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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黄棕壤
、

黄褐土分类研究
冯立孝

( 农化系 )

摘 要 对黄棕壤和黄褐土的诊断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
,

结果表明
,

黄棕壤在酸性淋溶条

件下
,

已处于初期富铝化阶段
,

呈酸性反应
,

代换酸
、

水解酸和活性铝含量较高
,

盐基不 饱

和
,

粘粒硅铁铝率和硅铝率较小
,

粘土 矿物以砰石为主
。

黄褐土因受含钙粘黄土母 质 的 影

响
,

阻滞和延缓了富铝化过程
,

呈弱酸至弱碱反应
,

代换酸
、

水解酸与活性铝含量甚微
,
盐

基饱和或基本饱和
,

粘粒硅铁铝率和硅铝率较高
,

粘土 矿物以水云母为主
。

成土过程和诊断

特征的明显 差别
,

表明黄棕壤
、

黄褐土应属两个土类
。

关匆词 黄棕壤
,

黄褐土
,

土壤分类
,

陕西南部地区

黄棕壤
、

黄褐土是陕西省重要的土壤资源之一
,

总面积 3 9 08
.

1万亩
,

约占全 省 土

壤面积的 13
.

。%
,

主要分布在汉中
、

安康地区的中山和低山丘陵区
,

均占本地区土壤面

积的 60 % 以上
。

商洛地区和宝鸡市的太白县
、

凤县也有少量分布
。

黄棕壤
、

黄褐土是陕

西省重要的旱作土壤和森林土壤
,

也是粮油和山林土特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
,

因此黄棕

壤
、

黄褐土分类的研究
,

对于合理开发利用陕西土壤资源
,

发展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

长期以来
,

对陕南黄棕壤
、

黄褐土分类的研究甚少
,

名目繁多
,

几经变更
,

曾有棕

壤
、

淋溶褐土
、

粘盘棕壤
、

黄棕壤
、

残余碳酸盐黄棕壤
、

粘盘黄棕壤和黄褐土等名称
。

在分类地位和分类归属上
,

黄褐土曾作为土类与黄棕壤并列
,

或作为亚类
,

甚至土属归

并于黄棕壤土类
。

例如 1 9 7 9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土壤工作分类曾以黄棕壤
、

黄褐土

两个土类划分 ; 1 9 8 2年的全国土壤分类系统将黄褐土改作亚类
,

并入黄棕壤土类 ; 1 9 8 4年

又将黄棕壤和黄褐土作为土类并列
。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

一是对黄棕壤
、

黄褐土的性

质和分类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 二是黄棕壤

、

黄褐土同处于北亚热带常绿和落叶阔叶林

的气候生物条件下
,

它们在形成过程和性质方面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

这就增加 了 黄 棕

壤
、

黄褐土分类的复杂性
。

1 土样采集与测定结果

通过野外调查和土壤理化性质
、

化学组成等分析
,

对黄棕壤
、

黄褐土的诊断特征
,

主要是活性酸
、

代换酸
、

活性铝
、

水解酸
、

盐基饱和度
、

粘粒的化学组成和 粘土矿物的

类型进行了研究比较
。

资料所列 4 个土壤剖面采 自秦岭南坡和巴山北坡的东
、

西段
。

黄

棕壤海拔高度在 1 0 00 ~ 1 s o om 之间
,

成土母质为基岩风化物
。

黄褐土海拔高度在 90 0m

以下
,

成土母质为粘黄土
。

黄棕壤
、

黄褐土主要诊断性质见表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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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从表 1, 2可以看出
,

黄棕壤和黄褐土的主要诊断性质有着明显的差别
:

( 1) 黄棕壤呈酸性反应
,
p H值在 4

.

8一 5
.

8之间 ;黄褐土为弱酸至弱碱性反应
, p H

值在 6
.

2~ 7
.

5之间
。

这一特点反映出两种土壤的不同淋溶程度和母质特点
,

同时不同酸

度必将对土壤的化学风化过程和成土过程产生强烈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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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南坡几种土壤水解酸含量图

A
。

代换胶含 t ,
B

。

土集活性侣含量 , C
.

土澳水娜胶含段

1
.

黄揭土 , 2
.

黄棕壤 , 3
.

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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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黄棕壤和黄褐土的代换酸
、

活性铝
、

水解酸相差数倍乃至十几倍
,

变动范围各

不相同
。

黄棕壤代换酸为 1
.

5 ~ 5 m e / 10 09 土
,

活性铝为 1 ~ 4 m e / 1 0 09 土
,

水解 酸为

5
.

5~ 1 3m e / 1 0 0 9土 ;
黄褐土代换酸 0

.

0 6~ 0
.

4 m e / 1 0 09 土
,

活性铝 为 0~ l m e / 1 0 0 9

土
,

水解酸为 1
.

5~ 3
.

3 m e / 1 0 09 土
。

为了说明上述特性在各土类和土体层次中的变 化
,

并与棕壤作了比较
,

其结果如前图
。

土壤代换酸
、

活性铝和水解酸含量是土壤富铝化成

土过程的重要标志之一
,

上述性质表明
,

黄棕壤的富铝化过程 比较强
,

黄褐土富铝化过

程相当微弱
。

( 3) 黄棕壤多发育在酸性结晶岩风化物上
,

且酸性淋溶作用较强
,

土壤质地相对较

轻
,

粘粒 ( < 0
.

00 l m m ) 含量一般为 10 % ~ 20 %
,

最高可达 30 % 左右
。

代换量常在 8 ~

15 m e / 1 0 0 9土之间
,

盐基饱和度通常都小于 50 %
,

多在 30 % ~ 50 %之 间
,

呈盐 基 不 饱

和状态
;
黄褐土因受含钙粘黄 土母质 (第四纪红棕色粘土

,

下蜀黄土 ) 的 影 响
,

土 壤

质地粘重
,

粘粒 ( < 0
.

o 01 m m ) 含量一般为 30 % 、 40 %
,

有的粘盘层的粘粒含量可超过

4 5%
,

代换量也相当高
,

约 15 ~ 30 m e / 1 0 0 9土
,

盐基饱和度接近或大 于 80 %
,

高 的可

达 95 % 左右
,

属盐基饱和或基本饱和
。

(4 ) 黄棕壤
、

黄褐土的化学组成和粘土矿物组 成 分 明 显
。

从 表 1 , 2所 列 资 料

看
,

黄棕壤 5 10
:

/ A 1
2
O

3

和 5 10
2

/ R
Z
O

3

的比值A 层分别为 2
.

7 0与 2
.

1 9
,
B层为 2

.

6 6与 2
.

1 4
,

粘土矿物以蛙石为主
,

蒙托
、

高岑次之
,
黄褐土 5 10

2

/ A 1
2
0

,

和 51 0
2

/ R
:
0

3

的比值 A 层分

别为 3
.

2 0~ 3
.

7 0和 2
.

4 6 ~ 2
.

6 6 ,

B层为 3
.

2 3 ` 3
.

7 2与 2
.

5 0 ~ 2
.

8 0 ,

粘土矿物以水云 母 为

主
,

蒙托次之
,

少量高岭
。

显然黄棕壤的51 0
2

/ A 1
2
0

3

和 51 0
2

/ R
Z
O

3

比黄褐土要小得多
,

而且A 1
2
0

3

的富集也较明显
,

粘土矿物前者以蛙石为主
,

后者以水云母为主
。

这些特 征

说明黄棕壤的风化作用和物质的迁移过程比黄褐土强烈
,

黄棕壤已处于初期三富 铝 化 阶

段
,

黄褐土的富铝化过程则相当微弱
。

综上所 述
,

黄棕壤和黄褐土虽然同处于北亚热
,

带但在土壤发生和性质上有着很大的

差别
。

黄棕壤在酸性淋溶条件下
,

土壤的风化和矿物的分解较强
,

已处于初期富铝化阶

段
,

呈酸性反应
,

代换酸
、

活性铝和水解酸含量较高
,

盐基不饱和
,

粘粒硅铁 铝 率 较

小
,

粘土矿物以深度脱钾的蛙石为主
。

黄褐土因受含钙粘黄土质母的影响
,

阻滞和延缓

了富铝化成土过程
,

而粘化过程比较强
,

因而土质粘重
,

土体中部形成粘盘层
,

呈弱酸

至弱碱性
,

代换酸
、

活性铝和水解酸含量甚微
,

盐基饱和或基本饱和
,

粘粒硅铁铝率较

高
,

粘土矿物以水云母为主
。

这些主要诊断特征的差异
,

反映出黄褐土是受母质影响形

成的特殊土类
,

有别于地带性土壤— 黄棕壤
,

因此将黄棕壤和黄褐土作为两个土类是

适当的
。

今 考 文 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堪所主编
.

中国土 壤
,

科学 出版社
,

1 9 6 5

映西省 农业勘察设计院主编
.

陕西农业土 城
,

陕西科技出版社
,

1 9 7 8

周华茂 等
。

对黄棕 坡和黄揭变 分类指标 的讨论
。

土坡通报
,

1 9 8 9
,

( 5 )



第 4期 冯立孝
:

陕南黄棕壤
、

黄褐土分类研究 3 7

R es er a eh 0 nCl a s si f i ea ti o o s nf Y el l o wB r o w n 50 11 ar zd

Y el l
o wCi n no mo n 50 11i n So u th h Sa a nx i

F e n gLi x i ao

( A gr o eh emi s tr 少 De Par t优 e n t,

N o r t h功 e s t e r n A 夕 r i e u l t u r a l U n i v e r s f t夕 )

A b s t r a e t T h e d i g n o s t i e f e a u r e s o f y e l l o w b r o w n 50 11 a n d y e l l o w e i n n o m o n

5 0 11 w e r e s t u d i e d a n d e o m p a r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i n t h e e a s e o f a e i d i e

l e a e h i n g , y e l l o w b r o w n 5 0 11 w a s i n t h e e a r l y s t a g e o f r i e h A l u m i n i u m , a p p e a r -

i n g t o b e a e i d i e r e a e t i o n , w i t h h i g h e o n t e n t s o f s u b s t i t u t i n g a e i d
,

w a t e r s o l u b l e

a e i d a n d a e t i v e a l u m i n i u m a n d u n s a t u r a t e d s a l t b a s e ,
l o w p e r e e n t a g e s o f e l a y

p a r t i e l e s ,
5 1

,
F e a n d A I a s w e l l a s 5 1 a n d A I

.

P e l h a m i t e 15 t h e m a i n e l a y m i n e r -

a l i n Y e l l o w b r o w n s o i l
.

O w i n g t o t h e e f f e e t o f y e l l o w p a r e n t m a t e r i a l s e o n -

t e n e d w i t h e a l e i u m
,

y e l l o w e i n n o m o n 5 0 11 d e l a y s t h e p r o e e s s o f A I e n r i e h m e -

n t , a p p e a r i n g t o b e w e a k a e id a n d w e a k b a s e r e a e t i o n w i t h s m a l l e o n t e n t s o f

s u b s t i t u t i n g a e id
,

w a t e r s o l u b l e a e id a n d a e t i v e a l u m i n i u m , s a t u r a t e d s a l t b
a s e ,

o r g e n e r a l s a t u r a t e d s a l t b a s e ,

h i g h p e r e e n t a g e o f e l a y p a r t i e l e s ,

5 1
,

F e a n d A I
,

a s w e l l a s 5 1 a n d A I
.

D a m o u r i t e 一 s e h i s t 15 t h e m a i n e l a y m i n e r a l s o f y e l l o w e i n -

n o m o n s o i l
.

T h e a p p a r e n t d i f f e r e n e e s b e t w e e n t h e 5 0 11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e e s s a n d

d i g n o s t i e f e a t u r e s i n d i e a t e t h a t y e l l o w b r o w n 5 0 11 a n d y e l l o w e i n n o m o n 5 0 11

b e i o n g t o t w o 5 0 11 g r o u p s .

K e y w o r d s y e l l o w b r o w n 5 0 11
,

y e l l o w e i n n o m o n 5 0 11
, 5 0 11 e l a s s i f i e a t i o n ,

S o u t h S h a a n x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