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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土壤的发生特性及分布规律
*

邹 国 础
(广东省土壤研究所)

贵州省在云贵高原的东部
,

大地构造是滇桂台向斜和鄂黔台向斜的一部分
。

境内地

形地貌复杂
,

山峦起伏
,

丘陵盆地
,

高山峡谷和宽谷盆地交错分布
,

具有显著的高原岩溶地

貌特征
。

高原面呈阶梯状上升
,

海拔高度由 6 00 米左右逐渐升高到 2 3 0 0 米左右
。

成土母

质类型在山区以残积物和坡积残积物为主
。

残积风化物以石灰岩风化物分布最广
,

也有

页岩
、

砂岩
、

基性结晶岩
、

变质岩风化物
,

丘陵盆地以第四纪黄色粘土
、

红色粘土及河流冲

积物居多
。

在山区河流沿岸多为洪积一冲积沉积物
,

分选差
,

颗粒粗大
。

贵州虽为高原山

地
,

但因有秦岭
、

大巴山和娄山等山脉的横阻
,

冬季寒潮影响小
,

夏季则因地势较高而温

凉
,

因此
,

气候特点是温和湿润
,

冬无严寒
、

夏无酷暑
,

年温差小而相对湿度高
,

雾 日和阴雨

多而 日照少
。

冬季气温与霜冻的垂直差异颇大
,

区域性气候的差异很明显
。

年降 雨量一

般在 10 0 0一 1 2 0 0 毫米之间
,

从降雨量的季节分配来看
,

有早季和雨季之分
,

但从降水 日

数
,

特别是降水总时数来看
,

各季相差不大
,

无明显的旱季和雨季
。

自然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

由于地形和区域性水热状况多变
,

植被的组成
,

从

东到西由湿性常绿阔叶林过渡到干性常绿阔叶林或沟谷季雨林 ; 从南到北由沟 谷 季 雨林

一常绿阔叶林一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逐渐演替
。

但除铜仁的梵净山
,

遵义的宽阔水
,

黔东

南的雷公山等几个自然保护区外
,

由于过渡采伐
,

自然植被多已破坏
,

季雨林常为稀树草

地
,

长叶云南松林或草地等次生植被所代替
,

在干热的石灰岩地区还出现仙人掌
、

瀚王鞭

等肉质耐旱植物 ;常绿林破坏后
,

常为次生落叶阔叶林所代替 ;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被破

坏后
,

多出现次生华山松为主的灌丛
。

这些自然特点密切地影响着贵州土壤的形成和分

布
。

一
、

土壤发生特性

据多年调查结果
,

贵州土壤暂分为九个土类
,

廿八个亚类旧
。

其中属于地带性土类的

有黄棕壤
、

黄壤
、

红壤
,

砖红壤化红壤和红褐色土等 ; 属于岩成土壤的有石灰土和紫色土 ;

耕作土壤主要有水稻土和各种旱耕土壤
。

(一 ) 土壤发生的地带性

贵州地处亚热带地区
,

地带性土壤在形成过程中具有脱硅和富铝化作用
。

所以
,

黄棕

.
本文是作者以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工作期间调查研究的资料写成

。

完稿后
,

蒙熊毅先生斧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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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

黄壤的渗漏水与红壤和砖红壤一样
,

都含有一定数量的 51 0 2 ,

ca o
,

M g o
,

K zo 和 N al O

等
,

而 Fez 仇 和 A1 2O ;
则很少 (表 1 )

。

这充分说明 : 这些土壤在现代成土过程中 51 0 2 ,

c a

++
,

Mg ++
,

K+ 的淋失仍在进行
,

而 Fe
,

Al 则相对聚积
。

各地带性土类之间
,

土壤中硅
、

铁含t 的变化虽不大
,

而铝的差异则较明显
,

同发育于

页岩上的各地带性土壤
,

其 51 0 :
的含量大都在 35 一40 务

,

表土中含量略高 ; Fe
Z
场 的含

盘
,

大都在 10 一20 关
,

只有黄壤的 B 层较高
,

可在 30 一35 务之间
。

但是 Al zO
3
的含量

,

在

衰 l 黄棕城
、

黄城
、

红滚及砖红城地区渗透水的化学性质 ,( 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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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地带性土壤中差异极大
。

一般是砖红壤最高
,

黄壤次之
,

黄棕壤最低
。

因此黄棕壤及

黄壤粘粒的硅铝率在 2
.

0 以上
,

而砖红壤在 2
.

0 以下
。

代换性酸总量中
,

代换性铝占 90 并

农 2 黄族与红镶水分含t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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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在贵州分布面积最大
、

最广的黄壤
,

除具有富铝化作用和脱硅作用外
,

还有与红壤相

区别的黄化作用
。

黄化作用是由于湿润的生物气候条件
,

使土体经常保持湿润
,

导致氧化

铁水化而形成含结合水的针铁矿
,

因此
,

黄壤心土(B 层)呈蜡黄色
。

测定资料说明
,

无论是

林地或草地下的黄壤
,

各土层的吸湿水和结合水都较同植被下的红壤为高 (表 2 )
。

除个

别土层外
,

黄壤的吸湿水较红壤高 l一2 倍
,

结合水高 5 0一7 5 多
。

黄化层厚薄不一
,

薄的

有 20 一30 厘米
,

厚者可达 50 一80 厘米
,

都有带黄色的 A B 和 BC 过渡层(表 2 )
。

水热条件是影响贵州土壤发生地带性的重要因素
。

形成大面积黄壤的黔中
、

黔北和

黔东地区
,

年平均温度在 16 一 17 ℃ 左右
,

较红壤地区略低
,

因此黄壤的风化程度较红壤

为弱 ;但水湿条件较红壤区高
,

干湿季节不明显
,

因此
,

水化作用明显
,

有利于黄壤发育
。

在

一些海拔较高而地势平缓的山区
,

还有表潜黄壤和灰化黄壤形成
。

黔西南地区
,

受西南季

风和小季风控制
,

温度年变幅小
,

降雨年变幅大
,

年均温在 16 ℃ 左右
,

降水量多于 1 2 0 0 毫

米
,

为贵州多雨地区之一
,

但分布不均匀
,

夏季特多而春季特少
,

属夏湿春干的温暖气候
,

有利于原生矿物分解和次生矿物形成
,

地带性土壤以红壤为主
。

由于粘土矿物在干湿交

替情况下水化度较低
,

故不利于黄壤形成
,

仅在地势较高处
,

才有黄壤发育
,

但黄化层一般

较薄
,

垂直带幅也较窄
。

南部的河谷地区
,

由于接近北回归线
,

加上地形特殊
,

受季风影响

较小
,

年平均温度在 18 ℃ 以上
,

高者达 20 ℃
,

是省内热量最高的地区
,

属夏湿冬干炎热气

候条件
,

所以形成的土壤
,

主要为风化度较深的砖红壤化红壤及红壤
。

(二) 母质与土族的关系

贵州土壤的成土母质种类繁多
,

对土壤的形成
、

分布和性质都有明显影响
。

农 3 硅质
、

硅铝质及铁质黄城机械组成比较
.

T . 卜1. 3 M e eh a n ie a l e o m p o s it io n o f s ilio ie , s ia llit ie a n d fe r ru g in o u 、 ye llo w 。‘L r oh s

辱
,

剖剖面号码码 土城类型型 母 质质 采样深度度 粘拉 (0
.

0 0 111 物理性粘拉拉 质地(苏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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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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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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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砂墩土 s a n d y lo a mmm

户户户 a r t llllll 9 6一 10 00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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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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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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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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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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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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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77777 0一 8 000 5
.

000 2 1
.

000 轻坡土 一sg h : 一
‘》: :””

III一2 222 铁质黄坡坡 古老红色风化壳壳 0一555 2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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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轻粘土 L ig h t e la 萝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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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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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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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夕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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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4444 2一 4 777 4斗
.

000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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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55555 5一 6 000 4 1
.

‘‘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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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雄研究所分析室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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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水热条件下形成的地带性土壤
,

往往由于成土母质不同
,

矿物风化强弱有异
,

以致土壤机械组成也有不同
,

从而加速或延缓土壤的形成过程
,

并影响土壤的理化性状及

生物活动条件
。

因而
,

母质是划分土属的依据
。

如黄壤亚类
,

可分为硅质
、

硅铝质和铁质

三个土属
。

硅质黄壤主要发育于粗石英砂岩
,

质地多为砂壤土
,

< 1 微米粘粒在 ,一 12 务

间
,

表土由于侵蚀而含量较低
。

土体中 510 2
含量大都在 7 0务以上

,

二三氧化物含量在

2 0务左右
,

残0 3
在 4一7外

,

A1 八 为 11 一 15 外
。

硅铝质黄壤的成土母质为各类砂页

岩
,

风化体多为轻一中壤土
,

< 1 微米粘粒含量与硅质黄壤相近
,

但剖面分布是上层高于

下层
。

铁质黄壤发育于古老红色风化壳
,

土层深厚
,

质地粘重
,

属轻粘土
,

< 1 微米粘粒含

t 在 25 一40 沁 间
。

土体中 51 0 :
含量在 50 一60 沁

,

较硅质黄壤低
,

但二三氧化物含最则

较高
,

在 2 5一 3 5外 间
,

FeZ
O 3
为 8一 1 2外

, A 12 O 3 为 28一2 , 务 (表 3 , 4 )
o

发育于不同母质的黄壤肥力状况也有差异
,

铁质黄壤的有机质
、

氮
、

磷
、

钾及代换量都

较硅质黄壤高
,

但盐基饱和度则比硅质黄壤低(表 4 )
。

岩成土壤的分布和性质
,

受母质的影响更大
,

地带性特征只能在亚类中反映出来
。

尽

管在亚热带温湿条件下淋溶作用强烈
,

但从石灰岩发育而来的石灰土
,

往往仍含游离碳酸

钙
。

这类土壤占全省土壤面积的 25 务以上
。

一般在坡度较大
,

有岩层出露
,

进行缓慢微

弱面蚀的低丘和中山就有石灰土形成
。

而地形平缓的缓丘
,

即使基岩亦为石灰岩
,

但由于

土层较稳定
,

其上的土体常形成地带性土壤
。

黑色石灰土在各生物气候区都有分布
,

棕色

石灰土
、

黄色石灰土和红色石灰土的形成条件和分布范围则分别与黄棕壤
、

黄壤和红壤相

应一致
。

石灰土中游离碳酸钙的含量变幅很大
,

在 0
.

1一2
.

8外之间
。

石灰土地区的河水含碳

酸钙约 40 一50 毫克/升
。

土壤全剖面呈中性或微碱性反应
,

声 值 夕一 8
。

土壤粘土矿物

表 4 硅质黄坡与铁质

剖剖 面 号号 土城类型型 母质类型型 土层深度 (c m ))) 5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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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国础 : 贵州土城的发生特性及分布规律

以母岩残留的伊利石和蛙石为主
,

仅在红色石灰土中才见有高岭石
。

游离铁的含量较同

地区的地带性土壤低
,

粘粒的 51 0 扩A1
2
炳 则较同地区的地带性土壤高

。

由于石灰土中的有

机物质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后
,

与土壤中的钙离子结合成比较稳定的腐殖酸钙或类腐殖

糜钙物质
,

因此石灰土中的有机质含量较同地区的地带性土壤高
,

而 C / N 则较同地区的

地带性土壤低
。

其中黑色石灰土和棕色石灰土的有机质都在 8一10 务以上
, C / N 值在

10 左右
,

黄色石灰土与红色石灰土则分别为 2一7务和小于 l。。 代换量也是前两个亚类

高于后两个亚类
,

分别为 3 0一40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和 20 一30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

腐殖

化作用明显
,

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表 5 )
。

贵州石灰岩的种类很多
,

而形成石灰土的主要是寒武系
、

三叠系
、

奥陶系和泥盆系等

地质年代较老的石灰岩和白云岩
。

它们的产状
、

组成和性质等岩性变化很大
,

因而风化作

用和风化残积物的性质也有不同
,

并影响着石灰土的性质
。

纯质石灰岩
,

质地致密
,

风化

过程主要以溶蚀为主
,

加之透水性差
,

容易形成透流引起侵蚀
,

残积物较少
,

所形成的土壤

层很薄而质地粘重
,

但含钙丰富
,

有利于钙凝腐殖质的积累
,

土壤有机质和氮素含量较

高
。

泥质石灰岩
,

除含碳酸钙外
,

主要是粘土
,

岩性较软
,

抗风化力弱
,

风化残积物较厚
,

可

达几十厘米至 1 米
,

粘粒含量高
,

质地粘重
,

但钙含量少
,

在风化成土过程中脱钙比较迅

速
,

在湿润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如不受含碳酸钙的地表水或地下水影响
,

可迅速发育成地

带性土壤
。

隧石石灰岩风化残积物中含大量隧石(二氧化硅结核 )碎块
,

有利于水分通透
,

能促进钙的淋洗和粘粒移动
,

因而在成土过程中往往形成灰白色或浅黄色的亚表层
。

白

云岩和白云质石灰岩
,

主要由钙镁碳酸盐所组成
,

质硬而性脆
,

以物理风化为主
,

风化残积

物的质地很轻
,

透水性好
,

所形成的土壤侵蚀较严重
,

土层很薄
。

另一种受母质深刻影响的岩成土壤是紫色土
。

形成紫色土的母岩
,

主要为白至纪
、

侏

黄坟主要性质比较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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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国础 : 贵州土坡的发生特性及分布规津

罗纪
、

三迭纪和第三纪的钙质紫色砂页岩和紫色砾岩
。

紫色土富含各种盐基
,

颜色与母岩

相近
。

紫色岩石吸热能力强
,

颗粒粗细不匀
,

胶结松弛
,

在热胀冷缩和湿胀干缩的作用下
,

母岩容易崩解
,

风化速度快
,

侵蚀后又易再风化成土
,

因此岩体很少裸露
,

土壤发育程度也

就较弱
。

粘土矿物组成与母岩基本一致
,

只有发育于酸性紫色母岩上者出现少盆蒙脱和高

岭
。

粘粒的硅铝率在 3
.

。左右
。

土体富含磷
、

钾
、

镁等矿物元素
,

而氮素缺乏
。

有机质由于容

易矿化而含量较低
,

一般在 1一 2并
,

代换量在 15 一20 毫克当量 / 10 0克土
,

盐基饱和度在钙

质紫色母岩上发育者达 90 务以上
,

在酸性紫色砂岩上发育者为 50 一60 并
。

这种代换量较

低而盐基饱和度很高的特点是紫色土既不同于石灰土也不同于红壤
、

黄壤的重要特点
。

除

酸性母岩上发育的紫色土其 p H 值为 5
.

5一 6
.

5 之外
,

大多数 p H 值在 6
.

8一 7
.

8 。

(三) 植被和耕种对土镶发生的影响

同一土类由于植被不同
,

土壤性质也产生差异
,

表层有机质含量差异最显著
,

并因之

而影响土壤的代换量
。

同属红壤
,

林地和灌木地的表土有机质含量比草地下的红壤明显

增加
,

代换量亦相应增加
。

黄壤林地表土有机质比红壤林地高得多
,

C / N 比也宽得多
,

表

土代换量也比红壤高(表 6 )
。

土壤开垦种植旱作后
,

土壤变化较少
。

一般来说
,

土壤耕垦后
,

改善了通气性
,

矿化作

用加强
,

因此表土的有机质含量降低
,

腐殖质的胡敏酸和富里酸的比值略有提高
,

一般在

1
.

0 左右
。

如黄壤垦殖后
,

有机质降低
,

代换量亦降低
,

困 值增高
,

酸度降低
,

代换性盐基

则增加(表 7 )
。

凡年平均温度 15 一 18 ℃
,

) 10 ℃ 积温达到 4 5 0 0一 5 5 0 0℃ 的地区都有水稻土分布
。

除南部热量较高的红壤
,

砖红壤性红壤种植双季稻
,

为一年三熟或两年五熟外
,

大部分地

区都以一年两熟的稻
、

麦(油菜 )轮作为主
。

这种水旱交替的耕作制度
,

既有利于更新土坡

环境
,

又有利于调节有机质的累积和分解
,

也有利于水稻土的发育和肥力提高
。

水稻土的形成与旱地的区别主要在于氧化还原状况不同
。

稻田季节性淹水时
,

耕作层

除根际微域氧化区外
,

全层处于还原状态
,

氧化还原电位一般都在2 50 毫伏以下
,

施有机肥

后
,

甚至降至负值
,

这是各类型水稻土的共同特性 ; 但犁底层以下的氧化还原状况
,

则因地

下水位的高低和水质的不同而异
,

有些为氧化层
,

有些为还原层
,

从而形成不同的土体构

型和水稻土类型
。

贵州水稻土的剖面构型
,

主要有四种 : 第一种剖面构型是具有耕层
,

犁

底层
,

渗溃层和母质层的爽水型水稻土
。

剖面构型为 A一P一w
B
一C 型或 A 一 P一w 一

C 型
,

各层次分化明显
,

犁底层较紧实
,

渗渍层的结构面有锈纹斑和胶膜
,

没有地下水影

响
,

不具潜育层
。

具有这种构型的水稻土
,

有起源于地带性土壤的红泥田
,

黄泥田和胶泥

田 ; 有起源于岩成土壤的大眼泥田
、

紫泥田 ; 也有起源于草甸土的潮泥田和黄沙泥田
。

第

二种是具有耕层
、

犁底层和潜育层或渗渍潜育层的水稻土
。

地下水位高
。

即使在排水条件

较好或旱作期间
,

犁底层下仍有渗渍潜育层出现
,

呈 A一P一w
G
一G 型剖面 ;排水较差或

降雨季节
,

潜育层向上移动
,

而为 A 一 P一 G 或 A 一P一T 。
(泥炭潜育层 )剖面结构

。

草甸

沼泽起源的鸭屎泥田或马粪土田
,

发育在古老风化壳上而地势低平的黑胶泥田属于这种

构型
。

第三种是只有耕层和潜育层或犁底潜育层的土体构型
。

由于地下水位经常接近地

表
,

全剖面是呈还原性泥糊状
,

层次分化不明显或基本上不分化
,

剖面构型为 A 一 G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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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国础 : 贵州土壤的发生特性及分布规律

A一Po 型
,

这是烂泥田
、

冷水田和锈水田剖面的共同特征
。

锈水田系山泉渗漏水浸渍所

成
,

含有亚铁毒质
,

可高达 3 00 一斗00 pPm 以上
。

此外
,

分布在缓坡中下部
,

盆地边缘或低

山坡麓中段的白胶泥田和白鳝泥田
,

由于粘性母质长期经受潜水浸渍或侧渗流水的漂洗
,

铁质大量淋失
,

形成白色漂灰层
,

而呈耕层一犁底层一渗渍层一漂灰层 (A一P一w 一w
。

)

的特殊剖面构型
。

不同构型水稻土之间其性质都具有明显的差异(表 8 )
。 A一P一w B

一C

表 8 不同土体构型水稻土耕层的主耍化学性质
.

T a b le 8 T he m a in e h e m ie a l P r o Pe r t ie s o f p a d d y 50 115 o f d iffe r e n t Pe d o n p a tt o r n

土体构型 A 一P一W
B
一C

A 一P一V V一C

A 一P一W
G
一G

^ 一P一G (A一p 一T 。
)

人一 G A一P一W 一W
e

P ed o n P a t t e r n A 一P G

有机质(% )

O
。

M
。

全 抓(%)

T ot 吐 N

全 确(%)

T ot a l P :
0

,

全 钾 (% )

T o t a l K :
O

C / N

叫

1
.

5一 3
.

0 3
.

0一 8
.

0 弓
.

0一 1 0
.

0 1
.

5一2
.

5

0
.

1一0
.

2 0
.

2一0
.

4 0
.

2 5一0
.

3 5 0
.

0 8一 0
.

1斗

0
.

0 5一 0
.

20 0
.

1一0
.

3 0
.

0 2一0
.

10 0
.

10 一0
.

12

0
.

1 0一 0
.

1 8 1
.

0一1
.

2
.

0一 2
.

5 0
.

8一 1
.

0

7一 1 0

6
.

0一 8
.

0

9一 12

7
.

0 一8
.

5

巧一 18

5
.

0一8
.

0

1 2一 1 5

6
.

0 一 8
.

0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分析室分析

。

和 A 一 P一w 一 c 型水稻土
,

没有滞水或囊水现象
,

犁底层以下通气状况较好
,

土体中

没有或很少有毒物质积聚
,

一般有机质含量中等
,

全氮
,

全磷和全钾含量虽不高
,

但有效性

较高
。

盐基饱和度在 ”务以上
,

呈微酸性至微碱性反应
。

A一P一w一
G 和 A 一 P 一G

或 A一P一Tc 型水稻土
,

有机质
、

代换量
、

全氮
、

全磷含量都较高
,

但 C / N 较大
,

养分的有

效性较差
。 A 一G 或 A ee Po 型低产稻田土

,

受潜育作用影响很大
,

土体处于强烈还原状

态
,

氧化还原电位通常在 1钧 毫伏以下
,

常有还原性物质出现
,

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
,

有机

质分解和养分转化都很慢
,

因此
,

有机质含量虽很高
,

但 C / N 比宽
,

且全氮
、

全钾含量丰

富而磷素缺乏
,

养分比例失调
,

有效性差
。

二
、

土壤分布规律

贵州土壤的分布
,

不仅具有土壤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的普遍规律
,

而且表现出高

原土壤分布的特征12, 31 。

如高原边缘斜坡地段的土壤分布
,

既因水热条件变化而产生
“

省

性
” ,

又由于河流切割
,

地貌变化而引起
“

负地带性
”
或区域性变化等

。

此外
,

长期耕作
、

施

肥和改造山河等人为活动
,

还造成同心圆
、

阶梯式及框式等特殊的土壤分布规律
。

(一 ) 土壤水平分布规律

土壤水平分布可反映生物气候条件下土壤发生的地带性特征
,

其中又可分为纬度和

经度的地带性
。

土壤纬度分布规律主要受热量变化的制约
,

也受高原地貌条件的影响
。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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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高原三面为丘陵盆地
,

仅西面为云南高原
,

高原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
,

从海拔

2 0 0。多米的威宁到黔南边缘
,

海拔高度下降到 9 00 米左右
。

河流强烈下切所形成 的河

谷
,

最低者只有 2 30 米(红水河 )
,

南北高差达 1 0 0 0一 15 0 0米以上
。

因此
,

东南季风带来暖湿

气流沿河谷向高原腹地伸进
,

在河谷地区形成湿热的南亚热带气候特征
,

形成砖红壤化红

壤
,

并以走廊式分布于北盘江
、

红水河的河谷盆地间
。

因此
,

贵州砖红壤化红壤地带
,

主要

分布于黔南高原边缘的河谷盆地地区
。

它在水平分布上可与广西中北部和云南中南部的

砖红壤化红壤地带相连
,

在垂直分布上它是高原边缘山地土壤垂直带的基带
。

垂直带谱

比例尺

L ~
粤公里

水红河||||I,
桑郎|||!|召

长顺l|||||

伟r曰
口临协、‘、、、

、
.

伪长、�

八\\时

像倪
、、

堆曦、、
.

嘎导
、、

滋料000200600800

黔北中山丘睦峡谷 麟中高原丘陵盆地

中 亚 热 带 黄 坡 地 带

黔南高原中

丘陵河谷

甫亚热带砖

峨化红缝地

图 1

F ig
。

1 T h e s e e t io n

贵州高原土坡纬度地带分布断面图
o f 5 0 11 d is t r i bu t i o n i n I a ti tu d e o f G u i z h o u

Pla te a u

比例尺

乞‘兰一级》里

清水江!|||,|天。·I
:
!

/
三鹅!11|!

俄远l!!11一

瓮安l·!l!|心息烽|||||
‘

心

大方.

⋯
份
!.

⋯
l

肠章!||||

龙街l!|l|

麒撇绷姗120Csoo40c

拼西北高原丘陇

( , 级高原面 )
拼西高原丘隆盆地

( I 级高原面 )

拼中高原喀斯特丘睦盆地

( l 级高原面 )
拼东低山丘艘河谷

冷湿北亚热带黄棕壤地带 温砚中亚热带红坡地带 湿热中亚热带红镶地带

图 2 贵州高原土坡经度地带分布断面图

F i小 2 T h e s e e ti o o o f 5 0 11 d is t r ibo
ti o n i n lo n ‘ i tu d e o f G u i z h o u Pla t e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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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海拔 5 0 0 (, 5 0 ) 米以下为砖红壤化红壤
,

5 0 0 (5 5 0 ) 米一夕0 0 米为山地红壤
,

7 0 0一9 0 0

米为山地黄红壤
,

90 。一 14 。。米为山地黄壤
。

山地黄壤恰好又与高原面上的黔中黄壤地带

相接
。

这种分布规律既有水平地带性
,

又有垂直地带性
,

谓之
“

双重性
”
分布规律

,

称
“

复合

式
”
分布规律

。

另外
,

黄壤地带分布范围宽广
,

大致南起高原边缘的山脊线
,

北止省界
。

贵

州高原从南到北可粗分为砖红壤化红壤地带(南亚热带)和黄壤地带(中亚热带)两个土壤

水平纬度地带 (图 1 )
。

贵州土壤的经度分布规律
,

主要受干湿变化的影响
,

这除与冷暖气团作用有密切关

系外
,

更重要的是高原地貌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和水热条件的再分配
。

因此
,

土壤水平分布

的经度规律虽大体与海岸线平行
,

但从东向西
,

地带性土壤分布的宽度和高度则不相同
。

如东部的红壤
、

黄壤地带
,

水平分布的带幅较窄
,

约 1 00 公里左右 ; 中部的黄壤地带带幅较

宽
,

约 35 0 公里
,

地跨两级高原面
。

这是由于高原面地势起伏不大及气候温暖湿润等条件

有利于黄壤形成发育之故
。

黄棕壤地带的带幅更窄
,

仅 1 50 公里左右(图 2 )
。

(== ) 土族垂 ! 分布规律

在土壤水平地带内
,

随着海拔高度上升
,

生物气候的变化
,

形成一系列土壤垂直带谱
。

这些带谱上的土壤类型与地带性土壤类型显然不同
,

而类似于高纬度地区相应土坡
。

贵

州高原边缘山地
,

由于地势起伏大
,

河流切割深
,

海拔高差悬殊
,

地区性生物气候条件多

变
,

因此
,

土壤垂直带谱结构也比较复杂
。

而高原腹部地区
,

由于高原面 比较完整
,

地势起

伏不大
,

土坡垂直带谱结构也就比较简单
。

如黔中高原黄壤地带
,

多在海拔 90 0一 1 4 0 0 米

间
,

土壤垂直带谱简单
,

仅在大娄山和苗岭等个别山体
,

在黄壤基带上才出现黄棕壤和山

地灌丛草甸土
。

此外
,

山地的位置与山体的大小也影响土壤垂直结构
,

致使不同山地具有

不同的土壤垂直带谱
。

如同处于中亚热 带 的 梵 净山 (N 2 7
“

54
‘ ,

E1 0 8 “

21
‘

) 和雷公 山

(N 2 6 0 2 3
‘ , E 1 0 8

“

11
’

)
,

所处经度相近而纬度相差 1 “

左右
,

但土壤垂直分布的海拔高度和

带谱的结构组成却显然不同
。

雷公山海拔 2 1 74 米
,

垂直带谱的结构是 :黄红壤 (6 00 一70 0

米以下 )、黄壤(6 0 0一2 4 0 0米), 山地黄棕壤(z斗0 0一 18 0 0米 ), 山地灌丛草甸土 (18 0 0 米

以上)
。

梵净山海拔 2 5 7 2 米
,

垂直带谱的结构是
:
黄红壤(5 00 一60 。米以下 )一黄壤 (5 00 一

1 3 0 0米)”山地表潜黄壤(1 3 0 0
一 7 0 0米 ), LIJ 地黄棕壤(1 7 0 0一 2 3 0 0米 )、山地灌 丛 草甸

土(2 3 0 0 米以上 )
。

可见
,

梵净山黄红壤和黄壤分布的下限较雷公山低 1 00 米左右
,

而黄壤

的带幅
,

梵净山为 1 1 00 米
,

雷公山仅 70 0 米
,

两者相差 40 0 米左右
。

原因是雷公山的地理

位置偏南
,

受东南季风带来暖湿气团影响较大
,

气温明显增高
,

黄红壤分布的上限也就升

高
。

梵净山的地理位置偏北
,

受东南季风和西伯利亚气团的共同作用
,

气温偏低而雨量丰

富
,

云雾多
,

日照少
,

因此黄红壤的上限有所偏低
,

而黄壤带幅特别宽
,

而有表潜黄壤分

布
。

同一地带内的土壤垂直分布规律
,

也往往由于地貌条件导致地区性水热条件变化
,

引

起东西分异
,

表现 出
“
省性

,
特征

。

因此
,

土壤垂直带谱中
,

同类土壤在不同地段所分布的

高度往往不同
。

如在砖红壤化红壤地带内的土壤垂直带谱中
,

砖红壤化红壤
、

红壤
、

黄红

坟和黄壤的上限
,

西段地区均较东段地区高 3 00 一 4 0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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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城区城分布规律

土壤区域分布是在地带性土壤发生分布的基础上
,

由于地形
、

母质
、

人为活动等区域

条件的改变
,

所引起的不同土壤组合变化
,

属于非地带性土壤分布
,

每个土壤地带内都有

多种多样的区域性土壤分布组合
,

要进行土壤的合理利用和改良
,

必须搞清楚这些变化规

律
。

黔中高原黄壤地带的土壤区域组合
,

大体可归纳为 : 高原丘陵盆地土壤分布组合 ;高

原峰丛槽谷盆地土壤分布组合 ; 高原低中山丘陵宽谷盆地土壤分布组合和高原低山丘陵

河谷盆地土壤分布组合
。

这些区域土壤分布规律一般是 : 丘陵上部
,

峰丛顶部
,

低中山顶

部多为石质山地和黑色石灰土 ;起伏丘陵的坡地有各种类型的水稻土
,

水田
、

旱地插花分

布 ;丘陵顶部有硅质黄壤
,

紫色土等 ;盆地
、

谷地及河漫滩
,

则多分布水稻土
。

黔西北黄棕壤地带的土壤区域分布
,

最常见的为高原丘陵土壤分布组合和山原峡谷

土壤分布组合
。

这些区域土壤分布规律
,

一般是 : 高原丘陵顶部为黄棕壤或石质山地和

薄层黑色石灰土
,

坡地则为土层厚薄不同的棕色石灰土
,

铁质黄棕壤
、

紫色土等旱地和牧

地
,

局部为种植水稻的梯田
。

黔南砖红壤化红壤地带的区域土壤分布
,

有低山丘陵河谷盆地土壤组合和山原岩溶

丘陵盆地土墩组合
。

两种组合的河漫滩
、

一级阶地为潮泥田
,

二级阶地均为红泥田
,

三级

阶地为红泥土 ; 且两侧山地顶部均为石质山地和黑色石灰土
、

红色石灰土 ; 山坡则分布红

壤和砖红壤化红壤
。

但河谷盆地两侧的山地较丘陵盆地两侧的山地高
,

因此
,

前者的土壤

组合中有红黄壤分布
,

而后者则没有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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