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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 翼 研究了大巴山北坡不同海拔高度棕色石灰土剖面特征及理化性质 ，并将其作为 

石灰岩土．奘的棕色石灰土亚类从地带性棒壤及黄棕壤中射出。棕色石灰 土彀有明显的层次分 

化，呈较强的石灰反应I牯粒硅铝率及硅铝铁率高于地带性土壤，其数值主要受土 壤发育程度 

的影响’元素淋失顺 序为Fe>SI>AI，明显不同于地带性土壤， 矿物组 成 以 水云母及蛭 石 

为主，腐殖质性质及事物组成其有明显的地带性烙印。 

关■调 石灰岩土，腐殖质，硅铝铁率，土壤矿物，土壤发育，土壤分类 

中置分类母 S155．31 

棕色石灰土是我国热带及亚热带石灰岩区的主要土壤 类型。在陕西省秦巴山地石灰 

岩区皆有分布。以前的资料都将其归入相应的地带性棕壤及黄棕壤内，有饱和棕壤、石 

灰岩棕壤，石灰岩黄棕壤之称。本文将其划归为石灰岩土类棕色石灰土亚类，并对其理 

化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期为秦巴山地土壤的分类及台理利用提供依据。 

l 材料和方法 

土壤样品采自太巴山主峰一 华龙山 (安康地区镇坪县西北部，海拔291 7 m)北坡不 

同海拔高度石灰岩区，采样地基本情况及剖面特征见表 1． 

裘1 供谴±壤的谢面特缸 

柱t 1)刹iⅡ fB3．BC屠有甓锰斑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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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提取采用沉降法J全量分析采用Na CO。熔融法j重量法测硅J比色法测铝、 

铁，钛，腐殖质分组及光学性质测定用文启孝 介绍的方法；游离铁用连 二亚硫酸钠还 

原法j阳离子交换量用 EDTA—NHtcl快速法|其余项目均采用常规法。矿物鉴定是将 

小于2hm粘粒除 去游离铁，分两种处理 ” {①6O℃烘干样作x一衍射分析{②1mol／L 

kcI饱和550~C灼烧l h作 X一衍射分折。 f 

2 结果与讨论 
● 

2．1 庸殪质组成爱性质 

表 2表明，腐殖质组成均 以富里酸为主，H／F值在0．46～1．02之 间，Ao层均在 

O．7以上，且随剖面深度增加而降低。腐殖质总量中与矿质牢固结合的胡敏素约 占 4 0 

～5O％，有相当一部分以游离或与钙结台的形式存在。活性胡敏酸在S0％～56％之间， 

且有随海拔升高而增加的趋势。 

囊2 掠色石裹±庸麓质组成豆性质 

注 ·1． 各自古礅量 占有机 碳 的百 分数J 2． 占胡 t酸 碳柏百分 数· 

随海拔升高，胡敏酸F。值逐渐降低，F．／E 值有增加的趋势，即腐殖质的 芳化 

度逐渐降低，不同大小分子的混杂程度逐渐增加。F．值在0．5～0．7之问，． ／ 在 4．9 
～ 8．3之问。由于剖面Ⅵ发育于华山松及油松植被下，其凋落物富含单宁 及 树 脂 类 物 

质，因而H／F值较剖面Ⅶ高，胡敏酸分子大小比较均一，故 。／ 值较剖面 Ⅷ低， 

其胡敏酸芳化度也低于剖面Ⅶ． 

2．2 ±壤变换性能爰囊粒组成 

裘5 土壤变接性麓豆曩垃组成 

霎 警 嚣 cnp，H。 e g／ 1 0O c c 嚣 盎 特，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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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表明，三剖面 pH值均大于7．0，Ah层由于受腐殖酸的影响，加之一定的 淋溶 

作用，其pH值较其它层次低些。仅Ah层有少量水解酸，(B)，B( 层几 乎 无 水 解 

酸。剖面 V，Ⅵ呈盐基饱和状态。阳离子交换量 较低，变动 于 1 5~25me／100g土 之 

间，且有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的趋势，达主要是粘粒含量的影响所致。粘粒含量随海拔升 

高而明显降低，粉／粘随海拔升高而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风化程度随海拔 

升高而降低的趋势。剖面V，Ⅵ各层次粉／粘及粘粒含量无明显差异，即粘粒无明显的 

移动及层次分化。 

剖面ⅧpK值较V、Ⅵ低些，Ah，[B]层pH在7．1左右，且有少量水解 酸及 代换 

酸存在，盐基饱和度在8O％左右。 [B)、Bc层粘粒含量明显高于 Ah层，表明有一定 的 

屡次分化及粘粒移动。另外，由于剖面Ⅷ处于黄棕壤带，土壤风化较强烈，因而其粘粒 

含量远高于剖面V、Ⅵ． 

t；3 轱粒 ((2 LLm)的化学含■ 

囊4 轱陵 (<2 m)的化单组成曩分子率 (风干基) 一 

音|面号亚 拉(m)发生层 Si0，／Fei0 a Sioi／Ti0i A1lOslTiOI Fe=Os／TiO 2 Al=OslFeiO~蛙辞高度 

表4表明，粘粒SiOt及AJ=o a含量随海拔升高而降低，Fc：o a含量则有相反的变 

化趋势。各剖面 Ah层及 [B)层有 SiO z及 A1：o。累积，Feto。淋失的现象。 

由各项分子率可以看出，SiO。／Fe：0。及 SiO：／R：O 率随海拔增加有降 低 的 趋 

势，这与地带性土壤的规律相反。SiO ／A1z0。率以剖面Ⅵ最高，这可能与其它岩类 坡 

积物的影响有关，剖面Ⅶ最低，与剖面V、Ⅵ相比，剖面Ⅷ已显示弱的富铝化特征。 

TiO。是土壤中较稳定的矿物 。随海拔增加，SiOz／TiO：及A1 0。／Ti0 率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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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Fe O。／TiO。率增加．即SiOz及A1：0 s富集程度降低，Fe2O s富集程度增加。 

由各剖面 Ah层与 Bc层硅、 铝、铁 含 

量计算出硅，铝，铁的富集率 (见表 5)， 

硅、铝有职显富集，铁有明显淋失，铝的富 

集程度远大于硅。由此可见，本区棕色石灰 

土的元素淋失顺序为Fe>Si>A1，与地带性 

黄棕壤有所不同，与广西石灰土的元素淋失 

顾序AI>Fe>Sï  也有差异。 

囊5 牯牲硅、铝、缺的t●率 

注。富集率 =(Ah—BC)／BCx10O 

初具黄棘壤特征的翻面Ⅶ，其 Ah、(B)层与具石灰反应的 Bc层 相 比，A1：O a， 

SiO 明显富集，Fe O 有明显淋失 (见表 4)。AI O 的富集率 略 高 于 SiO：(见 表 

5) 。 

鉴于棕色石灰土特殊的地球化学特征，铁的游离度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土壤的风化程 

度，建议用铝的游离度及水合氧化铝的性质反映土壤的风化程度。 

2．‘ 矿铂坦成 

】0衍射 分 析 (附图)表 明，经灼烧处理后，剖面V1O．O2，4．98，3．26盂峰 无明 

显变化，“ ．87，7．18A峰消失，说明剖面V以水云母为主，含少量蛭石|剖面Ⅵ灼 烧 

附图 剖面V，F． [B]层不同处理x-衍射谱 (<2am粘粒，CuKa~) 

后14．92A峰消失，10．02A峰显著增加，4．99盂峰也有增加，说明剖面Ⅵ以石蛭为主，水 

云母为次。用半定量法计算出矿物含量，剖面V[B)层水云母为58．6 ，石蛭为41．4 ； 

翻面礓(B)层蛭石为7o．7 ，水云母为29．3 ．其矿物组成与典型石灰土一致e el。 

也与地帮性棕壤及黄棕壤的矿物组成⋯ 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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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roperties of Brown Rend zina on the 

North Slope of the Daba Mountains 

He Zhong~un Liu Pengsheng 

(De#or~men!。，Soil Science and Aprlehemis|ry。Northwe~# 

．4grieMtgral University，Yanglin#．ShaanM)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profile features and chemical and physlcl 

properties of brown rendzina in the north slope of the Daba mountains，the 

brown rendzina was classified as a subgroup of calcareous lithosol from the 

zonal yellow brown earth and brown earth in this paper．The brown rendzina 

has no apparent layer development，appearing to have the strong calcaeous reac~ 

tion． The silica-alumina and sitica-sesquioxide percentage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zonal soil。whose value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sol1 develop— 

merit．The leaching order of elements was Fe Si A1，which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zonal 8oil．The illite and vermiculite were dominated 

in tha mineral composition of clay．The humus properties and mineral composition 

of cl奸 have the distinct features of zonality． 

Key words limestone soil，humus，silica-sesquioxide ratio，soil minerat， 

soil devalopment。soil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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