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 年 月

土 壤 学 报
,

 
,

浙 江 省新 地 盾 构 造 运动 与 低 丘

杠壤 形 成及 分 布 的 关 系

隆 景 同
浙江农业大学

一
、

引 言

低丘杠壤在浙江省分布很广
,

一般在海拔 一 米以下的低丘都可觅到
,

是本区

主要的开发利用对象
。

作者在
“

浙江省低丘杠黄壤的成土作用分析,, ’
一文中做过一些渝

述
、

款为这种土壤就成土环境与士壤性厦视
,

应属于浙江省杠壤化作用相对进行较深的一

种 它多半是在古代疏松堆积物的基础上
,

握早更新匡七至晚更新世 主要是中更新世 时期

的杠化作用而成
,

以分布在援援起伏的低丘地形上为主
,

因其杠色
、

酸性
、

粘重等性盾相对

地比较突出
,

土层又较深厚
,

特加
“

低丘
”

二字
,

以别于其他的杠壤
。

本文所指的低丘杠壤是 杠色
、

酸性
、

粘重
、

多氧化敛貂的疏松堆积物
,

以下部有杠白

交撤网权的最具代表性
。

我俩靓为不输其近代成土作用进行的深度如何
,

凡具有上述特

征的都可暂归在叙壤之内
,

因为它佣在利用上有较大的共 同性
,

在某种意义上
,

可能就是

有些人所指的
“

杠色风化壳
”

或
“

杠色古土壤
” 。

我们所砚的低丘杠壤有时因地壳上升而抬升到较高的位置
,

虽然改变了原来的成土

方 向
,

但 目前若干性质未变
,

甚至因新的成土作用影响不深
,

性盾与原来基本上一样
,

所以

也包括在尉谕范围之中
。

杠壤在我 国长江以南分布十分广泛
,

但在成土作用方面的争渝很多
,

因为涉及到古土

壤与现代土壤的界限
、

杠壤形成的艳对年龄与相对年龄等复杂阴题
。
由于查料累积不够

完全
,

迄今还没有系扰的渝述与比较兢一的意兑
,

本文不拟值接参加上述争萧
,

只是在成

土环境方 面
,

提供一些查料
。

地形与母盾都是杠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

鉴于地形
、

母厦两者都受到新构造运动

的擦制
,

所以本文以新构造运动为中心来进一步尉渝低丘扛壤的形成与分布
,

希望能为杠

壤的规划利用与土壤制图工作提供理渝上的参考
。

新构造运动是指第三耙末以来的地质构造运动
,

近年来引起各界很大重视
,

但与土壤

简题联系尉谕
,

尚 属罕兄
,

本文姑作一尝贰
,

尚望各方学者予以指正
。

二
、

浙江省新构造运动概述

总的看来
,

浙江省新构造运动表现为西南部上升量大
,

东北部上升量小
,

而杭州湾两

岸员表现下沉
,

这与全省的地势西南高
、

向东北逐渐倾斜变低
,

以及若干河流如鹭塘江等

发源于西南流 向东北等情况完全符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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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南赢江流域与浙西北天 目山区是全省上升量最大的区域
,

在地貌上表现为高峻陡

峭的山攀与狭窄的河谷
,

几乎没有真正的河漫滩出现
。

浙西丘陵 寿昌
、

建德
、

桐庐一带

与浙东丘陵 会稽山
、

四明 山一带 的上升量较小
,

表现为山势较低
,

起伏较小
。

河谷地区常

有冲积平原出现
,

夹于丘陵地中的构造盆地也出现较多 在两区内又有程度上的差别
,

大

致浙西丘陵愈近太湖
,

以及浙东丘陵愈近杭州湾均地势愈平
,

上升量愈小
。

金衡盆地在地貌上 自成一区
,

为省内最大的构造盆地
,

新构造运动也较特殊
,

主要表

现为边椽山地上升
,

沿盆地边椽形成明显的断崖
,

自盆地边椽至中心上升量逐渐变小
,

盆

地中心则相对地有所下沉
。

浙北杭州湾两岸 自第 四耙以来有明显的下沉
,

其下沉幅度愈向东北愈大
,

沿海各港湾

以及杭州湾呈三角港形态都是地势下沉后海侵所造成
。

但近期某些海滨地段似有 回升
,

例如舟山
、

平阳等地有海触阶地与高出海面的海触穴发现即
。

三
、

低丘杠壤的分布及其与新构造运动的关系

浙江省低丘杠壤的水平分布可分为 四种地区 图

一 产
‘

一

入 , 〕 户
“

’

一

一

一
”

图 浙江省新构造运动与低丘红嚷分布关系

新构造运动轻微上升区
,

低丘红褒分布集中 新构造运动上升区
,

低丘红壤分布尚多

新构造运动弦烈上升
,

低丘红壤分布很少 新构造运动下沉区
,

低丘红嚷没有分布

集中分布的地区 包括金衡盆地以及向西北延伸
,

握义岛
、

东阳
、

杭州市
、

再向北握

旧武康县值至安吉
、

长兴一袋
,

在此袋的两侧
,

低丘扛壤握常连棉不断
,

地形上明显地表现

为起伏平援的低丘
,

低丘杠壤面积可 占全区的 一 界 以上
,

本区在新构造运动中属于

袒微上升的地区
,

正处于升降的过渡地带
。

分布尚多的地区 包括浙东丘陵与浙西丘陵
。

全区起伏稍大
,

相对高度在 一
。米左右

,

低丘杠壤分布比较零散
,

估静面积豹占全区的二一 多
,

常可在若干小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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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或某些河谷较竟的两岸阶地上兑到
,

例如浙东的梁弄盆地 余姚
、

浙西的新安江水康

周围 淳安
、

遂安 以及篷塘江上游两岸等地都是 某些高极刹触面上
一

也有残迹
。

本区在新

构造运动中为上升地区
,

上升量中等
。

分布很少的地区 包括浙西北山地及浙南 山地
。

全区起伏更大
,

相对高 差可达

知。一 米以上
,

低丘杠壤分布非常零星稀少
,

估静面积不到全区的 一
,

能觅到的

地方也多是小范围的构造盆地
,

例如莲昌古市
、

龙泉安仁及赤石一带
。

本区属新构造运动

的强烈上升区
。

完全没有分布的地区 包括浙北平原及海岸区
,

地势平坦
,

属新构造运动下沉地

区
,

低丘来日襄几乎艳迹
。

现将各地区情况再列表比较如下 表

表 浙江省各地区低丘杠壤分布与新构造运动的关系

区域名称
地 形

新 构 造 运 动

】 特 征 主要相对高差

低丘红奥
分布状况

金街盆地
盆地内以起伏平缓的低丘为主

,

坡
度多在

。

以内 米以内
大部轻微上升

,

盆地愈近边
椽上升愈弦

,

中心相对下沉
集中分布

,

经
常连绵不断

杭州
、

武康
、

安吉
一线丘陵边椽区

同上
,

但范围狭矢
,

有时夹有孤立的
小山

巧 米以内
上升与
轻微上

下降的过渡带
,

本身
升

浙东丘陵
起伏稍大

,

坡度多在 一
。

之间
,

常见小构造盆地
,

谷地常有小平原 一 米 上升为主
,

上升量中等 」在若
地与

千构造盆
较宽的河

谷内常可见到

浙西丘陵 同上
,

但西部起伏更大一些 米左右 同上
,

但西部上升量稍大

浙西北山地 天
目山区

起伏大
,

谷狭
,

坡陡
,

坡度多在 一
“

以上
米以上 大量上升

浙南山地 米以上 大量上升

分布非常零星
稀少

,

只在一
些小构造盆地
中可见

浙北平原 平坦
,

河网湖沼连绵 米以内 大量下沉

梅岸区 岸线曲折
,

各河口有平坦的小冲积
平原 米以内

近代虽部分有回升迹象
,

但
仍以下沉为主 ⋯一

表内地形栏按严数偷先生资料山略加修改
。

从表 可以看 出
,

低丘杠壤大量集中分布于新构造运动鲤微上升的地区
,

就大范围

靓
,

握常处于升降过渡的地带
,

在上升量中等的地区还可常见到低丘杠壤的出现
,

但在大

量上升的山区郎分布零星稀少
,

显然这与地区的侵散程度有关
,

我们推想大部分杠壤可能

并非近代的产物
,

当它形成以后已握历较长的时简
,

所以上升量愈大的地区
,

侵触愈强
,

敲

土壤也所遣愈少
,

至于下沉地区或由于敲区地下水位一直较高
,

不具备杠壤的形成条件

见后述
,

更可能的是已握形成的低丘杠壤被掩埋于近代沉积物之下
。

低丘杠壤集中分布于新构造运动升降过渡的地区
,

不仅表现在全省较大范围之内
,

郎

使在局部较小的地区也能冕到
。

例如杭州西瑚地区
,

低丘杠壤集中分布在西湖内周以及

北山 舌寥
、

老东岳一带 与南面江岸的两狭长带中 兑图
,

这是因为西南山地嗤烈上

升
、

山地外围以及西湖周边下沉所造成
,

低丘扛壤分布带与新构造运动的升沉过渡区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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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群扣情况
,

将另文叙述
。

又如金街盆地是低丘扛壤分布最多的地方
,

但分布于盆地

内的低丘杠壤井不均匀
,

一般都以距边椽山地 一多公里的地方分布最多
,

也最相速成片

。
古蔫

图 杭州西湖地区低丘红壤分布略图

这与盆地的新构造运动在外围上升而中心相

对下沉有关
,

上述低丘杠壤最多的地方恰好

是升沉过渡的地区 祥相情况
,

也将另文叙

述
。

类似这种情况
,

笔者在全省不少地方
,

都有发现
。

低丘扛壤常集中分布于新构造运动升降

过渡的地区
,

但新构造运动升降过渡的地区

不一定都有低丘杠壤集 中分布
,

因低丘杠壤

有一定的形成条件
,

同时握常只形成在一定

的海拔高度上 兑后述
,

如原无低丘杠壤形

成的条件或虽有形成条件但形成后地区下沉

幅度较大
,

已被掩埋则仍无敲土出现
。

例如

从 图 上可看出浙东丘陵外围
,

浙南山地与

海岸交界的地带都位于新构造运动升沉过渡

地区
,

但不兑低丘杠壤
。

粽观全省
,

低丘杠壤以分布在构造盆地内的为最多
,

可能因为盆地地形使古老的疏松

母厦 低丘杠壤的前身 容易沉积
,

同时形成以后也不易触去
。

此外
,

一般低丘杠壤几乎都

与第三耙杠砂岩上发育的杠砂土
、

紫砂土 自口土壤文献上一向所称的紫色土 相互毗邻穿

插
,

这与第三耙杠砂岩也主要形成于盆地之中有关
。

据前人研究
,

浙江省各个构造盆地远

在中生代末期燕山运动之后已具翰廓
,

盆地的形成多半是中心相对下沉
,

具有地堑的性

厦
,

在后来的新构造运动中
,

各盆地中心又撇擅有相对下沉
,

边椽相对上升
,

第三耙杠色砂

岩与第 四耙杠土 郎低丘杠壤的前身 都是盆地形成后的堆积物
。

低丘杠壤有时分布在河

盛,

 !

海拔度高术

,,与江以了
口

谷较竟的大河两岸或山地外围
,

这些都是古老

的疏松母置容易停积的地方
,

情况与盆地内相

似
。

一般低丘扛壤在盆地或河谷内分布的范围

郡与盆地或河谷的翰廓相符合
,

这也砚明了它

是在盆地或河谷形成以后的产物
。

就垂值 高度砚
,

低丘杠壤一般以分布于超

河漫滩第一极阶地 与第二极阶地 跳 为 最

多
,

这与上述的位处于新构造运动的斡微上升

区有关
。

相对高度一般在 一兄 米以内
,

在多

数盆地内与大河两岸低丘杠壤分布的主要地段

相对高差常为 一 米左右
。

例如杭州
,

低丘

扛壤分布于 一 , 米的阶地上最 为普遍 古

干地高

、一 埋藏的红色古土壤

一在一定高度上的面积比例 ‘

图 杭州西湖地区低丘红嚷分布面积与

高度关系示意曲线

蔫
、

老之江大学等处
,

但也部分分布于 米阶地上 玉泉 图
。

金稽盆地
,

低丘缸壤

多分布于 , 一 米及 一 米两极阶地上
,

由于新构造运动的抬升
,

某些较老的低丘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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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可以分布到海拔较高的地方
。

虽然由于环境的改变
,

它已成为其他土壤的母盾
,

目前不

再是杠壤化的方向
。

但我们款为它在不久以前的杠壤化过程与一般低丘杠壤没有两样
,

因为除薄薄的表土层外 有时这层也不明显
,

它的颜色
、

厦地
、

拮构
、

新生体等形态与一般

低丘杠壤很难区别
。

例如浙东四明 山区东岗山顶 海拔 米左右 与四 明山区夏家岭一

带 诲扳 匆 米左右 都不仅有这种土壤分布
,

而且在局部地区还相当完整地保留着低丘

地形 图
。

又在杭州上天竺娜当岭附近 海拔 米左右 也有夔迹
。

我佣款为这是新

构造运动局部孩烈上升的敲据
。

另一方面
,

由

于新构造运动的下沉
,

低丘杠壤可以成为埋藏

士壤
,

例如金衡盆地中心 金华城南 一 里与

街县城南 斗一 里等处 及杭州西湖内周都可觅

到
。

下沉后的低丘杠壤
,

保留着原来的桔构
、

盾

地与扛白网拉等状况
,

只是颜色受水分影响有

变黄的趋势
,

常成为不透水的底土层
。

我们曾将浙江省低丘杠壤分布状况与华东

各邻省进行对比
,

发现情况非常类似
。

例如以

杠色盆地著称的江西省
,

低丘杠壤 以分布于郡

阳湖四周与吉泰盆地的最为典型与集中 
,

前

劣

图 四 明山区东岗山山顶的地形与土壤

分布关系示意图

海拔 夕 一 。米分布红色古土壤

海拔 一 米分布山地黄壤

者是
“

赣北隆起
” 、 “

皖南隆起
”
等地壳上升区向

“

番肠阳洼陷
”

下沉区 的过渡地带
,

后者是

一 地堑型盆地〔〕
,

与浙江省的金衙盆地类似
。

安徽省的低丘杠壤以宣郎广 宣城
、

郎溪
、

广

德 一带为最多
,

这是
“

皖南隆起
”

向
“

宁蒸洼陷
” ’的过渡区

,

部分低丘泉〔壤分布于大别山

南坡
,

敲处则为
“

大别山隆起
”

向
“

九江洼陷
” “〕的过渡带

。

沈梓培在华阳河流域土壤稠查

报告圈 中提到 自湖北广济至安徽望江的几百里范围 内均可兄到大别山南坡广泛分布的杠

色土壤
,

地势略有起伏
,

高度不超过数十米
,

土层深厚
,

下有网杖
,

也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

福建省总的看来是 上升较孩的地区
,

所以低丘杠壤 分零星稀少
,

与浙南的情况相似
,

据

现有氯录阴
,

杠土砾石层 与浙赣等省的低丘杠壤相似 的分布也均在一些小的盆地与谷

地内 例如福州
、

清流
、

华安
、

邵武等地
,

也有一定的高度
,

常在海拔 一 。米到 斗。一

米之简
。

这些查料充分税明本节前述的低丘杠壤分布规律
,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四
、

新构造运动幅度对局部低丘杠壤分布状况的影响

低丘红壤握常处于新构造运动升降过渡的地区
,

蔽地段本身多有斡微上升
,

所以这

种土壤分布于波状起伏的低丘地形上是必然的拮果
,

这种地形又与其他一些土壤形成条

件相联系
。

可是 由于新构造运动上升幅度的差异
,

在低丘杠壤区内的地形
,

以及士壤形成
、

分布特点不尽相同
,

现分述如下
。

上升幅度较大的区域 一般距山地较近
,

如在盆地内只 比较靠近边椽
,

以金衙盆地

为例
,

它的范围大致自山脚至距山脚袋 一 公里处
。

例如金华石阴农锡锡部至后尘村一

带
、

衙县杜泽旅以南数里范围内是较有代表性的
。

功 这里仍主要指以第四纪红士为母质的红壤
,

以下都是
。

本节所称的几个
“

隆起
”

在原资料上均称为
“

突起
” ,

意义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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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构造运动上升量相对地稍大
,

所以在地形上表现起伏较大
,

地面坡度常在 一
“ ,

有时可超过
“ ,

相对高差一般可达 米左右
,

地面受切割较强
,

少有速片的土地
,

侵

触沟与深而狭的山嵘 由侵触沟进一步发展成的狭长形谷地
,

在浙江一带称为山嵘
,

底部

多已辟为耕地 较多
。

低丘杠壤分布的阶地常有 一斗 极
,

例如金华石阴农锡近山处有

极
,

街县十里丰农踢近山处有 四极 均在金衡盆地边椽
。

这种地区侵散型的土壤较多
,

低丘杠壤常暴露心底土
,

分布着砾石或具核块状拮构的

坚硬土体
,

熟化此较困难
。

不少地方低丘杠壤全层被散
,

暴露了下 面的衙江杠砂岩
,

所以

低丘杠壤与街江杠砂岩上发育的杠砂土
、

紫砂土等有着更多的相互穿插
。

在山嵘内因地

下水的侧渗而有着较多的冷水 田
,

同时来 自上部的冲刷物也较多
,

这些都使土壤不易得到

正常发育
,

肥力较低
。

上升幅度较小的区域 一般距山地较远
,

接近平原
,

如在盆地内 较靠近中心
,

但

本身仍以阶地面貌出现
。

以金街盆地为例
,

它的范围大致自距山脚修 一 公里处道至冲

积平原之简
,

例如衡县后澳街大平 山一带
、

金华旧蒋堂农锡向南至棍梅壤一带是较有代表

性的
。

本区分布的面积较上区为广
,

在低丘杠壤区内占多数
。

由于上升量相对地较小
,

所以在地形上表现起伏援和
,

地面坡度以
“

以内最为普遍
,

相对高差常在巧米左右
,

地面受侵触切割较弱
,

握常有较大面积速片的土地
,

耕作方便
,

山

嵘多浅而竟阴
,

散沟较少
,

地面常出现浅凹地等片触地形
。

阶地一般只有 一 极
,

例如在

金华附近只有 米左右一极阶地有低丘杠壤分布
。

这种地区虽由于植被破坏也接受侵

触
,

但一般土层较厚
,

坚硬的心底土相对地暴露较少
,

熟化比较容易
,

街江杠砂岩在本区出

露较少
,

因而杠砂土与紫砂土出现不多
。

本区土壤侵散较弱
,

但滞水及淋溶作用相对地鼓

弦
,

若干低平地方
,

由于多水使土壤变为黄色
,

粘勃性较一般更张
,

某些地势低的下坡地还

可觅到受侧渗水漂洗的浅色土层
。

本区山嘿内的地下水活动弱些
,

冷水 田相对地较少
,

可能 因水流分散蒸发又弦
,

整个

地面河流发育也较少
,

所以旱季里缺水的情况较多
。

上述两个区域
,

由于新构造运动幅度的差别
,

在地形
、

土壤分布
、

农业利用各方 面有着

一系列的不同
,

理渝上与实践上似均有进一步划分研究的必要
。

此外
,

我佣发现某些新构造运动上升量稍大的低丘杠壤区
,

有时可保留着相当完整的

古地形
,

这些古地形与低丘扛壤的分布状况也有密切的关系
。

例如杭州西南梅家坞 山谷

内的低丘系工襄按着古河流冲积地形分布
,

有明显的凹岸与凸岸
,

而且一些凸岸地段的杠壤

相对的厦地较粗
。

合有较多的砾石
,

凹岸 相反 金华南山若干山 口 的低丘杠壤保留着古

洪积扇的地形
,

位于扇状地中心的杠壤显然含有大量砾石
,

同时厦地较粗
,

扇状地外围的

杠壤则相反 群翎情况
,

笔者将在另篇内衬渝
。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

它俐是新构造运动

的拮果
,

同时也是敲区新构造运动上升的有力荻明
。

五
、

低丘杠壤的形成简题豺箫

从分布状况来看
,

低丘杠壤艳大部分均出现在海拔不高的低 丘位置上
,

只有少量的可

出昵子高山
,

且这部分翘常与一些明显的新构造运动上升征据相联系
,

这样使我们相信低

丘杠壤主要形成于新构造运动升沉过渡地带的低丘位置上
,

黄瑞采将我国杠壤地带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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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分为六类 甲 沿海台地和低丘
,

乙 洪湖低丘
,

丙 起伏丘陵 高十数米至 米
,

丁 山简盆地 四周的低丘
,

戊 低山和高丘陵 高 米以上的丘顶
,

己 山地区域平镇

山岭和坡度平援
、

土层深厚的地带 
。

这里可能也是指着发育较好的杠壤 与我佣所需的

低丘杠壤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 主要分布在海拔不高的低丘上
。

后两类地形很可能就

是被抬升的较平坦的刹触面
,

也可以有上升的杠壤分布
,

所以他的看法与我佣新构造运动

的解释基本上相符
。

我们在浙东四明山区梁弄盆地还觅到如下的例子 图 几极阶地自下而上
,

杠壤

化的程度依次增加
,

具体祝录如下

’’
·

⋯ 一 米河漫滩
,

老冲积
,

不见红色
,

层次及颜色复杂
。

⋯⋯较 高 米左右
,

老冲积
,

稍带橙色
。

’’
·

⋯较 高 米左右
,

老冲积
,
明显的橙色

,

坡度 一
“

较接近一般的低丘红壤
。

、⋯⋯较 高 米左右
,

老冲积受洪积影响
,

橙红色
,

地面倾斜 一 。
“

郎一般的低丘红壤
。

这种现象除了可能与土壤的形成时简有关外 阶地向上
,

成土年龄依次较长
,

似乎也

后村沈

里公
勺‘以

泛激平原」盆地中心

视明 了低丘杠壤只在一定的高度位置上容易

出现
。

扛壤化作用在低丘位置最容易进行显然

不是偶然的
,

我佣熟为可能与下列各点有关

各种杠壤形成学靛中均指 出夕江壤化过

程中有弦烈的淋溶作用
,

低丘地区土层脱离

了地下水的影响
,

特别是在新构造运动中
,

地

盘逐渐上升
,

地下水位相对下降
,

使淋溶作用

得以顺利进行
。

杠壤形成过程中的一大特征是二三氧

化物的积聚
。

二三氧化物从母厦中风化游离

晨函

苗丛

图 几级不同红化程度的冲积物分布位置示意图

浙东余姚梁弄东南三里山边

注 红壤化程度
,

自下而上依次增加
。

阶地面自下而上倾斜度依次增大
,

这与边椽山

地上升有关
。

以 后多成为胶体状态
,

具有流动性
,

当其淀积以前必先脱水
,

在低丘地区
,

一则地势不算过

高
,

地下水的循环也不太强烈
,

流动性二三氧化物流失的可能性不大
。

一 地盘逐渐上

升
,

逐渐脱离地下水的影响
,

二三氧化物可逐渐脱水大量淀积
。

低丘地区层次较厚的第四耙疏松堆积物沉积的可能性最大
。

无渝在矿物厦 的分

解
、

水分的淋溶或胶体物盾的流动淀积等方面
,

这种母厦都比坚硬的岩层容易进行杠壤化

作用
。

我俩在野外握常兑到紧邻或上下紧接的第四耙沉积母盾与第三耙母岩 岩性还是

相当疏松的
。

两者同样有接受杠壤化的征象
,

但杠化程度相差甚远
。

低丘地区常常新构造运动上升量较小
,

比上升弦烈的山区接受侵触相对较袒 近代

由于植被破坏引起的弦烈侵触例外
,

所以成土环境较好
,

成土作用有可能进行较深
。

低丘地区多已握过新构造运动上升
,

较平原地区的近代堆积物成土时简较长
,

有可

能出巩较明显的杠化
,

这一点在前述图 的例子里
,

也可税明
。

应敲指出
,

扛壤化作用是在新构造运动的过程中进行的
,

新构造运动在杠壤化之前及

以后一值未断
,

地盘可升可降
,

但在杠壤化过程中常以微升为主
,

这样来理解上述各点
,

便

可有较生动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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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丘杠壤主要形成于第四耙更新世中叶的湿热气候中
,

联系上述低丘杠壤的各形成

条件来看
,

可以推想 低丘杠壤分布区 盆地边椽与大河两岸为主 的构造上升
,

在时简上

应不迟于中更新世
,

因过迟 气候变冷
,

不易杠化 在幅度上不会过大
,

因弦烈上升
,

会造

成气候变冷
,

同时侵颤加强
,

地下水循环加快
,

也不易杠化
。

所以低丘杠壤的分布状况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更新世中叶的新构造运动动态与当时的气候特点
。

国内外各杠壤地区常可兑到较深厚的风化层次
,

固然与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条件有

关
,

但我佣款为某些情形下很可能也是在第三耙末以来的新构造运动过程中产生的
。

例

如杠色风化壳中
,

常兑的杠白网枚层多被理解为与水的淋洗或地下水位升降有联系的某

些作用 水湿还原
、

局部酸度差异等 所造成
,

可是网枚层的深度常可达十数米甚至数十

米
,

而地下水位的升降幅度或水分的淋洗范围 也握常受地下水位控制 很难想象有如此

之课
。

我们款为这很可能是在新构造运动中地段逐渐上升时
,

地下水位不断改变
,

水的活

动范围迁移
,

由于作用深度的累积可以达到如此深厚
,

一般风化与成土作用中的水热渗透

与生物影响等方面可能也是这样
。

六
、

筒 短 的 桔兼

浙江省低丘杠壤多半分布在新构造运动升沉过渡带的鲤微上升区
,

就全省范围或局

部地区来看都是这样
。

低丘杠壤所处的局部地形以构造盆地为主
,

有时也分布在竟河谷

的大河两岸或山地外围
,

就垂直高度砚
,

低丘扛壤艳大部分分布在海扳 卯 米以下的两极

阶地上
,

这些都与分布区的新构造运动性盾有关
。

低丘杠壤区位于新构造运动袒微上升区决定了它 目前起伏平援的低丘地形
,

以及与

此有关的某些土壤形成条件
,

但区内由于新构造运动上升量的差异还可再捆分为两区
,

这

两区的地形
、

土壤形成与分布
、

土地利用等方面均有显明的差别
。

低丘杠壤不仅分布于低丘地段为主
,

可能也主要形成于低丘地段
,

在敲地区逐渐上升

的过程中可能因为 淋溶作用容易进行
,

氧化铁容易脱水淀积
,

以及敲区多疏松母厦分

布
,

成土时简又稍长等条件
,

所以使杠壤化作用能够顺利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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