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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搂土分类地位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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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野外考察和室内分析的基础上
,

针对当前续土分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探讨了人为活动对土壤

形成发育的影响 认为续土由于人工熟化培肥过程
,

形成了巨厚的人工覆盖层和粘化层
,

产生二次复钙现象
,

土壤

风化发育处于脱盐基的硅铝化阶段
,

幼年性特征明显
。

最后提出按土作为独立土类的依据与标准
,

即若有人工覆盖

层
,

且厚度超过
,

应作为一种新的土类从原土壤类型中划分出来
,

进行单独分类 否则
,

仍应归属原土类 —
褐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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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陕西省中部的关中盆地
,

是中华民族的发

祥地
,

是古代文明的摇篮
。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
,

人类社会对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和改造

非常深刻
,

特别是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
,

对绿色植物

生长的基地 —土壤的影响极为显著
,

使 自然土壤

的形成环境遭到破坏
,

正常的土壤发育过程中断
,

代

之以人工熟化培肥过程产生
,

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

土壤
。

因此
,

研究关中地区土壤
,

不仅对该地区土壤

资源开发利用有重要生产价值
,

而且对确定人为活

动对土壤形成的作用
,

制定人为土壤分类体系有深

远的理论意义
。

所以
,

国内外土壤学者纷纷在该地区

开展研究工作 一周
。

笔者等在分别研究矮土和褐土

发生特性和分类的基础上 一川
,

将两者的理化性

质
、

土体构型和成土过程进行全面比较
,

确定其主要

分异原因和分异程度
,

为制定正确的楼土分类方案

莫定基础
,

为合理开发利用该地区土地资源提供资

料和依据
。

搂土分类的历史

年朱显漠 先生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

上
,

首次提出
“

楼土 ”的概念
,

指 出“
缕土为八百里秦

川的主要土壤
,

面积广阔
,

肥力极高
,

为陕西省富饶

之区
,

以产麦棉著称 ” 。

之后
, “ 矮土是关中地区的主

要农业土壤
”
这一论断和缕土之名称为大多数学者

所确认
,

并在土体构型
、

理化性质
、

肥力状况
、

分类体

系和分布规律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一 ,

取得

了许多重要结论
,

但是有关矮土的分类地位问题却

一直未能统一
。

争议的焦点是搂土作为独立的土类
,

还是其母土 —褐土土类的亚类 年农业部全

国土壤普查办公室拟订的全国农业土壤 个土类简

要说明中
,

将搂土作为一个土类
,

年又将其作为

亚类 年中国土壤学会在拟订的中国土壤分类

暂行草案中
,

将搂土作为半淋溶土纲下的土类困 此

后
,

年的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分类系统
、

年出

版的《陕西农业土壤户 〕、

和 年出版的《中国

土 壤 〕和 年出版的《土壤研究文集 〕都将搂

土作为独立的土类
。

但是
,

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

土壤分类会议制定的“
中国土壤分类系统

”
又将缕土

作为褐土的亚类
,

陕西土壤普查办公室主编的《陕西

土壤
。〕、

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主编的《中国土壤普

查技术 月和《中国土壤户幻 ,

以及此后的有关土壤

地理学教材都采用这一方案
,

把接土划为褐土的亚

类
。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对该类土壤发

生特性的系统全面研究
,

未能将搂土与其母土 —
褐土的本质差异进行对 比分析

,

明确两者的分异程

度和差异级别
。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本研究选择关中地区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典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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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剖面 个
,

用传统的地理发生分类方法划分
,

其中

缕土 个
,

褐土 个
。

各剖面均按发生层次分层采集土

壤分析样品
,

自然风干
,

研磨过筛后备用
。

分析项目与方法

样品分析根据反映两类土壤发生特性差异的主

要项 目
,

按照常规方法进行 一州
。

结果与分析

机械组成与粘化作用

通过分析表
,

数据可得 搂土与褐土的机械组

成均以粉粒为主
,

含量 占矿质土粒的
,

其

中 层为粉粒 砂粒 粘粒
,

层为粉粒 粘粒

砂粒
,

层与 层相 比
,

粘粒增加
,

砂粒减少

层粘粒比为
,

有较强的粘化作用发生
,

形

成了明显的粘化层
。

统计检验表明
,

搂土与褐土之间

颗粒构成虽未达到显著差异
,

但是已经产生一定程

度的分异 ①粘化层厚度楼土一般为 。 ,

褐土则只有 。 ,

甚至更薄 ② 层粘粒含

量搂土高出褐土 以上
,

砂粒则相反
,

搂土 比

褐 土 少 左 右 ③ 层 粘粒 比续 土 为
· ,

褐土 左右
,

前者较后者有所提高
。

综

上分析说明
,

搂土的粘化作用明显强于褐土
。

表 峨土
、

褐土发生特性统计

土城
与

层次
统计值 砂位 粉拉

·
一

· 一

粘粒 有机质 速效氮 速效磷 速效钾
· 一 · 一 吨

·

掩一 吨
· 一 吨

· 一
·

一 日
·

纯一

咋山︸﹄口弓自,‘,山人,二

⋯
几八

续土

平均值

标准差

。

月了甘八甘,人自,口﹃﹄

⋯
,口月

平均值

粕

一标准差

平均值

土比褐伪

标准差

层次 土体
·

一‘ , 一网
一

平均值

粘粒

夕

续土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土“截拟

标准差

土壤有机质与养分状况

由表
,

可以看出
,

褐土地区由于大部分为 自然

植被生长
,

有机物质来源丰富
,

腐殖化作用强烈
,

土

壤有机质含量较高
,

大部分剖面 层有机质都在

以上
,

并且表聚性明显 楼土则 由于作物收

获后将有机物质携带出土体
,

归还给土壤的较少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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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腐殖质积累较弱
,

有机质含量一般不足
,

两类土壤之间有机质在 层达到显著差异
。

营养元素中速效氮含量差异不大
,

两者基本相

等 速 效 磷 和 速 效 钾 差 异 较 大
,

搂 土 高 出 褐 土
,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搂土每年

都要施人大量土杂粪和化学肥料
,

不断补充作物所

需要的矿质养分 褐土则缺乏人工培肥改 良
,

土壤中

的速效养分被吸收耗蝎
,

不能得到及时补充
,

所以矿

质养分含量逐渐下降
。

粉 粒

表 续土与褐土发生特性 检验

层次
功

砂 粒

。

。

枯 粒

。

。

有机质

二

。

。

层次
阳

土体 粘粒

。

,

二 二

二

,

份 怪

注 表示显著水平
, ,

表示极显著水平
,

一
, 价 长 ,

一

土坡化学性质和淋溶作用 强度 的差异
,

有的剖面 含量很高
,

有 的剖面

由表
,

可知
,

楼土的 值普遍高于褐土
,

前 则很低或者没有
,

并且有 者
,

在剖面 的分布

者呈微碱性一碱性反应
,

后者呈中性一微碱性反应
,

自上而下逐渐升高
,

存在着明显的 聚积层次

表层达到差异显著水平
。

土壤中 含量
,

搂土与 图
。

上述表明
,

缕土的淋溶作用相对较弱
,

不及褐

褐土之间 层呈显著差异
,

层达极显著差异
,

缕 土强烈
。

供试土壤阳离子交换量普遍较高
,

其中

土各剖面均含有游离
,

其在剖面的垂直分布 层 褐土略高于搂土
,

层则相反
,

搂土远远大于褐

为表层较高
,

向下递减
,

层达到最低
,

向下又明显 土
,

两者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由此导致搂土的供

增加
,

有的甚至形成钙积层 层
,

再向下到母质 水供肥与蓄水保肥能力较褐土进一步增强
。

层又有所降低
,

呈现二次复钙现象 褐土则根据淋溶

一

⋯ 覆 颤、

彗
“

⋯ ⋯酬颤 彝 ⋯黝叠
琳 嗯朋爵 厂颧冒 〔姗昌

一

—

一

口 层

曰 层

皿 层

自 层

︹召︶口。

褐土
一

一

褐土
一

一
续土 足乞 搂土

一

一 一

图 剖面分布图

户

土坡矿物质 度均在 以下
,

褐土的铁游离度为
,

铁

水合氧化铁 水合氧化铁是反映土壤风化 活化度则超过
。

统计检验表明
,

搂土与褐土之间

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

从表
,

可 以看出 搂土 层游离铁和活性铁
、

层活性铁的差异都达到

与褐土相 比
,

水合氧化铁的含量和 比例关系存在明 了显著水平
。

显差异
,

整体表现为搂土 褐土
,

其中游离铁搂土 比 土体矿质全量 供试土壤土体部分的化学

褐 土低
,

活性铁褐土高出续土 以 元素组成见表
,

褐土和搂土均 以 为主
,

和

上
,

褐土是缕土的 一 倍 , 搂土的铁游离度和铁活化 次之
, , ,

和 也有一定 比例
,

含量顺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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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铝率和硅铝

铁率很高
,

表现出土壤具有较弱的风化发育程度
。

搂

土与褐土相 比较
,

各元素之间差异不很明显
,

仅搂土

的
,

含量稍高于褐土
,

由表 可知
,

其中表

层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搂土表层 较褐

土低
,

但差异不显著
。

粘粒化学组成 供试土壤粘粒化学组成与

土体相 比
,

虽然仍以硅为主
,

铁铝次之
,

但是各元素

的含量已完全不同
。

从表 可看出 铁
、

铝 明显增加
,

增 幅为
,

硅和钙则大幅度减少
,

其 中

平均减少 左右
,

从

减少到 以下
,

大部分土壤不足
。

不同

土壤之间
, ,

含量差异较大
,

褐土的 高

出楼土 一
,

而 和 则分别较搂土

低 一 和 一
。

由表 可见
,

和

在两类土壤之间达到极显著差异
,

表层

达显著差异
。

经计算分析
,

粘粒的硅铝铁率两类土壤

之间有一定差异
,

褐土为
,

搂土为
。

讨论与结论

缕土与褐土成土过程的差异

以上分析表明
,

在褐土基础上形成的搂土
,

既继

承了褐土的某些性质和成土过程
,

也产生 了新的成

土过程和特征
。

差异主要表现在

搂土增加了人工熟化培肥过程
,

形成 了巨厚

的覆盖层
。

由于人类农业生产活动持续给地表施加

土粪
,

进行翻耕扰动
,

使得原褐土的淋溶层不断加厚

变质
,

形成新的人工覆盖层
,

厚度一般在
,

该过程对土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土壤结构性
、

通

透性
、

紧实度和速效养分的改变上
,

使该类土壤的生

产性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

物质的淋淀作用仍在进行
,

但是淀积层位发

生变化
。

随着搂土覆盖层的形成
、

加厚
,

下部的粘化

层
、

钙积层上界位置也在不断上移
,

厚度加大
。

覆盖

层的下部 原褐土的淋淀层 粘化作用逐渐增强
,

粘

粒含量增多
,

形成新的粘化层
,

使粘化层增厚 同时
,

由于表层施加的土粪中含有大量的
,

导致淋

溶层的 含量升高
,

并继续 向下淋淀
,

使原来

很少有 的粘化层发生次生 淀积现象
,

在结构面
、

孔隙壁上出现大量石灰假菌丝体
、

斑点
,

甚至小结核
,

即产生二次复钙
。

搂土土壤风化发育程度低
,

幼年性特征明显
。

搂土因施加的土粪中含有大量的现代松散沉积物和

黄土等物质
,

不断有新鲜的原生矿物加人土体
,

延缓

了土壤风化发育的进程
,

增加了其幼年性特征
,

因此

土壤发育程度弱于褐土
,

尚处于脱盐基的硅铝化阶

段
,

褐土则 已有一定的富铁化过程发生
。

对搂土分类地位的认识

根据土壤分类的原则和依据
,

笔者认为搂土能

否作为独立的土类
,

取决于有无人类活动形成的覆

盖层存在及其厚度
。

如果经过长期的人类活动
,

虽然

在褐土的上部形成了人工覆盖层
,

但厚度在 。

以下
,

则土壤的各种性质与褐土相比虽有差异
,

然而

从对作物根系活动和营养供应方面
,

尚未发生根本

性变化
,

不足以在土类一级相区分
,

仍应归属原土类

—褐土
,

在亚类以下的级别上区别开来即可
。

如果

覆盖层厚度超过 。 ,

则土壤的剖面结构
、

物质组

成和各种性质
,

乃至成土过程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

特

别是生产性能的改善和土体构型的变化
,

使得这类

土壤与原来的褐土相 比有了本质的差异
,

因此应该

作为一种新的土壤类型
,

在较高的级别上从原来的

土壤类型中划分出来
,

在土类一级单独分类
。

这样的

分类标准也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中
,

有关土垫早耕人为土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划分指

标相一致
,

便于两种分类结果进行参比
,

相互应用有

关资料和科研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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