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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区土壤分布的垂直带谱
*

蔡 惠 民
(广西农业科学院)

广西处于热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区
,

其地带性土壤类型为红壤
、

砖红壤性红壤及砖红

城性土
,

但由于境内越城岭
、

都庞岭
、

萌诸岭
、

苗岭
、

都阳 山
、

大明山
、

十万大山等诸大山系

的连绵起伏
,

随着地形的高起和割切
,

引起了水分和热量的重新分配
,

生物气候条件有规

律的垂直变化
,

使土壤的分布出现一系列的垂直带谱
。

这一土被的垂直分布面貌
,

除了具

有华南山地土壤垂直分布的一般规律外
,

并因地区 自然条件的某些特殊因索而出现了特

殊的谱式
,

土壤垂直带的幅度
,

也常因地区水热平衡的特点而显出不同的递变规律
,

研究

这些规律和特点
,

将有助于对本区土壤资源的了解和山区综合利用的立体布局
。

二

人

一
、

土族垂直带的一般桔构

土壤分布的垂直结构是与地区土壤分布的水平地带性相联系的
,

本区土壤垂直带结

构的上部
,

一般为黄壤
一山地矮林草甸土

,

其基部则为相应的水平地带性土壤
。

由于本区

位于热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带
,

土壤的自然形成过程主要为红壤化和砖红壤化过程
,

在最

南端的热带地区以砖红壤化过程为主
,

北部的亚热带地区则以红壤化过程为主
,

而处在本

区中部的南亚热带地区
,

则属于这两者的过渡地带
,

因而也就形成了过渡性的土壤类型
-

砖红壤性红壤
。

于是本区土壤分布的水平地带谱自北到南为红壤一砖红壤性红壤一砖红

壤性土
,

它们分别与黄壤及山地矮林草甸土形成了一系列的土壤垂直带谱
,

下图可作为本

区土壤分布一般完整谱式的综合表示
。

高!

红红盛盛 山地红盛盛盛 砖红班性红班班 山地砖红澳性红盛盛

红红红 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 砖 红 盛 性 红 奥奥

山地砖红盛性土

砖 红 雌 性 土

然而
,

并不是本区所有的山地土壤分布均能按上述完整谱式出现
,

在一些海拔较低
,

还没具备山地矮林草甸土发育条件的山地
,

其土壤的垂直分布谱式
,

仅为黄壤
一
水平地带

J

比土壤
。

隆林金钟山
一
红水河谷地

,

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
,

土壤的垂直分布出现了特殊谱式
,

自

*
本文为作者几年来对广四地区土奥分布研究的初步认识

,

写作过租中参考了华南综考队的有关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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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为 山地黄壤一山地红壤一红褐土
。

二
、

各土续垂道带谱的基本特征

.

入

(一 ) 红城(红城
、

山地红城)一黄级一山地矮林草甸土垂遭带谱

本垂直谱式见于梧州
一
石龙

一田林一线以北的山地
,

包括都阳 山系的老山
、

三角山
、

草

黄山及都庞
、

越城
、

萌诸诸岭
、

大苗山
、

大瑶山等主要山地
。

垂直带谱所在地的年均温 18 一
2 0℃

,

) 一。℃ 积温 6 0 0 0一7 0 0 0℃
,

年降水量 1 3 0 0一2 0 0 0 毫米
,

干燥度 0
.

5一0
.

9 。 各土壤

垂直带幅的范围由低至高 : 一般海拔 5 00 米以下分布红壤 ; 5 00 一7 0 0(1 1 0 0 ) 米为 山地红

坡 ; 7 00 一1 1 00 米以上为黄壤 ; 山地矮林草甸土分布在 1 5 0 0一 1 7 0 0 米以上的高 攀顶 部
。

其垂直更替总的趋势是由西往东
,

黄壤与山地矮林草甸土分布下限降低
,

山地红壤的带幅

受到压缩
。

红攘 红壤是本垂直带谱的基础土壤地带
,

分布于海拔 5 00 米以下的山麓缓平地

段或丘陵
,

具有垂直带谱基部的水热条件特点
,

土壤的红壤化特征显著
,

具有风化层深厚
、

淋溶淀积明显
、

酸性强
、

pH 在剖面的变动多是上层低于下层等特点
。

植被受人为破坏较

大
,

现多为疏树灌丛草坡
,

主要种类有
:
马尾松 (尸i

n u , m a , , o n ia o a
)

、

云南松 (尸i
n u , y“n , a -

, 。n , i,
)

、

岗拎(E
u r ya g r o f介i)

、

野牡丹 (M
o la sto o a c a , di d u 。)

、

芒箕 (D ic r a n o户, 。,
·

i , lin e a r i,
)

、

营草 (T h 。。 e d a , ria , d r a
) 等

。

黄城 黄壤是本区山地土壤垂直系列的一个重要土壤带
,

在本垂直带谱占有较宽

的分布幅度
,

在西部其分布在 1 1 00 一 17 0 0 米之间
,

往东随着分布下限的降低
,

黄壤的带幅

得到很大的发展
,

分布幅度 自 6 00 一1 5 0 0 米
。

发育的环境条件温凉潮湿
、

没有明显的干湿

季节交替
,

植被以常绿阔叶林及中生草本为主
,

常见种类有
:
长刺拷 (ca tta o Psi

, ce ra ta ta
-

c a , ,五a
)

、

亨氏石栋 (H f, ho c a rP“ , h a n c i)
、

广西木莲 (M
a , 9 11。, ia t。, u Pe ,

)
、

蒙自枪 (A I, , ,

n o Pa l。。i ,
)
、

五节芒 (Mi, c a , , h “ , flo r id u lu ,
)

、

旅菜 (尸to r idi u m a 奋“ilin u m )
、

苔草 (c
a r e x sp

.

)

等
。

植被生长茂密
,

为土壤积累较多的有机质
,

通常表土舍量均在 10 多以上
。

在森林植

被下
,

有机质的影响可深达 50 厘米
。

淀积层粘重
,

土色鲜黄
,

土壤酸性大 (p H 4
.

5一5
.

5 )
,

盐基饱和度小
。

但这些化学指标
,

东
、

西部地区有所差异
,

特别是某些酸性火成岩母质发

育的黄壤
,

其 pH 和盐基饱和度常较西部者为低
。

在高海扳的森林植被下
,

黄壤的剖面常

具有较明显的淋溶象征
。

山地候林草甸土 分布于各山系主体山地的顶部
,

其分布下限在西部都 阳 山地为

海扳 1 8 0 0 米
,

在东部桂北 山地则下降至 l , 0 0 米
。

发育的环境条件比黄壤冷湿
,

常多云

雾
,

冬有较长期冰霜
。

由于山顶常风大这一特殊条件
,

植被具矮生特征
,

成分简单
,

层次明

显
,

上层为高 2 米左右的大灌木
,

亚层则以高山竹占绝对优势
,

底层草本
,

生长稀弱
。

主要

种类有 : 红杜鹃(R h
o d o d e o d r o , , ‘m 了11户c

)
、

黄脉罗氏拎(E
u即 a la g o a ia n a 、a r

.

a u r oo 户u , c , a , a

C ha n g
.

)
、

高山竹 (A
r u di n a r i召 s p

.

)
、

苔草 (C
a r e x sp

.

)等
。

茂密的植被与及山地低温潮湿的

环境
,

提供了有机质大量累积的条件
,

地表雕落物及苔醉层垒
,

土壤有机质合量丰富 (表土

达 20 %)
,

全土层呈黑
一
黑揭色

,

大量的半腐解草根和网结密布的根系
,

使土层疏松而有弹

性
,

土体富舍水分
,

并因水分储积而出现锈色条斑
,

土层薄
,

没有心土层发育
,

土壤酸性大

(pH 4
.

3一5
.

0 )
,

但活性铝含量较黄壤或红壤低(表土仅 0
.

4 3 毫克当量 / l。。克土 )
,

胡敏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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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酸 > 1 ,

残落物灰分以 51 0 2

为主
,

基性物质含量低
〔, ,2] 。

(二 ) 砖红城性红级(砖红城性红级
、

山地砖红级性红级)一黄城垂遭带带

本垂直带谱式出现于前一谱式以南
、

博白
一
上思

一
宁明

一
龙津一线以北

,

大明山
、

大容山
、

勾漏山
、

六万 山
、

德孚大山等山地
。

带谱基部的年均温 21 一22 ℃
,

) 10 ℃ 积温 7 0 0。一
8 0 0 0℃ ;年降水量 1 3 0 0一 15 0 0 毫米

,

干燥度 0
.

7一 1
.

0 。 黄壤在本垂直带谱的分布下限
,

除

大明山
、

六万顶
、

谢仙嶂为海拔 60 0一7 00 米外
,

一般均在 8 00 米上下
,

西部睦边 (现那坡

县)德孚大 山一带
,

因接近云南高原
,

受高原边缘气候的影响
。

黄壤分布得较高
,

其下限在

1 1 00 米以上
。

各土壤垂直带的基本特征如下 :

砖红城性红城 砖红壤性红壤是南亚热带的水平地带性土壤
,

它是热带砖红城性

土与亚热带红壤之间的一个过渡类型
,

既具砖红壤性土的某些特点
,

也带有红壤的某些特

征
。

虽然这一地带在生物
一气候

一
农业方面是有较明显的指标

,

但在土埃剖面特征上却常

易和红壤或砖红壤性土混淆
,

这点与华南地区土壤颜色的变化复杂固然有关
,

而本区南北

广泛分布于第四纪红土上的地质过程残积物铁锰结核
,

以及某些粘重母质特殊发达的杂

色网纹层
,

却常是它和砖红壤性土或红壤表征混同的主要原因
。

砖红壤性红壤常见的植被种类有 : 马尾松 (p i, u , , a , o , ia o a
)

、

水锦树 (牙
。, d la , 成a

sp
.

)
、

桃金娘 (R h o do 。夕, 一u , to o e n to , a
)

、

铁芒箕 (D icr a , o P, l‘5 11 , 。ari ,
)

、

野香茅 (c 夕m b o Po -

9 0 , to r : 111,
)

、

管草 (T h o m e d a tri a , dr a
)

、

扯黄茅 (H
o te r o Po g o , c o 。 , o r ,u ,

) 等
,

东部地区马尾

松
一
桃金娘

一芒箕群丛占有显著的优势
。

本区的砖红壤性红壤
,

是以土壤普温侵蚀
、

表层发育差为其分布特点的
,

一般凤化层

深厚而表土薄
,

心土常呈明显的块状结构
,

在粘重母质上常见有红
、

黄斑白的杂色网纹层
,

pH 在剖 面的变动多为上层高于下层
。

黄城 本垂直带谱的黄壤
,

主要发育于草本及灌木等次生植被下
,

如蒙自枪 (Al
““

, ePa l。。i,
)
、

五节芒 (M i, c a , th“5 flo r d u lu ,
)

、

野古草 (A
r u , di , 。lla a n o 二ala

)
、

旅菜 (尸t。

“
u m

aq uil 动“。)等
,

林地黄壤分布的面积不大
,

土壤有机质的累积比前一谱式者为差
,

代换量和

pH 也略较前者低
。

(三) 砖红城性土(砖红城性土
、

山地砖红城性土)一黄维垂遭带瀚

本谱式仅见于广西南端的+ 万大山和龙津大青山
。

本土壤垂直系列处于热带北缘地

区
,

热量
、

雨量丰富
,

年均温在 22 ℃ 左右
,

) 10 ℃ 积温 7 7 0 0一8 0 0 0℃ 以上
,

降水量在 14 0 0

毫米以上
。

垂直带谱的带间更替
,

有一明显的特点
,

山地向风侧与背风侧的差异特为显

著
,

十万大山东南坡
,

面海迎风
,

雨量特多
,

年降水量达 3 0 0 0 毫米
,

湿度很大
,

土壤的黄化

过程得到充分发展
。

黄壤分布的下限较低
,

在海拔 3 00 米以上郎见分布l3] 。

背风坡则降

水量显著械小
,

年降水仅 1 5 0 0一20 00 毫米
,

黄壤在 60 0一70 0 米以上才见分布
。

同样
,

龙

津大青山南坡
,

因受西南季风降水的影响
,

黄壤的分布下线也略低于北坡
,

分别为 7 00 米

与 8 0 0 米
。

砖红城性土 为本垂直带谱基部的土壤地带
,

分布于海拔 70 0 米以下的山地外围

丘陵
、

台地或山麓
,

植被组成复杂
,

除山地沟谷仍保存有上述热带季雨林外
,

广大面积上的

砖红壤性土
,

其现状植被多为疏树
、

灌丛草坡
,

常见种类有
:
马尾松 (Pi “

, 。“, 口耐an 。
)

、

岗拎 (E
u r夕a g ro ffii)

、

岗松 (B
a o c友e a fr “ ,。 , c o n ,

)
、

芒箕 (D ic r a , o Pter i, l‘, 。a ri s
)

、

桃金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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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R h o d o m , rtu , to , e , , o , a
)

、

鹉鸽草 (石
r iac h , 。 户

a
zz。, c o n ,

)等
。

土壤发育的环境湿热
,

具有凤

化层深厚
、

矿物分解弦烈
、

富铝化程度深等热带成土特点
。

全剖面赤红
一
红棕色

,

淀积层常

呈紧实的块状结构
,

土体中常有大小铁锰结核
,

底土杂色网纹发达
。

土壤强酸性(p H 4
.

2一

5
.

的
,

代换量和盐基饱和度均小I’] 。

本区比较典型的砖红壤性土
,

多发育于第四纪红土母质上
,

但其作为热带的地带性土

壤来说
,

是与我国较典型热带地区海南岛的砖红壤有一定差异的
,

较明显表现于富铝化程

度方面
,

本区砖红壤性土的富铝化程度不及海南岛的砖红壤深
,

硅铝率稍高 l5] (一般 51 0 扩

R 户
,

在 1
.

4 以上
, 51 0 扩A1

2O 3 为 1
.

7一2
.

0)
,

但它又明显的低于红壤或砖红壤性红壤
。

黄城 本垂直带谱的黄壤发育于常绿阔叶林及中生草本植被下
,

植被构成的特点

是或多或少的分布一些带有热带季雨成分的种属
,

有时仍可以看到一些不太显著的板根

现象
,

主要种类有
:
红椽 (c

a , ta n o户, i了 人夕, tr ix )
、

黄祀(E
, g e lh o r d t‘a c h r夕, o le户i,

)
、

黄樟 (C i
-

, n a , o m u m 户o r ‘h e o o x 夕bo n
)
、

茵芋 (S友io m 滋a r e e , i, ia o a
)

、

箭竹 (s
a , 。 : u bg la占r a

)
、

五节芒

(Mi, c 召, , h“ , flo ri 而lu ,
)
、

揭毛金茅 (Eu l口li a P汤a o o 动ri x
)等

。

土壤分布情况在不同山地有所

差异
,

十万大山黄壤多发育于砂岩母质上
,

土层薄而多坡积岩块
,

大青山流纹岩母质发育

的黄壤则一般有 5 0一80 厘米以上的土层
,

土色较鲜明
,

并具明显的半凤化母质层
。

其他

理
、

化指标
,

也有一定的差别
。

(四 ) 红祸土一山地红集一山地黄攘垂遭带瀚

这是隆林金钟 山
一
红水河谷地区土壤分布的特殊谱式

。

金钟山位于广西西北云贵高

原边缘
,

三面均为平均海拔 2 0 0 0 米以上的山原
,

红水河 (南盘江) 及驮娘江分别深切于山

的南北麓
,

由于焚风作用
,

气候特殊千热
,

气温较近邻地区高
,

降水则显著少于其他地区
,

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
,

干燥度 ~ 1
.

33
,

千热期 8一10 个月
,

早季长 7一 8 个月
。

随海极的

升高
,

相对湿度虽有所增加
,

但因气流的干性
,

降水的增加有限
。

在这种特殊的水热条件

下
,

植被的垂直结构
,

也具有一定的特色
,

自下而上为 : 热带干草原一亚热带早性落叶阔

叶林一亚热带中生灌丛草坡一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
一
落叶阔叶林

。

热带干草原见于河谷

地带
,

主要为扭黄茅(H
e te r o 户g

o n c o , zo r z“ ,
)

、

髯芒草 (A
n d r o 户o g o n sp

.

)
、

龙髯草 (百
u la lio Ps is

“。ta )等早生草本植物
,

其上或疏落的点缀着叶小
、

皮厚
、

枝干散乱的油柑子 (Ph rll 叨, h “ ,

。m 占l‘c a
)

、

千张纸 (o
r o x 夕lu m in di c u m )

、

红花柴 (I
n 成g o

fe r a sP
.

) 等灌木或小乔木
,

在类型
、

结构及外貌上与云南元江河谷及海南岛西部 昌威一带有某些近似之处
L, .6] 。

亚热带早性落叶阔叶林是本山地分布面积较大的森林植被
,

分布于海 拔 7 00 一 1 4 0 0

米的部位
,

主要树种有
:
校皮栋(Q

u e r 。“, , a ri a 厉l‘, )
、

白栋(口
.

fa吞
ri)

、

麻栋(Q
.

a c u ‘i, , im “
)

、

单果栋 (Q
.

he lf树
a o a

)等
。

其下缘与河谷过渡的地方
,

还有与云南松 (尸萝
n u , 夕u n , a n e n ; 15 )

的针阔混交林或早性稀树草坡
。

亚热带中生灌丛草坡植被带位于海拔 1 4 0 0一1 6 0 0 米的山腰上部
,

植被组成简单
,

主

要为生长茂密的五节芒 (Mi, c a , , h u s flo rid u lu ,
)

、

旅菜 (尸r。‘d‘u o a宁u ilin u m )
、

白茅 (Io P。
-

r a ta c夕11, d ri c a

)等中生草本植物
,

其上散布着蒙自枪 (A lu , : , 。Pa le o is )及次生栋灌丛
。

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
一
落叶阔叶林分布于海拔 1 6 0 0 米以上的山地顶部

,

森林外貌整

齐稠密
,

林内阴湿
,

枝干地表均有苔醉附生
,

主要成分有
:
贵州琼楠 (价 il , ch 二i。成“ 左留ei

-

动 o u, 。, , ‘, )
、

长刺拷 (c
a , : a , o P, i, c o r a ta c a , t入a

)
、

山毛禅 (F
a g u , lo n g iPo tio la , a

)
、

擦树 (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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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d o , a , , af r a , za石flo r a
)

、

小叶禅 (2
0 2左

o t, a , ‘, ic a
)

、

野核桃 (J
u g la , , c a一人a夕e , , i,

)
、

波氏石楠

印ho , i, ia b o a“。。r di a , a
)
、

四方竹 (c hio
o n o 去a m 乡“, a 全u a d , a u g u lari ,

)
、

苔草 (C
a r o x sp

.

)等
。

一南

2 0 0 0

15 0 0

I00()

赶水河 隆林
五 1

肚娘江
二

8
袭

5。。

垂
不二 ; 2

_

1 土」山上」一卫月

: 山地黄坡 2
.

山地红坡 3
.

赶祸土

0 2
.

5 5
.

0 7
.

5 公里
. . . . . . . . . . . . . 白.

图 l 金钟山
一
红水河谷土级垂直分布

上述植被的垂直景观
,

正是土壤垂直更

替的很好印证
。

金钟山土壤的垂直分布
,

自

下而上为红揭土一山地红壤一山地黄块
。

各

土壤垂直带具有下面的基本特征
。

红福土 郎前所称的 红棕壤 [l1 ,

分布

于红水河(南盘江 )及驮娘江河谷的台地或丘

陵热带千草原植被下
,

发育的环境极为干热
,

蒸发量 (127 1 毫米 ) 远大于降水量 (89 7 毫

米)
,

土壤水分以上行为主
,

淋溶作用较弱
,

土

壤微酸性一中性
,

上层 p H 显著高于下层
,

活性铝微量或无
,

土体干燥结实
,

常有铁锰或石

灰结核
。

山地红绝 山地红壤在本垂直带谱有着特高的分布上限
,

它是构成本山地土壤垂

直系列最宽的一个带幅
,

其分布自海拔 70 0一 1 3 0 0 米
,

某些地方还以舌状上伸至 1 3 0 0 米

以上
。

植被是以栋林为主的亚热带早生植物群落
,

生长不很繁茂
,

为土壤累积有机质不

多
,

并因山火而常更新
。

土壤 pH 较高 (6
.

0一6
.

5 )
,

在剖面的变动情况也与一般山地红壤

有异
,

上层 pH 均较下层为高
。

山地黄城 分布于金钟山顶部海极 1 4 0 0 米以上的山地常绿阔叶
一
落叶阔叶林 下

,

发育的环境条件温度较红壤低
,

水湿条件较好
,

具明显粘化象征的黄棕色剖 面
,

有机质丰

富
,

团粒结构发达
,

土壤弦酸性
,

活性铝
、

代换量比黄壤高
,

且全剖面保持在 20 一30 毫克当

量 / 1 0 0 克土以上
,

这点与黄壤或红壤有很大差别
,

黄壤和红壤的代换量低
,

心土层通常仅

10 毫克当量/ 1 0 0 克士上下
,

表层则常 因有机质影响而悬殊的高于心土
。

质地较同母质的

其他土壤为粘重
,

且常见表土的粘粒含量较高
。

三
、

土族垂道带幅变异的一般规律

土澳垂直带幅为各土壤在山地上占有一定的垂直分布地带
,

在相连的一块山地
,

大抵

可以山地最高攀为中心呈环带状分布
。

土壤垂直带幅的变异
,

表现为同一谱式各土壤带

间垂直过渡情况的不同
,

以及同一土类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海拔的分布上下限
,

于是在环

状带幅上就表现出各相应带幅宽度的不一致和偏转
。

构成这一现象
,

主要为水热平衡状

况在不同地区的差异
,

凡与水热条件有关的因素
,

如纬度
、

地形
、

距海远近等均对此直接发

生影响
。

本区南北跨纬度不及 5 。

(2 1 “24
,

一26
“ 2 3

‘

) 加以其他 因素的弦烈干扰
,

纬度对于

垂直带幅的影响不显重要
,

例如通常近似经度的同一类型垂直带
,

其分布高度随纬度增高

而下降的这一规律性
,

在本区就没有体现出来
。

十万大山一大明山南北相距北纬 2 “ ,

黄

壤的分布下限均在海拔 60 0一7 00 米
。

而在西部地区则高纬的反更比低纬者为高
,

龙津大

青山
,

黄壤分布下限为 7 00 一80 0 米
,

而 田林老山则在 1 1 0 0 米以上
,

纬度增加了 2 “

多
,

黄壤

的分布下限反而上升了 30 0一40 0 米
。

同样
,

在本区大多地方来说
,

距海远近对土壤垂直

带幅的影响其规律亦不明显
。

桂北山地距海比大容山
、

大青山
、

德孚大山等均较远
,

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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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壤的分布下限却比 后者还低
。

影响本区土壤垂直带幅变异的最显著因素为地区的地形结构
,

由于地形结构不同而

引起地区水热平衡状况的孩烈差异
,

在土壤垂直带幅的变异上得到充分反映
。

从本区土

壤垂直带幅变化的情况
,

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三个发生影响的中心 :

(l) 桂北山地锋面滞留多雨区 ;

(2 ) 滨海迎风雨坡区 ;

(3 ) 云贵高原边缘焚凤区
。

桂北山地锋面滞留多雨区包括都庞
、

越城
、

萌诸诸岭和大苗山
、

大摇山等一群庞大山

地
,

山地平均海拔 1 5 0 0 米以上
,

主攀高达 2 0 0 0 米
,

攀峦重迭
,

脉向杂乱
,

阻滞了气流的运

行
,

每年春
、

夏冬初
,

南北气团相交
,

锋面在此滞留
,

形成持续久雨
,

云量
、

雾量
、

雨量均特丰

富
,

年降水量 1 7 0 0一2 0 0 0 毫米
,

远比蒸发量大
,

良好的水湿条件
,

有利于黄壤化过程的顺

利进行
,

黄壤在 6 00 米以上郎见分布
,

带幅上下伸展很宽
,

而相应的降低了红壤的分布幅

度
。

滨海迎风雨坡区主要为十万大山一带的沿海地区
,

+ 万大山为一列屏状的单面山
,

平

均海拔在 1 0 0 0 米以上
,

最高攀 1 5 0 0 米
,

东北一西南走向
,

与海岸线平行而与东南季风垂

直
,

由南太平洋吹来潮湿气流至此抬升
,

大量降雨
,

向风侧雨量高达 3 0 0 0 毫米以上
,

背

风侧虽然雨量大减
,

但因距海近
,

且山体较窄
,

气流含水汽较多
,

降水量仍在 1 5 0 0一 2 0 0 0

毫米以上
。

极为丰裕的水湿条件
,

使黄壤化过程得到充分发展
,

东南坡黄壤的分布下限直

往下伸展至海拔 3 00 米处
。

云贵高原边缘焚风地区
,

除了出现金钟山
一
红水河谷土壤垂直分布的特殊谱式外

,

并

影响其邻近地区的土壤分布
,

使土壤的垂直分带有距该区愈近
,

黄壤的分布下线愈高
,

山

地红壤的带幅愈宽的趋势
。

在这三者的交互影响下
,

本区土壤垂直带幅变异的规律性由北一南远没有由西一东

的明显
。

在北半部
,

桂北 山地多雨区与

云贵高原边缘焚风区处于东
、

西两端
,

在

这两个反向的发生影响 中 心 交 互影 响

下
,

各山地土壤的垂直地带下界由西一

东逐渐下降
,

黄壤自西部都阳 山地至桂

北山地其分布下限 由海拔 1 4 0 0 米下降

至 6 00 米
,

山地矮林草甸土则由 1 8 0 0 米

下降至 1 5 0 0 米
,

就以都阳 山地本 身来

一东

2 000

1 5 0 0

10 0 0

5 0 0

�来�塌撇

二
黄镶德哥史德圈杠坡 厄目石灰 岩

,l . 山‘的咬杏月
. 口七 乙二I J ~ 月曰

.

吧不砚

二联开早 , ‘ 0 3 0 6 0 9 0 公里

说
,

也可以明显的表现出这种规律
。

同 图 2 由四至东土盛垂直带幅的变异

样
,

在滨海迎风雨坡区与云贵高原边缘焚风区的交互影响下
,

黄壤的分布下限也有自西北

一东南递降的类似趋势
。

土壤垂直带幅变异的这种规律性
,

是与地区的水热平衡递变情况相一致的
,

特别 是黄

壤的分布下限与地区的降水量
、

湿润度
,

几乎可直接从数字上找出这种相关
。

但黄壤带幅的这种变异
,

只是在分布下限方面才有较大的发展
,

其往上的仲展
,

似乎

受限于一定的热量线下
,

例如桂北 山地虽然有着极良好的水湿条件
,

但黄壤的最高上限也

!

!
‘吐.,,‘rL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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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西地区黄奥分布下限的等高线 (示意图)

只是 1 4 0 0一1 5 0 0 米
,

而桂南的大明山
,

黄壤可以一直分布至 1 7 6 0 米的山巅
,

这显然 是与

两者所在地区的热量条件有关
。

黄壤是在比较高温潮湿条件下发育的土壤类型
,

随山地

气温的垂值递减
,

至一定高度的气温已不适应于黄壤发育的热量要求
,

纵有良好的水湿

条件也只能为比较低温发育型的相应土类所代替
。

大明山位于南亚热带
,

基部的年均温

比桂北高 3一 4℃
,

如按气温垂直递减率推算
,

则同一等温线所在高度 可相 差 5 00 一70 。

米
,

由而推知在桂南黄壤分布的可能上限应在 1 9 0 0 米以上
。

在本文结束前
,

有必要提到这样的一个间题
,

在第一个垂直谱式中
,

黄壤与山地矮林

草甸土之间似乎应该还有山地黄棕壤的分布
,

这种由黄壤直接过渡至山地矮林草甸土的

现象
,

是否可以理解为由于地区水湿条件特好
,

黄壤化与草甸化过程充分发展的结果 ? 因

为从本区及邻近地区山地土壤分布的情况
,

确给我们以这么的印象 : 在华南比较高温潮

湿的条件下
,

山地黄棕壤之作为黄壤往上过渡的类型
,

似乎只限于水湿条件不太充裕的相

对干燥地区
,

在丰裕的水分条件下
,

则如本文上节所述那样
,

黄壤往上的发展
,

至一定的热

量线下
,

郎为 山地矮林草甸土所代替
。

当然
,

要证实这些
,

还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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