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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北坡土壤研究中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 
常庆瑞 尚浩博、 阎 湘 雷 蒜 
， 菇业太孚餮番写；_境科学系，陕西扬凌订龃∞’ 

摘 要 针对大巴山北坡土壤形成、分类和分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野外调查、室内化 

验的基础上，结合生物气候带的垂直变化t综台分析认为：黄棕壤、黄褐土之间差异明显，应该 

在土类以上的级别上区分开来 ；两类土壤分异的主要原因是母质差异t而非水热条件t故可在 

同一地带内出现， 存在 9D0～】G'O0 m的分界线 黄椽壤、黄竭土分布的上界为 】200 m．按 

照系统分类体系，大巴l山北坡土壤垂直带谱为牯磐湿润淋溶土+铁质湿润淋溶土一简育湿润 

辨藩土一暗状+简育玲酿潍藩土 

芫键词 里些韭拉，墨蔓堂煎，苎量整 
中国分类号 s155．24 

_ _ _ _ ● _ _ 一 。 

在陕西省南部地区的大巴山北坡，过去由于资料较少，对该地区土壤类型的射分、形 

成分异原因和分布范围等一直认识不一，存在诸多争议 ]。结果导致农业生产过程中对 

土壤资源的开发莉用不台理，方法措施不对路，引起 壤肥力衰退、环境恶化-并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因此探讨大巴山北坡土壤的分异原因．进行正确的土壤类型划分，既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又有较高的生产实用价值。 

1 关于黄棕壤和黄褐土的分类地位 

土壤学领域的许多著作都将黄棕壤和黄褐土归纳为一个土类t分属不同亚类或土 

属 ⋯。根据最新资料研究得出，这两类土壤在成土条件、成土过程、土壤性质方面均 

存在很大的差异 蜘，表 1～3所示的是作者的部分测定结果 

表I‘黄棕壤和黄褐±主要诊断特性统计(B层) 

注 x为平均值tS为标准差，C 为变异系敷，统计样本数量i0． 

从表 1～3以看出．黄棕壤粘粒含量较低，但粘化层明显，粘化作用强；呈微酸性一酸性 

反应，胶体上吸附的盐基离子被H 、A1”大量交换代替，潜在酸度较高，特别是含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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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活性铝．土壤淋溶强烈；游离铁和铁游离度高．硅铝铁率低 ，土壤风化发育程度高。黄褐 

土粘粒含量高，但粘化层不明显，现代粘化作用较弱；土壤呈中性反应，潜在酸度很低，盐 

基饱和度高．表明淋溶不彻底；游离铁和铁游离度低，硅铝铁率较高，土壤风化程度较低。 

这样的差别不是亚类所能够区分的，至少应该在土类一级予以区分．即黄棕壤和黄褐土应 

并列为两个独立的土类，相互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r 。 

表2 不同成土条件下土壤发生特性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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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黄棕壤和黄褐土的分异原因 

传 统观 点认 为 黄棕 壤 和黄 褐 土产 生 分 异 的原 因是 两 者水 热 条件 不 

同 。 ” ，黄棕壤地区降水较丰富，湿润程度高，淋溶作用加强；而黄褐土所处地 

区降水较少，土壤干燥，淋溶作用较弱，所以形成两类土壤。根据作者的调查分析，在陕西 

省南部这两类土壤所处地区同属于北亚热带湿润气候．水热条件相似，土壤分异的原因主 

要是母质类型的不同 表 2和表 3是不同母质和海拔高度上所形成的土壤的基本发生特 

性，相互之问有显著差异。 

2．1 剖面形态 

发育在第四纪下蜀黄土母质上的土壤(BN一01)土层深厚，质地均一，以红棕色(5YR 

5／6)和橙色(7—5YR 6／6)为主，层次分化相对较弱，A层块状和团粒状结构，稍紧实；B层 

块状、棱块状结梅，很紧实，结构面有较多铁锰胶膜，土体中有小铁锰结核；C层颜色变浅， 

出现石灰结核 发育在基岩风化物母质上的土壤(BN一02，BN一03)层次分化较明显，A层 

质地较粗，粒状结构，B层橙色(7．5YR 5／6)和浊红棕色(5YR 5／4b，块状结构，坚实，结构 

面有较多粘粒和铁锰胶膜；向C层过渡，颜色变淡 

2．2 机械组成与化学性质 

BN一01颗粒构成粘粒>粉粒>砂粒，B—C层粘粒和 B／A层粘粒比都较小，剖面通体 

质地特别粘重，甚至出现粘磐。BN一02号土壤颗粒构成粉粒>粘粒≈砂粒．B—C层粘粒和 

B／A层粘粒比都很大，粒化作用强烈。BN一01土壤有机质含量极低，吸收代换能力强，中 

性反应，盐基呈饱和状态。BN一02号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吸收代换能力中等，呈微酸性 

到酸性反应，盐基不饱和。BN一03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粘粒较少，盐基不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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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粘土矿物与元素组成 

土体元素组成以硅为主，铁铝次之．其它元素很少．其中siO ：BN一03>01>02t 

Al2O3：BN一02>03>01，Fe O3：BN一01>02>03；硅铝率为BN一03>01>o2t硅铁率 BN·03 

>02>01．游离铁BN 02>01>03，活性铁则BIN一03>01>02．粘粒元素组成与土体相似． 

只是硅、钙、锰明显减少．铝、铁、钾、镁显著增加。 

土壤粘土矿物构成为 BN一01伊利石+蒙脱石+蛭石，绿泥石和高岭石极少。BN 02 

为蒙脱石+蛭石+伊利石 ，并有一定量的高岭石。BN一03绿泥石和伊利石为主，蒙脱石较 

少。各剖面均表现出B层与BC层相比伊利石减少．蒙脱石增加的规律。 

2．4 地球化学特征 

供试土壤中AI、Fe表现为富集，其它元素大部分淋溶减少，土壤元素富集顺序是 

BN 01：Fe!O。> AI 2O3> SiO!> K!O>CaO> M gO；BN一02：AI2O3> Fe203> M gO> SiO2> 

CaO> K!O ；BN 03：CaO> Fe2O3> AI 2O3> SiO2一 M gO> KzO． 

由此可得!第四纪下蜀黄土母质粘粒含量高．与Ca 、Mg”等胶结后形成致密紧实 

的土层，甚至有粘磐存在，不利于水分和物质的下渗；同时-母质富含盐基物质，能源源不 

断地提供一、二价离子．pH呈中性 盐基高度饱和．阻滞了脱硅富铝化过程的进行和水解 

酸的产生．粘土矿物以伊利石、蒙脱石为主，形成了黄褐土。基岩风化物母质．疏松多孔，极 

利于水分和物质淋溶下渗．加之所含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物质较少，在湿润条件下．土壤溶 

液呈酸性，胶体上吸附的大量盐基离子被H÷、Aj”变换、替代 遭受强烈淋失，盐基不饱 

和 ，矿物风化进行的较彻底．土壤发育进人了脱硅富铝化阶段t粘土矿物以蒙脱石和蛭石 

为主，形成了黄棕壤。 

3 关于土壤的分布范围 、 
3．1 黄棕壤和黄褐土之间的分布界线 ’ 

传统观点将 900 m作为陕西境内大巴山北坡黄褐土和黄棕壤的分界线“ ]，此 

海拔高度以下为黄褐土t以土是黄棕壤。由上面论述可知．大巴山北坡 1 000 m以下的基 

带范围内．发育在第四纪下蜀黄土母质上的土壤为黄褐土．发育在基岩风化物母质上的土 

壤为黄棕壤口 。所以，笔者认为这两类土壤可以出现在同一高度带，两者之问不存在 

海拔900 m的分界线。只是第四纪下蜀黄土母质主要出现在900 121以下的河爸阶地和低 

丘地区，从而造成该地黄褐土较多，黄棕壤较少f900 1'12以上地区则与此相反，裉少有黄褐 

土分布。 

3．2 黄棕壤的分布上界 

现有土壤资料大多数将大巴山北坡黄棕壤的分布上界定在 1 800～2 000 m J。 

根据土壤特性(表 2，表 3)和环境条件(表 4)的综合分析，大巴山西段(汉中境内)北坡黄 

棕壤的上界在 1 200 m较为合适，最高不能超过1 400 121；大巴山东段(安康境内)北坡黄 

棕壤的上界略高于西段。因为海拔高度1 000 m以下是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常绿阔叶林和 

落叶阔叶混交林植被，地形为低山丘陵和河各平原，土层深厚；土体风化发育程度高，有脱 

硅富铝化过程产生．形威的土壤粘粒含量高，粘土矿物蒙脱石、蛭石含量较多．铁铝富集明 

显，元素的聚积迁移强烈，具备了黄棕壤和黄褐土的基本性质和主导成土过程，如 B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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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 02土壤。此高度以上为温带湿润气候．落叶阔叶和针阔叶混交林植被，地形为牛高 

Jh．坡度陡峭．土层较薄；土体风化发育程度较低，只能处于脱盐基阶段，极少产生脱硅富 

铝化作用．土壤粘粒含量低．粘土矿物以伊利石和绿泥石为主t铁、铝富集不明显，仅胶体 

上吸跗的盐基物质被淋溶，土体元素的聚积迁移微弱．是典型的棕壤剖面形态和理化性 

质．如 BN一03土壤。 ‘ 

另外，何忠俊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大巴山北坡棕壤的分布上界在 2 500～2 600 

m e 。 ]
．此线以上为暗棕壤分布区 作者认为这一高度较为适宜，具体证据有待以后研 

究提供。由于大巴山超过2 500 m的山体很少·所以暗棕壤呈点状分布于各个山顶。 

因此．大巴山北坡按照传统的地理发生分类，土壤垂直带谱结构为：黄褐土+黄棕壤 

(】200 m以下)一棕壤(1 200~2 500 m)一暗棕壤(2 500 m 以上)。 

表4 大巴山北坡垂直带环境特征 

4 土壤系统分类之垂直带谱 

按照最新出版发表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0 ，大巴山北坡发育典型的土 

壤只有粘化层(Bl／A>1．2)，再元其它的土纲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所以都属于淋溶土纲。 

海拔 2 500 m 以下地区是温性～温热土壤温度(50 cm处土温>8 C)和湿润土壤水分状 

况 土壤划归湿润淋溶土亚纲．其中1 200 m以下地区发育在第四纪下蜀黄土母质上的土 

壤，有粘磐层存在时．为粘磐湿润淋溶土．否则与发育在基岩风化物母质上的土壤一样·B 

层细土DCB浸提游离铁Fe O。>20 g／kg，具铁质特性．为铁质湿润淋溶土；1 200～2 500 

m之间的土壤：缺少其它诊断层次．归属简育湿润淋溶土。2 500 m以上地区为冷性土壤 

温度(5O cm处土温<8 C)．土壤划归冷凉淋溶土亚纲，其中多数属于简育冷凉淋溶土，一 

些有暗沃表层的属于暗沃冷凉淋溶土。在一些土壤发育不良的地点出现雏形土和新成土。 

即系统分类的土壤垂直带谱结构为：粘磐湿润淋溶土和铁质湿润淋溶土(1 200 m以下)一 

筒育湿润淋溶土(1 20O～2 500 n1)一暗沃或简育冷凉淋溶土(2 500 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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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Releva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tudy of 

the Soil on the North Slope of Daba Mountain 

Chang Qingrui Shang Haobo Yah Xiang Lei mei 

、 (Department of Res~rces and Enviro~mottat Sdence·Northmester~ 

Agricultural UniverMty，Ywlgti．g·Shaa J~i，7121p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from outdoor investigation and indoor analysis，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vertical variation of bioclimatie belts，the results，aimed at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formation，classification and diswibution of the soils on the north 

slope of Daba Mountains，are obtained as follovcs；the differences between yellow brown 

soil and y,ellow cinnamon soil are significan,t，and they should he divided in groups；the 

main causes of the differi!nces are the variety of the parent materials rather than so．1 
moisture and temperature reglmes，therefore，they may exist in the same zofie，and there 

is no boundary line on the altitude from 900m to 1000 m：the distribution of yellow 

brown soll and yellow cinnamon sol1 is below the altitude of 1200 m in the western sec— 

tion．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Soil Taxonomy System，the soil sequence going Upwards 

from the mountain foot on the north slope of Daba M ountain is Arp—Udic Luvisols0 Fer— 

Udie I。uvi~ols—Hap—Udic LuvisoIs—Mol—Boric Luvisols+ Hap—Boric Luvisols， 

Key W ord north slope of Daba Mountain，altitudinal belt，yellow brown soll，yel— 

IOW Cinnamon s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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