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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断 山 脉 的 高 山 灰 化 土

刘 寿 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

康藏高原东部横断山系的高山地带的阴暗卦叶林 分布着本厦上与其他地区不同的

士壤类型
,

在稠亨和研究了它的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之后初步命名为 高山灰化土 对于它

的命名及形成简题中外学者有过很大的分歧
,

格拉西莫夫在观察了一系列分析青

料和效区有代表性的整段标本后曾命为南方型灰化士
, , 禺溶之和黄瑞采分析了屯的形成

环境和性状之后曾命为 山地灰化土
,

佐恩教授在实际考察和研究了孩区土壤之后

欲为屯与灰化士原 上是不同的
,

实际上是一种
“
伪灰化
, ,

作用
,

并且献为淇西北 同样士壤

的棕褐色腐殖盾铁厦淀积物为埋藏的泥炭
,

是地盾过程的产物 

高山灰化土广泛分布在横断山脉海拔
, , ,

一
, , ,

米阴坡的暗针叶林

卜主要是冷杉
,

在敲区土壤垂直地带谱中为一重要的链环
,

是重要的显域性士类
。

敲区

总的气候特点是阴湿而较寒冷
,

年平均温度为 一 , ℃
,

年降水量为 一 毫米
,

一

月相对湿度在 务以上
。

基岩为板岩
、

片岩及沙岩等
。

与高山灰化土相适应的林型为高

山冷杉林
、

高山杜鹃冷杉林
、

乔状杜鹃冷杉林
、

杜鹃薄类冷杉林
、

解类冷杉林
,

此外还有杜

鹃辞类落叶松林
、

释类云杉林下有时也有同样土壤的出现
。

优势植物为冷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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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灰化土在垂直地带谱中所处的相关位置无萧在云南西北部或四川西部基本
一

上是

相同的
,

尽管两个地区的水热条件有若干变化
,

但反映在士壤形成中没有本盾的差异
。

云

南西北部
,

它的相关位置是这样的

高山草甸土
,

米以上 一高山灰化士
,

一
,

米 一山地棕 色 森林
,

一
,

米 一山地森林耘壤
,

米以 下

四川西部高山灰化土所处的相关位置 为 高山草甸土
,

一
,

米 一高山草

甸森林土
,

一
,

米 一高山灰化土
, 弓 一
,

米 一山地棕色森林土
,

一
,

米 一山地暗色森林土 声 一
,

米 一 地棕揭色土
,

一
,

米

从上边的垂值地带谱可以看出
,

虽然宅们的低海拔生物气候环境有很大差异 前者是

温暖又湿消
,

后者温暖而较干燥
,

但高山灰化士所处的位置却大致是相同的
。

格拉西莫夫院士 年在林业部歌韶能录
。

佐恩 勿 年在云南考察时敲韶就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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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灰化土的形成是一系列 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集中反映
,

而不是单独某一因素作

用的拮果
。

可以断定冷杉不是这种土壤形成的唯一条件
,

因为同样在冷杉林 卜往住出现

棕壤
。

但是冷杉却是高山灰化士形成的必要条件
,

由于冷杉本身的生态特点
,

它选择了冷

湿的环境
,

同时屯的高度郁阴性又加甚了土壤以及整个立地环境的冷湿状况 因此苔解地

被物也就选择了适应其本身生长的环境
。

我们知道苔解生长非常迅速
,

屯所形成松款地

被物层具有很大吸水性和蓄水性
,

这就有了士壤淋溶作用 的动力
,

土壤中水分过多往往会

使有机物矿化不完全
,

形成趁多的腐殖盾酸
,

又不能得到中和
,

因而形成了土壤的酸性环

境
,

正如威廉斯所称的这也是灰化作用的基本条件
。

根据这神情况可以款为冷湿环境一

冷杉一苔解地被物一高山灰化土四者是相使为存不可分割的枕一体
。

地形虽然不值接参与土壤形成作用
,

但是屯却支配着土壤量的变化
。

本区 高山灰化

土完全分布在阴坡
,

而且坡的陡援明显的影响到土壤淋溶程 度
,

因此郎使是在不大范田内

在同样的植被条件
,

灰化张度会有显著不同
。

横断山脉的高山灰化土 包括淇西北部及川西 山地 无渝其剖面表征或理化性状都有

很大的一致性
,

根据其形成作用划分为三个亚类
,

郎腐殖质铁厦淀积的灰化土
、

灰化士及

棕色灰化土
。

宅俩共同的特点是在表层均具有厚而松杜的死地被物层或泥炭盾层
,

其厚度往往在

厘米以上
,

这一层交掀着很多真菌菌栋体
,

向 卜一般没有腐殖质层而直接过渡到呈污

白 或灰棕色
,

且较粘重的灰化层
二

不同的亚类
,

淀积层的颜色有所不同
,

但大都呈锈惊

色
、

揭棕色或黄棕色
,

盾地较上层稍鲤
,

而桔持力并不紧密
,

母盾为沉积变厦岩半风化的砾

石碎屑
,

整个土层一般处于极湿的状态
,

在某些清况 土层上部有膺育化表征
〕

下边用四个剖面搅明它佣的一般剖面表征
。

 腐殖盾致质淀积灰化士

从
,

地点 云南椎西四区沙禺公山
,

海拔 , 米
,

坡向 东南坡
,

坡 度
一、 ,

林

型 杜鹃薛类冷杉林
,

母岩 紫色砂岩
。

’。
一 厘米 为褐色半分解凋落物及苔藤残体粗成有白色菌林体

’ , 一巧 厘米 重湿
,

暗棕褐色
,

疏松
,

根系很多
,

有白色菌栋

一 厘米 湿
,

灰色杂有灰 白色
,

砂壤土
,

片状桔构
,

稍紧
,

根系少
,

过渡明显
。

一 厘米 湿
,

暗棕色及跌绣色砂壤士
,

小块状桔构
,

紧密
,

无根系
,

角砾很多
,

过

渡明显
。

,

乍
佗一 厘米 湿

,

暗棕色带紫色砂壤土
,

无根系
,

少量白 色菌林
,

过渡明显
,

一 厘米 浅紫色半风化的砂拉及石块等
。

灰化土

沁
,

地点 四川木里勒 日
,

海拔
,

米
,

坡向 西北坡
,

坡 度
、 ,

林型 坡顶解

类冷杉林
。

‘

一 厘米 极湿
,

褐棕色
,

松救
,

由冷杉凋落物及蘸类栩成
,

有肖色及黄色菌栋体
。

’
尹。
一 厘米 极湿

,

棕褐色或淡灰色
,

由半分解杜鹃枝叶粗成
。

凡 一 厘米 重湿
,

淡灰色
,

翅壤土
,

片状桔构
,

疏松
,

很多根系
,

有菌林体
,

过渡明

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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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一 厘米 重湿
,

暗杠棕色
,

砂壤土
,

块状拮构
,

稍紧
,

过渡极明显
。

一 厘来 重湿
,

棕黄色
,

砂壤土
,

无桔构
,

根系极少
,

石盾钓 钧多
,

过渡较明

显
。

一 厘米 重湿
,

带森的浅黄色
,

砾厦鲤壤土
,

无桔构
。

灰化土

从
,

地点 四川思 尔康西梭沟
,

海拔
,

米
,

坡向 北偏西 弓 。 ,

坡度 ,
。 ,

林

型 杜鹃藤类冷杉林
,

母岩 片岩
。

。

一 厘米 苔藤座体
,

重湿
,

松软
,

很多根系交撤
,

有蚝叫
。

一 厘米 带棕的灰白色
,

壤士
,

粒状桔构
,

重湿
,

疏松
,

根系交橄在本层
一

上部
,

过渡明显
。

尹 一 厘米 灰黄色
,

壤土
,

粒状一块状桔构
,

重湿
,

稍紧
,

过渡明显
。

一57 厘米
:
黄棕色
,

壤土
,

夹有言1
:
多砾石碎屑

,

不稳固的块状桔构
,

一

重湿
.
少量根

系
,

砾石含量豹 40 一”多
,

有蛆酬
,

过渡明显
。

B
c 夕一73 厘米

:
带椽的灰黄色

,

石砾盾壤土
,

松散无粘着性
,

重湿
,

有个别根系
,

过渡

逐渐
。

c D 7 3 一120 厘米
:
释灰色半风化的碎屑砾石

,

松散无粘着性
,

没有根系
。

(
4
) 棕色灰化土

从 20 ”
,

地点
:四川禺尔康县松岗

,

海拔
:
35 60 米
,

坡向 :北偏东 30
。 ,

林型
:
解类冷杉

林
,

母岩:千枚岩及板岩
。

A0 A’
。

o 一10 厘米
:
上部为松戟

、

重湿的苔解地被物层
, 一

下部为棕褐色半分解斜叶凋落

物及苔藤残体
,

有根系和菌栋体
。

A
;

10 一27 厘米
:
棕灰色带棕揭色斑点

,

重壤土
,

粒状及核粒状拮构
,

重湿
,

稍紧
,

植

物根系很多
,

有少量大石块
,

过渡明显
。

B
27 一62 厘米

:
黄棕色
,

壤土
,

凌块状桔构
,

重湿
,

较紧密
,

植物根系少
,

有 30 多砾石
,

过渡明显
。

c D 62 一82 厘米
:
暗黄色
,

砾盾壤土
,

砾石含量豹 80 一90 务
,

没有拮构
,

重湿
,

较紧

密
。

除了外在表征之外
,

高山灰化士的理化性状也显得极为特殊
,

首先表现在宅有孩烈的

腐殖盾敛盾淀积现象
,

淀积层腐殖盾含量为 7一9多
,

烧失量有的高达 25
.
39 多
,

吸湿水也

显著的高于上层 ;其次各土层中活性酸及潜性酸的含量都很高
,

其盐浸液的 pH 值为 3
.
0一

4
.
4 , 每 100 克土水解性酸含量为 2弓一60 毫克当量

,

与此相反
,

代换性盐基总量每 100 克

土仅 2 毫克当量左右
,

所有这些性状都远非其他地区土壤可比拟
。

土壤酸度的形成与活

性绍有直接关系
,

如果参考植物灰分分析青料可以断言
,

苔藤地被物对绍的积累起了积极

作用 (兑表 钓
。

土壤的全量化学分析最充分表明了灰化作用的进行
,

三二氧化物在酸性条件 F受到

了孩烈的淋溶
。

就其艳对数量而
一

言
,

三二氧化物在淀积层要多于灰化层 3一4倍
,

而其中

敛的淋溶较招表现的更为孩烈
。

全量中也表明二氧化硅大量的遣留在土表
,

根据 C
.
B
.

佐恩教授对同一地区同样土壤所 咋的研究
,

粘粒(< 0
.
00 1毫米)部分的全量化学分析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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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物及二氧化硅 亦同样有显著的淋溶与聚积现象
,

腐殖质粗成的分析中富里酸含量

为 24 一61 %
,

Cr

:
C 中的比例为 0

.
16 一0

.
51 (而苏联张灰化土 Cr

:C中的比例为 0
.
叭一0

.
69 )

。

上远的这些性质都充分表明高山灰化土的淋溶现象比高樟地带泰加林灰化士尤为张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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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获 2 高山灰化土各亚类的全. 化学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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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恩康藏高原东部的土盛及其分布规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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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灰化士除了上述的性状之外
,

还有与其所处地带有直接关系的发生学特点
,

这就

是它的生物积累作用和化学风化都较旺盛
。

粽合阴述了我国西南横断山脉高山灰化士之后
,

可以欲敲到宅与泰加林 下的灰化士

的性状虽有相同之处
,

但无输剖面形态
、

理化性盾及形成环境却有着严格的区别
,

这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
高山灰化土有较泰加林灰化士为嗤的生物积累作用

,

土壤肥力较高
,

植物根系主要

集中在灰化层
,

而泰加林灰化土却穿过灰化层而集 中于淀积层
,

同时也可以搅明高山灰化

士的灰化况象并不严重的丧失肥 力
。

城 5 离山灰化土上冷衫根系分布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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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与泰加林灰化土相反
,

它的粘粒部分(< 0. 00 1毫米)没有受到淋溶
,

因此灰化层士

壤桔持性仍略大于心土
,

同时灰化层一般大部 呈粒状桔构
。

3

.

在层次桔构上也不同
,

泰加林灰化士在枯枝落叶层 下一般具有腐殖质层
,

而高山灰

化土在松软的苔解层下紧接着是灰化层
。

4

.

高山灰化土灰化作用与泥炭化作用通常是相伴产生
,

表层未分解或半分解有机物

的数量每公顷高达60 一80 吨(风干重)
,

土层中往往有蛆蝴活动
。

高山灰化土上生长的冷杉林分
,

木材生产率很低
,

而且灰化愈兹生产率就愈低
。

一般

林型的地位极为 v一巩
,

多属过熟林分
,

同时枯梢及病腐现象严重
,

根据四川西部杜鹃藤

类冷杉林型(士壤为灰化土亚类)病腐材积及病腐株数均占总数的 80 多以上
。

构成木材生产率低的原因之一是土壤肥力较差
,

土壤湿度过大所致
,

其中首先是有害

物质(如亚敛
、

活性绍等)的增加
,

营养物厦不能及时释放
,

并且部分受到淋溶
。

士壤湿度趁大还导致森林更新不良
,

根据幼树禽查拮果
,
1 一2 年生为主的幼苗每公

填可达 10 一40 万株
,

有的甚致可达 100 万株
,

其数量当然不少
,

但 5 年生以上的幼树却很

稀疏
,

初步判断是因为土壤酸度
、

湿度过大
,

而腐触了幼嫩的根系
,

致使幼苗
“
天折
,

、

总上所述
,

为了提高木材生产率
,

减少病腐和促进天然更新成活率
,

首先需要改良高

山灰化士的基本性质
,

降低土壤湿度
,

为此在这种士壤上的不同林型可以适当进行择伐或

卫生采伐
,

并可伐除部分杜鹃以增加林内透光度
,

改善林内光照和湿度条件
,

从而可以加
、
,

“
;二
~ , ,
; ,
_

* 、,
。二、 矛、

速生物循环作用
,

提高土壤肥力
。 , -

桔 藉

1.高山灰化土为我国西南高山斜叶林带所特有的土壤类型
,

在土壤垂直地带谱中占

有稳定的空简
,

并为 山地棕壤向高山草甸土过渡的重要跳环
。

2

.

高山灰化土有着极为特殊的形成环境和理化性盾
,

成土作用主要是灰化作用
,

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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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稗地带泰加林灰化士有着很大区8lJ
,

因此在欲藏它们时不应加以混淆
。

3

.

高山灰化土仍属本区肥力较低的土壤类型之一
,

屯值接影响到森林出材量
、

握济材

出材率及森林更新
,

其改 良方向是降低土壤湿度加速生物循环作用
,

以提高土壤肥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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