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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西南高山地区冷杉林下土滚形成过程的若干资料

答熊叶奇同志

强 万 孺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学研究所

熊叶奇同志在“灰化 抑或潜育’’ 一文中
,

断然肯定西南高山林区冷衫林下士壤是 “山地灰

化
, 。

学未上的不同意晃与争渝对科学研究的深入

开展具有重大意义
,

我们很欢迎来自熊叶奇同志

的意兑
,

近几年来
,

我们逐潮累积了一些查料
,

有

了新的歌滋
,

在此提出供有关专家 们共同探时
。

我国西南高山地区
,

在自然景观上
,

不仅具有从亚

热带到永久冰瞥带的垂直分带
,

而且有显著的地

区相性差异和山地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引起的

局部变化
,

其简的关系极为复杂
,

特别是冷杉林下

成士过程的一些理渝简题
,

偷未得到蛟为透彻的

输述
。

无疑的
,

熊叶奇同志的文章对我们目前正在

进行的冷杉林下士攘的研究是有很大裨盆的
,

但

我们仔袖蔽了之后
,

感到有下列几点不很恰当
。

熊叶奇同志以大 篇幅来探对与主题无关

的丛苔或丛禅沼泽土
,

苏打盐土
、

白浆土等
,

这些

土旗与高塞地带由森林郁阴度大及大气相对湿度

大
,

醉类及死地被物大童吸水而引起泥炭和潜育

作用的森林土城是毫不相干的
,

这样的比蛟不能

貌明简盆
。

熊叶奇同志文章的特点是首先抬人假定了

一个观点
,

然后再来批舒这个观点 如水在潜育过

程中起乡大作用 森林泥炭潜育土是否是单因子

作用的产物 这是现代土续学中一般的常滋
,

众

所周知的 又如熊叶奇同志提到“假灰化沼泽土
” ,

这一晃解我们从未提出过
,

同时对这一概念也是

不清楚的
。

熊叶奇同志艳然否定了冷衫林下土壤中有

潜育作用
,

主耍想来肯定冷衫林下的士壤是“山地

灰化土
” ,

但文中渝点及材料都很缺乏
,

在 目前西

南冷杉林区查料尚不充分
,
而自然条件又这样复

杂的情况下
,

武断袒率地下桔输
,

我们感到对解决

简魔无盆
。

解放以前西南高山林区在士缝科学上是一个

室白点
,

较为可拓的查料几乎没有
。

解放以后粗

徽了几次规模蚊大的考察活动
,

其中都有土城工

作者参加
。

有些巳提出了渝文 
·峪, “

,

’, ,
也有已

握整理待印的渝著, 和薛多尚在整理的资料
。

这

些爽料和输文对西南高山林区成土过程的进一步

确定是极为有签的
。

但极大部分都是监时性的考

察工作
,

动态研究都不够
,

为此
,

从 。年起我们

和四川林业科学研究所在四川西部米亚罗地区冷

杉林下毅餐了粽合定位拭脸
,

包括植被
、

士竣
、

水

文
、

气象等各个因子
,

在土壤方面特别对士族的特

性
,

各种过程的动态进行了粽合研究
,
旨在获得冷

杉林下士续肥力因子季节性变化的材料
,

以便制

舒出有科学根据的森林握营措施
,

来促进林木生

长和提高林木生长率
。

下面就我俏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资料
,

从成土

条件
、

成土过程
、

地理分布
、

土姨的形态特性等几

方面提供了一些冷杉林下土壤发生学性盾的资料

和不成熟的看法
,

并我欲其中存在的 若干简届
。

因为工作在耀技中
,

部分查料尚未系杭整理
,
义限

于作者的业务水平
,

一定会有很多错换和不当之

处
,

这一切都耍耀蔽研究修改
,

更希各方指正
。

一
、

西南高山地区冷衫林下的成土舜针牛

西南冷杉林下士竣形成的复杂性
,
不仅由于

乔木树种的主要作用
,
而且还由于件生灌木

、

草

本
、

辞类植被的参与
,

和截然分割的山区地形
、

地

表径流与土内径流以及其他因素
。

因此
,

其土壤

本文粗陈静生 北京大李
、

蒋有褚
、

黄雨霖 中国

林业科学院
、

刘醒华 四川林业所 等同志参与

意觅
,

特此危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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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具有很多特点 辞类地被物大量吸水 最大持

水量 活薛类钓
, ,

死地被物钓 。 造

成土续格年湿度很大 部分土壤 阴坡杜鹃
一

冷杉

林及辞类
一

冷杉林下的土攘 具有强度淋溶的特征

及出现灰白色层次
。

其成土条件与典型的泰加林

带灰化士比较起来是有其独特之点的
。

西南冶衫林下成土过程的生物气候条件

这地区主要特征之一是
,

在高山条件下
,

亚热带的

生物气候因紊棘变成具有亚热带成分的完全独特

的高山暖温带
、

谧带
、

寒温带型的生物气候因紊
。

西南高山地区暗卦叶林是北半球分布最高的

暗断叶林区之一
,

是在低牌度而由高海拔造成的

气候下形成的
,

这与因稗度差异而形成的寒温带

暗针叶林是不尽相似的
。

西南高山地区冷杉的分

布豹在海拔
,

一
,

米左右
,

林内的气候特

征 是降水量大大超过蒸发量 林内 降水量豹为

毫米
,

比同海拔林外少 左右 林内蒸发

量仅 毫米左右
,

比林外同海拔少 左右

干湿季节明显 雨季降水钓占全年降水的 以

上 林内积雪不厚
,

豹 厘米 林内全年大气

相对湿度较大 左右
,

常有云雾
。

林内气温

年变幅不大
,
冬季不太冷

,
夏季不太热

,

士壤冻桔

不深
,

无永冻层存在 林内 月平均气温 一 ℃

—
最高 。 ℃

,

最低 一 ℃ 月平均气温

为 ℃ 一最高 ℃
,

最低 ℃
。

林内地

面温度 月为 一 ℃

一
艳对最高 ℃

,

艳

对最低 一 ℃ 月为 ℃

—
艳对最高

℃
,

艳对最低 ℃ 左右
。

一般来盆
,

苏联

欧洲部分泰加林带 年降水量钓 一 毫米
,

降水也较集中在夏季 豹占全年的 一
,

干

湿季节不及本区那么明显
,

大气中的相对湿度也

没有那么大
,

有雾的天气不多 气温冬季严塞
,
夏

季温度与本区相近或稍高
,

年变幅校大 月平均

沮度 一 ℃

—
一 。℃ ,

月平均沮度
’

埃

一 。℃
,

艳对最低温度 一 。至一 ℃
,

冬

季上壤冻精较深
。
由于上远气候条件的差别

,

我

国西南高山冷杉林与苏联欧洲部分北方暗针叶林

除 了一般的纂本特征相似外
,

无榆在植物种类的

丰富程度上或区系的特点上都有所不同
,

苏联欧

洲部分的北方暗针叶林
,
由于冬天过于严塞和年

降水盘较少
,

就使很多暖湿生的植物种不能保存

下来
,
而我国西南冷衫林内偷存有古老暖湿生植

物区系的残余
,

如林下灌木层常有箫竹 。, ,

“’’
,

乒 和高大乔木状的杜鹃 以 。
·

印 等
,
另外在冷杉林内还可以袒常兑到

自树稍上褂下来的大藤本 面“、 ,

茎粗可达

厘米
,

这一现象也是苏联欧洲部分北方暗针叶

林内的 , ,
、
“价 等缠镜袖藤本植物所不能

与之比拟的 另外
,

西南冷杉林下松幕 认,
“ 、

与树生辞类等层外植物的发育也远比苏联欧洲部

分北方泰加林显著
。

森林发生的历史也与北方暗

针叶林不同
。

这些独特的情况靛明土壤的形成过程和特性

不同于文献所载
,

但是这些独特情况在我们目前

所划分的土类或分布规律中
,

还没有反映出来
,

需

待进一步研究
。

西南冷杉林下的地形及成土母质 西南冷

杉林区大部位于育藏高原东部的边操部分
,

处于

北樟 一
“

左 右的高 山 垂 值分带上 海拔
,

一
,

米
,

相对高度最少在 米双上
,

有

高达
,

米的
,

坡度一般为陡坡和极陡坡
,

在地

形上属于高山深谷区域
,

存在着显著的地区相性

差异和由山地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引起的局部

剑匕在这里
,

必镇强拥指出
,
由山地地形引起的

地表径流及沿坡的土内侧流
,

对这些土壤的形成

过程起着很重耍的作用
。

在第三耙末期和第四耙

初期普遍发生的互大的地壳运动
,

把这一地区改

变到砚有的高度
,

对骸地区的土壤形成和演进有

着极大的影响
,

部分地区还明显地保留着带有古

士壤形成特征的土壤
。

此外
,

在有些地方还可以

看到比胶明显的和普温的与现代冰川有关联的幼

年土的形成
。

冷杉林下的成 土母质大部为片岩
、

砂岩
、

石灰岩
、

花尚岩等的坡积
、

残积物
,

但有些地

方为古生代和二迭耙片岩及其它母岩的强度高岭

化的风化壳
,

这些风化壳可能是在过去气候蛟热

的条件下
,

郎高原隆起前
,

保存下来的
。

苏联欧洲部分北方 暗针叶 林下 的灰化土所

处地形一般都比蛟平粗
,

且大部与冰川和冰川边

沿区相吻合
,

其母质大部为第四耙冰川沉积物
。

二
、

西南离山地区冷衫林下的土级

形态及性态特征
二

为了便于靛明简鹿
,

分两种情况叙述

具有山地株色森林土类外那特征的土维

我们列举邓睐山脉东坡米亚罗冷杉林区进行定位

根据中国科学院和四 川省林 业科学研究所在孩

地的 一 年观测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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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赚的几块标准地 杜麟
一

冷衫林
,

辞类
一

冷衫林
,

箭竹
一冷衫林 的士族来跳明

。

这些士坡剖面的形

态特征是全剖面是黄棕色或灰黄棕色
,

具有 而
、

才
、

丸
、 、 · 、

等发生层
,

层次阴过波不甚明

显
。

蜜殖厦合 胶高 一
,

盐荃饱和度蛟大

一
, , 一

一 左右
,

通过枯枝落

叶层的排水采集器中的渗滤水的 值也在 ‘

左右 小于 。 毫米粘粒的含量豹 一
,

在

剖面中稍有移动 粘粒的硅铁铭率 夕一
、

硅

招率 一 夕
、

硅铁率 一 , 在全剖面申

变动极小
,
因此波有 仇聚积和攀招琳溶的现象

。

最近做的箭竹
一

冷衫林
、

杜鹃
一

冷衫林土姨粘粒

毫米 的差热分析及伦琴射往分析精

果 我明
,

除箭竹
一

冷衫林下 一 厘米土续中仅

为水化云母外
,

其它各层均以蛙石为主
,

其次为水

‘匕云母和高岭石 水化云母的含 随剖面向上有

逐渐减少的趋势
。

这些情况都税明孩土壤中进行

若栩匕作用‘另外
,

在生长季节中这些上族的水

分在 厦米土层内握常保持在 一 左右
,

士族空气供应度小
,

因此在士体内形成较多 的

亚铁 一”毫克 。。克千土
,

并因为表层醉类

地被物及枯枝落叶层死地被物的大量吸水 枯枝

落叶层死地被物在生长季节 的水分含 豹 一

。 及土族温度不很高
,

所以在活苔辞下面都

有数 胶大的半分解的死地被物层扭 存在 ‘一

吨 公顷烘千重
,

脱明这些士族中除粘化作用

外
,

坯伴有泥炭积果作用及播育作用
。

这些土壤

都是在 。年左右的过熟冷衫林下形成的
,

从其

所处的生物气候条件来看
,

士旗剖面发育得都比

校完全与祖定
,

我们初步定名为泥炭质
一

潜育化暗

棕色森林士
,

其占冷衫林下士坡的比率是不小的
。

具有
‘

恢白色
”层的土幼 这些士壤主耍分

布在阴坡的社阴
一

冷衫林及醉类
一

冷衫林下
,

在冷

衫林下士族中占有一定的面积
。

其形态特征是具

有明显的“灰白色”层
,

剖面构造有泥炭厦层
、

灰白

色层
、

锈褐色窝殖质淀积层 或埋藏层 及母质层
。

层次阴过渡特别明显
。

这种士族乍看起来
,

外形

有些澎
‘

灰化卫
, ,

但从我仍获得的云岭山脉杜鹃

冷杉林下的土坡材料来看
,

若锐它是灰化过程
,

剧

存在落尸些难于解释的简理  ,
·, 。

就化学性质看
, “灰白色”层中胡敏酸碳和富

里酸碳之比灼为。 呼,
,

士族腐殖盾的流动性蛟

大
,

对士族无机部分的食触性也胶强
,

在琳溶条件

下促进了腐殖厦
一

淀积层的发育
,

这点与灰化土相

似’’灰白色
”

层酸度校高
,

并且随裸度减低
,

能明

士缝中存在琳溶现象
,

剖面 值的 变化与灰化

士族系列相似, 一

, 从全 分析材料看
,

所 有剖

面的
‘

恢白色
”

层中 夕 的淋溶非常显著
,

相对

地 仍 在这一层中有聚积的现象「,
一 , 。

另外
,

在

有些剖面的“灰白色
”

层中钙
、

簇
、

磷
、

硫也不大琳

溶
,

同时孩层中交换性阳离子以 占多数,
。

这

些分析查料也脱明
“灰白色” 层中进行着灰化作

用
,

同时也锐明这些过程的出现
,

可能和有机胀落

物的分解产物的特点有关
。

另外
,

这些士城有下面几点与典型灰化土不

一致
。

这些土族 中的腐殖盾含最
,

不依高度和

掉度位置而变化
,
不仅上层

,
而且整个剖面都票积

有校多的腐殖质 “灰白色”层腐殖质含 在 。一

 , , 。一 厘米深处一般尚有 一 左

右 当然
,

这种聚积现象在各剖面中的差异也是

校大的
,

我们的意兑
,

这种差异井不是由于腐殖质

豪积条件不同
,

而是由于地形特点及外界原因所

致
。

因此
,

这些士族中的植物根系主耍集中召
‘

灰

白色”层中
。

这是有别于典型灰化土的
。

这些土接精构蚊好
,
典型的 “灰白色”层

的土族磨片表明 ,  〕, “灰白色”层士族的精构很

好
,

微团粒豹。 一。 毫米大小
,

有一些被大的团

粒 达 。毫米 被分成蛟小的微团粒
,

有一些微

团粒很口
,

一个跟着一个隔开
,

有校大的孔陈
。

这

样的土竣微桔构
,

我朽称之为 “凝块状精构” ,

看

来
,

腐殖物质 不是胡敏酬匕合物的形式 对微精

构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

这样杖好的微桔构
,

对

灰化土来研是不典型的
。

这些士续时
‘

灰白色”层中的粘粒含 没

有急剧下降’
一” ,

自 , , 年以后
,

我们把冷衫林

下的士族作了二十来个剖面的机械分析
,
发现粘

粒在剖面中的移动都不明显
,
而且很多剖面看不

出有钻粒的移动 ,
,

特别柑
‘

灰白色”层中粘粒含

没有急剧下降的趋势
。

这与典型灰化土灰化层

中拈粒急剧降低不相符
。

从士壤的及粘粒 毫米 的全量

化学分析材料看’
一” , “灰白色”层中

,

铁的淋溶比

招要强得多
,
铭在士壤剖面中相对地较稳定

,

且一

般在, 灰白色
”

层 中稚持校高的含量
。

从这些土壤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锡德涌同志分析
,

静冀泉

同志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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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溶性铝量 沙柯洛夫法 看
,

在 “灰白

色
”

层中也没有显著减少
,

征明招在这些土壤 中的

流动性蛟小
, “灰白色”层中的粘土矿物具有很大

的稳固性
。
另外

,

在“灰白色”层中
,

一般全量钙
、

代换性盐墓
、

有效磷
、

钾的含量蛟多
,

在同一剖面

中上下比较起来也减少不多
,

有时或有增多的现

象
,

这些可能与 “灰白色” 层中较好的精构有关
。

这些现象都是与典型的灰化土不相同的
。

上面这几点是我们在确定冷衫林下成土过程

时所遇到的剖面性态上的简窟与特殊情况
,

这使

整个冷衫林下的土壤不同于一般文献所载
。

三
、

西南离山地区冷衫林下土城

的形成过程

从上面西南高山地区冷衫林下土壤的成土条

件
、

剖面性态
、

墓本特性等材料来看
,

西南冷衫林

下进行的成土过程是 粘化作用
,

腐殖盾累积过

程
,

伴随着泥炭积累与潜育作用和部分士壤的假

灰化作用
。

后者是由腐殖厦酸性而侵触性不强所

引起的
,

不触及铝硅酸盐部分和粘土犷物的铁的

溶解和淋溶过程
。
当含铁的腐殖盾在腐殖厦聚积

层进行这种淋溶时
,

便形成假灰化层
。

这些过程
, 形成了棕色森林土类土壤

。

另外
,

具有“灰白包
,

层的土壤
,

各地区简有很

大的差别
,

从我们所拥查过的云岭
、

沙鲁里山脉地

区冷衫林下土壤的化学及矿物性盾的材料中所存

在的简题看来
,

是与灰化作用不尽适应的
,

这可能

与土壤中铝 的含量高及其粘 土矿物 的稳固性有

关
。

我们初步敲为
,

这可能是潜育作用的精果
,

至

于“灰白色”层的群袖形成机制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这里
,

应触特别强溯指出 冷杉林下的泥炭积

果和膺育作用是由于高寒地带
、

大气相对湿度大
,

活辞类及枯杖落叶层死地被物大量吸水造成的嫌

气坏境
,

决不是由于地下水的作用
。

四
、

西南离山地区冷衫林下土城

的地理分布

西南高山林区士壤位于低稗度亚热带水平带

地区的山地垂直分带上
,

其土壤分布的垂直系稽

校复杂
,

就我们稠查过的云岭
、

沙兽里山
、

邓睐山

等地区来解
,
由于基带的水热条件不同

,

垂直系谱

攀型也不尽相同
。

前者属湿润亚热带
,
从下向上

一

为亚热带云南松林下的山地杠壤
、

黄壤一云杉林

乍的钩地捺色森林士一冷衫林下的山地泥炭厦

潜育化棕色森林土及其他土壤  一亚高山及高

山山地革甸土 后者属暖温带
,

从下向上为有刺

灌丛及高山裸灌丛 下的山地揭色土
、

针阴混交林

下的山地褐棕色森林士一云杉林下的山地棕色森

林土一冷杉林下的山地 泥炭质
一

潜育化棕色森林

土及其他士攘  一亚高山及高山山地 草甸士
。

比蛟常冕的是山地棕色森林土上限邻接亚高山及

高山山地草甸土 
,
而山地灰化土 灰壤 邻接山

地冰沼土 
。

西南冷衫林下士壤的上限邻接亚

高山及高山山地草甸土
,

若靓其为“山地灰化土
” ,

我们感到在垂直带借的街接上是有矛盾的
。

熊叶

奇同志所提出的“山地灰化土
” ,

根据我们绸查
,

它

只 占冷衫林下一部分面积
,

主耍分布在阴坡部分

杜鹃
一

冷衫林和辞类
一

冷衫林下 杜鹃
一

落叶松林
、

醉类
一
云杉林下有时也有

。

这种土壤在云岭
、

沙

兽里山脉与邓睐山脉
,
虽然形态上有某些相似

,

但

由于山地的地厦特点
,

其土壤形成过程是有差别

的
。

因此我们感到
,

西南高山区的部分冷衫林下

士攘是否存在灰化过程
,

不能骤然下精渝
,

而有待

研究 但冷杉林下相当一部分土壤不是熊叶奇同

志所指的 “山地灰化
, ,

而是山地棕 色森林土

类卜幻土壤是可以初步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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