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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坊土非代换性钾剖面分布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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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初步研究 了黄土高原黑护土主 要亚类非代换性钾的变化
、

分布
,

表明共符合指数 回

归 方程
,

脸草原地 带黑沪土主要特征 之一
。

粘黑沪土音�面非代换性钾分布呈
“� ,

型
,

是森

林地带缕
�

� 向草原地带黑沪土
、

黑麻土和黑焦土过渡的森林草原地带的土壤
,

从形态上兼有

珐土剖面非 代换性钾分布某些特征
,

但量上有所差异
。

草原地带的炯地
、

沟掌地和川台地 的

黑�� ! 土剖面非代换性钾 分布具有森林草原地带黑护土 的特征
。

本研究从土壤非代换性钾剂面

的变化为黑沪土 分类和岩石地层 的划分提供科学依据
。

关 键词
�
黑 沪 土 非代换性钾

黑坊土原是黄土高原地区主要土壤
。

据黑沪土分布的地域性
、

剑面发育特征和理化特征曾分

为黑紫土
、

黑坊土
、

黑麻土
、

锈黑沪土和粘黑坊土
〔“’ “〕。

土壤非代换性钾的状态可查明风化过程 的特征
、

淋溶和这种离子的再循
,

在上壤发生学上有鉴

定其形成发育的意义和 以
“
黄土地区非代换性钾与土壤发育关系

”

一文 〔�” ” 为依 据
,

本文试从黑

坊上的分布的地形部位
,

水热状 况的分布
,

从非代换性钾的音�面分布变 化对黑坊土的形成
,

发育

及音」面特征进行讨论
,

为黑沪土的发生分类和地层划分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黑坊土非代换性钾剖面分布特征

黑护 土非代换性钾音�面分布于 �图 � �
。

图 � �
、

� 表示了陕北和陇东黄土 丘 陵 区 梁
、

筛

和源顶部黑坊土从北到南
、

剖面非代换性钾的变化
。

图 �� 为陕北从北到南依次是黑焦土
、

黑护土

和粘黑坊
二�

�

�
卜

。

从图可看出非代换性钾剖面分布从北到南是逐渐增加的
,

即 从 � �
�

��  � � � � � � 土一

� �
�

��  � � ��魄土增加到 � �
�

� � � � � �� �克土一 � � �
�

� � � � � � � � � 土
。

黑焦土和黑坊土非代换性钾在

剖面分布皆是上高下低
,

即 表 土 层为 � �
�

�� � � � � �� � 土一 � �
�

�� � � � � � � � 土
,

以 下 土 层 为

� �
�

� � � � 八 � � � 土一��
�

��  � � � � � � 土
。

这两种土壤非代换 性 钾 在 剖 面 分 布 符 合 指 数 回 归

� 二 � � 一 “� 陇中的黑麻土从北到南的变化
,

即从 � � �
�

�� � � � � � � � 土增加 到 扭 �
�

�� 印 � � � � � � 土
。

也是表层高
,

以
一

下土层低
,

分别是 � ��
�

�� � � � � � � � 土一 � � �
�

� � � � � � � � � 土 和 ��
�

�� � � � � � � � 土

一 � ��
�

�� � � � �� � � 土
。

黑麻土非代换性钾在剖面分布也符合指数 回归� � � � 一“� 。

从地带分 �� 来说

上述土壤均在草原地带
,

初步认为非千七换性钾在剖面的指数回归分布是草原地带黑坊土的主要特

征之一
。

图 �
、

�是六盘山以东的长武源经洛川源
、

到山西瞩县残源区 的粘黑护土
,

非代换性 钾在剖

而分布呈
‘

匀 ” 型
,

即表层在 � �
�

�� � � 八 �� � 土一 ���
�

� � � � 八 �� � 土
,

粘 化 层 在 � � �
�

�� � � �

� � � � 土一 � � �
�

� � � � � �� � � 土
,

母质层 � �
�

�� � � � � � � � 土一��
�

�� � � 八 �� � 土
。

以地带性来说
,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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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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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黑沪土剖面非代换性钾分布

于森林向草原过渡的森林草原地带
,

兼有森林地带楼土的某些特征
,

但量上有明显的差异
。

图 �
、

� 是分布于长城沿线的炯地
、

沟掌和黄土丘陵区的川台地的黑坊土
。

非代换性 钾剖面

分布不同于图 �
、

�
、

�
,

而和图 �
、

�非代换性钾剖面分布特征有所相似
。

但从地域性来说基本

在粘黑沪土以北的黑焦土和黑坊土地区
,

可能因局部的水热条件
,

影响植被类型不 同 于 草 原 地

带
,

具有森林草原植被类型
。

因此这一地区的特殊的地形部位
,

非代换性钾剖面分布基本类似于

粘黑坊土
。

通过上述
,

从黑沪土非代换性钾剖面分布特征可以看 出黑坊土的成土作用一般是南强北弱
,

东盛西弱的规律
,

但在特殊的地形部位则有特殊的变化
。

二
、

黑庐土非代换性钾的释放

从黑坊土的发生学
,

化学过程来说
,

非代换性钾的释放可 以进 一步反映黑坊土的地带发育特

征
。

若从土壤肥力状况
,

可进一步反映黑坊土的供钾容量和强度
。

�一 � 表土层 �或耕作层 � 非代换性钾的释放

�
�

梁
、

命和源顶部黑坊土非代换性钾的释放
。

梁
、

命和源顶部的黑坊土
,

一般受水热再分

配的影响
,

非代换性钾 的释放
,

相对较差 � 但在大范围内
,

南多北少
。

成土作用具有南强北弱的

发育特点
。

黑焦土
、

黑坊土和粘黑坊土非代换性钾释放累积量从北 向南也是逐渐增加的
,

依次为

� � �
�

�� � � 八 � � � 土
、

� � �
�

� � � � � � � � � 土和 � � �
�

� �� � � � � � � 土 �� �
一 � �

、

� � 一 � �和延 � � �
。

粘黑沪

土具有东盛西弱的发育特点
,

非代换性钾释放累积量在� � �
�

�� � � � � � �
�

� � � � � � � � 土 �长� ��
、

延���
。

从释放量的变化上可进一步说明黑坊土不 同类型 � 即草原地带和森 林 草 原 地带 � 的特
「

征
,

见表 � 。

� 、

炯地
、

沟掌地和川 台地黑坊土非代换性钾 的释放
�
虽然这些地形部位黑坊土成土过程水

分条件较好
,

但近代成土过程受风沙影响较为严重
,

故表层非代换性钾释放量积累一般较低
,

变

化在�� �
�

� �� � � �� � � 土一� � �
� � �� � � �� � � 土之间

。

�二 � 黑坊土主要发生层次非代换性钾的释放

�
。

黑焦土
、

黑沪土和黑麻土的非代换性钾的释放
。

此类土壤系草原地带的黑沪土 � 图 � 、

�
、

�
、

�� 一 �� 、 ’� �一 � �和��
一�� �

,

释放量累积也是耕作层或表土层高
,

向下逐渐下降
。

耕作层 变

化 在� ��
� � � � � � �� � � 土 � ���

� � � � � 八 � � � 土 之 间
,

以 下 土 层 为 � � � � �� � � � � � � � 土一� �  � � �

翎 � 八� � � 土 �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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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黑沪土非代换性钾的释放
。

粘黑沪土剖面中有粘化层 出现
,

非代换性钾释放累积量高

于其他层 次 �长� ��
、

延� �和 85
一

B

一
0 7 )

,

变化在25o
.osm g / 1009 土一 34、

.
7 6 m g 八009土 之 间

(表 1 ) 。

3
.

炯地
、

沟掌地和川台地黑沪土非代换性钾释放
。

此类地形的黑沪土 (8 4
一

04

、

8 3

一

。5 ) 非

代换性钾释放以剖面中部位较高
,

为23 7
.
43 m g /l 00 9 土一291

.
79 m g八00 9土 (表 1 )

,

但 在量

表1 黑庐土主要发生层次的钾释放累积且 (C N E X K m g /l。。g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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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粘黑坊土有明显差异 (表 1 )
。

总上所述黑沪土非代换性钾释放累积量从北向南是逐渐增加的
。

黑焦土
、

黑沪土和黑麻土都

是表层 (或耕作层 ) 高于其他层次
,

而粘黑坊土和分布在炯地
,

沟掌地和川台地的黑坊土都是粘

化层或中间部位高于其他层 次
。

三
、

问题讨论

(一 ) 黑坊土有机质积累和非代换性钾剖面分布的发生学特点 : 黑坊土是黄土高原地区草原

地带土壤
。

在草原气候条件下
,

草原的生产量
、

生物量 的比率是比较高的
。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不

仅植冠结构较简单
,

而且几 乎地上组织都含叶绿素
,

是生产性的
。

地上部分几乎全部归还土壤
,

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

故土壤有机质层一般比较厚
,

据统计有机质在韵面分布符合指数回归

方程y
二
A

e 一 ”x 。

在森林气候条件下
,

生物量的比率是 比较低的
,

地上组织大部分生物量是木 质 的

支撑组织
,

是非生产性
,

归还土壤的绿色物质是较少的
,

其在剖面分布厚度较薄
。

森林草原地带

的生物量具有过渡性特点
。

草原地带的黑坊土在有机质积累过程 中
,

又有生物对钾元素的吸收富集作用
,

表层较高
。

有

机质 的积累和生物的富集作用周而复始的进行
,

使草原地带的黑焦土
,

黑坊土和黑麻土非代换性

钾在剖面上是上高下低
,

都符合于指数回归
。

森林草原地带的粘黑沪土在成土过程 中
,

风化作用较前强烈
,

其非代换性钾在剖而分布与前

不同
。

( 二) 黑坊土碳酸盐淋溶和非代换性钾剖面分布的发生学特点 在草原气候 条 件 下
,

温 差

大
,

雨量集中
,

周期性干湿交替以早为主
。

风化作用主要表现为物理风化
,

化 学风化作用只在周

期性雨季到来时才对那些不稳定矿物分解或部分分解
,

淋溶作用相对的较弱
,

所 以黑坊 土剖面碳酸

NExK日g / ; .10 9 上

)
‘。 , 。。 , 。 ’“。 ‘s 。 。

~

叉 一」生

, . t , 1 ‘ 1 分 , , , ‘ 5 1口 下气 全口

10

深度 (闭)

82一 0 1

图 2

召6 一 3 介

一
t.仁0 长 。3

一 肛X 际g/ 1。口g土

黑坊土剖面非代换性钾和 碳酸钙 的关 系

钙含量
、

有机质层含量变化在

3.0% 一5
.0 % 之间

,

淀积层变

化在11
.
昭一 15

.0 % 之间
。

而粘

黑沪土有机质层则在3
.0 % 左

右
,

淀积层可达20
.0 % 以上

。

非代换性钾在黑焦土
、

黑沪土

和黑麻土有机质层分布与碳酸

钙几乎呈平行分布
,

而粘黑坊

土呈相反的弧型分布
。

据统计

皆为负相关关系
,

黑焦土
、

黑

坊土和黑麻土与粘黑护土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
r = 一。

.
6 7 4 6”

、
r = 一。

.
83 98

‘气

(三) 黑坊土粘土矿物组成的特点 据黄土高原地区不 同土壤类型粘土矿物研究表明
:
黑护

土 (亚类)粘土矿 物以水云母为主
,

并含有石英和少量的蒙脱 与高岭
; 黑麻土粘土矿物以水云母为

主
,

但也有少量的高岭和蒙脱
,

全剖面未见蛙石
〔’“ 。

这些粘土矿物 的出现
,

表明在草原气 候 条

件下
,

风化作用是 比较弱的
。

粘黑护土的粘土矿物不仅 以水云母为主
,

而且有蛙石 出现
。

蛙石的

出现对气候 的依赖性要比母质要大
。

蛙石土壤固钾 (k ) 能力 强
〔”〕 ,

据 阳离子交换量米看
,

蛙石

比水云母大 4 一20倍
〔”, 。

通过上述表明黑坊土不 同亚类所处的生物气候带不同
,

有机质的积累
,

碳酸钙淋溶淀积和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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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矿物组成的特点等有所差异
,

其土壤非代换性钾剖面分布形态和含量与释放量因黑沪土不同亚

类而有差异
,

即黑焦土
、

黑坊土和黑麻土基本属一类
,

粘黑坊土则属另外一类
。

注
:
本文承朱显谋教授斧正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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