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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类黄土丘陵地的土壤

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徐柏忠 罗汝英 李 佳 荣
南 京林业大学

,

江苏省农林厅

摘 要

调查分析了江苏省连云港
、

铜山
、

洒洪
、

南京
、

宜兴等 个丘陵地区类黄土发育的土壤
。

结

果表明
,
以土壤剖面表下层的粉 粘比及其非粘粒部分的 和

、

含量等三项指标检

验
,

省境内各地区类黄土母质的性质是逐渐变异的
,

很难截然划 出下蜀组和戚咀组的界限
。

母质在性质上的这种变异特点
,

是类黄土所发育土壤呈现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

参照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的标准

,

省境内丘陵区类黄土所发育的土壤可归入

土纲 土类 硅铝土纲的褐土
、

棕壤
、

酸性棕壤和铁硅铝土纲的黄褐土
、

黄棕壤
、

棕红壤 以

主分量分析为基础的数值分类也得出类似结果
,

只是少了 个土类 棕壤
。
各土壤剖面点在

二维平面上的排序图显示
,

按地理区域围起来的土壤剖面点包括不同的土类
,

因而土壤带的范

围与土类实际分布范围并非重合
,

而是部分交叠
。
目前习用 的

、

从南到北区划的黄红壤
、

黄棕

壤
、

黄褐土
、

棕壤褐土等 个地带
,

不能精确表达这一复杂现象
。

省境内类黄土发育的土壤从

南到北虽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带分异趋势
,

但各土类实际上是呈犬牙交错式分布
,

表现出交叠地

带性规律
。

关键词 土壤分类
,
土壤分布

,

类黄土沉积物
,
江苏省

江苏省境内的低山丘陵地区
,

大都有类黄土沉积物构成 的前 山丘陵和河谷一级阶地
,

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一 外
,

在农林业生产上是很有潜力的土地资源
,

有待进一步开发

利用
。

在区域地质志中
,

是把这些类黄土划分为徐淮地区的戚咀组 和长江两 岸

的下蜀 组
,

并认为它们都是第四纪晚更新世的沉积物  。

对于类黄土母质发育的

土壤
,

通常是按地理发生分类原则
,

把分布在苏北的归属棕壤和褐土带
,

分布在长江两岸

和苏南的归属黄棕壤和黄褐土带
〔 。

自 年代 以来
,

已有一些土壤学者 梭颇
、

周昌

芸
、

程广禄
、

宋达泉
、

于天仁
、

格拉西莫夫
、

马溶之
、

徐琪
、

刘 良梧等
,

先后对下蜀组

类黄土发育的土壤
、

就其起源
、

年龄
、

理化性质
、

分类和分布规律等
,

分别作过研究
,

但尚未

对全省类黄土发育的土壤作过综合分析和 比较
。

本文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作一次较

为系统的调查研究
,

并运用数学分析方法作综合比较
。

本课题 由南京林业大学和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资助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地理室协助完成部分全量

分析项 目 , 张焕 朝提供连云港土样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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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方法和数据资料

在江苏省境内从北到南分另在连云港市
, 、

铜山县
, 、

泅洪县
, 、

南京

票潜鑫蓄黑霭
 

,

抓宜兴市
“

切
·

等 个丘陵地区
,
对类黄土发育的土壤各设置 一

和采样
,

再根据野外记录和纸合标本的相互比较
,

在每一地区选出 斗个代表性

剖面 连云港市因类黄土分布面积小
,

仅取 剖面
,

以其土样作分类指标的常规分析
· 礴 , ,

结果见表 又
。

数据分别用主分量分析方法处理
,

结合图解说明间题
,

并与直观分类结果进行比较
,

以检验其合理性
‘

·
‘, 。

二
、

类黄土母质类型及其变化规律

在区域地质志附图中
,

大体上是以安徽省天长县向东至江苏省海安县 约在
”

钧
’

甘口险门乃‘,上

卜次甘
“。伪招脚带

口。脚。仍山卜讨工。口。口
””

么

口生
么

勺站一口口门巴司
亩

…
‘门乙二二

次
‘
卜纂侧带

。一祠。山认。工。“‘一
”

杯

妞娜纂犁霎
。夕‘卜巴。妇的

一线为界
,

划分徐淮地区的戚咀组

与长江两岸和苏南的下蜀组类黄土沉积

物 ”。
、

本文以各地区土壤剖 面 表 下 层

取 以下
,

多数 为 以 下

土样的粉 粘比 一。 肠 对

多 的比值
、

以及非粘粒部

分 的 并 和 , 关

为指标
,

以检验这两组类黄土的差别
。

这

是因为 土壤的粉 粘比与沉积物 来 源

及沉积时期的气候条件有关
,

可作为判

别不同母质类型的一种物理特征 而钦

是以抗风化的钦铁矿 或金红

石 存在于非粘粒部分
,

其百分

含量受成土作用的影响极微
,

可以作为

鉴定同类母质的一种化学特征 非粘粒

部分的 主要是存在于含铁原生矿

物中
,

这类矿物本应比含钾原生矿物更

易风化
,

但如果它们在省境南部的含量

比北部更高
,

则说明这种状况更多地是

受沉积物质来源的影响
〔刀。

图 表明
,

上述三项指标在宜兴
、

南

京
、

铜山三个地区的类黄土系列中有同

样的变化趋势
,

而且各个地区之间上述

指标的数值范围都有较大幅度的重叠现

象 泅洪
、

连云港两个地区的类黄土之间

则表现为另一种变化趋势和重叠 类 型
。

地区  

铜山
。

连云港 足 测

洪 斗 南京 宜兴

图 江苏省各地区类黄土性质的变异
 一 。‘·

  ! 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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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论省境内各地区类黄土的性质是逐渐变异的
,

只能据其理化性质差异大体上分为

两个类型
,

但很难截然划出其南北分界线
。

各地区类黄土母质的这种变异性
,

是本省各地

,

。

的类黄土上土壤表现多样性 的 原 因 之

一 更由于第四纪晚更新世古气候与全

新世气候在各地区的分异
、

以及它们对

土壤形成的双重影响
,

致使类黄土所发

育的土壤表现为多种类型
。

三
、

类黄土所发育土壤的

系统分类

曰川日
次铸毕恻韧篓

叭。工。扫曰厂
”仓

,

在前人的资料中
,

多数是按照地理

发生学原则
,

把江苏省境内类黄土母质

发育的土壤
,

按不同地带和地区截然分

开为以下几个土类 连云 港
—

棕 壤
,

铜山
、

泅洪
—

褐土
,

南京
—

黄棕壤
、

黄褐土
,

宜兴
—

红壤类中的红黄 壤 亚

类 『 。

本项研究表明
,

若将能够反映土

类差别的一些数值指标如盐基 饱和 度
、

游离氧化铁含量
、

粘粒 产班 硅铝

率和粘粒 拼二 阳离子交 换 量 等
,

分别作图按地区进行比较 图
,

可见

各地区类黄土发育的土壤
,

在图中构成

不同土壤性质的气侯系列
,

显示从北到

南
、

由暖温带到亚热带的变化趋势是大

体上符合水平地带性规律
,

但每一指标

的全群数据
,

在各地带(或地区)之间均

有很大幅度的重叠
,

特别是南京与宜兴

之间的交叠更多
。

这一现象说明
,

很难

清楚地划出对应于气候带的 土 壤 带 界

线
。

如果仅仅按照这种经典地带性原则

来划分各地区的土类 (即按照现代生物

气候条件划出相应于生物气侯带的土壤

带界线)
,

其结果 只能反映现代生物气候

条件下的顶极土壤类型
,

却不能反映这

些类黄土所发育土壤类型的实际组合模

式
,

不利于查清土壤资源的真实情况
。

实际上
,

江苏省境内各地的类黄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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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时间内一方面经受生物气侯的作用
,

另一方面它们在不断的沉积和风化过程中也

表现出性状上的差异 ;同时
,

先后沉积的不同层次所经历的成土时间
、

强度和阶段也各不

相同
。

因此
,

所发育的土壤类型
,

远比经典地带性规律所限定的要复杂得 多
。

本文参照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的标准
〔
e], 先按 B 层细土游离 Fe

Zo ,

含量区分为硅铝土纲

( < 2
.
b对 和铁硅铝土纲 (:

> 2
.
0多)

。

属于硅铝土纲的剖面
,

按石灰反应和 pH 区分为

褐土(有石灰反应
,

p
H >

7
)

、

棕壤(无石灰反应
,

p
H 5

.

8 一7) 和酸性棕壤(无石灰反应
,

p
H <

5 幻 等 3个土类
。

属于铁硅铝土纲的剖面
,

其中细土 C E C
7
/粘粒 (< 2那 m ) > 0

.
4 0 0

,

并且粘粒硅铝率 > 2
.
40 者

,

按其有无石灰反应区分为黄褐土(有石灰反应)和黄棕壤 (无

石灰反应 ); 另外
,

虽然细土 C E C ,

/ 粘粒 > 0
.
4 00 ,

但粘粒硅铝率 < 2
.
40 者

,

则归人棕红壤

类
,

如表 2所示
。

从中可见
,

同一土壤带内由类黄上发育的土壤
,

可有不同上类 ;而不同土

壤带内却可 出现同一土类
。

这一情况
,

与本省低山丘陵区其它母质所发育土壤类型的多

样性及其复合规律基本相似
〔叮 。

表 2 江苏省类黄土发育土壤的系统分类和数值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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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类黄土所发育土壤的数值分类和分布规律

为了解各土壤剖面之间的亲疏关系
、

演变趋势及其分布规律
,

对表 1所列数据作主分

量分析囚 ,

结果见表 3。 从中可见
,

第 1
,

2 主分量的累计贡献率已达 76
.
8外

,

因而可作为形

成平面座标散点图的基础
。

根据表 1
,

3 数据算出的各剖面主分量 1 ,
2 的座标值作出各剖

面点的排序图(图 3)
,

可见各剖面点有一定的分散性
,

表示土壤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逐渐

变化 ;但图中不同土类的座标点仍表现一定的团聚范围
,

反映出不同土类之间在本质上的

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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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壤分类数据的主分量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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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江苏省各地区类黄土发育土壤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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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 3 中各剖面点按其团聚关系围成 5 组(见图中虚线圈)
,

并参照系统分类结果分

别确定其土类名称
,

如表 2右侧栏目所示
,

从中可见
,

数值分类结果与系统分类基本一致
,

只是 4
,

乳 11
,

14 号等 4个剖面在分类上的位置有差别
。

考其原因
,

是由于系统分类时首先

是以细 土的游离 F、0 3多 区分土纲
,

因而尽管上述4个剖面多数性状接近子铁硅铝士
,

但因为细土游离 Fe刀
3
< 2外

,

故在系统分类中归人硅铝土纲 ;而基于主分量分析的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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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中
,

是多项指标对分类综合起作用
,

细土游离 F勺0 3 的权系数并不突出
。

尽管这两

种分类的结果略有差别
,

但总的来说
,

上文提出的关于类黄土所发
,

育土壤类型多样性的论

点及其分类结果
,

经过数理统计检验
J
,

证明是可以成立的
。

-

既然一个土类的分布超越了相应土壤带的范围
,

那末江苏省境内类黄土所发育各土

类的分布是否仍有一定的规律? 晚近罗汝英等 曾根据江苏省和江西省低山区土壤分布情

况
,

提出了森林土壤多重交叠地带性的概念
〔, , ,

本文通过对排序图 (图 3) 的分析
,

也得出

同样的推论
。

图 3 显示按地理区划分别围起来(图中实线围起的长方形)的剖面点
,

可分

属于不同土类
,

因而土壤带的范围与相应土类的实际分布范围便发生部分交叠
,

各土类在

地理分布平面图上是作犬牙交错式的分布 ;在排序图(图 3) 上
,

也显示一个土类的分布范

围与另一个土类的范围可以部 分地重叠
,

好似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
。

这种现象
,

可能是

由于类黄土沉积的时间跨越从第四 纪晚更新世到全新世的漫长时期 (南京燕子矶下蜀组

类黄土在 20 一21m 深处样品的热发光年龄为 20
.
2 士 1

.
7 万年 )

〔‘田 ,

类黄土各层性状不一
,

均有可能因侵蚀出露形成土壤剖面
,

而所发育的土壤也可处于不同的风化和成土阶段
。

在

土壤形成的漫长过程中
,

省境内各地区气候条件也有过多次较明显的变动 田
,

不同时期气

候带谱的各条分界线位置也很不一致
。

在特定时期 中出露时间已很长的类黄土层
,

可能

发育为当时生物气侯条件下的顶极土壤
,

而出露时间短者则否
,

这样就更增加 了特定时期

一个土壤带 内土壤类型的多样性
。

所以
,

江苏省内由类黄土发育的土壤
,

在现代的棕红壤

带 (宜兴)中可以同时存在棕红壤和黄棕壤 ;现代的黄棕壤带 (南京)可以同时存在棕红壤
、

黄棕壤和黄褐土;现代的棕壤
、

褐土带 (泅洪
、

铜山
、

连云港 )可以同时存在黄褐土
、

褐土和

酸性棕壤
。

类黄土所发育土壤分布规律的复杂性
,

与低山区其它母岩母质所发育土壤类

型的交叠地带性相似
〔代

1.

2。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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