

.

3 8

2

.

0
3

1

.

8 6

0

.

1 3

0
0 4

0

‘

0
3

肠璐1001
‘斗1口,八,口

剖面髓嫣一黄山9赣一黄山6髓

* 吸收容量
、

吸收性篮基均按 re 两p 。成刀 淋洗法
。

* *

活性绍
、

代换性 H 按 C 。肋加
:
平衡法

。

裹 7 山 地 黄 棕 镇 的 化 雄 粗 成

59
.
53

56.66

50
一

0 2

4 3

.

7
5

剖剖面面探漾深度度 烧失量量 估 灼 烧 馒 乾 物 置 (% ))) 分 子 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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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0

:
/ A I

:
0
:::
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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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55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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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44 5 4

.

3 111 6
.
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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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7 16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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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777 0

.

6 444
0

.

3 888
0

一

4 222
U

.

U 6 888 7

.

3 777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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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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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 3 0 一4000 6.5444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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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44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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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4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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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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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11 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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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2 5

.
0444 0

.
2555 0

.
5111 0.400000 7.2000 37 7000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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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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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黄 5一122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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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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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2 0一

7
444 0

一

5 0000000
7

.

7
555 5

9

.

5
333 7

.

0 000

山山山 16一2888 9 5333 73
.
7111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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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6 0

.
6555 0

.32222222 8,

1 666 5 6

.

6 666 7 刀222

66666 35一4555 6.8444 73.1666 17 0000 3 8999 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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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 3333333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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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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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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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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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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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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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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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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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999 7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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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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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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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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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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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岩舆黄山 10 髓相同(粗粒花崩岩)

表 . 山地黄棕级睡圈部分 ( < 。
.
0。, 李米)的化晕粗成

探檬深度

(厘米)

5—12

16—28

35一45

5 10 : (% ) A I
:
0 : (% ) F e:0 : (% ) 别O

:
/A l
:0 : 5 10

:
/R
:0 3

}
:1
.
4:

}
9注。

}

2注 9

{

鸽7639
.73

38
.
54

30
.
48

30
.
68

10
.
02

10
.
23 :

.

:;

黄山6貌

由表 6
,

7

,

8 可知黄棕壤有下列特性
:

l) 全剖面是较强的酸性反愿(P H 4. 9一5. 6);

2) 吸收容量不高(表屠谨 21 毫克赏量)
,

吸收很合艘不鲍和度连 80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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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酸度以活性貂焉主 ;

4) 土艘二三氧化物的含量比母岩有些增高
,

腰艘矽截貂率(510 州R拘
3
)豹 1

.
8。

以上列零的性臂典山下部的黄壤有相近之虚
,

但二者也有差别
:

l) 黄棕壤腰骼的矽截招率比黄壤稍高
,

而活性貂lllJ 较低
,

疽靛明富绍化作用此较弱 ;

2) 有楼臀含量此较高
,

C
/

N 率此较竟
。

疽靛明随着氟候的冷棍
,

生物小循瑕的速度

减援
,

形成的腐殖臀颧型 自然舆下部的黄壤有所不同;

3) 由土壤腰艘的差熟曲技(圆 1) 看出它的粘土破物的粗成舆黄壤也有些不同
。

在

830 一84 0
OC 有一吸熟谷

,

珊系 500 多度和 100 多度的二佃吸熟反愿
,

推测有某些檬脱频

碳物存在
,

疽在黄壤的差熟曲枝中未兑到
。

其次在 130 一140
OC 的级熟谷凉不及黄壤的

那磨尖镜
,

靛明然定形物臂此黄壤少
。

碳物遭受分解破壤的程度不如黄壤那磨强烈
。

富然疽频土壤也不同赞典型的棕壤
,

因篇典型的棕壤是弱酸性反履
,

富貂化和粘土形

翻户一
5一12

1 6一2 8

3 5一4 5

山地黄壤〔黄山 10 赣) 山地黄棕壤(黄山 6 赣)

圆 1 黄 山 士 壤 腮 艘(< 1户)的 差 熬 曲 校

O 夕 8 2宕 28 2 0

一_ _ 望
_ _
竺
_了户__了

仁一j 宁 甲
.
尹
.
lf.
_.
住

口 之 难 6

�OOa工创习

山 地 黄 棕 壤

黄 山 主 栗 土 颊 理 化 性 置 圆

.

怡渗
仰l。。。
..

…
l,·。·
;

·
壤副

形矛
l

套
t|||厂卜l|
1

,
|

‘
|l么称么称乡刁牙了 黄!

游烤翻o-地介||||川刁111||琳l‘r仁山

面剖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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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作用都不朋颖
,

矽截绍率也此较大
,

所以是核土壤是山地黄壤舆典型棕壤之简的趟渡频

型
。

3

.

山地草甸土 履频士壤分怖在光明填
、

天平虹一带的山顶平台和坡 地上 (拔海豹

1 ,

65
0 一l

,

7
50 米 )

,

面精不大
,

植被焉密茂的山地草甸摹落
,

土壤表屠精聚了多量粗有楼臂
,

形成明颖的暗黑色腐殖臂屠(厚豹15 一28 厘米)
,

有良好的粒状桔裤
,

有楼臂屠以下即迅速遇

渡到花岗岩半凤化艘
,

殿猜屠癸育不明颖
,

整佃土唇的厚度常不超遇 50 厘米
,

臂地都保碟臂

砂壤
一

蛆壤臂
,

全剖面呈酸性反患
,

土壤很辗消
,

十月简的晴天
,

侧定土壤含水量建29 一37 %
。

山地草甸土的一些化季分析拮果列龄表 9
。

表 匀 山 地 草 甸 土 (黄 山 5 赚 ) 的 化 晕 分 析 桔 果

探探 搽 深 度度 吸混水水 有栈鹭鹭 C /NNN p HHH 吸 收 容 量量 吸 收 性 堕 基基
厘厘米米 (% ))) (% ))))))) (毫克赏量/100克土))) (毫克富量/10 0 克士)))

HHHHHHHHHHH
:
000 K C IIIII C aaa M ggg

444—1111 34
,

444 1
2

‘

666 1 4
000 5

.

2
222 4

.

1
555 2

4
5 000

1 6
555

1

.

4 666

111
8 一2888 2

.
999 8

.
777 12

.
555 5

.
0999 4.2888 20

.
3666 0

.
9000 0 9444

4
.
山地沼深土 祖兑粉西海阴一虚

,

面猜不遏 30 0一400 平方米
,

生畏沼泽植物摹落
,

剖面上部累猜了多量分解程度很弱的泥炭臂有楼残艘
,

厚连 6厘米
,

泥炭以下焉臂地不同

(砂臂的和粘壤臂的 )
、

颜色也不同的坡猜屠
,

2s 厘米以下颖潜育现象
,

土壤拮磷癸育梅不

明颖
。

泥炭屠之 pH 4. 7 以下各屠 pH 5
.0一5

.
5 。

三
、

土壤命名和土壤垂道分怖规律性

如上所述
,

可知在黄山山徽下部(南坡 1
,

1
50 米和北坡 1

,

1
00 米以下)混谓暖熟的氟候

倏件下
,

在常撇朋菜林的植被下
,

癸育着一幢具有此较明颖的富招化
、

酸性反愿的棕黄色

土壤
,

遏桓土壤所虚的自然地理修件和理化特性
,

都奥福建北部山地
、

江西厦山下部的士

壤相频似
,

可以韶焉是频同的癸生土频
—

山地黄壤
。

山徽上部(1
,

5
00 一1

,

6
50 米)在夏椽林和矮林植被下

,

登育了一核特殊的遇渡频型的

土壤
,

除具有一些棕壤的性鬓入遗具有黄壤的某些特性
,

如一定程度的富貂夙化
、

土壤腰

艘镬基不鲍和
、

酸性反鹰等等
。

疽桓土壤在棘珊高加索地逼也有登育
,

B

.

M

.

佛里德偷德

研究高加索山地森林土壤待
,

分出不鲍和棕色森林土亚频
,

业指出疽桓土壤魔泛的分怖在

外高加索西部雨量特别叠富的地医
,

它舆山地黄壤
、

山地杠壤形成垂直分怖
。

我团江西厦

山也有相颠似的土壤登育
,

黄瑞采定名焉
“

山地棕壤
” ,

但未分出亚频
。

表 10 列攀 了厦山的山地棕壤
、

黄山的黄棕壤
、

高加索的不鲍和棕色森林土的部分分析

背料和瑕境修件
,

不戴癸现
,

疽些土壤的基本性臂很相近似
,

其分怖位置都保亚熟带拔海

l ,

00
0 米左右辗消多雨的山地

,

自然植被主要篇夏椽林
,

因此履敲豁焉它们保同一土壤频

型
,

但我俩鬓得
“

不鲍和棕色森林土
”

的意羲不足表连疽频土壤本臂的特微和在矍生鬃分

频中的位置
,

而能就林之焉
“

棕壤
”

HlJ 又曹舆北方的典型棕壤相混淆
,

也不妥赏
。

徙土壤地带性看
,

棕壤带的北部
,

氟候较寒冷
,

在险潺的针阴案林下癸育的棕壤常具

有灰化遏程
,

形成珊桔棕壤和灰化土的灰化棕壤
,

而棕壤带南部的温和地匾
,

在夏壮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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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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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壤 覃 毅 6 卷

被下则常登育成典型棕壤 ; 而靠近南方的亚熟带较高山地
,

维然仍属温带氟候
,

植被仍焉

夏碌林
,

但由粉雨量增高
,

土壤淋溶强烈
,

维基多被淋失
,

有楼酸不能被中和
,

酸性土壤溶

液破壤绍矽酸嚷
,

释放出貂雕子
,

使吸收很合艘上存在一定数量的活性绍和代换性氢
,

同

待在夏季太隘照射下
,

熟量相富高
,

凤化作用和成土作用都较旺盛
,

有富铝化的特微
,

疽反

映在土壤剖面中
,

二三氧化物相货累植
,

粘粒含量有某些增高
,

因此疽植土壤的形成遇程

舆理化性臀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粉黄壤
,

所以我们提出黄棕壤的名撰
,

把它舆典型棕壤
、

灰

化棕壤和黄壤分阴
。

“

黄棕壤
”

的名裕
,

首焉焉溶之和 风 n
·

格拉西莫夫提出
,

业指出疽颠土壤是黄壤舆

棕壤之简的遏渡土壤颊型
,

根慷目前所掌握的背料
,

我们初步豁焉把疽植土壤作焉镯立土

颊
—

黄棕壤
一

分出是比较符合土壤蚕生和地理分怖规律的
,

业且同意把它们看作是

棕壤和黄壤之简的遏渡颠型
,

使它们和黄壤及棕壤 (灰化棕壤和典型棕壤 )匾BlJ 朋来
。

赏

然
,

根檬将来道一步的研究
,

也可能蹄饼焉棕壤(作焉棕壤的南部燮型)或黄壤(作篇黄壤

的北部燮型)的一涸亚鞭
。

霸然现在断道颠土壤癸生遏程的豁融遗虑在累猜背料的陪段
,

有待放退一步的深入研究
。

山地草甸土分怖在山顶(光明顶
、

平天虹一带)
,

孩虚高度逢 1
,

65
0 米以上

,

氟候寒冷
,

山夙很大
,

木本植物谨有侗别的旬生小灌木(黄山松等)
,

生畏密茂的草甸植物
,

每年遣留

粉土壤中之有楼残骼很多
,

而冬季半年冰凉桔雪
,

微生物活勤受抑制
,

夏季半年具」土壤相

常潮潺
,

有比较高的温度
,

嫌氟
、

好氟微生物旺盛癸育
,

因而土壤的形成趋程主要是生草遇

程估漫势
,

生成比较厚的腐殖鬓屠
。

而在山顶西海四分水徽附近的小片霍地
,

由铃局部地形的朋保
,

排水不良生畏沼泽植

物摹落
,

土壤十分潮潺
,

嫌氟状况估艳货漫势
,

土壤沼泽化
,

誉育了地表聚猜泥炭鬓有楼残

艘的山地沼泽土
。

德桔上述
,

黄山土壤垂直分怖(圆 3) 自上而下焉山地草甸土
、

山地黄棕壤和 山 地黄

壤
。

在山徽上部的低霍地尚有山地沼泽土
。

米
,旦即

山地草甸土

山地沼泽土

咖胭

草 甸植物
三召泽植物

山地矮林

山地黄粽垠 /
--
一

。

一
___________

夏络林

洞叶(常绦夏绦)混交林

和 常绎阔 叶林

山地黄琢尸‘一
_一 _ -
一
_-------------------

一冬和
。

圆 3

高草
.
久生林和耕地

花澎岩

黄 山 士 壤 垂 道 分 怖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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