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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主要分布在西藏“一江两河”弼谷地区，其面积曲 13．8万 hm ， 

占西藏耕种土壤面积的 3O．35 。该地区近年来农业发展迅速．现已成为西藏 自治区的 

主要商品粮基地。因此，对西藏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发生特性的研究，不但对土壤科学领 

域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 

关于该地区土壤发生特性的研究鲜见报道，本文对西藏耕种山地蔼丛草原土进行了初步 

研究，结果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士样 

据西藏自治区土壤资源调查结果 ，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 

游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的河谷地区，自然地理分布是东径 87 28 ～92。28 和北纬 28 

30 ～30 之间，垂直分布在 3500~4200 m 范围。该地区气候属湿带半干旱类型，年平均气 

温 3～8-c，最热月平 均气温 9～17-c，最冷月平均气温 O．5～7．5-c，≥O℃积 温 1~50~ 

2956-c，≥lO℃积温 l18O～228O℃，无霜期 85～154 d，年均降水量 250~350 miTi． 

从海拔高度、自然地理分布等因索出发，本研究采集了 3个完整的土壤剖面(如表 

Ⅱ)，TN．01号土壤剖面采 自西藏江孜县城关镇 ，海拨 4040 m,TN一02号土壤剖面采 自日 

喀则县充堆乡，海拔 3900m；TN一03号土壤剖面采自曲水聂当乡．海拔 3550m．供试土壤 

剖面的形态特征见表 1．对西藏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而 言，这 3个土壤剖面层次明显、发 

育成熟、典型，可作为西藏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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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一江阿河”农业区域综台开发项 目的部分内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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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对 3个剖面按耕作层、犁底层、心土层及底土层 4个层次采集土样进行分析测定，分 

析测定的项目为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全氮、土壤 pH、CaCOa含量、机械组成、土体化学 

组成(SiO 、Al：O。、Fe：O 、CaO、MgO、K：O)，粘粒分子比率及粘土矿物组成 ，除粘土矿物 

组成为西安矿院测定外，其余项 目均为作者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有机质与碳氮比 

由表 2可见，与太多数土壤相比，3个剖面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都较高，而且均具有明 

显的表层积累现象。TN．Ol号剖面平均有机质含量 18．1 g·kg一，TN-02号剖面为 14．3 

g·kg一，TN一03号为 1O．2 g·kg～．说明随着海拔的降低，土壤有机质含量逐渐减少．这 

是 由于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降低，有机质的矿化速率降低而腐殖化速率增加所致 。供试 

土壤剖面 C／N 比值均较低。不同剖面之间及同一剖面的不同层次问散有差异，这表明供 

试土壤的腐殖化作用均较强；据有关资料“ 报道，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表层腐殖质以富里 

酸为主，胡敏酸与富里酸的比值 H／F一0．59．综上所述，由于供试土壤每年接纳凋落的枝 

叶和死去的根系，经过暖季的腐殖化作用，逐渐积累于土壤表层，形成了暗色的土壤表层， 

所以腐殖质积累是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的基本形成特征之一。 

表 2 有机质与碳氮比的变化 

2．2 土壤 CaCO 含量和 pH 

由表 3可知，供试土壤 pH变化于 7．9～8．4之间，土壤呈碱性反应。不同剖面及同一 

剖面不同层次问土壤 pH变化甚徽；TN．01、TN—O2号土壤剖面 CaCOa含量较高 ，TN一03 

号剖面含量较低 ，这主要是由于 TN．0l、TN一02号土壤由于受古土壤的影响，成土母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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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洪积与冲积物的混台体 ，其含钙量较高 ，而 TN一03土壤剖面成土母质是含钙量较 

低的花岗闪长岩和千枚岩等 风化物组 成。尽管 3个 土壤剖 面不同层次 CaCO 含量在 

10．4～94．5 g·kg 之 间不等，但就每个土壤剖面而言 ，30~60 cm处 CaCO 含量均有所 

增加，表明 CaCO 在 30～60 cm层有聚积 。从表 l可以知道，CaCO。聚积的形态有菌丝 

体、粉末状或斑块状。caco 在 30~60 cm聚积的原因，是该地区具有一定的降雨量 (年 

均 250~350 ram)，又高度集中于生物化学过程比较强盛的暖季(7～9月)0]，使土壤风化 

释放出的钙(镁)有一定强度的淋溶，而呈碳酸盐聚积在土体中下部。所以钙积过程也是耕 

种山地灌丛草原土的基本形成特征之一。 

表 3 土壤 CaCOa含量和 pH 值的变化 

2 3 机械组成 

由表 4可见，3个供试土壤颗粒主要由砂粒、粉粒较粗的颗粒组成 ，砂粒含量多在 400 

g·kg 以上，粘粒含量则多在 150 g·kgI1以下；TN一01号土壤耕层、心土层、底土层和 

TN一02号土壤耕层质地类型为粉砂壤土，粉粒含量在 460 g·kgI1以上。据报道 ]，这种质 

地类型的土壤 ，其土壤结构为非水稳性团粒组成，遇水易分散 ，湿时泥泞，干时产生板结现 

象。TN一03号土壤耕层、心土层质地类型为砂土，砂粒含量在 820 g·kg 以上，这种土壤 

保水、保肥性较差。 

表 4 供试土壤机械组成 g·l‘g 

★ ba一 (Ca0+ Mg0+ K?O)mo[／AI20l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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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测定结果表明，供 试土壤土体化学组成的主要特点是 CaO的层间变化较大。 

MgO、K：O的层间变化较小；SiO：含量在 697．4~739．8 g·kgI1之间。说明供试土壤土体 

的风化程度较低；综合反映矿质盐基风化淋溶的 ba值的层间变化不大 。表明土体化学元 

素迁移不甚活跃 心土层 R O。稍有增加，表明该层牯粒含量也稍有增高 ，这一结论与表 4 

测定结果一致。所以可以得出供试土壤产生弱度粘化作用。 

由表 6可知 。供试土壤牯粒部分的硅铝铁率 siO ／R。O 均在 2．0～2．5之间，且上下 

基本一致。表明土体中铁、铝基本无移动 ，土壤的风化程度较低。从供试土壤测得的 x射 

线衍射图谱得知，供试土壤的粘土矿化以水云母为主，伴有绿泥石、蒙脱石和少量的高岭 

石；一般认为剖面中出现湿热风化才能生成的高岭石。其原因可以认为是古土壤残留所 

致 。 

表 6 土壤轱粒分子比牢 

3 结 论 

3．1 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的风化特点 

西藏高原的太阳辐射强，年均温低，日较差大，年较差小，土壤冻融交替以及紫外线强 

等气候特点 。有利于土壤的物理风化 ，却限制了生物化学过程的发展。从供试土壤的机械 

组成 、土体化学组成及粘粒分子 比率等测定结果可知，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矿物质分解 

弱、风化程度较低，化学元素迁移不甚活跃，土壤质地轻 ，粗骨性强。 

3．2 耕种山地灌丛草原土的发生特性 

耕种 山地灌丛草原土分布区气候属温带半干旱类型，该区植物根系发达 ，每年蓄积根 

系量较大 。且大部分分布于表土层内“ ，每年凋落的枝叶和死击的根系经过暖季的腐殖化 

作用，逐渐积 累于土壤 表 层，3个供试 土壤 耕层 有机 质 含量 分别 为 23．4，18．9，14．7 

g·kg ，明显高于其他层次 }供试土壤 CaCO。含量、机械组成及土体化学组成等测定结 

果表明，供试土壤成土过程有cacO。的聚积作用和弱度粘化作用。所以，耕种山地灌丛草 

原土的基本形成过程是腐殖质积累过程和 CaCO。的聚积过程 。同时伴有弱度的牯化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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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cold climate conditions in cultivated shrub land soil regions in 

Tibet restrict the bioehemstry changes greatly，making the soi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ek mineral decomposition，low degree weathering，slow move of the chemical ele— 

ments and light soll texture．Accom pahied with week clayization，'the basic forming pro— 

cess of the mountainous region soiI is one of humus accumulation and calc—accumulation． 

Key words genesis characteristics，the cultivated shrub—land soil in mountainous 

regions，classification of genesis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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