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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东南部的南迎巴瓦峰地区
,
面积约 ‘ ’ 二

’。
文章探讨了土墩垂直带谱的性质

和结构特点
,
土壤水平地带与垂直带的关系

,
土壤垂直带的结构类型 论述了湿润程度

、

逆温
、

人类活动对土壤垂直带的影响
,

以及山体高度和大小与山地土壤分布的关系
。

关镇词 南遨巴瓦峰
,

土壤垂直带
,

结构类型
,
区域分异

西藏南迎巴瓦峰 以下简称南峰 是喜马拉雅山东端的最高峰
,

海拔  。

本文研

究的范围包括南峰及其周围的墨脱
、

林芝
、

米林及波密等县
,

面积约 、
。

境内

山高谷深
,

发育 了十分完整的土壤垂直带谱
。

探讨该地区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

有助于摸清

青藏高原边缘 山地土壤垂直地带性变化规律及生态效应
,

为发展我国山区土壤地理学提

供基本资料
,

也为土壤及土地和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土壤垂直带谱的性质和结构

普遍认为
,

无论是植被垂直带
,

还是土壤垂直带及垂直 自然带
,

其带谱的性质决定于

基带的特征
。

南峰南坡墨脱附近的雅鲁藏布江河谷
,

海拔自 降至 左右的地区
,

全

年 ℃ 的活动积温在 ℃ 以上
,

最冷月均温 一 ℃
,

极端最低温 ℃ 左右
,

偶有

轻霜
,

年降水量可达 。一
,

积温的有效性高
,

基本上符合准热带的标准
〔一 ,。

同时
,

植被的组成成分和结构特征更富有明显的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特点
。

在这种生物

气候条件下
,

土壤的形成过程也同样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

土壤湿度较大
,

水化作用明显
,

但土体部分的硅铝比率 一
,

硅铝铁率在 左右
,

发育了较典型的赤黄壤
〔 。

因此
,

南峰南翼土壤垂直带的基带应为河谷准热带赤黄壤
,

其山地土壤垂直带谱的性质属海洋

性湿润型
。

土壤垂直带的结构相当复杂
,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
,

生物气候条件发生明显的

垂直分异
,

自下而上依次出现赤黄壤 海拔 一
、

黄壤 一   
、

黄棕壤

一   
、

灰棕壤 一
、

灰壤  一
、

寒毡土 一
、

寒冻毡土 一
、

高山寒漠土 一
。

上述  地土壤类型

中
,

以各种森林土壤 占优势
,

其中山地黄壤与黄棕壤所构成的土壤垂直带成为其优势带
,

这对于南翼土壤垂直带的组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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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峰北翼降水减少
,

海拔  左右的丹娘年降水量仅
,

年均温 ℃
,

极

端最低温 一 ℃
,

干燥度 一 典型植被为山地温带针阔混交林
,

其下发育的土壤为

棕壤
,

具有轻度粘化现象
,

全剖面呈中性至微酸性反应
。

因此
,

北翼土壤垂直带谱的基带

为棕壤
,

其性质属海洋半湿润型
。

带谱较南翼简单
,

它由五个土壤垂直带组成
,

自下至上

依次为棕壤 海拔   一   
、

灰壤 一
、

寒毡土 一朽
、

寒冻毡

土 朽 一   ,

高山寒漠土 一
。

其中以山地灰壤带的带幅最宽
,

成为十

分明显的优势带
。

二
、

土壤水平地带与垂直带的关系

南峰地区地处西藏高原的东南边缘
,

地貌急剧转换地带
,

不仅土壤的垂直分布极为明

显
,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水平分布规律
。

前人对南峰地区土壤的水平地带性规律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 一” ,

大致都以东喜马拉雅

山脉山脊线为界划分为两个水平地带
,

尽管水平地带的名称有所不同
,

但对南峰南翼土壤

的归属基本一致 而对北翼土壤水平地带的看法不尽相同
。

一种意见认为北翼土壤属棕

壤
、

褐土地带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属藏南亚高山草甸土地带
。

意见分歧的原因固然很多
,

但主要是对地带性概念的不同见解
,

以及在这块被强烈切割的高原地区
,

如何划分水平地

带
,

并正确处理水平地带与垂直带的关系
,

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缺乏妥当的处理办法
。

有人在研究高原边缘地区植被的水平地带时
,

曾把河谷底部的水平分布变化
,

看成是

当地植被水平地带的变化
【卜 , 。

南峰地区南北跨纬仅 度左右
,

因纬度差而引起土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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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峰地区土坡水平地带分布示意图

尹 一 一  “

平分异现象不甚明显
。

但是本地区正处于西藏高原向其南部低山过渡地区
,

雅鲁藏布江

及其支流河谷由海拔 左右
,

急剧下降至海拔 的 左右
,

来白印度洋的湿润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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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谷进入本区
,

并向高原内部输送
,

随距离加大
,

输送的水汽逐渐减少
,

干早程度增加
,

生物条件及其下发育的土壤表现出水平地带性规律
,

同时此规律不受到谷底海拔高度增

加
,

而表现出垂直地带性规律的影响
,

可以说是这两种地带性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

有人

称这种水平地带性规律为
“

垂直水平复合地带性规律
”‘, 立, 。

因此
,

根据土壤垂直带谱的基带及其特征作为划分土壤水平地带的主要依据
,

南峰地

区可以划分四个主要的土壤地带
,

自南至北依次为 赤黄壤地带
、

黄壤地带
、

黄棕壤地带
、

以及灰棕壤 南翼
、

棕壤 北翼 地带 图
。

三
、

土壤垂直带的结构类型

本地区 山地土壤垂直带依其基底海拔高度的变化
,

水热条件和生物条件的差异
,

以及

带谱整体特征的不同
,

可分为以下主要结构类型

一 赤黄族基带的结构类型

此类型主要分布于南峰南翼山地
,

其基带土壤为赤黄壤
,

土壤特征以及以此为基带的

山地土壤垂直带谱前文已述
,

它们构成了我国乃至世界山地相当完整的土壤垂直带谱
。

二 黄壤荃带结构类型

雅鲁藏布江河谷及其支流金珠藏布和帕隆藏布河谷海拔 至 地区
,

局

部地区可达海拔 左右
,

水热条件优越
,

森林郁闭度大
,

林内阴湿
,

土壤表层有机质

含量高达 一 全剖面 值在 左右
,

表层交换量为 土
,

交换性酸为 一 十 土
,

以交换性铝为主 刃 和 刀 含量 与 层之

间有一定的差异
,

淋溶淀积现象较明显
。

其上自黄棕壤带至高山寒漠土带
,

与前述土壤垂

直分带相雷同
,

仅分布的幅度略有差异
。

三 黄棕壤墓带结构类型

墨脱县格当以上的金珠藏布及波 密 县 帕 隆 藏 布
、

易贡藏布河谷等地
,

海拔

或 至  左右常见有此种结构类型
。

温度较高
,

湿度大
,

土壤发育程度好
,

层次较明显 枯枝落叶层较厚
,

一般可达 腐殖质层厚度不一
,

一般在 一 之

间
,

表层有机质含量高达 左右 土壤 值 一 ,
,

交换量较高 交换性盐基

表层为 土
,

盐基成分以钙为主 交换性酸含量达 土
,

其

中以交换铝为主
、

刃
,

及 在剖面中分异现象不明显
,

脱硅富铝作用较弱
,

具有山地黄棕壤的典型特征
。

其上的土壤垂直带与前述结构类型基本相同
。

四 棕滚基带结构类型

此结构类型广泛分布于东喜马拉雅山及岗日嘎布山北翼半湿润地区的米林
、

林芝及

波密一带
。

气候温暖
,

针阔混交林的郁由度较小
,

土壤有机质累积不明显
,

含量低
,

表层一

般在 左右 淋溶作用较弱
,

土体呈中性至微酸性反应 交换酸仅 一 十

土
,

其中交换性氢和铝大致相等 代换性盐基含量 一  土
,

以钙
、

镁

为主
。

其上的灰壤带分布幅度宽达 一
,

成为此结构类型中十分明显的优 势 带
,

此带以上依次过渡到高 山寒漠土带
。

此外
,

以灰壤为基带的结构类型在本区分布虽不甚广泛
,

但它却是南峰北侧高海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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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地区的主要结构类型之一
。

四
、

土壤垂直带的区域分异规律

一 湿润程度对土族垂直带的影响

从印度洋而来的湿润气流
,

沿雅鲁藏布江谷地北上
,

自大拐弯处至易贡藏布形成藏东

南向西北伸展的舌状多雨区
,

向东西两侧降水逐渐减少
,

湿润程度也随之降低
,

干燥度增

大
,

即由舌状多雨区的干燥度
,

至波密
、

米林一带增至 。一
。

从而对土壤垂直带

产生以下影响

土壤垂直带谱的性质发生相应的变化
,

由海洋性湿润型渐变为海洋性半湿润型
。

2

.

某些土壤垂直带中的土壤特性也产生明显的差异
。

如灰壤
,

南翼湿润地区土壤灰

化作用较普遍
,

带内区域差异不大 ;北翼灰壤带内
,

随海拔高度增加
,

降水增多
,

湿度增大
,

土壤的灰化作用普遍而较典型
。

同时
,

自舌状多雨向东西两侧
,

随千旱程度增加
,

灰壤的

灰化作用愈来愈弱
,

土壤的发育程度愈不典型
。

3

.

土壤垂直带的界限发生明显移动
,

其带幅也有所不同
。

如前文所述
,

灰壤在南北翼

的带幅虽均在 800 一 900 m 左右
,

北翼灰壤的上下限均较南翼灰壤低 400 m 左右
,

这固然与

湿润程度有关
,

但坡向却起 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

同处于北翼的灰壤带
,

自米林县格嘎 向西

至与朗县交界处的金东
,

随 着干旱程度增加
,

其带的下限自海拔 3200m 上移至 3500m ;上

限由海拔 4100m 上移至 4300m 左右
,

界限上移的幅度达 20 0一 300 m ; 带幅由 900 m 缩至

80Om 。

显然
,

这是 由于随海拔高度增加
,

降水增多
,

气温降低
,

蒸发减少
,

湿度增大
,

从而

迫使对湿润程度有一定要求的土壤带的界限发生移动
。

( 二) 山体大小与山地土壤垂直带的关系

南峰地区 山体的平均海拔不及 600 o m
,

山地哑 口均较低矮
,

一般在海拔 4 , 。o m 以

下
。

山体大小与海拔高低区域差异较大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冰雪覆盖 面积
。

同时
,

地貌

特点和降水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代冰川发育的规模
。

它们与山地土壤分布的关系

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
.
山体高大

,

相对高差大
,

山地土壤垂直带谱结构完整 ; 反之则结构较简单
。

如南峰

主体南侧相对高差达 700o m
,

由 8个土壤垂直带构成完整的带谱 ; 北坡相对高度差小于

弓0 0 O m
,

其带谱仅由 , 个土壤垂直带构成
。

又如南峰北翼雅鲁藏布江河谷北岸
,

广泛分布

着海拔 4200一4500m 山地
,

为一残存的夷平面
,

相对高仅 1400一 17。。m
,

其带由棕壤
、

灰

壤
、

寒毡土构成
,

更为简单
。

2

.

山体愈高大
,

冰雪覆盖面积愈大
,

现代冰川发育对土壤垂直带的结构和分布界限产

生一定的影响
。

现今
,

永久冰雪的覆盖和现代冰川大都集中于南峰峰体周围地区
,

在南峰

西侧及拉木拉一带
,

灰壤带的上限
,

在山体内部近冰雪覆盖地区仅在海拔 4o0O m 左右 ;而

前山及无冰雪覆盖的其它地区
,

在坡向和地形相似的情况下
,

其上限可 达 海 拔 41 QD 一

41, o m 左右
。

寒毡土带的上限
,

在 山体内部近冰雪区为海拔 440o m ; 而前山及无冰雪覆

盖的其它山区可达 450 0一46O0 rno

产生这种区域差异的原因
,

一则
,

冰雪覆盖邻近地区
,
日温差大

,

物理寒冻风化作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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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

永久冰雪带以下的高山寒冻风化作用带完整
,

由此而引起的岩屑锥
、

倒石堆和泥石流

相当发育
,

它 可以迫使某些土壤垂直带的上限下移
,

甚至可使寒冻毡土带中断 ;二则
,

冰雪

面的气温较其它相等条件下的非冰雪覆盖地区要低
,

形成所谓
“

冰川风
”

的局地环流
,

在其

长期作用下
,

使邻近地区的气温较相等条件下的其它地区气温偏低
。

这是迫使某些土壤

垂直带界限下移
,

甚至使有些土壤垂直带消失
,

而仅以类型的形式零星分布的更为重要的

原因
。

( 三) 逆温对山地土滚垂直带的影响

本地区的易贡盆地是一个宽阔的河谷盆地
,

受北北西构造控制的易贡藏布流经其间
,

河谷最宽处可达 2一3k m
,

盆地底部海拔 22o0m 左右
,

周围山地相对高度达 3000一4000

m ,

河谷 口 狭窄
,

有利于逆温的形成和发展
。

据研究 [l]
,

易贡于 7一8 月份低层逆温可达 250 一 300 m
,

即逆温层的高度一般 可达海

拔 245。一 25 00m 左右
,

温度递增率为 0
.
”℃ /100 m

。

易贡 7 月多年平均气温 18
.
1℃

,

按此

估算逆温层上部 7 月均温可达 19 ℃ 左右
。

冬半年本区处于高空西风范围内
,

易聚积来 自

高原的冷空气
,

同时仍可受西伯利亚西部侵人我国寒潮的影响
,

从而加强了高原冷空气在

盆地内的聚积作用
。

加之
,

冬半年夜长
,

地面辐射冷却更盛
,

逆温层厚而持久
,

估计其高度

可达海拔 2500一26 00m 左右
。

易贡 l 月均温 3
.
3℃

,

逆温层上部 1 月均温约4
.
5一5

.
0℃

。

南峰地区山地黄棕壤带一般分布于海拔 1900一2300m
,

最热月(7月)均温 17 一 19 ℃
,

最冷

月(1月 )均温约 4一6℃
。

由此可见
,

易贡盆地逆温层上部海拔 2500一260 0m 左右
,

其谷坡

适宜于半常绿阔叶林 生长
,

在这种生物气候条件下发育了黄棕壤
,

它较其它地区黄棕壤带

的上限上移了 100 一200 m
。

这对于农作物的 合理布局
、

亚热带经济作物的引种发展均有

重要的意义
。

( 四) 人类活动对土镶垂直带的影响

南峰南翼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金珠曲等
,

河谷深切
,

两岸阶地不甚发育
,

墨脱县人均

耕地仅 0
.
09 ha 左右

,

为了解决粮食和燃料的不足
,

人们甚至采取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
,

乱

伐森林
,

滥垦土地
。

放火毁林之后
,

一般仅耕种二
、

三年
,

后又弃荒
。

由于开垦地区的坡度

可达 朽℃ 左右
,

加上暴雨的冲刷
,

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

表层变浅
,

土壤肥力急剧下降
,

表土

有机质含量由原来的 509 /k g 左右下降至 10 一209 /k g
【‘幻。

但并未根本改变原 来 土 壤 属

性
,

同时
,

弃荒后
,

由于水热条件优裕
,

逐步恢复为季雨林或常绿阔叶林景观
,

土壤又终将

恢复其原貌
。

北翼的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尼洋曲和帕隆藏布
,

河谷较宽
,

洪积冲积扇
、

阶地较为发

育
,

居民点及耕淀棕壤的分布主要集中于上述地区
。

本地区是西藏的主要林区
,

棕壤上生

长的针阔林被采伐以后
,

水土流失加重
,

土壤肥力降低
,

土层由原来的 70 一 80 cm
,

表层灰

黑色
,

有机质含量 40 一509/kg
,

减至 40 一 50 cm
,

呈浅灰色
,

表层有机质含量降至 10 一

209/kg
,

但仍保留有棕壤的基太属性
。

灰壤上生长着阴暗针叶林
,

被砍伐后
,

常为山杨
、

白

桦林所代替
,

土壤肥力虽有所降低
,

但仍具有灰壤的基本特点
,

特别是灰 化层仍较明显
。

但是
,

在与棕壤带相接处
,

却产生灰壤土带下限上移的现象
。

如在米林县的鲁霞附近
,

灰

壤带的下限达海拔 3300m
,

向阳坡竟上移至海拔 3400一 3500 m
,

甚至更高
。

究其原因
,

固然与坡向有关
,

同时
,

在半湿润向半千旱过渡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
,

阴暗针叶林被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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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以后
,

加剧了气候干早的程度
,

使得对湿润程度有一定要求的山地阴暗针叶林的界限发

生上移
,

从而使灰壤带的下限发生移动
。

由此可见
,

人类对森林土壤生态系统的千扰和影

响
,

不能超过其闭限
,

特别是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的地区
,

否则难以恢复其原貌
,

从而迫使

其土壤垂直带的界限发生移动
,

这是不难理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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