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 熊叶奇 再论我国西南林区暗针叶林带的土类问题

土
。

土壤文献中曹报道
,

在苏联欧洲部分
,

淀积腐

殖质灰化土仅见于北部泰加林下典型灰化上及潜

育灰化土之中
,
而与砂

、

砾母质结合出现  
。

在我

国西南林区晤针叶林带
,

母质一般含砂
、

砾甚少
,

腐殖质之所以大量淋溶至 层淀积
,

可能与山地

地形及降水较为集中有关
。

至于
“

灰白色层含腐

殖质最高可达
” ,

这一问题可能是将棕 色 灰

化士和淀积腐殖质灰化士混为一谈的绿故
。

另外
,

张万儒同志在
一

的剖面描述中还指

出
,

层吸收性根系很少
,

只有部分输导性根系

穿过  
。

据实际观察
,

情况大都如此
。

只有

佐恩描述的剖面
,

才提到根系主要集中在
“

灰

白色
”
层 

。

就是根系集 中在“灰白色
”

层
,

也不能

因此就否定上壤有灰化作用
。

土壤文献中曾指出
,

在苏联森林地带
,

生长云杉的士壤灰化作用最强
,

原因是云杉林下容易形成粗腐殖质
,

井且云杉的

浅根系又易使表土的盐基趋于贫乏 
。

从灰化层的物理丝质井不能说这种土壤不

是灰化土
。

不赞成是灰化土的人认为灰白色层有

较好的微结构
,

不是典型的灰化层
。

这是对灰化

层的歌解
。

粗着淀积腐殖质灰化土的剖面
,

层确是没

有结构可言
,

不过
,

自其中取出的土样甚易分裂成

大小不同的碎块
。

此外
,

层的外观虽呈灰白色

或白色
,

但土样一经研磨却变成灰棕色
,

如将较大

的土块剖开
,

则可发现只有土块的外部呈灰白色
,

而内部为棕色或黄棕色
。

对于这些现象
,

土壤文

献中曹有解释
,
说是

“

无定形的二氧化硅是一种粉

末状的无定形体
,

填充在母质的全部室隙中
,

使土

层呈现白色
,

井使新形成的灰化层具有一种最主

要的特性
—

无结构性
。”
 既然如此

, “

灰白色
”

层有微团粒或所谓凝块状结构
,

应是意料中之事
,

就不能用来否定土壤为灰化士
。

有人说 “粘粒含量没有急剧降低
,

不是典型

的灰化土
”。

从机械组成的分析结果 表
,

的确

看不出粘粒 粒径 。 毫米 自淀积腐舷质灰

化土的 层急剧降低
。

这可 能是 与 层粒径

毫米的颗粒中包含 有无定形二氧化硅的

微细粉末有关
。

土壤文献中亦曹指出
,

只有粒径

毫米和 一 毫米的

粘粒可以完全从 层琳走  
。

所以依靠一般的

机械组成分析结果
,

不能确切地钊定粘粒是否自

灰化层淋失
,

亦不能据以否定土壤为灰化土
。

至于 佐恩的剖面
,

其
“

灰白色
”

层

所含的粘粒反比其他土层高
,

应从新堆积物的影

响来考虑
,

更不能据此否 定土壤存 在灰化过程
。

不难理解
,

在新堆积物上重新发生的灰化过程
,

其

进程必然赶不上不受新堆积物影响的淀积腐殖质

灰化土
,

如剖面 层所现的玫瑰色
,

就可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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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锰残余
,

亦郎可能偷未结束灰化过程的

第二阶段
,

这是可自其全量铝的剖面分布 (表 3
,

的 得到印证的
。

3

.

从灰白色层的化学性质证实这种土壤属于

灰化土
。

异论者的另一个理由
,

是以为士壤灰白

色层中铁的淋失比铝强得参
,

铝在剖面中相对地

较稳定
,

不同于灰化土
。

但是根据化学分析结果

(表 3) “灰白色
”
层中不 仅三氧 化二铁的 含量最

表 3 淀积腐殖质灰化土的全量化学分析桔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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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数据曹按原资料改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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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也最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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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粘粒 (粒径 < 。. 00 1 毫米) 差热分析结果
, “

灰

白色
”

层以下的各个土层都含有三水铝石
,

唯独

“灰白色
”

层本身没有
。

由此可见铝自
“

灰白色
”

层

明显淋失
,

井非所说的相对稳定
。

如果说“灰化作

用是使铁
、

铝同时遭到淋溶
,

甚至铝比铁淋失得

更快
”
[lj

,

这也是和实际情况不符的
。

一般认为
,

在大多数土壤中
,

绝大部分的铁是琴之不同的水化

状态包被在土壤颗粒的外表 (也可能和腐殖质结

合)
,
只有少数的铁存在于铝硅酸盐类中

,

还可能

在角闪石或其他铁镁硅酸盐的残留碎片中含有低

戮
。

铭的清况和铁不同
,

主耍存在于原生的及次生

的铝硅酸盐类中
。

由于铁
、

铝在土壤中存在的形

式不同
,

在灰化过程中淋溶的先后也有不同
,

铁的

淋失主耍发生在灰化过程的第二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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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又是可呈两种氧化状态出现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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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灰

化土形成中比 铝 更易琳失
。

C

.

fl

.

雅尔科夫督

指出
,

在灰化层有低铁季节出现 [6J
。

粘粒 (粒径 < 0.00 1 毫米)部分 的硅 铭铁率

(表 的
,

也充分说明淀积腐殖质灰化土的 A
:
层含

有多量硅
,

而铁
、

铝向下淋溶淀积于 B 层
。

又据伦

琴射线鉴定的结果
, “

灰白色
”

层的粘土矿物以绿

泥石
、

蛙石
、

伊利石和石英为主
。

所有上述资料
,

都证明
“

灰白色
”

层有铝硅酸

盐类遭受破坏
,

都证明 “灰白色
”
层的形成是灰化

过程发展的结果
。

从
“

灰白色
”

层的粘土矿物组成
,

亦可看出该

层为什么仍然含有较多的钙和镁
。

4

.

从土壤垂值分布和地被物也不能说这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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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淀积腐殖质灰化土粘粒部分的硅招跌率

采样深度
(厘米)

510 : F eZO 3 A 12O 日 5 10
:

/
A I

:
o
。 5 1 0

:

/
R
:
0
3

层 次
(焙烧土的% ) (分子率)

剖面 15*

2,jCn厂0nUZ2 1一28

30一35

50一60

56
.1夕

3 1
.
5 7

3 5
.
7 8

7 9 4

3 2
.
3 0

2 6
.
8 6

3 1
.
3 4

3 1
.
0 5

3 0
.
3 7

3
。

0 5

1

.

7 3

2

.

0 0

灿几场

T S一2 夕

O八7J,山
2

,一n,注
.
d
月

.

…
�j11,111一乡,j产白,了通

.丁工口�00
.

…
4IJ11,.工Q�

‘

份一J,1哎2口j
J.工n毕

.

…
闷
.,�产0lfJ

2
,心弓j,j02fj

0
11n�尹O

�人U12
.

…
,乙
山
.上,了片了,1,‘11

, .二

3 斗一4斗

5 3一63

73一83

92一102

56
.
67

41
.
1;

39
。

6 3

3 9

.

5 0

扬几肠
一

C

“

剖面 巧 所列数据
,

曾按原资料改算
。

壤不是灰化土
。

有些人说: “在土壤垂值分布中
,

灰化土应上接冰沼土
”。

这种说法不甚妥当
。

士

壤垂值地带的结构
,

随地区不同而发生变化
,

所以

浚有一种可以到处适用的土壤垂直地带谱
,

更何

况在山地条件下
,

井不一定有冰沼土发育
。

以西

藏地区为例
,

尽管超社雪线的高山很多
,

但在雪线

以下迄未发现冰沼土
。

又以苏联远东地区为例
,

中部泰加林亦上接灌丛草甸
。

因此
,

灰化土不一

定上接冰沼土
。

关于灰化土
,

土攘文献【习中明确地提到有大

量死的有机物在土壤表面累积
。

在我国西南林区

暗针叶林下的情况
,

残落物连同苔类活体在 内
,

总

厚度一般为 10 厘米左右
,

最厚(受腐烂倒木影响

的地段)也不过 30 余厘米
。

这些有机物中
,
只有

贴近地面的部分分解较好
,

往上分解渐差
,

表面则

多为苔类活体以及保持原状的枝
、

叶
、

球果和树

皮
。

灰化土上的地被物与泥炭有很大差别
。

从地

被物的情况看来
,

也不能说暗针叶林带具备灰白

色层的土壤不是灰化土
。

二
、

暗针叶林带不具备
“

灰 白色
”
层的

土壤也是灰化土

从 已经掌握的各种资料
,

可以判定暗针叶林

带不具备
“

灰白色
”

层的土壤也是灰化土
,
只不过

是棕色灰化土
。

在我国
,

棕色灰化土最初由中苏黑龙江粽合

考察队在大兴安岑林区定出
。

当时
,

苏联士壤学

家曾说:
“

棕色灰化土的形成和深厚的季节性冻

层有关
,

带有鲜明的地区性特色
。

与之相反
,

在苏

联欧洲部分典型灰化土区
,
因冬季积雪甚厚

,

所以

季节性冻层 的厚度一般 不 超过 25 厘米o’’[71 目

前
,

关于冻结和冬季低温对士壤形成的影响
,

国内

外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

取得了半富的资料
。

应该看到
,

对我国西南林区晤针叶林带的了

解虽然还有不足
,

但某些情况却是清楚的
。

第一
,

暗针叶林带所占的高度范围
,

一般为海

拔 3
,

6 , 0 ( 3 ,
7 0 0

) 一呼
,

1 0 0
(
斗,

2 0 0
) 米

。

在个别的

地方
,

如西藏烦多的下限为海拔 3
,

3
00 米

,

又如川

西二郎山的下限为海拔 2
,

”。米
。

表现随基准面

高低发生变化
。

第二
,

晤针叶林带的树种虽以冷杉为主
,

但亦

有其他针叶树
。

一般清况下
,

傍近上限一带的阳

坡有小片槽柏林(槽柏顺山脊可下伸至海拔3
,

70
。

米左右)
,

而傍近下限一带有云杉混生
。

个别地方

如西藏丁青
、

索县一带
,

暗针叶林常以云杉为主耍

树种
。

在暗针叶林带范围内
,

还常有针阔混交林

顺峡谷底部侵入
,

不过其中的针叶树和晤针叶林

有不同
,

譬如
,

在邓睐山脉
,

晤针叶林带为 才bi 。

faxoo iao a ,

针阔混交林带为 月b i
o s r oc ;‘r o a 君a ; 在

沙鲁里LIJ 脉
,

暗针叶林带为 A bi。, g e o r g i i
,

针阔

混交林带为 才b ie ‘ f
o r r 。 , ‘i 和 过b i

e ,
d

e
z
a , a , i 。

暗针叶林带的最大特点是林内没有竹子
,

井且阔

叶乔木也很稀少 (涵常只 有个 别 红 桦 或糙 皮

桦)
。

第三
,

暗针叶林带的气候虽然以湿
、

冷为特

点
,

但在冬季仍有水
、

热条件的垂直变化
。

记得
1955年笔者 在中甸 林区工作末期 (10 月中旬)

,

穿过晤针叶林带的道路积雪已及腹部
,

进山道路



土 壤 13 卷

被阻
,

在当地藏胞的引导下
,

顺山脊穿过暗针叶林

带才得下山
。

这说明冬季暗针叶林带的积雪情况

有很大的不同
。

西藏丁青
、

索县两地的气象资料

(表 5)
,

也说明同在横断山脉的西部
,

附近又都有

暗针叶林的情况下
,

只有由于所在位置的海拨不

同
,

以致有水
、

热条件的明显差别
。

表 5 西藏索县
、

丁青的主要氛候因素指标

梅梅 拔拔 平均气温 (℃))) 极端最高温温 极端最低温温 年降水量量

(((米))))))))))))))))))))))))) (oC ))) (oC ))) (毫米)))
全全全 年年 1 月月 7 月月月月月

333 ,

9 0 000 1

.

999 一 9
.
555 1 1

.
888 2 4

.
444 一 3 1

.
111 5 6 6

.
111

333
,

8 0 000 3

.

222 一 6
.
999 12

.
444 2 4

.
999 一2 1

.
333 6多9 555

当然
,

没有晤针叶林带季节性冻层的具体资

料
,
仅赖上述条件的分析

,

耍确定棕色灰化土是不

够的
。

但是
,

确定了淀积腐殖质灰化土
,

依靠土壤

分析结果郎可弥补不足
。

从张万儒一文〔l] 表 1。 (n 一
l) 部分资料

,

佐恩

一文[
9〕表 5 (剖面 i)

、

表 7 (剖面i
、

1 1
、

1 , )部分资

料和根据我们在西藏考察的资料中T S
一
18 号剖面

部分资料
,

都说明晤针叶林带不具备
“

灰白色” 的

土壤应与淀积腐殖质灰化土同属一类
,

而与棕色

森林土则有显著不同
。

我们认为
,

把暗针叶林带不具备
“

灰白色
”
层

的土壤定为棕色灰化土
,

是有充分理由的
。

对比表 1一4 和张万儒一文〔’l表 10 (n
一
l) 部

分资料
,

佐恩一文[10 」表 5 (剖面 l)
、

表 7 (剖面1
、

1 1
、

1 幼表 8 (剖面 11) 部分资料和 根据我们在西

藏的考察资料中 T s
一
加号剖面部分资料

,

可以清

楚地看出淀 积腐殖质 灰化土与棕色灰化土 的异

同点
。

这些异同点以及分异原因
, 已在拙著闭中

简略提到
,

此处不再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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