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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竟高原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

都 国 睫
(中国科学院土臭研究所)

土壤地理分布规律的研究
,

前人已做过不少工作
。

早在 1 8 9 9 年 B
.

B
.

道康恰耶夫

便提出了土壤地带性学歌 [ ‘〕,

批后
,

月
.

H
.

普拉索洛夫等先后希述了土壤水平地带
、

垂直

地带的普遍性和基本挽律
,

提出了土壤相性(省性)的科学概念
,

从而为研究土壤地理分布

规律奠定了基础
Ll ,2, 3] 。 解放后

, J

再溶之等运用 B
.

B
.

道瘴恰耶夫的土壤地带性原理
,

桔合

我国土壤分布的具体特点
,

研究了中国土壤地理分布的普遍规律
,

为研究云青高原土壤地

理分布打下良好的基础邵〕。

云青高原虽成土因素复杂
,

土壤类型繁多
,

但土壤分布却具有明显的现律性
。

前人对

本区主要土类的发生条件
、

基本特性和土壤区划
、

自然区划等方面已作了不少工作
,

但对

本区土壤地理分布规律的全面分析较少
,

对山地
、

高原土壤地带和 自然地带划分尚有不少

争渝和分歧卜1s]
。

根据我俩对本区土壤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拮果
,

本文着重探尉以下几

个周题
。

一
、

影响土壤形成和分布的自然条件

云青高原位于我国西南部
,

包括云南和青州两省
。

高原的西北为康藏高原
,

东北为四

川盆地
,

东及东南与湘
、

桂接壤
,

南及西南与越南民主共和国
、

老册
、

腼甸等国相邻
。

位于

北樟 2 1一2 9 。 ,

东握 9 7一 1 0 7 。

之简
。

本区因受西南季风
、

东南季风和热带大陆气由的控制
,

具有热带及亚热带的气候特

征
。

东部青州高原 由于受东南季凤和西伯利亚冷气团影响较大
,

年温差大
,

冬冷而夏热
,

干湿季不甚明显
。

西部云南高原主要受西南季风的影响并以康藏高原为屏障
,

由西北而

来的冷气团影响较小
,

年温差小
,

冬暖夏惊
,

干湿季极其明显
。

南北气候的差异
,

主要表现

在热量泉件的不同
,

如南部一带
,

樟度及地势均低
,

具有热带和南亚热带的气候特点
。

而

北部BlJ 樟度及地势均高
,

属亚热带气候
。

除上述的一般气候特征外
,

因受不同地貌条件

的影响
,

如高山
、

河谷
、

高原
、

盆地以及山地的坡向与河流切割程度等
,

地区性的气候变化

还很复杂
,

这都影响土壤的发育和分布
。

本 区的地厦构造
,

主要 由康淇台背斜
、

淇桂台向斜以及鄂黔台向斜 的 一部分所构

成阴
,

地貌类型有高原面
、

山地
、

河谷
、

盆地及喀斯特丘陵
。

整个地区西北高
,

东南低
,

起伏

较大
,

高差悬殊
,

山地与河谷相对高差一般达 1
,

00 0一 2
,

0 00 米
,

最大可达 3
,

00 0 米
,

因而土

壤垂值带明显
。

又因构造运动的简歇上升以及长期剥触作用的桔果
,

而残存有不同高度

本文是在马溶之所长和文振旺先生指导下进行的
。

杨云同志曾协助整理资料
,

赵仲武等同志提供了淇北地区

土壤资料
,

文中插图由黄翠琴同志清绘
,

均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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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原面
,

如云南高原由北而南主要有海拔 3
,

0 0 0一3
,

5 0 0 米
, 2

,
0 0 0一 2

,

5 0 0 米和 1
,
3 0 0一

z
,
4 0 0 米三个高原面 :青州高原有海扳 2

,
0 0 0一 2

,

, 0 0 米
,

z
,

7 0 0一 1
,

8 0 0 米
,

i
,

0 0 0一 1
,

2 0 0 米

和 8 00 米左右的各极古老高原面
。

在各极高原面上
,

常兄残存的大面积杠色风化壳
。

阶

梯状高原面的存在
,

对本区生物气候条件和土壤分布有一定影响
。

山脉及河流的走向与地质构造有密切关系
,

并且对区域气候
、

植被类型以及土壤发生

和分布等特征都有显著的影响
。

区内主要山脉有高黎霄山
、

怒 山
、

哀牢 山
、

岛蒙山和大娄

山等
。

前三者与怒江
、

澜洽江及元江等南北并列
,

而后两者横贯高原东北部
。

由于河谷切

割程度和排列走向的不同
,

形成特殊的干热或湿热的河谷气候
,

致使区域性水热状况发生

分异
。

例如云南元江河谷
,

其上中游属于干热的热带稀树草原气候
,

发育着具杠褐色
、

呈

中性反应
、

淋溶弱而盐基合量较高的热带稀树草原土 ; 元江下游属湿热的热带雨林气候
,

发育着风化弦烈
、

土层深厚
、

弦酸性的黄色砖杠壤性士
。

本区自然植被比华南地区保存得较好
,

尤以西部山地及南部热带地区为然
。

在植被

类型的水平分布上
,

由北向南为中亚热带常椽阴叶林(杠壤及黄壤)
、

南亚热带常释阴叶林

(砖杠壤化杠壤) 和热带雨林 (砖杠壤性土 )
。

植被的垂值变化也很明显
,

以云南丽江一带

的高山峡谷为例
:
在海拔 1

,

00 。一 1
,

8 00 米以稀树灌丛为主
, 1

,

80 0一 3, 20 0 米为松裸混交

林
,

3
,

2 0 0一 3
,
9 0 0 米为 111 地斜叶林

, 3
,

9 0 0一 ,
,

0 0 0 米为高山灌丛草甸
,

5
,
0 0 0 米以上为永久

冰雪带
[‘, z。

二
、

土壤分布的特点

云竟高原的土壤分布既具有世界范围和全国范围的普遍性
,

也具有高原山地的特殊

性
,

这种土壤分布的地方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

具有高原土壤分布的特殊性
:
一般款为土壤地带性的概念

,

包括土壤水平地带性

和垂道地带性
,

而土壤水平地带性又包括土壤樟度地带性和土壤握度地带性或相性
。

水

平地带的形成与太阳辐射
、

地面热量条件
、

大气环流以及海陆分布等 因素有关
,

并以地带

性发生学土类或亚类为主要恢据
。

土壤垂道带的形成是与山地的高度变化有关
,

垂直高

度的不同导致水热状况的差异
,

从而形成不 同的土壤与相应的植被类型
。

云青高原除有

上述土壤地带性的共同性外
,

尚有高原土壤分布的特殊性
,

其形成受高原和山地的影响很

大
,

使其与平原和单钝山地有所不同
。

因为高原本身具有一定的艳对高度
,

如云南高原的

平均海拔为 2
,

00 0 米
,

竟州高原的平均海扳为 1
,

00 0 米左右
,

因此
,

高原的土壤樟度地带是

奠立在一定的高原基面上
,

随着樟度变化而产生土壤水平地带分异
。

高原上的垂直带也

是在一定的水平地带的基础上
,

由于山地起伏而形成垂直带藉
,

同时还有因河流下切形成

的土壤垂值带藉
。

一般在高原水平地带的基面以上的山地
,

则 出现敲地带以北的地带性

土类
,

而基面以下的河谷
,

nlJ 出现敲地带以南的地带性土类
。

高原上的樟度地带
、

翘度地

带与垂直带的产生
,

必然与高原面本身所处的空简位置
、

高原的艳对高度和相对高度密切

有关
。

因此
,

高原上水平地带的形成和特征
,

既不能以高原 面之简的高差理解为不同的垂

值带
,

也不能完全以其所处的樟度不 同而产生的水平地带来解释
,

而是水平地带与垂值带

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的拮果
,

它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点
。

云南高原 由于存在着 由北而南逐渐下降的阶梯状高原面
,

而在不同樟度的各个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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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
,

相对高度 刊 0一50 0 米范围以内的丘陵和低 山均出现一定的地带性土壤
,

因此
,

我们

把这个相对高度范围内的土壤作为高原上水平地带的基带
,

高原面的平均海拔高度
,

BlJ

可作为划分基带的参考 (兑图 3 )
。

基带以上的土壤属于山地垂值系列
,

基带以下 的土壤

属于峡谷垂值系列
,

前者与一般垂直带相似
,

后者是在高原抬升
、

河谷下切的条件下形

成的
,

是高原上特殊的土壤分布现律
。

因此
,

高原面海拔高度的不同
,

就直接影响各基

带起点的不一致
,

如杠壤地带的基带起点为海拔 2
,

00 0一 2
,

20 。米
,

砖杠壤化杠壤地带为

1
,

2 00 一 1
,

40 0 米
,

黄壤地带RlJ 以 8 00 一 1
,

00 0 米为基带的起点
。

高原面的竟度
、

形状和完整
J

胜与高原土壤水平地带的形状和特征有密切关系
。

杠壤地带 因高原面保存比较完整
,

其

幅度最阴
,

平均为 4 20 公里
,

砖杠壤化杠壤地带次之
,

平均为 14 0 公里
。

砖杠壤
J

胜土地带

由于处于高原边椽
,

地形切割破碎
,

与北部高原情况不同
,

土壤地带很窄
,

平均在 10 0 公里

以 内
,

一般以河谷盆地的平均海拔高度 (40 0一卯。米 )为基带的起点
。

2
.

山地和河谷对土壤分布的特殊影响
:
本区土壤水平地带的排列

,

往往受山脉的影

响而出现弯 曲
、

偏斡或中断等现象
。

如砖杠壤性土地带
,

由于哀牢山与高黎贡山的屏障
,

土壤水平地带的东西走向
,

在西部向北偏褥
,

自北释 22
“ 2 0’延伸至北掉 2 5 。 以北

。

在哀牢

山以东
,

因山地切割破碎
,

坡度陡
,

盆地少
,

使砖杠壤性土地带变窄而中断
,

未能与华南的

砖杠壤性土地带相速
。

砖杠壤化杠壤地带
,

在东握 1 0 2 。

以西其排列基本上与哀牢 山的走

向一致
,

向西至高黎贡山
,

因受高大山体及深切峡谷的影响
,

高原土壤水平地带特征乃不

甚明显
,

而为山地垂值带所代替
。

河谷对土壤分布的影 响
,

首先是河流的走向不同可使樟度地带弯 曲
、

偏斡
。

南北走向

的元江
、

澜愉江
、

怒江等河流
,

可使土壤释度地带向北呈舌状延伸
。

西南走向的南汀河
,

有

利于承受西南季风
,

使在高释度
、

高海拔 (北释 23
“

以北
,

海扳 60 0 米以上 ) 的南汀河河谷

盆地仍可兑砖杠壤性土的分布
。

其次河流切割程度不同
,

道接影响河谷气候和土壤发育
,

切割深者
,

形成干热的生物气候
,

发育有条状的河谷土壤
,

如元江峡谷有热带稀树草原土
,

i圃沧江下游切割较浅的竟谷盆地则发育为热带砖扣二壤性土
。

3
.

具有明显的相性与省性特征
:
土壤相性与省性的概念应有所不 同

。
H

.

n
.

格拉西

莫夫曾握指 出
,

所稠土壤气候相主要决定于热动力过程
,

是 由于大气环流所引起的地方性

湿消程度和季节性水热状况的变化
,

它也是水平地带性表现的另一种形式L10]
。

而土壤省

性的概念
,

月
.

H
.

普拉索洛夫早就指 出
: “

首先它是土壤地带的一部分
,

其次
,

它反映各

种因子的局部配合
” [ ’〕。 因此不能把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对待

。

云青高原生壤地理分布

中
,

亦反映出相性与省性特征的差异
。

我们款为所器相性特征是
:
大气环流所引起的海洋性和大陆性程度差异的反映

。

如

华中
、

华南地区(包括本 区的东部 )主要受东南季风的影响
,

海洋性特征明显
,

因而形成一

系列具海洋性特点的水平地带藉
,

其排列呈东北西南向
,

并与海岸大致平行 ;西南地区(郎

云贵高原的中
、

西部 ) 虽也受具海洋性特征的西南季风的影响
,

但还受热带大陆气团的影
响

。

同时 由于高原的抬升
,

高原的东西边椽受海洋性季风的影响较大
,

气候此较湿消 ;

而高原的中心
,

如云南高原的中部
,

具有此较干热的高原型亚热带气候特点
。

因此
,

高原

上水平地带藉的排列
,

受高原地形及其所引起的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非常明显
,

较之华

中
、

华南沿海地区有一定的差异
。

这也反映出我国热带
、

亚热带东部和西部相性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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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土壤省性特征的形成
,

主要是由于在同一地带内
,

地貌条件(山地
、

河谷
、

盆地 )引

起的地区性水热状况的再分配
,

而导致土壤粗合和垂值带藉发生差异
。

例如淇南砖杠壤

性土地带内
,

哀牢 山的屏障使其东西部水热条件和土壤祖合都有明显的分异 ;东部为中山

峡谷
,

雨量多 (1
,

4 00 一 1
,

80 0 毫米)
,

相对湿度 85 %以上
,

湿消度大于 1
,

土壤祖合以黄色

砖杠壤性土和表面稽育黄壤为主
,

在垂道带藉中
,

山地黄壤的分布比较低
。

而西部为竟谷

盆地
,

雨量少 (1
,

00 0一 1
,

2 00 毫米 )
,

相对湿度低(7 5 %左右)
,

湿渊度 0
.

6一 0
.

7 ,

土壤祖合主

要为杠色砖杠壤性土和砖杠性杠壤
,

垂直带藉中
,

山地黄壤的潜育化现象不明显
,

且分布

下限比东部高 4 00 米左右
。

这些特征都是划分土区(省 )的重要依据
。

总之
,

从以上可以看出
,

云青高原土壤地理分布是极其复杂的
,

既不同于一般平原地

区
,

也不能单钝作为一个筒单的垂值带来看待
,

其特点与高原的特殊生物气候条件
、

地貌

因素 (包括大地貌类型
、

山脉
、

河流的影响)都有密切的关系
。

三
、

土壤水平分布规律

我国热带亚热带范围广阴
,

由东南沿海至云贵高原
,

地跨东握 98 一 120
。 ,

由于离海

远近不同和大气环流的影响
,

因而东部湿消而西部干湿交替明显
。

侯学煌等曾将本区包

括在常椽背叶林黄壤杠壤区的两个亚 区内
,

并欲为两亚区之简具有同属不同种的常释阴

叶树和斜叶树种叫
。

在焉溶之
、

文振旺对土壤相性规律研究的启发下 〔7 ] ,

我们敲为云贵高

原的土壤相性规律也很明显
,

这使中亚热带范 围内
,

东部为湿消的黄壤地带
,

西部为干湿

交替明显的杠壤地带
,

大致在北盘江和右江以西分界
,

并可作为华中
、

华南与西南森林土

壤地区的分界 (图 1
,

2 )
。

这两个地带的分异
,

除决定于大气环流及季凤的影响外
,

还受高

原的特殊地貌所影响
。

如黔中黄壤地带的形成是 因其三面为丘陵盆地(东为湘西丘陵
,

南

为广西盆地
,

北为四川盆地 )
,

仅西部有高原屏障
,

使贵州高原易于承受北部冷气团和东南

暖湿气团的共同作用
,

形成雨 日多而较均匀
,

云雾多而 日照少
,

冬无严寒
,

夏无酷热的温湿

气候
,

提供了黄壤发育的生物气候条件
,

使得在东握 1 0 5 “

以东
,

分布着大面积的黄壤
,

而

同 属中亚热带的淇中高原 RlJ 分布着大面积的杠壤
。

高黎贡山
一东

3 5 0 0

3 0 0 0

2 50 0

2 0 0 0

1 5 00

10 0 0

5 00

土区

耀耀耀碧
··

戮丫丫 ,’HHH黔~ ~ 耀耀

塾塾
妇妇

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
!!!vIII VVV IVVV I!lll IIII

(兴�华袋

瞰
中山盆地麟挑 翻

喀斯特山原熊
区

0 1加 2犯 360 公里

哪
圈

高原盆地杠坡区

高山山地黄攘黄
棕坡区

翻
圈

高原中山山地祸杠壤紫色上区

中山竟谷盆地 山地砖赶壤性
杠壤区

图 1 云贵高原土壤分布断面图

从图 1 云青高原东西土壤分布规律明显地看出
:

( l) 同属亚热带
,

由于高原地貌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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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影响
,

黔中高原 (贵 阳 )一带分布黄壤
,

而淇中高原(昆明 )一带刻为杠壤
。

(2 )同在扛

壤地带内
,

由于东西受季风影响的程度不同
,

由杠壤 (显明 ) 向西逐渐过渡至褐杠壤(下

关 )
。

(3 )由于高黎真山的屏障
,

加之西部边椽易承受西南季风
,

故在相近樟度的芒市分布

有砖杠壤性杠攘
。

云青高原土壤释度地带性挽律是很明显的
,

在两个土壤气候带 (热带
、

亚热带 ) 中
,

包

括有四个土壤水平地带
,

郎砖杠壤性土地带
、

砖杠壤化杠壤地带
、

杠壤地带和黄壤地带(见

图 2 )
。

了

、 一、

l

广 3

换画资岭余冷爷哪书溅褪崛叭

虽

气
·

气
_

二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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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砖红壤性土地带

位于云南省最南部的低 山丘陵地区
,

一般在海拔 8 00 米以下
。

其范围东起河 口
,

西至

芒市
,

北与海扳 1
,

00 0 米以上的高原相接
,

南与越南民主共和国
、

老搬
、

腼甸等国的同一地

带相速
。

砖杠壤性土地带的热量丰富
,

妻 10 ℃ 积温在 7
,

50 0 ℃ 以上
,

年均温 21 一24 ℃
,

最

冷月均温 > 1弓℃
。

年降水量 1
,

2 00 一 1
,

8 00 毫米
,

但分配不均
,

干湿交替明显
,

一年可分为

干季 (3一 , 月 )
,

雨季 (5一9 月 )和雾季 (10 一 2月 )
。

植被以热带雨林为主
,

种类复杂
,

主要

有龙脑香科
、

无患子科
、

蕃荔枝科及大戟科等
,

以云南龙脑香 (Dt’p te r

oc a , 。 yun na 二。行)
、

毛坡垒 (H
o p e 4 0 0 111, , i, n a

)
、

养田子龙 (刁m e 了io d o n d r o n e左in e n , i,
)

、

大叶 白颜树 (‘i,
·

o , , 二ie ,
·

a

招ba 时“
ali

,

)
、

兑血封喉 (A nt 勿ris
tox ic ar ia ) 等热带树种为代表

。

砖杠壤性土的发育深受

热带高温多雨的雨林生物气候影响
。
目前尚有大面积的荒地可以利用

,

今后应大力发展

热带作物
。

(二 ) 砖红壤化红壤地带

分布于云南高原中部和竟州高原的南部
。

云南高原中部的砖杠壤化杠壤的基带在海

扳 1
,

2 00 一 1
,

60 0 米之简
,

贵州高原南部的lllJ 为海拔 40 0 一50 0 米
。

在生物气候条件上亦有

异同
。 ,

总热量 虽相近
,

) 10 ℃ 积温为 5
,

卯。一6
,

知。℃
,

但温度的年变幅
,

青州南部较之云

南南部大
,

最冷月均温也较低
。

年降水量为 1
,

00 0一 1
,

斗00 毫米
,

但在分配上
,

东西有明显

差异
,

西部干湿季节更明显
,

干季长达 5一 6 个月
,

降水占全年20 %
。

植被为南亚热带常释

朋叶林
,

常椽树种以杠木荷 (s c人im a o a zzic人￡i)
、

杠稚 (c a , ta 二 o p , i了 乃夕, tr ix
)

、

榕树 (F ic 。了

re 扭 s召
) 等为代表

。

砖杠壤化杠壤不但在生物气候条件上具有过渡性特点
,

而且在土壤发

生特性上也表现出具有砖杠壤性土与杠壤之简的过渡特征
。

因而在农业利用上也应考虑

其过渡性特点
,

在海扳较低的河谷盆地
,

热量仍很丰富
,

可发展热带挫济作物
,

如咖啡
、

香

茅
、

甘蔗等 ;而海拔较高的高原盆地lllJ 宜于发展樟
、

茶等亚热带握济林
。

(三) 红壤地带

分布于淇北和淇中一带的丘陵盆地地区
,

黔西高原也有一部分
,

南界豹在北樟 抖
仁

左

右
,

基带平均海拔为 2
,
0 00 米左右

,

它是最具有高原地带性特征的土壤
。

扛壤地带的气候

温暖
,

) 10 ℃ 积温为 4
,

5 00 一民00 0℃
,

年均温 13 一 1 5℃
,

最冷月均温为 8一10 ℃
,

年降水

量在 90 0一 1
,

20 0 毫米之固
,

干湿季节 明显
,

仅 占年降水量 20 %的干季长达 6 个月
。

植被

为常椽阴叶林与松襟混交林
,

以淇雄襟 (c a 了ta n o 夕, 15 d o za o a夕i)
、

淇黄操 (c 夕c zo 乡a za n o户、i了

de la 湘万) 和云南松 (Pi nu
, y“。

4 。二is) 为代表
。
阳坡以云南松为主

,

阴坡以襟类为主
。

杠壤地带为云南主要粮食基地
。

利用方向宜以粮食作物为主
,

同时发展林粮粽合利用
。

盆地应以水稻
、

碌肥为主
,

丘陵应大力发展握济林和用材林
,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四 ) 黄壤地带

分布于云青高原的东部
,

包括青州高原的大部分地区
,

其基带的平均海拔 为 8 00 一

1
,

00 0 米
。

气候特点是温暖湿消
,

冬无严寒
,

夏无酷热
,

日照少而云雾多
,

) 10 ℃ 积温

4
,
0 0 0一5

,

0 0 0℃
,

年均温 1 5一 16 ℃
,

最冷月均温为 5一 7 oC
,

年降水量为 1
,
0 0 0一 1

,
2 0 0 毫

米
,

干湿季节不甚明显
,

相对湿度达 80 %以上
。

植被以常释阴叶林为主
,

次生林常为松僳

混交林
,

以法氏拷 (C a , ta n o 户, i, fa馆
己511)

、

青周裸 (C 夕c lo 云a za n o夕5 1, g la u c a
)

、

禹尾松 (p 万二 :‘了

卿。、ni
口

、 ) 为代表
。

黄壤地带的利用方向主要是以稻
、

麦两熟为主
,

宜发展亚热带握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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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

如茶叶
、

油茶
、

油桐等和发展松
、

杉等用材林
。

四
、

土壤垂值分布规律

云贵高原 由于 山岭多
,

地势起伏大
,

海扳高差悬殊
,

地区性生物气候复杂
,

因此土壤垂

值变化也很大
,

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

1
.

每个土壤水平地带 内均具有一定的特有的山地垂值带藉
。

如砖扛壤性土地带的垂

值带谱的祖合是
:
海拔 8 00 米以下为砖扛壤性土 (热带雨林 )

,

8 00 一1
,

2 00 米为山地砖杠壤

性杠壤 (山地季雨林 )
,

1
,

20 0一 1
,

50 0 米为山地砖杠壤化杠壤(具热带成分的常释阴叶林 )
,

1
,

知 0一 2
,

2 00 米为山地表面潜育黄壤(湿性常椽朋叶林)
,

2, 20 0 米以上为山地灌丛草甸土

(山地灌丛草甸 )
。

砖杠壤化杠壤地带的垂值带藉则包括有山地杠壤
、

山地黄壤
、

山地黄棕

壤
。

杠壤地带 由于山体的相对高差大
,

樟度偏高
,

在山地黄棕壤以上还出现山地棕壤
、

山

地灰棕壤和亚高山草甸土等
。

2
.

在同一土壤地带内
,

由于
“

省性
”

的影响
,

土壤垂道带藉中某些土壤出现的高度
,

往

往有所不同
。

例如在黄壤地带中大娄山区东部正安一带的垂值带藉中
,

山地黄棕壤分布

于海扳 1
,

30 。米以上
,

而其西部习水一带Rl] 在 1
,

5 00 米以上
,

两地相差 20 0 米
。

又如砖杠

壤性土地带
,

在东部天宝一带的垂值带藉中
,

山地黄壤分布于海拔 1
,
0 00 米以上

,

而西部

励定一带 Rl] 在 1
,

5 00 米以上
,

东西相差达 50 0 米
,

而 黄壤发育程度也有所不同
,

由于东部更

湿渊
,

不但黄化作用明显
,

而且有表面潜育化现象
。

3
.

具有特殊的
“

复合
”

土壤垂值精构
。

云青高原土壤垂值拮构往往由于河流深切
,

使

在水平基带以下形成峡谷垂值

系列
。

它与基带以上的山地垂

直系列乃构成高原 山地特有的
“

复合
”

土壤垂值桔构
。
由于基

带上下的气候条件悬殊
,

乃出

现非所处樟度地带应出现的土

壤类型
。

如哀牢山

—
元江峡

谷的复合土壤垂值分布规律可

作为一个例荻 (兑图 3 )
。

这个

地区处于砖杠壤化杠壤 地带
,

一

般山地垂值带谱桔构为
:
砖

杠壤化扛壤一山地杠壤一山地

黄壤~ 山地灌丛草甸土
。

但由

于元江河谷的深切作用
,

其谷

一京
月自

名

, ’。。。

丫磕
_

:

葵
“, “

1
、

愧 甲 彝
‘

:

;从

哀牢山
·吝

3 14 ! 5 ! 6

10 20 公盆

图 3 哀牢山
一
元江峡谷复合土嚷垂直分布

1
.

山地灌丛草甸土 2
.

山地黄棕嚷 3
.

山地黄壤 4
.

山地红嚷
5

.

砖红奥化红壤 6
.

热带稀树草原土

底海扳在 5 00 米以下
,

焚风作用明显
,

河谷盆地内
,

气候甚为干热
,

年均温 24
.

1℃
,

) 10 ℃

积温达 8 8 0 0℃
,

年降水量仅 73 0 毫米
,

而年蒸发量却超过降水量 3 倍以上
,

因此
,

在河谷

下部发育为热带稀树草原土
。

斗
.

坡向不同土壤垂道拮构也不同
。

从 图 4 高黎真山土壤垂值分布规律可以看出
:
第

一
,

不同坡向主要土壤类型不同
,

高黎真山的西坡以黄壤为主 (臆冲为代表 )
,

东坡以杠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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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

山地灌丛草甸土

高黎贡山土壤垂直分布

2
.

山地棕壤 3
.

山地黄棕壤
5

.

山地褐红奥草原土 6
.

亚热带稀树

4
.

山地黄壤

红嚷

为主 (以保山为代表 )
,

这是由

于高黎真 山南北走向
,

西坡易

承受西南季风
,

气候比较湿消
,

东坡则较干燥之故
。

第二
,

某

些土壤类型在一个山的不同坡

向
,

其分布下限不同
,

如山地

黄壤及山地黄棕壤
,

西坡的分

布下限均较 东坡 低 10 。一2 00

米
。

第三
,

土壤垂直带的拮构

不同
,

西坡比 东坡缺少亚热带

稀树草原土和山地褐杠壤
,

而

黄壤的幅度却大大增竟
。

总之
,

云青高原山地土壤

垂道带的形成及其特征
,

除决定于山地的地理位置
、

艳对高度和相对高度
、

山体大小
、

坡

向
、

坡度等一般因素以外
,

河流的切割程度也有重要的影响
。

云青高原山地坡度较陡
,

一

般垂直带的竟度豹为 4 00 一70 0 米
。

土壤垂直分布规律的研究
,

对农
、

林
、

牧等的垂直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

云南高原山地

利用总的垂值布局宜为
:
海拔 8 00 米以下以喜热性热带作物为主的粽合利用

,

80 0一 1
,

20 0

米可种植耐凉性热带作物
, 1

,

20 0一 1
,

60 0米可发展适于南亚热带的握济作物
, 1 , 6 0 0一 2

,

20 0

米是发展茶叶最适宜的范围
,

2, 2 00 一 3, 20 0 米BlJ 以林
、

牧粽合利用为宜
, 3

,

2 00 米以上主要

是林业基地
。

青州高原的山地利用的垂直布局宜为
:
海拔 60 。一 8 00 米以下宜发展南亚

热带果树和木本油料作物
, 8 00 一1

,

30 0 米最适宜种植茶叶
、

杉树等挫济林和用材林
, 1

,

30 0

一 1, 70 0米应以用材林为主
,

1, 7 00 米以上宜林牧精合
。

若以热带作物的配置为例
,

在水平

布局上宜栽培于砖杠壤性土地带 ; 在垂直布局上
,

其东部的种植上限可到海拔 6 00 米
,

中

部可达 8 00 米
,

西部最高可在 1
,

00 0 米左右
。

土壤地理分布规律的研究
,

不单可以款藏土壤发生和形成的条件
,

同时也是土壤区划

的基础
,

因为土壤地理分布的各种规律均为土壤区划分极的重要依据 ;如土壤相性规律可

作为划分土壤地区的参考
,

土壤樟度地带性可作为划分土壤地带的重要依据
,

土壤省性和

土壤垂值桔构的差异
,

往往是划分土区 (省 )重要恢据之一L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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