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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5年一1 9 61 年我们先后在青藏高原东部的

云岭
、

沙兽里山
、

大雪山
、

邓睐山和大小凉山等地进

行了森林土续的溯查研究
,

累积了一些查料
。

这

些山体的上部均有冷杉林分布
。

由于生态环境上

的差异
,

不同种类的冷衫在空简分布上有一定的

规律胜
。

因此
,

在输述西南林区冷衫林下的土续

形成阴愚时
,

必须分别对待
,

不能一概而输
。

只据

一两个点的翻查资料或几个土竣分析精果
,

企图

全面的概括西南林区冷杉林下极其复杂的土攘形

成过程简题
,

无疑是不够确切的
。

关于我国西南林区冷杉林下的土 壤 形成简

题
,

近二十年来虽 巳累积了一些研究资料
,

但仔袖

推敞一下则就不难发现
,

到目前为止
,

在贰歉上还

存在翁很大分歧
。

宋达泉 [1] 1 9 3 8 年及 1 9 4 6 年曹

指出
,

淇西点仓山海拔 3 ,
25 。一3 , 6 00 米分布有灰

旗 ; 1 9 5 5 年林业部粽合队的稠查报告中也指 出
,

横断山系中段海拔 3 ,
50 。一 4 ,

00 0 米分布有山地

灰化土 ; 1 9 , 8 年焉溶之
、

H
.

n
.

格拉西莫夫[z] 均

献为淇西高山地区在海拔 3 ,
50 0一 ; ,

00 0 米属山

地灰化土
, 3 , 5 6 0 米以上为山地泥炭灰化土 ; 1 9 5 9

年出版的中国土续区划(草案)[3] 也反映了上述看

法 ; 1 9 , 8 年 C
.

B
.

佐恩在川西邓睐山考察后把分

布在敲区海拔 3 , ‘00 一 3 ,
s0 。 米的土壤称做假灰

化土 ; 1 9 6 2 年张万儒指出
,

过去献为分布在孩区

海拔 3 ,
60 0一斗

,

00 0 米的山地灰化土实为森林潜

育土
。

由于我国西南林区冷杉种类很多
,

生态环境

也很不相同
,

把冷杉林下的土壤一概称为山地灰

化土固然不够确切
,

然而否定灰化土的存在无疑

也是主观的
。

根据翎查研究和对已有查料分析之后
,

我们

队为在我国西南长苞冷杉和柔毛冷杉林区
,

海拔
3 ,

60 0一斗
,
00 。米 的杜鹃冷杉林下

,
确实发育着

山地灰化土
。
而不是泥炭厦潜育化假灰化土

、

假

灰族 L咯〕或森林潜育土[5J
。

下面我们拟就几个方面

来脱明我们的观点
,

但愉述范围仅限于杜鹃冷衫

林下的山地灰化土
,

至于其它冷杉林下的各种土

旗
,

这里不做尉输
。

一
、

杜肋冷衫林山地灰化土

的地理分布

在我国西南林区
,

杜鹃冷杉林下山地灰化土

的地理分布规律性是很明显的
。

就其水平位置来

看
,

大致处于横断山系的东糠
,

受东南和西南湿溯

季风所影响的崇岭区域
,
郎南起淇西北之云岭

,

往

东北行趣中旬
、

木里
、

金川
、

黑水北至幌山南艇
,

呈

一窄带状 ;而在垂值分布上
,

则构成垂直精构的一

个环节
,

位近森林带的上限
,

界于海拔 3 , 6 00 一

斗,
00 0 米

。

在此必须指出
,

在上远地区内井非全

为杜鹃冷杉林山地灰化土
。

山地灰化土往往和山

地棕色灰化土祖成复区
,

这与地形对水热条件的

影响有关
。

二
、

杜阶冷衫林山地灰化土

的成土条件

在杜鹃冷杉林下山地灰化土的分布范 围 内
,

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实浏的气象能录
,

据邻近地区

的气象资料推算
,

年千均温度当在 4 ℃ 以下
,

年蛟

差(1 5一 2 0 ℃ )小
,
日变幅 (2 0一 3 0℃ )大

。

年降

水量豹 7 00 一l ,

00 0 毫米
,
50 % 以上集中在夏季

,

夏
、

秋粗常云雾弥漫
,

大气湿度达 80 % 以上 ;冬季

降雪虽少
,

但积雪很厚
,

通常可达 1 米
。

土攘冻桔

不深
,

一般只有 50 一80 厘米
,

冻桔持技时阴豹有

五个月
,

每年四
、

五月简季节性冻层郎行融解
,

无

永冻层存在
。

当季节性冻层融解后
,

土竣中的重

力水便可下渗或侧向流动
。

杜鹃冷杉林的特点是 : 林冠郁阴
,

透光极弱
,

林内阴冷潮湿
。

亚乔木状的杜鹃构成第二林层
,

地表面密复苔辞及毕分解的植物残体
,

在植物残

体中有大量真菌
。

值得注意的是
,

苔醉植物的灰

分含量高
,

一般可达 1 5
.

时%
,

其中 A1 2o : 的含量

占到 3
.

01 %
,

比草本植物和其它乔灌 木 树 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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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2O 3 的含量高 10 倍至数十倍[.]
。

招的这种生物

性聚积和循环
,

无疑是土续中含招爱杖高的原因

之一
。

杜鹃冷衫林山地灰化土通常分布在分水岭的

上部
,

以阴向山坡居多
,

在握常云雾弥漫的迎风坡

面虽然阳向山坡亦有分布
,

坡度豹 15 一30 度
。

母

质系各种岩石的坡积物与残积物
,

其中以酸性砂

岩风化物为主
。

岩石的风化特点
,

是以物理风化

为主
,

风化壳虽然比杖厚(通常有 80 一100 厘米)
,

但土体中含有多t 的岩屑碎石
,

特别是在 50 一60

厘米以下
,
几乎达 7 0一80 % 以上

,

所以剖面的透

水性良好
。

此层以下一般郎为坚硬的或半风化的

荃岩层
,

这一层虽是不透水层
,

但士旗水分在此也

很难停滞
,

在重力作用下
,

可沿岩层候斜面排除
。

因此
,

在整个剖面中无翻水现象
。

仔袖分析和研究了上远成土条件之后刻不难

相信
,

无输从生物气候因紊或地形
、

母厦条件均难

造成常年进行潜育作用的环境 ;反之
,

上远条件正

是进行灰化作用的有利外因
。
从杜鹃冷杉林下山

地灰化土的地理分布规律看
,

也足以视明
,

这种土

续井不是什么森林潜育土
,

而是正常的显域性土

族类型
。

众所周知
,

潜育土是睑域性土族
,

没有严

格的地理分布规律
。

在我国西南林区冷杉林下
,

根本不存在常年进行潜育作用的外在条件
,

那么
,

森林潜育土如何生成? 在地表与上体内排水良好

的陡坡上
,

仅仅由于苔醉植被层吸湿水的作用就

能形成森林潜育土喝?

三
、

杜阶冷衫林山堆灰化土

的形成过摇

土城的形成发育与其环境条件关系极 为密

切
。

杜隔冷衫林下山地灰化土的形成 也是 与 地

形
、

母质因紊
、

冷湿的水热条件和由真菌
一

杜鹃
一

冷

杉祖成的植物东落不可分割的 ;也就是歌
,
只有在

上述自然因紊相互作用下
,

才形成了山地灰化土
。

如果歌为在这种土续的发育过程中
,

有潜育作用

的括
,

但膺育作用也只能出现在春季土壤解冻以

前的一个短暂时期
,

或者出现在地形平缓
、

地表排

水不良的局部地段
,

所以潜育作用在此没有普湿

的意义
,
只能献为是次耍的附加过程

。
因此

,

在某

些地形比蛟平媛的地区
,
出现带有酒育化特征的

灰化土剖面是自然的
。

我们敲为杜鹃冷杉林下山地灰化土的墓本成

土过程是灰化作用
,

而不是潜育作用
。

其根据除

具有特定的生物气候条件和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

外
,

还有以下几点 :

1
.

创面构造 杜鹃冷杉林下山地灰化土的剖

面特征是
,

层次分化非常明显
,

地表有 10 一巧 厘

米厚的苔醉及雕落物层
。

此层又可根据有机盾的

分解程度和性盾再分为两个亚层 : 上部 2一 5 厘

米为活苔辞及新鲜的雕落物 ;而下部 10 厘米左右

剧为半分解及接近分解的棕揭色粗腐殖质层
,

其

底部井混有少量土体
。

触层松软
,

吸水性强
,

但井

不妨碍通气透水
,

因此
,

在下部亚层中植物根系分

布最多
,

井有大量菌根和具菌活动
。

在吝醉及雕落

物层之下郎是灰 白色的 灰化层
,

厚豹 15 一 25 厘

米
,

呈明显的片状及核块状精构
,

厦地粗而松
,

含

砾石钓 10 %
,

活性酸度最高
,

木本根系校多
。

此层

之下通常有一厚豹 6一13 厘米的暗棕揭色腐殖质

铁经淀积层
,
紧实(有时疏松 )

,

呈块状精构
,

含岩

屑构 20 一30 %
,

根系很少
。

再下郎为棕色至黄棕

色淀积层
,
紧实

,

大块状精构
,

有 30 一50 % 的岩肠

混入
。

50 一60 匣米以下为母厦层
,

无桔构
,

岩屑

砾石含量高达 7。一 80 % 以上
。

从上远剖面构造来看
,

正是灰化土的典型形

态特征
,
如果土竣中是以潜育作用为主的括

,

其剖

面构造与层次分化便不会如此明显清晰
。

众所周

知
,

潜育土的剖面虽亦有浅灰色的琳溶层
,

但在淋

溶层之下常常是带有矫黄色和蓝糠色斑点或条被

的无精构粘重土层
,
而根本不可能出现晤棕褐色

腐殖盾铁经淀积层
。

如果把这一显然是由灰化作

用而产生的发生层次解释为埋藏泥炭层的括
,

那

就更难理解了
。

2
.

理4匕性砚 从杜鹃冷杉林下山地灰化土的

某些比校稳定的理化性盾来看
,
也足以征明土壤

中主耍进行着灰化作用
,
而不是潜育作用

。

(l) 全剖面呈稳定的 强酸性反应
, p H 3

.

呼一

斗
.

6 ,

灰化层活性酸度最高
, pH 3

.

呼一呼
.

0
。

(2 ) 在代换性酸度中以代换性招为主
,

但代

换性招在整个剖面上的分配井不是均一的
,

其量

的多寡可因各个发生层次中有机无机胶体的含量

不同而异
,

通常是灰化层和母厦层中较少
,

豹 1一3

毫克当量/ 1 0 0 克土
,
而在腐殖厦铁锰淀积层和棕

色淀积层中较多
,

一般可提高到 5一9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

(3 ) 水解酸度特高
,

但全剖面各层差异很大
,

灰化层和母质层为 10 一20 毫克当量/ 1 0 0克土
,
而

位于中部的两个淀积层因腐殖盾量较高
,

可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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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0 一60 毫克当t / 1 0。克土
。

(4) 全剖面之所以能够保持着稳定的酸性反

应是因为: 第一
,

有鱼离子(在地表有机厦层中由

具菌分解植物残体而产生的活性腐殖质酸及其它

有机酸类)的源源供应 ; 第二
,

土体中的游离碳酸

盐和代换性盐基巳被淋溶 (代换性盐墓总量在整

个矿质土层中均小于 1 毫克当量/ 1 0 0 克土 )
。

(5 ) 矿物遭到了强烈的破坏
,

其分解产物在

剖面中出现明显的再分配现象
。

例如灰化层中的
51 0 2 含t

,
因其相对累积而增多

,

一般可占全量化

学祖成的 8 7一93 %
,

但三二氧化物却都遭到强烈

琳溶
, Fe Zo 3 只占 3一 6%

,
而 A 12o 3 也不超过 2一

7 %
o

(‘) 粘粒含t 很少
,

井有显著下移现象
。

在

50 厘米以上的土层中
,

粘粒(< 。
.

00 1 毫米)只有

3一‘%
,

母盾层可提高到 7一 12 %
。

灰化层中的

粘粒含盆虽不比淀积层为少
,

但中粉砂 (。
.

01 一
0

.

0 0 5 毫米 )和栩粉砂 (0
.

0 0 ,一 0
.

0 0 1 毫米)粒极

含量却较任何土层高
,

一般可达 23 % 左右
。

(7 ) 灰化层由于失去了大量胶体
,
吸收性能

显著降低
,

代换量一般只有 3一 7 毫克当量/ 1 0 0克

土
。

(s) 盐签高度不饱和
,

全剖面的盐墓鲍和度

均在 10 % 以下
。

(9 ) 至于腐殖盾的淋溶和淀积现象虽与苏联

泰加林灰化土不同
,

但这无疑也是灰化作用的精

果
。

富里酸与土体中三二氧化物作用生成 籍合

物
,

淀积于灰化层之下
,

因此在这一层中不仅腐殖

厦含t 突然啥多
,

同时全t 化学粗成中的铁招叔

化物亦均校其上下各层显著提高
。
而铁招氛化物

的淀积与腐殖厦淀积的伴生现象
,

正好税明铁招

氧化物在士体中都是以富里酸铁
、

富里酸铝的形

式移动和存在
。

如果忽祝这一重耍特征而硬锐粘

粒没有遭到破坏
,

或者只敲为有铁的移动而招是

处于稳定状态
,

看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

假如

再把上述腐殖盾铁铝淀积现象视成是 泥炭 的埋

藏
,

那就未免更牵强附会了
。

3
.

生物小循环及腐范质粗成 杜隔冷杉林下

山地灰化土在地表苔辞及雕落物层中
,

生物的生

命活动非常旺盛
,

其下部不仅有大量植物根系
,

同

时还有大盆白色和黄色真菌菌矫体
,

这就表明这

一层中的水分含盆井不过剩
,

尽管此层吸水很多

(吸水力强是有机厦的特性 )
,

但由于苔辞的生长
、

雕落物的疏松堆积以及下部土层透水性良好
,

就

保征了空气流通
,

井形成好气环境
,
从而使真菌得

以进行旺盛的生命活动
。

真菌在分解植物残体的

同时
,

便产生了某些活性有机酸类
,

使触层和整个

剖面均呈强度酸性反应
,

并释放出多盈的磷钾和

活性招
,

故在这一层中速效胜磷通常为 18 一3 呼毫

克 / 1 0 0 克土
,
而速效性钾一般可高达 30 一80 毫克

/ 1 0 0 克土
。

根据 C
.

B
.

佐恩的分析查料[4]
,

在腐殖质祖威

中以富里酸占优势
,

其含量可高达 2 8
.

6一; ,
.

4%
,

胡敏酸碳与富里酸碳的比值界于 0
.

”一0
.

89
。

而

这种在真菌生命活动下源源不断产生的活性很大

的富里酸
,

再加上有常年下渗水流的配合
,

就构成

了灰化作用的动力因案
。

富里酸与土体中跌铝氧

化物或铁招硅酸盐矿物相作用
,

精果便生成了比

校稳定的富里酸铁铭籍合物
。

此种物质呈暗棕揭

色
,

除常在淀积层中聚积外
,

还能部分的下移
,

致

使母厦层中亦含有胶多量的腐殖厦 (通常为 1一

2 % )
。

由于地表有机质层中生物小循环胶快
,

故

在位于其下的灰化层中亦常含有较多 量 的 腐随

质
,

一般为 1一3 %
,

多者可达 6一7 %
。

4
.

枯土矿物粗成 根 据 张 万 儒 的 分析查

料 [5]
,

在杜鹃冷杉林下山地灰化土的灰化层(原文

为潜育层 ) 中主耍聚积着某些数量的 “拜来石,’,

H
.

N
.

高尔布豁夫〔司 曹粗指出 : “灰化土和冰沼

土中都以拜来石和非晶物厦的混合物为主”。 由

此可晃
,

拜来石在这种土竣中的出现也可以献为

与灰化作用有值接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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