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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白桨土的形成和分类简题
*

曹昭顺 庄季屏 李美平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典研究所)

引 言

我国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东部及其毗邻的苏联远东如伯力
、

沿海边区和阿穆尔州等地

广泛分布着一种具有白色亚表层的土壤
,

我国当地农民称之为白浆土
。

关于这种土壤的形成过程简题
,

从 K
·

八
·

r 几。H K a (19 1 0 ) 和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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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 月b 以
、

B
.

B
.

n 。月bI Ho
B

(19 30 ) 开始研究苏联远东和我国东北地区的土壤以来
,

中苏两 国大多数土壤

学家一直款为是灰化过程
,

称之为灰化土或生草灰化卫
‘,21 。 1 9 4 7 年 幻

.

A
.

几朋
ep 0 B c K H 认

发现这种灰化土的分析拮果中含有代换性钠
,

提出了脱碱过程的看法
,

并改称为不同脱碱

程度的灰色森林土
、

脱碱土和草甸碱化一盐化脱碱土 [3]
。 1 9 多6 年在中苏黑龙江流域的共

同粽合考察中
,

两国土壤学家对这两种看法开展了热烈的衬输
,

但未取得一致意兑
。

同年

在岛苏里江两岸的土壤和地植物铜查中
,

我们特别注意了白浆土的地理分布和形成简题
,

提 出了第三种看法
,

郎款为这种土壤受粘重的成土母厦和季风气候的影响较深
,

白色亚表

层是表层沸育 (周期性
“

积
”

水)淋溶的拮果
。

为避免与灰化土和脱碱土混同起见
,

曾建敌

暂以我国农民习用的白浆土命名 [41
。

嗣后在 1 9 , 7一1 9 59 年黑龙江流域的推擅考察中
,

中

苏土壤工作者更全面地了解了两国白浆土的分布和特点
,

并在各自地区进行了重点研究
,

积累了较多的查料
。
目前关于白浆土形成过程的看法

,

虽然还不是完全一致
,

但比从前更

为接近
,

也就是大多数人敲为不是灰化土 ; 支持脱碱看法的人也不多 ; 主张表层潞育的人

AlJ 日益增加
。

在命名上多采用了白浆土
,

与苏联草众相当的名称AlJ 为 白貂土 (no 如e助
,

所

以最近苏联土壤文献中又有草甸白韬土 (几y r o B o 益 n o 八6 e 月) 和森林白韬土 (月e c H O认 ‘,o 八
-

6 e刀) 之称 t, ,

司。

白浆土是 目前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东部地区主要耕地土壤之一
,

生荒地的开发利用也

日益增多
,

怎样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和施肥还有一些阴题 ;近年国内其他各地也陆擅发现

了不少与白浆土类似的白土
,

也是当地的低产土壤之一 [71
,

可兑白浆化过程不限于东北
,

可能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

因此
,

我佣根据 1 9 5 7 年以来所获得的部分研究查料
,

再敲敲

白浆土的形成过程
,

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

至于白浆土的利用 与改良查料拟另文尉渝
,

此处

从略
。

一
、

白浆土的地理分布和成土条件

白浆土分布于我国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山区的两侧
,

但以东侧为最多
。

从海拔 40 一

*
这一工作是在宋达泉先生指导下进行的

,

参加工作的倚有高殿岐
、

肯篇宁
、

唐介寿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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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米到 7 00 一 9 00 米都可以见到白浆土
,

但主要是在山区的外徐
,

郎在杠松阴叶林或暗棕

色森林土的下部 ;南部分布的海拔较高
,

北部较低
。

白浆土的分布面积和发育程度
,

大致

与这个地区季风雨的弦度相应
,

自p以东部和南部季风雨较多的地方为最多
,

发育也最好 ;

西部和北部随着大陆性气候影响的逐渐加张
,

白浆土的分布也越来越少
,

并以零星岛状的

形式
,

分布于暗棕色森林土和黑土之简的边椽地带
,

和它俨形成混区
。

白浆土分布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干燥
,

夏季温暖湿浦
。

全区 ) 10 ℃ 的积温为

2, 00 0一2, 匆 o℃
。 7 月均温 22 ℃ 左右

, 1 月均温为 一 1 ,一一 20 ℃
,

年 艳对最低均温达

一 3 5℃
。

土壤表层冻拮时简 150 天左右
,

土层中从开始精 冻 到完 全融通的时简RlJ 长达

2 00 一24 0 天
。

冻枯深度 1 50 一1 80 厘米
,

全区干燥度大部在 1
.

0 以下
。

年 降水量一般为

50 0一60 0 毫米
,

个别地区或个别时期可高到 7 0 0一80 。毫米
。

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
,

降水

的分布极不均匀
,

暖季 (5一10 月 ) 降水较多
,

占年降水 88 另 ; 冷季 (n 一4 月 )降水特BlJ

少
,

仅占 12 多 (佳木斯
、

牡丹江
、

延吉 )
。

由于土壤季节性冻层延擅的时简较长
,

土壤厦地

粘重
,

暖季降水又特别集中
,

所以白浆土地区在春季融雪化冻及夏秋降雨硕临之际
,

土壤

表层水分过多
,

有些地势低平的地方
,

地面并有短期积水
。

白浆土在地形上主要位于低平原
、

河谷阶地
、

山简谷地和盆地
、

山前台地和部分熔岩

台地
。

这些地区在地厦构造上大部是过去的沉降地带
,

但从第三耙晚期或第四耙更新世

以来
,

由于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

RlJ 逐步上升起来
。

因上升的时简
、

强度和幅度不一致
,

形成

了年龄
、

高度和竟度不 同的阶地或台地卿 ] ,

但坡度一般都不大
,

平坦而微有倾斜
。

在地厦

沉降过程中
,

上述地区堆下了大量松散的沉积物
,

上层则以河
一
湖状粘土沉积物为主

。

因

此
,

白浆土的成土母厦都很粘重
,

大部为袒粘土或重壤土
。

机械祖成以粘粒(< 0. 0 01 毫米 )

和粗粉砂 (0
.

峪一0. 01 毫米) 占的比重最大
,

前者占 30 一40 务左右
,

个别土层还可以高到

60 务以上 ; 后者旦U为 20 一30 务上下
。

由于母质机械祖成粘重
,

透水不良
,

白浆土的水分

几乎完全不能透到下层
,

在降水过多时
,

便形成上层滞水
。

白浆土的微域分布受母盾和地形的影响很大
。

根据近年野外多次观察精果
,

都有这

样尸个现律 :凡是母厦袒松或坡度较大
、

土壤透水或地形排水较好
、

土层中以氧化过程为

A

一
一

B

、

—
D一- - -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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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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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苏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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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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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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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爪仄权物

1 1 12 公里

杂木服部有少. 撇 画挑柑击
地 匹困鞠锄及姻柞料书谎地

回猫
柞

一

麒毕早
一

d边材年

沼柳或丛拌小叶梅呜瞩局部妞拉单近年大部开里为拼地 巨口饼地搏胎植被为d叶神
一

杂麟局游柞林

1 .麟绝森林土 之白泉士及潜育白级士 压白级土僧育白粱士草甸士及局部招泽土 4 冲积性草甸丈招泽廿
.草甸棕色血林土

入山地 B 残丘 C
.

蔡二阶地高平面 公体二助地 E 某一阶地 F 泛洛地 G 怠苏里江

图 l 黑龙江虎故县镜河地区地形植物土奥及母盾剖面图

(比例 : 横 l : 1 0 0
,

0 0 0 ; 纵 l : 8
,

0 0 0)



2 期 曾昭顺等 : 希白浆土的形成和分类简题

主的地方
,

都发育为暗棕色森林土或草甸暗棕色森林土 ; 母盾粘重或地势低洼
、

土壤透水

不良
、

地面翘常积水
、

土层中还原过程较为稳定者
,

都形成了潜育土或沼泽土 ; 母质粘重
,

地势微有起伏
,

土壤透水不良
,

土层上部有时有滞水
,

有时较为干燥
,

地面基本不积水
,

有

时虽有但为时不长
,

土层中氧化还原过程交替进行者
,

HlJ 发育成白浆土
。

因此
,

白浆土的

分布只兄于那些母厦粘重
、

地势微有起伏的阶地或台地上
,

至于泛滥地
、

嫂丘
、

山地或阶地

中坡度较陡的地方
,

或由于母质袒松
,

土壤透水快 ;或由于地形排水良好
,

都没有白浆土的

分布 (图 1 )
。

新构造运动对白浆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

由于地形的逐步抬

高
,

土壤水分条件的由湿变干
,

使植被和土壤发生相应的变化
,

因而白浆土分布地区从低

处向高处可以兄到沼译土
一

草甸沼泽土
一

潜育白浆土
一

草甸白浆土
一

白浆土的

明显过渡
。

3
.

A
.

K op H勃幻M 等在尉萧黑龙江沿岸平原地区白层土壤 的发生时
,

也耕

到 月
.

八
.

只Po 山eH Ko 曾在苏境兴凯湖地区莫河 (P
.

Mo) 阶地上兑到一块 沼 泽土在 10

年左右的时简内因为水分变干而 出现了白色土层 [51
。

在上述土壤演化系列中
,

白浆土的

发育阶段校老
,

淋溶时简较长
,

因而白浆层 (A w ) 1) 最明显
, p H 和盐基鲍和度都比较低

。

白浆土分布地区的地下水一般都此较深
,

并有一个质地粘重的隔水层
,

地下水对土壤

形成的影响不大
。

但由于母厦粘重
,

地形平坦
,

降水集中
,

在速渡久雨或一次暴雨之后
,

在

土层上部就会出现短期上层滞水
,

或称土壤
一
地下水

。

地势低平的地方还会有临时性的地

表积水
。

这些水对于白浆土的形成和发展却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

白浆土地区泉水
、

井

水
、

江水及地表水的 pH 值由 久 , 到 7
.

夕,

并舍有较多的 H c劣 和 51 0 2 ,

水的化学粗成属于

我 1 白萦土分布地区地下水
、

地狡水及土盛水化学分析 (笔克/升)*

采采样地点及水水 PHHH H CO 于于
.

Cl一一 5 0 夏夏 C a

++++ M g什什 5 10
,,

万e ,
O 。。

的的种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山山前泉水水 6
。

666 1 7
.

111 0
.

777 3
.

888 3
.

222 1
.

6
’’

1 1
.

666 痕迹迹

高高阶地井水水 7
.

444 9 9
。

333 8
.

222 2 5
。

999 13
。

222 5
.

222 1 8
.

888 痕迹迹
(((井深 2 8 米)))))))))))))))))))

怒怒黔黔黔
7

.

777 1 8 7
.

333 8
。

222 3 3
.

666 2 7
。

666 1 5
.

111 2 3
.

333 5
.

444

高高泛盈地井水水 7
.

555 13 0
.

555 7
.

斗斗 3 4
.

666 6 2
.

666 3 2
.

555 1 4
。

lll 痕迹迹
(((井深 4米 )))))))))))))))))))

扁扁苏里江水水 6
。

999 3 7
.

222 1
。

lll 5
.

333 8
.

000 2
.

222 1 0
。

111 O
。

2 444

高高阶地地表水水 5
.

555 6 7
.

111 7
.

111 4 0
.

8
’’

斗
.

666 2
。

lllllll

低低阶地地表水水 7
。

111 2 5
。

555 0
.

777 2 7
.

斗斗 7
.

444 1
。

222 6
.

555 痕迹迹

*
水样采自黑龙江省虎镜县媲河旗西镜宝公路沿袋各撇阶地上

,
19弓8 年 8月 20 一25 扫

采样
。

l) 白浆层
,

过去土奥文献中都用 A
:

为代表
,

但 A :

一般是指灰化土的亚表层
。

近年有些土奥工作者鉴于白浆土

中表层沸育现象鞍为明显
,

为表明这个土层与灰化土有所不 同起见
,

或替用
“A ,

,’, 或改用 A : :
或 Ae

:

渗
. , 。

但 g

一般是指潜育层
,

与白浆层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同
。

朱蓬青
、

宋达泉等在水稻土土层的分类命名概AlJ 中
,

曹将

渗透水或潜水长期碗积的土层定名为潜育层
,

以 G 为代表 ;土表水分或潜水暂时潞积的土层
,

Al] 称为沸育层
,

段
w 为代表

〔10]
。

白浆层的特点与瀚育层相近
。

因此
,

我佣建激改用 A w
。

本文以下均用 A w 代替 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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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碳酸盐
一
硅酸盐水

。

从山前泉水
、

高阶地井水到低阶地井水
,

H C o 犷
、

cl 一
、

5 0 犷
、

ca ++
、

妙扩
十 、

Si q
、

Fe zo
3
均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江水中含量一般比较低 ;高泛滥地井水 由于受阶

地井水和江水两方面的影响
,

有些成分推糟增加
,

有些RlJ 有所减低 (表 1 )
。

在白浆土上可见到各种不同的植物攀落
,

根据近年稠查寮料
,

主要有 : (l) 苔草一小

叶樟 ; (2 ) 小叶樟一沼柳 ; (3 )小叶樟一丛棒或苔草一丛棒 ; (4 ) 白棒一山接 ; (匀 蒙古柞

杂类草 ; (6 ) 杂类草 (五花草 ) ; (7 )落叶松一白棒 ; (s) 杠松朋叶林
。

在这些植物攀落中

以蒙古柞杂类草和丛棒一小叶樟所占的比重最大 ;苔草一小叶樟和杠松阴叶林员U比较少
。

由于白浆土在植物生长季节中土壤水分比较丰富
,

所以这些植物荤落虽然不尽相同
,

但仍

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

郎以喜湿性的植物较多
,

并以草甸及草甸沼泽草本植物占优势
。

例如

木本植物中有落叶松 (L
a

滋 由加rx’c a)
,

白律 (及 tu la m a。‘诫ca )
,

水 曲柳 (F翔xi nu
,

, a , 由几“万ca )
,

丛棒 (B
o tu la fl“tie o , 。

)
,

沼柳 (5
0 1‘x 西r‘八y户。弓。)

,

毛赤棍 (汉l, 。 无ir s“t 。
)

,

等等 ;在草本植物中RlJ 有草蓦萎陵菜 (凡ten til l。 fr a
ga li of 心

,
)

,

苔草 (ca 。: , sP
.

)
,

小叶樟

(c a za , a盯o ‘t i‘ 人ir , u ta )
,

金谨花 (升
o zli o u ; zo J动““

r1’i )
,

等等
。

必复指出
,

在白浆土分布

地区中某些砂胃岗地或山地石厦陡坡上
,

由于土壤透水良好
,

含水率低
,

确有若干草原性

植物
,

如冤毛篙 (Ta
u a‘tu 二 万占i厅c “m )

,

野古草 (汉
r u n石n el l。 。n o o a la )

,

落草 (K o “e

“
。a “lis )

,

栩叶胡枝子 (乙。p心二
召 吞“y , a r oi j s

.

凡 ta g a w a

)
,

系田叶沙参 (A d 。。o p五or a ; t o n o -

砂ylla )
,

等等
。

但在这种植被下所形成的土壤都是暗棕 色森林土或草甸暗棕色森林土
,

与白浆土没有直接关系
,

不能混为一敌
,

更不能以此作为依据
,

款为这个地区具有草原景

观特征
。

在植物生长期内
,

白浆土表土水分较为丰富
,

植物生长繁茂
。

心土水分较少
,

粘紧
,

根

系穿透困难
,

因而植物根系均集中于表层
,

并沿地面呈水平方向发展
。

根据镜河地植物定

位研究资料
,

植物地上部分每年有机物的积累量
,

如以苔草一丛棒拿落为例
,

每公填干重

为 3, 0 00 一 4 , 0 0 0 公斤 (1 9”8 年 8 月初稠查 )〔111
,

与东北黑土有机物年累积量相近
,

但根系
发展AlJ 大不相同

。

白 浆土根系以 A : 层为最多
,

占总根重 79
.

, 务
, A : 层以下RlJ 急剧下降

,

如 A w 为 1 3. 2 多
, A w B ,

.

7 另
,

B : 1
.

1务
,

B , 0
.

6 拓
。

这种植物座体累积和分布的特点
,

对白

浆土某些理化性厦以及肥力特征均有很大的影响
。

二
、

白浆土的物理性状

白浆土的盾地都比较粘重 (表 2 )
, A 层大部为重壤土或中壤土 ; B 层或 B c 层为斡粘

土或中粘土
。

颗粒粗成中以粘粒 (< 0. 00 1 毫米) 和粗粉砂 (0. 0 , 一0. 01 毫米 )两极的此例

为最大
。

无希从物理性砂粒 (> 0. 01 毫米)或粘粒在剖面中的分布情况看
,

都可以觅到 A

层和 B 层:(包括 B c 层 )或 c 层的差别很大
,

具有明显的
“
二层性

” ,

例如 A 层和 B 层粘粒

的比例为 0. 40 到 氏46
,

表明 A 层粘粒含量仅为 B 层的 43 多左右
。

B 层上部粘粒含量较

下部高
,

表明粘粒的淋移也很显著
。

关了
‘

二层性
”的成因及其对于成土过程的影响

,

在土

壤文献中曾有一些报导[1 卜141
。

在成因方面有两种看法 : 一种款 为 是两次不 同的沉积物

(B
·

r
·

Po
3

aHO
”

,

1 9 5 7 ; 于天仁
,

19 ”); 另一种BlJ 献为是一次沉积
,

后来在风化及成土过

程中
,

由于脱钙 (瓜
K a月b u 。中, K a u。 ,

) 及脱泥 (毋
K朗

bM a T a从, a ) 作用的拮果
,

使上部厦

地较帆
,

下部较粘 (H
.

几
.

r e
Pa e o M os

,

1 9 5 9 )
。

在生续襄形成方面
,

看法则比较一致
,

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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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重土层的上部
,

引起临时性的积水
,

进行瀚育过程
,

使土色变淡
,

形成
“

白土
”
或

“

假灰化

土
” 。

我国东北及苏联远东地区白浆土母盾的
“
二层性

”

较为普遍
,

对白浆土形成和发展的

影响很大
,

但其成因尚需进行专阴研究
。

表 2 白萦土的帆械粗成 (卡庆斯基法)

剖剖面面 采集集 层次次 采样深度度 各 级 顺 粒 (奄来)含量(% ))) 土傻质质 分析者者

号号确确 地点点点 (厘米))))))))))))))))))))))))))))))))))))))))))))))))))))))))))))))))))))))))))) 地名称称称
;;;;;;;;;;;几几

0
.

2 5一一 0
.

0 5一一 0
.

Ql一一 0
.

0 0 5一一 < 0
.

0 0 111 > 0
.

0 111 < 0
.

0 1111111

0000000000000
.

0 555 0
。

0 111 0
.

0 0 555 0
.

0 0 1111111111111

5557 一
黑

--- 黑龙江省省 A 111 0一 1000 7
.

000 3
.

555 43
.

444 1 0
。

888 18
.

222 1 7
.

111 5 3
.

999 斗6
.

111 氮奥土土 艳碧娟娟
111 1444 黑河专区区 A www 巧一2 555 8

。

333 8
。

333 3 7
.

999 1 2
.

888 13
。

444 1 9
.

333 5 4
.

555 45
.

555 电缓土土土
嘉嘉嘉落县稻稻 A w

‘‘

3 5一4 555 3
.

999 4
.

555 4马
.

666 9
。

333 16
.

111 2 1
.

666 5 3
.

000 呼7
.

000 重壤土土土
田田田乡高升升 B iii 7 0一9 000 2

.

555 3
.

000 2 6
.

111 8
.

777 1 1
.

999 斗7
.

888 3 1
.

666 6 8
.

斗斗 中粘土土土
屯屯屯四南 555 B ,, 12 0一 13 000 6

.

999 7
.

666 2 7
.

222 6
.

777 13
.

000 3 8
。

666 斗1
.

777
.

5 8
.

333 鲤粘土土土
公公公里里 B CCC 14 0一 15 000 5

.

888 5
.

111 3 1
.

111 6
.

555 10
。

888 月0
.

777 4 2
.

000 5 8
.

000 懊粘土土土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9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AAA C 一 lll 墨袭骇骇
A 111 0一777 7

.

444 1 5
.

777 4 6
.

222 1 7
.

1 000 6
.

777 6
.

999 4 9
.

111 3 0
.

777 中壤土土 王秀灵灵

AAAAAAAAAAAAAAAAAAAAAwww 10一2 000 5
.

777 6
.

888 3 6
。

666 1 8
.

333 1 6
.

333 16
.

333 斗8
.

000 5 0
.

999 翅粘土土土呢呢呢 眯花j女 举之之 A W BBB 3 0一斗000 3
.

444 2 4
.

222 2 0
.

444 1 5
.

333 13
.

999 2 2
.

888 3 2
。

999 5 2
.

000 挺粘土土土
河河河 旗 西西 BBB 6 0一7 000 0

.

555 1 2
.

555 19
。

夕夕 1 2
.

666 12
.

666 斗1
.

999 3 6
.

666 6夕
.

111 中粘土土土
11111

.

5 公里里 B CCC 10 0一 12 000 0
。

888 3
.

666 3 2
.

222 13
。

,, 12
.

555 3 7
。

444 3 6
。

777 6 3
.

444 翅粘土土土

CCCCCCCCC 巧0一 16 000 0
.

888 5
.

999 3 0
。

000 13
。

555 14
.

555 3 5
.

33333 6 3
.

333 樱粘土土土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3 0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555 4 一吉松松 吉林省蛟蛟 A IA www 0一 1555 1
.

555 9
。

444 2 9
.

555 7
.

888 1 6
.

000 13
。

444 4 0
.

444 5 9
.

666 挺粘土土 苏玉兰兰
一一 ] 222 河县小黄黄 A www 巧一2 888 0

.

444 1 8
.

666 3 2
.

444 1 7
.

999 2 3
.

999 1 6
.

999 5 1
.

444 络8
.

666 重壤土土 刘振英英
东东东沟北 333 BBB 2 8一5555 l

。

444 2 9
.

666 12
。

444 1 3
.

555 2 0
.

111 1 8
.

666 呼3
.

444 5‘ 666 蜒粘土土土
公公公里里里 5 5以下下 1

.

000 3
.

888 2 9
.

22222 14
。

444 3 8
。

111 3 4
。

000 66
.

000 巾粘土土土

白浆土比重的变化不大 (表 3 )
, A 、层由于富含腐殖盾

,

此重较小
,

由 2
.

2 到 2
.

4; A : 层

以下直到母厦
,

此重大部在 2
.

弓左右
。

土壤容重呈 同样趋势
, A : 层较低

,

由 0
.

5 到 0
.

8 克 /

厘米
, , A : 层以下Rl] 为 1

.

5一 1
.

6 克 /厘米
3。 孔隙度除 A l 层为 70 外左右以外

,

其余各层均

我 3 白紧土的某些物理性熨

剖面号碉 采集地点 } 层 次 采样深度
(厘米)

比 重
容 重

(克/厘米
“

)
孔 隙 度

(%)
透水速度
(旁米/分)

A C 一 1 1 2
.

8 1

5
.

7 6

2
,‘,‘,j

:
0门0

0
Cll

�21、
心

L,
J

‘
,‘[、

⋯⋯
‘23q
�
Q了‘U�j护b斗

,j3又
�几凡

0
.

7 6

1
.

马洛

矛Oq
‘.1,
廿

4气护
月

任了七厂O
.

⋯
弓.1..1由

...

.,.

口护、一J了U�j,工IJ�护工叹夕d
‘川二

..

⋯
,‘
2,‘2,一

地表

A 1

A w

A w
‘

B

B C

C

0一7

夕一2 5

2 5一4 9

4 9一8 6

8 6一 13 0

13 0一 16 0 2
.

5 1

A C 一3

�匕nUq
r亡Ud

‘

今、

⋯⋯
州二石式Un勺自曰11卜了-乡,j门j

通

弓
‘

月

川
黑龙江省虎
镜县镜河镇
西 7

.

5公里
岛苏里江第
二阶地

地表

A 1

A I A w

A w

B

B C

C

0一7

7一 1 1

1 1一呼2

4 2一7 5

丁5一 10多

10 5一 13 0

l斗
.

6 6

7
.

0 5

0
.

3斗

0

()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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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巷度(毫米 /分组》

4 2 0 2 4 6

�O
。

�砚工要冷口

而r 一丽
一

翔 绷 刘
时 I抓分典)

图 2 白浆土透水速度 ( A C 一
l)

( l ) 全土层吸水速度 (p a m a
法)

( 2) 各层透水速度(卡庆斯基法)

比较小
,

一般为 3 5一40 多左右
。

由于白浆土 B 层盾地特别粘重
, A : 层以下又

很板拮
,

孔隙少
,

所以透水不良
。

不同土层的透水

截墩拮果表明 :除地表及 A : 层透水较快外
, A w 层

透水极弱
,

每分钟透水 由 0. 2 到 0. 3 毫米 ; B 层以

下RlJ 完全不透水 (表 3 ,

图 2 ( 2 ) )
。

全土 层 吸水

及渗漏拭骇桔果也可以看出同样趋势 (图 2 ( 1 ) )
。

如以剖面 A C一1 为例
,

由于 A : 层富含腐殖质
,

疏

松多孔
,

土层开始吸水较快
,

半小 时 内 吸水量为

1一2 毫米 /分钟
。

但是这个土 层很 薄
,

容水量不

大
,

一小时半以 后 便 迅速下降到 0. 弓毫米 /分钟
,

4 小时以后渗漏更慢
,

每小时 也只有 0
.

3 到 0. 4 毫

米
。

由于这种透水不良的影响
,

白浆土中每当季

风雨校为集中之时
,

大部分降水就首先集中于 Al

层 ; 当降水推演增加时
,

便逐步 由 A :
璐积到 A w

层 ; 但 B 层不透水
, A 层容水量不大

,

如降水再

增加
,

表层土壤水分鲍和或出现上层滞水时
,

RlJ 以

(书椒)暇洲嫉坦阅暇长盆口

15l.00.E
�场电、兴御�侧玻书目

�书国)侧踢曲叫

土级退度谊%
t t

皿皿
> 50 皿刀

工口乃一加〔」

巨困蒸发t 仁习

,、30 正田
30 一 2,

( 2 0

气沮 面〕降水.

图 3 白浆土水分季节性动态( 19 , 8 )

侧流形式沿着不大的缓坡流向低处
。

因此
,

白浆土的水分类型实际上属表层漪水侧渗类

型
。

水分季节动态观mll 查料 ( 图 3 ) 也初步反映出白浆土水分物理性厦的一般情况
,

虽然

这种观侧还只有一个生长季节 ; 观侧当年 ( 19 5 5) 的气候又比较干旱
,

降水分布也较为均

匀
,

白浆土的水分状况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
。

从图 3 中可以觅到白浆土的水分主要集中

于 Al 层和 A w 层的上部
。

在这 10 厘米左右的土层中
,

土壤含 水率最高 (占干土重 30 务

到 ”务之简 ) ; 变动幅度也最大
。 A w 层下部由于上层 大量植 物根系 活动的拮果

,

在

19 弓8 年气候比较干旱的条件下
,

暂时出现了一个低湿层
,

土壤舍水率 < 20 务
。

当然在降

水较为集中的情况下
,

根据历年野外大量栽坑观察拮果
,

这个土层还有短期积水
。 B 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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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于不透水
,

植物根系很少
,

在以草甸草本植物为主的条件下
,

生物气候的影响不大
,

土

姨湿度比较稳定
,

合水率大都为 2乡一30 多左右
,

在 BC 层或 C 层以下有一个长期 比较干

的土层
。

层次简和季节中的变化都不大
。

春季由于积雪和冻层融化
,

夏秋由于降水集中

的影响
,

这两个时期中白浆土的水分都较为丰富
,

表层土壤含水率均达到 知呱以上
。

但

7 月由于气温高
,

蒸发量大
,

植物生长也是最旺盛的季节
,

蒸腾作用特别张烈
,

所以这个时

期的降水虽然很多
,

但土壤水分却不高
,

舍水率一般为 20 一 30 另左右
。

由上述水分物理性盾和水分季节动态的观侧拮果看来
,

白浆土的水分特点主要是表

层水分最多
,

变动最大 ; B 层以下水分较为稳定
。

由于表层薄和容水量不大
,

因而表层水

分又因降水
、

蒸发
、

蒸腾等因素的影响
,

握常处于干湿交替状态
。

三
、

白浆土中硅铁的移动和淀积

土壤中铁的移动和淀积受有机质
、

水分和通气条件的影响很大
。

从前面各节中我们

已握兄到白浆土的有机物集中于表层 ; 表层孔隙度最大 ; 水分也最多
,

并握常处于干湿交

替状态
,

因而白浆土中铁的移动和淀积也有相应变化的趋势
。

表 4 是白浆土自然溶液中

Fe o 及 Fe
Z
q 季节动态的分析桔果

。

从表 4 中可以觅到白浆土中 Fe o 及 Fe zo
3

也是以 A :

及 A w 层为最多
,

变动幅度也最大 ; B 层以下舍量不高
,

或者根本侧不出来
。

氧化还原电

位
,

也是 A 层较低
, E h豹为 50 0一60 0 毫伏左右 ; B 层较高

, E hRIJ 为 7知 毫伏上下
。 A 层

之中由于侧定当时水分条件的不同
, A w 层 E h 有时较低 (37 2 毫伏) ; 有时BlJ 与 B 层相近

(夕, o 毫伏)(图 4 )
o

我 4 白紧土土公溶液
*
中铁 (F

e o + F御O a) 的季肺动态 (毫克 /升) (19 5 8 年)

剖面号礴 l土缝名称 } 层次
采样深度
(厘米 )

采 样 时 简

6 月1 7 日16 月3 0 日17 月 1 5 日15 月 4 日}8 月20 日19 月 5 日!9 月2 5 日

�
卜�,
矛一、矛丈U0一夕

7一 1 1

2 0一3 0

5 0一6 0

8 0一9 0

2 3
.

7

1 4
.

7

从Aw
BBCCA C 一3 白浆土

(高阶地)

A C 一
k 白浆土

(低阶地

A i

A I A w

A W

B

B C

0一7

2 0一3 0

6 0一7 0

1 1 0一 1 2 0

1 5 0一 1 6 0

333
。

DDD 0
。

555 0
。

66666 1
.

666

333
。

000 5
。

666
1 nnnnn 0

。

222

LLLLLLL . , JJJJJJJ

2
。

8

2
。

0 ::{佗乙扫z7.一4.

*
土奥溶液系用每平方厘米压力为 1 5 0一3 00 公斤的压榨机压出的自然榕液

,

在当地当时进行分析
。

采样地点

同前
。

白浆土全剖面几乎都有敛锰拮核
,

但大部都集中于 A ,

及 A w 层
,

两层跌子豹占干土重

3一14 % 并以 A w 层为最多 ; B 层以下除 A w B 层等过渡土层
,

跌子含量尚有 0
.

弓一1界左

右以外
,

其余各层均在 0. 1 % 以下
。

A 层和 B 层的铁子合量相差很大
,

截然不同 (图 , )
。

铁锰拮核的直径大部为 1一 3 毫米
。

化学祖成差异不大
,

据 B. H
·

p o c 月HK
O Ba 的分析

,

如

剖面 2 3 2 ,

含 5 10 2 5 5一, s多
, R :0 3 3 2一 4 0 %

,

M n o l一 , 多[1 , ] 。 根据土壤薄片观察及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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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0 8 00 (毫伏 ) 估土重 (%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加叨印的

r一、勺、
··。。里.
.·

⋯
1.‘厅一卜火,�七�月咬、

兰众
0

·

z5

�龄回�翘联明刊

5075ID0
(兴国甲洲疑哗引

57
一

黑 , 114

印2040

图 5 白浆土剖面中铁子分布

一
AC 一 l ( 6 月 一s 日浏 )

一
^ C一 ( 6 月 2 夕 日浏)

‘一卜
-

一 ^ e 一 3 ( 6 月 一9 日测 )

卜一
。-

一
人e 一3 (‘月 3 0 日浏 )

图 4 白浆土级化还原电位 ( 1 9 5 8 )

分析
, A : 层铁锰拮核中

,

并含有较多的腐殖厦
。

所有

铁锰枯核中都包合有石英碎粒( 图版 , , 6 , 7 ,

s)
。

白浆土 A w 层中由于大量轶锰拮核的形成
,

使原

来这个土层中均匀分布的跌锰等有色矿物大部分 集

中到这些铁子之中 ; 另一部分当降水集中
、

土壤表层水分鲍和或出现短期上层滞水时
,

MlJ

以活性状态随着侧渗水流沿平援的斜坡流出土层以外
,

这就使得 A w 层的颜色变淡
,

形成

一个在形态上与灰化土颇为相似的白色或草黄色的淋溶层
。

但这是一种表层储育淋溶的

枯果
。

根据 w
.

L
.

K ub i己na 在
“欧洲土壤

”

中关于潜育状土壤 ( sle y
一

Ii ke 50 115 ) 的描述
,

白浆土的某些性厦与假潜育土 ( P s e ud o gl e y) 相近 tlelo

在白浆土剖面中除敛子以外
,

握常可以见到白色粉末
。

这种 白色粉末的形成
,

也是一

个很复杂的简题
,

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

如灰化
、

脱碱或绍硅酸盐原地水解
,

等等
。

近年根据

B. A. Ko 叭
a 及 3

·

A
.

Ko p的几幻M 等人的研究
,

剧献为是生物水成淀积的拮果[,, 川
。

土壤薄片研究查料表明 (参兑下节土壤薄片描述 )
,

在白浆土表层中
,

由于草甸草本

植物的影响
,

含有大量植物性硅石
。

在白浆土分布地区的泉水
、

井水
、

江水
、

地表水和土壤

水也发现含有大量的 5 10 2 ,

每升水中由 7 到 23 毫克 (表 1 )
。

土壤自然溶液中 51 0 :

更多
,

最高量可达到 29
.

7 毫克 /升
。

这种 51 0 : 可以溶胶状态或以 H si 呀 及 si 饵 离子状态存在

玫 S 白蟹土及蓝甸土 S % K O H 注出液中硅招含.

土壤名称及采样
地点

层 次
深 度
(厘来 )

5 % K O H 提取量 ( % ) 饭
2 5 、o

, ·

A I 一O :

舒算 5 10
,
剩量

吃% )

白 浆 土
( Y一 1 5 )

A 1

A w

A w B

B

BC

C

0一4

4一4 8

4 8一夕0

7 0一1 0 7

10 7一1 4 3

1 9 0一2 5 0

3
。

0 1

3
。

0 0

3
.

3 6

2
.

2 2

2
.

3 7

2
。

8 2

l
。

4 4

l
。

5斗

2
.

6 7

1
.

0 2

0
.

7 6

l
。

7 0

县地跳阶省虎低江西旗龙河黑镜

,j月,啼jO CU口d
三

0
11

.

⋯
11
000n曰n,‘,且

,.人

2
1夕nU

.

⋯
,j,1,1
,1

草 甸 土

黑龙江上游康瑞
那高泛盈地

A L

A 盆

0一1 7

1 7一3 7

3 7一7 0

7 0一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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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壤溶液或土壤
一
地下水中

,

当土壤变干
,

水分消失时
,

它们便脱水形成无定形的二氧化

硅
,

所以在白浆土 A 及 B 层中的拮构面上都可 以 见到 白色粉末
。

K
.

K
.

re 即。蜘 曾分

析 5 界 K O H 土壤浸出液 中的 51 0 2 和 A1
20 3 ,

并按高岭土分子式 A1 20 3
·

2 51 0
:

来静算有

无过剩的 51 0 2。 如果土壤中有剩余 51 0 :

就是脱碱土 ; 如果没有 Rl] 为灰化土 [1 81 。 我们曾

用此法分析黑龙江和岛苏里江沿岸的白浆土和草甸士
,

发现 它 们都 有这种所稠剩余的

51 0 :
(表 5 )

。
H

.

H
.

励
3
”eB 叨 等在萧土壤中无定形硅酸的累积一文 中敲 为过剩的无

定形硅酸都是在腐殖厦层中
,

在湿度 过 大 的 土壤 中 (草甸土
、

沼泽土)游离硅酸的合量

(A
: 层 )显著地高于其他土壤

。

可兑这种剩余的 51 0 :

并不是税 明 灰化土或脱碱土的最好

标准
。

白浆土中无定形硅酸的聚积梦与其观是脱碱过程的桔果
,

还不如锐是草甸过程的特

征[‘, ] o

四
、

白浆土粘粒的移动和祖成

前面已翘耕到
,

白浆土的水分主要集中于土层的上部
,

但在水分鲍和或出现上层滞水

的情况下
,

也有部分水分沿 B 和 B c 层的裂隙或枯构面下渗
,

因而引起了土壤粘粒的向下

移动
,

这已为机械分析拮果 (表 2 )所征明
。

下面是白浆土剖 面 分
一黑一 1 14 薄片研究的昆

载
‘,
(图版 1一s )

。

A l (图版 1 , 5 , 6) 0一10 厘米 : 主要的粘土 ~ 有机盾土体发棕色
,

其中矿物碎屑以 。
.

02 一 0
.

0 4 毫

米为多
,

但有少数大到 0
.

3 毫米
。

矿物碎屑主耍是石英和长石
,

也有玉髓和少量糠色普通角

冈石
、

石榴石
、

椽帘石等等
。

有大量植物性硅石和少量硅藻的骨骼
。

有很参含有矿物碎屑和腐

殖盾的棕色铁盾精核
,

呈圆形
,

其大小由 0
.

01 到 1 毫米
。

氢氧化铁沉淀在某些矿物的表面
。

有荞多活根和大部已握腐殖盾化了的死根以及真菌的菌林
。

袖小的晤棕色或黑色腐殖盾微粒

分散于粘盾土体中
,

或者形成小型的聚集体
。

由于含有高度分散的钻土物盾
,

所以这类粘盾体

呈淡棕色
。

粘土一有机盾土体团聚成微团粒
,

大小与矿物碎屑相当
。

在薄片的不同部位中微团

粒的团聚性也不相同
。

微团粒呈圆形和长圆形
,

大小各不相同
。

A w (图版 2 ) 15 一25 厘米 : 粘土一有机盾土体几乎无色
,

但在粘土物盾铁盾化了的地方RlJ 呈较深

色
。

粘士物盾定向成为袖杆推体
,

分布方向不一致
。

矿物碎屑与上层相同
,

但个别粒子可大到

0
.

6 毫米
。

腐植盾不参
。

孔隙比蛟大 (直径可达 1
.

6 毫米)
,

有些孔隙为袖小
,

不均盾
,

具有波

状光学定向粘土物盾所旗满
。

A w
,

(图版 7 ) 35 一45 厘米 : 矿物碎屑的平均大小与上层相同
。

在薄片的某些部位中由于包含于矿

物碎屑之简的粘土物盾的局部淋失
,

矿物碎屑微有集中
。

有些地方沿裂隙面上有薄层均一的

光学定向粘土物盾的流痕
。

铁盾精核大
,

直径为 0
.

08 一。
.

18 毫米
,

个别为 。
.

9 毫米
。

铁盾桔

核往往为光学定向粘土所包围
,

根系很少
。

微团粒不明显
,

孔隙较小
,

值径为 。
.

4 毫米
。

B ; 7 0一 90 厘米 : 土壤带粘性
,

井为爵多裂隙 (值径 l 毫米或 1 毫米以上 )分割成棱柱体
。

大裂隙

的侧壁为波状消光程度不同的均盾胶状粘土所复被
,
而比较小的裂隙则完全被旗i苗

。

这种粘

土往往为小裂隙所分隔而成层状分布
,

井具有明显的参色性
。

颇色的变化从几乎无色到淡棕

色
。

在粘土中有爵参地方由于弥散聚集的氢氧化铁分布不均匀
,

薄片的颜色也极不均匀
,

腐脑

盾少
,

铁盾精核也比上层少
。

BZ (图版 3, 8 ) 1 20 一 1 30 厘米 : 全部粘土体为解棕色
,

但不均匀
。

有袖微而分散的氢氧化物
,

井形

l) 薄片研究是 1 9 , 8 年在苏联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由 H
.

H
.

r oP 6 y的B 及 E
.

A
.

只p。 几oB
a
的指导和帮助下完

成的
,

特此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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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薛多小的聚集体
,

包含在少数铁质精核中
。

有些地方腐殖质微粒和氢氧化铁构成弥散的斑

点
。

大部分裂隙为均盾性的粘土所城满
。

有时氢氧化铁
、

黑色腐殖厦和粘土物质沿着根孔一

起分离出来
。

B c (图版 4 ) 1和一 1 50 厘米 : 大的石英
、

玉髓和长石的粒子 (值径由 0
.

1 到几毫米 )增多
,

铁盾桔

核很少
,

腐殖厦斑块校多
,

粘土铁盾化加强
,

但极不均一
,

除了颜色很深的部分以外
,
也有几乎

无色的地方
。

裂隙比较小
,

且为均盾性而色泽强度不同的粘土所旗满
。

从这些薄片的图版和描远中也可以明显地昆到粘粒下移
,

并主要集中于 B 层及 B c 层

的裂隙及拮构面上
,

袖小的裂隙并为粘土所填满
。

但白浆土粘粒的移动
,

主要是机械淋溶作用 (。朋Me po a u。的
,

粘土矿物并未受到

显著的破坏
。

表 6 是 白浆土土体及粘粒 (< 0
.

00 1 毫米 )的全量分析枯果
。

从这个表中可

以兑到各发生层次粘粒部分化学祖成的分异不大
,

粘粒硅绍跌率为 2
.

5 或 3
.

0 左右
,

绍铁

率都在 4 以上
。

土体部分微有差异
,

绍敛率以白浆层较高
,

表明铁的淋溶较为明显
。

我 国

和苏联远东地区其他有关白浆土的全量分析枯果
,

如剖 面 1 24
、

21 5 (黑龙江省棒南县
,

黎

积祥
, 1 9 6 0 ) : 2 1

、

2 7斗
、

2 3 2 (苏联兴凯湖附近
,

10
.

A
.

几。 B ep o a e K麟
,

19 6 2 )
,

以 及 剖 面

1 (伯力附近
,

B
.

M
.

中p只八朋H 八
,

19 ” )
,

等等
,

也都有同样趋势 ; 有些剖面虽然土体部

分化学粗成的差异较大
,

但粘粒部分则比较一致L6, ‘川
。

白浆土粘粒部分的矿物粗成
,

趣

过差热分析
、

x 射搔以及电子显微镜粽合鉴定桔果 [zz1
,

以水云母为主
,

并有少量的琉脱石
、

高岭石和无定形物质
。

粘粒代换量每 1 00 克为 40 一知 毫克当量左右
,

靓明白浆土中除水

玻 6 白纷土土体及粘位 (< 0
.

00 1 奋米)全 . 分析

(按烧灼重针算)

剖剖面面 采样样 层次次 采样深度度 5 10 ,, A I, 0 555 F e , O。。 凡0 555 C Z OOO M g OOO K , OOO N a ,
000 丛旦竺竺 A I一O 。。 代换量量

号号喝喝 地点点点 (厘米 ))))))))))))))))))) 从 . 0 333 F e , o aaa

(毫克克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0 333 当量 ///
555 7一黑

---
黑龙江江 A 111 O一 1000 7 1

.

石555 1 7
.

0 000 5
.

3 000 2 2
。

3 000 1
.

2 666 0
。

9 111 2
.

0 222 1
。

8 333 5
.

夕888 6
.

4 999 10 0克)))

111 1 4***

省黑河河 A WWW 3 5一 4 555 7 1
.

5 333 1 8
.

6 000 4
.

5 000 2 3
.

1000 0
.

9 111 l
。

1444 1
.

5斗斗 1
.

5 555 5
.

6 777 5
.

7 999 斗7
.

9 666

专专专区嘉嘉 B CCC 14 0一 1 5000 7 1
.

0 000 1 8
.

5 000 5
.

0 000 2 3
.

5000 0
.

8 444 1
.

7 888 l
。

6 888 1
.

2斗斗 5
.

5 777 4
.

2 111 呼8
.

4 777

陈陈陈县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 2
.

9 777 3
.

9 444 4 9
.

2月月

田田田乡高高 A 111 0一 1000 5 8
.

0 444
.

2 6
.

8 555 10
.

0 000 3 6
。

8 555 0
。

3 555 2
.

5 444 1
.

9 555 0
.

4 666 2
.

6 111 4
.

5 88888

升升升屯西西 AWWW 3 5一4 555 55
.

6 333 2 8
.

8 555 1 1
.

5 000 4 0
。

3 555 0
。

3 222 2
.

6斗斗 1
.

6 111 0
.

6 333 2
.

5 5555555

南南南 5 公公 B CCC 14 0一 15 000 5 5
.

0 999 3 0
。

1 000 10
.

3 000 4 0
。

4 000 0
.

2 888 1
.

6 777 2
。

0 000 0
.

2 111111111

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

YYY
·

15 * ***
黑龙江江 A WWW 4一2 000 7 2

.

斗111 2 1
.

0 666 4
.

2 444 2 5
。

3 000 1
。

1 000 1
。

2 777 1
.

3 000 1
.

4000 5
.

1 888 7
。

7 99999

省省省虎镜镜 BBB 8 0一9 000 7 1
。

6 333 2 0
.

0 000 5
.

呼000 2 5
.

4 000 l
。

6 999 1
.

5 666 1
。

1333 0
.

8 999 5
.

1 999 5
.

SUUUUU

县县县龄河河 CCC 15 0一2 0 000 7 0
.

7 666 2 0
.

0 555 5
.

1 000 2 5
.

1555 1
。

4 999 1
。

4 111 0
.

9 222 0
.

9 111 5
.

1666 6
.

166666

城城城西 333 A 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 2
。

3 111 0
.

5 888 3
.

0 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公公公里鹤鹤 BBB 4一2 000 5 8
.

8 777 2 7
.

8 222 7
.

7 000 3 5
。

5222 0
.

0 888 0
.

5 999 1
。

8 111 0
。

3 222 3
。

0 444 ,
.

6 777 4 4
。

222

宝宝宝公路路 CCC 80一9 000 5 8
.

3 333 2 7
。

8 000 7
.

5 888 3 5
.

3 888 0
.

0 777 0
.

2 111 0
.

6 111 0
.

3 000 2
.

6 888 ,
.

7 555 5 3
.

000

旁旁旁旁旁 15 0一2 0 000 5 5
.

6 999 3 0
。

1 888 8
。

0 111 3 8
.

1999 0
.

0 999 0
.

5 111111111 5
.

9 00000

.

苏联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分析
。

* .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盛研究所分析
。

云母以外
,

还舍有一定量的漂脱石 (表 6 )
。

矿物祖成在土层之简的分异不大
,

具有 明显

的一致性 (图 6 )
。

近年在土壤文献中握常尉渝灰化土和淋洗土 (玩ss iva ge ) 的异同简短
,

到 目前为业
,

虽

然意晃还不完全一致
,

但大多数土壤学家款为淋洗土与灰化土的主要区别有三
:
(]

.

)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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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2 5 (魔米)A 初

4ee 加 (厦未)A w

肠一 45 (区米)月w

的
‘
碑拍(区未)B

?任曰扣(区米)B i

团一l印 (魔米 , C

140 一1匀 (皿米)BC

图 6 白浆土粘粒 (< 0
.

0 01 毫来)差热曲技
1

.

剖面 x 一 1 14
,

采自黑龙江省嘉阴县稻田乡高升屯西南 , 公里
。

2
.

剖面 Y一巧
,

采自黑龙江省虎镜县能河旗 3 公里
。

(苏联科学院土奥研究所分析)

动性光学定向粘土 ; (2 )剖面粘粒部分化学粗成一致 ; (3 )剖面粘粒矿物粗成一致[14 滋一川
。

如果就这种标准而渝
,

白浆土的粘粒有明显的淋溶
,

但化学和矿物祖成的差异却不大
,

看

来这些性厦与淋洗土颇为相近
。

五
、

白浆土的化学性黄

白浆土的化学分析查料列于表 7 。 从这个表中可以兄到白浆土荒地表层(Al )的腐殖

O

�囚�探吸嗽把

4 0 0

图 7 白

石0 0 60 0 训扣 兀O

波长 m 种

浆土胡敏酸
、

光密度曲技

由 6. 乡到 7 .5 左右 ;夏季Bl] 大部上升到

质很高
,

豹为 8一 9 多
。

但从 A w 层起便急剧下降到

0. 5 多左右
。

根据我所土壤理化粗邱凤琼
、

张丽姗同

志的分析查料
,

表层腐殖质的粗成以胡敏酸为主
,

胡

敏酸与富啡酸的比例为 2
.

6 。

胡 敏酸 的消光系数介

于东北地区的黑土和晤棕色森林土之简
,

并更接近

于黑土价5 1 ( 图 7 )
。

白浆土水浸液 p H 值一般为 5一6
,

盐浸液BlJ 为

4一 5 。 声 在剖面上的差异不大
。

土壤自然溶液的

p H 都比较高
,

大部为 7
.

0 左右
。

在植物生长季节中
,

由于气候及生物活动的影响
,

土壤溶液 中 H C O了
、

C a+ + 、 M g 十 +
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因而土壤溶液中的

p H 也因季节而不同 ( 图 8 )
。

春季 p H 一般比较低
,

7
.

5 以上
,

个别表土层还高 到 8. 1一 8. 2; 秋季 州 又

下降到 6. 弓一 7
·

0 左右
。

由此看来
,

白浆土在其成土过程最为活跃的季节中
,

土壤自然溶液

的反应实际上为 7
.

0 左右
。

白浆土代换性阳离子中以 c a ++
、

吨++ 为主
,

但 ca ++ 多于 M g什
,

表层较 为显著 (表

7 ), 靓明表层生物累积过程还有相当发展
。

土壤自然溶液中的 ca ++ 和吨++ 也 是表层

为最高
。

从季节变化看
,

一般是春季低
,

夏季高
,

秋季又较低
。

但在夏季植物生长最为繁

茂的时期中
,

或由于土壤水分不足
,

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 ;或由于植物弦烈吸收的桔果
,

土

壤溶液中 Ca ++
、

吨++ 含量又比较低 ( 图 s)
。

在代换性阳离子中还有少量 N a+
、

K 十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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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韧喇姗!.龙

二二二/

V ll V lll

洲定时两 (月)

溉定时简 (月)

宋、训翻娜吕公了

六、喇抓姗李.0

V ll V lll

浏定时简 (月)

图 s 白浆土土奥溶液中 pH
、 C a

++
、

M g抖
、

H C o 万

V ll V lll

测定时简 (月)

季节性动态变化 (AC 一3 )

者每 10 0 克土中为 0. 1 到 0. 夕毫当量 ; 后者AlJ 为 0. 1 到 0. 3 毫当量
。

在白浆土中出现代换

性 N a+
,

心
.

A
.

几朋e po BC K
戒 献为是脱碱过程的重要依据之一[31

,

我们献为在这种厦地

粘重
、

透水不良并有短期表层潞水的土壤中
,

含有少量代换性纳是很 自然的现象
,

不足为

奇
。

近年根据苏联远东地区的研究寮料
,

在 2一 3 米土层中并没有发现大量代换性 N 。十
和

可溶性盐类
,

脱碱过程存在的可能性也不大 [ , ] 。 代换性阳离子中
,
H 十
和 从++

十
却很少

,

但 Al ++
+
多于 H + 。

水解酸此较大
,

每 1 00 克土中由 3 到 14 毫克当量
,

个别土层还可高到

21 毫克当量
。

盐基鲍和度 A ; 层大部为 7 0一80 % (个别剖面 表 层较低) ; A w 层被低
,

由

50 另到 7 0 务左右; B 层以下都此较高
,

由 60 多到 90 务
。

白浆土 中由于 A : 层富含腐殖

盾
, B 层以下粘粒又较多

,

代换性钙
、

镁在剖面上的分布大都是以 A l

和 B 或 B c 较高
, A w

层较低
。

代换盐基
、

代换量和鲍和度也有同样趋势
。

六
、

白浆土的形成过程

从前面各节所列举的实际查料看来
,

白 浆土是分布在温带季风杠松朋叶林区地势平

坦和母厦粘重的地方
。

夏季温暖湿消
,

冬季寒冷干燥
,

土壤冻枯深而融化慢
。

地下水较

深
,

并有粘土层分隔
,

对成土过程影响不大
。

但由于母质粘重
、

地势平坦以及季节性冻层

存在时期较长
,

土壤及地形排水不良
,

夏秋雨量又高度集中
,

因而土层上部多形成临时性

的瀚水
,

地势低平的地方并有短期地表积水
。

这些周期性出现的土壤滞水和地表积水对

白浆土的形成和发展发生重大作用
。

由于表层土壤水分较多
,

白浆土的植物以喜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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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类为多
,

主要是草甸和草甸一沼泽类型的草本植物
,

表层有机物的累积很高
。

在白

浆士成土因素中
,

从气候
、

地形
、

母厦
、

水文一直到植被都是相辅相成
,

具有不可分割的

特点
。

白浆土的机械粗成都很粘重
,

并具有明显的
“
二层性

”。

表层 (Al ) 此较袒松
,

容重小
,

孔隙多
,

透水速度快 ; 下层粘紧
,

容重大
,

孔隙少
,

不透水 (B 及 Bc) 或透水极慢 (A w )
,

在

春季融雪化冻或夏秋降水较为频繁的时期中
,

由于底层不透水
,

白浆土表层的水分握常处

于鲍和状态
,

有时还形成滞水或以侧渗的方式沿着平援的斜坡流向低处
。

但由于白浆士

表层的厚度并不大
,

容水量很小
,

在降水较少或蒸发和蒸腾此较弦烈的时候
,

表层特别是

亚表层 (A w ) 的水分又迅速诚少
,

或处于干燥状态
。

因此
,

白浆士的水分均集中于表层

(Al 及 A w )
,

变动的次数多
,

幅度大
,

并挺常处于干湿交替状态
。

水分类型为表层储水侧

渗类型
。

上述水分物理性质和水分状况对白浆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

首先
,

由

于表层水分丰富有时并有短期滞水
,

促进了草甸和草甸沼泽植物的顺利发展
。

又因底层

土壤粘紧
,

不透水
,

植物根系向下发展困难
,

80 多 以上根系都集中到 A : 层
,

因而白浆土中

地上和地下部分有机物也均拧集于表层
,

这里腐殖厦累积过程和元素的生物聚集过程都

特BlJ 显著
,

腐殖厦合量高 (荒地 10 拓左右)
,

并以胡敏酸为主
,

其光密度介于黑土与暗棕

色森林土之简
,

并与黑土相近
。

土层 中代换性 c a 、

M g 以及其他大量 (N
、

P
、

K ) 和微量

(M
n 、

z n 、

Mo) 植物营养元素都很集中
,

草甸过程有了显著的发展
。

其次
,

由于水分集中于表层
,

并趣常处于干湿交替状态
,

有时还因水分过多
,

在 B 层上

部形成临时滞水
,

促进了潞育过程的发展
。

在这种谕育过程中
,

在表层大量有机厦的影响

下
,

土壤自然溶液中的 Fe o 及 Fe 刀
3
均以表层最为活跃

,

并形成了大量的锈斑
、

灰斑和跌

锰桔核
。

换句韶能
,

在白浆土表层水分鲍和或临时积水而处于还原状态时
,

土壤矿物部分

的高价敛锰变为低价并从土体中游离出来
,

随水运动
。

当表层水分由于蒸发及蒸腾作用

诚少而处于氧化状态时
,

它们又从低价变为高价
,

并就地以敛锰枯核的形式固定下来 ; 也

有少量活性敛锰不能形成桔核
,

或随着侧渗水流流出土层以外
,

或随着沿裂隙下渗的水流

淀积在 B 层上部的拮构面上
。

由于上述过程的长期变化的枯果
,

就使得白浆土的亚表层

中原来均匀分布的跌锰等有色矿物发生了重新分配
,

它们大部分集中于铁锰拮核之中
,

一

部分流出士层以外
,

因而使这个土层脱色
,

成为一个白色或淡黄色的土层
,

这就是白浆层

形成的主要过程
。

第三
,

由于白浆土表层水分集中并有滞水和侧流影响
,

因而表层粘粒一部分随侧流淋

失 ; 另一部分R[J 淀积到 B 层上部
。

机械分析中 B 层上部粘粒含量均较高 (表 2 )
,

薄片观

侧桔果表明
:
在 B 或 B c 层中桔构 面上也兑有光学定向粘土的聚集

,

这都观明白浆土的淋

溶过程也有相当发展
。

但这种淋溶过程基本上是属于机械淋溶性质
,

土壤胶体并未受到

显著的破坏
,

因为粘粒的化学祖成和矿物粗成在剖面上都比较均匀一致
,

没有明显的分异

(表 6 ,

图 6 )
。

由此
,

白浆土的形成过程可具有三个特点
:
(l) 草甸过程 ; (2 )潞育过程 ; (3 )淋溶过

程
。

由于这些过程均在表层进行
,

也可以总称为表层草甸瀚育淋溶过程
,

或商称为白浆化

过程
。

在这三个过程中以储育为主
,

在瀚育的基础上再发展草甸和淋溶过程
,

它们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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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草甸过程
、

瀚育过程或淋溶过程都不相同
,

有自已独具的特点
。

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文献查料看来
,

白浆土中的某些过程或特征
,

与当前法国的

淋洗士 (l
e s siv a g e

)侈3]
、

德国假潜育土 (p
se u d o g le y)“6]

、

苏联的假灰化土 (
n Ce B八o n o 皿3 0 八)‘

, 月

以及美国粘磐土 (cl ay Pa n 50 11) 中某些土系困 颇有相似之处
,

但与灰化土和脱碱土却不很

相同
。

因此
,

在考虑到 白浆土的利用改良时可适当的参考在形成过程和性质此较接近的

那些土壤的生产趣验和拭啦成果
。

敲到白浆士与灰化土的关系和区别
,

必须首先确定灰化土的定又
。

目前土壤学中对

于灰化过程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

但概括起来
,

不外两种
:
第一种以 K

.

八
.

r 刀曲Ka 为主
,

欲为灰化土是在大量下降水流的影响下
,

土壤粘粒只发生机械淋溶
,

而没有受到破坏 ; 因

而断定灰化士不仅仅发生在林下
,

凡有下降水流影响的地方
’

(如草甸及沼泽地区 )都有灰

化土叫
。

第二种款为在灰化士形成过程中土壤粘粒不仅有机械淋溶
,

同时也发生分解与

破坏脚,28 卜这种看法此较新
,

支持的人也较多
。

我俩如果以第一种观点作为灰化过程的标

准
,

白浆土与灰化土的区别不大
,

可算是一个土类 ;如果就第二种观点耕
,

它佣在形态上虽

很相似
,

但性盾AlJ 有很大的不同 :

1
.

灰化士一般分布于寒温带泰加林下
,

白浆土AlJ 大部昆于温带季风区杠松斜朋叶混
交林的外椽

,

主要受草甸和草甸沼择植物的影响
。

典型的灰化土多兑于砂性母厦
,

并多分

布于棕色森林土的上部或北部
,

但白浆土只晃于粘重的母质上
,

并在棕色森林土的下部或

南部
。

2
.

灰化土的水分为淋溶类型 (n po M‘BH 。幻
,

白浆土4lJ 为表层瀚水侧渗类型
。

3
.

灰化土腐殖厦粗成一般以富啡酸为主
,

胡敏酸与富啡酸之此小于 1; 白浆土腐殖厦

粗成AlJ 以胡敏酸为主
,

胡敏酸与富啡酸之此大于 1
,

胡敏酸的光密度介于暗棕色森林土与

黑土之简
,

并接近于黑士
。

4
.

灰化土中各土层简的化学和矿物粗成不同 ;白浆土lllJ 此较一致
,

土层简的分异不大
。

5
.

灰化土中的跌锰等有色矿物由于下降水流垂直淋溶的影响
,

均集中于 B 层以下 ; 白

浆土相反
,

均在 B 层以上
,

并以亚表层为最多
。

6
.

灰化土的 州 值一般比较低
,

土层简的差异也较大 ; 白浆土比较高
,

夏季土壤自然

溶液中的 pH 值并在 7
.

0 左右
,

土层之简的变化不大
。

白浆土与脱碱土在形态上也有相似之处
,

但实际上也不很相同
。

白浆土中除代换性

潮
、

可溶盐以及无定形硅酸的含量和分布与脱碱土不同已在前面有关各节靓明以外
,

它们

在地理分布上还有很大的差异
,

因为碱土和脱碱土总是呈零星小块的
,

多与其他土壤形成

复区
,

而白浆土Rl] 呈大片分布
。

必填指出
,

在白浆土分布地区据靓有小块
“

天然碱锡 ,’; 在

荒地勘测中
,

有人在大片沼泽地中发现小块含有碳酸盐的土壤
。

这些土壤的成因怎样 ?它

和脱碱土的关系又如何 ? 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

白浆土目前属于谕育性的水成土壤
,

与那些趣常积水
、

常年以还原过程为主的潜育过

程不 同
。

但从白浆土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看
,

正象在前面地厦地形对于白浆土形成的影

响中所敲到的那样
,

白浆土的前身可能为潜育土
。

在潜育土阶段
,

由于表层积水影响
,

在

生草层下面形成了一个青灰色的潜育层
,

以后由习拍断构造运动及河流下切的影响
,

地形部

位逐步升高
,

水分状况 由翘常积水变成短期积水
,

土壤氧化还原条件AlJ 从还原过程蒋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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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交替进行
,

使得原来灰色的潜育层斡变为白色的潞育层
,

形成白浆土
。

因此我佣

目前在三江平原或穆棱兴凯平原中都可以兑到
,

在地形较低
、

趣常 积水 的地方多为潜育

土
,

但在地形较高短期积水的地方R[] 为白浆土
。

七
、

白浆土的分类

由于大家对白浆土形成过程的献款不 同
,

所以它在分类系就中的位置还未十分肯定
。

195 8 年宋达泉等曾把白浆土作为一个独立的士类看待
,

下分棕壤性草甸白浆 土
、

草

甸白浆土和潜育白浆士三个亚类
。 1 9 6 0 年亚类名称又改为白浆土

、

草甸白浆土和潜育白

浆土卿
,

301
。 1 9乡9年在黑龙江省土壤普查工作中

,

各地拿众把白浆土中 A ; 层此较厚的称为
“
黑土

, ,

; A : 层薄
, A w 层距离地表较近或露出地面的称为白浆士 ; A : 层较好

, A w 层 为草

黄色的RlJ 称为黑黄土
。

但也有一些老农把白浆土看成一个土类
,

下分岗地白浆土
、

平地白

浆士和低地白浆士[3110

1 9 5 8 年 幻
.

A
.

月HB
e poB cK戚 等在苏联沿海边区的地区士壤分类 表 中把 白浆土分

属于若干不同的土类中
,

除脱碱土与灰化土以外
,

还分出了一个独立的新土类
—

草甸潜

育土 [sl]
。 1 9 6 1 年 3

.

A
.

KoP H6 月IO M 等在渝黑龙江流域白层土壤的发生时
,

又分为草甸

白韶土和森林白韶土l5]
。 1 9 6 2 年 刃

.

A
.

几朋即oB c K戚 等鉴于白浆 土分布地区广大
,

并包括各种不 同的植被
,

不能作为一个土类
,

除森林白韶土和草甸白韶士以外
,

还分出了

草甸脱碱土 (月yr o B a H 吮。刀。八e 月a a
) [‘] 。

白浆土分布地区的确很广
,

也有各种不同植被条件的影响
,

但就其成土条件
、

形成过

程和主要理化性厦
,

正如前面各节所耕到的
,

它俏又确有其独具的共同特征
,

如粘重的母

盾
,

平坦而微有起伏的地形
,

高度集中的季风雨
,

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表层瀚育
一
侧渗水分条

件
,

使得这种土壤发生表层漪育淋溶过程等等
。

H
.

n
.

re Pa c o MOB 在尉输 中 欧潜育假

灰化土与二层性沉积物的形成简短时
,

曾耕到潜育假灰化士分布的面积也很广
,

植被的种

类也很多
,

但这种土壤的过湿和潜育化AlJ 较为一致
,

与植被的关系不大[14]
。

因此
,

我们不

能因为植被不同把白浆土分为几个不同的土类
,

而仍应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土类看待
,

土

类以下暂分白浆土
、

草甸白浆土和潜育白浆土三个亚类
。

白浆土相当于森林白韶土或岗地白浆土
,

一般分布于高阶地或低阶地中坡度较大的

地方
,

植被以森林为主
,

但 目前多已夔破
,

草甸草本植物也有相当的发展
。

地下水很深
,

地

表不积水
。 A :

层比较薄
,

大部小于 10 厘米
。

在白浆土土类中
,

它的发展阶段较老
,

淋溶

较弦
,

白浆层特别明显
, pH 值和鲍和度大都比较低

。

目前除局部有耕地外
,

大部为林地
。

开垦后应注意提高土壤肥力和防业水土流失
。

草甸白浆土相当于草甸白韶土或平地白浆士
,

大多分布于低阶地或高阶地下部比较

平援的地方
,

以草甸草本植物为主
,

但有些地方也有稀疏的树木生长
。

地下水深
,

地表也

无积水
。 A : 层此较厚

,

一般为 1弓厘米左右
,

个别地方可达到 20 或 30 厘米
。

白浆层发育

不及前一种好
,

但厚度较大
,

大部为 20 一40 厘米
。

目前大部为耕地
,

应注意防止水土流

失
,

保持与提高土壤肥力
。

潜育白浆土相当于草甸脱碱士或低地白浆士
,

分布于低平地区
,

地表有短期积水
。

植

被以草甸沼译植物为主
,

并有沼泽性的灌丛生长
。 A : 层豹为 15 厘米左右

,

草根密集
,

有



1 2 8 土 壤 学 报 1 1 卷

些地方并呈泥炭化
,

白浆层不明显
,

湿时为浅灰色
,

干后为白色
。

潜育现象明显
,

全剖面

均有被多的灰斑和锈斑
。

在白浆土中潜育白浆土的发育年龄最小
,

淋溶程度不张
,

因而

pH 和的和度均此较高
。

由于有时有短期积水影响
,

荒地较多
。

但近年也有不少开垦为耕

地
,

应注意排水及提高土壤肥力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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