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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壤形成

和垂道地带分布的某些规律
· ·

佐 恩

在 年和 年
,

我同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的土壤工作粗在云南省西南部进

行了土壤稠查
。

这次稠查的任务是 第一
,

研究主要的亚热带和热带土壤 第二
,

对研究热

带雨林下土壤过程动态的基点工作予以粗掀上和方法上的指导
。

, 年进行稠查的第一次成果
,

已发表于我和李庆连合写的萧文中 兑
‘

,
。

形

朋’’ , 年第 期
,

中国热带土壤发生与分类 的一些简题
‘ 。

文中的基本萧点和拮渝
,

已

为 , 年的研究所靓实
。

此外
,

在研究过程中又发现了土壤形成作用的一些新的方面和

特点
,

这些特点系受气候条件的垂值变化
、

成土母岩的粗成
、

植被及其由于砍伐和火炎所

引起的更替的影响而形成
。

现将这些研究拮果的一部分阴述于下
。

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境内是一个是孩度割切的山区
。

由昆明到扛河河谷这一部分属于

云肯高原
。

平均海披
,

米
,

相对高度的差异达到 , 米以上
,

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区

的地形割切非常弦烈
。

高原主要由石灰岩粗成
,

喀斯特化过程发育强烈
,

有的地方具有

极其特殊的奇异的石苟和石林
。

形成这种景观的原因简不清楚
。

仅仅可纵指 明 一点
,

郎

在很高的高地 在陡峭的石灰岩高地中
,

还有砾石 上过去残留下来的冲积水流对这种地

形的形成起过重要的作用
。

杠河么南是哀牢山脉
,

分布有花岗岩
、

片麻岩和其他火成岩
。

山的高度达
,

米
。

在哀牢山脉与国界之 简是中山区
,

自然条件的垂值变化很明显
。

这种明显的垂值变化
,

也

是云肯高原的特征
。

但是
,

哀牢山脉与国界之简的中由区与云肯高原不同
,

由子大面积分

布的母岩此较一致 石灰岩 因而使自然条件的垂值更替界擒变得模糊
,

同时人类对植被

和土壤的极其弦烈的影响也大大促使这种界袋变得模糊
。

因此
,

就需要努力来恢复原来

的自然景观
,

并圃明其垂值地带更替的规律性
。

从爵多事实表明
,

叙河竟谷及其附近地区

显然是热带稀树于草原景观
,

海扳娜 一
,

米之筒为干湿交替的亚热带景观
,

海扳
,

米以上为温带森林景观
。

海拔 , , 米以上
,

草本植被代替了森林
,

看来是稀树干

草甸景观 参看图
。

但我们井未登上 , , 米以上的高度
。

所以上面的植被和土壤情况

仅仅是推测而得知
。

哀牢山脉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

它阻挡着印度洋季风所带的潮湿空气流向北方
。

因此
,

哀牢山脉以南潮湿常碌雨林或落叶林的热带和亚热带景观分布极广
。

在这些地区
,

没有

原生稀树千草原景观
,

天部分是由于砍伐森林或森林火炎以后形成的次生草甸稀树干草

原景观气

薛文见土壤学报 野 年 卷 期
。

据吴征益教授所作的植物学研先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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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云南南部土壤区域概图
,

年箱制

歌明 亚热带相对千燥地区 一 ,
叙奥 森林黄棕壤

赶褐色土和褐色稀树干草原土
。

亚热带较湿消地区
—

鲤度灰化的赶壤 黄

奥 次生缸壤
。

热带稀树干草原地区
—

赶色石灰土

类型的赶褐色土 草甸—稀树干草原

杠褐色土 次生叙褐色土
。

热带湿摺地区尹
—

热带黄壤和亚热带 暗色

草甸
一沼泽黄壤

,

发育在砖献壤化风化壳俄积
的 上的赶褒和发育在花尚岩片麻岩上的现代

叙壤性土 斗

一
黄奥

,

发育在石灰岩残积物

上的次生鲍和黄奥和片岩残积物上的草甸黄壤

仆一‘一赶傻
,

古 代 砖赶奥化风化壳 热带和亚

热带 上的黄奥和曳代晶质岩残积物上的黄奥
。

哀牢山脉北面的常雨阴坡
,

显

然是相当干燥的地区
,

这一点由位

于赶河河谷最宽处中心的元江站的

气候青料可以征明 晃表
。

元江

的年平均降雨量最低
,

尤其明显的

是在干季八个月之内降雨只有

毫米
,

而每年的蒸发量却达到 ,

毫米以上
。

在这一带地区
,

年平均

气温和艳对最高气温很高
。

月份

最高温达到 ℃
,

月最低温度只

降低到 ℃
。

这一带地区发育着

是最干燥的热带稀树干草原
。

杠河河谷以北的气候不太热也

不太干燥
。

玉溪站的气候青料表明
,

歌地降雨量稍高而气温和蒸发量已

降低
。

最高温度 斗℃ 月
,

最

低温度 ℃ 月
。

在此条件下
,

景观为混有落叶树种的稀树干草原

和松林景观
。

再往北去
,

海拔高度

更高
,

则已属于云肯高原的亚热带

湿浦温惊气候
。

敲地区年 平均降

水量达到
,

一
,

毫米 之 多
,

年平均温度降低 至 ℃
。

最 高

温度不超趁 ℃
,

最低温度低 达

一 ℃
。

歌区的自然植被为稀树

千草原
、

松林和亚热带常椽林
。

在这一地区稀树于草原的成因还不明晾
。

是由于森林砍伐呢还是由于石灰岩地区严

重漏水 这些地区喀斯特地形很普遍 引起士壤干旱呢
,

还需要进一步仔扣研究
。

尽管气

表 云 南 西 南 部 氛 候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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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条件不同
,

但整个云青高原以南到哀牢山系之简的地区都普遍地显得相当干燥
,

这也影

响到歌地区土壤的发育
。

在哀牢山系以南
,

正如表 中思茅
、

允景洪
、

勋海
、

南糯山等地的查料所表明
,

气候比

斡湿消
,

除了思茅干季温度较低外
,

其他大部地区全年都很温暖
,

最高温度为 一 ℃
,

最低温由 斗℃ 允景洪 至一 斗℃ 思茅
。

这儿个地方的黄料也同样表明了气候条件随着海扳高度的不同而显著变化 由热带

季风气候 允景洪
、

励海 变成了类似亚热带的气候 思茅
、

南糯山
。

在这一带地区
,

海扳

别。一 米 允景洪 之简的空气湿度斡亚热带干燥地区 元江 要高得多
。

在同一海拔高

度上
,

热带地区与亚热带地区此较
。

前者的湿度斡大而蒸发量鞍低
。

热带景观的最高界袋所达到的高度不超过 。米
。

勋海位于热带景观与亚热带景观

的过渡地区
。

海执 米至
,

一
,

。米之简是季风亚热带景观
,

再上就过渡到较温

和的气候
,

为森林景观
。

上述的恢海拔高度为褥移的气候分布规律
,

表明了在云南西南部热带条件并非速覆

成片地呈带状分布
,

而是呈局部的
“
舌状

”

分布
。

分布于河谷地区及河谷沿岸海拔 米以

下的山坡地区
。

海扳 米以上的大部地区则表现为亚热带景观
。

“

土壤垂值分布的基本规律是与上述景观的更替概念相适应的 兑图
。

从图中可以

着出 在非碳酸盐母岩盛积物上
,

干燥地区与湿消地区
、

热带地区与亚热带地区土壤的垂

值更替有着重要的差异
。

其中只有一种土壤是共同都有的
,

即黄壤
,

无希在现代扛色风化

壳上或在古代砖杠壤化风化壳上
,

在常碌林植被之下
,

都有黄壤发育
。

在热带条件下 剖

面
,

古代砖肛壤化风化壳有很大面积
,

而在较北 的亚热带地区就很少觅
,

只有在较陡的

M2(j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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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土壤垂直地带分布图式

剖面A一一
目

亚热带相对于燥地区 : 1—缸褐色士
,

热带稀树干草原; 2一一钡度灰化叙壤
,

松林和

亚热带常糠林; 3

—
(亚热带)暗色黄壤 ,

松林和亚热带常释林; 咚

—
叙色石灰土(te o

a ro ss a)

型的薄层叙褐色土
,

亚热带稀树干草原 ; 5

—
黄棕壤

,

断踢叶混交林 ; 6
-
~
高山暗色(? )草

甸
~
草原土

,

高山草甸草原
。

剖面B

—
热带湿淄地区: 1—

一

古代砖湘:壤性风化壳上的黄壤和系工壤
,

热带常释林; 2

—
现代

花岗岩赤色风化壳上的黄壤衣啦壤
,

热带常蒜林; 3

—
花脚岩况代风化壳上的亚热带暗色黄壤

,

亚热带常蒜林; 4

—
草甸

一招浑泥炭
一
腐植厦土

,

草甸
一招泽植物; 弓

—
(森林破坏后的)次生叙

壤
,

次生草甸草原; 6
一

一

黄棕壤
,

嘴粉林和落叶林
。

南坡和干谷中才简或可么看到古代砖杠壤化风化壳
。

其上发育着由杠褐色土到次生 (森

林破坏后)缸壤的各种不同的土壤
。

应当指出
:
热带地区在森林消失后

,

在排水好的地方
,

由于铁化合物脱水引起土壤呈扛色的拮果
,

黄壤可么演化成为次生扛壤
。

无林地段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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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中有机物盾的累积诚少也促进了这样一种演化过程
。

在排水不良的地段上
,

森林消失以后
,

在雨季期简
,

士壤表层 20 一30 厘米会呈砚暂时

的积水现象
。

土层中具有明显的斑救状的潜育层
,

敛向下移动而成敛拮核和豆状拮核
。

这

表明了在热带地区
,

也如同在北方地区一样
,

森林砍伐以后
,

将引起暂时的土壤表层沼泽

化
,

并形成次生的草甸一稀树草原土壤
。

但是
,
随着天然森林植被或竹林的迅速发育

,

这种

士壤可以很快地棘而向黄壤化的方向发展
,

重新形成带有某些新的特性和特征的黄壤
。

最

复杂的简愚是关于土类命名 的简愚
。

尤其是砖杠壤的分类更为困难
,

因为砖杠壤是在热

带和亚热带条件下发育而成的一种特殊的土壤类型
。

我俩欲为中国砖杠壤的区分不应当

仅仅根据成土母盾富招化程度的孩弱
。

夫多数热带土壤和亚热带土壤
,

均表现有富招化

作用
。

因而
,

根据这一特点
,

还不能拟制出划分热带和亚热带士壤的士类和亚类的确定标

准和方法
。

现代有机物盾的累积和分解过程以及有机盾分解产物与富绍化成土母盾之简

的相互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
。

在这样一种过程中
,

除了植被以外
,

土壤动物的活动也起着

很大的作用
,

土壤动物活动的作用不仅表现在改造有机班余物和改变土壤的物理性盾
,

而

且也影响着植被的演变
。

气候条件又决定了上远这些过程表现的张度和特点
。

这一切事

实征明 :在热带和亚热带主要土类的形成过程中
,

生物气候因素起着主导的作用
’) 。

常椽森林下黄壤的某些特性极解明地表明了这一点 (晃表 2)
。

被爵多研究者列为砖

肛壤的热带黄壤
,

它与亚热带黄壤所不同的是酸性反应较弱
,

整个剖面中活性绍的含量也

较少
,

腐殖盾和氮积累较少
,

C:
H 比率也较窄

。

至于亚热带黄壤
,

HlJ 其特征是腐殖盾积累很多
,

在 A
;层几乎达到 10 多

。

这种腐殖物

质比较酸
,

因此表层土壤的 pH 值也较低
。

这一切就决定了在45 一50 厘米以上的土层中

代换性酸度较高
,

貂的活性也较高
。

在 45 一” 厘米以上的土层中
,

可能是由于敛胶体有

很大的活跃性而使粘粒受到淋溶
。

45 一50 厘米以下的土层
,

酸性反应较弱
,

活性绍的含

量械少
,

代换性酸度亦较热带黄壤为低
。

如果承孰歌土层中活性绍的械少和代换性酸度

的降低是由于亚热带黄壤矿盾部分富绍化程度很低的韶
,

HlJ 应当献为敲士壤表层
—

腐

殖盾层合有较高的活性绍是与表层中含有较酸的活性腐殖物盾有关
。

这就征明
,

在现代

的土壤形成条件下
,

富貂化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有机盾分解产物的粗成和腐殖厦的积累

有关
。

古代富绍化砖杠壤性风化壳对现代土壤形成过程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
。

在亚热带条

件下腐殖厦的积累较在热带常椽林下为多
,

因此可以款为热带条件下的矿厦化过程表现

得较孩烈
,

而在亚热带条件下则有机质的分解过程较为孩烈
。

黄壤的共同特性是水化敛的合量较高
,

因此这种士壤就具有了解黄的颜色
。

由于热带和亚热带土壤中腐殖盾的积累过程有着本盾上的差别
,

因此就影响到这两

类土壤的酸度不同
,

活性招的合量不同
,

粘粒在土壤中的分布情况不同
。

所有这些征明了

现代生物学过程在土壤形成过程中的意义
,

要比土壤矿厦部分富绍化程度的意义重要得
多

。

不能不张调指出 :在现代条件下
,

富绍化作用是以决定着不同发生类型土壤发育的各

种过程的本质上的差异为斡移的
。

D 可参看 C
.
B
.
佐恩和李庆篷合著的中国热带土壤发生与分类的一些简超(载土奥学报 1958 年 6 卷 3 期 )

—胃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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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攘某些特性的变化与氛候条件和植被更替的关系

土层深度
(厘米)

腐殖盾
C

代换酸度 } A I..
’

C
:

N

( % )

N

、

仁% )

pH

(水提取液)
按索柯洛夫法(毫克当量)

< 0
.00 1

毫米的粘
粒(% )

发育在古代砖扣;壤化风化壳及热带雨林下(大勋龙)者
*

3一10

15一25

30一40

50一60

80一90

0
。

2 1

0

.

1 牛

0
。

1 2

0

。

1
0

8

。

7 ,
.
0 3

。

1
1

2

.

0
9

0

。

0 2 未测

11
。

0
5

.

1 3

。

1 1 3

。

1
0 0

。

0
1 未测

10
.
5 5

.
1 2 。

9
0 2

。

8
9

0

.

0 1 未测

11
.
4 5

.
1 2 。

8 8
2

.

8 7
0

。

0 1 未测

0
。

0
9 1

0

。

8 5

.

1
2

.

8
0

2

.

7
9

0

。

0 1 未测

7一斗斗一斗8一66一斗7一71一68一一勺1一29一61一93
一12
1
21
一
11
一11
一O

发育在现代叙色风化壳及亚热带雨林下(南糯山)者
**

3一8

15一22

3 0一呼5

5 0一6乡

8 5一100

0.斗斗

0
.
2 5

0
.
1斗

0
.
0牛

1 3
。

0 斗
.
斗 3 9 7 3

.
8 5

1 3
。

2 斗
。

8 3

。

7
9

3

.

6 8

0

.

1 2

0

.

1 1

2 7

.

0

3
2

6

1 斗
。

0 斗
。

8
3

.

3 8 3

.

2
8

0

.

1
0

3
5

.

6

1 4

。

6 弓
.
3 2 0 0 1

。

9 0 0

.

1
0

3 多
.
8

5
.
2 1

。

0 9 1

。

0 0 0

。

0 9 3
6

0

7

1

22

1

2
0口一
6
嘴11
92一28

一
77
一33一90
一、一
7
一斗911、��,一33111一0010

发育在古代砖叙壤化风化壳及次生竹林下 (大动龙)者

1一3

斗一10

25一35

50一60

100一110

0
。

3 2

0

。

2 3

0

.

1
7

0

。

1 2

1
3

。

1

1
0

6

1

.

2
0

1

.

1 6 1
0

.

0 9 未测

11
.
魂

1
.
斗5

1
。

3 0

1

.

4 2 1
0

.

0 斗 未测

1
.27 } 0 .03

未测

332
已J

:
一乡一、�

1 2 8 乡
.
1

, 2

1
.
1 0 1 0 8 } 0

.
0 3

未测

0.9弓 0
.
9斗 } 0

.
0 2 未测

410d
.
工
6
�1少l斗斗一38132一22一斗3一69一

一
�7
一07

1斗斗123112一1111

*

大励龙生物地理拿落站的查料
,

分析者 :高梁
、

王福梅
、

住玖玲
。

水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先所的置料
,

承赵其国同志供拾
。

在热带条件下
,

尤其是在亚热带条件下
,

石灰岩广泛发育的地区
,

土壤的形成过程发

生着本盾上的差别
。

石灰岩的影
’

响
,

不仅由它风化所成的粘土残积物上值接表现出来
,

而

且也由分布有石灰岩的山坡上流下来的地面水流和地下水流中合有丰富的重碳酸盐方面

筒接表现出来
。

同时在这种
J
清况 下

,

土壤中的钙发生次生鲍和
。

但是
,

气候条件对石灰岩

的风化毕竟发生重要的影响
。

这样
,

在干燥的原生稀树干草原条件下
,

在石灰岩风化产物

上就局部地形成扛色石灰土 (ter ra
ros sa ) 类型的杠色土壤和杠褐土

,

在热带湿消地区和

亚热带湿消地区就形成凌积
一
淋溶性的或次生鲍和的黄壤性土壤

。

石灰岩上土壤发育和垂值分布上的这种差异
,

从图 3上可以看出
。

图 3 上的剖 面 A

表明励全地区 (西双版钠自治州东部)土壤发育和变化的规律
,

而剖面 B 表明个旧至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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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修上献河河谷南坡上土壤发育和变化的情形
。

此较这些地方土壤的 pH 值青料
,

可

以看出这些土堪有很大的差别1)
。

例如
,

剖面 A 中发育于无碳酸盐的直岩残积物上为酸性

或中性的水所浸消(海拔高度 880 米)的土壤
,

各层次的 声 值为 : 1 厘米一5
.
, ; 2 0 厘米一

5
.
斗;5 0厘米一4

.
8; 在同样条件下

,

为重碳酸盐水所浸消的土壤(海找高度7扣米)
,

不同深度

M
么刃O

5户 N l50() B 3

南

一
北

2

A

3 一」

.. 1 . . 2 四口

图 3

3 . 目4 盛翻5 曰翻1 圈. 2 . . 13 11皿
4

在石灰岩影响下发育的土盛垂直地带分布图式

剖面A

—
热带湿湖地区: 1

—
水稻土

,

稻田 ; 2

—
在非石灰性夏岩上次生鲍和的黄奥

,

热带

常粉林; 3

一
表层潜育化的黄奥

,

次生稀树干草原; 斗

—
在石灰岩残积的粘质硅铝层上女生

鲍和的腐植厦黄盛
,

亚热带常粉林; 5
—

石灰岩露头
。

剖面B一一一热带稀树干草原地区: lse一散褐色土和赶色石灰士 ( te rt
a ,
二心

,
热带稀树千草原;

2

—
薄层蔽褐色土

,

热带稀树干草原; 3

—
石灰岩上薄层黄奥

,

亚热带森林; 4
—

翅度次生

鲍和的黄褒
。

土层中的 pH 值为
: 2 厘米一6

.
5; 10 厘米一6. 4; 25 厘米一5

.
8; 朽 厘米一5

.
8 。 发育于石

灰岩粘土建积物上
,

为重碳酸盐水所浸消 (海扳高度 1, 2 90 米) 的土壤 pH 值的变化依次

为 : 2厘米一7. 2; 10 厘米一6. 6; 30 厘米一6.6; 50 厘米一6. 7; 75 厘米一6. 7; 106 厘米一

6
.
80

剖面 B 中各种土壤的情况也与上远相似
,

在碳酸盐性石灰岩残积物上发育成的杠色

石灰土型士壤(海拔高度 280 米)
,

不同深度土层中的 prl值为
: 5 厘米一6. 5;20厘米一6

.
5;

夕5 厘米一6. 0 ;10 0 厘米一6. 0 ; 200 厘米一7. 0
。

在海拔高度 1, 34 0米处受到严重淋溶
,

但表

层为重碳酸盐水所浸渭的士壤
,

其 pH 值在土层中的挛化方向与上述情况相反: 3厘米一

6
.
5;18 厘米一6

.
2 ;40 厘米一6

.
2:75 厘来一5

.
5;120 厘米一5

.
5。

看来
,

石灰岩残积物与无碳酸盐母岩的建积物不同
,

前者具有较显著的硅绍一粘士厦

或招盾的特点
。

发育于石灰岩座积物上的土壤
,

正如上面已趣指出的
,

表层富合铁拮核
,

这种敛桔核的形成与中性或微碱性环境中铁在土壤孔隙中的向下移动有关
。

在海找 1
,
0 0 0

米以上的地方
,

在 A 层中常常看到显明的粒状的晤黑色腐殖盾层
,

这种土壤可以划为腐殖

盾黄壤性土壤亚类 (no八
T H n n eP e rH O仑H o

一

水e几T 0 3 o M H bl x n o q B
)
。

进一步分析研究这一类土

壤
,

无疑地还可以揭示出它俩的爵多其他特征
。

由此可见
,

石灰岩对土壤形成过程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
,

而且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与在温带森林区土壤中所观察到的现象是类似的
。

各种不同的植被类型对土壤的影响也是很复杂
、

很多样
、

很显著的
,

这从表 2 中可以

看出
。

表 2 的青料表明在竹林代替了被砍伐的常椽雨林以后热带黄壤的变化
。

在竹林下

l) 因土褒分析工作未完成
,

其他分析登料尚未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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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黄壤的腐殖盾含量和氮素合量增高
,

p
H 值增高

,

代换性酸度和活性绍的含量显著降低
。

在竹林下土壤的性盾显著改善
。

这首先是由子竹林晓落物的酸性反应较弱—
pH

石
.
5 ,

而热带雨林晓落物的 pH 却为5
.
3。 1 9 , 9 年 1 月份残落物重量的航舒

,

在竹林下为

1,
00

6

.

8 公斤/公顷
,

而在热带雨林下仅为 斗7 2
.
9 公斤/公嘎

。

尤为明显的是在不同植被下土壤表层 C O
:
排出量有显著的不同

,
1 月份的测定的拮

果如下
:

在热带雨林下 0.9”千克/每小时公顷

在竹林下 1.76 0千克/每小时公顷

在开阴地点的草本植被下 1.337千克/每小时公顷

测定土壤空气中 C O
:
含量的拮果

,

与上述情况是此较符合的 (兑表3)
。

表 3 不同植被下热带土攘空氛中 C O
:
的含量

(19 59 年 1月测定
,

数字为容积百分比)

土层深度 (厘米) 热 带 雨 林 开陶地点的草本植被

8050如10扣巧扣0,
止刁上
2
1�
32

00608080和60001221
�3斗6n�02000068斗90斗0.

……
001,123斗000C000

,1

2斗‘口O
�少nU

�11一今勺

这些青料表明
,

在于季期简
,

在竹林下残落物的分解和矿盾化过程此在热带雨林下进

行得更为弦烈
。

在这种情况下
,

大量的 C 0
2
进入土壤并

“
渗入

”

到土壤下层
,

这显然是因为

在森林的阵蔽下
,

空气的相对湿度和停滞性此在草本植被之下要大得多的椽故
。

在草本

植被之下
,

较之在其他植被类型下
,

土壤中的 c0
2
很快地排出

,

底层土壤中的 c o
Z
含量也急

剧减低
。

应当指出
,

这里的所韶开圃地点是在进行侧定前一个月通过人为地砍尽乔木和

灌木后剧造出来的1)
。

一月份不同植被下土壤中的蓄水量也有差异
,

这从以下的青料中可

么看出(兄表 4)
。

表 4 中的青料首先拾了我 表 4 不同植被下土攘中的蓄水量

们一个热带黄壤在干季期简蓄

水量情况的概念
,

其次
,

从表

斗 中也可看出在热带雨林下的

土壤比在竹林下的土壤略于一

些
,

这对于扒藏一年内土壤中

甜过程的变化动态是很有意义

的
。

(
1 9 5 9 年 i月测定

,

单位:毫米)

土层深度(厘米) 热 带 雨 林 林

O一一5 0

5 0一100

100一150
一

0 一150

165
.3

161
.
9

163
.
2

斗9 0
.
4

1 9 1 斗

1 7 2
.
4

1 5 9
.
7

5 2 3 5

上面引用的青料表明了不同的植被类型对于热带黄壤中各种过程和特 性 的影响
,

这

些资料是由第一个研究热带森林特性及其与最主要的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地理翠

l) 一切树木的残落物都已仔扣检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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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站供拾的
。

敌站是由中国科学院建立的
,

苏联科学院森林研究室参加了骸站的科学方

祛指导工作
,
本文作者和李庆遴同志指导歌站作士壤过程动态方面的研究工作

。

毫无疑简
,

敌站开始进行的土壤过程的定位研究
,

对于阴明植被的作用以及热带土澳

的发生是有着很重大的意义的
。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

握过两三年后
,

中国的土城学家将

在决定热带土壤发育过程的特征方面提供出极其宝青的青料
,

从而根本解决中国特有的

热带土壤和亚热带土壤分类上各种肯在争输的未明晾的简愚
。

最后
,

作者对在工作进行中予么很大帮助的土壤工作者赵其国同志表示榭意
,

对李庆

篷教授和侯光烟教授表示榭意
,

他们两位对并多肯在争渝中的周愚作了切实的衬翁并提

供了宝青的意兑
。

( 王 军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