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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区杠壤性水稻土形成的特点
*

曹 升 赓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

杠壤性水稻土是我国中亚热带地区的主要水稻土类型
。

根据江西省土壤普查的初步

就升查料(19 60 )
,

总面积豹占全省水稻土的50 务以上
。

杠壤性水稻土基本性震的研究
,

已

握累积了爵多查料 【‘] 。 侯光炯和焉溶之首先从形态发生的角度
、

研究了江西南昌地区某

些扣J襄性水稻土的特性
,

以及形成过程中物厦移动的淀积特征 [Z1
。

于天仁和丁昌璞曹握

指出土壤剖面中代换性盐基和跌锰的移动对杠壤性水稻土的发生具有重 要意义 [3, ”。 作

者通过对杠壤性水稻土形成过程的初步研究
,

献为它不但具有
,

一般水稻 土成土过程的共

同特征
,

而且还有其一定的特殊性
。

今将初步研究桔果报导于后
,

供进一步研究整个中亚

热带水稻土的发生
、

特性和分类的参考
。

一
、

土续形成的 自然条件和耕作条件

(一 ) 农业气候条件

江西省位于中亚热带
,

气候温暖湿消
,

热量充足 (表 1 )
,

十分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

除

表 1 江西中亚热带与北
、

南亚热称应我报候条件的比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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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具会 : 中国粽合自然区划脱明书(油印稿
,

19 59 )
。

2 ) 晃参考文献 [5 ]
。

3) 江西省农业厅 :江西省土奥普查资料(1 9 6 0 )
。

部分较高梯 田因缺乏水源没有种植双季稻外
,

艳大部分杠壤性水稻土都适宜栽植双季稻
,

两季水稻的生长期为 18 0一 2 00 天
,

淹水时简既长于北亚热带水早作交替区
,

又短于南亚

热带双季稻区
。

(二 ) 成土母厦

杠壤性水稻土发育于杠壤
,

而杠壤的母岩主要是第四耙杠色粘土
、

花岗岩
、

千枚岩
、

板

岩
、

杠色砂岩等
。

杠壤多呈黄杠或棕杠色
。

除杠色砂岩发育的杠壤贯地较斡
,

< 0
.

00 1 毫

米的粘粒含量只有 10 一20 拓外
,

一般均很粘重
。

表土粘粒舍量一般为 25 一30 多
,

心土可

. 本文承思落之所长斧正
,

于天仁先生提供修改意兑
,

姚玉成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本所箱图室清箱插图
,

徐琪同志

供粉黄棕线性水稻土的有机质分析资料
,

特此一井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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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40 %以上l) 。 表土层厚薄不一
,

有机厦含量在 1一 3
.

, %之简
。

心土层有机质含量显

著械少
,

豹 0. 3一0. 5 务
。

土壤呈强酸性至酸性反应
, p H 为 4. 0一5. 5

。

盐基鲍和度被低
,

只

有 10 一25 务
。

土城的风化程度较深
,

粘粒部分硅绍率为 2
.

1一2. 2 左右 (图 1 ,

表 3
、

6 )
。

粘

土矿物粗成以高岭石一石英一豢脱石为主 [6]
。

这些杠埃特性对水稻土的发育和座留特性有显著的影响
。

(三) 液溉和施肥

灌溉淹水是水稻土形成的重要人为因素
,

而双季稻建作制的灌溉淹水状况又是本区

水稻土形成条件的特点
。

一般在水稻插秧前一个多月便淹水耕耙整地
,

故实际上土壤淹水

时简比水稻生长期长
,

郎全年豹有60 一65 %的时简处于淹水状态
。

这样
,

土壤中腐殖质的

分解和合成
,

矿物盾的褥化和移动等等就都是在这种以淹水还原过程占优势的干湿交替

和氧化还原交替的情况下进行的
。

另外
,

长期施用有机肥料
,

并拮合施用大量石灰和部分化学肥料
,

对杠壤性水稻土的

形成过程
,

特别是对土壤有机厦的累积和复盐基过程也有重大的影响
。

二
、

土典形成的特点

杠壤
J

性水稻土的主要成土过程包括土壤有机质累积过程
、

复盐基过程和还原淋溶
一
氧

化淀积过程
。

现分别阴述如下
。

(一 ) 土城有机度易积过程

土坡有机质累积过程是土壤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简题
。

在水稻土形成过程中
,

土壤有

机盾的累积主要依靠人类长期地大量施用有机肥料
。

随着施肥水平的提高和耕作日趋精

栩
,

水稻土的有机盾含量不断增加
。

由图 1 可兑
,

杠壤心土层的有机厦含量仅 0. 5拓左

右2) ,

而弱度熟化的杠壤性水稻土 (黄泥田
、

黄沙泥田 ) 便增至 1
.

8务左右
,

中度熟化的杠坡

性水稻土 (火格田
、

沙泥田 ) 增加到 2一 3务
,

至高度熟化的杠壤性水稻土(扁泥田
、

扁沙泥

田 )具lJ可达 2
.

5一 3 .5 务
。

双季稻耕作制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累积
,

在不 同生物气候土城地

带因水稻生长期的长短不同
,

发育于地带性土壤的水稻土的有机盾累积量也有差异
。

例

如北亚热带黄棕壤性水稻土的有机厦含量平均只有 1
.

6 多左右
,

而江西
、

湖南中亚热带双

农 2 不同土 . 地箱丘陇地区地 . 性土 . 段育的水箱土的有帆熨袱况

友 目 北亚热带黄棕缝性水褶士 ! 中亚热带杠维性水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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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l) 有 * 号着系徐琪同志提供
,

其余费料引自参考文献〔1」
,

21 6一2 25 夏
。

2 ) 括弧内数字系平均值的标本数
。

) 作者 :江四省粗典地区的土典及其改良利用途径(未刊稿)
。

) 在一般情况下
,

当赶典开垦种植水稻时
,

其
.

小土层常成为水稻土的最初的表土层
。

故将此层的有机盾含量祝为

杠城性水稻土在形成始期的有机质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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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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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犁底层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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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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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第四纪赶色粘土杠缝发育的水稻土 乙
、

肛色砂岩杠奥发育的水稻土

图 l 缸奥性水稻土形成过祖中有机质的累积

季稻区的杠壤性水稻土就有 1
.

9另左右
,

至于南亚热带砖杠壤性水稻土RlJ 可达 2
.

3 多 (表

z)
,

淹水还原过程时简的长短还影响到水稻土有机厦的特性
。

从表 2 碳氮比来看
,

苏南地

区黄棕壤性水稻土相对地较窄
,

杠壤性水稻土较宽
,

南亚热带地区的水稻土则更竟
。

又从

表 2 腐殖厦粗成上也可看出江西杠壤性水稻土表现出一定的地带性特征
。

其与游离秩绍

枯合的或以游离态存在的第一粗胡敏酸含量为6一8务
,

远较黄棕壤性水稻土为多
,

而略少

于砖杠壤性水稻土
。

至于与钙拮合的第二粗胡敏酸含量RlJ 由于江西地区杠壤性水稻土中

施用石灰较多
,

所以其含量范围和变化趋势和上述者不 同
。

含量一般可达 7 多左右
,

但较

茸棕堆性水稻土为低
,

而大大高于砖杠壤性水稻土
。

t

随粉有机质的累积和跌的淋溶
,

杠壤性水稻土耕作层颜色的变化为杠一
黄
一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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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灰黑

。

(二 ) 复盐签过穆

酸性
、

盐基高度不鲍和的杠壤种植水稻后
,

由于施用石灰和有机肥料
,

其盐基不断增

加
,

因而得到恢复
,

我们称之为复盐基过程
。

这是杠壤性水稻土形成熟化的一个重要过程
。

由表 3 可晃
,

钙在复盐基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

杠壤中代换性钙的合量每百克土只有
0. , 一L , 毫克当量

,

占代换性盐基总量的 50 务左右
,

而在杠壤性水稻土中
,

增至 3一7 毫克

当量
,

一般占代换性盐基总量的 70 一80 多
。

代换性镁的增加也颇为显著
。

代换性钾和纳

的变化没有一定的规律
,

但前者似有械少
,

而后者似有增加的趋势
。

复盐基过程首先开始于耕作层
,

随着耕作年限的增加
、

水分的渗漏
、

盐基的淋淀而逐

渐向剖面下部扩展
。

由表 3 可兑
,

代换性钙的最大聚积层常出现于紧接犁底层之下
,

深的

30 厘米的铁锰淀积层中
,

一般常在 巧一60 厘米简
。

代换性镁的移动性较大
,

其最大淀积

农 3 江西地区杠翻性水箱土的代钧性盐荃姐成

土土 晓晓 采集地点点 深度度 层次次 P HHH 代 换 量量 代换性盐基粗成(毫克当量八oo 克土)))盐 甚甚
(((福号))))) (厘来))))))) (奄克当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蚤 胞和度度

///////////// 10 0克土))) 总复复 C aaa M ggg KKK N 盆盆
(% )))

第第四纪叙色粘土发育育 江四进赞赞 0一333 人人 4
。

333 1 0
.

7 999 2
.

2 111 1
.

2 222 0
。

6 111 0
.

3666 0
.

0 222 2 0
.

555

的的赶缝缝 云桥公社社 3一 1333 A BBB 4
.

555 12
.

5 222 1
.

4 777 0
.

8 555 0
。

2 999 0
.

3 111 0
.

0 222 1 1
.

777

(((云桥 1 1号))))) 13一2 777 B iii 4
。

000 1 0
.

5 666 1
.

8 666 0
.

8 111 0
.

7 777 0
.

2 333 0
.

0 555 1 7
.

666

2222222 7一5 333 B ... 4
。

lll 1 1
.

2 333 2
.

4 555 1
.

5 111 0
.

7 333 0
。

1888 0
。

0 333 2 1
.

888

55555553一7 000 B sss 斗
。

555 10
.

0 666 1
.

9 222 l
。

1444 0
.

5 222 0
.

2斗斗 0
.

0 222 19
.

111

第第第 弱度热化杠维性水水 同上上 0一999 A ccc 5
。

888 7
.

斗555 魂
。

5 000 3
.

7 222 0
.

6 222 0
.

0 666 0
.

1000 6 0
.

444

四四四 稻土
—

黄泥田田田 9一 1555 PPP 6
.

777 7
。

4 555 6
。

8 888 5
.

7 222 1
.

0 888 痰迹迹 0
.

0 888 9 2
.

333

纪纪纪 (云桥 1 号))))) 1 5一2 666 BBB 7
.

222 9
.

2 000 8
,

4 555 7
.

0 666 1
.

1 777 0
.

1222 0
.

1000 9 1
.

888

赶赶赶赶赶 2 6一5 333 CCC 6
。

999 8
.

9 555 8
.

0 777 6
。

0 444 1
.

7 999 0
.

1333 0
。

1 111 90
.

222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lll

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
土土全全 中度热化赶缝性水水 同上上 0一 1 111 A eee 5

。

666 6
。

8 555 斗
.

2 777 3
.

1666 0
.

9 222 D
。

0 999 0
。

1000 6 2
。

333

鬓鬓鬓
稻土
—

火格田田田 1 1一 1 777 PPP 6
.

666 7
.

2 999 6
.

1888 呼
。

8 111 1
。

1999 0
,

1000 0
。

0 888 8 4
。

888

易易弓弓 (云桥 3 号))))) 17一2 999 B iii 6
。

888 9
。

斗222 8
.

4 666 7
。

0 000 1
.

2 333 0
。

1 111 0
.

1222 89
.

888

叙叙叙叙叙 2 9一6 000 氏氏 6
.

999 10
.

9 999 9
.

5 444 6
.

7 444 2
.

5 444 0
.

1 555 0
。

1 111 86
.

888

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性性性 高度熟化杠缝性水水 同上上 0一 l斗斗 A eee 6
。

呼呼 12
.

9 000 7
.

9 888 6
。

8 111 1
.

0 777 0
.

0 555 0
.

0 555 6 1
.

999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14一2 222 PPP 7
.

000 9
.

6 000 7
.

4 222 6
。

1 111 l
。

2 111 0
。

0 444 0
。

0 666 7 7
.

333

稻稻稻
呀卞口J 一 廿”勺口匕t口口口 2 2一3 333 B ttt 7

.

222 9
。

3 111 7
.

8 111 6
.

呼555 l
。

3 000 0
.

0 333 0
.

0 333 83
.

888

土土土 (云桥 7 号))))) 33一8 000 B ... 6
。

999 7
.

6 555 6
.

8 333 4
.

9 999 1
.

7 666 0
.

0 555 0
。

0 333 8 9
.

333

赶赶色砂告发育的缸奥奥 江四峨县县 2 9一4 111 BBB 4
。

888 9
。

2 888 l
。

6 000 0
。

4斗斗 0
.

8 333 0
。

1777 0
.

1666 17
.

222

(((较县 l号 ))) 江口公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赶赶性性 弱度熟化杠城性水水 江四青溪溪 0一 1 111 A
eee

5
.

222 9
.

呼222 3
.

1 222 l
。

8 999 0
。

9 999 痕迹迹 0
.

2 444 33
.

111

色色水水 相土
—

黄沙泥田田 雄石公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砂砂稻稻 (置溪 3 号)))))))))))))))))))))))))
刁刁牙』〔〔 中洽熟让叙璐样

7 kkk 同上上 0一1 333 A ccc 5
.

444 1 1
.

1333 6
。

8222 5
.

5444 0
.

9 777 0
。

1 555 0
.

1666 6 1
.

弓弓

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
褚褚褚王二莎说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

(((((贵懊 2 号)))))))))))))))))))))))))

馨馨馨丝鹜黯雷雷
同上上 0一 1666 A

ccc
5

.

222 13
.

7 999 8
。

4 333 6
.

7 333 l
。

3 999 0
.

1 555 0
。

1666 6 1
.

111

(((((贵澳 1 号)))))))))))))))))))))))))

中国科学院土联研究所分析室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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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多位于代换性钙聚积层之下
。

复盐基过程的桔果
,

使杠壤性水稻土发育成为盐基鲍和度相当高的土壤
。

一般耕作

层的盐基鲍和度的为 60 拓
,

低的也在 30 多以上
。

淀积层的盐基鲍和度 BlJ 常可能高达70 一

90 务以上
。

相应地
,

土壤酸度也逐渐降低
,

耕作层的 p H 一般在 5. 6一5. 8 左右
,

高的可达

6 以上 ;淀积层一般豹 6. 3一6. 5
,

高的可达 7 左右l)o

在一般情况下
,

代换性钙和镁的增加趋势与杠壤性水稻土的熟化程度基本一致
。

例

如在弱度熟化的杠壤性水稻土中
,

耕作层的代换性钙舍量每百克土只有 1
.

9一3
.

7 毫克 当

量
,

代换性镁为 0. 6一1 毫克当量 ; 而在高度熟化的杠壤性水稻土中
,

代换性钙就有 6
.

8 毫

克当量
,

代换性镁 1一L 4 毫克当量
。

(三) 还原瀚溶
~
峨化淀积过程

在栽培水稻期简
,

由于灌溉水层的存在
,

阻碍 了大气与土壤之简的气体交换
,

有机物

质的嫌气分解导致土壤发生还原作用
。

耕作层的氧化还原电位在淹水后一个月左右郎下

降至 20 0 毫伏以下
,

活性还原物质含量每百克土可达 2
.

2一3. 6 毫克当量
,

其中低跌占艳对

优势
。

随着淹水时简的延长
,

土壤的还原作用也愈盘孩烈
,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稚擅 卜降
,

活性还原物盾和低铁也大量产生(表的
,

从而使耕作层的颜色在淹水时期显著发灰
。

我 4 杠公性水稻土耕作层中城化还康肚况的变化

土土 奥奥 粼化还原电位(毫伏))) 活性还原物厦厦 F e

什 (毫克当量 / 10 0 克土)))
(((((((毫克当公 / 10 0 克土)))))

栽栽栽秧以后后分孽盛期期 取获排排 栽秧以后后分龚盛期期 收获排排 栽秧以后后分桑盛期期 收获排排
(((((淹水后后后 水初期期 (淹水后后后 水初期期 (淹水后后后 水初期期

lllll 月))))))) l 月))))))) l 月)))))))

撇撇担豁瞥
水
撒撒

2 0000 7 666 斗2 666 2
.

9 777 3
.

1 555 0
.

7 444 2
.

6 444 2
。

6 666 0
.

5 666

中中度

嘿臀
水
撒撒

1 7333 7 333 4 9 222 2
.

2 333 2
.

7 111 0
.

2斗斗 1
。

666 2
.

777 0
。

0 888

高高度熟化杠奥性水稻土土 12 333 6 333 5 7 999 3
。

5 999 3
。

8 333 0
.

6 777 2
.

8 888 3
.

7 99999

(((云桥 7 号))) 弓1444 呼8 555 4 8 000 0
。

0 999 0
.

1弓弓 0
。

0 999 0
.

0 333 0
.

0 66666

对对照
一
杠奥性早作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云桥 8 号)))))))))))))))))))))

注 : L l夕、2 年 4一7 月早稻栽培时期测定
。

2
.

活性还原物质和低铁用 。
.

ZM AI
,

(So’)
。
提取

,

水土比为 l。: l ,

前者用 0
.

02 N K M n o 。
滴定

,

后者加邻

非嗽琳显色后比色测定
。

在双季稻垂作的水耕条件下
,

杠壤性水稻土有较高量的游离氧化跌
,

可 占全敛量的

朽一6Q 多 (表 5 )
。

从表 4 分集盛期 Fe ++ 量的换算可知
,

这些游离跌在淹水时期豹有 10

一 20 务变为还原态
,

其还原量随土壤中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多
。

这些还原态铁
、

锰随着

渗透水的向下移动而淋溶至土壤下层
。

在地下水位较低的情况下
,

杠壤性水稻土的心土

层虽在土壤淹水期简仍然处于氧化状态
,

其氧化还原电位一般均在 30 0 毫伏以上 ;排水落

干后
,

由于空气的 下渗
,

氧化还原电位更可高达 朽 0一60 0 毫伏以上 ;其低跌含量每百克土

不到0. 1毫克当量
,

与早作土壤显然呈氧化状态的心土层十分接近(图 2 )
。

这样
,

由耕作层

还原淋溶的跌
、

锰化合物便在心土层中氧化淀积而形成跌锰淀积层
。

当然
,

在有些杠壤性

水稻土中
,

跌
、

锰化合物的氧化淀积也可由于地下水的升降摆动而发生
,

但这是次要的
。

l) 根据江西省土奥普章资料(江西省农业厅揭
,

19 6 0 )和表 3 的分析桔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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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 +

(奄克当t / 一0 0 克土 )

2 3

之

朋度熟化杠城性水稻土 (云桥 l 号 )

�兴国�超迷阿布

中度熟化杠竣性水稻士 (云桥 3 号 )

AAA eee

222 111
日日III

生生生

‘

户声

少

�兴国�侧迷厄丽

高度熟化杠族性水稻土 (云桥 7 号 )

\、\、、\、、,

AAA (((

�兴国侧超迷厄旨湘

杠级性早作士 (云桥 8 号 )‘对照 )

—
淹水时测定钻果

人c

—
耕作层

图 2

.

P

—
犁底层

· ·

一 排干初浏定苗果
B

—
淀积层 C

- 母盾层

叙盛性水稻土的粼化还原状况

叙换范围内为土晓的还原状态

杠壤性水稻土中的氧化还原过程使铁
、

锰氧化物发生淋溶淀积而在剖 面中重新分配
。

由表 5 可兄
,

跌
、

锰还原淋溶的桔果使耕作层的氧化铁和氧化锰含量率渐降低
,

分别由杠

坡中的 6. , 务和 ”
·

1多左右诚少为 3
.

5一4 界和 0. 03 一0. 06 务 ; 游离跌
、

杯也有同样的趋势
。

土块粘粒部分貂铁率的变化
,

靓明杠壤性水稻土形成过程中有一部分含跌矿物遭到破坏

并向下移动
。

其破坏程度随土壤熟化和发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

例如在弱度熟化的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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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S 第四祀杠色枯土缸. 发育的杠绷性水稻土的蛛盆含.

土土 奥奥 深 度度 Fe . O sss M n ooo

(((编号))) (厘来)))))))))))))))))))))))))))))))))))))))))))))))))))))))))))))))))
全全全全量(% ))) 游离(% )))

鹭
x ‘“。。 全量(% ))) 游离 (% )))

鹭“
0””

杠杠 盛盛 0一 1333 5
。

6 222 2
.

7 666 4 9
。

111 0
。

0 7 888 0
.

0 4333 5 5
。

111

(((进
一 l ))) 13一3 666 6

.

3 888 3
.

2 444 5 0
.

888 0
.

10 000 0
.

0 5 999 5 9
.

000

33333 6一6 000 6
。

7 444 3
。

0 888 4 5
.

777 0
。

10 000 0
。

0 5 999 5 9
.

000

66666 0一9 000 6
。

8斗斗 3
。

2 444 斗7
.

444 0
。

10 000 0
.

0 6 000 6 0
.

000

弱弱度热化赶晓性水稻土土 0一999 斗
。

0 666 2
。

4 999 6 1
.

333 0
.

0 2 777 0
.

0 0 222 7
.

444

(((云桥 l号))) 9一 1555 4
.

6666 3
.

1 555 6 7
。

666 0
.

0 2 555 0
。

0 0 888 3 2
.

000

111115一2 666 6
.

0 111 4
.

1 444 6 8
。

999 0
.

0 8 666 0
.

0 6呼呼 7 4
.

444

22222 6一5 333 6
。

0 777 4
.

5 555 7 5
。

000 0
.

0 3 222 0
.

0 1 555 4 6
。

888

中中度熟化叙奥性水稻土土 0一 1 111 3
。

5 222 2
.

0 333 5 7
。

777 0
.

0 5 999 0
.

0 0 444 6
.

888

(((云桥 3 号))) 1 1一 1777 6
.

3 555 4
。

6 666 7 3
.

444 0
.

0 4 444 0
.

0 1000 2 2
.

777

111117一2 999 5
.

5 999 3
.

7 666 6 7
。

333 0
.

13 555 0
.

0 6 222 呼5
.

999

22222 6一6 000 6
.

4 555 3
.

4 222 5 3
.

000 0
。

1 1999 0
.

1 1 333 9 4
.

999

高高度熟化征奥性水稻土土 0一 l咚咚 3
。

5666 1
.

6 444 4 6
。

111 0
。

0 2 666 0
.

0 0 222 7
.

777

(((云桥 7号 ))) 16一2 222 4
.

7 999 3
.

3 666 7 0
.

111 0
.

0 3 555 0
.

0 0 666 17
.

111

22222 2一3 333 9
。

6 222 7
.

1666 7斗
.

444 0
.

0 3 888 0
。

0 1888 4 7
.

444

33333 3一8 000 6
.

0 777 4
。

1222 6 7
.

999 0
。

0 8 444 未测测测
88888 0一9 111 6

。

1 222 5
.

1 999 8 4
。

888 0
。

2 0 111 未测测测

注 : 1
.

游离 F e , o 。
和 M n o 用 4 % N a , s,

o ‘
和 0

.

0 5 N H c l 交替提取
,

姚玉成测定
。

2
.

全量 Fe , o 。
和 M n o 系黄掀测定

。

获 ‘ 杠城性水稠土的全 . 化学粗成

土土 晓晓 深度度 土 体 部 分分 粘 粒 部 分分 < 0
.

0 0 111

(((福号))) (厘米))))))))))))))))))))))))))))))))))))))))))))))))))))))))))))))))))))))))))))))))))))))))))))))))))))))))))))))))))) 毫米粘粘
5555555 10 --- A 1. 0 555 F e :

o aaa M n OOO 5 10 一

/// A I, o s/// 5 10 --- A I, 0 555 Fe s O ... M n OOO 5 10 ,

/// A I一o a

/// 粒含量量

(((((((% ))) (% ))) (% ))) (% ))) A I, 0 ... Fe : O aaa
(% ))) (% ))) (% ))) (% ))) A I, O aaa F e s o aaa

(%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
.

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杠杠 奥奥 0一 1333 6 6
.

7333 巧
.

5 111 5
.

6 222 0
.

0 7 888 7
。

3 000 4
。

3 222 4 1
.

5 333 3 0
.

7 555 1 2
.

4 222 0
.

0 666 2
.

2 999 3
.

8 888 2 9
。

444

(((进
一 l ))) 13一3 666 6 6

.

2 888 16
.

9 444 6
.

3 888 0
。

10 000 6
.

6 444 4
.

1666 4 1
.

1斗斗 3 2
.

3 222 1 2
.

1777 0
.

0 777 2
.

1666 4
,

0 888 3 7
。

999

33333 6一6 000 6 7
。

1 444 16
.

6 777 6
.

7斗斗 0
。

1 0 000 6
.

8呼呼 3
。

8777 3 9
.

7 444 3 0
。

0 000 12
.

7斗斗 0
。

0 888 2
.

2 555 3
.

8 666 3 9
.

666

666660 se 9 000 6 7
.

2 777 16
。

3 111 6
。

8 444 0
。

10 000 7
.

0 000 3
。

7 333 4 0
.

9 111 3 1
.

2 99999 D
。

0 888 2
。

2 222 3
。

8 555 3 8
.

777

弱弱度热化赶赶 0一999 7 7
.

2 555 10
.

5 333 4
.

0 666 0
。

0 2 777 12
.

4 555 4
.

0 666 斗0
。

9 333 3 0
.

9 666 1 2
.

6 111 0
.

0 555 2
。

2444 3
.

8 555 18
。

斗斗

城城性水稻土土 9一 1 555 7 6
。

3 999 10
。

6 888 4
。

6 666 0
。

0 2 555 12
。

1斗斗 3
。

5 999 3 9
。

8 333 3 2
.

1555 1 3
。

1 111 0
.

0 333 2
。

1000 3
。

8 444 18
。

斗斗

(((云桥 l号))) 1 5se 2666 7 3
.

0 555 12 一999 6
.

0 111 0
.

0 8 666 9
.

6 222 3
.

3666 3 9
.

4 111 3 1
.

5 777 1 3
.

1 555 0
。

0 555 2
.

1222 3
.

7 666 2 2
.

555

222226 we 5333 6 9
.

0 333 16
.

0 222 6
.

0 777 0
.

0 3 222 7
.

3 222 4
。

1333 4 0
.

5 999 3 4
.

斗222 1 2
.

3 888 0
。

0 333 2
。

0 000 4
.

3 555 2 7
.

666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2333 4
.

8 1111111111111中中度熟化俞俞 0一1 111 7 8
.

7 222 1 1
.

9 111 3
.

5 222 0
.

0 5 999 1 1
.

2 222 5
.

3 000 4 1
.

7 555 3 1
.

7斗斗 1 0
。

3 444 0
.

0 333 2
.

0 888 3
。

0 999 19
,

444

盛盛性水稻土土 1 1一1 777 7 5
。

3 444 12
.

0 666 6
.

3 555 0
.

0啥444 10
.

6 111 2
。

9 777 3 7
.

5 666 3 0
.

7 111 1 5
.

5 666 0
。

0 222 2
。

1 111 3
。

6 888 2 1
。

444

(((云桥 3 号))) 1 7一2 999 7 4
.

5 999 12
.

9 555 5
.

5 999 0
.

13 555 9
.

7 888 3
.

6 333 呼0
.

0 555 3 2
.

2 000 1 3
.

7 222 0
.

0 222 2
.

1 555 3
。

8 444 2 1
。

333

22222 9一6 000 7 1
。

6 777 14
.

6 555 6
.

4 555 0
.

1 1999 8
.

3 111 3
.

5 666 4 0
.

5 333 3 2
.

0 222 1 3
.

0 666 0
。

10000000 2 2
。

3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3
.

呜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高高度熟化缸缸 0一1 444 7 4
.

斗lll 13
.

0 666 3
。

5 666 0
。

0 2 666 9
.

6 777 5
.

7 555 4 3
.

5 666 3 2
.

2 999 7
.

8 999 0
。

0 222 2
。

2 111 6
.

6 444 2 2
.

333

城城性水稻土土 14 ee 2 222 7 3
。

5 888 12
.

0 555 4
.

7 999 0
.

0 3 555 1 0
.

3777 3
。

9 444 4 0
.

6 000 3 1
。

4 333 1 1
.

5 444 0
.

0 111 2
.

1 333 4
。

3 888 2 1
.

777

(((云桥 7 号))) 2 2一3 333 6 9
。

4 111 1 2
。

0 111 9
。

6 222 0
.

0 3 888 9
.

8 111 l
。

9 666 3 6
。

7 444 3 2
.

4 555 17
.

4 222 0
。

0 222 1
.

9 888 2
.

8 333 2 1
。

999

33333 3一8 000 7 2
.

3 999 1 1
.

8 444 6
.

0 777 0
.

0 8444 10
.

3 888 3
.

0 666 斗l
。

1666 3 1
.

8 111 12
.

2 333 0
.

0 777 2
.

1 555 4
.

1 666 2 2
.

111

88888 0一9 111 6 9
.

7 777 16
.

3 333 6
.

1 222 0
.

2 0 111 7
.

2 555 斗
。

1 888 斗1
。

9斗斗斗 12
.

0 000 0
.

2 444 2
.

2444 4
.

1 555 2 7
.

000

分析者 : 黄拟
。

1 号剖面中
,

粘粒的绍跌率尚无明显的分化
,

而在高度熟化的云桥 7 号剖面的耕层中
,

绍

铁率高达 6. 6 ,

与淀积层中的 2
.

8 成明显的对照(表 6 )
。

跌
、

盆的还原淋溶在一定范围内与土壤熟化程度成正相关
。

由表 5一6 可兑
,

随着熟

化程度的提高
,

耕层中游离跌
、

锰的减少愈多
,

绍铁比率愈大
,

淀积层中跌
、

锰的聚积也就

愈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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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

锰的还原淋溶作用使杠壤性水稻土耕作层的颜色逐渐脱离母质的影响 而变灰
。

屯与累积的有机厦颜色相拮合
,

便从形态上反映出土壤的熟化程度
。

如果有机质累积过

程不显著
,

而铁
、

锰的还原淋溶作用很张烈
,

土壤就会朝弦度淋洗的灰白色方向演变而形

成淀浆板桔的退化杠壤性水稻土 (如沉板田等 )
。

反之
,

在有机盾累积较多的杠壤性水稻

土中
,

虽然有机盾有促进铁还原淋溶的作用
,

但是一部分的跌可以与有机盾格合而不致进

一步淋溶
。

由表 7 可晃
,

随着熟化程度的提高
,

耕作层中与有机盾枯合的铁也逐渐增加
。

如果耕作层中含有多量有机
一
铁厦格合物

,

R[] 当土壤排水落干后
,

这些格合物便在孔隙 中

氧化淀积
,

形成大量解艳的杠棕色胶膜(郎江苏地区所葫的
“
鳝血 ,’)

,

这是杠壤性水稻土的

重要熟化指标之一
。

衰 7 江西地区杠班性水稻土耕作层中有彻比告合态雄的含.

土

..a
⋯ }

;

瞿蔚箫
F e 一0 .

克土)
占全且 F e s o 。

(% )

0
.

6

0
。

9

占游离 Fe
.

o.
(%)

1
.

6

2
。

弓

9
户08

,j
.1
8八乙

肉j3翻度熟化叙坡性水稻土(云桥 l号)

中度熟化叙缝性水稻土 (云桥 3 号)

高度热化赶典性水稻土 (云桥 7 号)

用 6% H , o :

提取
,

姚玉成测定
。

三
、

桔 捂

由上述可兑
,

江西地区杠壤性水稻土的形成有其一定的特殊性
。

在其特定的成土条

件影响下
,

土壤有机质的累积
,

不谕在量上或厦上都与其他地区的水稻土有所不同 ;作为

杠城性水稻土形成过程重要粗成部分之一的复盐基过程的进行
,

不但使杠壤性水稻土的

某些发生特性与其母盾—
杠壤明显地区别开来

,

而且也是与中亚热带以北地区水稻土

的形成过程相异的一个突出方面 ;至于铁
、

盆的还原淋溶一氧化淀积的特点
,

从土块淹水时

简
、

有机贯累积量等推想
,

应敲是与南
、

北亚热带的水稻土有所差异的
,

但推想是否正确
,

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征实
。

此外
,

杠壤性水稻土在一定程度上仍推承了地带性土块

的某些特性
,

如粘粒部分的硅绍率为 2
.

1一 2
.

2 (表 6 )
,

粘土矿物粗成以高岭类为主 171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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