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第 25卷 第 1期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 997年 2月 Aeta Un ．Agr[c．Boreal[-occidentalis 

Vo】．25 No．1 
Feb． 1 997 

汉中盆地土壤分类研究 
、／ 常庆瑞 

冯立孝 雷 梅 阎 湘 
(西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礁西栖睦 712100) 

A 。。
摘 要 应用系统分类体系和数值分类方法对汉中盆地土壤进行研究表明，发育在不同 

母质和海拔高度的土壤，剖面形态、发生特性和成土过程均存在明显差异．应在土类 以上的等 

级上区分开来：其中发育在粘黄土母质上的土壤为淋溶土纲、铁质湿润淋溶土土类，发育在基 

岩风化物母质上的土壤为富铁土纲、粘化湿润富铁土土类f分布在中山区暖温带湿润地区的 

土壤为淋溶土纲、简育湿润淋溶土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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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盆地位于陕西省南部 ，是典型的河谷断陷盆地。汉江自西面东穿越盆地中部，向 

两边嵌次为河漫滩、阶地和低山丘陵．四周为中高山环拖。该地区为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 

渡区，气候特征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温暖湿渭，雨热同期。天然植被为落叶阔叶和常绿 

阔叶混交林或针阔叶混交林，目前大部分地区开垦为农田，是陕西省主要的水稻和亚热带 

作物生产基地。 

长期以来，中外土壤科学家对汉中盆地的土壤进行了一定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许 

多有价值的资料和结论。但是，由于应用传统的地理发生学分类体系，对于该地区两种主 

要土壤黄棕壤、黄褐土的分类地位，隶属关系，分布位置，发生特性和分异原因一直存在着 

争议，未形成统一认识。解放前和建国初期，有关文献资料把盆地土壤均定名为棕壤 ， 

1957年以来 ，先后有淋溶褐土、棕壤、牯磐棕壤、黄棕壤、粘磐黄棕壤和黄褐土等名称 。 

在分类归属上，曾认为黄棕壤、黄褐土属于同一土类——黄棕壤，黄褐土为其亚类，也有人 

提出黄褐土应作为黄棕壤的土属，多数观点则认为黄褐土与黄棕壤应该划分成两个独立 

的土类 ，即海拔 900 i"i1以下为黄褐土，900~2 000 m为黄棕壤。分异原因有人认为是 

气候差异引起淋溶强度不同所致，有人则认为是母质不同造成的。 

为此，本文应用诊断分类体系和数量分类方法，对汉中盆地土壤进行分类研究，探讨 

解决该地区土壤类型间的从属关系、分布规律等理论问题，为区域土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和培肥改良提供资料和依据。 

I 材料与方法 

1_I 土样的选择与采集 

供试土壤选择汉中盆地海拔 700 rit以下，相同生物气候带发育在第四纪下蜀黄土母 

质(简称粘黄土母质)、花岗岩残积坡积母质(简称花岗岩母质)和砂岩残积坡积母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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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母质)上的4个典型土壤剖面。同时，为了比较不同海拔上土壤的差异程度，选择巴山 

北坡 I 400 m中山区，发育在砂岩残积坡积母质(简称中山区)上的土壤剖面 1个。各剖面 

均按发生学特性划分层次，分层采集土壤拌品。有关土壤剖面位置、环境条件和层次划分 

见表 1． 
．  

表 l 供试土壤环境条件和层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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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测定项目与分析方法 

机械组成、交换性能、土壤酸度、有机质和养分、氧化铁形态等项 目按常规分析方法进 

行。土体元素组成和粘粒元素组成用等离了体发射光谱和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元素有： 

si、AI、Fe、Ti、K、Na、Ca、Mg、P、Mn等。粘土矿物鉴定：在x射线衍射仪上，按石油部颁标 

准SY5163—87方法，用定向片(N)、7--,--醇饱和(EG)、KCI饱和 550℃加热 3种处理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I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诊断层是鉴别土壤类别，在性质上有一系列定量规定的土层，诊断特性则是用于分类 

的具有定量规定的土壤性质。分析土壤剖面特性井由测定结果(表 2)可知，供试土壤的诊 

断层和诊断特性如下： 

2．L 1 土壤温度和湿度 HY·01~04号土壤位于北亚热带 ，距地表 50 cm深处的土壤 

温度年均 16℃左右，属热性土壤温度状况。HY一05号土壤位于中山区，距地表 50 cm深处 

的土壤温度年均 11~13"C．属温性土壤温度状况。 

HY一01~04号土壤所处地区降水量较丰富，干燥度 0．8～l_0IHY．05号土壤所在地 

是巴山北坡最大降水量带，干燥度 0．8以下，均为湿润类型。水分控制层段全年干燥天数 

小于 80 d，达到湿润土壤水分状况，其中HY一03和 HY一05号土壤偏向于常湿润。 

2．1．2 诊断表层及其特性 HY一01～O2号土壤表层有机质<10 g·kg_。，团块状结构， 

颜色棕色(7．5 YR 4／4)，BS≥71．25 ，pH 6．4～7．21，属中性盐基饱和淡薄表层。HY 03 

～O4号土壤表 层有 机质>10 g·kg ，但厚度小于 25 cm，呈亮棕色(7．5 YR 5／6)， 

5O >BS>35 ，pH5．5O～5．87，为徽酸性盐基不饱和淡薄表层。HY一05号土壤表层有 

机质>21 g·kg ，表聚性明显，灰棕色(7．5 YR 5／2)，pH5．43～6．00，BS<50 ，属暗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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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 

2．1_3 诊断表下层及其特性 HY一01~02号土壤 B层亮红棕色(5 YR 5／6)和橙色(7．5 

YR 6／6)，棱柱状结构，粘 粒含量高，Bt／A(c)层粘粒比 1．20左右，pH呈中性，CEC 

28．66~24．35 cmol g·kg ，Bs≥67．75 ．细土游离 铁超过 20 g·kg ，铁游离度 

31．4O ～36．93 ；全量Fe：O 丰富，Al zO 较低。牯土矿物构成伊利石+蒙脱石+蛭石， 

粘粒硅铝率 2．82～2．95，是具有铁质特性的中性盐基饱和牯化 B层。 

HY一03~04号土壤 B层呈橙色(7．5 YR 6／'6)和浊红棕色(5 YR 5／4)；中一大块状结 

构，粘粒含量中等，Bt／A(c)层牯粒比>1．30，pH5．01～5．61，CEC 18．90~24．0 cmo[g 

· kg-。，BS 38．25 ～48．16 ．细土游离铁>27 g·kg ，铁游离度≥50 ，铁活化度≤ 

23 ；AI O 较丰富，Fe：o；偏步，牯土矿物构成蒙脱石+蛭石 伊利石，牯粒硅铝率 2．55 

～ 2．63，为富盐基低活性富铁层和酸性粘化 B层。 

HY一05号土壤 B层浊橙色(7．5 YR 6／4)，团块状结构 ，粘粒含量低，Bt／A(c)层粘粒 

比≥1．28，pH6．30，CEC l8．38～l 9．87 cmo|g·kg ，BS 35．43 ～36．94 ．细土游离 

铁<20 g·kg ，铁游离度 31．74 ～36．34 ，铁活化度≥57 ；A1 O l 54．2～156．6 g· 

kg-。，Fe：O 55．O2～56．1 4 g·kg一．牯土矿物构成绿泥石+伊利石+蒙脱石+蛭石，牯粒 

硅铝率3．03，是具有微酸性不饱和特征的粘化B层。 

表 2 供试土壤发生与{参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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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壤系统分类 

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的原则、依据、体系和检索方法，根据供试土壤的诊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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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诊断特性 ，土壤类型划分如下： 

HY一01、02、05号土壤 ，有上界在矿质土表至 125 cm范围内的粘化层，湿润土壤水分 

状况，属于淋溶土土纲、湿润淋溶土亚纲 其中HY一01、02号土壤B层均有铁质特征，确定 

为铁质湿润淋溶土土类、普通铁质湿润淋溶土亚类(L4、5、5)；HY一05号土壤无其它诊断 

层和诊断特性 ，确定为简育湿润淋溶土土类、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亚类(L4、6、5) 

HY一03、04号土壤有上界在矿质土表至 125 cm范国内的低活性富铁层和粘化层，湿 

润土壤水分状况，属于富铁土土纲，湿润富铁土亚纲，粘化湿润富铁土土类。其中HY一03 

号土壤偏向常湿润的土壤水分状况，A层颜色 10YR，确定为黄色粘化湿润富铁土亚类 

(K3、4、3)；HY．04全剖面 Bs≥38 ，确定为盐基粘化湿润富铁土亚类(K3、4、6)。 

2．3 数值分类 

选择能够反映土壤发生特性和本质属性的项 目指标(表 2)为分类依据，用主成份和 

聚类分析方法对供试土壤进一步论述。 

2．3．1 主成份分析 为了减少数据量，消除各项 

目之间的相互影响，用主成份分析法对分类项 目 

指标进行处理。计算得到前 3个主成份的方差累 

计贡献率达 96．4 ，原项目的决定系数大部分在 

0．93以上，用这 3个主成份完全可以代替原项目 

作为供试土壤的综合属性指标，进行类型划分。各 

剖面主成份值如表 3所示。 

2．3．2 聚类分析 分别选择表 2和 

表 3数据，以欧氏距离作为相似性指 

标，用系统聚类法进行类群聚合，形成 

过程如附图。根据距离的变异程度和 

类群合并规律 ，结合土壤的剖面形态、 

发生特性和分类标准，供试土壤用各 

种数据都 可分 为 3个基 本类型 (土 

类)：HY一01、02为一类，HY一03、04为 

一 类，HY-05为一类。由土壤性质和相 

互间的距离远近可得 ：上述土类内相 

表 3 各剖面主成份值 

O1 02 o5 03 04 

3十主成分聚类圈 

01 02 05 03 04 

25 指 标鼙粪图 

附图 聚类分析诺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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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极大，差异性很小，类别之间相似性较小，差异性极大}向下细分，HY一03和 04各自 

分裂成一类(亚类)，向上归纳 HY一01、02和 05并成一类(亚纲)，与系统分类的结果完全 

相似。 

3 结 论 

根据供试土壤分布的环境条件、剖面形态、发生特性和上述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 

1)成土母质和海拔高度对土壤的形成、发育和性质均有显著影响，表现为相同地带、 

不同母质上发育的土壤之间差异极大；而粘黄土母质与中山iX+壤之间差异较小。 

2)系统分类体系和数值分类方法能将供试土壤客观、准确地进行类型划分，解决了用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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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发生分类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土壤之间的性质差异和形成发育 

特点。特别是数值分类避免了人为的主观臆断，能判断类型间的亲远关系，对进一步的归 

并和续分提供了可能和依据。 

3)汉中盆地低山丘陵和河谷阶地区自然形成的土壤应在土类或土类以上的级别上区 

分：按照系统分类，发育在粘黄土母质上的土壤为淋溶土纲的铁质湿润淋溶土，发育在基 

岩母质上的土壤为富铁土纲的牯化湿润富铁土；用地理发生分类依次为淋溶土纲的黄褐 

土和黄棕壤。中山区暖温带土壤按系统分类为淋溶土纲的简育湿润淋溶土，地理发生分类 

为棕壤。 

4)陕西省南部北亚热带地区以 900 m作为黄棕壤、黄褐土分布界线的观点值得商 

榷，根据设想的湿润差异区分二者的方法也不符台土壤的实际特性。该地区成土母质对土 

壤形成和性质的影响，是产生土壤分异的主要原园，应作为分类、分布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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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Classifaction in Hanzhong Basin 

Cbang Qlagrui Feaglixiao Le|Me| Yaa Xlang 

(Department Natur~ ⋯  s and Esvironme~t Pr n 。Northwestern 

Agric~tural University，Yangtisg·Shaa．~ 7121001 

Abstract By means of taxonomy and numerlcal classification．the soils in Hanzhong 

Basin were studies．The results obtained are summerized as foIlows：The so~ls developed 

in the different parent materials and altitude of Hanzhong Basin are s[gnifacantly differ— 

ent in profile forms，pedogenic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ing processes．The soils should be 

divited in groups．of which the soil developed in the parent materials of argic—loess is 

classified to be Fer—Ud[c Luvisols；the soil developed in the parent materials of weather— 

ing products of basement rock to be Arg—Udic Ferrisols tand the soil developed in the hu— 

mid and warm region at mountain waist area to be Hap—Udie Luvisols． 

Key words Hanzhong Basin，Parent material of soil forming，taxonomy，numerical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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