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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和赣东北低山区的森林土壤
*

罗 汝 英
(南 京 林 业 大 学)

摘 要

在江苏省宁镇
、

宜漂和江西省东北部三个低山区
,
以 20 个代表性土坡剖面作典范变t 分

析
,

结果表明
,

在典范变最 1
、

2 构成的直角坐标平面上
,

按这三个低山区划分的 4 类土壤(基

性岩发育的黄棕壤
、

普通黄棕壤
、

红黄壤
、

红壤)
,

置信区间交叠
,

土坡个体之间的性质为连续

变化
、

逐渐过渡
。

从中可见
,

各区内土壤个体都包括不同发育阶段的产物
。

参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方案 (1 , 8 7 )
,

可把这三个低山区的土壤划归 4 纲 7 类中的 8 个亚

类
,
土壤类型在总体上仍表现出从北向南逐渐由硅铝土过渡到铁铝土

,

以及每一地区山初育

土逐渐过渡到成熟土的总趋势
,

但各亚类界线与三个地区的地理分界线并不完全重合
。

根据南京附近低山丘睦地区 70 个土壤剖面的数据
,

以及相应标准地上的林木生长状况
,

将上述各亚类再划分为共计 10 个土壤生态型
。

少 江苏省南部和江西省东北部一带的低山区(北纬 3 2 。

一 2 9 “

)
,

是我国暖温带与亚热带

之间的过渡地带 ;但是在第四纪的早
、

中
、

晚更新世时期
,

气候曾经有过 多次冷热交替田。

因此
,

土壤既受近代气候影响
,

又带有古气候的烙印
,

类型相当复杂
。 19 7 8 年的中国土壤

分类暂行草案中
,

是按地理发生分类原则
,

将宁镇
、

宜漂
、

赣东北三个低山区
,
分别划归黄

棕壤
、

黄红壤和红壤三个亚类
。

前者属于黄棕壤类
,

后二者属于红壤类
‘2J 。

这种分类方 法

未能充分反映土壤类型的实际情况
。

本文是在几个林场所作土壤调查和土样分析 的基础

上
,

探讨森林土壤类型及其生产力问题
,

供山林土壤资源调查参考
。

一
、

基本资料和分析数据

在大量调查工作的基础上
,

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
,

包括苏南宁镇山脉的紫金山中山陵园区 (剖面

2 ,
,

2 5 , 2 6 , 2 5 , 2 1 0 , N 一)
、

南京林业大学下蜀实验林场 (x 7 , x lo ) 和方山 (F一, F Z
,

F 3
,

F 咭)
,

宜深山区的宜兴林场 (Y 3 , Y 6 , YS )
,

以及赣东北山区的李宅林场 (D Z , D 3
,

D S , D 一 ) 和枫树山林

场 (J幻
,

作为分类重点研究范围
。

在外业中按照分布面积方面有代表性
、

以及能够反映发生上实际存

在的系列性的原则
,

选出作为研究分类用的土壤样本(剖面)
,

而并不计较它们是否属于有完整剖面构

造的所谓典型剖面
。

共选出了 20 个剖面
,

分别应于不同的气候
、

地形和地质条件
。

确定理化分析项 目

时
,

适当参考国内外现有土壤分类方案的指标
,

以能显示高级分类单元间羞别的项 目为主
‘们 ,

但样品处

理和分析是沿用我国的常规分析方法川
。

结果如表 1 所示
。

, .
承袭南京林业大学林学系部分师生先后参加外业工作

,

部分的硅
、

铁
、

铝含t
,
谨致谢忱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分析室协助分析土祥钻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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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l: 分析方法 ; 土样过 1 毫米筛
。

颗粒分析用比重计法 导 pH 用玻璃电极法
,

水土比 2
.

交 1 ,
对 F I , F3 , F4

用 0
·

0 1 m o l C a C I
:

代替 1 m o l K C I 提取; C E C 用 1 二0 1 N H 一O A c 交换法 ; 盐基总t 用 l 山 0 1 N H 一0 A C

交换中和滴定法 ;硅
、

铁
、

铝用碱熔法
。

详见参考文献 【3 ]
。

注 2 : 土壤层次符号根据 F A o (19 7 7 )
: G u id e lin e o f o r 5 0 11 p r o file D e . e rt p t io n

·

从表 l 的数据看来
,

若仍按宁镇
、

宜漂
、

峨东北三个地区划分三个亚类
,

则每个亚类内的各个土体
,

不但剖面构造有显著差异
,

而且各项高级单元分类指标的地区内变异系数也大(表 2 )
。
这说明该地区

按地理发生原则划分的土类和亚类
,

仍有相当大的内部变异
,

尚须进一步改进
。

二
、

土壤个体的排序

,

从表 1 所列 20 个土壤个体的分析数据中选出 8 项指标(包括表层和表下层的盐基饱

和度
,
以及此两层中 < 1 产m 土粒的阳离子交换量

、

硅铝率和硅铁率)
,

按照从

}W
一‘

·

B 一 又1 1 ~ 0

求解特征根和特征向t 的数学模型
,

进行典范变量分析脚
’。

结果表明
,

在把宁镇区土壤

分为两组(基性岩与非基性岩发育的各为一组)
,

宜傈区
、

核东北区土壤各为一组的情况
:

下
,
在典范变t l、 2 构成的直角坐标平面图上

,

各组的置信 区间 (即以每组均值为形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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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 土滚分类指标的地区内变异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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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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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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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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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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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此表很据表 3 数据算出
。 . 为剖面数

, f 为地区均值 荃 为总平均值
, 口 为扁由度等于

。 一 l 时的标准

差
, Cv 为变异系数

, C v , 口 l牙又 一0 0
6

夜

r 为半径的圆)交叠
,

说明这种分类并不精确(图 1)
。

在此平面图上
,

各土壤个体的点若
·

圈中 Z : , Z : 为典范变t l , 2 ; I , ⋯ , T V 为各土类形心坐标 ;

N I , ⋯ , J 4 为土城剖面编号 ;四角上的 I, ⋯ , IV 为象限号
。

图 1 各类土坡的置信区间及各土坡个体的极小生成树
F19一 C o n fid e n c e c ir e le 一 o f 5 0 11 g re . t g r o u P一 a n d

m in im u m s P一 n n in g t r o e fr o m 5 0 11 in d iv id u . l-

按其最短马氏距离联系起来
,

便成
为极小生成树

。

由此图可见
,

在使

用 8 项指标的条件下
,

土壤个体之

间在性质上是连续变化
、

逐渐过渡

的
,

很难根据一定界限截然分开为

不同土类或亚类
。

但是
,

排序显示
:

在平面图的右方 (第 I象限)和下方

(第 11 1 象限)
,

是宁镇区和宜漂区的
非红土性土壤

,

与红土性土壤和红

壤有较大的距离(数学距离
,

下同)
,

应是近代土壤 ; 而广泛分布在这两

区山麓和阶地上
,

由红土发育的土

壤
,

却分布在平面图的原点周围
,

表

明是苏南近代土壤与赣东北红壤之

间的过渡类型 ; 此外
,

无论是宁镇
、

宜漂抑或赣东北区
,

土城个体都包 勺
括不同发育阶段的产物

。

宁镇区的基性岩与非基性岩发育的土城
,

分别从右端和下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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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

t

始
,

向宜漂区土壤靠近
,

并由此继续向赣东北区山麓地带的第四纪红土性土壤过渡 ; 在蔽

东北区低山坡地上的近代上壤分布在第 Iu 象限
,

从下方向上
,

与在第 11 象限的第四纪红

土性土城发生联系
。

由此看来
,

将多项指标缩维后在平面坐标图上构成极小生成树
,

仍不失为一种有用的

数值方法
。

三
、

土壤的系统分类

赞

除了用上述数值方法进行上壤个体排序外
,

也试用了直观的系统分类方 法
,

即以诊断

怡和诊断特性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
,

以表 1 的数据为基础
,

参照 19 8 7 年中国科学院
.

南京

土城研究所拟订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方 案1.]
.

将研究地区的森林土壤划归 4 纲 7 类 8 亚

类
,

分述如下
。

石质土类 属初育土纲中的石质初育土亚纲
,

指地表以下 10 厘米内即出现石质妾

触面
,

或剖面 50 厘米内 ) 2 毫米粗骨物 质在 70 % 以 !: 的土壤
。

表下层盐基饱和度 > 50 汤

的为饱和石质土亚类
,

代表剖面是南京市紫金山南坡次生杂木林下
,

由长石砂岩发育的薄

层 A
一D 型灰棕色土壤(剖面号 2 1 0)

,

以及马尾松林下由石英砂岩碎块堆积层发育的 A
一

C

型黄棕色中层石质土壤 (2 4 ) ; 表下层盐基饱和度 < 50 多 的为不饱和石质土亚类
,

代表

剖面是南京紫金山南坡马尾松林下
,

由石英砂岩碎块堆积层发育的 匕部黄棕色和下合
)

澄

红色的土壤 (z5 )
。

棕壤类 属硅铝土纲的湿润硅铝土亚纲
,

只有发育在基性岩上的富盐基棕壤亚类
,

是参照联邦德国土壤分类系统中的 b : se nr e i。Ile B r a
un

o r de 划分的
【‘,。

残积土壤总厚度

超过 10 厘米
,

但一般不超过 , 0 厘米
,

剖面构造为 A
一

D
、

A
一C 或 加 B 一C 型

,

色暗
,

表下

层为硅铝层
,

盐基饱和度在 85 多 以上
,

< l 拌m 土粒的阳离子交换量和硅铝率分别为 > 50

m eq / 100 克和 > 2
.

9 。 发育良好的剖面具有粘化层
。

这亚类分布在宁镇山脉周围
,

代表

例面是江宁县方山坡地朵草灌丛下由玄武岩发育的中层棕黑色土壤 (F4 )
,

以及南 京 林

业大学树木园派丘马尾松杉木混交林下
,

由辉长岩发育的中层暗棕色残积土壤 (N I)
。

黄棕壤类 属铁硅铝土纲的湿润铁硅铝土亚纲
,

只含典型黄棕壤业类
。

残积上壤

总厚度超过 10 厘米
,

但一般不超过 50 厘米
,

剖面发育不完全
,

多为 A 一D 或 A 一 C 型
,

呈

黄棕
、

灰棕至紫灰色(安山岩发育的)
,

无淀积粘化层
。

表下层为铁硅铝层
,

盐基饱和度

45 一 60 务
,

< l 拌m 土粒的阳离子交换最和硅铝率分别为 3 5一 40 m e q / 10 0 9 和 2
.

7一 2
.

9 。

代表剖面包括句容县雾岐山前低丘茶丛下安山岩残积物 发育的 A
一
C 型中层土壤 (x7 )

,

以及宜兴县铜官山坡地上部马尾松林下
,

由砂岩残积
一

坡积物发育的 A 一D 型中 层 土 取

(YS)
。

这是 苏南低山区在近代生物气候条件下发育的代表性土壤
,

但其涵义要比 19 7 8

年中国土壤分丈暂行草案中的黄棕壤狭窄得多川。

捺红壤类 也属铁硅铝土纲中的湿润铁硅铝土亚纲
,

只含粘淀棕红壤亚类
。

土壤

总厚度可超过 1 米
,

剖面表现出明显的异源性
: 上部多为授盖层

,

乃是来白较 佰地形部位

的运积物
,

其形态性质与上述石质土或黄棕壤相同 ;下部为以红色为主的埋藏层
,

仍属于

铁硅铝层
,

粘粒含量相对较高
,

盐基饱和变除基性母岩发育者为 50 一 60 务外
,

多数仅为 ;



‘. 土 级 学 很 2 7 粉
. . . . . . . . . . . . . . . . . . . .

35 一 45 %
。

红层中 < l 产m 土粒的阳离子交换量和硅铝率分 别 为 35 一朽 心q八00 9 和

2
.

6一 2
.

8 b
代表剖面是南京紫金山南麓马尾松杂木混交林下由砂岩页岩古风化壳发育的

红色土壤 (2 6 )
,

以及江宁县方 山平顶上刺槐疏林下由玄武岩古风化壳发育的红色土城

(F2 )
。

与赣东北山区山麓和阶地的第四纪红土相比
.

,

这类棕红壤的盐基饱和度和粘粒硅

铝率都高得多
。

这可能是由于第四纪更新世期间
,

南京地区的古湿热气候稍逊于江西 ;或

者是因为南京地区的古红土在近代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
,

发生了一定没度的复硅 作 用
。

表 1 中的数据表明
,

在同等硅铝率条件下
,

棕红壤的粘粒阳离子交换量明显地高于赣东北

的第四纪红土
。

考虑到硅铝率低而阳离子交换量高是水铝英石的特点t6] ,

因此
,

这些棣红

壤中可能含有较多的水铝英石
。

准红壤类
:

也属于铁硅铝土纲的湿润铁硅铝土亚纲
,

只含典型准红壤亚类
。

剖面 \

形态与棕红壤相似
,

红层仍为铁硅铝层 ; 但盐基饱和度仅为 25 一 30 外
,

< l 拌m 土拉的阳

离子交换量和硅铝率分别为 25 一 36 In eq / 1 0 0 9 和 2
.

5一 2
.

6 。 代表剖面是宜兴林场高山工

区低山麓(或阶地)马尾松或松栋混交林下
,

发育在运积或砂岩残积古红土上的厚层土澳

(Y 3
, Y 6 )

o
、

准黄壤类 属于铁硅铝土纲中的常湿润铁硅铝土亚纲
,

只含典型准黄壤亚类
。

化

学性质与准红壤相近
,

表下层亦为铁硅铝层
,

盐基饱和度 23 一 42 汤
,

< 1 拼m 土粒阳离子

交换量和硅铝率分别为 23 一30 m eq 八00 9 和 2
.

,一 2
.

8
。

前二者的数值接近准红壤
,

而硅铝

率略高
,

近似于红棕壤
,

但是这类土壤剖面均无红色土层
,

形态上与准红壤或徐红壤不同
。

残积剖面总厚度一般小于 50 厘米
,

但运积剖面厚度可超过 l 米
。

代表剖面是江苏句容县

雾岐山前低丘老茶园中凝灰岩残积物发育的中层棕黄色土壤 (x lo) 以及江西德兴县 李

宅林场低山坡地杉木林下
,

由千枚岩坡积
一

残积物发育的厚层棕黄色土壤 (D l l ,
D Z)

。

这

类土壤过去也曾划归红壤或黄壤t2J ,

但实际上与此二者的性状仍有较大差距
。

红壤类 属铁铝土纲的湿润铁铝土亚纲
,

只含典型红壤亚类
。

土壤总厚度为中等

至极厚不等
,

质地粘重
,

剖面表现明显的红化特征
。

表下层为铁铝层
,

盐基饱和度 < 30 沁
,

< l 拌m 土粒的阳离子交换量和硅铝率分别为 20 一25 m eq / 1 0 09 和 2
.

1一 2
.

5 。 代表剖面为

江西德兴县李宅林场低山麓杉木林下
,

由千枚岩残积物发育的厚层桔红色粘质土壤 (D 3 ,

D 匀 以及景德镇市枫树山林场杉木
、

马尾松混交林下
,

由千枚岩残积物发育的棕红色中层

粘质土壤 (J4 )
。

这个系统分类与按三个地理区划分三个亚类的方案相比 (参见表 2 )
,

尽管由于组数

增多
,

每组内自由度变小
,

但分类指标的亚类内变异系数仍大幅丈降低 (表 3 )
,

说明它比

地理发生分类方案较为合理
。

在这个系统分类方案中
,

上述土壤类型
,

在总体上仍表现从

北向南逐渐由硅铝土过渡到铁铝土
,

以及在每一山区从上到下由初育土逐渐过渡到成热

土的总趋势
。

例如
,

在宁镇区和宜深区山坡上的土壤主要是石质土或黄棕壤
,

而赣灰北山

区坡地上则主要为准黄壤 ; 分布在山麓和阶地具有红层的土壤
,

在宁镇区为棕红壤
,

宜澡

区为准红壤
,

而赣东北区为红壤类
。

但是
,

在宁镇区一宜傈区一赣东北区的地理序列上
,

上述各土类的分界线并不十分清楚
。

例如
,

黄棕壤同时出现在宁镇和宜傈区的坡地 ;准黄

滚虽然主要是分布在城东北的坡地
,

但是它 也能出现在宁镇区的一些山前丘陵 ;过去被认

为是黄棕城地带的宁镇区
,
基性岩发育的土壤

,

却只达到富盐基棕壤阶段
。

破



期 罗汝英 : 苏南和赣东北低山区的森林 土壤 6 9

表 3 土滚分类指标的亚类内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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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拈拈淀棕红壤壤 叉叉 7 9
。

3 666 4 4
。

2 000 3 8
。

7 777 3 8
。

6 777 2
。

8 444 2
。

7 000 1 0
.

9 222 8
。

9 999

(((
。 二 5 ))) 口口 2 0

。

7 555 7
。

4 444 3
。

2 222 3
。

2 000 0
。

1 444 0
。

0 666 1
.

8 55555

CCCCC VVV 26
。

1 555 15
.

8 333 8
。

3 111 8
。

2888 4
。

9 333 2
。

2 222 16
.

9 44444

典典型准红城城 又又 5 7
。

1 666 28
。

0 111 34
.

0000 3 1
。

5 111 2
。

6 000 2
。

5今今 10
。

9 222 9
。

2 777

(((
。 二 2 ))) 口口 8

。

6 999 0
。

4 666 9
。

, ,, 6
.

3666 0
。

0马马 000 0
.

0 222 生
。

1 333

CCCCC FFF l,
。

2 000 l
。

6 444 28
。

0 ,, 20
.

1888 1
。

, 略略 000 O
。

! 888 1 2
。

1 ,,

典典型准黄坡坡 习习 34
。

斗000 3 2
。

咚888 3 0
。

2略略 26
。

9 ,, 2
。

7 000 2
。

6 777 1 2
。

8 222 13
。

0 000

(((
” “ 3 ))) 口口 14

。

7 777 9
。

0 444 l
。

‘777 3
。,

4 222 0
。

0 888 0
。

0 888 斗
。

4 555 6
。

2 333

CCCCC FFF 礴2
。

9 444 27
。

8333 ,
。

5 222 1 2
。

6 999 2
。

9666 3
。

0 000 3今
。

7 111 4 7
。

9 222

典典型红壤壤
!!! 3 4

.

3 888 1 7
。

6 555 2 1
。

2 222 2 1
。

2999 2
。

3 000 2
。

3000 6
。

9 666 7
.

1 333

(((
. 二 3 )))

公公 1 0
.

5 555 9
。

7 999 l
。

5 777 1
。

2888 0
。

2 000 0
。

1 888 0
。

7 777 0
。

7 888

叮叮叮叮 3 0
。

, 888 弓,
。

呜777 7
.

0 777 6
。

0 111 8
。

7 QQQ 7
。

8 333 1 0
。

0666 10
。

9 今今

CCCCC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

注: 符号及计算方法同表 , ,

各亚类剖面号参看表 ‘; 不饱和石质土因为只有一个剖面
,

不必计算 c 气

此外
,

研究地区范围内还有石灰岩
、

紫色砂页岩和下蜀组母质发育的土壤
,

此次未作

系统分类上的研究
,

但也与上列森林土壤亚类一起
,

作了下述土壤生态型方面的探讨
。

四
、

土壤生态型及其生产力

,

从林业利用上考虑
,

山区土壤还需根据生态条件或生产力续分
。

标准地的林分与土

壤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

有效土层总厚度
、

质地和含石量
,

是研究地区内影响林

木生长的重要指标
。

例如
,

对麻栋树高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 土壤厚度 0

.

59
,

质地 0
.

48
,

含石量 0
.

盯
,

均达到 P0
.

0,1 显著水平
。 另一方面

,

土城的酸碱 反应
,

也是影响树种分布的

一个重要生态因子
,

例如
,

在研究地区的中性到碱性土壤上
,

黑松的生长状况就优于马尾

松
,

更不用说优于茶树一类典型喜酸植物了
。

这里我们以南 戈附近地区的 70 个土壤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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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T 一目e 4 C o d in

4 土镶生奋妞分类指标约码

g
。
f v . ri. b le 一 fo r e l. s. ify in g 一0 11 .

co tyPe

指提代号 } . } }

兰竺⋯一一二一一
一

{
-

一二一一I
ee

一二一}二二二一
} 「。一”

c m l } 全剖面为石质 1 ! 无上班层 l } 无 pH 今
·

。一二 , .

l 总 l
: ‘

_
: 。 ,

~
,

} 酬
、

、二。
二

,

! 二 , 。
,

! 石 _ 。 , 。
_

, 。 ,

1 1
‘“

一
‘ “ ‘

~
‘

】 妙以上在俄脱
“

l 侧瓦‘
了

l 灰 户
二 ’ . ’

一
‘
”

-

一 } 厚布31 一 , 。‘m 3 } 中壤质 3 】 墩质班盖层 , } 反 p H 6
.

。“ .9 3

, 1 . 1
: , 。 。 _

~
‘

} . 、 二
,

! 】
』

应
_ 。 、 , n

} 民 l
’ ‘

一
“ “ “

~
1

} 甩喂
,只

’

} }
护“ 夕 ”

“

}
‘

> 8 0 ‘m s

} 夹石 (< 50肠)粘土 呜
! !

} { 枯土 , ! } 有石灰反应 ,

吸 l
。、

,
, 加

,

一
、 ,

{ } l
l

, 、

l占
七j. 、、

‘ “ “
~

’ “

} } l

介

中位 (3 0一 6 0 c m J

下位 (> 6 0 c 印 )

注: 1
.

扭盖层 (朴 ) 指酸性土谁剖面中的酸性堆积表层
, 厚度约 30 至 50 厘米

。

2
.

因各代码的全距都是 1一, ,
所以代码数据不再标准化

。

为对象(包括南京市东郊
、

江宁县
、

句容县
、

江浦县及六合县等地)
,

根据有效土层厚度 (
二: ,

图中 z : ,
Z : 为典范变盆 l

,
2 , 人 l ,

⋯ , C 4 为

土坡生态型代号
,

含义参看表 ,
。

图 2 各土坡生态型的排序

F 19
.

2 o r d in a r : 0 0 u f 5 0 11 e c o : y p e s

指土壤总厚度或粘盘上限出现深度)
,

质地

和含石状况 (x
2

)
,

覆盖层状况 (幻)
,

以及

土壤酸碱反应和石灰反 应 状 况 (x. )等 4

个土壤属性 (表 4 )
,

以及相应标准地上的

林木生长状况
,

将上述各土壤亚类续分为

共计 10 个土壤生态型对应于一定的土 城

生产力水平 (以特定树种一定年龄平均树

高表示 )(表 5)
。

使用这 10 个土壤生态型

中各土壤个体 4 个土壤属性的相应数据进

行典范变量分析
‘
,,7]

,
以验证分类的合理性

并确定各生态型之间的关系
。

处理数据时

使用的数学模型见上文第二节
,

运算结果

表示为图 2 。

图 2 是 10 个土壤生态型的形心点(由

型内个体各指标均值算出的坐标值) 排序

咬

图
,

各生态型的形心点大体上按斜交于坐标轴的方向
,

作有规则的排列
,

说明这样划分的

土壤生态型基本上是合理的
。

在这个典范变量分析中
, x :

(自由度 ~ 36 ) 为 2 7 ,
.

8 ,

远远超

过 自由度为 40
,

PO
.

ol 水平时的
x Z

值 “
.

7
,

所以从总体来说
,

这个分类是清楚的 ; 但是由

于划出的生态型数 目多
,

所以各生态型之间的置信区间有很大重叠
,

说明其间有许多过渡

区和特殊情况
,

不能划出明确的界限
。

宜傈山区不饱和石质土和典型黄棕壤等亚类的生态型
,

与南京地区的同等亚类基本

相同
,

准红壤亚类的生态型则与棕红壤相近似
。

赣东北山区的森林土壤
,

因为测树数据不

足休细分生态型
。



期 罗汝英 : 苏南和赣东北低山区的森林土坡

卜19协vl卜196
!6|目

价Vl叭W介 布钊片几
少 怕幻 lr、 勺 翻

三 }

叭l啥N叫!01舀l卜卜l心宁工|们1侧工|01价l公卜工|叭1价工|Nl

巴 盘 段 巴 盘 巴 巴 竺}巴 竺 生 巴 二 盈 二 盆

|||阮四|
lsel
l
||巴卜
l

�日�石忽
.月口.。荟一�

.

�卜�品阅
�兴�坦葱卿阵一�扮�鑫抹

月材尔。�比。�.卜

卑哑印
卑眯 毗牟

卑吧印
卑毗长翰毗澎

玲拨州格

既澎

黛握洲各

牟歌

黛握擂州

关玲
卑印吧

|!降隧田睡|

长玲
澎哑印

UUUUU
}}}黛黛

___
.

么么琢琢 簇 卑卑
曰曰 忿忿握 卑卑 州 圈 关关
拟拟

...
州 破 长长各 印 玲玲

令令 ;;; 侣 口 玲玲玲
排排之之之之

。

华日侧照厚奴乌确撇早黔录
护

琳遥归
.

价

一茸泥卿降g右扮把蓉穴呱瑙期裂粥报沂色
‘
卑翻最林鹅裂摺荤理粥书事洲关龙

.

N

�撅旧一雄酬功润:1..坦

⋯
一一
州岁日爵�侧处顶�.四徽二-H如翻显积

‘B?。价�娜遥镇)~哑扮�月兴冲切毖酬袱

(In。。协�侧坠镇�.泌橄“刊妈旧昆积

(日。。9|州。侧殴镇�.四任
..州城冲�和以俗�切组酬截

卜

日召9�侧卧镇勺·欧述..-H属旧�司城俗�切始酬截

�李O目|O协钟礴沟勺版

。d卜1

�日。。价�侧殴镇�!粉四�外始悯相恤
·属积妇月拐栩“�知侧�鲜迷姐犯帕

八日。。9!。帕剑殴履�·哑任

·足积划任帐犯“�知侧�道娜械裸妈
日�。9�侧醚镇�.呻醚·属理理犯卜栩“�侧娜�娜毖框相犯

�日。。叭�侧助镇�l四橄..洲但辱积冲陌
(日。。价�侧醚镇�.噢瀚”羁送机翻截·屏沼任划阵翎招“�侧娜�璐抓退相犯

(日。。协�侧域镇�.明哑”叫唱沟辱裂岭

、日。层i。侨侧哑镇�任哩、

�李。价公旧如卑
‘日�。目八侧醚镇�迹明、

后O叭!
。晒侧处明峰瞬勺.峰沟

.迷娜月长

工�o,P.u么,o�灿二ns
酬-H属拟目

.n一一ueNPu,o�:
‘‘扒妇。。。1川。,.5。,o山

侧恨洲辞召耸祥凶喊翻主候健

的al山,卜幼娜

�娜送瑚相恤鲜始瑚相恤
�鲜禅租酬镶

·辱积畴划卜犯招从侧娜�鲜送粗招犯

婆送似以妈

�日。。s!。州侧处呻噢鲜�.呻鲜“鲜退翻泪拐

八a
。。8<侧醚镇�.迎坠“鲜送粗酬截

酬塑卜珑牌酬胶到属酬 闷日绷属冲
酬卜刘母翻日到任酬日和任酬卜绷翻酬胶刘斑酬日绷截酬巴和翻‘d卜10。。

一�0的

酬箱州鲜洲

日寸no(价。
.)

价O

(寸n
.
)

ZV

(啥:)
嘴的

�卜11
.
�

价山

(N。
.
)

N山
中省省
门‘,

V 曰
共

月
产、

C ,

啥 一
叫 l;

公

、尹

�二11巴(!:)N阅

(6n
.
)

工咬

典



龙 土 坡 学 报 2 7 卷

参 考 文 献
水

方鸿棋
,

196 1: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第四纪沉积
。

地质学报
,
第朴 卷 3一4 期

, 3 , 4 一356 页
。

中国土坡学会土坡分类学术交流会议
, 1 , 7 8: 中国土坡分类哲行草案

。

土坡
,
第 , 期

, 1“一场 , 页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1 , 7贬 土壤理化分析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土壤分类基金课题组
, 1”7: 中国土坡系绕分类(二稿)

。

土坡学进展特刊
,
‘, 一

1 0 4 页
。

G r e e n ,
P

。

E
.

e t 扭1
. , 19 7 6 :

A e a d em ic P r e s s
.

N
.

Y
.

S e h e ffe r ,
F

.
e t a l二 197 6 :

E n k e V e rla g e , , t u t rg a r t
·

M a t h e m a t ie a l T o o ls fo r A p p li亡d M u ltiv a r ia t e A n a lvs i.
, 之7 5 一2 8 4

.

L e h r b u c h d o r Bo d e n k u n d e
(9 A u fla g 。)

、 4 3 一 8 5
.

3 1 4一 3 16
.

F : r d : n a n d

�J., .1.J.�.J�.1�J.,压,自.j咭
. ,
‘

..‘r.‘r

.i1.‘r.工f.L

t 7 了 W
e b s t e 了

,

19 4一 2 0 0
-

R
. ,

19 7 7 :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a n d N u m e r i e a l M e t ho d s in 5 0 11 C la s . i f ic a t i o n a n d 乏; J r 、 e y 卜

C la r e n d o n Pr e s s
,

o x fo r d
.

FO R E ST

O F

SO IL S O F L O W MO U N T A IN A R E A S IN T H E

J IA N G S U PR O V I N C E A N D T H E NO R T H E A S T

J IA N G X I PR O V IN C E

SO U T H

O F

Lu o R u yin g

(N 。。护i。 , Fo r o s tr , U . 份 , r : ix , )

滋
S U tn m a T y

I n th re e lo w m o u n ta i n a r e a s , i n c lu d in g th o se i n N a n li n g
一

Z h e n ii a n g a n d Yi : i n g
一

L iya n g

d is rr ie ts o f Jia n 邵u Pr o v i n e e a n d th e n o r th e a s t d is t r ie r o f Jia n g x i Pro v in e e ,

20 r e p r es e n ta riv亡

5 0 1] p r o file s w i th Pe r fe c r d a ta w e r e e o lle e t e d fo r e a n o n i e a l v a r ia t e a n a lys is
.

T h e e o m p u t i n g

r e s u lts s ho w tha t o n th e e o o r d i n a re Pla n e o f c a n o n ic a l va r ia te 1 a g a i n st e a n o n i c a l v a r 一a re Z
,

9沙

Pe r e e n t c o n fid e n e e c ir e le s o f 4 5 0 11 g r e a t g r o u Ps e la ss ifi e d i n a e e o r d a n e e w it h oh e ir z o n a l d is
-

tr ibu t io n in thr e e lo w m o u n ta in a r e a s re sPe c t iv e ly
,

i
.

e
.

ba s ic y e llo w b r o w n 5 0 115 a n d o thi e ye l
-

lo w b r o w n 5 0 115 in N a n ii n g
一

2 1、e n i ia n g d ist r i e t
, r e d y e llo w 5 0 115 i n Y i x i n g

一

L iya n g d ist r ic t a n d

ro d e a r ths in th e n o r th e a st d ist r ic t o f Jia n g x i Pro v in c e , a r e o v e r laPPe d e a c h o th e r , a n d rh亡

Po i n t s r e P r e se n t in g rh e i n d iv idua l Pr o file s i n e ha r a c re r sPa e e illu st r a t e tha t 5 0 11 i n d iv id u a l,

e v o lv e a n d rra n si t e a e h o th e r g r a d u a lly
.

I n th e rh r e e a r e a s , a ll 5 0 11 i n d iv id u a ls e m bed y th e

Pr o d u e t s o f d iffe r e n t d e v e lo Pi n g s ra g e s
.

R e fe r i n g to Ch i n e se 5 0 11 T a x o n o m ic Cla ss ifi c a t i o n ( Z n d d r a ft
,

19 87 )
, 、0 11 in d iv id u a l、 i n

tho s e th r e e lo w n o u n ta in a ro a s e a n be a llo e a t e d i n t o 8 s u吨r o u Ps o f 7 s o iJ g r e a r g r o u p , , , n d e r 中

5 0 11 o rd e rs
.

T h e t e n d e n c i e s o f 5 0 11 d is t r ib u t io n i n e lu d in g bo th th e h o r i z o n t a l tr a n si t i o n fr o m

S ia llis o ls i n th e n o r th t o Fe r a llis o ls i n th e so u th a n d th e e v o lu t io n fro m Pr im a ro so ls t o m a tu r e

501 15 in e a e h a re a s c a n be se e n in b ro a d o u tli n e ,

bu r th e d ist r ib u ti n g Pa t t e r n o f , u bg r o t一p s d o e $

n o t fu lly e (垃n e id e w ith rh e lo c a t i o n o f g e o g r a Ph ic a l z o n e s
.

T h e a阮v e 一m e n t io n e d s u bg r o uPs w e r e d ivid ed io t o 10 5 0 11 e c o tyPes a c c o r d i n g t o 5 0 11 d a t,

. n d r e le va n t t r e e g r o w tli
.

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