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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对黄壤的发生
、

特性和分布总觉得模糊不清
。

在土壤调查制图时 因红

壤黄壤在形态性质上不易区分
,

所以在确定南方山地红壤带和黄壤带的垂直分布界线时
,

只有按海拔高度来划分
。

年 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森林土壤学术讨论会上

有两篇都是有关广东鼎湖山的土壤论文
,

其中一篇
‘,把红壤黄壤界线划在 米

,

而另一

篇幻划在 夕 米
,

说明划分标准还不统一
。

云贵高原是我国黄壤集中分布区〔, 月 ,

根据已有

的资料看来
,

那里的黄壤是否典型
、

黄壤是否为湿润气候的产物
,

都值得讨论
。

本文就多

年来的考察
,

结合有关论著
,

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一
、

黄壤发生分类的现状

于五十年代
,

在苏联一些土壤学家相继来我国进行土壤考察以前
,

黄壤并未当成一个

地带性土类
。

凡是带有黄色剖面的土壤
,

不论分布在低海拔或高海拔都称黄壤
。

此后引

进地带性学说
,

认为低丘陵的黄色土壤不是地带性产物
,

于是改称水化红壤
、

黄色红壤以

示区别
。

这样就把黄壤限制在云贵高原和南方山地高海拔地区 。

有的学者认为黄壤是

在
“

水化
一

脱硅富铝化” 风化物的基础上发育的 有的学者认为黄壤是红壤发育的早期阶

段
【 。

不管黄壤或水化红壤
,

发生原因均归于氧化铁的水化
,

结果不单从形态上不易区分
,

就是一般理化分析数据上也反映不出有多大区别
。

确实大家都想能找 到 明 显 的 区 分标

志
,

比如从次生粘粒矿物类型
、

胶体硅铝率
、

烧失量以及水解系数等方面寻求根据
,

但矛盾

仍旧存在
。

从国外报道来看
,

除了苏联
、

日本之外
,

很少有国家把黄壤当成一个高级分类单元
。

出

版不久的《贵州土壤》一书在论述黄壤时
,

就谈到红壤的分类还缺乏确切的指标
,

以致给这

类土壤的划分带来困难
。

如果大家共同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
,

对土壤分类科学的发展
,

无

疑是大有裨益的
。

二
、

我国存不存在黄壤带

目前土壤分类论述中把黄壤分布地区的环境特点概括为地势高
、

云雾多
、

植被密
、

相

对湿度大
,

且气温偏低
,

因而土体就会出现黄色发生层
、

较大的烧失量
、

较高的硅铝率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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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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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黎明
、

王守信等同志参加调查及部分分析工作 福建北部高山区费滚的化学性质
·

陈家坊
,

出
“ 天目山的森林土城和生态平衡问题

,
易淑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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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几个黄红城创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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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 帕 二卉卉 匆匆 醉醉 粘粒化学组成及硅铝分子率率 次生粘土矿物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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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度较大的次生矿物等性态
。一 , ,5] 。

可是从剖面形态和常规理化分析数据上显示不出其特

征
。

按照红黄壤成土条件来分析
,

有的该黄的不黄
,

该红的反而出现黄的
。

象这种土壤剖

面性状同成土环境发生矛盾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

在南方山地有时会看到北坡的红土分

布海拔高度比南坡高得多
。

假如黄壤垂直分布带的下限越往南越低
,

甚至低到海拔 30 。

米
,

这样的地带性同气候波动频率怎么能够相互协调呢? 这类矛盾的出现
,

都说明我们对

黄壤的发生特性还没有弄清楚
,

给科研生产等实际工作自然会带来麻烦
。

问题的关键是

黄壤带在我国究竟存不存在?

笔者初步认为
,

自然界可能不存在黄棕壤一黄壤一红壤的发生演变模式
,

因而把黄坡

带和红壤带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
。

三
、

黄红壤发生特性

讨论黄壤不得不从红壤谈起
.

朱显漠认为我国南方低丘红壤是一种古红 色 风 化壳
,

不是近代成土环境的产物
,

在现代成土环境下能否形成红壤实属可疑
。

我们通过对红壤

带内非第四 纪红土母质的黄红壤进行化学分析(表 l ,

2
)

,

确实出现一些异常现象
。

从分析

结果来看简直不象富铝化的土壤
。

我们还对不同纬度古红土进行分析
,

发现胶体硅铝率有随纬度升高而增加的趋势
,

同

时其次生粘土矿物也由以高岭石为主而转变为以伊利石
、

蒙脱石为主
,

尽管从形态上看不

出有什么差异
。

说明成土环境并不是没有影响
,

只不过古红土对环境演变的敏感性是非

常迟钝而已
。

因此要是单凭第四纪古红土母质作为划分红壤带的依据
,

也许不太恰 当
。

现在还是回到黄壤问题上来
。

我们在南方高海拔地区
,

包括云贵高原
,

经常发现古红

土的分布
。

这说明在第四纪更新世
,

地球表面大部分风化壳(海拔 400。一500。米的高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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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浙江省地质局实验室分析
。

也不例外)都经受过红化作用
。

后来经过漫长的地质时期
,

红土母质遭受雨水
、

冰川和风

力的剥蚀
,

很多都被迁移
。

只有在低丘或夷平面上成片残 留
,

山地也有零星小块分布
。

随

着成土环境的演变
,

红土层上部可以变黑变黄
,

有的山地还保留着明显的黑黄红三色层剖

面构造的黄红壤〔,] 。

显而易见
,

这种黄色不是原生而是次生
。

值得指出
,

剖面上层的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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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黄壤发生分类的看法

土同下层的红色土
,

除掉颜色不同以外
,

其他性状几乎都没有什么差别(见表 1、

2 中剖面

205
、

2 0 6

、

6 6
一

2
、

6 6
一

3 的分析结果)
。

在广大的湿热低丘地区
,

常同古红土呈交错分布或

在同一土体内呈上黄下红分布的黄色土
,

不论气温多么高
,

湿度多么大或多么小
,

时间多

么长
,

黄色土丝毫没有变红的迹象
。

这说明含水氧化铁在常温常压下是不易脱水 的
。

令

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古黄色土 (7
.
5YR 7/ 8)同古红色土 (10RS/8) 在性状上也没有多大差

异
。

经野外考察
,

常见古黄色土层覆盖于古红色土层或网纹层之上
,

那么黄色覆盖层从何

而来? 为何我国到处都有这种现象? 可否作这样的分析
,

在中更新世红土化以后
,

经历了

一段很长时间的多雨期
,

加上温度较高
,

使红土层上部发生黄化
,

这种黄化可能是铁的氧

化物同森林土壤存在的腐殖酸相互作用而产生某种鳌合物所表现的一种光性 变异
。

就是

说凡是有森林生长的红土层之上都会出现黄色覆盖层
,

不然的话
,

黄色覆盖层的厚度怎么

会到处都那么近似
。

后来有的森林被毁灭
,

黄色层被冲失
,

下面的红土层或网 纹层就逐渐

出露
,

以致才变成了今 日地表状态
。

这点也说明古黄色土是次生而非原生
。

因而笔者认

为
,

与其说黄壤是红壤发育的早期阶段
,

还不如说黄壤是在红壤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

黄化不等于水化
,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黄色土都是通过黄化形成的
。

在有关成矿论述

中曾谈到赤铁矿并不能通过水化形成褐铁矿
,

如纤铁矿就不能直接从三价铁生成
。

它们

都是在各自特定环境(如压力
、

温度
、

p
H 值

、
E h 值等)下形成的

。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
,

同

一沉积地层中的相邻两个岩层
,

处在同一风化条件下
,

可以分别产生红色和黄色风化体
。

经镜检红色主要含赤铁矿
,

黄色主要含褐铁矿(针铁矿同纤铁矿等的混合物 )
。

显然这是

由于当时的沉积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
。

因此
,

含有褐铁矿的沉积岩其风化物就易生成黄

色
,

其结合水的含量也就自然高于红壤
,

这样就不能把它看成是地带性产物
。

四月[
、

贵州

很多黄色土壤是由沉积性母岩的
、

矿物成分决定的
。

前面提到的广东鼎湖山 300 米处的黄

色土的形成也是同样的原因
。

要是把这种黄色土当成原生黄壤
,

把含水氧化铁当成湿润

气候影响下的生成物
,

那仅仅是一种巧合
。

因为土壤较大的烧失量可能同湿润气候毫不

相干
,

何况含水的针铁矿
、

纤铁矿的形成不单单同湿度有关
。

为此
,

自然而然使人对黄壤

带的存在产生怀疑
。

南方山地残留的古红土演变成的黑黄红三色层剖面 〔习 ,

如果说上部的黄色层是氧化

铁水化产生的
,

那为何底层不会水化呢? 因而当我们用水化理论来阐明黄壤或各种黄色

土的发生原因时不能生搬硬套
。

引起土壤发生黄色的原因
,

其实还不止上面所谈到的这

几点
。

母质中硅铝成分所占比例
、

含铁矿物的表生风化条件以及风化年限等等
,

都可能对

黄色风化体的形成产生影响t’] 。

总之古红土究竟怎样形成和黄化的
,

对我们仍然是个谜
。

时间因素在土壤分类中应该
j
放到一定的位置上来考虑

。

按 目前常用的标准来划分红

黄壤
,

会发生很多矛盾
。

若以第四纪红色粘土作为典型红壤的话
,

则中亚热带大面积丘陵

地区的土壤
,

要把它说成红壤
,

但有的粘粒硅铝率可以高到 2
.
50 一3

.
00

,

粘粒中的氧化钾

(K刃)可以超过 3多
,

次生粘土矿物却 以水云母为主;要说它不是红壤
,

它的剖面颜 色又是

红或黄红色
,

而且一般理化性质也同红壤相似
,

所以用地带性土壤去套
,

总有些对不上号
。

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不同地质时期的风化壳
,

尽管 目前处在同一地带之内
,

但在性状上不

可能没有差异
,

尤其在粘粒的化学和矿物成分上面
。

南方很多山地土壤的粘粒硅铝率可

以低到 1
.
5 以下

,

相反有的被称为典型黄壤的粘粒硅铝率却可以超过 3
.
5 ,

这种种异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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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除同目前成土环境有关以外
,

时间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

假如把古红土撇开不

管
,

很可能红壤带就不存在了
。

朱显漠曾经认为长江以南充其量只能划为黄棕壤带
,

这种

看法并非没有道理
。

退一步说
,

至少可以把黄壤和红壤合并为黄红壤带
,

再把红壤带移到

南亚热带去
。

与此同时
,

还得把划分的指标重新研究一下
,

使之尽可能符合现实情况
。

不

可否认中亚热带以南的土壤类型划分标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

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

四
、

对黄红壤分类的意见

根据我国南方土壤分布现状及多年积累的资料
,

结合土壤发生观点
,

对黄红壤的分类

提出初步的划分标准和分类系统
。

土类与土类之间应有质的区别
,

所谓质的区别是指在成土过程中其一: 有机质形成
、

富集和转化的方式基本不同
,

具体表现在腐殖质组成上的差异; 其二
,

母质中矿物风化所

形成的次生粘土矿物类型有明显的区别
。

如果红壤黄壤不同时在这两方面找到根据
,

那就

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
。

这也是我们为何把黄红壤当成一个独立土类的理 由
。

黄红壤的典型性状在没有受到某种成土因子深刻影响下可概括为
:

剖面有明显的发

生层
,

下层颜色是黄红色
、

块状构造
。

土层厚粘紧实
。

粗砂中少有易风化的原生矿物
。

盐

基饱和度 < 60 多
,

酸性
。

下层吸收容量 < 10m eq 八009 。

活性 铝平 均 > Zm 闪/1009
。

<
o

.

00
1 m m 粘粒含量一般为 巧‘20 多 以上

。

粘粒烧失量 > 8 并(占烘千重)
。

主要次生粘

粒矿物为水云母
、

高岭石
、

多水高岭石
、

含水氧化铁
、

三水铝石等
。

粘粒硅铝率为 ’
·

, 一3
·

“。

H A
/

F A
<

0

.

8
。

亚类是以某个成土因子所发生的支配作用在剖面形态和理化性质上有着明显的表现

(具有诊断特征) 为依据
,

就是说更多的考虑成土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成土条件
。

其分类系

统可否这样划分
:

1
.
老红壤

—
常指第四纪低丘红土

。

2

.

红壤
—

常指丘陵无网纹结核的红土
。

3

.

黄红壤
—

是反映目前中亚热带成土环境的代表类型
。

4

.

次生黄红壤
—

指在山地残留的古红土基础上发育而来的具有黑黄红三色层剖面

构造的土壤
。

5

.

乌色黄红壤
—

指长期在森林植被影响下发育的层次过渡不明且 带有 棕 色 的 土

壤
。

6

.

生草黄红壤
—

指长期在草灌植被影响下发育的黑土层深厚的土壤
。

7

.

紫色黄红壤
—

指在无石灰性紫色砂岩
、

紫色砂砾岩
、

矽卡岩等母岩上发育的带有

明显紫色的酸性土壤
。

8

.

幼年黄红壤
—

指层次分化不明
、

石质含量较多的土壤
。

9

.

变性黄红壤
—

指雨量偏低
、

落叶树所占比例较大地区的土壤
。

有的理化性质的

分析数据可稍许突破黄红壤范围
。

( 分析资料省略)

土属可根据母质
、

水文
、

腐殖质
、

人为活动等因子加以划分
。

如: 老红壤根据母质可



期 叶仲节: 对黄壤发生分类的看法 呼弓3

分为老红壤
、

黄色老红壤
、

紫色老红壤等土属;乌色黄红壤根据腐殖质可将阔叶林同针叶

林分开
,

后者可称为淋溶乌色黄红壤 ; 幼年黄红壤根据石质类型可分为砾质(砾岩
、

砂砾

岩)
、

粗骨(凝灰岩
、

酸性火成岩)
、

石质(4枚岩
、

片岩
、

板岩
、

页岩)等三种土属
。

各个亚类经

过人为耕作后使剖面性状发生明显改变
,

可单独列出熟化土属(如熟化老红壤
、

熟化黄红

壤等)
。

土属更多的反映地方性特点
,

不必强求统一
。

上述系统虽然仍受着地带性约束
,

但也不过于强调地带性
。

分类一要系统化
,

二要促

进农业生产
,

如果按原先黄壤的发生过程来理解
,

就容易使人误为山地黄壤发展林业是万

无一失的
,

实践证明不完全是这样
。

在山区土层深厚的次生黄红壤上造的林子
,

除黄山松

以外
,

普遍发生早衰
,

往往头几年生长茂盛
,

七
、

八年后生长停粉
,1 。

该土从外表看起来很

肥
,

其实是不太肥的
。

由于底层粘实
,

在雨季 A ,
B 层之间出现滞水

,

导致通气不良
。

加

上土壤潜在矿质养分缺乏
,

不能满足速生树种生长的需要
,

这时若土壤管理措施跟不上
,

林子就会过早衰退老化
。

西天 目林场 1959 年造的金钱松到 1969 年次生黄红壤上生长的

平均胸径只有 6 厘米
,

平均高 3 米多
,

在相隔几平米远的乌色黄红壤上生长的平均胸径竟

达到 12 厘米
,

平均高达 9 米
。

杉木也有类似情况
。

( 见表 2 127 号剖面资料) 因此不因土

植树
,

其损失不是一年二年
,

而是十年廿年
。

如果将这类土壤象西方分类系统那样归属为

老成土
,

营林工作者就会谨慎从事
,

失误的可能性就小一些
。

为此我们暂时提出来一个次

生型以解决这类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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