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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更新世红土(又称 Q
,

红土 )
,
由于它与 Q :

红土的某些特征 : 如分布规律
、

构成地貌形

态
、

母质成因等方面都有类同之处
,

故长期来人们习惯将它与 Q :

红土(中更新世红土 )上发育

的土壤归并在同一个土类
,
只是在土属中加以区分”。

其实
, Q ,

红土与 Q
:

红土的土壤
,

在发

生学特征及发育程度都存有明显差异
,
在这方面已有人作过一些研究报道

【’
,

”。 本文将从成土

年龄
、

抱粉组合
、

发生学特征及理化性状等方面进行论述
,

并对其分类上的意义进行探讨
。

关桩词 Q :

红土
,

活化度
,
风化淋溶系数

一
、

Q : 红土和 Q : 红土特点比较

Q3
红土在分布规律

、

构成地貌
、

母质成因等方面都与 Q
:

红土有着类同之处
。

在浙

江
,

Q
,

红土多分布于构造盆地内的河谷两侧
。

母质绝大部分是洪
、

冲积物的堆积物 ; 经

新构造运动轻微抬升常形成阶地
。

Q
3

红土常与 Q
:

红土组合构成多级阶地 ; Q :
红土为

高阶地(二级或三
、

四级)
,

Q
,

红土为低阶地 (一级或二级 ) ; 在少数地区也有 Q
,

红土复

盖在 Q
:

红土之上的
。

因此从阶地高低和沉积体层位结构上
,

也能直观地判别两类红土

母质是两个不同时期形成的母质类型
。

至于浙江西北部的 Q
3

红土
,

其母质成因
〔3] 、

地貌

形态等特征都表明
,

与浙江其他地区的 Q
3

红土绝然不同
,

属于另一种类型
,

其内容不在

本文讨论之列
。

(一 ) Q
3

与 Q
:

红土年龄特征比较

Q
3

红土成土绝对年龄比 Q
:

红土短
。

从 Q
: 、

Q
3

两阶地的相对高差也可推测
,

两类

红土其母质堆积形成不属于同一个地质时期
。

近年
,

从浙江三门街 Q
,

红土和汤溪 Q
:

剖

面土样的古地磁断代测定结果证实
:
前者为 2

.

% 士 0
.

83 万年
,

后者为 3 60 万年
2) 。

由 于

Q
3

红土土壤较 Q
Z

红土年轻
,

因而 Q
,

红土其种种上壤特征都反映 出比 Q
:

红土土壤成

土时间短
、

土壤发育年轻的特征
。

(二) 经受了不同生物气候亲件的影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本文经南京土壤所龚子同教授斧正
, 特此致谢

.

l) 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分类方案
,

浙江省 土办
, 19 8 9

.

2
。

2 ) 浙江省区城地质志(资料)浙江省地质局
, 19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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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种红土属于不同时期的产物
。

因此随着地球气候的变迁
,

两种红土又经历过

两种不同的生物气候条件下的成土过程 : 浙江 Q
:

红土更新世早期是湿热气候
,

到中期

转为热而稍干
,

致使沉积物中泥质含量增加
,

多数剖面中粘粒含量在 10 务 以上 ; 而到晚更

新世后
,

尤其是距今三万年始
,

温度较前期明显降低
,

雨量增加
。

这可从抱粉和微古测定

中得到进一步佐证
: Q : 红土中植物抱粉较为丰富

,

旅类植物为 Po ly Po d iac ea 。 ,

另 外有

0 5二。n ‘a ,

r r is户o r ir。, , p re r id i, , , p ro r i, ,

M‘c r o le户ia 和 G le ic‘。, ia
等 ; 裸子植物有

Pio u s ,

另有 C u P r e s sa c e a e , P o d o c a r p u s ,

T a x o d ia c e a e , L o r i二
,

T a x u 。 ,

C , 。 。 in g ha m ia

等 ; 被子植物 木本花粉有 Q“e r c , s , J , g la t , F a g , : 和 U I。“s 为主
,

另有 p ‘。r o c a r , a ,

乙i宁“ ij a m b a r ,

Qu e r c u c n e o ra r a ,

M o r “ ; 和 F ic “: 等 ; 被子植物草本以 G r a m in e a 为主
,

Po t a m o g e t o n a e e a e 和 o r c h id a e e a e
次之

,

另有 L ilia c e a e , C o m p o s it a e 和 A r , e m i; ia

等
。

Q
,

红土的植物抱粉中
,

旅类植物抱粉以 p o lyp o d iu m 为主
,

另有 A d ‘a , , , 。 , p o l夕户。
-

d ia c e a e , G le ie h e n ia , A ls o P五fla 和 Pre r i, 。

被子植物中木本抱粉 有 sa lix ,

Qu e r c u s ,

Fic u s , L a u r a c e a e ,

A ln u 。 和 M a g n o lia 。

被子植物草本花粉以 G r a m in e a e 为主
,

另有

才 , te , , L e g u m in 。 sa e , L a b ia ta e , R o s a e e a e ,
p o t a m o g e t o n

等
。

从以上对比可看出
,

Q
:

时

期
,

青冈栋
、

枫香
、

械
、

榕等阔叶林树种占有一定优势
,

喜湿热的植被类型为优势种 ; 而到

Q
3

时期
,

木本植被抱粉大大减少
,

而主要是以温凉型的灌木
、

草本植物为主
。

在温凉的生

物 气候条件下
,

土壤的淋溶和风化强度都不如 Q
:

时期
。

(三 ) 经历了不同的新构造运动影响

在早更新世中期
,

浙江的新构造运动以普遍抬升逐渐变为升降补偿
,

使侵蚀
、

堆积作

用又趋活跃
,

以河流相堆积作用为主
,

并且持续时间相当长
,

因此 Q :
堆积不但在全省分

布广
、

堆积体大
,

而且沉积厚度大
。

到晚更新世
,

山地丘陵区经历了两个剥蚀
、

侵蚀期和两

个堆积期
。

晚更新世初
,

雨量充沛
,

新构造运动由普遍抬升转为局部下降
,

致使部份河流
、

洼地开始沉积
。

尔后
,

新构造运动由局部下降进而普遍下降
,

降雨减少
,

在山麓小沟口形

成洪积扇或冲积扇
,

在河谷
、

谷口 则沉积了河流相沉积
,

该期沉积物在河流中上游多数组

成一级阶地
,

而在下游地区则成为埋藏的带状冲积乎原
。

因此 Q
,

期堆积在全省只有河

谷局部地段形成
,

分布零星
,

面积也比 Q
:

小得多
,

沉积厚度也小得多 ;如在金华地区 Q. /

Q
3

面积比为 14
.

4 : l ; 衙州地区为 3 0 : 1 ; 湖州地区为 5 : l ; 而且 Q
,

时期由于抬升量小
,

相对高度比 Q
:

也低得多
:
一般 Q

Z

阶地相对高差在 20 一50 m ; 而 Q ,
高差在 10 m 以

下
,

Q
,

红土底部在某些地段还受到地下水的波及影响
。

二
、

Q : 红土土壤形成的特点

(一 ) 具有比 龟 红土弱的淋溶作用

Q
,

红土成土作用在温凉的生物气候条件下进行的
,

因而表现出明显比 Q
:

红土弱得

多的淋溶脱盐基过程 : 首先
,

在矿物风化分解过程中
,

容易被风化
、

淋溶流失的碱金 属和

碱土金属元素含量比 Q
:

红土高
,

一般可高达 20 一 1 35 多 ; 其次
,

风化淋溶系数 (ba 值)

又比 Q
:

红土大
,

ba 值都在 0
.

20 以上
,

而 Q
:

红土 b a
值均小于 0

.

10 ; Q
,

的 夕值(土壤

淋溶系数 )为 0
.

7 2 6 ,

而 Q
:

为 0
.

2 9 (见表 1 ); Q
,

的 b a
值

、

口值分别比 Q :
的高 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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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
.

4 ; 土壤风化淋溶系数愈大
,

说明它的风化淋溶作用愈弱
,

也就说明该类土壤发育程

度愈弱
。

表 I Q
,

红土土城的风化淋溶系数 (ba 声)

T a U
e 1 w

e a t he r in g o lu v ia l in d e x e s o f Q , 一 r e d p a le o ‘0 1

:::::
数数ttt

A I
:
0

3

(% )

C a o

(% )

M g o

(% )

K
:
0

(% )

N a :
0

(% )

b a 值

b a V a l u e

口值

口 V a l u e

.
。

.

4 3
}

。
.

9 3
}

:
.

9。
}一

。
石矿

一

}
2 0

。

4 2 0
。

0 2 0
。

5 8 1
。

14

0
。

84

0
。

2 9 0
。

0 9 9

0
。

7 2 6

0
。

2 9 0

一 3
。

1 1 } 0
。

3 9 0
。

1 0 0
。

4 3 6

一 15
。

2 3 2 5
。

5 0 } , 3
.

7。 {
; 3 4

.

, 。 {

b : : 风化淋溶系数 ; 民 土壤淋溶系数
。

(二 ) 具有比 几 红土弱的脱硅 , 铝化作用

在温凉生物气候条件下 Q
,

红土也经历了脱硅
、

脱盐基和铁铝相对富集的成土作用
,

但就其强度而言远不如 Q
3

红土
。

从表 2 即可看出
,

Q 3
红土的粘粒硅铝率与硅铁 铝 率

都高于 Q
:

红土的
。

(三 ) 具有以水云母
、

高岭石为主的粘粒矿物类型特征

衰 Z Q
,

红土与 Q
:

红土级化硅
、

铝
、

铁及比位

T a ble 2 C h e m ie a l c o m p o s it io n o f Q , 一 r e d p a le o s o l
a n d Q

: 一 r e d p a le o s o l

土 壤

5 0 11

深 度
D e P tb

(e m )

Q , 红土

A O一 14

[ B ] 1 4一 5 0

C 5 0一 10 0

Q : 红土

A O一 12

[ B
:

〕 12一 4 0

[ B
:

〕4 0一 7 5

555 10
:::

F e :
0

:::
A I

:
0

333
5 10

:

/ R
:
0 ,,

仁仁丫乞少少 仁弓勺少少 仁丫乞少少 l
。

8 222

333 8
。

222 15
。

777 2 5
。

7 88888

:::::::: ::::::
2 2

。

0 444

::::::2222222 5
。

8 88888

表 3 Q
,

红土铁的游离度和活化度

T a H e 3 D e g r e e : o f f r e e n e : 5 a n d a e t iv a t io n o f i r o n in Q
3 一 r e d p a le o s o -

土 竣

5 0 11

Q , 红土

Q
:

红土

深深 度度 全铁(1 ))) 游离铁(2))) 活化铁 (3))) 游离度(2 / l)))
DDD e Pt bbb T o t a l ir o nnn F r e e ir o nnn A e ti v e ir o nnn D e g r ee o f f r e . n e ssss

LLLc m 少少 咬肠jjj 戈% JJJ 仁肠JJJ (% )))

000一 1444 4
。

2 555 2
。

3 222 0
。

0 777 5 4
.

666

1114一 5 000

:::::: :::{{{ :::::: :::;;;555 0一 1 0 00000000000

注 : (l) 铁盐
,

(2 ) 游离铁
,

(3 ) 活化铁
。

据电镜扫描分析
,

Q
,

红土的粘粒矿物类型以水云母
、

高岭石为主
,

部分样品含有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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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
,

少数的还见有蒙脱石等其它原生矿物
,

局部含少量蒙脱石或绿泥石 ; 说明 Q
,

红土

的粘粒矿物风化较弱
,

原生矿物脱钾不完全
,

发育强度较 Q
:

红土低
。

(四 ) 铁的游离度比 Q
:

低
,

活化度比 q 高

铁的游离度可以表征土壤脱硅富铁铝作用强弱的一项重要指标
,

铁的游离度愈高
,

土

壤富铁特征愈显著
。

根据铁的形态分析结果计算
,

Q
,

红土铁的游离度比 Q
:

红土 要低

(见表 3 ) ; 表明 Q
:

红土脱硅富铁作用也不如 Q
:

红土
。

铁的活化度则随成土时间的增长而减少
,

从上表也表明
,

Q
3

红土铁的活化度 大 于

Q
:

红上
,

Q
:

红土成土年龄长
,

铁的
“

老化
”

程度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

三
、

Q : 红土土壤的主要特性

(一 ) 剖面特性

Q
3

红土母质来源于疏松的洪
、

冲积物堆积物
,

因而风化层也较深厚
,

一般可达 3 m 左

右
,

但与 Q :
红土相比又不及

,

厚层 Q
:

红土厚度可达 20 一 30 m 以上
。

在土体颜色上

Q卜 Q
3

之间差异明显(表 4 )
。

Q
3

红土为明黄褐(湿土时为 10 Y R 4 / 6
, 1 0 Y R 6 / 6 )

,

而Q
:

红

土以赤褐为主(湿土时 5 Y R 4 / 4 )
。

Q
,

红土的红色率 [ R 一 (1 0 一 H )C / V ] 为 1
.

3 4 (
n 一

15) ; Q
:

红土为 9. 3 , (
n 一 1 5) 比 Q

3

红土高出 8 ,

反映出两种红土不同强度的红 化过

程
。

实质上红色率是反映土壤中铁的氧化物形态
、

类型和脱水程度
。

土壤颜色显现的红

色愈深
,

说明赤铁矿化程度愈高
,

土壤红色也就愈加明显和稳定
。

晚更新世全球气候出现

波动
,

气温下降
,

相对干旱
,

本区气候也由湿热转向温凉
、

干旱〔3, 。 土壤中含水氧化铁脱水

没有 Q : 时期那么彻底
,

因此土体色泽呈现
“

黄化
”

征状
。

表 4 Q
,

红土的红色率

T a b le 4 R e d r a t io o f Q
, 一 r e d P a le o s o l

土 壤
D e Pr h

( c m )

有机质
0

·

M

g / k g

湿 土
颜 色
C o lo r

红 色 串

R e d r a t io

、、了nU

4-.3�-D
产‘、

Q 3 红土

0一 14

14一 50

5 0一 10 0

13
。

2

8
。

7

10 Y R 4 / 6

1 0 Y R 6 / 6

10 Y R 7 / 6

Q : 红土

、少�、一

4-.3一一,n

Jr、

0一 12

12 一4 0

4 0一 7 5

7 , 一 10 0

,

;::
S YR 4 / 4

SY R 3 / 4

SY R 3 / 4

SY R 3 / 4

( 二 ) 机械组成和风化度

Q
:

红土绝对年龄大
,

成土时间长
,

又经历了强风化强淋溶的成土作用
,

粘粒矿物经脱

盐基
、

脱钾后大部分形成次生层状矿物高岭石
,

因此 Q : 红土的粘粒含量明显高于 Q3
红

土 (见表 , ) ; Q
:
红土粘粒含量占 38 .2 并

,

Q
,

红土则比 Q
Z
少 18

.

31 并; 而且 Q
,

红土

中粗砂组分 ( 2一 0
.

2 m m ) 所 占比例又高于 Q
:

红土
,

高达 60 外 以上
。

用诊断层 [B1 层的粉砂 /粘粒之比 ( 即 0
.

02 一 0
.

0 0 2 / 0
.

0 0 2 )可反映土壤矿质土粒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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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度
,

即粉砂 /粘粒比愈小说明风化度愈高
,

土壤风化作用愈强烈
。

从表 , 的对比中表

明
: Q

,

红土的粉 /粘比为 1
.

07 土 0
.

57
,

比 Q
Z

红土的高
。

从两者的容重
、

渗透系数 等物

理性指标也反映出
,

Q
:

红土经长期的成土和重力镇压作用
,

形成土体紧实
,

通透性差的

物理性状
。

表 S

T a b le 5 P a r t ie le s iz e

Q
,

红土机械组成及 B t 值

d i s t r ib u t io n a n d B t v a lu e s o f Q
3 一 r e d p a le o s o l

‘飞了、一一

土壤 粒径 (m m ) p a r t ie l。

(% )

5 iz e 容 重
B u lk

5 0 11 2一 0
。

0 2 0
.

0 2一0
。

0 02 < 0
。

0 0 2

B t 值
B t v a lu e

0
。

0 2一 0
。

0 0 2

0
。

0 0 2

d e n s it y

(g / c m
,

)

渗透系数

P e r m e a t io n

e o e ffie ie n t

(m m / m in )

}
: 。

.

3 ;

1
;

.

6 :

{一而
,

Q
,

红土
::: 2 8

。

3 6

3 1
。

6 1

2 4
。

4 5

2 6
.

0 2 :;:
2 3

l
。

0 0

0
。

7 6

0
。

5 8

40
。

9 5 }
Q : 红土

000一 1444

1114一 5 000

555 0 一 10 000

:::
3 3

.

2 4

1 1
。

7 6

2 8
。

5 1

3 8
。

2 1

4 2
。

7 1 ::::
6 3

0
。

7 5

0
。

3 4

0
。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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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酸碱度和交换性酸

Q
3

红土的酸碱度无论是水浸或是盐浸的
,

无论上层或是下层都高于 Q
:

红土
。

Q
z

红

土一般水浸 p H 在 5
.

0一5
.

2 ,

盐浸在 4
.

1一 4
.

2; 而 Q
3

红土一般水浸 p H 在 6
.

0一6
.

2
,

盐

浸在 5. 2一 5
.

3 ; 一般都高于 Q
:

一个单位
。

Q : 红土的交换性酸总量大于 Q
,

红土 (表6 )
,

其中主要是土壤富铝化结果
,

形成了交换性铝离子占有绝对数量的缘故
。

表 6 Q
,

红土交换性酸和阳离子交换t 及组成

T a b le 6 E x e h a n g e a ble a c id it y
,

C E e a n d it s e o m p o n e n t s o r Q
, 一 r e d p a le o so l

⋯⋯⋯
深 度

D e P t h

(e m )

交换性 酸
’)

E x e h a n g e a b le

a c id it y

(
e m o l(+ )/ k g )

交换量

H + A 13 +
T o r a l

C E C

(
e m o l(+ )/
k g )

交换性盐基
’)

E x c h a n g e a
b le b a s e

(c o o l(+ )/ k g )

T o t a l

盐基饱和度

B a s e s a t u r a t io n

(% )

0一 1 4

1 4一 5 0

5 0一 1 00

0
。

1 0

0
。

1 2

0
。

1 1

2
。

3 5

:::

2
.

4 5

2
。

2 1

2
。

2 2

6
.

9 4

6
。

7 9

,
。

3 8

9 0

3
。

6 4

17
。

6 5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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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阳离子交换t 与组成

阳离子交换量与土壤发育强度和土壤的粘粒矿物组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

从测定结果

表明
,

Q
:
红土的阳离子交换量低于 Q

3

红土
,

盐基饱和度也是 Q
3
红土高得多

,

这与两

种红土含有不同类型的粘粒矿物有关 (表 6 )
。

(五 ) 土滚的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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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红土中
,

51 0 :

含量高于 Q
:

红土
,

一般占 50 一 58 多 (见表 7 ) 而 Ai ,o
,

含量则

低于 Q :
红土

,

M n o
、

K Z
O

、

N a : O 则又高于 Q
:

红土
。

表 7 Q
,

红土剖面化学组成(< Ztn 二 )
T a b le 7 C h e m ie a l c o m p o sit io n o f Q , 一 r e d P a lo o . o l (< 2 , ‘)

土 壤

5 0 11

深 度
D e Pt h

(e m )

5 10
:

A I
:
o , r e :

0 , T io
:

M n o K
:
0 N a : o p : 0 5 C a o

(% )

0
。

0 , 7

0
。

0 5 1

0
。

0呜8

0
。

0 3

0
。

IJ

0
。

0 9

,几口了,山盆J口J」咬

⋯

一一一
匆矛...月矛自,自‘月,

Q ,

红土

0 一 1 4

1 4一 5 0

5 0一 1 0 0

5 6
。

4 4

5 3
。

3 5

, 8
。

4 7

1 6
。

4 8

1 7
。

5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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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Q
:

红土

0一 1 2

1 2一 7 ,

7 5一 1 0 0

4 8
。

2 1

4 9
。

3 2

4 9
。

7 6

19
。

3 7

19
。

4 7

2 0
。

3 2

2 3

9 8

l3

0
。

9 2

0
。

9 0

0
。

9 7

0
。

1 4 2
。

3 1

0
。

12 1
。

7弓

0
。

1 0 1
.

6 9

0
。

2 3

0
。

2 4

0
。

3 1

0
。

0 4 7

0
。

0 3 6

0
。

0 3 ,

四
、

分 类 的 探 讨

过去
,

由于对 Q
,

红土缺乏系统的研究
,

又深受地带性发生学派的影响
,

因此一直笼

统地将 Q
,

红土将它划为红壤土类
,

归属于黄红壤亚类
。

而且其地位实质上只是在土属

中给予体现
,

在浙江均划为
“

亚黄筋泥
”

或
“

棕亚黄筋泥
” ‘, 。

综上所述
,

Q :
和 Q , 红土并不是同一个地质年代的产物

,

它们是两个地质时期形成

的母质 ; 而且又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生物气候条件下的成土作用过程
,

因而两者无论是剖面

形态
,

土壤风化淋溶强度
,

或是理化性状
,

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

这种差异性正是不同成土年

龄
、

不同成土作用过程的真实写照
。

归纳起来
,

Q
3

红土土壤具有下列特点 : 1
.

红色率在 1
.

34
,

土壤颜色以明黄褐 为 主

(1 0 YR 4 / 6一 10 Y R 7 Z6
,

湿土 ); 2
.

粘粒矿物类型组成以水云母及高岭石为主 ; 3
.

氧化铁

含结晶水
,

水合系数在 30 务 以上 ; 4
.

粉粘比 (即 ba 值 )在 0. 2 左右 ; 5
.

粘粒矿物硅 铝率

在 2
.

30 一 2
.

80 ; 6
.

p H 值在 5
.

5 以上
,

心土层在 6
.

0 以上
,

剖面上至下层 pH 值呈递增趋

势 ; 7
.

盐基饱和度在 2 0一25 关 ; 8
.

铁的游离度在 55 一 60 务
,

活化度在 1
.

35 一 1
.

6 5
。

由此

可见
,

将 Q
3

红土仅作为红壤土类中的一个土属加以对待
,

显然是不合乎情理的
。

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I’.
, ,是根据土壤本身性质为分类依据

,

解决了过

去依据传统的地理发生学派的模式划分
。

Q
: 、

Q
,

红土虽然同处一个纬度的气候带内
,

但

是并不等于它们是在同一个时期内
、

同一种生物气候条件下进行着相同的成土过程
。

每

一种古土壤类型形成都决定其特定的古地理环境
,

其中也包括时间因素
、

气候因素等的综

合作用的结果
。

用一个地带内只能有一个地带性土壤的假定式分类显然是 偏 面 的
。

据

此
,

按《首次方案》中土类
、

亚类的检索
,

与 Q
3

红土土壤的剖面性态特征相对照
,

Q
:

红土

土壤特性更贴近黄棕壤
,

因此作者认为
,

将其划人黄棕壤土类更为合理
。

1 ) 同前
。



3 期 张雪林 : 晚更新世红土母质土壤的发生学特征及其分类 2 7 7

参 考 文 献

1
.

陆景圆等 , l” 2 : 从新构造运动论钱塘江阶地红土 资源
。

自然资源学报第 2 期 161 一 16 9 页
。

2
.

张雪林
, 1 , , 七 晚更新世红土资源的特点与开发

。

土壤通报
,

第 1 期
, 4一‘页

。

3
.

严钦尚等著
, 1 98 7: 长江三角洲现代沉积研究

, 85 一 90 页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4
.
《
中国土城 系统分类研究丛 书

》
编委会

, 19 , 2: 中国土坡系统分 类探讨
。 17 1一 1” 页

,

科学出版社
。

5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土坡系统分类课题组等
, 1 9 , 3 : 中国土墩系统分类(首次方案 )

,

81 页 ,

科学出版仕
.

G E N E T IC C H A R A C T E R IS T IC S A N D C L A S S IF IC A T IO N

O F L A T E PL E IS T O N C E N E R E D PA L E O S O L

Z h a n g X u e lin

(Z h亡jia , x N o , , a l U o i, 。r s ir y ,

32 10 0碍)

S u m m a r y

Q
s一 r e d p a le o s o l w a s s tu d ie d b y c o m p a r in g w ith Q

Z 一 re d p a le o so l fr o m 5 0 11 a g e ,

sP o r e 一

P o lle n , a n c ie n t c lim a t e ,

g e n e tie e h a r a c te r is tic s , e tc
.

T h e r e s u lt s s h o w e d th a t

th e Q3一 r e d p a le o so l a n d Q
: 一 r e d p a le o s o l w e r e d is t in c t t yp e s o f p a r e n t m a te r ia ls o f

d is t in e t g e o lo g ie p e r io d s ,
th e ir 5 0 115 u n d e r w e n t d iff e r e n t d e v e lo p m e n t p r o c e s s e s a n d

th e e le a r d iffe re n c e e x is te d n o t o n ly in th e ir g e n e tic e h a r a c te r is tic b u t a ls o in t he ir

Ph y s ic a l a n d c h e m ie a l P r o Pe r t ie s
.

A c c o rd in g to th e C h in e se 5 0 11 T a x o u o m ic C la s s i
-

fic a tio n ,

Q
3 一r e d p a le o s o l m u s t b e lo n g t o ye llo w

一

b r o w n 5 0 11 r a th e r th a n r e d 5 0 11
.

K e v w o r d a Q
, 一 r e d p a le o s o l

,

D e g r e e o f a c tiv a t io n ,

W e a tli e r in g e lu v ia l in d e -

X e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