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南山地丘陵区红壤的亚类划分问题
`

钱 国平

( 安徽省土壤 普查办公室 )

摘 要

讨论了皖南山 地丘陵区 红壤的亚类划分 问题
,

强调土城 中心 概念
,

即土壤在形成过程 中较稳定的土城特征和属性

的综合鉴定指标是划分土壤的主要依据
。

皖南山地丘陵属红壤地带
。

安徽省土壤普查办公室曾将其划为黄红壤亚类①
。

最近
,

该

办公室又根据中国土壤分类系统 ( 1 98 4年修订稿 )和一部分土壤剖面的发生学特点
,

将发育于

第四纪红色粘土的红壤划为棕红壤亚类
;
将发育于千枚岩

、

花岗岩等岩性风化物的红壤划为

黄红壤亚类②
。

棕红壤亚类和黄红壤亚类是皖南山地丘陵区两种并存的水平地带性土壤
。

本

文拟根据在土壤普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对上述划分作一概述
。

一
、

成土条件

皖南扫;地丘陵地处北纬 2 9
0

2 4 /

一 3 1
“
3 2尹 ,

东经 2 1 5
0

5 0一 2 19
0

4 0 , ,

属中亚热带
。

年 均 温

1 4
.

6一 16 ℃ ; > 10 ℃的活动积温 5 0 00 ℃左右 ; 无霜期 2 12 一 2 57 天 ; 年光照 2 0 0 0小时左右
,

年

太阳辐射 12 OK c al c/ m
Z

左右
;
年降雨量 1 2 0 0一 1 5 0 0毫米 ; 年蒸发量 13 0 0毫米左右

。

自然植被

多属次生混交林及草灌
,

且南北树种有一定的地带性变异
,

北部以落叶树种略占优势
,

代表

性树利
:

形落叶栋类
,

枫香
,

黄松及灌丛 山胡椒
,

野山植等 ; 南部以常绿树种占优势
,

代表性

树种有青岗栋
,

储树
、

拷树
,

樟树及灌丛映山红
、

山茶
、

短柄袍
、

榷木等
。

区内地貌多为中

低山及丘般岗地
,

平均海蔽在功。一 5 0 0米
,

石质残丘及山前坡地约 占70 %
,

地形坡度 1 5
。

一3 0
。

不等
,

组成物质为各类沉积岩
,

变质岩和花岗岩的风化残积一坡积体
,

风化体厚度视坡度及

植被状况而异
,

多在 30 一 70 厘米
,

并含有数量不等
、

大小不一的砾石
。

海拔在 1 00 一 150 米以

下
,

术孑对高差小于50 米的剥蚀丘岗分布于山体外围的延伸部分
,

约占30 %
,

地面平缓地状
,

无

明显坡向
,

剥蚀明显
,

组成物质为第四纪红色粘土 ( Q
:
)

,

厚度一至数米不等
,

沉积层理和发

生层明显
,

土体上部多为厚度不等的均质红土层
,

中部多具铁
、

锰焦斑结核硬盘层
,

底部多

为灰白色网纹层或网纹泥砾层
,

土体中上部棱块状结构发育良好
,

结构面上有胶膜
、

焦斑被

复
,

通体质地粘重
,

多为粘土
。

* 本文 系在徐国健同志指导 下完成的
,

并经南京农业大学徐盛荣教授斧正
,

曹树 钦
、

郭泽民
、

马镇寿
、

胡家之 等同志

对 本文提 出修改意见
,

一 并致谢
。

①《安徽省土坡系统分类 》 , 1 9 0 2稿
。

② 《安徽省土城 系统分类 》 , 19 87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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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划分棕红壤和黄红壤的主要依据

土壤中心概念
,

即土壤形成中较稳定的土壤特征和属性的综合鉴定指标是划分土壤的主

要依据

皖南
,

表 1

区棕红壤和黄红壤的主要属性及其 中心概念值 ( X 一 S )分别列于表 1
、

2 及 3
。

棕 红 壤 和 黄 红 壤 的 颜 色
、

p H 和 交 换 性 能

土壤类型 剖面号 采样地点 母质类型
土层深 度

(厘米 )

棕红壤
’

南农
一 1水 广德县 第四 纪

化古乡 红色粘土

A O一 1 5

A B 1 5一 4 0

B x 4 0一 6 5

B 么 6 5一 9 5

B C 9 5一 14 0

C 1 4 0一 19 0

p H 阳 离子交换量 盐基饱和度

土 色
( H Z O ) ( m e / 工0 09 土 ) (% )

淡红棕色 ( SY R S / 8 ) 5
.

0 7 2 9 4 1
.

里

淡红棕色 ( SY R S / s )

淡棕 红色 ( 2
.

5 Y R 5 / s ) 5
.

或 8
.

绪3 5 3
.

0

淡棕红色 ( 2
.

S Y R / 5 / s ) 5
.

选 8
.

5 1 2 2
.

4

棕红色 ( 2
.

SY R 凌/ s ) 5
.

吐 20 1 2 5
.

2

红橙色 ( 2
.

5Y R 7 / 8 )

A O一 18

宣团一 2* 宣城县 第四纪红 A B 1 8一 72

团山乡 色粘土 B 72 一 12 3

P I 1 1 2 3一 2 1 0

P I 2 2 10一2 50

亮棕色 ( 7
.

5 Y R 5/ 6 )

亮红棕色 ( SY R S/ s )

亮红棕色 ( 2
.

5 Y R 5/ s )

红棕 ( 2
.

5 Y R 4/ s )

网纹灰白色 ( 7
.

5 Y R 8/ z )

红色 ( 1 0R 寸/ 8 ) 及灰 白

色 ( 7
.

5 Y R 7
.

5 / 1 )相 间

红 ( 1 0Y R 4/ 8 ) 及灰 白

色 ( 7
.

5Y R 7 / 1 )相间

5
.

7 0

7
.

7 8

5 85

1 2
.

2

1 2
.

9

1 2 7

5 8
.

2

50
.

0

5 3
_

0

5
_

90 5 5 6

5
_

7 7 1 6
_

0 6 1
.

6

2 5 0一 2 7 0

0 一 9

9 一 4 0

4 0一 70

7 0一 1 5 0

棕色 ( 7
.

5 Y R 4 / 6 )

鲜 红棕色 ( S Y R S/ s )

鲜红棕色 ( SY R S / 8 )

红棕 色 ( S Y R 4 / s )

黑棕 色 ( 1 0 Y R 2 / 1干 )

亮 红棕色 ( SY R S / 6千 )

黄橙色 ( l oY R s / 3干 )

5
.

5 4

4 7

2 2
.

8

1 0
.

4

7 8
_

0

皖一 6 款县罗 田 千枚岩

风 化物

5
_

3

5 e

5
_

5

9
.

0 0

8
.

5 4

8
.

8 8

1 1
.

1

1 1
.

9

1 1 2

7 4 8

4
.

7 3

5
.

2 4

3
_

9 4

lsP
·

ABABBC

黄山 花岗岩 A 。 一 25

欲一 08 二龙桥 风 花物 B 25 一 5 5

C 5 5一 15 0

5 3

5
_

3

4 0
.

1

3 6
.

3

3 8
.

7

* : 1
.

南农一 1 号剖面资料引 自刘友兆 《黄棕壤特性研究》 一文 ; 宣团一 2 号剖面 资料引自张俊 民等《 皖南宣城丘 陵红

城的类型及其特性 》一文
。

2
.

剖面 皖一 6 、

款一08 由浙江农业大学分析
。

表 1
、

2和 3的资料表明
:

( 1) 棕红壤 B层的p H ( H
Z
O )

、

盐基饱和度明显的高于黄红壤
,

二者

分异明显
,

变异系数小
、 (幻棕红壤 B层粘粒的5 10

:

/A l
:
0

。 、

5 10
:

/ F
e 2

0
3 、

5 10
: z

`

R
:
0

3

高 于

黄红壤
,

二者分异明显
,

表 明前者的富铁 化作用高于后者
; ( 3) 棕红壤的 F e Z

O
。

游离度也高 于

黄红壤
; ( 4) 棕红壤的粘土矿物以水云母

、

高岭石为主
;
黄红壤刚以高岭石为主

,

前者粘土矿

物的脱硅脱钾作用低于后者
; ( 5) 棕红壤全钾含量明显的低于黄红壤

。

综上所述
,

在皖南红壤地区
,

土壤 B层的 p H ( H
:
O )

、

盐基饱和度
、

粘粒的 5 10
2

/ A I
Z
O

3 、

5 10
2

/ F “ :
0

。 ,

5 10
:

/ R
:
O

。
以及土壤的矿物组成和全钾量是区分棕红壤亚类和黄红壤亚类的

7 2



表 2 棕 红 壤 和 黄 红 壤 部 分 属 性 统 计
*

时O

土壤 }
~

一
L

一
~

、

~
`

一
~
一~

~

一~
` 『

一一
一一

~
-

~ ~ ~ . . ~ . . 州 . , =

一
.

~
`

~ 召曰. . . . .

类型

统 计

项 目

P H

( H么O )

土壤盐基饱和度

(% )

~
.
{

-

一

一
r

一
一

- -

一
祖
一

—一
一

15 10
: z A I: 0 3

5 10 : / R : 0
3

F e ZO

A ! 2

n

C

X

士 S

C V %

2 6

4
_

9 0一 6
_

0 0

::

2 1

22
.

0一 6 8
.

5

4 5
.

4 5

9
.

6 2

2 1
_

1 2

7

2
.

2 工一 3
.

2 3

2
.

7 9

0
.

3 8

1 3
_

7 9

6

1
.

8迁一 2
.

6 1

2
.

1 9

0
.

2 6

1 1
.

87

1 7一 O

0
.

2 7

4
_

7 8

0
.

0 6

2 1
_

2 1

F eZ O 3 的游 离
全钾 ( K , O %

度 ( ,` )

6 2 6

3 3 0
.

9 5一 1
.

85

5 3
.

5 9 1
.

3 0

4
.

4 5 0
.

2 4

8
.

3 18 4 6

óa八U

棕红壤

X 士 S 5 2 9一 5 曰 3 5
.

9一 5 5 2
.

4 1一 3
_

1 7 1
.

9 3一 2
.

4 5 0
.

2 1一 0
.

3 3 4 9
.

1一 5 8
.

0 1
.

0 6一 1
`

5 4

C

X

士 S

C V %

3 8

4 2 5一 5 5 0

3 6

4
.

5一 4 5

15
.

5 8

9
.

6 9

6 2

2
.

1 6一 2 4 4

7 一 7

1
.

7 7一 2
.

0 3 { 0
.

10一 0
.

2 7

2
.

5 9 } 0
.

1 5

。
·

。”

{
。

·

0 6

5
.

0 0 1 3 3
.

3 3

3 6

4 8一 3
_

10

3 7
.

4 5

2
.

7 7

7 4

2
.

2 6

0
.

6 6

2 9
.

2 0

qú,山8
nQ,1ōa

…
叮ó八曰J住Qén6内b厅勺硬̀Qé

:
ù

一月n材巴曰
壤黄红

一0s0X 士 5 4 5 1一 5
.

0 7 5
.

8 9一 2 5
.

3 2
.

21 一 2
.

4 3 1
.

￡0一 1 1 2一 0
.

2 4 3 4
.

7一 4 0
.

2 1
.

6 0一 2
.

9 2

* 根据皖南地区市
、

县土壤理化分析数据 统计
。

表 3 土 体
、

胶 体 化 学 组 成 和 粘 粒 分 子 率

土 壤

类型

剖面号

…
土层一

、 i。 :

土

F e 乞0 3 A I 2 0 3

% %

3
.

4 4 9
.

6 6

4
.

6 6 1 2
.

0

5
.

9 1 1 3
.

6

体 化 学 组 成

C a O %

A

%

7 8
_

0

棕红一南农 一 I BI

.25一

…27…32
壤 C ):

_

:

M g O

%

0
.

4 3

0
.

5 2

0
.

4 6

M
n O

%

0
.

1 2

0
.

1 6

0
.

4 0

T IO

%

1
.

0 3

1
.

0 8

1
.

0 9

P Z O S

%

0
.

0 3

0
.

0 2

0
.

0 2

胶体化 学组成

5 10 2 F e 么0 3 A I么0 3

% % %

4 7
.

7 1 1
.

0 27
.

9

4 6
.

1 10
.

5 2 8
.

3

4 6
.

7 1 1
.

2 2 9
.

1

粘粒分子率

5 10 : / 5 10 : / F e 2 0
3 /

A 1 2O 3
’

R ZO
3 A 12 O 3

9 0 一 2
.

2 5 0
.

2 5

7 :
一

2
.

2 4 , 。
_

2 4

2
.

7 3 一 2
i 。 一。

2。 }。

1 4 一0
: 。

一
。

2 2 一0

1 7 0

..

…
O心山目,ùn叮自ùO

J认ù八己njn曰Oé竹̀一石O曰厅了
..

…
心̀勺ón七n山qéOé月了

ó“ù自了n.们自

……
nQ曰n。né1止né一合通

ùùb目Dlbs0
.

9 5

5LOO口亡」
.

…
QéO一廿
.工,目勺创勺曰nQCJ

0
.

0 5 5

0
.

0 4 4

0
.

0 19

0
.

0 1 6

0
.

0 3 1

0
_

0 1 8

工2
.

7

13
.

5

1 5
.

5

1 4
.

9

1 2
.

7

1 0
_

7

::
.

:叮.n目̀任,土Q曰Q材né八ù了Oō
. .

…
八曰ó,上,占n
ó
n甘

5000ù月ù8勺目
6匕尸0lb枝月n口Oé

……
点日nC“n
ǎ
日nU7 9

_

0 5 1 2
.

2 0
.

0 2

:0
rTo

八úO
J皿一勺Rù乃̀

.

…
二Ula,é巴」曰土ō工,止,二

52
月怪只à

J .
77
n七

.

…一宣团
一 2 )1!

1 0
_

1

1 8
.

8 0
.

20 2
_

7 3 2
.

2 5

0
.

1 7

0
.

1 4

0
.

1 4

0
.

1 0

0
.

3 7

0
.

8 5

::
.

; 竺
·

5“

丫 1 5 :
`

:: :
`

;:书
3029

八曰月任nJC1 J上n八“nU
.

…
八”nCUn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r一...

lwe
es
.

.esssJ任一aQ曰,曰八Unnn
ó

…
ó

,上, .,工闷胜注

l

月
74697058
.

1202.0..00.0一..11

11
·

348143
月了亡J一b一h

丹nA
占

.

…
`

乃OC乙一b
勺.JC尸月了以了叮

.丹̀月考

A

A B

,

B

P l l

{ P 12

1 P I 。

0
.

0 4

ABABBC
黄 红皖一 6

壤
’

6
_

5 6

2 6
`

::
0

.

0 6 2

0
.

0 60

0
.

0 5

0
.

0 4 9

3 8
.

4 8
.

7 2 29
.

6 } 2
.

2 0 1
.

8 6 一0
.

1 95959n
ù浦U

4649
BC

OOnU

一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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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皖 南 地 区 棕 红 壤 和 黄 红 壤 亚 类 的 分 类 鉴 定 指 标

土壤类型 新 生 体

P H

( H名O )

!盐基饱和
}

{ 度 (旦石)

51 0 :八 51 0 :/
’

1 5 0
:/ Fe :

0
3 的 全 钾

A I2
0

3 RZ o 3 ’
R :

o
a游离度 % (K o %)

粘土矿物组合特征

óO月性 n妇口」

一
.

3354 80
no只幻O目

!
恤月11 了三任

l
心

1

谬
!棕红壤

铁
、

锰淀积为主
,

心 土层焦斑
、

结核 明
,

一

显
,

底土层多有 明显 {

红自网纹
。 .

5
.

29

}
5

_

8 1

黄红堆

铁
、

锰淀积为主
,

心 土层结构面上多
」

铁
、

锰
、

枯粒及有机胶 {

膜
,

底土无明显红 白

网纹
。

5 1 5
.

8 9

l
0 7

’

2 5
_

2 7

2
.

2 1

l
2 4 3

1
.

8 0

l
1

.

9 8

3 4
.

6 8

!

店0
_

2 2

1
.

60

}
2 9 0

以 水云母 ( 伊利石 )
、

高岭石 为主
,

伴有蒙
·

脱石 和纤铁矿
,

部分

假有蛙石
、

蒙脱与高

岭石的 i昆层矿物
。

1政
高面石为么 伴有

{伊 `”石
、

二石
、

绿泥

{石
,

部分偶有三水铝
i

石
。

水除新生体外
,

均指〔 B〕层土壤
。

主要依据 (表 4 )
。

这些性状的分异虽然是 由母质类型的差异而引起的
,

但它们己超 出土属 l可而

达到亚类间的力
一

异
。

(参考文献略 )

(
_

匕接 第65 页 )

的有效水含量实际很少
。

而且
,

由于红壤的水容量不大
,

当土壤吸力达 s o k p iaf
、

f
,

已降到 10 一 “

数量级
,

而 s o o k aP 时则达 1 0一 “

数量级
,

所 以土壤难以供给植物水分
,

以上 几个 因素是构成红

壤易出现
一

旱象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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