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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的地质地貌与林业土壤的关系

罗 汝 英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

吞

在大范围内地质地貌对生物
、

气候
、

土壤的影响
,

例如高山地区的垂直分布规律
,

已有

许多文献论述过
。

在小范围内地质地貌对山区林业土壤的直接影响
,

也在一些著作中有所

反映(佐伯秀章
, 1 9 5 9; w ilde

, 1 9 5 8 )
。

本文只是试图就江苏省的一些具体事例
,

来讨论

地质地貌对低山丘陵地区土壤类型
、

性状
、

分布规律及林木生长的影响
。

江苏省的低山丘

陵
,

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西南部
,

占全省面积不到 巧并
。

一般海拔高度都在 3 00 米以下
,

其中最高峰 (连云港北云台山大桅尖 )也仅为 6 25 米
。

江苏省低山丘陵地的土壤
,

目前在

文献中主要是根据近代的生物
、

气候条件
,

自北而南分为棕壤褐土带 (徐海地区 )
、

黄棕壤

带 (江淮地区 )和红黄壤带 (宜傈地区 )
‘’。 这个分类方案未能充分满足林业规划和调查设

计的要求
。

本文根据我们野外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
,

以及参考江苏省地质部门的

有关资料
,

对几个问题提 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第四纪沉积与土壤类型

在铜官山
、

茅山
、

宁镇山脉
,

都有红土型土壤分布在山麓和二级阶地上
。

在铜官山区

(宜兴一带)
,

它被称为红黄壤
,

而在茅山和宁镇山脉
,

又被划归黄棕壤
‘’。

根据江苏省地

质局的调查资料
,

它们的母质都属于第四系中更新统 网纹红土
,

其层位在下蜀粘土之下
。

奋

我们在宜兴
、

金坛
、

南京附近都看到这种

层序关系 (图 1 )
。

各处红土型土壤剖面

性状基本相同
,

大都呈红色
,

重壤到粘

质
,

强酸性反应
。

就我们在野外工作中

所见
,

红土型土壤大致有三种情况
:
一

种是二级阶地上的红色粘土
,

有时底层

具有红白相间的网纹
,

广泛分布于铜官

山
、

茅山周围以及宁镇山脉和老山等的

局部地段 ; 另一种是分布在低山坡地下

图 l 茅山的红土和下蜀粘土层序关系示意图

1
.

前第四系岩层 2
.

第四系未分统残积坡积层 3
.

中更 新

统网纹红土 4
.

上更新统下蜀粘土 5
.

全新统冲积层

(引自江苏省第四纪地质图)

部和山麓地带的石质性红土
,

即红土中有时夹有石块
,

并且表面有几十厘米的石质或壤质

覆盖层
,

红土为重壤至粘质
,

见于老山
、

紫金山
、

茅山
、

铜官山等低山的坡麓地带 ; 以上两种

属于运积物类型
,

再有一种是斑岩
、

闪长岩
、

砂岩等的残积物发育的红色粘土埋藏剖面
,

例

如江宁县铜山迥龙水库旁
、

紫金山天文台公路下段路 口
、

牛首山南坡等处
,

都可以看到在

l) 弓{自江苏省土壤普查鉴定委员会编的江苏土壤志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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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棕色的近代坡积覆盖层下
,

有厚约 1 米的
、

比较完整的埋藏剖面
,

牛首山南坡砂岩上发

育的红土层
,

胶粒硅铝率为 1
.

87
‘)。 这种残积埋藏剖面的分布不限于山坡下部

,

有时在山

坡上部甚至山顶都有零星出露
,

例如铜官山第一峰附近鞍部(海拔约 5 00 米 )
,

就发现斑岩

残积型红土埋藏于 1 米厚的石质土之下
。

红土型 上壤 目前大部分是生长马尾松林或麻栋

林
,

生长良好或中等
” 。

从层序关系以及胶粒硅铝率来看
,

红土型土壤的形成深受第四纪古

气候的作用是无疑的
,

按其起源及性状而言
,

近似于国外文献 (u SD A , 1 9 67 )中所谓老成

土土纲 (ul tis ol ) 中的残存湿老成土土类 (Pa leu du 址)
,

因此
,

根据近代地带性的概念把它们

分别归属于不同土类似乎不妥
,

建议把它们归并为一个类型
,

称之为老红土或古红土
。

在低山丘陵区
,

由构成一级阶地的上更新统下蜀粘土发育的土壤
,

也有很大的变异
。

以宁镇山脉为例 : 南京燕子矶附近的下蜀粘土有时具有石灰结核
,

发育的土壤呈中性反

应 ;而句容县雾岐山南麓下蜀粘土发育的土壤
,

却
.

呈酸性到强酸性反应
。

宜傈山区也有类

似情况
,

上述两种类型都有
,

只是以后者占多数
。 :这可能与下蜀粘土沉积时期内古气候的

变化有关
,

前者为该层的上段
,

后者为下段
。

下蜀粘土型的酸性到强酸性土壤是丘陵地区

发展茶园和油茶林的良好基地 ;而另一种中性土壤既可作为果园用地
,

也可用于发展麻栋

等类用材林
。

过去把宁镇山脉周围的下蜀粘土发育的土壤笼统地称为黄揭土
,

而把宜傈 山

区的同类型土壤划归红黄壤
。

但是
,

宜傈一带的下蜀粘土发育的土壤
,

尽管多数是颜色较

红
、

酸度较大
,

而它的胶粒硅铝率一般都在 2
.

弓一 3
.

1 左右
,

与南京附近土壤胶粒的硅铝率

大致相同
。

由于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一定深度内具有粘盘
,

性态近似于国外文献 (FA o

a n d U N E SCo , 19 6 4 ) 中记载的阶地上的粘盘土 (p h n o so l)
,

南京土壤研究所采用群众习

用词汇把它们称为黄刚土
,

是比较恰当的
。

根据江苏省第仙纪地质资料
,

第四纪古气候有过几次较大的冷热交替变化
,

对土壤

形成有较大影响
。

上述事例以及下文中还要提到的一些现象
,

都说明这个问题
。

由于第

四纪沉积与土壤类型有密切关系
,

在某些情况下它对土壤性态的影响甚至可以掩蔽近代

土壤形成的作用
,

从而对林木生长产生重大影响
。,

因此
,

制订低山丘陵区林业土壤分类

系统时必须对第四纪沉积给予足够的重视
,

必要时划出相应的隐域性土类
。

若

鑫

地层
、

岩性与土壤类型

江苏省低山地区有大面积的石质土
,

它们的形成与坚硬硅质岩层的岩性以及物理风

化作用 (特别是第四纪冰期的强烈崩解 )有关
。

例如
,

铜官山
、

茅山的泥盆系五通组和志留

系茅山组石英砂岩
,

紫金山的侏罗系象山群石英砂岩
、

石英砾岩
,

老山的前寒武系硅化岩

(朱森等
, 1 9 3 5 )

,

以及苏北安峰山(东海县)的第三系石英砾岩等
, , ,

虽然分别处在从淮北到

宜漂的不同地带
,

但是都形成了石质土
,

性状基本
.

相似
:
一般表层为灰棕至暗灰棕色

,

中

下层为黄棕色
,

细土部分为轻壤至中壤质
,

酸性到强酸性反应
,

土层厚薄不等
。

这一类土

壤是目前的主要用材林地
,

多为马尾松
、

栋
、

黄檀林等
,

厚层石质土尚有相当的生产力
,

但

l) 引用江苏省农林厅的资料
。

2) 引用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土壤教研组调查资料
。

3) 引用江苏省重工业局区侧队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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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妾

薄层者生产力较低
,

例如紫金山的 39 年生马尾松林
,

平均树高在厚层石质土上为 11
.

5 米
,

在薄层石质土上仅为 6
.

5 米
, ,。

总之它们的共性是起源于坚硬岩层或倒石锥
,

含多量坚硬

的石块或碎砾
,

相当于石质土 (li
tho so l) 类型 (FA O a n d u N E se o

,

19 6 4 )
,

因此可以单独

划为石质土类
。

玄武岩发育的土壤也是一个问题
。

江苏省的玄武岩丘陵
,

北起东海(安峰山)
,

南至金

坛(方山
、

花山等 )都有
,

而以盯胎
、

天长(安徽省 )
、

六合一带最为集中
,

一般呈平顶丘陵状

态
。

这些玄武岩发育的土壤
,

就典型的来说
,

具有一定的共性
:
暗棕褐色

、

粘质
、

中性反

应
,

在土层深厚的二级平台上
,

刺槐
、

麻栋林等生长良好
,

而在一级平台边缘陡坡土层浅薄

处生长差
。

南京一金坛一线低山周围零星分布的辉长岩发育的土壤也有类似性态
,

例如

南京蒋庙一带(唐诵六等
, 19 6 3 ) 和金坛花山等地(朱森等

,

1 9 3 5 )就是这样
。

根据江苏土

壤志资料
,

则东海的玄武岩土壤属棕壤
,

盯胎的玄武岩土壤属于褐土
,

六合
、

江宁
、

句容
、

金

坛的玄武岩土壤属于黄棕壤
。

这样
,

使得林业调查规划所用的土壤资料产生混乱
。

此外
,

从辉长岩土壤的矿物组成来看
,

也与花岗岩发育的黄棕壤明显不同(唐诵六等
, 1 9 6 3 )

。

所

以
,

江苏省 内玄武岩和辉长岩发育的土壤
,

可以参照暗色土 (an do so l) 和火山灰始成土

(a n d ep t) 的含义 (FA o a n d u N E se o
,

1 9 6 4 : u sn A
,

1 9 6 7 )
,

划分为一个独立的类型
,

称

之为暗色基性岩土(基性岩始成土 )
。

江苏省内石灰岩发育的土壤
,

除个别例外(唐诵六等
, 19 6 3 )

,

一般都呈中性到碱性反

应
,

通常为棕褐色或红色粘土
,

有明显的核状至碎块状结构
,

在剖面上呈舌状分布
,

坡面上

土层厚薄不等
,

其中以薄层到中层居多 (30 一50 厘米 )
,

厚层的较少
。

这些土壤可以参照

石灰土 (
re n d z ina ) 的命名 (FA o a n d u N E sC o , 1 9 6 4 )

,

称之为石灰岩土或石灰岩始成

土
。

此外
,

某些地层的石灰岩(例如老山的前寒武系薄层硅质灰岩 )由于岩性脆
,

常碎成小

砾石
,

易受侵蚀
,

发育为薄层至极薄层的
、

灰棕至暗棕色的中壤质土壤
,

土体松散
,

中性至

微碱性反应
,

剖面为 A C 型或 A D 型
,

可称为薄层石灰岩土或薄层石灰岩始成土
。

石灰

岩土由于土层厚薄不匀
、

土体疏松
,

易受旱
,

对造林成活率
、

天然更新和林木生长都有不利

影响
,

需要采取较精细的造林方法和抚育措施
。

六合冶山的中厚层石灰岩土坡地
,

由于采

取了细致的造林和抚育措施
,

目前已有大片的黑松
、

刺槐甚至马尾松林
,

都生长正常 ; 徐州

云龙山
、

九里山大面积的侧柏林
,

在中薄层石灰岩土上也都能正常生长
。

铜山县在低丘的

薄层石灰岩土上
,

采用鱼鳞坑的办法
,

也营造了大面积的侧柏林
。

淮北那县
、

铜山县之间

丘陵上的石灰岩土壤
,

在江苏土壤志中归入褐土类
。

然而
,

笔者在铜山县东北角江庄公社

就曾看到寒武系石灰岩地层中有硅化岩夹层出露
,

它所发育的土壤为黄棕色的
、

中壤至重

壤质的酸性土
,

可称为淋溶褐土
,

而石灰岩发育的中性到碱性土壤
,

似以单独划出一类隐

域土
—

石灰岩土为宜
。

·

岩性
、

风化
、

剥蚀
、

沉积作用与坡面上土壤分布的规律

低山坡面上土壤的分布
,

受母岩
、

母质类型和性质的影响很大
,

并非像人们所想像的

奋
l) 引用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土壤教研组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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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总是类型单纯
、

上薄下厚
。

以江宁县东善桥东大山西坡为例
:
坡面上部为侏罗系龙

王山组凝灰岩
,

下部为侏罗系象山群长石砂岩 (图2 )
。

剖面中没有埋藏土层或石质层
。

凝

灰岩残积坡积物发育的
、

棕色的酸性中壤一重壤土
,

在局部地形部位其厚度达 1 , o 厘米以

上 ;长石砂岩因岩性较软
,

易受剥蚀
,

它发育的土壤为黄棕色
、

酸性的轻壤土
,

厚度仅 2D 到

3 0厘米左右
。

两者虽同属黄棕壤
,

但由于岩性差异
,

土层厚薄不一
,

因此
,

在山坡上部和中

图 2 江宁县东善桥东大山西坡地质剖

面示意图

1
.

龙王山组凝灰岩 2
.

象山群长石砂岩

部凝灰岩残积坡积物上发育的厚层土壤上
,

15 年生

杉木林平均树高 8
.

4 米
,

平均胸径 9. 7 厘米
,

生长良

好 ;而在 山坡下部长石砂岩发育的薄层土壤上
,

同一

年龄杉木疏林平均高度仅 3
.

2 米
,

平均胸径 4
.

1厘米
,

生长较差
。

如果不作土壤调查
,

不详细地了解母岩性

质对土壤分布的影响
,

而把东善桥的例子作为一般

规律
,

又会产生
“
江苏低山区山坡中上部都适宜于发

展杉木
”的错觉

,

在造林工作中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

事实上
,

山区的风化
、

剥蚀
、

沉积规律相当复杂
,

汤

即使是基岩性质基本相同的坡面上
,

也并非上坡薄
、

下坡厚的单一侵蚀面或沉积层
,

不同

部位侵蚀面或沉积物所经历的风化和土壤形成过程也并不一致
,

并非现代气候条件作用

下的单一风化体
,

而包含着第四纪历史时期古气候的影响
。

当然
,

在不同基岩构成的坡面

上
,

外力作用所造成的结果也不一样
。

例如
,

南京紫金山南坡主要是以侏罗系象山群石英

砾岩
、

石英砂岩为基底
,

但它上面的沉积物却不是单一的层次
,

而大致如图 3 所表示的那

样
。

这是我们根据该山仰止亭至藏经楼一线的地质探槽
、

公路侧壁的剖面以及土壤主要

剖面的观察材料综合绘制的
。

从图 3 可见
,

按照地貌面层序(丹尼尔斯等
, 1 97 1)

,

这个坡

面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
第一部分是最年轻的侵蚀面 ; 第二部分是年代最老的倒石锥

堆积物
,

它的形成与第四纪冰

期的强烈物理风化作 用 有 关 ;

第三部分是比 较近代的 坡积

物 ; 第四部分是年代介于二
、

三

部分之间的沉积物
。

由它们分

别发育的土壤
,

性质各不相同
。

坡面第二
、

四部分的土壤性状

受第四纪古气候的影 响很大
。

第一
、

二和三(上部 )部分的土

毒

图 3 南京紫金山南坡地质剖面示意图

1
.

基岩(象山群 ) 2
.

古倒石锥(中更新统) 3
.

近代坡积物 4
.

古红土

(中更新统)

壤为酸性到强酸性的石质土
,

许多坡面由于古倒石锥和近代坡积层交错分布
,

难以区分第

四纪历史时期和近代生物气候条件的作用
。

第三 (下部 )和第四部分的土壤则为老红土类

型
。

因此
,

可以认为
,

这种坡面上的土壤类型基本上都是受母岩或母质影响很大的隐域土

或泛域土
,

可以从地带性土壤(黄棕壤 )中划分开来
。

从地貌面的观点来看
,

南京附近花岗

岩丘坡上的坡积残积土壤(唐诵六等
, 19 6 3 ) 似乎能够反映近代北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的

作用
,

但是花岗岩以及相近似的酸性及中性岩浆岩在宁镇山脉
、

茅山和铜官山一带都只是

零星分布 (仅下蜀
、

高资一带较多)
,

对于林业用地来说
,

也不占重要地位
。

这几处低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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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
,

绝大多数土壤是石质土
、

老红土和石灰岩土 ; 而盯胎六
、

合一带的玄武岩丘陵
,

则

主要是暗色基性岩土
。

所以
,

从林业用地的角度来看
,

在江苏的低山丘陵区
,

划分土壤类

型时需要重视母岩或母质因素的影响
。

这里附带地涉及土壤调查中主要剖面的典型性问题
。

在有些文献中习惯于在坡面中

部以下或山麓地带土层深厚之处
,

选取有比较完整层次的剖面作为显域性土类或亚类的

典型代表
。

从地貌面的观点
,

以及从上文所谈到的坡面上土壤分布规律的事例来看
,

可知

这种习惯有可能造成混乱
。

因为这样的典型剖面
,

固然可以代表该地区的主要土壤类型
,

但未必能代表近代生物气候条件下发育的典型土壤
。

例如
,

无论是宁镇山脉
、

茅山或铜官

山
,

它们的山麓地带
,

除个别地段为岩浆岩或长石砂岩外
,

大都是第 四纪更新世的沉积物
,

土壤的性质受地质历史时期气候的影响很大
,

风化程度较高
,

不能准确反映出近代生物气

候条件的作用
。

根据这些剖面的性态来区分地带性土类或亚类
,

就很难把 问 题说清楚
。

目前有文献用南京牛首山南坡中下部的土壤剖面代表黄棕壤(中国科学 院 自然区划工作

委员会
, 19 5 9 )

。

然而
,

这个由砂岩发育的剖面
,

在 55 厘米以下即为红土层
,

它的胶粒硅铝

率为 1
.

8 7 ,

与该剖面上层的胶粒硅铝率
,

以及与江宁县西村乱石岗花岗岩坡积残积土壤表

层的胶粒硅铝率
,

都有很大的差距 (唐诵六等
, 19 6 3 )

,

这显然不能用近代生物气候条件来

解释
。

另一方面
,

铜官山区的山麓和二级阶地虽然红土 出露较多
,

分布较广
,

加上斑岩低

丘的古风化壳零星分布
,

就造成一种红黄壤的景象
,

而实际上该地区斑岩圆形丘陵坡积残

积土壤表层的胶粒硅铝率 (例如傈 阳乌龙山的斑岩残积土壤表层为 2
.

8 3 )
,

与江宁县花岗

岩坡积残积土壤表层相比(唐诵六等
, 1 9 6 3 )

,

也很近似
。

因此
,

选择典型剖面时如果不考

虑地貌面的实际情况 (丹尼尔斯
,

1 9 7 1 )
,

就有可能导致土壤分类系统上的混乱
。

地质构造
、

地貌与土壤类型

毒

浴

江苏省低山区有许多单斜山
,

某些山体两侧的林木生长状况大不相同
。

在多数情况

下
,

这是由于地质构造的影响
,

使两侧的土壤类型不同所致
,

而不是不同坡向水热条件差

异造成的结果
。

例如
,

南京紫金山就是一座单斜山
,

如图 斗所表示的那样(朱森等
, 19 3 5 )

,

南坡为侏罗系象山群的层面
,

基岩以石英砾岩
、

石英砂岩为主
,

土壤主要是酸性到强酸性

的石质土和老红土 ; 北坡在象山群坚硬岩层构成的鳍脊之下
,

是三迭系黄马青群地层的断

裂面
,

由于黄马青群紫色砂页岩的岩性松软
,

易受侵蚀
,

而且含有碳酸钙
,

所以土壤为中壤

质至重壤质的中性紫色土
,

土层一般较薄
。

南坡的林木生长较好
,

而北坡生长较差
。

造成

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构造和岩性对土壤的影响
,

而与南
、

北坡的小气候差别没有多大的关

系
。

但是
,

另一方面
,

与构造有关的断层谷
、

背斜谷等
,

有时确能形成特殊的小气候条件
,

从而影响林木生长
。

例如宜兴铜官山的回龙坞
、

句容仑山的大洼等谷地
,

就由于山坡三面

环抱造成空气相对湿度较高的小气候条件和深厚的土壤条件
,

杉木林生长良好 ; 又如
,

苏

北云台山的宿城谷地
,

由于山体较高(海拔高度约 60 。米 )
,

而谷口 向东南
,

形成特殊的湿

润暖热小气候条件
,

故此虽地处一月份 0℃ 等温线上
,

而谷内仍可正常生长杉木
、

油茶等

树种
,

杉木在云台山北坡受冻害
,

而在宿城谷内能长成大材
。

构造
、

地貌与土壤类型关系的又一个明显事例是新沂
、

东海县一带的包浆土
。

那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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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林场是建立在前震旦系泰山群片麻岩
、

片岩的侵蚀
一
堆积波状平原上

,

变质岩准平原

侵蚀面上覆盖的沉积层厚度仅 1 米左右
,

形成具有漂白层和紫泥
、

砾石层的包浆土
。

漂白

层的形成
,

显然与这种地质地貌条件有关
。

由于坚硬岩层构成的准平原面以及粘重的紫

图 4 紫金山的地质剖面示意图

1
.

侏罗系象山群 2
.

三迭系黄马青群

汤
肠球山 (8 ;2米)

2

炙女羚郑芥莽

图 5 新沂踢球山附近地质剖面示意图

1
.

泰山群片麻岩片岩 2
.

花岗岩

泥层的存在
,

使土壤水不能向下渗透 ; 又由于准平原面以几度的倾角平缓地向南倾斜
,

使

得土壤水能够侧向运行
。

随着侧向渗透发生侧向漂洗
,

从而形成了漂白层
,

这种土壤膺薄

并且排水不良
,

对林木生长有不良影响
,

因此就形成了平原上林木生长差
,

而零星分布的

孤丘上林木生长正常的异常景象
。

例如
,

在新沂县的踢球山(孤丘)周围一带
,

就可以看到

这种景象(图 , )
。

那里平原上的 12 年生刺槐林平均高度仅 2一 3米
,

而在孤丘(花岗岩侵人

体 )的酸性壤土 (厚度中等 )上则为 4
.

5一5 米
。

为了解决在这种地貌上的林业生产问题
,

目前采取的措施是选择侧柏
、

黑松等较能适应当地立地条件的树种代替刺槐
,

以及采取深

沟高垄的整地措施
,

取得了一些效果
。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

兴建大规模的排水系统可能是

治本的办法
。

鑫

水文地质条件对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

低山庄陵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

在一定情况下会对林木根系活动层土壤水分状况发生

重大影响
,

从而影响林木生长
。

w ild
。 的《森林 土壤学》中指出了单斜山两侧坡地上的水

文地质条件不同
,

他称地层断裂面上的坡面为陡崖 (sc ar P) 面
,

潜水向地层间隙内渗人 ;

地层层面上的坡面为渗水 (see Pa ge ) 面
,

潜水自层面间隙中渗出
。

他认为后者对林木生长

较为有利 (w ilde
, 19 5 8 )

。

在江苏省的低山区
,

这种情况是有的
,

但在许多场合下也并不像

w ild e
所描述的那样简单

,

而是与地层种类和岩性有密切关系
。

例如
,

铜官山大汉卡背斜

谷两侧的谷坡
,

均为五通组石英砂岩的断面
,

符合于上述水分渗人的模式
,

加以土层浅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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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 9 71 年夏末秋初干旱时曾造成 lee Z 米高马尾松幼林的成片枯死 ;江宁县东善桥东大山

的象山群长石砂岩的层面坡
,

有些地段在雨后有上层水自岩层间隙渗出
,

长石砂岩上的薄

层黄棕壤(轻壤质)上马尾松林能正常生长
,

可能与这种供水条件有关
。

然而
,

像图 4 所表

示的南京紫金山单斜构造的情况
,

由于南坡的象山群石英砾岩
、

石英砂岩层的倾角大于坡

面平均坡度
,

下面的黄马青群紫色砂页岩又为透水性不强
、

裂隙少的非含水层
,

因此北坡
’

既无水渗入
,

南坡主体也基本无水渗出
,

供水条件对林木生长影响不大
。

有时
,

由于特殊的水文地质条件
,

可以在低山坡面上(甚至在坡面中上部)造成供水状

况良好的局部立地条件
。

例如
,

江宁县南部的大平山
、

由侏罗系龙王山组角闪安山岩所构

成的坡地上
,

从当地地质剖面上可以看到半风化层与基岩面之间有渗水现象
。

由于水量不

大
,

土壤又为中壤一重壤质
,

土层厚度 1 00 厘米
,

另外下部还有 1 00 厘米或更厚的半风化

层
,

因此土体能经常保持湿润而又不致水分过多
,

当地群众称之为夜潮土
。

林场工人就利

用这种有利条件
,

在坡面中上部马尾松疏林下的夜潮土上设立山坡苗圃
,

以培育杉苗
,

在

无灌溉的坡地条件下
,

苗木生长良好
。

出圃的一年生杉苗最大苗高 23 厘米
,

基径 0
.

4 厘

米 ;最小苗高 12 厘米 ;平均苗高 15
.

6 厘米
。

生长较均匀
,

一级苗 (高度) 17 厘米 ) 占一半

左右
。

然而
,

在缺乏上述水文地质条件的其他山坡上设立的杉木苗圃
,

都未得到同样效

果
。

另一方面
,

有些设立在坡脚平坦地段上的苗圃
,

有时由于下伏岩层渗出的水过多
,

使

土壤过湿
,

也会导致育苗失败
。

例如铜官山南岳寺附近的苗圃
,

有些地段正处于五通组白

色粘土页岩夹层出露之处
,

有较多的水自该层渗出
,

土壤经常潮湿
,

杉苗
、

黑松苗都生长不

良
,

前者呈紫红色
,

后者呈古铜色
。

山麓或一级阶地的下蜀粘土
,

也会因为上层水状况的差异而对林木生长造成不同的

影响
。

一般来说
,

与山坡联接的下蜀粘土阶地
,

在阶地面与山坡面交接带
,

由于山坡土壤

中的上层水或岩层中的潜水不断下注
,

以及由于下蜀粘土中的粘盘妨碍水分渗透
,

往往会

造成上层土壤过湿
,

地表以下几十厘米以内的土层带灰白色调
,

雨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剖面

上仍有水渗 出
。

例如铜官山南岳寺附近的山前下蜀粘土阶地上
,

在接近山坡处
,

土壤剖面

自 6 0 厘米处就有水渗出
,

杉木生长很差
,

10 年生平均株高仅 2
.

5一3 米
,

生长衰退
,

叶色发

黄
。

但是
,

在从低山分割开来的下蜀粘土丘陵上
,

却没有这种情况
,

相反地有时由于得不

到上层水补给
,

影响造林成活率
。

小 结

诱

综上所述
,

地质地貌对江苏省低山丘陵区林业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

有相当密切的

关系
,

是林业土壤调查和分类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

这样说并不是忽视生物气候因素

的作用
。

然而
,

地质历史时期 (特别是第四纪 ) 的古生物气候条件对低山丘陵区土壤类型

及其分布规律的影响
,

迄今仍未消失
。

由于这种地质历史时期的生物气候带与近代的生

物气候带并不一致
,

而某些时期古气候条件下的风化强度又比近代为大
,

加以地质地貌因

素对土壤性状的影响
,

使得低山丘陵区的土壤类型相当复杂
,

与近代的生物气候带并不完

全符合
。

以宁镇山脉
、

茅山和铜官山为例
,

具有近代风化面的花岗岩
、

斑岩一类酸性到中

性岩浆岩丘岗所占面积小而且零星分布
,

因此
,

代表近代生物气候条件的典型地带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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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带是不多的 ;反之
,

这些低山丘陵区的主要土壤类型
,

是石质土
、

老红土
、

石灰岩土

等隐域性或泛域性土壤
。

此外
,

玄武岩丘陵或片麻岩淮平原等地区也是以暗色基性岩土

或包浆土等隐域性土壤为主
。

只是在云台山的片麻岩
、

片岩坡面中上部
,

显域性土壤分布

范围才比较广阔
。

因此
,

如上文所述
,

根据地质地貌条件对土壤性状的影响
,

划分一些隐

域性和泛域性土类是必要的
。

这种办法可能有以下一些好处
:
首先是

,

可以充分发挥地

质图和第四纪地质图在林业土壤调查填图(甚至在造林设计 )工作中的参考作用
,

因为划

分一些隐域性土和泛域性土类之后
,

地层
、

岩性
、

第四纪沉积与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范围之

间
,

有相当的一致关系 ;其次
,

这样的分类方法比较能反映出土壤的性态
、

生产力以及林业

利用上的问题 ;还有
,

就是这样的分类原则比较具体
,

易于掌握
,

便于在全省范围内逐步统

一林业土壤名称
,

从而避免林业资料中土名混乱的现象
。

此外
,

由上文所举事例中可见
,

在选择宜林地
、

划分立地类型或评价有林地和宜林地

土壤生产力时
,

除考虑土壤类型外
,

还应注意地质地貌对小气候及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
。

这是因为
,

即使在同一土壤类型中
,

这种影响也可能导致生产力的显著差异
。

当然
,

地质地貌对土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土壤分类系统更是十分复杂的问题
。

本文

只是根据野外工作中看到的一些现象
,

并参考一些地质和土壤文献
,

谈谈笔者粗浅的看

法
,

以供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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