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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桔构性的初步研究
*

易 品 仙
(湖南省农业科李研究所)

士壤精构状况在农业生产上具有重大意义
,

拮构状况的好坏是衡量土壤肥力水平的

一个重要方面
。

稻田土壤与旱地不同之点
,

在于浸水时尚长
,

没有明显的大团粒桔构
,

而

主要为微枯构〔’] ,

故微精构的研究在稻田土壤研究中显得更为重要
。

目前已握拟定 出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土壤微拮构状况的方法
,

例如法吉列尔提出以枯

构系数作为土坡团聚化程度的指标
。

盐入松三郎款为
,

土壤的沉淀容积是土壤爵多内部

性屑的粽合表现
,

可以此作为拮构状况的指示
。

榭森祥等则以枯构容重比作为水稻土耕

性的指标
,

比值愈大AlJ 枯构性愈好tz]
。

这些方法虽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域的耕性
,

但

常因土壤性质不同 (如腐殖厦含量
、

质地
、

代换性阳离子粗成等 )而有校大的局限性
,

且很

难用单一数字靛明拮构好坏
,

或者操作繁复
,

分析时容易产生较大筷差
。

在我俩的工作中
,

发现土壤的沉降系数 (土壤在水中橙拌后
,

最初 出砚界限时与静置一定时简后下层土壤容

积之比 )与土壤耕性有一定关系
,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稻 田土壤的拮构状况
,

且操作筒

便
。

本文报告我佣在这方面的工作枯果
。

一
、

沉降系数的测定方法

农民根据其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趣瀚
,

将水稻土的耕性区分为糯性
、

粳性
、

淀

浆性及起浆性等
,

实厦上这些性厦都是土壤枯构状况的一种反映
。

按阿斯塔波夫意见
,

土

壤在静水中沉降的速度以单粒被快
,

各毅微团聚体则因其比重较小
,

下降的速度较慢 3 故

农 i 不同枯作制度下稻田土翻在水中的沉隆速度和沉淀容积

翰 作 形 式
开始静砚至初
砚界限 时 简

初砚界限时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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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在肯泽宏

、

徐文征二位先生指导下进行
。

参加工作的偷有陈叔君
、

福文展二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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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时简内原状土在沉降筒中下降距离的大小
,

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靓明土壤中微团聚体

的合量情况
。

如表 1 所示
,

双季稻藏肥田土壤在沉降筒中趣橙拌后
,

立郎出现混水与土粒

的分界枝 (1一 2. 乡分钟 )
,

而稻旱翰作田 出现界核的时简AlJ 较长 (斗一7 分御 )
,

自队冗淀下降

速度稻旱翰作田均小于双季稻椽肥田
,

这靓明稻旱翰作田中微团聚体合量以及参与微团

聚体的单粒较前者为多
。

由表 1 还可看到
,

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的初现界限时的沉淀容积及 24 小时后的沉淀

容积虽因土壤机械粗成等的不同差异很大
,

而与静置后至初现界限时的时简没有关系
,

但

其比值 (B / A ) BlJ 与静置后至初现界限时的时简大体上一致
。

各稻旱翰作田土壤的 B / A

比值均大于双季稻椽肥田土壤的 B / A 值
。

表 1 中的 B 值是土壤授拌静置 2 4 小时后的沉淀容积
。

选用这个时简是 因为此时土

壤的沉淀容积一般基本上已停止变化 (表 2 )
,

可以得到相互比较的枯果
。

戮 2 不同时圈沉淀容积的变化

! 初境界限
土级耕作方式 l时 容 积

24 小 时 内 沉 淀 容 积 变 化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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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
,

拟定的沉降系数$lJ 定法如下 : 称取相当于 1 00 克干土的原状土 (先侧原状土水

分合量
,

然后称样进行 )
,

加水澄匀
,

全部洗入 1
,

0 0 0 毫升量筒中
,

加水至刻度
,

以橙拌棒每

分钟上下 40 次的速度掩 1 分钟
,

静置
,

观侧其开始出现混水与土粒分界时
,

下层土壤容积

毫升数 A ,

及静置 24 小时后下层土壤容积毫升数 B ,

二者比值的倒数 c ,

自p称为沉降系

数
。

其爵算式为
:
旦 一 co
A

供拭原状土的沉降系数值一般均在 1 以下
。

我佣殷想
,

当土壤团聚化程度极低时
,

H[j

沉降系数值将大于 1 。 为了肺征这一点
,

我俩曹用了几个不 同的水稻土
,

加草酸纳使之不

同程度的分散
,

然后如上进行测定
,

拮果列于表 3o

表 3 靛明
,

趣分散后的土样与原状土的沉降系数有很大差别
。

原状土的沉淀容积系

由大至小
,

分散后的土样的沉淀容积AlJ 系由小至大
。

这是由于土样趣分散后
,

初沉降的都

是砂粒
,

随后单粒推演下沉
,

故 24 小时后的沉淀容积大于初现界限时沉淀容积
,

因而沉降

系数大于 1
。

原状土4lJ 因团聚体所受到的分散作用小
,

开始下降时
,

由单粒所粗成的各极

团聚体构成的沉淀容积大
,

随后各团聚体之简互相紧密排列
,

因而最后的沉淀容积小
,

故

沉降系数均在 1 以下变动
。

根据上远拮果
,

初步可以献为
,

沉降系数值 ( c ) 能够反映稻 田土壤的耕性
, c 值在 1

以下时
,

数值较大者耕性较好
, c 值在 1 以上时

,

HlJ 数值较大者耕性较差
。

此值太大或太

小
,

均靓明土壤耕性不良
,

太大时淀浆性孩
,

太小时BlJ 起浆性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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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3 原狱土与分傲土的沉陇系徽

处处 理理 初瑰界限时沉淀淀 2 斗小时质的沉淀
‘‘

沉 降 系 数数
容容容积(落升))) 容积(落升)))))

水水稻土 l
,

原状土土 1 2 000 1 1000 0
.

9 1 777

徽徽分散土
*** 6 000 8 000 1

.

3 333

充充分分散土**** 斗000 7222 1
.

8 000

水水稻土 2
,

原状土土 6 4 000 1 8222 Q
.

2 8 444

徽徽分散土土 呼000 8888 2
。

0 000

充充分分散土土 4 000 8000 2
。

2 000

水水稻土 3
,

原状土土 6 5 000 2 4666 0
.

3 7 888

橄橄分散土土 7 000 夕222 l
。

3 111

充充分分散土土 5 888 17 777 3
。

0 555

水水稻土 4
,

原状土土 7 5 000 19 555 0
.

2 6 000

微微分散土土 7000 8 000 l
。

1 444

充充分分散土土 6 555 1 6 777 2
.

5 777

*
微分散系加 , 奄升 0

.

S N 草酸纳于土样中
,

用玻棒搜动 10 分钟
。

帕 充分分散系加 20 奄升 。
.

, N 草酸纳于土样
,

嵘乳娜中研磨 10 分钟
。

二
、

沉降系数与土族有机质及机械祖成的关系

一般款为
,

土壤的桔构状况与有机质的量和厦的关系很密切
。

我佣侧定了三种利用

方式(双季稻浸冬
,

双季稻椽肥及稻旱翰作 )下土壤的沉降系数
、

有机厦含量和胡敏酸的特

性
,

桔果列于表 4o

不同利用方式下土 . 的沉陇系橄与有机熨的关系

胡 敏 酸 幼 特 性

利 用 方 式 沉 降 系 数 有 机质 (% )
梢

_

光 系 数
(4斗o m 拜)

0
。

2 15

加入 l% C a CI:

凝聚所需时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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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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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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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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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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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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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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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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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兄
,

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沉降系数值的变化序列是
:
双季稻浸冬 < 双季稻

糠肥 < 稻早翰作
。

有机质含量的变化趋势RlJ 与此相反
,

在双季稻椽肥
、

特别是双季稻浸

冬利用方式下的土壤
,

由于浸水时简长
,

有机盾矿化程度弱
,

其有机盾含量较稻早翰作者

为高
。

但从有机质的厦量看
,

稻旱翰作方式下的水稻土
,

其胡威酸消光系数较大
,

凝聚极

限值较小
,

沉降系数与腐殖厦的震量有着同一的变化趋势
。

‘

这靓明在长期清水条件下所

形成的腐殖质
,

并不具有促进土壤团聚化的良好性能
。

土壤的机械粗成是土壤的重要物理特性之一已粘粒较多
,

将有助于团聚体的形成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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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方面
,
在测定土壤的精构状况时

,

有时常因不同土壤的机械粗成不同
,

而使侧定枯

果不能较好的反映土壤团聚体的实际状况
。

我佣侧定了湖南祁阳石灰岩风化物上发育的

几个稻田土壤的机械粗成及其沉降系数(表 5 )
,

根据侧定的精果
,

似乎可以孰为沉降系数

与机械祖成无关
,

而与土壤的利用方式关系较为密切
。

当然
,

我们浏定的标本很少
,

各土

样简机械粗成的差异也不是很大
,

这方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

获 S 几种土 . 的机械粗成和沉陇系吸

地称土级

福号

视粘土

鲤粘土

粗粘土

翅粘土

宣粘奥土

翰翰作形式式 土 层层 各级粒径(奄米)顺粒含最
,

%%%

深深深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屋来))) > 0

.

2 555 0
.

2 5一一 0
。

0 5一一 0
.

0 1一一 0
。

00 5一一 < 0
。

0 0 111

000000000
。

0555 0
.

DIII 0
.

0 0 555 0
.

0 0 11111

一一季稻冬浸浸 0一 2 666 2
.

斗斗 10
.

888 3 0
.

888 1 2
.

444 19
.

222 2 4
.

444

超超 麦麦 0一 1222 2
。

000 1 1
。

222 30
.

888 1 2
。

888 l‘
.

888 2 6
.

444

双双季稻冬浸浸 0一 2 555 2
.

666 2 1
.

444 2 2
.

888 1 6
。

444 1 8
。

000 1 8
。

888

稻稻 油 荣荣 0一 1999 2
.

888 16
.

888 2夕
.

555 1 8
.

000 2 0
.

000 1斗
.

888

一一季稻冬浸浸 0一 1 555 3
。

000 2 4
.

666 2 9
.

222 1 4
.

888 14
.

000 1 4
.

444

,几,‘3

(戴自张及刘宜承二同志分析)

三
、

沉降系数值与土族肥力的关系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
,

土壤肥力应当是指农作物生长发育所要求的全部土壤条件
,

概括地能就是土壤的水
、

肥
、

气
、

热状况的粽合
。

这些状况与土壤的枯构性有密切的关系
。

因此
,

沉降系数值应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壤的肥力
。 1 9 6 2 年我俩曾桔合翰作斌

驮侧定了各种处理的土壤的沉降系数
、

速效养分及还原性物厦量等
,

兹将部分桔果列于

表 6 0

获 6 不同抽作方式下土级的理化性袱与水稠魔I (养分测定桔果以干土为基数)

(翰作制定位拭珠区
,

1 9 6 2 年)

5 月 9 日

翰作 方 式
水稻产量

(斤/亩)

6 月 4 日 ! 6 月2 1 日

沉降系数
N H r N

(p p m )
速效磷
(p p m )

还原性物质总最 】N H o N

(毫当量 / 1 0 0克土)} (p p m )
速效磷
(p p m )

N H ,- N

(p p n l
)
速效磷
(p p m )

�U一j少n乃9
浏

6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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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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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胭 跳 菜

早 稻 玉 米

早稻玉来大豆

早 稻 大 豆

早 稻 杠 落

5 2 8
。

1

5 9 4
.

0

5 3 6
.

5

5 6 1
.

0

5 3 8
.

4

5 6 1
.

0

0
.

3 5斗

0
.

7 6 4

0
。

9 2 6

0
。

9 0 8

0
.

8 2 7

0
.

9斗9

1 8
.

9

Z ,
。

Z

3
.

2

3
。

6

::

1 2
。

3

6
.

4

5
.

7

6
。

8

6
。

2

呼
。

O

1
。

8

3
。

1

6
.

0

5
。

3

咚
。

9

5
.

6

内乙甸/
,
工,乙

.

⋯
�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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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丹乙

表 6 表明
,

在翰作制定位贰嗽区中
,

与双季稻速作利用方式下的土壤相较
,

稻旱翰作

利用方式下的土壤
,

其沉降系数值较大
,

还原性物质量较低
,

各时期 N H 。一N
、

速效磷的含

量也较高
。

这税明稻旱翰作制较之双季稻速作制更有利于土壤良好枯构的形成
。

同时由

于稻早翰作制利用方式下的土壤具有较好的枯构性
,

因而它的矿化作用较张
,

能为作物生

长发育提供较好的营养环境
。

19 6 2 年我俩还在本所农锡选择了毗邻的两块田
,

一块系常年双季稻冬浸田
,

另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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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季稻冬种蔬菜 田
,

在早稻生长期简分别定期采样
,

侧定土壤的沉降系数
、
N氏

一N
、

速

效磷和还原性物厦以及水稻的分集速度和产量
。

观侧桔果 (表 7a ,

7 b) 同样表明
,

沉降系

数值较大的土壤
,

矿化作用较弦
,

水稻产量也较高
。

农 几 冬注田
、

冬种田土盛的理化性肚(养分拮果均系以干土为基数)

养分含量
测定日期

N H ,- N

(p p m ) 气豁
磷

}鹰鬓腮疑
)
}
沉 降 ‘ 。

5
。

4 8

3
。

斗6

0
。

3 0 3

0
。

6 4 5

0
。

12 3

0
。

3 16

0
.

1 7 1

0
。

3 2 6

自、Or,‘O产OOf、�nO�丹�,‘八U,、口,

⋯⋯
夕匀.j工J目,山,�“�

5 月 9 日: 冬浸

冬种

‘月 4 日: 冬浸

冬种

6 月2 1 日: 冬浸

冬种

8 月 4 日: 冬浸

冬种

2 6
。

1

3 2
。

3

2 7
。

7

3 1
。

0

10
.

4

8
。

9

斗3
.

5

1 6
。

斗

痕迹

4
.

8

痰迹

4
.

0

5
.

9

1 6
。

0

狡儿 冬注田
、

冬种田的早抽分旅率组长怕况及月度, 的关系

学学拿泛泛
5 月2 3 日日 5 月2 8日日 6 月 2 日日 6 月 7 日日 6 月11 日日 水稻产量量

(((((((((((((((斤/亩)))

冬冬 浸浸 6
。

000 1 8
。

666 6 3
。

666 9 9
。

222 10 4
.

222 5 0 111

冬冬 种种 6
。

555 2 5
.

777 5 9
.

000 1 0 2
.

333 11 0
.

000 6 9 2
。

lll

由此可见
,

沉降系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水稻土的拮构状况
,

揭示不同利用方式下

水稻土肥力上的差异
。

桔构系数的侧定商单易行
。

它可以作为表征水稻土枯构性及肥力

的一项指标
。

摘 要

1
.

拟定了侧定稻 田土壤沉降系数的方祛
。

取相当于风干土 10 0 克的原状土
,

加水掩

匀后
,

置 1
,

0 0 0 毫升量筒中
,

加水至刻度
,

用橙拌棒以每分钟上下 40 次的速度愧拌 1 分钟
,

静置
。

观测开始出现潭水与土粒分界时
,

下层土壤容积的毫升数 ( A )
,

及静置 2 4 小时下

层土壤容积的毫升数 ( B )
,

二者的比值称为沉降系数 ( c )
,

以此作为桔构状况的标志
。

其

O

B一A
一一影算式如下

: C

2
.

沉降系数与土壤有机盾的厦量有密切关系
,

土壤中的胡敏酸
,

其分子较复杂
,

土壤

的沉降系数也较大
。

机械祖成似对沉降系数值影响不大
。

3
.

沉降系数值 ( c ) 在 1 以下时
,

数值的大小与土壤耕性的好坏趋势一致
,

4

数值大
,

表

示土壤耕性好 ; c 值在 1 以上时
,
表明土壤的起浆性弦

。

4
.

水早翰作利用方式下的水稻土
,

其沉降系数值
诊

阻较双季稻速作利用方式下者大
,

前

者中的还原性物质量较少
,
N H 才一N 及速效磷量较多

。

冬浸田 与冬种 田比较
,

前者的沉降

系数值较后者为小
,

还原性物盾较多
,

速效性养分舍量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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