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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太白山岩生植物和原始成土过程

朱 颖 模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

太 白山位于陕西西部
,

系秦岭山脉最高攀
,

拔海四千余米
,

由变质岩体粗成
,

其中尤以

片岩和片麻岩为主 顶部曾遭山地冰水 触
,

多光秃露岩和破碎岩块
,

保存完整的冰斗有

大爷海
、

二爷海和三爷侮等处
,

现都积水
,

四周水清 兑底
,

底部以砂砾为主
,

淤泥少觅
,

一

般少兑水生植物的生长 参觅照片
。

太白山南北二坡的植被和土壤等都有明显的垂值

分布规律
,

业握多人制查研究
,

并常作为教育实习之用
。

但除植物
、

森林
、

地厦
、

地貌等已

兑有系就的研究报导外
,

土壤方面
,

迄今尚无比较系就的研究成果发表
,

同时对于顶部原

始土壤的形成和分布
,

又每多忽祝
。

根据陆发熹同志的查料
,

太白顶部的土壤为生长灌木

及草类的高山草甸土〔’ 。

但是
,

后来一些工作者
,

 把它俩看作沼泽土
,

并有个别工作者

把文公庙 海拔 , “米 以上山地划分为高山草原沼泽土带
,

与实际情况相辈甚远
。

其

实
,

太白山镇部的土壤很明显的不是沼泽土
,

严格魏来
,

除光秃露岩外
,

主要是生长岩生植

物并多少带有栩土的原始土壤
,

以及在厚层原始土壤上生长灌丛和草甸植物以后发育起

来的原始草甸土等 照片
。

作者在有薄层淤泥和偶晃有泥炭解分布的低湿处进行了观

察
,

也未兄有沼泽土的发育
。

可觅
,

太白山顶部虽然具有某些形成沼泽土的必要条件
,

但

尚不能作为一定有大量沼泽土分布的佐征
,

更不能把某些呈色较暗的土壤当作沼泽土来

看待
。

太白地区的岩生植物
,

北坡自大殿 拔海
,

米 以上郎有此较广泛的分布
,

但尚局

限于陡削的岩壁和攀顶露岩
,

自文公庙以上
,

非但分布极为广泛
,

同时种类繁多
,

生长密

茂
,

对于岩体的风化和原始成土过程的作用非常弦烈而明显
。

显然
,

高处曾受强烈的冰水

作用
,

岩面光秃少土
,

高等植物不易着生
,

但是比较湿浦的环境条件是形成这些现象的重

要因素和必要前提
,

同时也为我佣观察研究山顶岩生植物的分布
、

生态
、

演变
、

更替以及原

始成土过程等提供了不易多得的查料
。

太白顶部所兑的原始成土过程可以大别为岩面微生物的定居和
“
岩漆

” 的形成 岩生

植物地衣的着生和演变以及薄层风化壳的形成 和苔藤植物的定居
,

韧土层的形成和发展

等三个主要时期 图
, , , 。

岩面
“
岩漆

, ,

状物厦的出现是原始土壤形成过程开始的明确标赫 参兑照片
。

太白

山琪部所兑的
“
岩漆

”
状物厦常呈淡棕

,

墨椽和黑色等三种
,

常与岩面紧密附着
,

虽用小刀

也难将其刮离
。

前人的研究欲为这些物厦是藻类和具菌等所分泌的粘液或酶
。

由于我们

还没有进行类似的研究
,

所以无法加以肯定或补充
,

但是从初步了解的情况看来
,

也爵是

十分相近的东西
,

不过沿着岩块片理或晶体简抽小简隙延伸分布的
“
岩漆

”
状污染物厦

,

除

呈色较棕外
,

用手摸之
,

有时还多少具有粉状物盾的咸觉
,

可兑
,

这种情况除由于微生物的

倚有玉皇池等地作者没有走到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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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图 原始土级苔释时期的剖面 图 原始土晓向草甸土过渡时的剖面

着生而有它佣的分泌物质外
,

也爵已具有一定的生物起源的次生矿物和次生粘土矿物的

存在
。

毫无疑朋
,

在微生物呼吸和有机体分解时所放出的二氧化碳以及在生物体及其分泌

物所起的滞留和保蓄水分等功效的粽合作用下
,

促进并加张了岩体的风化作用
,

所以有
“
岩漆

”
状物质附着的岩体

,

尽管它仍坚硬如故
,

倘若击破栩察
,

 已具有显著的业握
“
岩

漆
”
状物厦染清的栩隙

,

其深度一般可达 厘米以上 图
。

显然
,

这一层是光秃岩面热力风化非常弦烈的部分
,

而今由于生物的作用而更加加

弦
,

同时又抬予了新的内容
。

为了便于把这一层和岩体里面比较新麟的部分相区别
,

我佣

暂时可以把它呀做生物物理风化层
。

这样一来原始成土过程第一个时期的实盾又将是微

生物的定居和多少带有有机物和开始具有氮素的生物
一
物理风化层的 出现

。

原始成土过程在第一个时期使块状岩体具有了微小的持水性和薄层的生物物理风化

层等
,

这为地衣类植物的着生创造了条件
。

岩面一握晃有地衣类植物繁生以后
,

原始成土

过程郎晃有显著的加张
,

而且原始土壤的性征和演变过程也常和地衣植物的更替和演化

相紧密联系
。

太白顶部所兄的地衣植物是多种多样的
,

倘若仅就我们这次所看到的它们的外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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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形态和少数文献 上所昆载的图片和描述等相对照
,

可以大别为下列数类
’

壳状地衣 。
“ 口。 动。,

豹有十余种
,

全部为岩生
,

多数带有一股清香并杂有少豁

臭氧气味
。

其中黄椽衣属 石幼 , 最能吸引注意
,

尤其在雨后呈色更为解艳
,

共兄有

二种
,

一种可能 为 、琳
‘。 。

胭衣属 肠 内兑有呈黑
、

米黄
、

淡灰释
、

淡棕灰等四

个不同种类
,

紧密附着岩面
,

常呈环状向四 周扩散
,

边椽非常清晰
。

鸡皮衣属 ‘

内晃有呈淡灰棕
、

淡椽灰
、

黄椽
、

淡灰
、

灰白等五个不同种类
,

从岩面上隆起呈球状相团
,

一

般高达半厘米上下
,

最 高者可达 厘米以上
,

干后呈皮壳状
,

很易剥取
,

中空有时呈蜂窝状
,

并常裹有疏松袖土 参兑照片
。

文字衣属 叻五 仅兑在岩块栩隙中着生
,

一般岩面

上简未发现
。

叶状地衣 ‘ 五 , ,
豹共 一 种

,

其中岩生者有梅花衣属 尸 “ ,

豹

乡一 种
,

叶状体扣者紧贴岩面
,

主要从壳状地衣的尸体上繁生 参晃照片 尸
·

 动
“

和 尸 瓜 二 介幼
二

二种有时岩生
,

有时也在相土上着生
,

叶片较大
,

有时也常伸展到苔

辞植物甚至高等植物的枝干简
。

娜、 左帅
口

娜 常兑于着生高等植物的相士上
,

叶

状体主要附着在杜鹃的枝干上
,

对于原始成土过程的影响较小
。

石耳属
。
户人

。

二

种
,

一种呈木耳状
,

暗灰带棕色
,

反面呈橘杠色
,

膺部显著 一种叶状体较厚
,

呈黑色
,

作银

耳状
,

都为岩生
,

常兑于岩面平坦及局部微呈凹陷之处
。

此外
,

在特别湿消的岩面
,

扣士 和

林木的茎部等处常兑有 ‘ 的着生
,

叶状体特别肥壮竟朗
,

有时伸展长达一

米以外
。

枝状地衣  。
。 比。,

不下十余种
,

多数和苔解及高等植物混杂生长
,

单独着生

岩面上者较少 参兑照片
。

山石蕊属  !∀
。厉 中有一种呈灰白色

,

作鹿茸状分枝
,

带

有褐色子器
,

且具有一些香味者
,

常直接着生岩面并草集成扁球形分布
,

其基部均具有

少爵袖土和壳状
、

叶状地衣的残体
,

有时也在袖土层上生长
。

山石蕊属中尚有五种如
, ,  

,

,
户左

, ,
太白花

, ,
太

白茶
。

属 内三种如
, 众

, 。

属内一种
,

不输着生

岩面
、

栩土或其他植物体上
,

都未晃其单独分布
,

而常和其他同类或苔释植物等混生
。

此

外
,

如
, , 内二种 可能为

, , , ,

动 ‘ 。 才 ‘。 。, , 等主

要握镜在其他植物的体上
,

对于岩石的风化和成土作用的影响不甚明显
。

野外观察和室内扩大镜以及显微镜下的观察表明
,

地衣在岩面上的着生和发展是原

始成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期
。

它们是沿着壳状地衣在先
,

叶状地衣其次
,

枝状地衣在 后

的顺序而演进
,

同时原始成土作用的内容以及他所抬予原始土壤的性征等一般也按照上

远兰类地衣植物的演进顺序具有明显的演变挽律
。

自壳状地衣着生岩面时开始
,

岩面上就出昵一比较疏松的腐骸层
,

其外表和石灰性岩

块表面被滴上稀盐酸后的遣迹相似
,

内部呈色较均一
,

不 同矿物简的界核已模糊不清
,

和

内部依然保存明显的不 同矿物晶体简的岩体具有一明显的分界核 图
。

这一层可能就

是一般所销地衣菌林体在岩面外壳沿着不 同晶体简的固隙或岩体内袖微的解理面弦烈地

向内渗透和比较集中分布的一层
,

同时这一层又为地衣植物从岩体内获得养分元素和它

的分泌物厦以及其遣体握矿化作用所产生的所销生物起源的粘土矿物等主要 聚 积 的摄

这个工作获得了王作宾先生和沈一雨同志等的指导和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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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所以这一层的岩体
,

非但已深受生物机械作用的破坏
,

同时
,

就在花岗片麻岩上所兑

的情况看来
,

除石英晶体外
,

其他矿物多少已被分解而使晶体外表形成了很薄而易碎的残

留变盾层
,

由于这一部分的岩体已被起源于地衣植物的有机
一
无机物厦和次生矿物等所染

清
,

所以它的枯构和呈色同上述的生物
一
物理凤化层有着明显的区别

,

因而作者建敌把这

一层呀做生物风化层
。

生物风化层在地衣基部相土出现以前
,

常呈现出明显的内外二部
,

外部呈色较浅
,

有

时呈灰白带棕色
,

系地衣体的髓和基厦速合在一起的部分
,

用指甲或小刀 取时呈薄片

状
,

厚在 毫米以内
,

取出小块放在玻璃板或光滑坚硬的桌面上可用指甲压成粉末
,

用手

摸之除有相粉砂威觉外
,

有时也可威到少量袖砂的夹入
,

这一部分在地衣体死亡后首先掩

缩成灰色栩土
。

内层系菌释体密集分布的部分
,

其厚常超出外层 一 倍
,

有时可厚达

厘米左右
,

呈色较深
,

并较坚硬
,

用小刀才能戈碎破坏
。

生物风化层具有 个亚层的现象
,

也只有在壳状地衣 中胭衣属和黄椽衣属等地衣紧

密着生岩面时最为明显
,

一旦进入鸡皮衣属地衣在岩面上繁生以后
,

由于这些地衣的基部

不再全面和基厦直接相速
,

因而生物风化层的外层也就不再满布岩表
,

而仅限于地衣基部

值接和岩面速接的部分
。

正如上面已握提到
,

这种在岩面上比较隆起的东西
,

除四周紧密

粘附岩体外
,

突起部分常中空或呈蜂窝状粗辙
,

并包裹着一些袖土 照片
。

祥翩的比较

观察发现
,

这些地衣不管在其他地衣的尸体上或直接在岩体上着生
,

在其繁生过程中
,

它

一面向四周扩展
,

一面又在它 自身的尸体上不断的繁殖增厚
,

因而形成了中部愈来愈隆起

的现象
,

早先生物风化层的外层非但被进一步的分解
,

同时又不断地和来源于地衣尸体的

腐殖盾和次生矿物等相融合而成栩土 常呈团粒拮构
,

所以
,

到这个时候
,

生物风化层除

为地衣基部直接粘着的部分以外
,

就逐渐地丧失了外表比较疏松的这个亚层
。

由于这个

时候的翎土仅仅被保留在具有生命的地衣草体所祖成的皮壳或球状栩团的内部
,

所以
,

等

到这个拿体破裂或死亡以后
,

这些栩土就很容易被水或风从岩面上带走
,

有时也可兑隆起

较高的皮壳和袖土一起被带到较大的岩隙中堆积起来
。

在花岗岩或花岗片麻岩上所着生的壳状地衣
,

在其不断繁生扩展过程中
,

常常镜过出

露于岩表的石英栩粒
,

有时虽然整个岩面已握完全为地衣所着生粘附
,

但是
,

仍觅有白色

或冈阴发光的石英晶体出露在外
,

可兑
,

壳状地衣很难或不能分解石英颗粒
,

同时它佣也

不易或不可能从石英中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营养元素
。

叶状地衣一般推壳状地衣之后在岩面上定居下来 照片 习
。

由于它们的叶片扩展较

大而又紧贴岩面
,

因而
,

非但能够固着其生长茎部的袖土
,

同时对于岩面被水和风所侵触

的栩土也有一定的拦截作用
。

虽然这种作用并不很大
,

但是对于岩面水分的滞留
、

生物体

的繁生和岩体风化作用的增进等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

叶状地衣是靠着假根突起或脑部

固着在基厦上
,

因而岩生的叶状地衣不再和壳状地衣一样
,

生物风化层中
,

除其着生点外
,

不再兑有其叶状粗糠的一部分和岩面桔合在一起的现象
,

而主要为菌林体密集渗透的部

分
。

但是
,

非常明显
,

不箫是生物风化层或生物物理风化层的厚度都兑有显著的增加
,

这

是和叶状地衣合蓄水分能力的增加和生活机能的进一步发展等分不开的
,

因而
,

对于岩体

在撇深方面的风化作用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

枝状地衣 照片 的常歉前二类地衣之后而着生岩面
,

它们常丛集在一起
,

基部所堆积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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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栩土也渐兑增多
,

足征它们对于岩面韧土和水分的拦截和保蓄能力又要比前二类岩生

地衣来得孩些
。

又加它佣的假根比较粗壮并尖端分枝
,

能深入岩休的隙键中去
,

因而又加

弦了其着生部分的岩体的风化作用
,

而且又由于它们的假根能在岩隙中深入扩展
,

所以在

岩块四周外表所分布的呈薄壳状的生物风化层又获得了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

枯果在这样

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

不仅岩块上部表面的生物风化层渐渐地变为相土和矿物碎片的混合

层
,

同时由于岩妹简栩隙的不断扩大和加深
,

常使较大岩块破碎成外被生物风化层薄壳的

较小的甚致被袖土填充物所隔离开的无数栩砾状岩块的风化层
,

这样一来
,

必然会随着

生物凤化层的发展和加厚而逐渐引起它的变厦
,

最后将导致渐向相土砾盾层过渡的现象
。

毫无疑阴
,

岩面上生物风化薄壳层的进一步风化而渐兑袖土和矿物碎片混合体 也就是一

般所称的袖土 的出现
,

以及袖土和矿物碎屑等在岩隙简的不断琪充等
,

都是这个现象发

生的先决条件
。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
,

原始成土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和地衣植物的着生及演进等相紧密

联系的现象是很明显的
。

它的实厦是
,

生物风化层的发生和发展
,

生物物理风化层的加厚

和向内扩张
,

以及相土在地衣基部的 出现和积聚
。

这样
,

就非但显著地加深了块状岩体的

风化壳
,

同时也使岩面的原始土壤不再局限在隙艳中而在岩面上从无到有
、

从点到面地出

现
,

对于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和养分条件有了重要的发展
,

为后来苔解植物的着生提供了物

质基础
。

原始成土过程的第三个时期一般是和苔藤植物的着生同时开始
,

而其特征为岩面上

栩土层的形成和发展
、

袖土砾质层的 出现以及生物风化层的消失 图
。

太白山顶部着生岩面而和原始成土过程关系密切的苔解植物主要有 酸土藤「
,

“ 户‘ ,

曲柄解属 户‘ 户 , 内的一

种
,

它们值接在岩生地衣的尸体和多少冕有袖土填充的岩隙中着生
,

除沿隙榷方向繁生

外
,

在岩面上常呈环状和月牙状向外扩展 参晃照片
,

有时也与地衣等生长在高等植物

基部的袖土上 粗口 藤属 月
“

·

和砂薛属 五 中各晃有二种
,

垂枝解

属 五, “ 中晃有一种
,

和
, 二 , “

等也常紧

贴岩面繁生
,

常作徐色的地蚝状将岩体掩盖 紫尊裤属 ‘,
加 ’ 中晃有一种和对

叶辞 众 人二 户‘ 邵  
!
∀

!
# ∃ %

! &∋%!
( 等常兑在岩隙中生长

。

此外
,

我们也

可在特别湿浦地方的岩面或泉水附近的砂或土状沉积物上偶兑有一种泥炭解 (Sp左ag 、二

E h rh
.
)的生长

。

群扣的此较观察荻明
:
岩生苔赫植物一般常在岩隙简的袖土和岩面地衣植物的搜体

上着生
,

而迄未晃有直接在光秃岩面上着生的踢象
。

一般在岩面地衣植物的尸体和岩隙

以及岩面凹处积有袖土的地方先行繁生
,

然后沿着着生地衣的岩面向四周发展
,

植株值立

的麟类常作环状或月牙状向外扩张
,

其他A[J 可在岩面上葡旬并作放射状向外伸展
,

最 后可

将岩面完全掩盖
。

岩面着生苔藤植物以后
,

由于它们的植株较大
,

生长也快速
,

所以一方面显著扩大了

腐殖厦和相土的来源
,

另一方面又更加加弦了岩面拦截糊土和舍蓄水分的能力
,

苔解类植

物非但具有亘大的蓄水能力
,

而且也具有特殊保水机能
,

这样就非但聚积了栩土和增厚了

l) 承张稍祥同志加以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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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土壤
,

同时又促进了内部岩体的风化作用
,

加之苔藉类假根的深入岩隙
,

促使引起风

化的生物
、

物理
、

化学等因素也进入岩体的更深处
,

拮果一方面加深了生物
一
物理风化层的

厚度 (一般在 5 厘米以上)
,

并使这个风化层中的化学风化作用逐渐地加弦
,

另一方面
,

由

于袖土在岩面上的增厚和在岩隙简的增多以及栩土化作用的加张
,

非但形成了掩复岩面

的袖土层
,

同时又晃前一时期中的生物风化层逐渐地变为袖土和矿物碎屑的混合层 (这一

层也就是一般所称的栩土层)
,

它的最初厚度豹在 1一3厘米上下
,

并逐渐加厚
,

待至后来

高等植物着生以后
,

它就和位于它上面的主要是生物起源和机械拦截的栩土层一起形成

了富含腐殖质的 A 层
。

原始土壤成土过程中苔解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栩土砾厦层的出现以及生物物理

风化层的下移和不断的增厚
。

随着这个时期成土作用的加弦
,

风化因素的深入岩体
,

生物

物理风化层的厚度就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

但是
,

由于这一层上部生物风化作用的加兹
,

岩

隙的扩大以及袖土和岩石碎屑等的不断填充
,

再加早先破碎的岩块周围的生物风化层的

增厚和它的不断地形成袖土和矿物碎片混合物的薄壳等枯果
,

最后就变成了由大量岩石

碎块所粗成的
、

同时又充满着糊土的袖土砾质层
。

这样一来
,

生物物理风化层所出现的位

置就采布导不随着栩土砾质层的出现和加厚而不断地下移
。

当然
,

地表袖土层的增厚也多

少加孩了这个现象的发展
。

显然
,

生物物理凤化层的下移和其上部复盖层的增厚
,

就必然

会引起低等植物菌林体对于它的作用的减弱(此时岩隙已被翎土所填充
,

所以地衣和苔麻

植物就不能直接在岩体上着生)
,

同时复盖层的存在和它的厚度的增加也大大地援和了昼

夜温差对于岩体的影响
,

不过
,

由于这同样的椽故
,

也就不断地发生和增长了它的透水
、

蓄

水和保水的性能
,

导致风化因素
—水

、

二氧化碳
、

氧和其他盐类的深入下层
,

并增加了它

佣的作用 时简
。

这样一来
,

生物风化作用虽然相对的诚弱
,

但是对于化学凤化的条件来

靓
,

那就得到了显著的加弦
,

而且它们又简接地创造和加张了其他物理风化的条件
,

所以

总的耗来
,

岩体的风化作用非但不兑械弱反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

太白山顶部所兑的原始成土过程将随着高等植物的繁生以及高山草甸土的发育而告

格
。

观察敲为
,

座积的原始土壤和崩积坡积物厦一样
,

只要其厚度可以提供高等植物生长

所需的水分和必需数量的养分以后
,

郎兑有高等植物的着生和发展
。

首先在这儿着生的

是比较短命而耐寒的植物
,

其中常见者有篙草(c ob 陌坛 sP
.
)和 Fo tu ca 。讨、 等

,

虎耳草
、

焉先篙和沙草科内的二种以及球穗黎等常常在比较阴湿的地方生长
,

岩块简隙填入深厚

栩土的地方具lJ常兑有壳柳 (S
alix cu户u la , it R e h d

v a r
.

乙
a ,

t’eg
, 。 R e h d

.

) 和束枝杜鹃 (R 左
。-

d o 而
, j r o n

f
a , t i户

ruo Fra neh 矮机把)等成丛状繁生 。

高等植物的着生和发展
,

并不意味着低等植物的被代替
,

有时恰恰相反
,

除开岩生的

壳状地衣和某些岩生地衣和苔霹植物以外
,

同样也得到了发展
,

其中尤以太白花
、

一些叶

片较大的叶状地衣和能握镜的枝状地衣等最为显著
。

等到大半个山坡被杜鹃壳柳等灌丛

被复以后
,

那里就已握可以看到不很发育的高山草甸土的剖面了
。

从原始土壤演变成为草甸土以后
,

土壤剖面的特征 (图 4)
,

除开地表或多或少地带有

枯枝落叶层外
,

含有多量腐殖厦和具有团粒拮构的 A 层已握完全替代了原先的栩土层和

栩土砾厦层
。

A 层之下
,

在初期
,

一般不具有 B 层
,

而紧接着由生物物理风化层演变而来

的母厦层 (C 层 )
。

可以想象
,

到那个时候
,

这一层的风化和成土作用基本上已和一般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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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质层相同
,

原先深受地面 生长低等植物菌栋体强烈分解和破坏的作用 已握完全诚退

到次要甚至没有实际意义的程度
。

观察征明
,

下伏岩体的风化作用也进行得较前强烈而

深厚
,

足征凤化因素 (包括微生物作用在内)也更较前加弦而深入
。

从 目前看到的一些现象看来
,

太 白山区高山草甸土是在原始土壤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

而它又将 由于灌丛草甸被落叶松所代替而渐向森林草甸土
l)
过渡

。

也静
,

有人敲为落叶松

的分布上限以文公庙 为界
,

所以没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
。

但是
,

作者敲为
:
在大路二侧

落叶松在文公庙以下数十米处就罕兑分布的现象
,

主要受制于土壤条件而非海拔太高的

关系
,

何况
,

文公庙对 面 山攀北坡和三爷海附近已兑有落叶松的生长
。

这样就很明确地告

拆我们秦岭高山地区在自然演变中和秦岭以西 高山地区所兑的现象L
斗
] 有些不同

,

从土壤

的演变趋势来砚
,

森林植物的分布尚未到达它的最高限
,

这是一个有趣而值得尉渝的阴

题
。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
,

太白山顶部光秃露岩区的植物是沿着从无到有从低等到 高等和

由 商而繁等规律而演进
,

这种现象表况在原始土壤各个时期所着生的植物区系的相
.
分方

面更为明显
。

这种成土过程及岩石风化和生物演进紧密联系的 自然情况非但明确地提供

了成士过程和风化作用同时同地进行的实例
,

同时又确荻了生物因素在成土过程中的主

导作用
,

并也系枕地呈现了土壤肥力的发展过程和它在各个不同时期中的具体内容以及

它和不同植物区系简相互联系和相互制豹的情况
。

同时
,

我们又不难看出
,

原始土壤的肥力又是土壤本身一些性质的粽合和集中表现
,

它的发生和发展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
,

并在它上面所繁生的植物的不断和道接影响 卜
、

这些性震的不断获得和彼此之简的相互发展以及相互消长的演变情况
,

所以
,

我佣今后

在研究土壤肥力尤其农地土壤肥力时应敲弦稠先从土壤的一些比较稳定而 具体的性盾着

手;同时
,

也应敲和当地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相联系起来
,

从某些控制土壤肥力的重要土壤

性盾的发生和演变过程来研究
。

非常明显
,

对原始土壤来说
,

土壤肥力又和生长在土壤上的植物对它的要求是分不开

的
,

同时这些要求也常因植物 不同而有异
。

所以我们应熟熟为
,

土壤肥力的 具体内容对它

上面所生长的植物 (不渝野
·

生或栽培) 来魏
,

既具有一定不可分割性
,

又具有相当的专特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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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包姿着栩土和菌林体和地衣残孩等
,

同大)

地点: 太白三官殿附近

照片 6 酸土薛在岩石上的着生情况

地点: 太白走禹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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