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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岛丘陵土壤系统分类研究
*

厉 仁 安
(浙江农业大学土化系

, 31 0 0 2 , )

摘 要

本文按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
》,

对浙江海岛丘晓土壤 “个代表性剖面进行了划

分
,
结果表明

,

可分别归属于棕红壤土类和准红壤土类
,

但由于土壤盐基饱和度高
,

因此可进一

步划分为富盐基棕红壤亚类
,

而准红壤中无相应的亚类
,

建议恢复设立富盐基准红壤亚类
。

关键词 土壤系统分类
,

海岛
,

丘陵

浙江海岛土壤的研究
,

最早见于 30 年代朱莲青
、

宋达泉和刘海蓬所著
“

浙江普陀山土

壤概要
”

一文田
。 19 5 8 年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时

,

对浙江海岛丘陵土壤并无专题论述
,

也未

涉及土壤发生分类问题
。 1 9 7 9 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开始后

,

我们对浙江海岛土壤作了

多次的调查和分析
,

发现舟山群岛丘陵土壤与大陆丘陵土壤相比有所不同 :从形态上认定

的一些红壤类土壤
,

其盐基饱和度很高
,

粉砂 /粘粒比也较大 ; 粘粒的硅铝率也稍偏高
〔2] 。

对此
,

我们曾专门写了一篇报告 [3] ,

把这类土壤暂归为红壤土类黄红壤亚类海岛棕红泥上

属
。 19 8 5 年冬

,

浙江省土壤普查办公室专门组织全省土壤普查骨干二十余人
,

对舟山群岛

土壤作了全面调查考察
,

并组织有关单位对调查所采土样进行了土壤理化分析
。

最后
,

浙

江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在全省土壤普查资料汇总时
,

把这类土壤统一定名为红壤土类饱和

红壤亚类闭
,

对这类土壤的命名
,

也可在台州
、

温州及宁波等沿海地市的土壤报告上反映

出来
〔, 一叭 ‘, 。但是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所制定的

“

中国土壤分类系统
”切 ,

把这类土壤定名为

初育土纲土质初育土亚纲红粘土土类复盐基红粘土亚类
。

造成这种同土异名的情况是由

于该土壤分类系统缺乏严格的诊断指标和明确的定量标准
。

因此
,

有必要按照土壤系统

分类的观点和标准
,

对浙江海岛丘陵土壤进行分类研究
,

以确定其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

的地位
。

一
、

土壤剖面的选择和理化分析

本文共选择了浙江海岛丘陵土壤代表性剖面 14 个
,

并按海岛地理位置由北到南 (北

纬 3 1“一 2 8“ ) 编号 (表 1 )
。

其中剖面 1一 , 采自啄泅县的黄龙
、

嗓山
、

壁下
、

小洋和拘祀等

岛
,

剖面 6 采自岱山县大街岛
,

剖面 7 由俞震豫教授带领采自舟山本岛定海区茅岭
,

剖招

* 本 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资助项 目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

)) 课题的部分研究结果
。

l) 浙江省台州地区土壤 普查办公室
, 1 9 3 7: 台州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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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9 采自定海区妈蝗山顶和普陀区朱家尖岛
,

剖面 10 和 11 采自宁波北仓区大榭岛和

梅山岛
,

剖面 1 2
、

1 3 和 14 分别采自宁波象山县的南渔山岛
、

南韭山岛和南田岛
。

土壤测定的项 目
,

主要有
: 土壤颜色

、

土壤颗粒组成和质地 (美国农部制)
、

粘粒的硅

表 l 代表性土坡剖面 B 层的颜色及颗粒组成

T a b le 1 5 0 11 c o lo r a 一l
d m e c h a n i e a l c o m Po s it io n o f B h o r 一z o n

剖面编号

P r o file

N o
.

颗粒组成 (g / k g )
地 点 M o e h a n ie a l C o m P o ‘it io n 遭逊

粘粒

L o e a t io n

B 层深度
(c m )

D e P t h o f

颜色

C o lo r

红度

R R 2一 < 0
.

0 0 2

0
。

0 5 m m

0
。

0 5一
0

。

0 0 2 m m

质地

T e x t u r e

(美国农部 ) 淤;
揉泅黄龙

嫌泅嗓山

操洒壁下

嗓洒小洋

裸洒拘祀

岱山大俩

定海茅岭

定海妈蝗山顶

普陀朱家尖

北仑大榭岛

北仑梅山岛

象山南渔山岛

象山南韭山岛

象山南田岛

l , 一50

8一5 1

l ,一3 9

1, 一7 8

1 2一4 9

1 3一 3 5

1 0 Y R S/ 6

一OY R S / 6

1 0 Y R 7 / 6

2
。

S Y R S / 8

7
。

S Y R 7 / 6

2
.

S Y R S / 8

2
。

S Y R S / 6

10 Y R 6 / 6

SY R 4 / 6

7
.

S Y R 7 /呼

7
.

, Y R 6 / 3

7
.

SY R 6 / 6

7
.

S Y R 6 / 8

S Y R 6 / 8

0

0

0

12
。

0

2
。

1

12
,

0

9
。

0

0

7
。

5

l
。

4

l
。

3

2
。

5

3
。

3

6
。

7

14 2

17 0

2 5

3 0

1 2 6

1 0 0

1 6 2

4 2 0

2 2 5

12 ,

l夕0

8 3

19 3

9 5

5 6 8

5 4 5

6 3 3

5 0 0

4 9 9

3 9 7

4 5 8

3 3 8

35 8

5 6 0

, 1 5

6 5 7

5 3 2

5 8 5

2 90

2 8 5

3 4 2

4 7 0

3 7 5

5 0 3

3 8 0

2 4 2

4 17

3 1 5

2 9 5

2 6 0

2 7 5

3 2 0

粉质粘壤土

粉砂壤土

粉质粘澳土

粉质粘土

粉质粘壤土

粘土

粉质粘壤土

壤土

粘土

粉质粘壤土

粉质粘壤土

粉砂壤土

粉质粘壤土

粉质粘壤土

l
。

9 6

l
。

9 1

l
。

8 5

1
.

0 6

l
。

3 3

0
。

7 9

l
。

2 1

l
。

4 0

0
。

8 6

l
。

7 8

l
。

7 5

2
。

53

1
。

9 5

l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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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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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 B 层土雄枯粒化学组成和粘土矿物

T a ble 2 T h e e ho m i c a l c o m Po s i t i o n a n d c la y m i n e r a ls i n t h e c la 萝

r a e t i o n o f 5 0 11 B ho r i z o n

剖面编号

P r o fi le

N o
-

化化 学组成 ( g / k g ))) 分子串串
CCCh e m i c a l e o m Po s i t 二o nnn M o la r r a t i ooo

555 10
:::

A I
:
0

,,
F e :

0
,,

5 10
:

/// 5 10
:

///
AAAAAAAAA 1

2
0

333
R

:
0

」」

3337 9
。

333

⋯{}{
:

{{{
8 4

。

333 2
。

月888 2
。

0 555

333 77
.

888 2 6 3
·

3 111 9 1
。

666 2
。

3 111 l
。

9 111

333 87
。

888 26 5
。

000 12 2
。

222 2
。

3 ,, 1
.

8 444

333 9 8
。

555 2 4 4
。

666 1 07
。

333 2
。

, 333 2
。

0 111

333 9 9
。

333
二二 1 08

。

444 2
。

5 888 2
。

0 444

444 0 0
。

222 2 9 6
。

0 {{{ 10 0
。

666 2
。

5 666 之
.

0 666

333 9 2
。

333

:;:::
‘‘ 92

。

333 2
。

7 444 2
。

2 111

444 63
。

000 3 3 8
.

222 , l
。

222 2
。

6 555 2
。

3 999

444 09
。

000 3 4 1
.

555 1 09
。

000 2
。

5 555 2
.

0 333

555 02
。

222 3 2 7
.

111 78
。

444 2
。

2 333 l
。

9 777

5554 0
。

333 3 3 7
.

222 6 6
。

999 2
。

7 222 2
。

4 111

555 12
.

33333 8碍
。

999 2
。

, 555 2
。

2 000

555 4 0
。

00000 8 7
。

222 2
。

8 111 2
。

4 000

555 3 1
。

33333 7 9
。

,, 2
。

6888 2
。

3 333

粘粒矿物组成

C o m Po s i t i o n o f e la y m i n e i a ls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伊利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伊利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兼有伊利石
、

石英

兼有伊利石
、

少量绿泥石

兼有高岭石
、

少量绿泥石

兼有伊利石

兼有伊利石
、

少量绿泥石

兼有伊利石
、

石英

兼有伊利石
、

少量绿泥石

兼有伊利石
、

石英

兼有伊利石
、

石英

兼有白云母
、

石 英

兼有高岭石

少量绿泥石
、

石英

,山.,4呢
碑�自,少O口n,
�Ul

,‘.、4

.口..己‘..,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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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铁率和粘粒矿物组成(X 射线衍射)
,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及交换性阳离子组成
,

并计算其

有效阳离子交换量和盐基饱和度
。

此外
,

对主要海岛的温度和水文状况也作了调查 (见表

l一5 )
o

表 3 B 层土族的阳离子交
.

换t 及盐基饱和度

T a l, le 3 T h e C E C a n d b a s e 一s a t u r a t io n Pe r c e n t a g e 一 o f 0 0 11 B ho r iz o n

雄�剖面号

P r o f i le

N O
-

PH

( H : 0 )
a e id i t y

交换性
盐基

E x e h
.

b a s。

有效阳离子

交换量

E C E C

阳离子

交换全

C E C

盐基饱和度

B a s e- s a t u r a t i o n

Pe r c e n t a g e

( % )

有效阳离子

交换t /粘粒

E C E C / C la y

阳离子交换

t /粘拉

C E C /
c la y

c m o l( + ) / k g

一
.

一
月

一
门

一
.

一
.

一
.J月j6
1,自j币j,山,石

.

⋯
�U八臼0nUO口OJ弓J4fj

�
U.几,占,‘,�,白,山

⋯⋯
n�n�n几U八U八甘‘,R一硬」,山孟,,山

⋯
月‘n�
‘.二

5
。

2

:::
6

。

0 0
。

5 9

0
。

2 3

�
O口丹�,
.�U,山,翻月J3.

⋯

,妇,乙

6
。

2
:::

n口�Un臼
6

。

3

5
。

7

,
。

3

0
。

2 3

幽j
�1100
,

.,�通
.1�.二

.

⋯
成U八甘
�
U
�”U

J
心月,月,月,几�O碑JO
‘.‘�U孟U甘口
侣几三,O子�‘��,晓目OJ61碑门、产己

.月,J,月,‘U月,.J
l

门卜卜卜户冲沙尸
‘

甲曰卜阮
‘

防阵

2
。

0 2

2
。

2 4

2
。

0 1

3
。

7 1

2
。

5 7

0
。

4 3

2
。

0 9

3
。

呼2

3
。

37

5
。

0 4

7
。

5 6

1 0
。

9 4

5
。

9 4

7
。

6 6

8
。

1 6

3
。

6 3

5
。

0 4

3
。

3 1

4
。

6 5

6
。

3 1

4
。

6 6

呼
。

8 8

5
。

6 1

5
。

5 2

8
。

8 1

11
。

5 3

8
。

7 7

10
。

2 5

1 0
。

1 8

5
。

8 7

7
。

0 5

7
。

0 2

7
。

22

6
。

74

6
。

75

8
。

30

。

4 5

。

3 9

。

9 7

。

6 8

。

7 ,

。

9 7

。

8 0

。

9 1

。

6 1

。

1 4

。

6 6

。

4 2

。

5 5

。

5 ,

0
。

2 6

0
。

2 4

0
。

17

0
。

2 2

0
。

2 4

0
。

2 5

0
。

2 4

O
。

2 ,

,j工lj,
..压

.

⋯
�、JJ6口J工JJ

.二2fjJ,气廿哎Ot了.00碑�“�,‘弓‘飞�略

. .二自.昌. .二. .几.三

表 4 浙江海岛通度和千澡度与内陆(金华)比较表

T a ‘le 4 C o rn P . r i s o n o f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a r id i t了 b e t w e e n Z h e i i a n g

i . la n d r e g i o n a n d in la n d r e g i o n ( J in h u a )

lllll 222 333 呜呜 555 666 777 888 999 l000 l 111 l222 月平均均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o n t hlyyy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l e . nnn

裸裸洒洒 4
。

999 5
。

222 8
。

222 1 3
。

lll 1 7
。

555 2 1
。

666 2 6
。

lll 2 6
。

999 2 4
。

lll 19
。

今今 l今
。

lll 8
。

333 15
。

888

大大街街 5
。

222 5
。

444 8
。

666 1 3
。

666 1 8
。

222 22
。

222 2 6
。

777 2 7
。

555 2 4
。

555 1 9
。

666 1今
。

333 8
。

444 16
。

222

普普陀陀 5
.

444 5
。

777 8
。

888 1 3
。

555 1 8
。

000 2 2
。

000 2 6
。

lll 2 7
。

000 2 4
。

444 1 9
。

666 14
。

555 8
。

777 1 6
。

111

定定海海 5
。

333 5
。

888 9
。

lll 1 4
。

111 1 8
。

444 2 2
。

555 2 6
。

888 2 7
。

333 2 4
。

444 1 9
。

222 14
。

222 8
。

,, 1 6
。

333

金金华华 端
。

999 6
。

444 1 0
。

888 1 6
。

999 2 1
。

444 2 5
。

lll 2 9
。

666 2 9
。

222 2 4
.

999 1 8
。

666 13
。

444 7
。

555 1 7
。

444

大大衙衙 0
。

9 666 0
。

5 666 O
,

9 999 0
。

7 111 0
。

9 111 0
。

7444 2
。

1555 2
。

8 666 l
。

0 555 l
。

7 222 l
。

6 111 0
。

9 999 l
。

2 777

普普陀陀 0
。

8 000 0
。

4 333 0
。

7 222 0
。

5 444 0
。

5 222 0
。

5 111 1
.

7444 1
。

9 111 0
。

7 666 0
。

9 555 0
。

9 222 0
。

6 555 0
。

8 777

定定海海 0
。

5 555 0
。

3 666 0
.

, 888 0
。

5 333 0
。

5 222 0
。

4 999 l
。

2 222 l
。

2 000 0
。

5 444 1
。

0 222 0
。

7 999 0
。

6 555 0
。

7 000

金金华 }}}}
“

’

”‘‘ 0
。

3 999 0
。

4 777 0
。

5 000 0
。

4 999 0
。

5 333 l
。

8888 2
。

4 888 l
。

1888 l
。

7 888 0
。

9 333 0
。

8222 l
。

0 000

年数

Y e a r -

.月,矛,
‘
弓�门矛,二,二.二,‘.二

,口月矛
,1

,二,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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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浙江海岛年降水t 和蒸发t 与内陆(金华)比较

T a b le 5 C o m P a r is o n o f a n n u a l P r e e iP it a t io n a n d e v a p o r a t io n b e t w e e n

z h e
li

a n g is la n d r e g io n a n d in la n d r e g io n
(J in h u a )

地 点

L o e a r {o n

年 降水量

A n n u a l

年蒸发量

A n n u a l

P r e C I P l t a t l o n

(m m )

e v a P 0 l a t l o n

(m m )

干 燥 度

A r id it y

(D )

大衡

普陀

定海

金华

90 3
。

5

1 18 6
。

9

14 7 6
。

6

1 33 7
.

1

l8

8 l

1 2 9 2
.

, 12 2 6
。

6

1 4 04
.

8 16 2 8
.

6 0
。

8 6

二
、

土壤诊断特性

(一) 土壤温度状况

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闭
,

土壤温度状况是指土表下 , oc m 深度处或浅

于 50 c m 的石质或准石质接触面的土壤温度
。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

但从

浙江省主要海岛多年气象资料来看(表 4 )
,

年平均气温在 15 ℃ 以上
,

最北的嗓洒年平均

气温也有 l多
.

8℃
,

但比同纬度的内陆金华市要低
,

且没有超过 22 ℃
。

一般说来
,

同一地点

的土温要比气温略高
。

因此
,

浙江海岛丘陵土壤属热性土壤温度状况
。

(二 ) 土镶水分状况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阁 指出 : “

土壤水分状况指年内各时期土壤内或某

土层内地下水或 15 x 10
, Pa

张力持水量的有无或多寡
” , “

若无土壤水分观察资料
,

可按

Pe
n m an 经验公式计算的年干燥度估算

” 。

按该式计算结果表明(表 D
,

浙江海岛年干燥

度以大简岛最大
,

达 1
.

2 7 ,

属半干润土壤水分状况
,

舟山本岛的普陀和定海年干燥度分别

为 0
.

87 和 0
.

7。【10J
,

属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大街岛蒸发量大于

降水量
,

且持续时间长
,

而定海和普陀干燥度大于 l 的月份仅在 7一 8 月
。

要指出的是按 Po n m a n 经验公式计算时
,

若用各月可能蒸发量之和除以年降水量得

到的干燥度要比各月可能蒸发量除以各月降水量得到的干燥度平均值要 低
,

如 大 街 为

1
.

18 ,

但总的趋势是一致的(表 5 )
。

(三 ) 土镶颇色

颜色是土壤剖面形态的重要特征
,

也是《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 )》中诊断指标

之一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14 个剖面 B 层土壤颜色基太上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偏棕的黄棕

色(10 Y R )
,

如剖面 l
、

2
、

3 和 8 ,

这些剖面主要分布在浙北海岛和丘陵顶部 ; 另一类是偏红

的红棕色 (2
.

, Y R 一 7
.

, Y R )
,

如剖面 4一 7 , 9一 1 4 ,

这些剖面主要分布在浙江中部海岛
。

由于用门赛尔色卡来表示土壤颜色不是单一的数量指标
,

土层间的颜色难以直接比

较
,

因此
, T or r e nt 等人 【, 幻建议把门赛尔颜色换算成红度 (R R )来表示土壤染成红色的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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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 (10 一 H ) X C / V

式中的 H 是门赛尔色调中 Y R 的级别
,

如 S Y R 时
,

H 一 5 ; 10 YR 时
,

H 一 10 ;所有 Y 色

调时
,

H 一 10 ; 1 0 R 时
,

H ~ 0 ; V 是色值 ; C 是彩度
。

后来 T o r r e nt 【‘2,
和 K : m Pf 〔‘习 进一步证实了 R R 值与无定形铁

、

游离铁和针铁矿含

量无显著相关
,

而与赤铁矿含量呈显著相关
,

即土壤
‘护赤铁矿含量越高

,

颜色越红
,

R R 值

越大
。

根据上式计算浙江海岛丘陵土壤各剖面 B 层的 R R 值(见表 1)
,

可以看出 R R 值由北

到南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

说明南部海岛丘陵土壤赤铁矿化程度较北部为高
。

(四 ) 土滚颗粒组成和质地

14 个土壤剖面 B 层的颗粒组成见表 l ,

土壤质地
,

按美国农部标准
,

基本上分为两类
:

一类是粘土 (粘粒含量 > 4 0 0 9 / k g )
,

这类质地只有三个剖面 (剖面 4
、

6 和 9 )
,

而且剖面 4

粉砂含量特别高
,

属粉砂质粘土
。

其余 11 个剖面均属壤土类
,

而且有 10 个剖面粉砂含量

很高
,

属粉砂质壤土或粉砂质粘壤土
。

我们曾提出土壤 B 层的粉砂 / 粘粒比可用来反映该土壤矿物质风化强度
,

即比 值 愈

小
,

风化度愈高
,

也就是保存下来的未遭彻底分解的原生矿物量相对地减少
,

可作为湿润

热带和亚热带土壤一种重要风化度指标 田。

14 个剖面 B 层的粉砂 /粘粒比 (见表 1 )
,

除

了 2 个剖面小于 l 以外
,

其余剖面均大于 1 ,

说明海岛丘陵土壤矿质土粒风化度较铁铝土

差
。

(五 ) 粘粒的硅铝率和硅铝铁率

传统的观点认为粘粒的硅铝率是衡量土壤富铝化的重要指标
,

即比值愈小
,

富铝化愈

强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中也将粘粒的硅铝率作为铁铝土

、

铁硅铝土的重要

诊断指标
,

并规定了划分土类的定量标准
,

按此标准
,

有三个剖面(剖面 2
、

3 和 10) 的粘粒

硅铝率在 2
.

00 一 2
.

40 之间
,

而其余 11 个剖面的硅铝率均大于 2
.

4 00

硅铝铁率的涵义同硅铝率
,

只是把铁与铝同时进行考虑
。

因此
,

硅铝铁率均低于硅铝

率
,

它更清楚地反映土壤富铁现象
。

浙江海岛丘陵土壤由于不受淹水还原作用影响
,

风化

淋溶过程中铁也是不被溶解的
,

故趋于残积
。

因此
,

各剖面的硅铝铁率比硅铝率低得多
。

(六 ) 阳离子交换t 和盐基饱和度

14 个剖面 B 层细土部分阳离子交换量在 7
.

14 一 12
.

6 Ic m ol (+ )/ k g 之间
,

有效阳离子

交换量在 5
.

52 一 11
.

5 3c m ol (+ )/ k g 之间(表 3 )
,

折算成 E C E C /粘粒的比率
,

以剖面 7 为

最 多
,

达 0
.

2 6
,

这可能与该层含有一定量有机质有关(含有机质 5
.

3 4 9 / k g )
,

其余剖面则在

。
.

17 一。
.

25 之间
, E C E C 与有机质及粘粒含量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

14 个剖面 B 层土壤 pH (水提)在 ,
.

1一 6
.

7 之间
,

其中有 9 个剖面 p H 值小于 5
.

5 。

若

计算各剖面盐基饱和度
,

最低的也有 36 肠
,

最高的达 94 沁
,

比同纬度大陆丘陵土壤要高
。

这除 了与海岛年蒸发量大于年降水量使土壤淋溶作用较弱有关外
,

还可能与海岛常年接

受海浪激扬之雨雾
,

把富盐基的海水带到陆地之故
。

(七 ) 粘粒矿物类型

据硅酸盐粘粒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 1 4 个剖面 B 层粘粒中

,

多以高岭石占优势
,

少数

以伊利石 占优势
,

没有或仅有少量绿泥石
,

未见三水铝石衍射峰
,

这可能与东区蒸发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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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降水量而不利于三水铝石形成有关
。

14 个剖面也未见蒙皂石出现
,

表明本区土壤由铁

铝土向铁硅铝土过渡的特征
。

三
、

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 )》对土壤的划分及讨论

14 个剖面的成土母质均为各种花岗岩和凝灰岩风化物
,

其中剖面 2
、

3 和 10 号三个

剖面 B 层粘粒的硅铝率 < 2
.

4 0 , E C E C /粘粒比率在 0
.

18 一 0
.

25 之间 ; 剖面 9 的硅铝率虽

> 2
.

4 0 ,

但是 E C E C /粘粒 < 0
.

18
,

粘土矿物为高岭石或与伊利石混合型
,

再参照温度及水

分状况
,

这四个剖面可划分为湿润铁硅铝土亚纲中准红壤土类
,

至于亚类的划分
,

由于这

四个剖面盐基饱和度均大于 35 % 而无耕作淀积层
,

因此不能划为耕淀准红壤亚类
,

但《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二稿 )》中曾设有富盐基准红壤亚类 [9]
,

这四个剖面符合这个亚类标准
,

因此
,

建议恢复设立富盐基准红壤亚类
。

剖面 1
、

4
、

5
、

1 1
、

1 2
、

13 和 14 等七个剖面的 B 层粘粒硅铝率 > 2
.

4 0
,

C E C
7

/粘粒 )

2
.

40
, E C E C /粘粒在 0

.

18 一。
.

25 之间
,

粘土矿物以高岭石为主
,

再参照温度和水分状况
,

这

七个剖面可定为湿润铁硅铝土亚纲棕红壤土类
,

但其中剖面 4
、

5 和 12 B 层盐基饱和度>

50 务
,

所以又可进一步定名为富盐基棕红壤亚类
。

需要指出的是剖面 6 ,

虽然其水分状况按 Pe
n m an 经验公式计算干燥度大于 1 ,

但 由

于该岛年降水量尚较大(9 03
.

, m m )
,

致使土壤的州 值较低
,

只有 6
.

2 ;C E C
,

/ 粘粒为 0
.

2 6;

E C E C I粘粒只有 。
.

2 0 ,

且颜色较红 (2
.

, YR S / 8 )
,

而盐基饱和度达 59 并
,

因此
,

该剖面拟定

为富盐基棕红壤亚类
。

至于剖面 7
,

粘粒硅铝率 2
.

7 4 ,

虽然 E C E C /粘粒为 。
.

2 6 ,

但该层含有机质 ,
.

3 49 / k g 土
,

可见有部分 E C E C 是有机质贡献的
,

该剖面 B 层颜色较红 (2
.

S Y R , / 6 )
,

且盐基饱和度达

7 6并
,

因此可划到富盐基棕红壤亚类
。

最后一个是位于海拔 4 30 m 的定海妈蝗山山顶的剖面 8
,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时
,

把

该剖面定为黄壤
。

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诊断标准
,

其水分状况达不到常湿

润的标准
,

粘粒硅铝率偏高 (2
.

6 5 )
,

C E C ,
l粘粒 妻 0

.

2 4 , E C E C /粘粒 〕 0
.

1 8
,

盐基饱和度

41 多
,

因此该剖面宜定为棕红壤土类普通棕红壤亚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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