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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土壤类型的特点与分布规律

王景明,卢志红,吴建富,肖青亮,朱美英,王海辉

(江西农业大学 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庐山土壤实地调查研究和室内分析结果显示,庐山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及其养分分布规律, 随着

海拔的升高,土壤类型依次为山地红壤、黄壤、黄棕壤、棕壤、山地草甸土,土壤养分与地面生长的植物类型及其

凋落物密切相关,土壤的硅铝率或硅铁铝率均随着海拔的升高逐渐增大, 由大到小依次表现为山地草甸土, 山

地棕壤,山地黄棕壤, 山地黄壤,山地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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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 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Soil Types inMT. Lushan

WANG Jing m ing, LU Zh i hong, WU Jian fu,

X IAO Q ing liang, ZHU M e i y ing, WANG H a i hui

( Co llege of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 en,t JAU, N anchang 330045, Ch ina)

Abstract: The results o f on the spo t investigation and indoor analysis of the so ils in MT. Lushan, show ed

that: The soils ofMT. Lushan have obv ious vert ica l zona tity and law s o f d istribution of soil nutrients. W ith ris

ing of the altitude, the so il types inM T. Lushan are in an order o fR ed so i,l Y ellow so i,l Ye llow brown so i,l

B rown so il andM ounta in m eadow so i,l and the conten t of so il nutrients is c lose ly related to the plant types and

the ir litters. The so il silica a lum ina ra tio o r silica- sesqu iox ide ratio rises gradua lly w ith a ltitude, its o rder

from sm a ll to big isM ountain m eadow soils, M ounta in B rown soils, M ounta in Y ellow brown so ils, M ounta in

Y ellow so ils, M ounta in Red so ils.

Key words:MT. Lushan; so i;l investigat ion

土壤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物质体系, 也是一个独特的有生命的历史自然体
[ 1]

, 其形态、特征及性

质,记录着它的发生和发育过程。庐山由于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
[ 2 ]

,其使庐山地块断裂上升至目

前海拔高度达 1 474 m (最高峰:汉阳峰 )的独立山体,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土壤垂直带谱, 从而为教学和

科研提供了良好的天然场所。庐山在气候上处于中亚热带的北缘,地貌和水文等因素对土壤的形成和

发育起着一定的作用,影响到局部地区土壤发育的方向,这就决定了庐山地区植被、土壤垂直带谱的性

质,也形成了某些特殊非地带性的土壤。由于庐山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期形成的结果以及特殊的气候特

征,产生了庐山土壤与植被明显的垂直分布特点,为我们观察和研究庐山土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关于

土壤垂直分布特征的研究已见过报道
[ 3- 4]

,而针对庐山土壤垂直分布规律研究的报道却很少。本文研

究了庐山土壤类型特点及其垂直分布规律,旨在为合理开发利用庐山景区土壤资源和维护庐山自然生

态景区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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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区域为庐山,该区位于江西省北部, 九江市南部,西北濒临长江, 东南濒临鄱阳湖, 北纬

29 28 ~ 29 45 , 东经 115 50 ~ 116 10 , 面积 302 km
2
。庐山是由于地壳运动所形成的地垒式断块山,

其周围是低矮的丘陵和湖泊,地处中国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域,面江临湖,山高谷深,具有鲜明的山地气候

特征。年平均降水 1 917 mm, 年平均雾日 191 d,年平均相对湿度 78%,每年 7! 9月平均温度 16. 9 ∀ ,

夏季极端最高温度 32 ∀ 。最高汉阳峰海拔 1 474 m比周围的平原高出大约 1 440 m,属于中山类型。

另外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76. 6%, 高等植物近 3 000种,昆虫 2 000余种,鸟类 170余种,

兽类 37种。调查研究按一定路线 (庐山南山脚至山上、庐山牯岭街 ! 汉阳峰 ! 大月山简易公路、庐山老

酒厂 ! 仙人洞、芦林饭店 ! 植物园 ! 含鄱口、黄龙潭 ! 乌龙潭 ! 三宝树 )对庐山几个主要土壤类型垂直

分布规律及其养分进行调查研究,土壤养分采用常规分析方法
[ 5- 6]
测定。

2 调查研究结果

2. 1 庐山土壤概况

庐山土壤因其独特的形成过程和地理位置,具有明显的地带性。依据庐山所处地理位置和常绿阔

叶林植被分布特点,庐山地区水平地带土壤分布主要为红壤。但是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 生物、气候依

次变化,土壤类型呈现出明显垂直地带性的分布特征。由上而下土壤类型依次为山地红壤、山地黄壤、

山地黄棕壤、山地棕壤、山地草甸土
[ 7 - 8 ]
。

2. 2 庐山主要垂直地带土壤类型的剖面特征

2. 2. 1 红壤 庐山山地红壤与我国亚热带地区红壤一样分布于海拔 500 m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带, 植

被为天然常绿针阔混交林,马尾松以及灌丛草本。成土母质主要为石英砂岩、花岗岩、片麻岩等风化的

残积物和坡积物。从土壤诊断剖面来看, 具有明显的富铝化成土过程, 说明成土过程中有红壤化的性

质
[ 9]
。现以通远公路, 海拔 155 m处山地红壤为例, 从剖面形态组成来看, 各层次间质地较均匀, 土层

厚度达 1 m以上,属于坡积物。剖面构型为 A B1 B2 BC,其形态特征见表 1。
表 1 山地红壤剖面特征

Tab. 1 The prof ile feature of mounta in red ear th

土壤剖面

Soil

pro file

发生层

So il

horizon

采样深度 /cm

Sam p ling

depth

剖面深度

/ cm Pro file

depth

颜色

Colour

质地

Tex ture

结构

P ed

干湿度

A ridity and

hum id ity

松紧度

T ightness

孔隙

Pore

space

植物根系

P lant root

system

新生体

So il new

grow th

侵入体

In trusion
pH

淋溶层 A 0~ 9 0~ 124 黄红 重壤 团粒 潮 松 很多 多 无 无 5. 0

淀积层 B1 9~ 25 0~ 124 黄红 轻粘 块状 潮 稍紧 多 多 无 无 4. 5

B2 25~ 108 0~ 124 黄红 轻粘 块状 潮湿 稍紧 多 少量粗根 无 无 4. 4

BC 108~ 124 0~ 124 黄红 轻粘 块状 潮湿 稍紧实 少 无 无 无 4. 5

剖面编号: 01;剖面构型: A B1 B2 BC; 剖面地点:通远公路旁; 地形部位:山麓 ;海拔 ( altitude): 155 m; 土壤类型 :山地

红壤; 土壤现状:自然保护区; 母质:坡积物 +砂岩;代表植物: 杉、马尾松、杜鹃。

P ro file number: 01; P ro file pattern: A B1 B2 BC; P ro file site: tongyuan ro adside; N 29 31 05. 3#; E 115 53 13. 2#; Landfo rm

position: foothil;l So il type: m ounta in red earth; So il status quo: nature reserve; Pa rentm ater ia :l slope deposit + sandstone; Repre

sentative plan t: fir, P inusm assoniana, cuckoo.

2. 2. 2 山地黄壤 庐山的黄壤分布在海拔 500 ~ 900 m的地带,局部地区也可达 1 000 m左右。由于

地处山地,日照少、云雾多、湿度大,导致土体经常处于湿润状态,富铝化强度相对红壤为弱,盐基淋溶强

度也较红壤弱,土体发生黄化, 有机质累积作用明显。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针阔混交林,部分为落叶阔叶

林。成土母质也都主要为石英砂岩等风化的残积物和坡积物。现以芦林饭店,海拔 1 030 m为例,母质

为砂岩风化的坡积物,土壤质地以上壤质下轻粘为主, 土层较厚,从上至下分为 3层; 剖面构型分别为

AO Ah A AB B1 B2,其形态特征见表 2。

2. 2. 3 山地黄棕壤 山地黄棕壤分布于海拔 900 ~ 1 200 m地带的各种母质上, 局部地区海拔可达

1 300 m左右。成土过程中具有坡积作用明显、土体较松、厚薄不一等山地土壤的一般特点,该类土壤均

分布于山体上部,温凉湿润,林被茂密,有机质累积速度较黄壤大, 淀积粘化与富铝化的成土作用特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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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山地黄壤剖面特征

Tab. 2 The profile feature ofm ountain ye llow earth

土壤剖面

Soil

pro file

发生层

So il

horizon

采样深度 /cm

Sam p ling

depth

剖面深度

/ cm Pro file

depth

颜色

Colour

质地

Tex ture

结构

P ed

干湿度

A ridity and

hum id ity

松紧度

T ightness

孔隙

Pore

space

植物根系

P lant root

system

新生体

So il new

grow th

侵入体

In trusion
pH

枯枝落叶层

L itter layer
A 0 0~ 3 0~ 100 黑

腐殖质层

H um us horizon
A h 3~ 30 0~ 100 黑棕 重壤 团粒 潮湿 松 很多 很多 无 大块少量 5. 0

淋溶层

Eluv ia l horizon
A 30~ 43 0~ 100 棕 轻粘 团粒 潮湿 松 很多 很多 无 大块少量 4. 5

过度层

T ransition horizon
AB 43~ 53 0~ 100 淡棕 轻粘 团粒 潮湿 松 很多 很多 无 大块少量 4. 5

淀积层

I lluv ial horizon
B1 53~ 71 0~ 100 淡黄 轻粘 小团块 湿 稍紧实 多 少 无 大块少量 4. 6

B2 > 71 0~ 100 黄 轻粘 多 无 大块少量 4. 8

剖面编号: 02;剖面构型: A0 Ah A AB B1 B2;剖面地点: 芦林饭店; 地形部位: 山麓; 海拔 ( a ltitude) : 1 030 m; 土壤名

称: 山地黄壤;土壤现状: 自然保护区;母质:坡积物; 代表植物:杉、黄山松、灌丛。

P ro file number: 02; P rofile pattern: A0 Ah A AB B1 B2; P ro file site: Lu lin restaurant; N 29 33 02. 5#; E 115 58 14. 4#;

Landfo rm position: foothil;l Soil type: mounta in yellow ea rth; So il sta tus quo: nature reserve; Paren tm ater ia :l slope depo sit; Repre

sentative plan t: fir, P inus hwang shanensis, shrub.

显。植被以常绿针阔混交为主, 伴有落叶阔叶混交林, 郁闭度高。现以汉阳峰, 海拔 1 310 m处土壤剖

面为例,母质也为砂岩风化的坡积物,土壤质地以上壤质下轻粘为主,土层较厚分为上、中、下 3层,剖面

构型为 A0 Ah AB B BC C,其形态特征见表 3。

表 3 山地黄棕壤剖面特征

Tab. 3 The profile feature ofm ountain ye llow - brown earth

土壤剖面

So il

profile

发生层

So il

horizon

采样深度 /cm

Sam p ling

depth

剖面深度

/ cm Pro file

depth

颜色

Colour

质地

Tex ture

结构

P ed

干湿度

A ridity and

hum id ity

松紧度

T ightness

孔隙

Pore

space

植物根系

P lant root

system

新生体

So il new

grow th

侵入体

In trusion
pH

枯枝落叶层

L itter lay er
A 0 0~ 3 黑

腐殖质层

H um us ho rizon
A h 3~ 37 0~ 91 暗棕 重壤 团粒 潮 松 多 很多 无 大块少量 5. 5

淋溶层

Eluvia l horizon
AB 37~ 58 0~ 91 棕 重壤 团粒 潮 松 多 很多 无 大块少量 5. 5

淀积层

Illuv ia l horizon
B 58~ 76 0~ 91 淡棕 小团块 潮 松 多 很多 无 大块少量 5. 6

BC 76~ 91 0~ 91 黄棕 轻粘 紧 少 少 少 无 大块少量 5. 7

母质层 P arent

m ater ia horizon
C > 91 0~ 91 淡黄棕 潮湿 小团块 少 无 大块少量 5. 8

剖面编号: 03;剖面构型: A0 Ah AB B BC C;剖面地点: 汉阳峰; 地形部位: 山麓; 海拔 ( a ltitude): 1 210 m; 土壤名称:

山地黄棕壤; 土壤现状:自然保护区;母质: 坡积物;代表植物: 柳杉、黄山松、灌木。

P ro file number: 03; P ro file pattern: A0 Ah AB B BC C; P ro file site: H anyang feng; N 29 31 15. 3#; E 115 57 03. 3#; L andform po

sition: foo thil;l So il type: m ounta in yellow - b rown ea rth; So il sta tus quo: natu re reserve; Parent m ater ia:l slope depo sit; Represent

a tive plan t: Japan ceda r, P inus hwangshanensis, shrub.

2. 2. 4 山地棕壤 山地棕壤分布于海拔 1 200 m以上的山地,植被为柳杉、黄山松和灌丛草类。母质

主要为砂岩风化的坡积物,局部地区还有风积物。有机质含量较高,粘粒下移现象不甚明显。由于山地

降水较多,物质有一定的淋溶, 其它性质与山地黄棕壤相似。现以大月山路旁的土壤剖面为例, 母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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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风化的残积物,土壤质地以上壤质下轻粘为主,土层较厚,分为上、中、下 3层,从土壤诊断剖面来看

剖面构型为 Ah A B C, 其形态特征见表 4。

表 4 山地棕壤剖面特征

Tab. 4 The prof ile feature ofmounta in brown ear th

土壤剖面

So il

profile

发生层

So il

horizon

采样深度 /cm

Sam p ling

depth

剖面深度

/ cm Pro file

depth

颜色

Colour

质地

Tex ture

结构

P ed

干湿度

A ridity and

hum id ity

松紧度

T ightness

孔隙

Pore

space

植物根系

P lant root

system

新生体

So il new

grow th

侵入体

In trusion
pH

腐殖质层

H um us ho rizon
A h 0~ 17 0~ 68 黑棕 重壤 团粒 潮 松 多 很多 无 无 5. 5

淋溶层

Eluvia l horizon
A 17~ 28 0~ 68 淡棕 重壤 团粒 潮 松 多 很多 无 无 5. 5

淀积层

Illuv ia l horizon
B 28~ 68 0~ 68 黄棕 轻粘 小团块 潮湿 紧 少 少 无 无 5. 3

母质层 P arent

m ater ia horizon
C > 68 0~ 68 黄棕 轻粘 块 潮湿 紧 少 很少 无 无 5. 3

剖面编号: 04;剖面构型: Ah A B C; 剖面地点:大月山路旁; 地形部位:山麓; 海拔 ( a ltitude): 1 240 m; 土壤名称 :山地

棕壤; 土壤现状:自然保护区; 母质:残积物;代表植物: 柳杉、黄山松、灌木。

P ro file number: 04; P ro file pattern: P ro file site: da iyueshan roadside; N 29 33 44. 4#; E 115 59 01. 2#; L andform position:

foothil;l So il type: m ounta in brown earth; So il status quo: NatureReserve; Parent m ater ia:l residua l deposit; Representative p lant:

Japan cedar, P inus hw angshanensis, shrub.

2. 2. 5 山地草甸土 山地草甸土分布于山顶比较平缓地段,面积较小, 是山地垂直带谱中分布最高的

土壤类型。植被为山地草甸群落。在大月山顶、汉阳峰顶部一带可见这类土壤, 但由于人类建筑利用,

大月山顶的此类土壤已逐渐减小。草本植被生长旺盛, 不论地表或地下,都积累了大量的有机质,因此,

土壤形成的生物过程旺盛,但由于暖湿的生长季节不长,土壤经常保持湿润,气温低、湿度大、多云雾,有

机质分解缓慢,较浅的土层,积聚了大量的有机质, 形成暗黑色或棕褐色的腐殖质层, 剖面构型为 A 0-

Ah,土壤质地以壤质为主,土层较薄分为上下 2层,其形态特征见表 5。

表 5 山地草甸土剖面特征

Tab. 5 The profile feature ofm ountain m eadow soil

土壤剖面

Soil

pro file

发生层

So il

horizon

采样深度 /cm

Sam p ling

depth

剖面深度

/ cm Pro file

depth

颜色

Colour

质地

T exture

结构

P ed

干湿度

A ridity and

hum id ity

松紧度

T ightness

孔隙

Pore

space

植物根系

P lant root

system

新生体

So il new

grow th

侵入体

In trusion
pH

枯枝落叶层

L itter layer
A 0 0~ 2 0~ 12 黑棕 轻壤 团 粒 潮 松 多 很多 无 无 5. 5

腐殖质层

H um us horizon
A h 2~ 12 0~ 12 中壤

基岩

M othe r rock
D > 12 0~ 12

剖面编号: 05;剖面构型: A0 Ah D; 剖面地点:大月山顶;地形部位: 山麓; 海拔 ( a ltitude): 1 443 m; 土壤名称: 山地草

甸土; 土壤现状:自然保护区; 母质:残积物;代表植物: 草丛、高山杜鹃。

P ro file number: 05; P ro file pattern: A0 Ah D; P ro file site: Da iyueshan mounta in top; Landfo rm position: foothil;l So il type:

m ounta in m eadow so i;l So il sta tus quo: na ture reserve; Parent m ate ria:l residual deposit; Represen tative plant: brushwood, alp

cuckoo.

2. 3 各剖面主要土壤养分特征

由表 6分析可知, 庐山不同类型土壤,由于母质大都为石英砂岩残积物或坡积物, 少部分为风积物、

第四纪冰碛物, 所以质地相似, 介于重壤到轻粘之间。各土壤中有机碳、全 N、速效 N、速效 P、速效 K、代

换性盐基及盐基饱和度均随土层的加深呈现递减的趋势, 这与其地面生长的植物类型及其凋落物密切

相关。土壤 pH值介于 4. 5~ 5. 7,呈酸性或强酸性。各土壤速效磷含量较低,变幅较大而表层速效钾含

量除山地红壤低于 50 m g /kg外,其它土壤表层速效钾含量均高于 90 m g /kg。另外, 地带性土壤表层有

机碳大体上随着海拔的升高逐渐增大
[ 10]

,随土层的加深逐渐减少 (图 1) ,其含量除取决于山地气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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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庐山各土壤剖面有机碳含量的动态变化

F ig. 1 Variation o f the content of o rganic carbon o f So il pro file ofM T. Lushan

图 2 庐山各土壤 A、B层的硅 (铁 )铝率

F ig. 2 The content o f silica- alum ina ratio and

silica- sesqu iox ide ratio of the so il types o fM T. Lushan

表 6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 6 The basic chem ica l properties of soils

土壤类型

Soil type

发生层

So il

horizon

有机碳 /

( g∃ kg- 1)

O rg an ic ca rbon

全 N /

( g∃ kg- 1)

T - N

速效氮 /

( m g∃ kg- 1)

Ava i.l - N

速效磷 /

( m g∃ kg- 1)

A vai.l - P

速效钾 /

( m g∃ kg- 1)

Ava i.l - K

代换性盐基 /

( mm o l∃ kg- 1)

Exchangeable base

盐基

饱和度 /%

Base sa turation

质地

Tex ture

pH

(H 2O )

山地红壤 A 14. 33 1. 31 155. 41 8. 10 46. 73 17. 16 8. 29 重壤土 5. 0

M ountain B 7. 83 0. 72 89. 12 5. 31 21. 31 6. 85 7. 93 轻粘土 4. 5

red earth BC 2. 96 0. 38 41. 38 4. 94 15. 46 2. 07 5. 82 轻粘土 4. 5

山地黄壤 A 43. 62 3. 10 257. 63 3. 52 100. 1 40. 26 21. 7 重壤土 5

M ountain AB 14. 44 1. 20 98. 24 3. 11 57. 41 6. 32 5. 11 轻粘土 4. 5

yellow earth B 4. 23 0. 40 18. 41 1. 8 38. 45 7. 01 7. 34 轻粘土 4. 8

山地黄棕壤 A h 53. 19 3. 30 293. 53 3. 12 96. 45 27. 26 13. 82 重壤土 5. 5

M ountain A 31. 15 2. 30 216. 01 3. 09 72. 39 12. 54 8. 25 重壤土 5. 6

yellow brown earth B 10. 15 0. 85 45. 74 2. 41 41. 25 6. 47 6. 23 轻粘土 5. 7

山地棕壤 A h 45. 42 3. 10 163. 14 3. 04 94. 36 25. 13 15. 33 重壤土 5. 5

M ountain A 17. 46 1. 60 131. 56 2. 32 68. 42 9. 58 7. 98 重壤土 5. 3

brown earth B 8. 996 0. 80 26. 12 2. 15 39. 13 7. 32 7. 61 轻粘土 5. 3

古红土 A 37. 76 3. 00 158. 33 4. 28 96. 31 24. 87 14. 56 重壤土 5. 5

Fossil B 14. 27 1. 30 69. 42 2. 25 52. 16 8. 99 8. 23 轻粘土 4. 8

red soil C 1. 80 0. 20 11. 65 2. 1 28. 11 8. 01 7. 94 轻粘土 4. 8

山地草甸土 A o 54. 06 3. 50 183. 25 5. 17 98. 35 21. 63 9. 71 轻壤土 5. 5

M ountain m eadow so il A h 31. 73 2. 10 123. 41 2. 31 78. 42 7. 49 4. 83 中壤土 5. 5

很大程度上取决地上植被枯枝落

叶的多少。其硅铝率或硅铁铝率

随着海拔的升高逐渐增大 (图

2) ,从大到小依次表现为: 山地

草甸土,山地棕壤, 山地黄棕壤,

山地黄壤, 山地红壤。这与海拔

升高, 湿度增大, 土壤生物富集作

用明显,脱硅富铝化作用依次减

弱,土壤中的铁、铝水化作用增

强,土体中的 SiO2流失相对减少,

土壤脱硅富铝化程度减弱相一致。

3 庐山垂直带中非地带

性土壤及母质剖面特征
3. 1 山地古红土

山地古红土是一种埋藏土,

在山体未抬升之前形成的红土

壤,后经搬运堆积而至。调查中

发现离大月山顶 1 000 m左右的

公路边, 海拔 1 250 m一带可见

被雨水冲刷裸露出地表的红土

层, 上部 0 ~ 48 cm 是棕壤土,

48 cm以下土层里面夹杂大小不

均的具有明显棱角的石块 (砂岩

碎块 )的红土层,结构为粒状, 有

土壤冻融
[ 11]
之痕迹,可见庐山存

在湿热地貌遗迹和部分寒冻与泥

石流地貌特征,也是新构造运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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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与堆积过程的作用
[ 12]
。

所挖剖面母质为残、坡积物,土壤质地以上壤质下轻粘为主,土层较厚,分为上、中、下 3层,剖面构

型为 A0 Ah A B C,其形态特征见表 7。

表 7 山地古红土剖面特征

Tab. 7 The profile feature ofm ountain fossil red soil

土壤剖面

Soil

pro file

发生层

So il

horizon

采样深度 /cm

Sam p ling

depth

剖面深度

/ cm Pro file

depth

颜色

Colour

质地

T exture

结构

P ed

干湿度

A ridity and

hum id ity

松紧度

T ightness

孔隙

Pore

space

植物根系

P lant root

system

新生体

So il new

grow th

侵入体

In trusion
pH

枯枝落叶层

L itter layer
A 0 0~ 2

腐殖质层

H um us horizon
A h 2~ 22 0~ 100 黑棕 重壤 团粒 潮 松 多 很多 无 多石砾 5. 5

淋溶层

Eluv ia l horizon
A 22~ 48 淡棕

轻粘

多石砾
5. 4

淀积层

I lluv ial horizon
B 48~ 100 黄红 粒 潮湿 紧 少 少 4. 8

母质层 Parent

m a ter ia horizon
C > 100 黄 粒 实 无 4. 8

剖面编号: 06;剖面构型: A0 Ah A B C; 剖面地点:大月山路旁; 地形部位: 山麓; 海拔 ( altitude) : 1 250 m; 土壤名称:

山地古红土; 土壤现状:自然保护区;母质: 残积物、坡积物; 代表植物:柳杉、黄山松、灌木。

P ro file number: 06; P rofile pattern: A0 Ah A B C; Profile site: Da iyueshan roadside; N 29 33 45. 1#; E 115 59 02. 7#;

Landfo rm position: footh il;l So il type: m ounta in foss il red so i;l So il status quo: nature reserve; Parentm ate ria:l residua l deposit,

slope deposit; Representative p lant: Japan cedar, P inus hw ang shanensis, shrub.

3. 2 网纹红土母质

庐山土壤母质类型较多,大都为石英砂岩风化的残积物或坡积物, 也有页岩风化的残积物或坡积物,

少部分为风积物。另外在海拔 800 m左右的地方发现的网纹红土母质,母质间夹杂着大小不规则砂岩

石砾, 剖面构型为 A0 Ah A B(表 7)。据研究,这种网纹红土形成于更新世 (Q 2 ) ,而中更新世时,我国东

部的气候,大都较现代湿热,适合网纹红土发育的中亚热带森林气候区的北界可达北纬 34 ∀ 左右, 大

致相当于现在山地黄壤的上限。同时,中更新世的庐山海拔较现在低, 经过 %鄱阳 ! 大姑 ! 庐山冰期和

间冰期 &的湿热气候风化、淋溶和淀积后形成网纹红土。至中更新世以后的新构造运动使庐山发生强

烈的断块上升,网纹红土才抬升到目前这样的高度,中更新世以后,庐山大约抬升了 200~ 300 m,因此,

山上网纹红土母质是在庐山新构造运动抬升之前的中更新世时形成的
[ 13]
。

表 8 网纹红土母质剖面特征

Tab. 8 The profile feature of parentm aterial of ret icu lated red soil

土壤剖面

Soil

pro file

发生层

So il

horizon

采样深度 /cm

Sam p ling

depth

剖面深度

/ cm Pro file

depth

颜色

Colour

质地

T exture

结构

P ed

干湿度

A ridity and

hum id ity

松紧度

T ightness

孔隙

Pore

space

植物根系

P lant root

system

新生体

So il new

grow th

侵入体

In trusion
pH

枯枝落叶层

L itter layer
A 0 0~ 2 0~ 100

腐殖质层

H um us horizon
A h 2~ 8 黑棕 轻粘 团粒 潮 松 多 很多 无 5. 5

淋溶层

Eluv ia l horizon
A 8~ 20 红 粒状 紧实 少 少 多石砾 5. 0

淀积层

I lluv ial horizon
B 20~ 100 红黄 4. 8

剖面编号: 07;剖面构型: A0 Ah A B;剖面地点:庐山老酒厂; 海拔 ( a ltitude): 825 m; 地形部位:山麓;土壤名称: 网纹

红土母质; 土壤现状:自然保护区;母质: 冰碛物;代表植物: 针阔混交林。

P ro file number: 07; P ro file pattern: A0 Ah A B; P rofile site: LuShan o ld d istillery; Landfo rm position: foo th il;l So il type: pa r

ent m ater ial o f re ticu lated red so i;l So il status quo: nature reserve; Parent m ater ia:l g lac ia l deposit; Representative plant: m ixed

broad lea f- con ifer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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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庐山土壤垂直分布

F ig. 3 The ve rtica l d istr ibu tion o f the so il types o fM T. Lushan

4 讨 论
土壤作为岩石风化和生物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支持生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农林业发展的

关键。气候、生物、母质、地形、时间、内外动力地质作用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都对土壤的发生发育产生

影响, 而且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对土壤的综合作用不同, 从而产生不同的土壤类型。因此庐山由下而

上依次形成山地红壤、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山地棕壤、山地草甸土等地带性土壤。

由于庐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该区土壤类型及其养分分布均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

性特点,有机碳含量和硅铁铝率都是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升高。又因新构造运动使庐山发生强烈的断块

上升, 使其在高海拔处出现了古红土及网纹红土母质。此外,庐山土壤的垂直地带性分布还受坡向等因

素的影响,同一地带性土壤类型在南、北坡海拔高度略有差异 (图 3)。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等因素不

同,土壤垂直带谱由南向北纬度的不断升高,不同山地土壤类型垂直分布高度也依次下降, 如江西省南

部齐云山的山地草甸土分布在海拔 1 900 m左右, 中部武夷山的山地草甸土分布在海拔 1 800 m左

右
[ 14]

,而北部庐山山地草甸土出现在海拔 1 440 m左右。但同一海拔高度,因地形等因素不同, 土壤类

型的差异也略有不同,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我国土壤研究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从内因与外因相

结合、物质与能量相协调
[ 15- 16]

等方面,研究了土壤沙漠化 、水土流失 、酸化和养分亏缺等主要的土壤

退化机制
[ 17]

,认为土壤可蚀性是导致土壤侵蚀退化的内在因素
[ 18]

,因此研究庐山土壤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庐山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 19 ]

,使其朝着自然和谐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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