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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因素学说是发生土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历来一些学者虽然指出了学说的某些不足

,

但作者

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影响较大的新构造运动未有考虑
,

笔者拟就有关问题阐明如下
。

一
、

内力作用与外力作用

钾

在地球表面的生态环境中
,

地形
、

母质
、

生物
、

气候等成土因素及土壤均受着地球内力作用(火山
、

地

震与地壳运动等 )与外力作用(河流
、

湖泊与冰川等)的共同影响
。 w

·

彭克在论述地貌的形成规律时指

出
〔’1 : “

地表形态决定于内
、

外力强度的比例
,
但从世界上山岭及断层崖等构造地形的普遍存在

,
可见一

般规律是外力的强度小于内力
。 ”

在地表环境中
,

土壤所受的营力作用亦然
,

以新构造运动为主的内力

作用常居支配地位
,

其意义远超过一般单项的成土因素
。
所以新构造运动不应被考虑为一项成土因素

:

而是与外力作用并列的两大动力之一
。

就单项成土因素说
,

如平整的地形
、

多雨的气候或疏松的母质
,

在上升的丘陵与山区都会促成土层

中的淋溶
,
但在下沉的平原上

,

则是促成水分浸演或漂洗作用的因素
。
时间因素也是这样

,
如在地壳运

动造成的各级侵蚀面或阶地上
,

高度不同
,

常有绝对年龄不同的土城
,

但其相等年龄(发育度 )则与构造

运动造成的侵蚀或堆积有关
。
可见成土因素每是在一定的内力作用的基础上

,
对土壤产生影响

。

土壤形成过程是地质学大循环与生物学小循环的共同作用结果
。

而这两个循环都与地球的内力作

用有密切关系
。

新构造升降引起侵蚀基准面的变化
,

控制着一系列地质作用的进行
,

而且土壤中常见的

淋溶与淀积
、

原生矿物的风化
、

次生粘土矿物的形成以及侧流漂洗
、

盐分运动等等
,

无不与侵蚀基面造成

的特定水热状况有关
。

我国东北穆陵河
、

兴凯湖地区
,

目前分布着大片沼泽土
。

据植物残休层序研究
L‘ , ,

它是先在杂草类

(五花草塘)或小叶樟草甸植物群落下发育为草甸土
,

再发展为苔草沼泽植被下的泥炭沼泽土
,

从大量埋

藏的树根残体看
,

还可推断它曾有森林存在
,

也可看到有被埋藏的腐殖质层
、

漂白层与早期的泥炭层等

一系列现象
。
这是新构造下沉导致生物小循环变化所致

。

再如山东泰山麓若干地方都在较高的阶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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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砂姜黑土
,

色泽深暗
,

但活性有机质含量仅 1% 左右
,

巳 完全脱离了地下水的影响 ;江苏铜山厚达 I

米左右的古黑泥层
,
巳上升至 20 米左右的阶地上 ;广西钦州地区海滨高 20 米的阶地上

,

有古红树林沼

泽环境里形成的酸性硫酸盐盐土
,

有机质含量高达 6一7 %
,

但胡敏酸与富啡酸的比值很低
,

保持着原强

酸性的特征
,

这些则是经新构造抬升后
,

改变了生物小循环的结果
。

因为内力作用影响各成土因素的作用以及大
、

小循环的进行
,

所以也必然支配着成土作用类型
。
例

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汇3 , 礴” ,

按照新构造运动性质可分为几个区域
,

在强烈上升区以受蚀的幼年土为主 ;

弱度上升的低山及丘陵区分布着较典型的红壤与黄棕壤 ; 相对稳定的过度区分布有草甸土及草甸型的

贫棕镶或红坡等 ;下沉区则分布着浅色草甸土
、

草甸盐土及沼泽土等
。
这些都以一定区域内特殊的成土

作用类型所决定
。
又如在我国南方的一些构造盆地里

,
从盆地中心至盆地边缘

,
由于新构造运动性质的

不同
,
土壤的红墩化程度有显著差别 ;此外我们也曾总结过 : 很多典型的地带性土壤多分布在近期地壳

相对稳定或轻微上升的平缓丘陵区
‘” , ’。

哈

二
、

时 间 与 空 间

土城的一切性
.

状都是在一定时间与空间里的表现
。

历来在研究成土因素时
,

认为时间的延长对土城

形成起着程度加深的作用
,

道库查耶夫的函数式 n = f(K
.

O. l’) BL
, , ” ,

州 中也有这种涵义
。
H

.

J“ny 虽提

出过修改意见
,

但均未提及地球的内力作用
。

我们认为时间的意义
,

常意味着内力影响下环境的改变
。

所

以探索土坡在空间中形成与分布的规律性
,

必须弄清一定时间里的内力作用
,

尤其是新构造运动状况
。

例如我国西藏高原强烈上升
,

使全国土壤分布起了很大变化
「‘’: 红黄壤带西延

,

止于云贵高原以

东 ;西北地区只能形成千旱的钙层土 ; 因北方冷空气受阻折向东南
,

使我国东南沿海沿纬度线的土壤带

位里
,

略向南方推移 ;此外西藏高原上以分布高山土类为主
。
这一系列巨大变化来源于各特定空间里成

土 因素的变化
,

而它们均系随西藏高原的新构造上升而逐渐改变
。

又如我国东北地区的白浆土
,

广泛分布于三江平原一带的低缓丘陵上
。

据研究
汇. , ,

其形成过程系新

构造运动上升
,

致排水条件改善
,

土壤中原具潜育特征的层次
,

成为氧化还原交替
,

青灰色变为白色
。

我

们在野外观寮到
,

该地不少土坡
,
既有近期全剖面的潜育特征

,

又有明显的白浆层
。

似乎有先白浆化再

构造下沉致潜育化的可能
。
无论过程孰先孰后

,

均说明环境有过变化
,
因二者内容矛盾

,

不能同时进行
。

我国太湖地区的白土
,
至今成因还不十分清楚

,

但有人拟用实测侧流水不显著的结果
,

来否定侧流

水造成白土层的可能L,1
,

是值得商榷的
。
因为白土分布范围正是新构造下沉地区

,

焉知今日无侧流处
,

当年未经构造下沉时
,

亦必无侧流水活动? 这些都说明研究一定空间里的成土因素
,
必须注意随时间而

变化的内力作用影响
。

由于内力作用的影响
,

随着时间演进
,

原来成土因素作用的空间可以起变化
。

我国华南红城下部常见的虫状红白网纹层
,

其成因虽说法不一
,

但多数人均认为与水的淋洗或地下

水位的升降有关
。
可是网纹层的深度常可达十余米甚至数十米

,

而地下水位的升降幅度或水分的淋洗

范围(也常受地下水位控制)很难想象有如此之深
。
这可能是在新构造运动中

,

地段逐渐上升
,
地下水位

不断改变
,

水的活动范围迁移
,

由于作用深度的絮积
,

可以达到如此深厚
。

它实际上是一种多次成土因

素作用空间的转移
,

产生的多次剖面重叠
。

又如四川西部若尔盖地区的泥炭土
,

其泥炭层可深达 5一6 米以上
【‘’ ,

在地壳稳定的情况下
,

似难一

次形成
,

但如考虑该地在高原上近期断块逐渐相对下沉的特点
,

就不难理解
。
至于我国西北或华北黄土

母质发育的土墩里
,

常见的多层砂姜
、

华南红壤中的多层铁结核以及丘陵山区外围常见的多层白色漂洗

层
,

都可能与各地的新构造多次间歇上升有关
。

它们都是在动态的环境中
,

作用累积的产物
。

随着时间推移
,
无论是一定的空间里成土因素改变打必是一定的成土因素

,

其作用的空间改变
,
两者

都会导致 : 既经形成的土坡与其存在的空间不相适称
,

即目前的环境不能形成目前的土城
,

所谓土壤分

礴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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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异常
” 。

而这一切都可因新构造运动而产生
,

据研究
「’“’,

天山南麓山前细土洪积平原和塔里木河上游南岸古老冲积平原的残余盐土以及另一些

残余泥炭沼泽土
,

都是过去湿润气候下的产物
。

这些地方属于新构造沉降地区
〔
川

,

本应有积水条件
,

目

前它地下水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西藏高原及天山的强烈上升
,

阻碍了海洋的湿润空气
。
又据初步研究

,

西藏高原北缘发育有第四纪各时期的古土壤
「’“, 。

上述各古土坡的特征遗留于现代土壤之中
,
与目前强

烈的大陆性气候不相适称
。

我们曾论述过 : 典型的红壤应多形成于低丘位置
「’, ” ,

然而我国很多强烈上升的山区
,

如天目山
、

庐山
、

井岗山与五指山等
,

海拔高处都有红壤出现
。

有些做为母质
,

向着山地黄壤或山地草甸土发育 ;有

些在侵蚀作用的影响下
,
仍保留着红壤性状

。

古红色土壤分布的海拔高度
,

云南昆明为 2 5。。米左右 ;四

川甘孜在 斗0 0 0 米左右 ;西藏珠穆朗玛峰地区更可高达 斗9 0 0 米
,

显然随上升幅度的增大而更高
。

反之新构造下沉可以使红壤掩埋在不同深度的沉积层之下
,

如都阳湖与洞庭湖的滨湖低地
、

大别山

南麓的华阳河北岸低地
、

东南沿海的钱塘江
、

闽江
、

珠江等大河出口处都有
。
下沉后的红壤

,

一般颜色转

黄
,

酸性减弱
,

成为剖面中的难透水层次
。

浙江东部沿海各平原向北直延至上海及苏南一带
,

地面下 60 一80 厘米处普遍有一黄色鲜明的铁质

淀积层
,

胶结紧实
,

容重可达 1
.

3一 1
.

4 克 /厘米
’

以上
,

锈斑直径在 1 厘米以 上
。

它显然不同于现代水稻

土中的褚育淀积层
,

可能是古草甸化环境中的产物
,

而目前多沉降于地下水位以下
。
上述类似情况也见

于广东珠江三角洲
,

那里有下沉后被埋藏的网纹红土与古黄斑层等
。

土壤在空间分布的规律性
,

也随时间的演进而不同
。

易言之
,

土壤的地带性并非永恒不变
。
而演化

中新构造运动的影响是一项重要因素
。

例如我国青藏高原自南向北
、

自东向西与自低至高
,

生物气候条

件都有很大差异
,

三向上的土壤地带谱联合构成特殊的
“

三维空间”的立体分布
「
川 ; 又如经大量总结

,

世

界上山地土壤垂直分布的地理规律性
,

没有简单的图式
汇
川

,

这些都完全是内力作用控制下的结果
。

三
、

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

誉

道库查耶夫的成土因素学说中
,

没有明确讨论各因素的主次问题
。

关于主要成土因素的涵义
,
笔者

认为有两种 : 一种是控制全区土壤形成
、

体现该区土壤共同特征的因素
。
如我国华南丘陵上广泛分布

的红壤
,

发育的主要因素应是生物与气候 ; 另一种是造成该区内土壤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
,

例如在红坡

丘陵地区
,

大环境的生物与气候因素是一致的
,

但在不同的侵蚀面或阶地上
,

地面发育年龄不同
,

使土壤

有不同程度的红化
,

这方面超过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 H

.

Je皿y 在讨论成土因素的作用时认为 : “

某一因

素(在该区为稳定的因素)的变动范围很窄
,

它对这一地区土壤的性状变化就没有显著的作用‘’心, 。

他可

能就是指着后一类的因素而言
。

上述两类主要成土因素的决定
,

都与新构造运动有关
,

笔者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

对因素试做了分析

(表 1 )
。

作者过去多次强调过新构造运动在研究土壤形成时的重要
〔, , ” ,

然而有人认为
「‘. 1 : “

新构造运动要

通过地形的变化
,

才能影响土壤的形成” ,

似乎把地形强调到了很不恰当的位置
。

首先
,

作为内力作用的新构造运动
,

不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
,

对地球表面环境都有全面影响
,

五大成

土因素均在其影响范围内
,

而地形仅系因素之一
。

而且在地表生态环境中
,

地形可以影响其他因素
,

但

也必然受其他因素影响
。

例如我国秦岭山脉东端的晴山一带
,

属于新构造上升较弱的区域
。
因构造上升量的少量差异

,

西面

的绳池
、

新安等地
,

大量暴露了下部的红色黄土 (Q
:

); 东面的洛阳
、

僵师等地
,
则以分布上层的马兰黄上

(Q
3

)为主
。
这一地段黄土的沟壑地形十分发育

,
但自西向东

,

也随构造上升量的减少而减弱
。
又由于红

色黄土的质地远较马兰黄土为粘
,

其冲沟发育的情况也不相同
。
显然是新构造运动影响了母质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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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析构造运动与土坡形成因素的关系(以长江中下游为例)
〔” 心1

新新构遣运动性质质 地形形 控制土坡形成成 造成该区内内 土竣类型型
的的的的主要因素素 土坡差异的的的

主主主主主要因素素素

上上升升 强烈上升升 陡峭的山地地 垂直的生物气气 海拔高度度 垂 直带谱上的土壤(山地黄棕壤或山山
候候候候候带

、

侵蚀(地地 母质美型型 地棕坡)或发育弱的上壤 (幼年黄棕棕
形形形形形

、

气候))))) 坡等)))

弱弱弱度上升升 山地或高丘陵陵 生物
、

气候候 母质(浸蚀愈愈 一般的地带性 土壤壤
强强强强强强愈为突出))) (红壤或黄棕壤)))
局局局局局局部地形形形

微微微 开开 平级低丘丘 生物
、

气候候 地面发发 典型 的地带性土壤(红壤或黄棕壤)))
陵陵陵陵或阶地地地 育年龄龄龄

下下沉沉 微 沉沉 侵蚀或堆堆 水热条件件 母质类型型 下蜀黄土或古红土等古老母质构成平平
积积积积平原原 (地形))) 小区地形形 原表面

,

向半水成土发育(草甸土或草草
甸甸甸甸甸甸甸盐土)))

渴渴渴度下沉沉 堆积平原原 水热条件件 古老母质的埋埋 剖面中常见埋藏古土壤(下蜀黄土
、

古红红
(((((((((地形))) 藏深度及类型型 土或泥 炭层等 )的水成土或半水成土(草草

甸甸甸甸甸甸甸土
、

盐 土或沼泽土等)))

强强强烈下沉沉 堆积平原原 成陆年龄龄 沉积体的性性 在最新沉积的母质上发育的土壤 〔草草
状状状状状状

、

小区地形形 甸土与盐土等 )))

幸

从而方影响地形
。

又如我国西沙群岛
,

新构造升沉影响了珊瑚石灰岩母质的出露或埋藏状况
,

决定着各类型磷质石灰

土的分布规律以及土层中钙质硬盘的形成状况
L” ’; 内蒙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的东南隅

,

萨拉乌苏

河岸上的沙丘之间
,

常有灰黑色的沼泽沉积物
,

是地壳下沉再经近期抬升所造成
〔’‘1 。

这些如只从目前

地形分析
,

都是无法解释的
。

地形不能作为永恒的主要成土因素
,

还因为新构造运动完全可以不通过地形来影响其它成土因素
。

如江西寨和与湖南衡阳等红岩盆地边缘
,
因新构造上升量的不同

,

使红色岩系以不同深度伏于 Q
:

红土

之下 ;江苏苏州以东的广大平原中
,
因新构造下沉量的不同

,

使下蜀黄土的位置
,
可自出露地表直至埋藏

较深 ; 浙江金街盆地里的某些平原上
, Q

: 、

Q ,

与 Q. 的堆积物可以毗邻分布
。
这些都是新构造运动影

响母质从而形成不同的土壤
,

而地形条件并没有显著差异
。

广西都安等石灰岩地区
,

新构造抬升引起河

流由地面转人地下
,
出现无河床冲积层

,

成土环境变化很大而地形依旧
。

再如北京附近的平原地区
,

虽然第四纪沉积层厚达 100 一加。米
,

但新构造运动仍可令地面水系沿

轻微下沉与最新断裂处流动
,

并控制着第四纪以来河床的移动规律
【‘, ’。

从新构造运动分析
,
能揭示古

老成土母质的分布
、

古河床的位置
、

地下水的埋藏与动向等
,

而这些正是控制华北大平原上土壤的草甸

化
、

盐演化与潜育化等成土作用的重要因素
。
因多种痕迹均深埋地下

,

单从目前的地形分析是无法了解

的
。

同样高度的畏蚀面
,

可以是沉降后的古老地面
,

也可是近期抬升的年青地面
。
具有同样地面发育年

龄的侵蚀面
,

也可被断层切割
,

处于不同的高度上
,

这种现象广泛见于各地
,

如杭州附近就有明显的例

证
。
同样高度的堆积平原

,

在地壳下沉幅度与速度的影响下
,

或外伸或退缩
,

在各处可有不同的成陆年

龄
。

这些都是新构造运动直接影响成土的绝对年龄
,

而在地形上不易找出差别
。

根据上述
,

很难说新构造运动一定要通过地形的变化才能影响气候
、

生物
、

母质与年龄等各项成上

因素
。

此外本文以前各节论述的成土因素作用空间的转移
、

土城剖面重盈等等大量内容
,

不能以地形单

因于来代替新构造运动的更多
,
这里不再重复

。

.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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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道库查耶夫的成土因素学说 2 0 7

,
主要成土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

在道氏学说的基础上讨论它是有益的
,

看来它不一定是地形
,
但却经

常与新构造运动有关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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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的要求
,

从 1 9 8 6 年起
,

所有书刊均要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

为贯彻国务院的这项要求
,

敬

请作者大力协助
,

来稿请注意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

为便于推行法定计最单位
,

科学出版社总编室最近编印了
《

推行法定计盆单位参考资料
》

一书
,

简明

易懂
,

需要者可径向该室联系购买
。
每册收工本费 0

.

扣 元
。

新 书 预 告

今

《中国红黄壤地区土壤利用改良区划》一书是受中央
“

两委一部
J, 委托

,

由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所
、

江西省红壤所组织南方十一省 (区 ) 有关单位协作
、

经过三年多时间共同完

成的
。

它在全面论述该区 自然条件和生产现状特点基础上
,

提出改良利用的关键性措施
。

并对全区进行分区划片
、

阐明各分区单元土壤资源的数量
、

质量
、

问题与潜力
。

这对土壤
、

地理
、

农林牧业工作者有一定帮助
,

也可以供高
、

中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

该书于 19 8 5 年 2 月由北京农业出版社出版
,

估价 4
.

30 元
。

欲购者寄款至江西省进

贤县张王庙江西省红壤所订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