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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西南林区命衫林下的成土过程简题

与张万儒同志商榷

熊 叶 奇
�中国科李院林业土盛研究助

张万儒同志在
《

育藏高原东南部边糠地区的

森林士壤 �� �与
《

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森林土壤及其

垂直分布的规律
》� � 两篇文章 中

,

把 �
�

�
�

佐恩

��� , �提出的拟棕色灰化土�� 改为亚热带高山森

林潜育土 �下分亚热带高山晤棕色森林潜育土
、

亚

热带高山森林泥炭潜育土
、

亚热带高山草甸森林

泥炭潜育土等三个亚类�是值得商榷的
。

张万儒同志献为亚热带高山森林泥炭潜育土

�以下商称森林泥炭潜育土�的灰白色层次的形成

是由于潜育作用
,
而不是灰化作用

。 “因为冷杉林

下的土集由于周期性过湿
,

使铁还原成亚铁而遭

到淋失
,

但铝在剖面中
,

不管是活性招
、

土体中的

全量招以及粘粒中的全� 铭都相对地较稳定 ,’� 他

又锐 �“冷衫林下土族中
,

特别是强度酒育的土壤

中
,

其灰白色潜育层下面有一层暗揭色含有机质

特多的层欢
,
⋯⋯

。

但从我们的爵多材料的粽合

分析中可以看出
,

冷杉林下季节性过度湿润而产

生的嫌气条件
,
导致了大量亚铁的形成 �同时

,

亚

铁积极地与水溶性有机盾相作用
,

产生了可溶性

的稚定的铁有机籍合物
,

能够使其向下移动
,

这样

就在灰白色的潜育层下面形成了明显的矫褐色的

腐殖盾铁淀积层
,

⋯⋯
。

可晃张万需同志在这方

面的看法是和 �
�

�
�

佐恩相同的
,

不过他忽略了

土壤是全部成土因紊粽合作用的产物
,
而过分强

稠水的潜育作用
。

我现在分成四个阴题轶胶自己的看法
。

�
�

水在潜育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 �
�

��

佐恩在
《

格兽吉亚与中国杠色风化壳上土壤发育

的一些简题砂 一文中指出 � “土表因受暂时的季

节性水分过剩的影响
,

亦可能具有灰化近似的外

魏特征
。

这种土表脱色的现象
,

亦属于
‘

假灰化过

程
, ”。 抉照 �

�

�
�

佐恩的这个提法
,

土缝可被过

剩的水分所漂白
,

也就是土族中的水化三氧化二

铁
,

或者粘粒精晶格上的铁
,

都可因还原过程遭到

淋失
。

我们曹在东北林区及其边椽一带
,

丛苔或丛

棒沼泽中
,

看到泥炭层以下有一层灰白色的矿质

层 �在内蒙古东部真草原湖泊边沿的苏打盐土
,

自

盐层以下一直到地下水都是单一的淡青色
。

这二

者水分都是过剩的
,

可是土圾发育差�� 很大
。

大家都知道
,

铁在 � � 值 �一� 时溶解
,

低铁

比高铁更易溶解 �招的情况和铁不同
,

在 �� 值等

于 呼一� 或 �一�� 时溶解
。

在沼泽土中伴随潘育

过程和泥炭的果积
,

还有一系列氧化不足的化合

物
,

如沼气
、

硫化鱼
、

磷氢化合物和氨等产生
,

它们

一当通气改善时
,
郎可棘化成游离的亚硫酸

、

硫酸

和稍酸等��
。

沼泽土中所形成的各种无机酸
,

除

导致铁
、

铝 �特别是铁�的淋失外�发生在地下水位

有高低变化的情况下�
,

还必然引起粘粒的 破 坏

�东北地区白浆土的分析资料可作为征明
,

白浆土

主耍是自然疏千的沼泽土�
,

以至形成灰白色的矿

盾层次‘、

至于真草原湖泊边沿的苏打盐土
,

潜育过程

的发展
,

充其� 只能导致铁的还原
,

因此表现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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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含盐
,

所以

一般没有这一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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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自然只有单一的淡青色
。

张万儒同志按照 �
�

�
�

佐恩的观点
,

单林从

水的作用 �当然他也考虑到嫌气性袖菌的活动 �来
�

朋明 “假灰化过程 ” ,

事实上是缺少理输根据的
。

�
�

森林泥炭潜育土是否是单因子作用 的产

物� 张万儒同志所称的森林泥炭酒育土
,

在我国

云南的推西
、

兰坪
、

中甸
,

四川的米亚罗
、

属尔康
、

波密
,

西藏的吉隆宗
、

亚东
、

错那和隆子宗等地都

有分布
,

东西娜延几达 � , � ��一�
, ��� 公里

。
自口使

是这一土续的分布地点如此分散
,

但无输是分布

规律
、

成士条件以及形态特征和发生学特性
,

墓本

上都是一致的
。

铸如
,

从分布上靛
,

在垂直系列中

占有固定的位登
,
郎往上超过森林郁阴翻为亚高

山草甸土
,

而往下进入针阴混交林为山地棕色森

林土�从气候条件来视
,

特点是阴冷和潮湿�从植被

条件来靛
,
虽然冷杉林下的士攘不一定具备灰白

色层次
,

但这一土缝只在冷杉林下发育 �从地形条

件来靛
,

基本上都是崇山峻岭 � 从地盾条件来靛
,

母厦主耍是花尚岩和片麻岩风化体的 残 积
一

坡积

物 �从土竣形态特征来锐
,

都具有由苔辞和森林凋

落物构成的�� 层
,

往下依次出现灰白色的 勺层
,

暗褐色的 � 层
,

棕色
、

黄棕色或杠棕色的 � 层 � 从

发生学特性靛
,

腐殖厦的祖成以富里酸为主
,

呈稳

定的酸性
,

盐墓高度不鲍和
,

矿物祖成的再分配显

著
。

这一切都视明它不是单碗由水分因素造成

的
,

不是单碗的潜育作用
。

不可否敲
,
张万儒同志也曹就土坡性厦及其

规律性作了粽合研究
,

但却忽略了上述事实
。

例

如他敲为 �富里酸只不过在亚铁积极与它作用下
,

产生了稳定的铁有机籍合物而已
。

这样
,
当然无

从得出比较正确的精渝
。

�
�

森林泥炭潜育土和“假灰化沼泽土”是否一

回事� 张万儒同志所称的森林泥炭沼泽土上
,

典

型的活地被物由多种苔辞如锦林辞
、

提灯辞
、

栩

辞
、

加辞等
,

以及少数蔷薇科的悬钩子构成
,

其中

主要是中生植物
。

然而“假灰化沼泽土
”

的植被全

由湿生植物构成
。

如果税森林泥炭潜育土应归入

高位沼泽中
,

可是在大兴安岭所晃的高位沼泽却

只生长水辞
。

“假灰化沼泽土”分布在局部低洼地段
。

但是

所称的森林泥炭潜育土却主耍分布在陡坡 �坡度

一般在 �� 一�� 度�
,

值得奇怪的是低平地段反而

很难晃到
。

“假灰化沼泽上
”

在泥炭层与灰白色矿厦层之

简
,

有一层含硫酸铁的黑色过渡层
,

而且在灰白色

矿盾层以下呈现鲜艳的储色
。

此外
,

在挖剖面时
,

“假灰化沼泽土
”

往往发出类似坏鸡 蛋的奥气

�� �� �
。

至于森林泥炭潜育土
,

除剖面构造不同外
,

在挖剖面的时候也阴不到任何特殊气味
。

在所称的森林泥炭潜育士上
,

凋落物的弹性

可以保征空气流通 �可自凋落物下部繁生的菌林

体得到印证�
,
而凋落物的累积

,

主耍由于低沮抑

制微生物活动所致
。 “假灰化沼泽土” 的果积泥

炭
,

是在过湿而通气不良的情况下发生的
,

与前者

不同
。

“假灰化沼泽土”的某些发生学特性
,
虽然和

所称的森林泥炭潜育土很接近
,

但作为标志性的

硫酸铁和亚教化铁
,

从外观上看在所称的森林泥

炭潜育土中并不存在
。

根据以上差别
,

把
‘

假灰化沼译土
”

和所称的

森林泥炭潜育土混同起来是不妥当的
。

也静张万儒同志耍靛
,

森林泥炭潜育土并不

是一般的沼泽土
,
而是特殊的假灰化土

。

但事突

上
,

尽管“假灰化”在苏联土攘学界曹哄动一时
,

但

值到今天出现在著作上的报导
,

只有棕色森林土

新分出了一个亚类一一假灰化棕色森林卫
�。 其

实
,

这种情况在我国长白山棕色森林士内同样军

星存在
。

按照长白山的实际情况
,
出现在棕色森林土

中的灰白色层次
,

有些是和沼译的遣迹相联系的
。

照目前情况看来
,

低平地段蚤本由沼译占据
,

在新

构造运动及河床下切的影响下
,

引起了沼泽的自

然疏干
。

如果把潜育过程献为是所称的亚热带高山森

林潜育土的主导成土过程
,

将无法解释亚热带高

山暗棕色森林潜育土和亚热带高山森林泥炭潜育

土之简差别的产生�

�
�

所称的亚热带高山森林潜育土应献归人哪

一土类� 张万儒同志所称的亚热带高山森林潜育

土
,

在个人看来应熟是山地灰化土�� ,

只不过包括

山地棕色灰化土和山地淀积腐殖厦灰化土而已
。

�
�

�
�

佐恩根据苏联欧洲部分灰化士的 情况

� � �
�

��
�

� � �� � �  ! 习 ,

�
�

� � � 】通

�� �
�

盯 � � � � , � �及� � � 兄 �

�
�

�几 �”� �  � 只 《� �
·

���
� � �巾”只 � � 味� 》 ��

�

�� 指的是由 �
�

�
�

威廉斯最先两明
,

并艇 �
�

�
�

稚

尔科夫
、

�
�

�
�

波斋璐烈娃
、
�

�

�
�

丘林等人修

正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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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钊断
,

所以当他在我国西南林区冷衫林中晃到

树状杜鹃
、

小竹
,
发现有的灰化层微现杠色时

,

事

突上早在野外就否定了灰化土
。

通过国际简的查料交流和相宜爵简
,
已挺确

定
,
由于地区性的生物

一

气候特点
,

分布在不同地

区的相同发生土类之简可以有很大差异
。
因而分

布在我国西南崇山峻岭地区的山地灰化土
,

就可

能与苏联欧洲部分的有所差别
。

例如树状杜鹃及

个别灰化层的出现杠色
,

就是生物
一

气候和地盾历

史的特殊多现
,

腐殖盾在淀积层的聚积�与地形条

件有关��� 是土攘本身的特点
。

关于山地淀积腐殖厦灰化土与山地棕色灰化

士的差别以及产生的原因
,

我有如下的看法
�

��� 分布上的差别
。

在我国西南林区
,
虽然

山地棕色灰化土在垂直带上所占的位督比山地淀

积禽脑质灰化士高
,

但并不能自高度上把它们区

分开来
。

由于地形
、

地势和地面情况很复杂
,

生

物
一

气候条件随之有变化
,

以致山地棕色灰化土与

山地淀积腐殖厦灰化土常以犬牙交错或相互嵌入

的形式出现
。

��� 形态和特性上的差别
。

山地棕色灰化土

和山地淀积腐殖盾灰化土虽然有扑多 相同的特

性
,

如腐殖质粗成以富里酸为主
,

呈稳定的酸性
,

盐基高度不鲍和
。

但是也有很大差别
,

譬如
,

山地

棕色灰化土的矿物粗成浚有显著再分配
,

剖面的

分化不明显 � 山地淀积腐殖盾灰化土的矿物粗成

显著再分配
,

剖面的分化十分明显
。

所有以上异同之点
,

都可自 �
�

�
�

佐恩与张万

偏同志列举的分析查料如剖面 �� �山地棕色灰化

土�
、

剖面 ��
�

和 � 一� �山地淀积腐殖盾灰化士�找

到依据
。

另外
,

张万儒同志按比重舒法测出的土续机

械粗成
,

可能精度欠佳
,

以致由此得出的桔输和

�
,

�
�

佐恩的相矛盾
。

如粘粒在土族剖面中的移

动也不明显
,

有时在灰白色层次中粘粒反略有增

加的现象
,

这靓明了冷杉林下的士族没有发生灰

化现象
。 ’

还有如 �
�

�
�

佐恩强刹 勺层的微团聚度

降低
,

而张万儒同志却敲为值得注意的是灰白色

层次有很好的凝块
一

微团粒桔构
。

还有资料粽合判断的简窟
,

例如剖面 �� 的粘

粒 �粒径小于 �
�

� �� 毫米�矿物祖成分析桔果和剖

面 � 一� 的 � 射技鉴定桔果
,

表明自勺 层提出的

粘粒杂有无定形二氧化硅粉末
。

可是
,
张万儒同

志忽略了这一事实
,

靛成土过程中没有粘粒破坏
,

从而否定了灰化过程
。

��� 发生上的差别
。

山地棕色灰化土和山地

淀积腐殖盾灰化土的主导成土仗程都 是灰 化过

程
。

但由垂直分布不同所引起的不同水热条件巳

影响形态和特性上的互大差另氏

在垂直分布系列中
,

山地棕色灰化土上接亚

高山草甸土
,
而山地淀积腐殖厦灰化土下邻山地

棕色森林土
。
已握知道

,

山地棕色森林土的气候

条件和亚高山草甸土有很大不同 �晃表�
,

以冬季

为例
,

前者的积雪超过 � 米而土壤的桔冻十分袒

微�禺扮薯留在地里次年可以正常发芽�
,

后者积

雪少而冻层厚度超过 � 米
。

按照气候垂值变化的

规律推断
,

冬季山地棕色灰化土的气候接近亚高

山草甸土
,
而山地淀积腐殖厦灰化士贝��近似山地

棕色森林土
。

有无深厚的季节性冻层
,

就成为二

者在发生上分异的起点
。

但是在土层浅薄而砂砾成分又很高的局部地

段
,

冻精过程中只有温度样度造成的汽化水上升
,

所以不能改变灰化过程的进程
。
因此

,

使得山地

淀积腐殖盾灰化土可在山地棕色灰化土中嵌入
。

地地 点点 海拔�米��� 平均气温 �℃��� 极端最最 极瑞最最 年雨量量 备 注注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温�℃��� 低温�℃��� �毫米�����全全全全 年年 �月月 � 月月月月月月

西西藏亚东上司层层 � �����  
�

��� 一 斗
�

��� ��
�

��� 未测测 未侧侧 ��  
。

��� 山地棕色森林土土

西西藏亚东帕里里 ������ �
。

��� 一 �
�

呼呼 �
�

��� ��
�

��� 一 ��
�

��� � �斗
�

��� 亚高山草甸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