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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东部地区黑沪土的发育演化模式与

发生学特性的时空差异
’

张维祥 曹继秀 张宇田 胡双熙
(兰州大学地理系

, 7 3 0 0 0 0 )

许 继 善
(甘南省庆阳地区水利水保处)

摘 共

木文研究了甘肃东部(亦称陇东)黄土糠区黑沪土的发育演化摸式及成土速率与成土作用

强度的时空变异规律
。
提出黑护土盈加剖面的形成依次经历了古土坡发育

、

新冰期黄土粉尘

堆积扭盖
、

人类耕作堆肥熟化三个阶段
。
埋藏古土坡普遍形成于距今 7 , 。。一3 , 。。年高温期的

温况草原环境中
,

南部粘化黑沪土带还存在距今约 1 3 8 0。一 7 , 。。年的古土坡发育阶段
,

但此时

的成土速率比中全新世小
。
同一阶段的成土速率和成土作用的强度南部比北部大

。
在新冰期

(距今约 , 。。。一 2 , 。。年)中黄土粉尘的加速堆积
,

是古土坡层被掩埋以及形成粗盖层的 直接

原因
。

具有普遍性的人为耕作熟化是在全新世黄土班盖层上进行的
,

黑庐土剖面中不可能普

泊存在古耕层
。

关. 调 黑沪土
,
形成过程

,
发生特性

,

时空差异

黑庐土是我国土壤分类系统中特有的一个土壤类型
,

主要分布在陇东
、

陕北
、

宁南
、

陇

中等地的黄土振地以及河流两岸高阶地上
。

它南接森林褐土
,

北邻干草原栗钙土
,

向西与

荒漠草原灰钙土毗连
,

是黄土高原上的一种主要耕种土坡
。

国际上 10 个国家(包括 FA O )

的分类系统中
,

均无与之相对应的土类
‘, , 。 J

.

T h r o p( 19 6 3 )
。,J 、

朱显谨(1 9 5 6 , 1 9 5 7 , 1 9 5 8 ,

一9 5 9
, 19 6 一)

、

黄瑞采(1 9 5 7 )
、

王振权 (19 5 8 )
、

H
.

刀
.

格拉西莫夫 ( 19 5 8 )
、

A
·

H
.

罗赞诺夫

(1 9 5 5 )
、

B
.

A
.

柯夫达 (1 9 6 0 )
、

罗贤安(1 9 6 1 )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1 9 7 8 )等曾先

后对黑庐土的发生类型
,

形成演化
、

剖面特性等问题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工作
,

取得了相当

的成果汾 l’I
。

另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则从地层学和第四纪地质学角度研究过黑沪土与下伏

黄土层的接触关系
,

并在黑庐土分布区建立了黄土
—

古土壤层序及环境演变的时间序

列川
一 l,. 2’]

。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根据野外考察资料和若干剖面的
’今
C 年龄测定

、

抱

粉和理化分析结果
,

探讨甘肃东部地区黑沪土剖面的发育演化过程及发生学特性的时空

变异规律
。

. 在本文写作与样品分析中
, 承成黄荣金

、

申元村
、

张林源
、

李吉均
、

汪世兰
、

徐齐治诸位先生的指导和帮助
, 谨致

谢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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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黑沪土剖面的叠加特征与
‘峪C 年龄序列

(一 ) 土城创面样点的分布

甘肃东部地区(亦称陇东)是黑庐土发育比较典型的区域
。

为了探讨不 同水热条件下

黑沪土发育阶段
、

成土作用强度及剖面发生学特性的空间差异
,

我们选取了灵台县苗头村

(L )
、

正宁县下南村(Z )
、

平凉县大寨(P )
、

径川县下坳村(Y )
、

宁县芦子村(N )
、

宁县九睑

(J )
、

西峰市后官寨(x )
、

环县北源头(H )
、

环县秦团庄(C )等多个典型部面进行采样
。

这

些样点介于 1 0 6 “ 4 5
’

一 10 8 “ 3 0
‘

E
.

3 5 “ 0 5
‘

一 3 6 “ 5 5
‘

N 之间
,

由南而北包括T 粘化黑庐土
、

典

型黑沪土和轻黑沪土三个亚类 (图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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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沪土亚类与 主刽面样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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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燕庐土创面的皿加特征

在以往的许多报道川
一 ’引
中

,

黑沪土剖面被划分为熟化层 (包括耕作层和犁底层 )
、

古耕

层
、

腐殖质层
、

过渡层
、

石灰淀积层
、

母质层几个发生层次
。

实际上
,

我国土壤分类系统中

的黑沪土土体
,

是有不同阶段的若干发生层复合叠加而成的
。

在侵蚀较轻的陇东
、

陕北等

地黄土振上
,

通常由古土壤剖面和其上的覆盖层 ( 耕作熟化土层 )构成
,

自上而下包括 淡色

黄土性彼盖层
、

暗灰褐色埋藏古土壤腐殖质层
、

淡黄石灰淀积层和黄土母质层四个层次
,

构成了外观上有显著差异的现代黑沪上剖面
。

这种特殊的具有叠加特征的土体构造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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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沪土区别于其它草原土坡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

陇东黄土垠辉黑沪土剖面一般保存较好
,

上部黄土性覆盖层厚度多在 3 ”一 5”c m 之
‘

间
,

为现代耕作活动的主要土层
。

剖面中部的埋藏古土壤腐殖质粘化层 (湿时颜色 SY R 4/
.

2 )一般 1 00 一 1, o c m 厚
,

有明显的腐殖质铁染胶膜和较多的碳酸盐淀积物
。

例如
,

西峰

市后官寨黑坤上剖面上部的筱盖层 (0一 4 3c m ) 呈团校
一

块状结构
,

腐殖质含量为 10
·

1 9

细”
,
C aCO 3

含t 83
.

9 9 k g 一 , ;古土壤腐殖质层(43 一 1 6 0c m )呈棱块状
一

块状结构
,

腐殖质

宙纽为 12
.

薄宫衣g ” , c aCO
,

含量 83
.

9 9 k g
一 ‘,

大量的碳酸盐新生体呈假菌丝状和斑点状沿

裂隙
、

孔除和结构 面分布
,

古土壤石灰淀积层(1 60 一2 7 o c m )呈块状结构
,

腐殖质含量为
「 ,

s料 g 、犷声
, eac q 含盆 1 2 0

.

4 9 k g
一‘, 2 0 0一 2 , o c m 层位出现较多的 e ae o

,

结构
, 2 7 o e m 以

下为黄土母质层
。

(三) 场截古土雄层的
’

吧 年岭

陇东地区黑沪土剖面中埋藏古土壤层的有机质
’
℃ 年龄测定结果具有极好的一致性

,

在中北部地区主要集中在距今 7 , 0 0一 3 5 0 0 年
。

西峰黑庐土剖面 (x )的古土壤腐殖质层

有机质
’
℃ 年龄为 6 5 2 0 士 4 30 年一 3 3 0。士 60 年 B P

.

(图 2)
,

平凉大寨剖面埋藏古土壤层

中上部
’
℃ 年龄为距今 , 4。。土 1 50 年一 3 6 4 。土 100 年

,

宁县九睑距地表 1 2 0 c m 深处埋藏

古土举下部
’

℃ 年龄距今 4 0 9。士 100 年
,

宁县西李村距地表 1。。c m 处的古土壤
‘℃ 年龄

,

距今 3 1 7 0 土 1 9 0 年
,‘,1 ,

环县北源头裸露的腐殖质层
” C 年龄距今 5 9 10 士 2 5 0 年一 3 03 0 土 8 0

年
,

环县吴家墩源和余家沟古土壤
’‘C 年龄分别为距今 4 17 0 土 135 年和 4 8 2 0 士 1 30 年tl.l

。

、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
,

在中全新世的高温期陇东地区古土壤发育具有普遍性
,

它们代表了发

生在距今 7 , 。O一 3 5 0。年间温暖湿润的古气候环境
,

我国的仰韶文化正出现在这一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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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南部粘化黑沪土带的埋藏古土壤开始发育的时间比中北部地区早
。

根据 灵合

黑沪土剖面 (L ) 有机质
“C 年龄的测试结果 (图 3 )

,

埋藏古土城层的发育时代为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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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

13 7 9 0 士 5 20 年一 6 5 3 0 士 1 10 年
,

说明在距今一万年前南部粘化黑沪土带就 出现 了适宜于

土壤发育的气候环境
。

我们在实地采样时发现
,

灵台剖面(L )上部现有的覆盖层是后期

修筑公路时人为堆垫的黄土性物质
,

其中夹杂有小碎块侵人体
,

覆盖层底部有明显的受压

形成的水平层理 (片状结构 )
。

在地表下 IO0 c m 深处采集的 Ca C O
,

结核内层
’
℃ 年龄为距

今 5 2 6 0 士 80 年
,

外层距今 3 3 8 0 士 60 年
,

反映了它们是在中全新世高温期土壤发育过程中

碳酸盐淋溶
、

淀积的产物
。

因此
,

距今 7 5 0 0一 3 5 0 0 年的古土壤发育阶段在南部粘化黑庐

土带同样存在
,

而且淋溶作用相当强烈
。

灵台剖面中全新世高温期形成的古土壤腐殖质

层没能保存下来
,

是由于后期的侵蚀作用或修路时的人类活动所致
。

陇东地区黑庐土剖面中古土壤层的
“C 年龄表明

,

适宜于土壤发育的古气侯环境
、

成

土过程先出现于南部
,

后 出现于北部
,

这与晚更新世末期以来气候带由南而北迁移有直接

关系
,

这也正是中北部未发育早全新世古土壤的原因
。

二
、

黑沪土的发育演化过程

以往的研究工作者
,

对黑庐土剖面的形成演化过程
,

特别是上部覆盖层的成因并无取

得一致的看法
。

但是
,

黑庐土上部覆盖熟化层是由于人类数千年来施加 土粪的堆积作用

而形成的人为覆盖层并存在古耕层
〔, 一‘1J 的观点 30 多年来一直被多数学者普遍接受

。

我们

的研究结果表明
,

黑庐土叠加剖面的形成依次经历了古土壤发育
、

全新世黄土堆积覆盖
、

人类耕作堆肥熟化三个阶段
。

(一 ) 普泊发生在距今 7 500一 3 500 年的沮湿
—

古土镶发, 阶段

对陇东黄土高原的大部地区来说
,

早全新世时期气温开始回升
,

但气候还相对干冷
,

处在从晚冰期向冰后期气候适宜期过渡的阶段
。

大约从距今 7 , 0。年起
,

普遍进人温暖

期
。

在温暖湿润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土壤在黄土母质上开始发育
,

土体逐渐分化
,

形成了

以黑沪土层为表层的古土壤
。

根据西峰剖面抱粉分析结果
,

在该古土坡层的发育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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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气侯比较暖湿
,

但并未超出草原环境
,

处在一种温暖潮湿以篙属 A ,t e . i’i
o sP

、

为主

的草原植被控制下
。

陇东南部黑沪土埋藏古土城开始发育的时间比中北部地区早
,

但晚更新世末期一早

全新世的成土速率相对较小
。

灵台黑沪土剖面抱粉表明
,

古土城开始发育时为一种稍湿

和温凉的草原环境
、

至迟从距今 8 0 0 0 年以后气候已变得比较暖湿
,

并由篙属草原逐渐向

暖湿的森林草原环境演化
,

淋溶作用相当强烈
。

虽然黑沪土剖面中古土壤夹层在外观上并没有明显地表现 出成壤间断
,

但在全新世

气候
“
相对温湿一相对干冷

”

交替出现以及全新世黄土不断沉积的背景下
,

古土城发育不

断经历着成城过程相对强盛
—

黄土粉尘沉积过程相对衰弱
、

成壤过程相对衰弱—黄

土粉尘沉积过程相对强盛
· · ,

⋯的交替
。

但由于成土速率大于黄土粉尘堆积速率与土坡侵

蚀速率
,

所以土坡表面随着黄土堆积而发育
,

土层逐渐累积加厚
,

形成了外观上无明显间

断特征的深厚的腐殖质层
,

这与古土壤形成时草类根系的深人以及蛆妇等动物活动也有

一定的关系
。

(二 ) 距今约 300 0一 25 00 年的新冰期干冷
-

一黄土堆积班益阶段
」

仰韶温暖期后
,

气侯开始明显转冷
。

大约从距今 3 0 0 0 年前开始
,

我国普遍进人全新

世以来比较干冷的阶段
—

新冰期(距今约 3 0 0 0一 2 , 0 0 年 )
。

在此期间
,

冷高压系统和草

原环境得以强化
,

黄土粉尘沉积加速
,

大致以 。
.

4一 0. , m m /年的速率连续堆积
,

在古土城

层之上形成全新世黄土筱盖层
,

致使古土坡发育间断
。

近代黄土粉尘或
“雨土

”

国的不断

沉积以及后期的人为施肥作用
,

又使上部搜盖层进一步加厚
。

因此
,

距今 3 5 0 0 年前以来

的寒冷时期黄土粉尘的加速堆积
,

是古土壤层被掩埋 以及形成筱盖层的直接原因
。

这种

结论可以从黑庐土剖面的外观特征和化学分析结果方面得到证实
‘川

。

(三) 主要发生在隋店以来的人类拱作 * 肥熟化阶段

继古土坡层之上的全新世黄土覆盖层形成后
,

在自然植被的作用下成土过程加强
。

但

受后期的人类耕垦影响
,

这种自然成土过程并未得到长时期充分发展
,

它随着不同地区人

类耕作规模和强度的加大而告终
,

土城发育进人了人类熟化阶段
。

尽管在陇东
、

陕北等地的黑沪土中曾发现过新石器和彩陶文化田
·

川
,

但是在新石器时

代人类在黄土垠上经营农业的范围很小
,

只限于相当分散的人类居住地附近
。

因此
,

这时

还不能形成农业地区
。

研究表明 , 一24J
,

陇东黄土源区和黄土高原大部地区一样
,

在历史时

期的多半时间内处在半农半牧或牧多农少的状态
。

只是在隋唐(公元 5 81 一 90 7 年 )温暖

期特别是明代 (公元 13 6 8一 16 4 4 年 ) 以后
,

人类耕垦活动才逐渐遍及陇东黑庐土草原地

带
。

我们认为
,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上大规模的人类耕作活动远没有过去在研究黑沪土覆

盖层形成时想象得那么久远
,

人类耕作熟化强度是有限的
。

带有普遍性的农业耕作活动

是从全新世黄土粗盖层顶部开始进行的
,

主要发生在隋唐以来的近 10 0 0 多年中
。

在人为

耕种过程中
,

农民不断施用土粪(70 肠 是黄土母质)并与原来的自然覆盖层混合
,

逐渐形

成熟化堆积层
。

诚然
,

黑沪土上部粗盖层是在全新世黄土沉积 (自然过程 )和施用土粪(人为过程 )的

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

但是
,

人类施用土粪改良黑沪土的活动主要发生在最近的数百年内
。

所洲古土城层顶部
“C 年龄普遍在距今 3 0 0 0 年前

,

也说明具有普遍性的人为施肥堆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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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程不是直接从古土壤层顶部开始的

,

黑庐土剖面中不可能普遍存在古耕层
,

因为隋唐以前

陇东黄土垠区人类活动的范围和耕作熟化强度是有限的
。

过去
,

一直把黑庐土剖面中的

瓦片
、

煤屑等侵人体作为断定它是古老耕种土壤和存在古耕层的佐证
,

因为这些畏人体是

判断土层受到人为扰动和土壤熟化层厚度的重要标志或参考
,

但他们不是判断古耕层存

在的唯一的和充分的依据
。

诚然
,

某些剖面筱盖层下部或古土坡层上部出现瓦片
、

煤屑

等
,

说明人为作用曾影响过这些层位
。

人类长期的各种活动扰动过局部地方的土层
,

是很

正常的
。

但是
,

覆盖层与古土壤层交界部位含有侵人体的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
。

实际上
,

根据陇东庆阳地区土壤普查中对 18 0 0 多个黑沪土剖面的观察结果
。 ,

覆盖层下部 (心土

层 )具有瓦砾
、

炭屑等侵人体的仅有 , 个剖面
,

古土壤层上部出现侵人体的只有 6 个剖面
。

黑沪土剖面是由不同阶段的多个具有多元特性的土壤发生层盛加而成
。

它的形成经

历了古土城被埋藏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成土过程
,

发育演化模式如图 4 所示 ;

_
。然上。

一一本
-
。作上。

_
‘“““”

、

{
“为‘““

扛

圈圈圈圈圈圈圈圈
, 盖热化层层

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口口n佣佣佣 ^̂̂̂̂̂̂̂̂̂̂̂̂

人人人人
’

人
’’’’’’’’’’’’’’’’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气气俊神砚砚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成成镶镶镶镶镶镶镶镶镶镶镶镶
土土体分化化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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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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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CCCCCCCCCCCCCCC CCC

Fig
.

-
. . . 自 、

图 呼 黑沪土的发育演化棋式

P e d o ‘e n e 一1. a n d e v o lu t io o m o d e l o f h e ilu . o l P r o fil.

成土速率与成上作用强度的时空差异

(一 ) 成土速率的时空变异规体

我们 以灵台(L )
、

西峰(x )剖面为例
,

对陇东地区晚更新末期以来不同阶段的成土速

率进行对比分析
。

从图 5 可 以看出
,

中全新世高温期是陇东古土壤发育较快的时期
。

西

峰剖面的平均成土速率为 o
.

30 m m /年
,

而灵台剖面的平均成土速率只有 0
.

24 m m /年
。

大

约距今 , 5 0 0一 3 , 。0 年间是土壤发育最快的阶段
,

在此期间西峰剖面的平均成土速 率为

o
.

4 0 nx m l年
。

由于黑沪土剖面中埋藏古土壤层的发育演化是在成土过程与黄土粉尘堆积过程的强

弱交替中进行的
,

所以在同一个黑沪土剖面中成土速率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成土过程与

黄土堆积
、

侵蚀过程对比关系的时间变异
。

l) 庆阳地区土坡普查办公室
, l , 8 7: 甘肃省庆阳地区土壤(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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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新世高温期成土速率的空间变化也具有一定的地带性规律
。

在粘化黑庐土带的

映西岐山马江源西沟剖面
‘, ,l
中

,

埋藏古土壤层的发育时代晚于距今 5 120 士 2 20 年
,

大致形

成予距今 5 0 0 0一 3 5 0 0 年间
,

平均成土速率约为 0
.

5 3 m m /年
,

比西峰剖面埋藏古土壤层的

平均成土速率 (0
·

30 m m /年)大
。

环县北源头剖面形成于距今 5 9 1 0 士 2 50 年一 3 0 30 土 80 年

的土城层平均成土速率更小
,

仅有 0
.

12 m m /年
。

可以看出
,

在中全新世高温期成土速率大

致由南向北递减
,

这与现 代水热条件的变化规律也具有极好的一致性
。

(二 ) 成土作用强度的时空变异规律

土体中元素奴化物比值的变化可以指示风化成土作用的强弱
。

首先
,

我们选取西峰
、

宁县
、

径川三个典型黑沪土剖面 ( x
.

N
.

Y )
,

利用土体中的 ca c o
, 、

51 0
: 、

Al zO
, 、

< 0
.

00 lm m

C o . 妞口 t

含 t (B’ 比
一 ,
)

l

.初80

劝60

2oo翔奢曹
p 皿
洲

翔320

图 6

Fi g
.

< 。
.

。。l m 二 粘粒和部分氧化物含t 在西峰黑沪土剖面〔x )中的变化

C h a n g e s of < o
.

o o l m m e l‘萝 p : r t i‘ le a n d ‘o m e o x i d e c o n t e n t : i n

X i f o n g 卜e i lu 一0 1 P r o fi l.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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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萝

粘粒含量
、

硅铁率(51 02 / Fe
ZO

,

)
、

硅铝率(51 0 2
/ Al

: 0 ,

)的测试结果
,

分析成土作用强度的时

间变异规律
。

从图 6 可以看出
,

在埋藏古土壤腐殖质层中 < 0
.

OOlm m 拉粘含量明显增加
, C a Cq

含量相对减少
。

从三个剖面(X
, N , Y )氧化物含量的平均值 (表 l) 来看

,

埋藏古土壤腐殖

质层中的 Fe
Z
o ,
含量比覆盖层和母质层分别高出 2

.

吃 k g 一 ,

和 3
.

6 9 k g
一‘,

A1
2
O 3
含最分别

高出 2
.

1 9 k g 一 ,

和 6
.

0 9 k g 一‘。

这说明在黑沪土埋藏古土壤层的形成过程 中
, R : o : 发生了一

定的积 累作用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距今 7 5 0 0一 3 5 0。年间的古土壤发育阶段粘化过程的

存在
。

埋藏古土壤腐殖质层的硅铁率和硅铝率均低于覆盖层和母质层之值
,

表明古土壤形

成时的风化成土作用比其它层次形成阶段的风化成土作用强
,

也反映了中全新世温湿气

候对土壤元素地球化学过程的影响
。

西峰剖面(x )石灰淀积层中距地表 2
.

。一 2
.

2 m 和 2
.

2一

2
.

5 m 部位的 e aC O ,
结核

‘4
C 年龄分别为距今 3 4 0 0 士 6 0 年和 3 9 8 0 土 7 0 年

,

代表了古土坡

形成时期较强烈的淋溶淀积过程
。

在现代成土条件下
,

西峰一带基本上不 能形成 c a C O
,

结

核
,

上部覆盖层中的碳酸盐只能在季节性水分淋溶作用下下移并淀积在古土壤腐殖质粘

化层
,

它们 多以次生型的针状或假菌丝状
、

大晶粒方解石分布在结构面
、

裂隙或孔道内
、

产

生 复钙现象
。

因此
,

黑庐土剖面 中埋藏古土壤粘化层所具有的一些复合现象(例如
,

铁铝

的淀积与碳酸盐的共存
、

粘粒的移动与碱性反应的共存 )
,

反映了不同气候条件下成土过

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多种发生特性在同一土壤剖面的叠加作用
。

同时也可以看出
,

现代成

土条件不如中全新世高温期优越
,

现代成土作用强度远不 如埋藏古土壤形成时期的成土

作用强度大
。

衰 1

T a b le l

三个典型燕庐土创面〔X
,
N

,

丫)不同层次级化物含t 与风化度比较

C o m Pa r is o n o f o x id e e o n , e n t a n (1 w e a th e r in g d e g r e e o f d iffe r e n -

‘h r e e , yp , e a l h e : lu s o l p r o filo s
(x

,

N
.

Y )

h o r i: o n -

土体氧化物(占供干上 9 k g
~ ’

) 土体分子率平均值

层 次

H o r i艺o n

变幅

R a n g e

搜盖层

母质层 5 8 4
·

3一 6 0 4
·

4{

555 10 F e :
0 , A I

:
0

...
5 10

:::
5 10

:::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 : 0 ,, A I
,
0

,,平平平均值值 变幅幅 平均值值 变幅幅 平均值值值值
AAAAA v e r a g eee R a n g eee A v e r a g eee R a n g eee A v e r a g eeeeeee

vvvvv a l u eeeee v a lu eeeee v a lu eeeeeee

666
。

555 6 3 9
。

222 今4
。

l一 舟8
。

999 今5
。

999 1 2 2
.

6一 1 3 0
.

嘴嘴 1 2 5
。

777 3 7
。

l咭咭 8
。

6 444

777
。

666 6 1 ,
。

777 4 7
。

, 一 4 8
。

555 4 8 000 1 2 5
。

7一 1 2 8
.

,, 1 2 7
。

888 3 4
。

5000 8
。

2 444

555 9 3
。

666 咭3
。

2一 4 6
.

333 44
。

333 11 9
。

6一 12 3
。

今今 1 2 1
。

888 3 ,
。

7 333

6 3 2
.

6 一 6 4 6
.

5

埋藏 古土壤层 {6 0 7
·

,
-

6 2 7
。

6

陇东地区黑沪土成土作用强度的空间变异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l) 碳酸钙的淋溶作用由南向北明显减弱
:
陇东地区南北水热条件不 同

。

由南部

粘化黑沪土带到北部轻黑沪土带
,

年降水量由 6 00 m m 以上减少到 4 50 m m 左右
,

年平均

气温由 10 ℃ 降低为 7℃
。

南部琳溶作用强烈
,

剖面 中部有较多的白色碳酸盐假菌丝体
,

Ca C O
,

结核较大
。

根据 4 个粘化黑沪土剖面分析资料
,

埋藏古土壤腐殖质层 Ca C O
,

平均

含量为 9
.

4 9 kg
一‘,

比覆盖层之值 , 2
.

0 9 k g
一 ,

低 4 3
.

0 9 k g 一‘ ,

比母质层之值 13 5
.

0 9 正g
一‘
低

1 28
.

0 g kg
一 , 。

中部地带 ca C O ,
淋溶作用较强

,

在埋藏古土壤腐殖质层多呈假菌丝状
,

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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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层一般有成层分布的豆粒大或更大体积的 Ca C O ,
结核

。

在采自西峰
、

宁县
、

径川三地

的 3
‘

个典型黑沪土剖面(x
,
N

,
Y )中埋藏古土壤腐殖质层 ca CO

:

含t 为 46
.

2 9 纯
一 ,

一 1”
.

7

9 kg 一, ,

平均 8 4
.

0 9 kg
一‘,

和班盖层 7 8
.

5 9 纯
一 ,
接近

,

低于母质层 14 1
.

7 9 枯
一 , 。

北部淋溶

作用弱
, c aCO :

在剖面中位移小且仅以粉末状或较少的假菌丝状淀积于古土壤腐殖质层

中
,

不见或少见豆校大的 c aC o ,
结核

。

腐殖质层 以下无明显的淀积层
,

全剖面呈强石灰

反应
。

据环县 3 个轻黑沪土剖面的化学分析结果
,

埋藏古土壤腐殖质层的 c ac o :
含t 为

1 1 3
.

0 g k g 一‘

一 1 3 2
.

0 g k g
一‘,

平均 1 2 5
.

o g k g
一 , ,

比覆盖层 (lo 4
.

o g k g
一‘

) 略高
,

与母质层

(1 2 6. 0 9 k g ~ ,
) 十分接近

。

在黑沪土剖面中
,

碳酸钙淀积层的厚度从南向北逐 渐 变 薄
,

Ca CO ,
结核从南向北逐渐变小减少

。

(2 ) 南部地带黑沪土粘粒的形成与聚积比北部地带活跃
,

枯化过程由南向北减弱 : 根

据南部地带 呼个粘化黑沪土剖面的分析资料
,

埋藏古土坡腐殖质层 < 0
.

o o l m m 粘拉的平

均含t 为 2 6 3
.

0 9 k g 一, ,

明显地高于毅盖层(1 94
.

0 9 k g 一 ,

)和母质层(2 0 3
.

0 9 k g
一,
)
。

中部地

带黑沪土埋藏古土坡腐殖质层 < 。
.

0 01 m m 粘粒含最 3 个剖面 (X
,
N

,
丫) 的平均含量为

2 0 0
.

0 9 kg 一‘, 比筱盖层平均含量(1 7 1
.

0 9 kg 一‘)高出 2 9
.

0 9 k g
一‘,

比母质层(1 4 1
,

0 9 k g 一‘)高

出 , ,
.

0 g kg
一皿。

北部地带 3 个轻黑沪土剖面的埋截古土坡腐殖质层 < 。
.

00 1m m 粘粒平

均含t 为 1”
.

0 g kg
一‘,

略高于粗盖层(1 , ,
.

0 g kg
一‘
)和母质层 (1 34

.

0 g kg
一

l)
。

黑沪土土

体中 < 。
.

。。lm m 粘拉含全的空间差异表现为南部粘化黑庐土 > 中部典型黑沪土 > 北部

轻黑沪土
。

从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
,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

黑沪土的成土作用强度都具有从南向北

减弱的趋势
。

这种空间变化规律
,

取决于水热条件的南北差异
。

奄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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