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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水稻土的发生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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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系江苏省南部的泛称
,

包括江苏省的苏州
、

旗江两专区及上海市
,

共舒土地面积

三千九百余万亩
,

其中耕地占 多左右
,

其余为山地
,

耕地中以水稻土为主
,

的占 多
。

敲区位于北亚热带范围
,

系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
。

东滨黄海
,

深受东南季风影响
,

故

在气候上温暖多雨
,

四季分明
。

年雨量 , 一 , 毫米
,

多降落在 一 月
,

年平均温度
·

一 ℃
,

无霜期长达 多一 天
。

因低温时简持按不长
,

秋播作物 的越冬期不十分

明显
。

本区范围不大
,

加之海洋性气候影响
,

生物气候上的地带性差异不显著
,

仅在 自然植

被与地带性土壤的特性方面有某些地方性的变化
。

例如
,

南部的太湖与宜傈地区常椽朋

叶树种比北部宁熊地区多些 在趣济林木方面
,

柑橘
、

毛竹
、

批把在南部有较广泛栽培
,

而

北部 很少种植
。

与植被相适应
,

地带性土壤也有所变化
,

北部系黄棕壤
,

而南部 近黄

块
。

这些差异对耕作制度影响不大
,

只在双季稻栽培方面
,

南部比较成功
,

但主要都是稻

麦两熟制
。

在地形方面可分成三个类型 低山丘陵
、

平原与湖泊洼地
。

低山丘陵 习
‘

质上称宁雄
、

宜漂与澄踢吴低山丘陵
。

平原是指滨湖与沿江滨海的冲积平原
。

湖泊洼地以太湖为中心

星散于广大平原之中
,

主要有姚隔
、

昆承
、

阳城与柳淀甜湖及其周围的洼地
。

所以地形开

朋平坦
,

河网密布
,

水源丰富
,

向誉为
“淮米之乡

’

、

鼓区的成土母质
,

除局部山区为基岩的风化物外
,

广大丘陵及其外椽平原均为下蜀黄

土复盖
,

沿江滨海为现代冲积物
,

而一系列洼地 为泻湖相沉积物
。

在上远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土壤
,

丘陵山区为黄棕壤
,

平原地区为草

甸土
,

洼地中剧形成沼译土
。

现在的水稻土便是在这些土壤上发展起来的
。

一
、

苏南地区土族的历史演化途径

根据第四耙地盾查料判断
,

与现代水稻土形成紧密联系的成土过程是从更新世晚期

下蜀黄土沉积之后开始的
,

在此之后古气候条件虽有所变化
,

一般耕都是 比较 温暖湿 消

的山
。

可以想兑
,

处于这种条件下的石灰性黄土
,

其中的石灰首先受到淋洗
,

并在一定部

位以不同形式累积起来 其后
,

已趣脱掉石灰的上部土体
,

由于铁锰舍量的相对增加与形

态改变
,

呈现棕色或杠棕色
。

这一过程一直进行到全新世
。

之后
,

在气候上虽然没有发生

朗显变化
,

但根据古地理材料推断 
,

在距今
,

一 , 年简
,

海水内侵
,

海岸技上溯

到丘陵地区边椽 
。

在这种条件下除山区及部分高丘陵外
,

广大丘陵地区原来的 自成土形

参加鼓喊工作的偷有陆彦椿
、

费振文两同志
。

插图系本所拾图室清枪
,

部分分析材料系本所分析室分析
,

一并

致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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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过程必然为水成或半水成土形成过程所代替
,

而形成了含铁盆枯核的草甸土
。

同时被还

原的铁锰亦必随水下移
,

而使土体枯构面上被复了大量黑色或暗棕色的胶膜和斑块
,

局部

滞水土层尚形成灰色的斑杖
。

目前上远成土过程虽已成为过去
,

但其部分特征得以保留
,

从而形成了具有铁锰枯核的黄棕坡
,

及其下的风化壳
。

其上的水稻土
,

具 白士层
,

当地呀

板浆 白土或白土
。

据陈吉余等人推测 
,

在距今 , 年左右海水退缩
,

长江三角洲伸展
。

丁文江推侧

, 。年前长江入海口已达江阴一带川
。

在出搏水面的平原地区剧随之出现沼泽一草甸土

的形成过程
。

与此同时
,

由于潮汐的作用太湖外围的 自然堤开女合出现
,

这不但使太湖及其

周围的湖泊封淤逐渐进入沼泽时期
,

而且在自然堤上及洼地外徐出现草甸过程
,

推按发展

并分别形成了目前的草甸黄棕城与沼泽土
。

这些土坡虽然早已耕种
,

并发育成为水稻土
,

但在某些发生特征上仍然有所不同
。

草甸黄棕城的剖面中含有多量的豆状铁锰枯核
。

其

上发育的水稻土往往出现白土层
,

当地哄 白土或淀浆白土
。

沼泽土的泥炭一腐殖质层下多

出现灰白色的膺育层
,

因之其上发育的潜育性水稻土
,

农民都呀作青泥白土
。

此后
,

自然堤之外的平原稚按伸展成为陆地
,

草甸过程发展
。

与此同时
,

由于新构造

运动 , 使已形成的太湖平原援慢下沉
,

海水的泛盘
,

部分自然堤及其内椽洼地或者河流两

岸的土壤为新的沉积物所复盖
,

形成埋藏土域
。

埋藏层的厚度不等
,

一般在 米左右
。

在

埋藏泥炭层中发现汉代文物门
。

由此可知
,

这一埋藏层的沉积是在二三千年之内
。

在这

一新的沉积层上以及 自然堤以外地区
,

草甸一沼泽过程的进行便逐渐形成了现代的黄棕城

型草甸土与沼泽士
。

这种草甸土除部分具有埋藏腐殖贯层外
,

表层的石灰明显淋洗
,

剖面

中部出现石灰桔核
,

大小不等
,

上部已无石灰反应
。

其上的水稻土多为中一重城厦
,

农民都

以岛沙土或夹沙土名之
。

而这时形成的沼泽土
,

除具泥炭埋藏层外
,

含有石灰
,

呈碱性反

应
,

土体暗灰色
,

脱水后易于出现大枯构
,

状如
“
盛头

” ,

故其上的潜育性水稻土
,

当地呀盗

头扁山土
。

长江沿岸的平原以及由近代河漫滩发育的洲田大多是在唐朱以后成陆的
,

目前仍在

不断成长中
。

由于成土年龄短
,

加之人俩及时的耕垦利用
,

其上的 自然生草过程为之中断

或者未来得及进行郎受耕作干扰
。

因之
,

这种土壤不但具显明的沉积层理
,

而且整个剖面

均呈兹石灰性
,

可称之为冲积性草甸土
。

其上发育的水稻土农民都以沙夹黄或黄夹沙土

名之
。

更靳世晚期 全断世 青退肖文化期 容袄战国 店宋 现代
,

负负株康康

一一
一 、、

草草甸土土

年

由上可见
,

苏南地区与水稻

土直接有关的 自然土埃是从更新

世晚期开始形成
,

玩在仍在稚按
。

但是由于近期的海俊
,

正如图

所示
,

部分丘陵地区的黄棕壤遭

受到草甸状况的影响
,

而草甸土

由于地下水位的升高褥变成沼泽

土
。
当时的沼泽土 处于水下

。

此后随着海退
,

三角洲伸展
,

自然

安书扮

州系始自然士峨成土时期一
原始水耕 水拱 水早耕

一水相土成土时期
一

图 苏南地区自然土典与水稻土的历史演化

堤形成与湖泊洼地的封淤
,

与地形的演化一致
,

又依次出现了现在的黄棕壤
、

草甸土与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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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土
。

这些土城在发生与肥力上的差异
,

无疑地便对水稻土的发生与演化产生影响
。

在

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俩正是掌握了这些特点
,

因地制宜地加以利用与改良
,

从而培育成了 目

前高度肥沃的水稻土
。

二
、

水稻土的形成与演化

苏南地区是我国古老的农业地区之一
。

根据考古材料
,

大豹在四五千年前自所稍
“
青

谨 岗文化期
”
已有水相栽培 

。

当时由于生产工具落后
,

耕作粗放
,

水稻首先是在自然肥

力高
、

水利条件好的沼泽土或沼泽草甸土上开始
。

并筑纤围田
,

以便垦殖 
。

当时采用一

种类似翰荒的耕作制一一田策制 ,
。

显然
,

这是散区水稻土形成的开始 图 斜核所示
。

这时的水稻土是处于同沼泽土互相更替的翰荒阶段
,

形成原始水稻土
。

之后
,

随着人类社会翘济的发展
,

耕作技术进步
,

在春秋战国之后
,

为了满足人们对粮

食的 日盘增长的要求
,

除扩大水稻播种面积外
,

势必增加复种
。

在这种情况下田策制 自然

为水稻速作代替
,

而草甸土与部分黄棕块亦将陆按辟 田种稻
。

如
《
周礼

》
中有

“
揭州

、

荆州

宜稻
”
之靓

。

当时的苏甫属踢州版图
。

从此
,

欲区水稻土进入水耕熟化时期
,

福田型水稻

土得以形成与发展
。

从苏南地区县制毅立沿革 看
,

无拐
、

苏州最早
,

投于公元前千余年
。

丘陵与高平原

区次之
,

如金坛殷于公元前六百年
。

南京在公元前四百年
,

其他县分多殷子公元前二百年

左右
。

沿江滨海地区最迟
,

多徽于公元之后
。

当然县制投立是农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标

志
,

与水稻土的艳对年龄无直接关系
,

但枯合上远情况仍可简接佐征献区水稻土在地区上

的相对发展顺序
。

据古籍耙载
,

唐宋时代三麦等作物开始在故区水稻土上引种
。

宋代的枕治者在推行

与巩固稻麦翰作方面曹作过一番努力
。

宋代的
《
吴郡图趣按祀

》
中郎有

“
吴中……其稼

  麦种禾一岁再熟
,

相有早晚其品名甚繁
。”
网的祀载

。

由此可觅
,

稻麦翰作在孩区水稻

土上推行
,

只有千余年历史
。

不言而喻
,

稻麦帕作的推行
,

不但使福田水稻土缩诚
,

而且稠

麦两熟水稻土得以形成发展
。

在定向培育措施下便有越来越多的水稻土进入其形成过程

的现阶段—水旱耕文替阶段
。

现在看来
,

敲区水稻土形成过程的总特点是草甸与沼泽状况的明显交替
。

这一过程

是 由夏秋灌溉淹水与冬春的排干祖成
,

或者锐是水耕与旱耕的交替
。

在人为与自然因素

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中性瀚育水稻土
。

这种土城不但肥力高
,

而且稻麦两宜
,

农民称鳍血

土或蚕沙土
。

已如上述
,

三种自然土壤的发生特性是不同的
。

其上水稻土的发生演化途径也不同
。

沼泽土型水稻土通过排水与垫高田面促进脱沼泽过程的发展
,

黄棕壤型水稻土 用灌概

清水 造草甸沼泽状况
,

而草甸土型水稻土 通过淤灌
,

加弦草甸沼泽状况
。

在灌溉
、

排

水与耕作
、

施肥等因素作用下
,

自然土坡的某些特征消失
,

水稻土的某些共同性出现
,

从而

体恢 出人为因素在改造自然方面的互大作用
。

但是
,

也不能忽略水稻土发生演化过程中自然土坡的影响
。

由于自然土壤处于不同

的演化发展阶段
,

加之开垦时简与利用方式上的不同
,

便使本区土坡向瀚育水稻土发展的

进程中处予不同阶段
,

形成不同的水稻土
,

但其简的发生联系是毋庸置疑的
。

为叙述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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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

人为地分成三个阶段
,

并归钠成如下图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沼泽土 , 全潜水稻土 ‘ 中潜水稻土 、

股沼泽作用 、

草甸土 , 猫石灰性翅浦育水稻土 ‘ 弱石灰性中浦育水稻土 一 中性浦育水稻土

脱石灰作用 厂

黄棕典 , 上位白土层粗浦育水稻土‘ 中位白土层浦育水稻土
,

清水作用

下面便从一般的发生特性与肥力状况来箫远水稻土的发生演化规律
。

一
、

形态剖面的变化 众所周知
,

形态剖面特征是成土过程的反映
,

也是土壤发生特

性与肥力状况的具体表现
。

一般靓
,

沼泽土型水稻土的剖面只具 层
,

或埋藏腐殖

质潜育层
。

草甸土型水稻土具 一 一 型剖面
,

而黄棕壤型水稻土具 一 或 一

型剖面
。

在演水耕作影响下都逐渐发育成由 一 一 一 或者 层粗成的瀚育水

稻土剖面特征
。

沼泽土上发育的水稻土形态剖面的变化与当地的耕作施肥习惯是分不开的
。

根据当

地农民习惯每年施用河泥 初一 担 豹合四五千斤 估算
,

每 一 年郎可 造一个耕

层
,

每三百年左右自 造一个剖面
。

在这种情况下
,

随着脱沼泽过程的发展
,

犁底层 出现

灰棕色而带有绣斑与胶膜的渗育淀积层不断增厚
,

灰蓝色的潜育层逐渐下移
,

由原来的

厘米下降到 厘米左右
,

进而降到 罕 厘米以下
,

甚至在 米范围内消失
,

此时的水稻土

亦由全播水稻土 盛头扁山土 翘中潜水稻土 扁山土 发展到漪育 底禧 水稻土 蜷血扁

山士 图
。

卜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国国国口口夕
勺

…
一一 ,,

 
日田 园日画田目图目口困画因乃知”困带侧班阿布

拐层

犁底层

淀积今育层

淀积母质层

母皿层

裕育层

落育淀积层

渗育淀育层

埋喊腐殖层

渗育白土

图 水稻土在演化过程中形态剖面的变化
一
盛头岛山土

,

卜 扁山土
,

卜 徽血扁山土
。

卜 黄夹沙
,

卜 黄泥土
,

卜 岛沙土
。

一
板浆白土

,

川
一
白土

, 一
蚕沙白土

注 图中诊育淀积层位犁底层下
,

前人曹杭称为渗育层
。

因有锈斑与灰色胶膜的存在砚称之为淀

积沙育层
,

如系白土层 名为渗育层
。

蔽层之下系前人所阳的浦育层
,

鉴于拐斑与灰色胶膜明

显
,

瑞育层不能充分反映其食生
,

故夏名为渗育淀积层
。

草甸土上发育的水稻土剖面形态的变化是同耕作与灌概淤积作用分不开的
。

这种水

稻土多以长江水灌概
,

江水除合多量 的矿度元 素外
,

尚夹带大量泥沙
,

一般舍沙量在

一 公斤 公方之简
。

每年每亩水稻灌水以五百公方针可淤积 , 一 斤泥沙
,

这些泥沙
,

除改变耕层盾地外
,

亦必随水下渗
,

使剖面中的沉积层理逐渐消失
、

垂直节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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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在耕作影响下犁底层形成
,

灰棕色棱柱状并夹有锈斑与胶膜的渗育淀积层向下伸展
,

而砂粘相简的母质层便由上层而下移
,

格于在 米剖面内消失
,

加之石灰的不断淋失
,

水

稻土亦由张石灰性帆度潞育水稻土 黄夹沙 翘弱石灰性漪育水稻土 黄泥土 发育成中性

漪育水稻土 岛沙土 图
。

黄棕壤上发育的水稻土剖面形态的变化同清水耕作有关系
。

淹水与 由此导致的还原

作用加速了土壤中的淋淀过程
,

在熟化初期由于施肥不足
,

铁锰的还原淋洗与粘粒的向下

移动
,

不但使剖面上部变 白
,

而且由于粉砂量相对增加
,

耕层出现淀浆性
。

反之
,

随着熟化

过程的发展
,

泥质有机肥料 如草塘泥 的增补不但可以弥补其淋失
,

而且有机
一
矿盾胶体

的下移
,

亦可使白土层逐渐消失
。

随着耕作措施的作用犁底层出现
。

规常的清水亦使母

盾层变形出现青灰色斑杖
,

潜育层形成
。

正如图 所示
,

水稻土亦由上位白土层水稻土

板浆白土 趣中位白土层水稻土 小粉白土 褥变成谕育水稻土 霉沙白土
。

由此可觅
,

水稻土的形态特征主要受灌溉
、

耕作与施肥影响
,

但也不能抹煞自然因素

的作用
,

特别是原来土谈的形态特征
,

如颜色
、

新生体
、

埋藏层及发育程度
,

等等
。

这些形

态差异还是存在的
。

在此所靓的是
,

随着水稻土的发展演化
,

形态上的共性增加
,

特殊性

渐少
,

从而具备类同的剖面形态精构
。

二
、

物理性厦的变化 水稻土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物理性厦也产生明显的变化
。

先眺机械祖成上的变化
。

在上述三种自然土壤上发育的水稻土
,

其机械祖成上的差

异是明显的
。
一般来靓

,

沼译土型水稻土厦地多偏粘重
,

草甸土型水稻土盾地变化较大
,

有的粘重
,

有的砂性重些 黄棕壤型水稻土厦地虽然也有变化
,

但多为中壤或重壤
。

通过

耕作施肥
,

特别是客土改良
,

一般耕层粘粒量在 务上下
,

物理性粘粒 , 一”务
,

多属重

坡厦
。

在耕层盾地翻整的同时
,

由于施用泥肥与淹水机械淋溶过程加兹
,

机械粗成剖面也发

生变化
。

不言而喻
,

上远三种水稻土的变化规律是不同的
。

沼泽土型水稻土
,

已如上远
,

是施用河泥垫起来的
,

其机械淋淀作用相对来魏不太明显
。

因之
,

其机械粗成剖面的特点

是埋藏层下移
,

粘粒自下而上递诚
。

乍看起来
,

很象一倒置的沼译土剖面 图 一
一

。

草甸土型水稻土的机械粗成剖面变化较大
,

具有明显的沉积层理
。

由于灌溉淤积与

粘粒移动淀积
,

砂粘简层消失
,

原来的机械粗成剖面改变
,

出现淋溶淀积层 图 一
一

。

黄棕壤型水稻土
,

由于原来就有一定的发育
,

加之灌水与施肥带入的泥沙量较少
,

所

以淋淀作用在机械粗成剖面的分化上便显得较前两者明显
。

在有机
一
泥肥施用不足的情

况下剖面上部粘粒淋洗
,

粉砂量相对增加
,

形成白土层 反之有机
一
泥肥充足

,

有机
一
无机胶

体的下移
,

使机械祖成剖面发生变化
。

剖面中下部大量灰色胶膜的出现便是很好的征明

图 一
一

。

通过上远与图 对比不难发现
,

随着水稻土的发生演化
,

不渝在耕层厦地上或粘粒在

剖面中的分布上均逐渐出现类同的剖面特征
,

突出的反映了人的改造作用
。

与机械粗成剖面变化的同时
,

由于土体沉实与耕具的挤压
,

容重
、

孔隙度也相应地变

化
,

其总的趋势是耕层容重渐小
,

孔隙度变大
,

犁底层 反之
。

渗育层一方面由于土层的

沉实
,

二方面由于干湿交替形成较大孔隙
,

故容重小于犁底层
,

而孔隙度 稍大些
。

潜育

层刻由于长期演水容重变大
,

孔隙诚少
。

沼泽土型水稻土的剖面是垫高起来的
,

并具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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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 一“。,

水稻士演化过祖中机械粗成剖面的变化
一
竖头岛山土 全潜水稻土

,

警
,

常熟
、

白茹 卜 黄夹沙土 孩石灰性桩度储育水稻土
,

苏
,

江阴旅积
一
局山土 中潜水稻土

,

普
,

常熟
、

白茹 卜 黄泥土 翻石灰性瑞育水稻土
,

苏
,

大仓沙澳
一
仙血岛山土 底潜水稻土

,

普
,

常热
、

白茹 卜 岛沙土 中性瀚育水稻土
,

苏
,

太仓沙澳
一
板浆白土 上位白士层粗度瀚育水稻土

,

苏
,

深阳
、

胡桥
一
白土 中位白土层满育水稻土

,

苏
,

无踢缸旗
一
蚕沙白土 浦育水稻土

,

苏
,

无踢赶旗

腐殖层
,

其简的演变就格外明显 图 习
。

此外
,

耕层的枯构状况也有明显的变化
。

众所周知
,

耕层的枯构状况决定于有机质
、

机械祖成与氧化还原条件
。

对敲区水稻土来靓必需千湿耕均宜
,

郎湿耕不烂
,

干耕不僵
。

为了靓明这一点
,

我仍分别采集了两个演化系列的水稻土耕层原状土标本
,

用 心
班州阳 法 ! 定了团粒总量与不同淹水处理下团粒量的变化

。

表 查料靓明
,

不渝从团拉总

量或其水稳性来靓都是随着水稻土的发展演化而增加
。

一般拱黄棕壤上发育的水稻土在

团粒总量与水稳性方面均超过草甸土发育的水稻土
,

发育阶段简的差异后者也没有前者

大
。

这可能与这两种水稻土的基本性质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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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沼泽土型水稻土演化过程中容重与孔陇的变化 剖面同图

农 水稻土狡展演化中耕层团拉枯祝的水 性对比

讼讼咫
、、

团 粒 总 量 机械粗成 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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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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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0

xx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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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407))) 32

.
0222 26

。

5 222 2 斗
。

4 斗斗 3 0
.
5 999 4 0

。

555 巧
.
333 1

.
6777

IIIx一3
(苏呼0 4

)))
4斗

。

4 222 3 4

.

8 000 3 1

。

8 00000 4 3

。

555
1 1

。

444 3

.

6 444

从以上筒单的对比可兑
,

随着水稻土的发展演化
,

某些物理性厦发生了显著变化
,

这

种变化无疑是同敲区的栽培制度及由此产生的改土措施分不开的
。

三
、

化学性盾的变化: 上述三种 自然土壤在化学性厦上是不同的
。

其上发育的水稻

土在初期化学性厦也明显不同
,

但在清水耕作与 自然因素双重作用下
,

差异逐渐消失
,

出

玩效区瀚育水稻土固有的化学性盾
。

在次水朱件下黄棕壤型水稻土
,

首先发生变化的
,

正如表 2 所示
,

是 pH 值依次提高
,

接近中性
。

同时
,

由于氧化还原过程的交替
,

族锰在剖面中明显分化
,

形成铁锰食乏的白

土层与铁锰富集的淀积层
。

与机械粗成剖面的变化一致
,

在有机
一
泥质肥料施用下

,

秩锰

等得以增补
,

族锰育乏的白土层亦渐消失
。

在婚水作用下出现潜育层
,

其铁锰
,

尤其是秩

量有械少趋势
。

草甸土型水稻土化学性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碳酸盐的淋溶方面
。

在自然因素与灌概

清水条件下其中的碳酸钙迅速淋洗
,

并在剖面中部以桔核形式累积起来
,

进而从剖面中淋

失
,

土壤的反应也变为中性
。

与此同时铁盆也开始移动
,

在剖面中出现分异
,

但就其规模

来靛
,

如同表 2所示
,

是无法同黄棕壤型水稻土比拟的
。

当然一旦石灰淋失后跌锰的淋淀

状况亦将改观
,

这一点是无复多耕的
。

沼泽土型水稻土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变化明显的 自然是氧化还原状况
,

也就是祝随

粉脱沼泽过程的发展由稳定的还原状况逐渐棘变成氧化还原交替状况
,

电位升高
。

根据

于夭仁叫的材料
,

在初脱沼泽的土壤中 30 一40 厘米之下郎还原层
,

电位低于 20 0 毫伏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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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铁括用葡萄楷还原法
,

破酸盐用 。
.
05 N H CI 提取

。

达中期脱沼泽阶段还原层在 60 厘米以下
,

达第三阶段还原层便在 1 米土层内消失
。

同

时
,

随着地下水位的降低与氧化还原状况的改善
,

铁锰等在剖面中的淋淀过程势必加强
,

从而形成谕育水稻土剖面中固有的铁锰分布特点
。

四
、

农化性厦的变化
:
农化特性是土壤肥力的道接体现者

,

也易为施肥与耕作措施

所左右
。

尽管上远三种 自然土坡在农化性质上有明显差异
,

但在施肥与耕作影响下随着

水稻土的发展演化逐渐形成类似的农化特性大致一样的肥力水平
。

在耕作影响下耕层有机盾含量首先变化
,

土坡有机质剖面也随之改变
。

如图 5 所示
,

沼泽土上发育的水稻土由于氧化还原条件改善
,

耕作利用加弦
,

耕层有机盾量诚少
。

与部

面的发育一致
,

原来腐殖盾泥炭层亦因逐渐埋藏而下移
,

以致出现类似腐殖贯淀积层
。

推

按发展便形成向下锐械的有机厦剖面 (图 ,
,
I
一
1一3)

。

草甸土与黄棕壤上发育的水稻土
,

在清水与施肥条件下耕层有机厦含量增加
。

在随

深度渐械的背景上犁底层之下住往出现腐殖质淀积层
,

从而具备了彼此近似的特点
,

耕层

有机盾含量多在 2. 5一3. 0多之简
,

其 c /N 比在 10 上下
。

同有机厦的变化一致
,

沼泽土上发育的水稻土是随着水稻士的发展演化
,

总氮量减

少
,

供应状况改善;黄棕城与草甸土上的水稻土Rlj 反之
,

自p总氮量增加
,

供应状况也改善

(表 3)
。

磷素含量及其供应状况是随着水稻土的发展演化
,

总量增加
,

供应状况改善
,

但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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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土壤上发育的水稻土不尽相同
。

就全磷

量而言
,

沼泽土与草甸土形成的水稻土
,

含量

较高
,

大多都在 0
.
15 务左右

,

在一般情况下不

威缺乏
。

只前者在福改旱过程中出现暂时 的

医乏洲
。

黄棕壤发育的水稻土
,

合磷量低
,

一

般不超过 0. 05 务
。

根据史瑞和等人网 的研

究
,

其存在形态与上两者也不同
,

故有缺磷象

征
。

但在施肥与清水情况下总磷量与其供应

状况随着水稻土的发展而显著改善
,

表 3 材

料已清楚的反映了这一点
。

至于钾素阴题
,

上远三类水稻土中的含

量虽不尽相同
,

但实践中并无缺乏象征
。

总拮上述
,

苏南地区的水稻土是由三种

自然土壤发展而来的
。

在其初期发展演化阶

段不萧在发生性厦与肥力状况上均有显著差

异
,

但在 自然因素与耕作施肥及灌溉排水的

粽合影响与作用下
,

自然土壤的座留特性 日

渐消失
,

水稻土的共性逐步 出现
,

从而形成了

大面积的高度肥沃的中性储育水稻土
。

图 5 水稻土演化过程中有机质剖面的变化

(剖面摄号与采样地点同图 3 )

这种规律我俩称之
“
异途同归

”当然是相对的
,

而不是艳对的
。

类似的观点在渝述自

然土壤的发生演化方面已广泛流行
。

近年来在 H
.
月
.
励
aro B助o砂

6】研究灰化土熟化过

程与 p
.
ra Hcc

eH『1v1 关于棕壤在耕作影响下的变化方面都提出了逐渐接近黑土的看法
。

我

俩威到不同的是
,

苏南地区水稻土在一定的耕作制度下通过人们的定向培育与改良
,

这种

变化更加迅速明显
。

从而体现了人对土壤影响的互大作用
。

当然我们强刹莎区水稻土的定 向发展
,

张翎人的主导作用
,

但也没有抹煞其阶段性及

自然因雍的作用
。

但从其现状看
,

大面积的高产水稻土都是由上述三种 自然土壤发展来

的
。
旅种土坡的共同特点是 : ( l) 水耕与早耕的明显交替; (2)深厚的耕层

,

明显的犁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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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稳定的渗育
灿
淀积层和潜育层 ;(3 )中性反应

,

盐墓她和
,

耕层中具解棕色胶膜
,

铁锰在剖

面中的淋淀明显; (4) 耕层质地多为重城
,

粘粒明显移动; (, ) 养分含量充足
,

供应状况良

好
,

而且耕层拮构性良好
,

干湿耕均宜
。

随着水稻土的发展演化
,

正如我们以前所靓的
,

作物品种也由低产的当地品种更换成

高产的良种t1s1
,

高产面貌出现
。

由稻一麦一旅肥粗成的翰作不但推持了土块肥力
,

而且还

能使土坡肥力不断提高与发展
。

三
、

桔 兹

苏南地区是我国古老的农业地区之一
,

主要的耕种土城是水稻土
。

大概从四五千年

前开始种植水稻起
,

水稻土便逐渐形成
。 随着社会趣济的发展与耕作制度的相应改变

,

在

水稻土形成上明显出现三个时期 :原始帕荒时期
、

一熟福田时期与水早耕(稠麦两熟)交替

时期
。

鼓区水稻土是在黄棕堆
、

草甸土与沼泽土上发展起来的
。

自然土块的发生特性对水

稻土的发生演化产生一定影响
。

但在人为因素与 自然因素双重作用下通过 阶段 性的 发

展
,

自然土坡的度留特性逐渐消失
,

水稻土的发生特性逐步形成
,

籽子形成宜稻宜麦的中

性谕育水稻土
。

水稻土的这种发展规律我俩称之为
“
异途同归

”。

这是与人为的定向培育措施分不开

的
。

目前大面积的高度肥沃的中性谕育水稻土都是由此而来的
,

这充分体现了人改造自

然
,

不断提高土城肥力的亘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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