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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金华地区杠壤的基层分类周题

席承藩 周明摧 杜国华 许曼丽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东
我国长江以南的亚热带地区

,

多红壤分布
,

其中以第 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最为常

见
,

均为主要垦殖对象
。

有的红壤垦殖利用情况良好
,

开垦后
,

土壤性质逐渐变好
,

得到稳

定耕种 但是有的红壤利用很差
,

开垦两三年后
,

作物产量诚低 有的红壤甚至连马尾松都

长不好
。

红壤肥力的差别
,

显然受到红壤本身性状的影响
,

这些不同的土壤性状只有从土

壤基层分类单元
,

才可区别出来
。

本文拟根据作者等在浙江金衡盆地九攀农中一带土壤

详测所获得的部分结果
,

对本地区红壤的特性及其基层分类问题
,

作初步讨论
。

峨 一
、

金蔺盆地低丘杠城的概性

饭

浙江金华江流域 钱塘江上游 的衙县
、

龙游
、

金华
、

义鸟
、

东 阳等地
,

是一个狭长的 间

盆地
。

沿江两岸由第四纪红色粘土组成低缓丘陵 或称岗地
,

其下有时可见第三纪紫色

砂
、

页岩在侵蚀沟中裸露
。

在沿河一带
,

低丘作阶地状
,

高出现代河谷约 一 米
,

渐 上作

起伏丘陵状
,

深受割切 及至 山麓
,

丘陵升高 米至 米
,

与山麓露 出的红色砂砾岩相

接 有时直接与石灰岩接触
。

因此
,

此种丘陵阶地从山麓至河谷
,

略作倾侧
,

其上主要分布

着红色粘土所发育的红壤
。

根据金华专区土壤普查资料 初略估计
,

本区约有七百余万亩

低丘红壤
,

其中已垦为农地的仅二十八万余亩
。

从这些估算数字看来
,

大面积红壤均未充

分利用
。

确切地划分红壤类型的各种变异
,

更能明确可垦地的确实面积
,

以及各种红壤类

型的利用发展方 向
。

目前这些红壤低丘陵上
,

仅在村庄附近可见到小片马尾松
, “ “ 、

杉木
。 , , ,

等
,

有时尚能见到针叶树种 与栋类
、

桃金娘
,

·

,

一。 , 、

榷木
。‘ , , , , 、

枫香 奋 ,
等乔

灌混交树种
。

大部分地区为稀疏马尾松
、

麻栋
, , , 、

牡荆
, 。 ‘ , ,

‘
、

映山红 及 , , , 、

黄檀
, 矛 户

、

胡枝子
, 。二

,

以及白茅 钾。。 访沙们沦‘
、

假俭草
, 脚 厉 翻

,

植被覆盖度

不到 有些小岗或坡折地段
,

侵蚀严重时
,

几无植被生存
,

而平缓阶地 坡度一般
。

大部已垦为农地
。

总的来看
,

浙江金华地区的平缓丘陵顶部
,

红土层略较深厚
,

表面均有一层厚薄不一

的较疏松的棕带红色的土层
,

质地较底部红粘土稍轻 中壤偏重壤土
,

这一层在色泽上界

于红壤与黄壤之间
,

同底部红色粘土的关系也不一致
,

有的逐渐过渡
,

似为成土过程的产

物 但有的分界线明显
,

显然为两次沉积所致
。

由于局部侵蚀与堆积的关系
,

这一层的厚

参加工作的尚右金厚玉
、

杨晓梅同志
。

金华专区土壤普查办公室 金华地区低丘红嚷的改良与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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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很不一致
,

一般在 一 厘米间
。

地表有这一层疏松土层的红壤
,

当地群众说是
“

有

肉”的土壤
,

可立郎开垦利用 当疏松土层被侵蚀而出露网纹粘土层时
,

群众说是
“

只剩骨

头没有肉
”的土墩

,

士壤性质变坏
,

肥力低下
,

经常呈现草木不生的光秃景象
,

这些地段
,

均

不能立郎垦殖利用
。

具有棕带红色疏松表土层的红壤
,

是本地区发育较完整的土壤
。

其特征为 表土层

棕带灰色
,

中壤土
,

疏松多孔
,

植物根系较多
,

呈团块状结构
,

亚表层 稍紧实
,

色暗
,

块状结

构
,

在结构面上或根孔壁上可见大量灰揭色胶膜
,

根据这种胶膜的分析结果
,

初步证实胶

膜的主要成分为有机质
,

部分为有机质与铁的络合物
。

心土层较厚
,

由棕带红过渡到红棕

色
,

重壤土至轻粘土
,

具核块状结构
,

紧实
,

沿结构面及孔壁的胶膜淀积物逐渐转为黄棕色

或红棕色
。

据分析
,

这种胶膜的有机质含量少
,

而以无机胶体为主
,

其色译与成分均与土

壤成分相近似
,

多系无机的细小粒子下移的结果
。

在心土层向底土层过渡的层段 大概

米左右
,

有时可见到泥质铁锰结核
,

沿块状结构 面上多暗揭色斑状淀积物
。

分析证明

这层土壤的胶膜成分以铁锰及少量有机质络合物为主
。

剖面的底层均有较厚的杂色网纹

粘土层
,

极紧实
,

小核块状结构
,

其中常夹有小粒状铁结核
,

结构面上无新鲜胶膜淀积
。

这种红壤类型
,

与江西北部低丘所见者略相近似头 其表层有明显的棕带红色质地略

轻的土层
,

而且铁锰淀积较少
,

属红壤与黄壤之间的过渡类型
。

在亚类划分上本文仍以红

块命名
,

而重点讨论这一亚类以下的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问题
。

在基层分类中
,

如主要依

据母质特征划分土属
,

则本文所讨论的土壤类型
,

主要是第四纪红色粘土这个土属以下的

基层分类单元
,

郎士种和变种的划分问题
。

二
、

杠续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及其依据

本区由第四纪红色粘土所发育的红壤
,

在划分其变异类型时
,

有以下四方面的考虑

成土母质的差异 植被类型及覆盖度所引起的差异 侵蚀引起的差异 耕垦

引起的差异 郎人为活动所引起土壤的变化
。

当然
,

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不是机械割裂的
,

而是彼此联系的
。

在一定条件下
,

某一因素占主要地位
,

它郎可引起土壤性质的明显变

化「‘ 。

如在稀疏草
、

灌为主的残存植被下
,

由于轻微面蚀及鳞片状侵蚀不断发生
,

土壤中

有机质累积不明显 而在开垦利用后
,

如加弦施肥耕作管理
,

土壤中养分物质积累明显
,

反

之
,

利用不良
,

管理不善
,

引起弦烈的土壤侵蚀
,

红色粘土层郎可出露
,

甚至网纹层也暴茸

地表
。

这时土壤水分
、

养分均威缺乏
,

伏夏地温骤升
,

土壤物理性状恶化
,

连原来的残存植

被亦不能生长
,

仅见爬根草 仰。
, “刃口

的 稀疏生长
。

为了便于叙述起见
,

归纳为

三个间题
,

分述如后
。

一 成土母质类型的差异

第四纪红色粘土系第四纪更新世不同时期
、

不同景观条件下的产物
。

由于局部条件

的变化
,

这种粘土在性状上有很大的差异
。

地面径流及局部地形的差异又经常造成局部

搬运与再堆积现象
。

产

因整个地区红康开垦利用时间不久 , 年以来陆续开垦
,

多数无明显的犁底层
,

故耕层下面的土层一律称

亚表层
。

中国科学院土奥队 江四省几种土壤矿物的研究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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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
,

第四纪红色粘土可概分为  疏松红色粘土 棕带红
,

疏松多孔
,

红色

粘土 核状
,

较紧实
,

色译鲜红
,

网纹粘土
,

砾石红土 此顺序郎这四种成土母质垂

直剖 面层位的顺序
。

疏松红色粘土层覆盖于平缓丘陵顶部
,

由于受到近代侵蚀的影响
,

厚薄各异 其下为核状红色粘土层 心土层
,

土块结持致密
,

结构面上有明显的暗色胶状

斑块淀积 底部为网纹粘土层
,

作黄
、

红
、

白色交织
,

厚度一般为 一 一 米
,

并夹有揭色斑

块及圆形小铁锰结核
,

与第三纪紫色砂
、

页岩直接接触的土层
,

均为砾石红土层
。

但由于

早期局部地形的影响
,

在高出现代河谷 一 米间为一级明显的阶地
,

地势平坦
,

下部砾石

红土层露出的部位较浅
,

在上面覆盖有约 米厚的棕黄色粘土
,

此种棕黄色粘土的形成
,

从古地形判断
,

颇似早期多水状态下形成物的残存 而 目前已处于脱水状态
。

整个土层作

棕黄色
,

在其底部及与 高阶地相接的边缘部分
,

有时可见大量铁锰结核聚积
,

一般结核形

状不太规则
,

与粘土混杂
,

硬度不大
,

而在个别地段尚可发现泥质薄层铁磐存在
。

红色粘土为裸露地表的地 面组成物质
,

是金华丘陵地区的主要成土母质
。

但是
,

由于

种种原因
,

它的变化很多
,

而且比较复杂
。

如在稍高起的起伏丘陵坡地上
,

多为红色至鲜

红色的粘土
,

土层较紧实
,

而且较深厚 一 一 米不等
,

但严重侵蚀的个别地区不到

米
。

在阶地状起伏低丘的顶部
,

往往在上述那种红色粘土的上面
,

有一层较疏松的棕带

红色的土层覆盖
。

而在低缓丘陵的坡脚
,

及局部低平地段
,

由于经常性的水分活动
,

氧化

铁多以针铁矿的形式存在于土壤中
,

这时土壤色泽发黄
,

郎与上述高出河谷 一 米平缓

阶地上的棕黄色土层不易区分
。

在丘陵斜坡的中段
,

往往小地段坡度变换较大
,

现代侵蚀

过程尤为张烈
,

因而常有网纹红土层露 出地表
。

在毗连丘陵的下段或并存的低岗上
,

侵蚀

程度虽然不严重
,

但因早期 蚀的结果
,

也有砾石红土露出的土壤
。

如果按这些成土母质

性状的差异划分本地区红壤类型
,

那么
,

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土壤变异 厚层粘质

红壤
,

粘质红壤
,

网纹侵蚀红壤
,

钓水化红壤
,

 砾质红壤
。

二 植被状况与侵蚀状况对土级的形响

成土母质对红壤性状的影响是很显著的
,

因此
,

在红壤类型的划分上
,

通常有以母质

类型为主的划分习惯
。

但是
,

红壤特性的差异
,

在同一母质类型中
,

例如均为红色粘土发

育的红壤
,

郎前段所远的 厚层粘质红壤与 粘质红壤
,

在性状上常有较大的差异
,

前

者由于表面有一层疏松土层覆盖
,

其性质与无疏松土层的粘质红壤有明显的不同
。

后者坚

实
,

板结
,

作棱块状结构
。

如生长天然植被
,

就其生长速度与植株发育来看
,

在这两种土壤

上也显著不同
。

据观察
,

种植七年后的马尾松
,

在厚层粘质红壤上的生长高度为 一

米
,

粘质红壤上为 一 米
,

相差 米左右 种植油茶的高度约相差 一 厘米 〔 。

本地区天然多层型常绿植被早已破坏
,

现在所生长的主要为草类
,

灌木等次生植被
。

在相

对较密茂的植物被覆下
,

土壤经根系盘结
,

变得疏松多孔
,

表层厚度增加
,

有较显著的有机

质累积 达 务
。

沿根孔及裂隙面上
,

亦见较多的灰色胶膜淀积
,

其分析结果表明
,

主

要以有机成分为主
,

部分与铁质结合呈络合状态
。

但粘质红壤位于略高起的丘陵坡面上
,

植被较稀少
,

覆盖度低
,

经常在植被空隙间发生面蚀及鳞片状侵蚀
。

表土层 中有机质累积

量较少
,

因此
,

近于母质特性
。

土壤表层紧实
,

不论表土与心土均少见灰色胶膜

淀积
,

仅在沿根孔及裂隙面上
,

有暗红棕色胶膜下淀
,

性状似厚层粘质红壤底土中的胶膜

物质
,

属无机矿物 主要是铁
、

锰 为主的细粒胶状悬浮物向下移动淀积的结果
。

因此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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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土壤 同属一种母质 在性质及肥力特征上有明显的差异
。

就植被条件而言
,

覆盖度

较稀
,

易遭受侵蚀 但是这种变化也同土壤内性有关
,

郎土壤有机质累积较多
,

增弦了土城

的杭蚀能力
,

利于植被的恢复 而植被的生存繁殖又为有机质的积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更使表层疏松土层加厚
。

反之
,

植被愈稀少
,

土壤越容易遭受破坏
,

土壤性状加剧变坏
,

因

而植被就更难于恢复
。

这种自然反复过程互为因果
,

对土壤的发育特性均有很大的影响
。

但在侵蚀加速的情况下
,

表土不断被 蚀
,

进而发生沟蚀
,

当红色粘土的底层露 出地

表时
,

只见极稀少的耐早性禾本科草类生长
,

土壤性状已有较大的变化
。

如果土层一层层

地被剥蚀 一般是在铲草皮或林木破坏后发生的
,

红色粘土层侵蚀殆尽
,

网纹粘土层直接

暴露地表
,

土性更差
,

有机质累积甚少
,

其含量比厚层粘质红壤约低 倍
。

此外
‘

这种土

层 实际上为红色风化壳裸露
,

在冷
、

热与干
、

湿交互作用下
,

发生干裂而呈
“

小米
”
粒状的

硬细土块依附地表
,

只要轻微的外营力作用
,

极易发生泻溜现象
,

郎成层往下移动
,

冲失物

将琪充侵蚀沟或移至农田
。

丘陵上部的红壤随侵蚀的发展和加孩
,

甚至连马尾松也生长

不好
。

据观察
,

七年生的马尾松仅 一 厘米高
,

长势瘦弱 种油茶成活率不到 务
,

以

后生长缓慢
,

甚至停滞不长
,

直到枯萎死去 
。

显然
,

只有加张水土保持
,

重新培育表土
,

才能恢复土壤肥力
。

三 红城经耕垦后的变化

红坡经耕垦后的变化有两种情况 在良好的防护下
,

合理利用
,

加张轮作
、

施肥
,

有利

于土壤中有机质的累积
,

部分有机物质与铁络合向下移动
,

在心土层中以胶膜态累积
,

土

块酸度亦因有机质的累积而降低
,

土壤向着愈种愈肥的方向发展
,

特别表现在表层及亚表

层的性状有很大的变化
。

在坡度较大而又失去防护时
,

引起土壤侵蚀
,

红色粘土裸露后
,

植物不易恢复
,

若只耕翻而不加强施肥及合理轮作
,

第一年由于翻下的植物根系尚未充分

腐烂
,

有时作物产量略低
,

第二年产量最高
,

以后由于在亚热带高温多雨的条件下
,

原来所

蓄积的养分大量消耗而没有及时补充
,

土壤肥力逐渐下降
。

生长草灌的红壤与耕种红壤
,

在植物养分的含量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

表层的变化尤为

突出
。

在良好的耕作管理条件下
,

不数年后
,

红壤的耕作层增厚
,

其中有机质及氮
、

磷的舍

均有较大的增高
,

而表层的代换性酸却显著的降低
。

如表 所示
,

九攀农业中学土地耕

作梢细
,

施用较大量的有机肥料
,

结合施用适量的钙
、

磷肥料
,

开垦不数年
,

耕层变厚
,

土壤

养分含量明显上升 而在义乌苏溪地区郎使开垦较久的红壤
,

人为的管理措施主要是通过

施用磷肥
,

结合种植黑麦等先锋作物
,

土壤中磷素有明显升高
,

代换性酸度也大大降低
,

而

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仍在略高于 务 的水平 开垦后表土层 耕层 深度比荒地增加
,

耕作 良

好的土壤增加得更厚些 表
。

同时必须指出
,

郎使在同一类耕种红壤
,

其垦殖时间也相同 因微域地形所引起土壤

分布的差异及人为耕作管理的不同
,

而使土壤耕性及养分合量也有分异
,

并直接影响作物

产量
。

通过一个典型地段的土壤研究看到
,

其分异程度肥力等级上可差一级
,

每个等级的

差距为 耕层厚度 一 厘米
,

耕层有机质 一 务
,

土壤中氮
、

磷合量及酸度的范围也

有相应变化
,

对单季小麦的产量可发生每亩 一 斤以上的差额
。

耕种管理良好的红壤
,

表层及亚表层色泽灰暗
,

在结构体表面见有大量灰色胶膜
,

作

不均质状累积
。

从野外观察红壤表层及亚表层灰色胶膜的累积情况及胶膜的分析结果证

汤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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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杠招及耕种杠盛的养分比较

‘

土土 壤壤 采 土土 取样深度度 有机质质 全 氮氮 全 磷磷 速效性磷磷 代换总量量 代换性盐基组成成 代换性酸酸 利 用用
地地地 点点 厘米 毫克 毫克当当 毫克当 克土 毫克当当 情 兄兄

克克 量 量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克土 钙钙 镁镁 克土

厚厚层粘粘 浙江江 一  
。 。 。

夕
。

草滋荒荒

质质红奥奥 义鸟鸟 一
。 。 。

痰迹迹
。 。

 地地

苏苏苏溪溪 一
。 。 。

 
。

9 111 0

.

2 111 7

。

0 99999

7777777 5 一1500000000000 9
.
3111 0

.
7000 0

。

0
999

9

。

5 66666

厚厚层枯枯 浙江江 0一2222 2
.
2000 0

.
12000 0

.
06000 4

.
5000 10

。

嘴555 9
.
1222 0

.
8 666 000 19 5 7年年

质质肥沃沃 金华华 22一8666 0
.
3888 0

。

0 4 000 0

。

0 4 000 0

。

1
000 9

.

4 111 0

.

4 222 0

.

3 555 5

.

8 444 开垦种种

耕耕种红红 九举举 86一1100000000000 10
.
2333 0

.
4000 0

.
7111 7

.
呼222 植红薯

、、

城城城 农中中 110一1峪00000000000 9
.
9 111 0

。

2 777 0

.

1 555 8

。

0 999 小麦麦

浙浙浙江江 0一1888 1
.
1555 0

.
07888 0

。

1 4 444 9

。

5 000 8

.

斗999 4
。

2 777 0

.

7 444 2

.

4 222 1 9 4 7 年年
义义义乌乌 18一3555 O

。

7 555 0

.

0 6 222 0

。

0
5

222 0

.

3 777 1 0

.

8 888 5

.

1 777 1

。

2 222 3

.

1 555 开垦种种
苏苏苏溪溪 35一10000 0

。

3 444 0

.

0 4 000 0

.

0 4 888 0

.

5 000 1 1

.

6 777 4

.

7 999 1

。

0 777 2

.

7 666 植红薯
、、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麦麦

注: 本所分析室分析

峨
朋

,

侵蚀轻微的耕种红壤
,

经耕作施肥后
,

土壤中有机质累积均以沿根孔及孔隙的灰色胶

膜淀积为主
,

且胶膜愈多
,

土壤愈较肥沃
。

如表 2 所列
,

未经耕作的红壤和初垦的红壤胶

膜中
,

有机质和氮的含量显然较耕种情况下的为少
,

随着土壤耕种和施肥水平的提高
,

相

应地土壤胶膜中有机质和氮均有所增高
。

比较亚表层与心土层中胶膜物质变化
,

亦可看

出亚表层增加较多
。

显然
,

这种现象同表层 (或耕层)土壤中物质下移累积有密切的关系;

伺时
,

也反映了大量根系在亚表层盘结
,

并因此为该层累积了相当量的有机物质
。

{

比较生长草灌的红壤与耕种

红壤的全铁及酸溶性铁 的 变化
,

亦可看出荒地土壤胶膜中的全铁

较耕地为高1)
。

胶膜中锰的情况

也相类似
。

随着土壤性质逐渐改

善
,

其中可移动的铁
、

锰逐渐减

少
,

郎耕作层中氧化锰和活性铁

锰均有械低的趋势
。

这是因为表

土层中有机物质增加以后
,

铁
、

锰

与之络合向下层淀积的结果
。

厚层粘质红壤及厚层粘质肥

沃耕种红壤的土壤粘拉分析 (表

3) 表明
,

两种土壤粘粒的化学组

班 2 不同耕种悄况下土妞胶膜中有机质及全振的变化

难

赞

土土 奥奥 分析样品品 有机质(% ))) 全藏(% )))

厚厚层枯质红奥奥 土奥奥 0
.
3999 0

.
04555

(((心土层))) 胶膜膜 0 。

5
222

0

.

0 6 222

厚厚层枯质肥沃耕种红奥奥 土盛盛 0
。

7 777 0

.

0 5 555

((( 心土层))) 胶膜膜 l。

2 000
0

.

0 7 555

初初垦厚层枯质红奥奥 土奥奥 0
.
6777 0

。

0 4 666

((( 亚表层))) 胶膜膜膜膜

厚厚层粘质耕种红奥奥 土奥奥 1.4666 0
.
06999

(((亚表层))) 胶膜膜 l。

吕333 0
.
10 222

厚厚层拈质肥沃耕种红奥奥 土吸吸

:
:
::::

0
.
06999

(((亚表层))) 胶膜膜膜 0
.
]1222

成十分相近
,

硅铝率及阳离子代换量均较高
。

从差热曲线及X 射线鉴定也看 出
,

土壤的粘

土矿物组成均以蜓石
、

高岭石及伊利石为主
。

在化学凤化度上
,

土壤耕垦与否并未显示多

大的变化
,

但较其它地区(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红壤略低[3j
。

l) 许曼丽等: 红吸中胶膜物质的初步研究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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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层枯质

肥沃耕种

红坡

注: 除粘粒含最及吸收性阳离子二项以外
,

均由本所分析室分析
。

综上所述
,

人为耕垦活动(指红壤早地)
,

首先引起耕层肥力的变化
,

如养分含量
、

耕层

厚度
、

质地
、

结构等均有改变
,

从而导致亚表层及心土层胶膜累积量及组成分上也发生一

定的差异 ;但从整个剖面发育看
,
目前人为活动对土壤的基本性质尚未引起明显的改变

。

三
、

关于杠魏墓层分类单元划分

在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土属中
,

各种土壤的性状变化较大
,

已如前述
。

肥力水

平也各异
,

有的早涝保收
,

有的尚不能稳定生产
,

有的甚至不适于开垦
。

如何区分这些差

异
,

其本身直接关系到土壤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
,

也道接关系到红壤的生产利用
。

综合考虑成土母质
、

侵蚀状况
、

植被类型及覆盖度的差异
,

以及人为活动所引起土坡

性质的变化等各因素
,

并按各土壤变异的相互关系
,

将本区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块划

分为如下的基层分类单元
,

并简述其主要特征
:

1
.
厚层粘质红壤(群众称黄筋泥)

:
分布于平缓低丘顶部

,

或局部缓坡地段
,

坡度均在

5 度以下
。

农民群众对这种土壤的评价是
: “

干时一块铜
,

湿时一泡浓
” ,

不易掌握犁耕火

候
,

剖面主要特征
:
表面都有覆盖 知 厘米以上的疏松均质棕带红色土层

,

侵蚀轻微
,

土层

顺序有表土
、

亚表土
、

红色核状心土
、

网纹底土
。

剖面发育完整
,

土层深厚
,

可垦潜力大
,

为

本区农业利用的主要资源;在有水源保证前提下
,

大部分土地只要稍加平整
,

可修筑水平

梯 田种植水稻
。

2

.

初垦厚层粘质红壤(群众称红土编 )
: 系厚层粘质红壤初经开垦利用发育的一种土

壤
。

因垦用时间短
,

施肥少
,

或有的不施肥
,

管理较粗放
,

所以耕种利用和作物产量均不稳

定
,

常有轮荒耕种的习惯
。

耕作层浅薄 (5一10 厘米 )
,

其下紧接红色土编层
,

无明显的熟土

特征
。

其屯土壤性状比之原来荒地土壤未发生多大的差异
,

当地评为三等地
。

3

.

厚层粘质耕种红壤 (群众称黄土编)
:
系厚层粘质红壤耕垦后发 育的一种土壤

。

由

于耕种时间较长
,

土壤表层性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

色泽灰棕
,

疏松
,

中壤土至重懊土
,

有

蚝酬活动
。

亚表层中有少量灰褐色胶膜淀积
。

其下各土层的性状均同原来未耕地
。

此种

土壤耕种较稳定
,

宜种作物范围广
,

可一年两熟
,

或两年五熟
,

当地评为二等农地
,

是主要

的早作基地
。

4

.

厚层粘质肥沃耕种红壤 (群众称油土编 ): 土壤基础同厚层粘质红壤
。

因近村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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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斗

协

耕种
、

施肥水平一般较高
,

表土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耕作层增厚至 20 厘米左右
,

棕灰

色
,

中壤土
,

团块状结构
,

疏松
,

有较多的虫孔虫粪
。

亚表层土编经长期耕种
,

有机物质大

量溶淀于结构面上
,

色泽发婿(有的农民也称乌土编)
。

群众反映
,

这层土有油性
,

好耕好

耙
,

看起来一大块
,

一打就酥
。

亚表层以下的各土层特点
,

均与未垦地类同
。

此种土壤目

前已稳定耕种
,

早涝保收
,

属蔬菜及早作轮换的基地
。

当地评为头等高产农地
。

5

.

薄层粘质红壤 (群众称死红士)
:
分布于丘陵斜坡的上段

。

因常受侵蚀
,

疏松棕带

红色的土层残留较薄 (仅 10 一20 厘米)
,

其下紧接红色核状心土层
,

粘重
,

紧实
。

农民群众

说此土硬梆梆的
,

吃不住水
,

天早挖不动
,

天雨才好做活
。

目前所处地段自然植被稀少
,

经

常出现面蚀和鳞片状侵蚀
,

其肥力低于厚层粘质红壤
,

一般尚不宜直接农用
。

但结合水土

保持可发展经济林和肥源保土林木
。

6

.

粘质膺薄耕种红壤 (群众称浅编土)
:
系薄层粘质红壤经耕垦后发育的一种土壤

。

一般施肥耕作及管理水平不高
,

地块未培埂
,

而且大小不固定
,

同一地块内的坡度
、

坡向也

不一致
,

因而耕层水
、

肥
、

土经常流失
。

由于原来的疏松表土被蚀
,

肥力较低
。

群众认为这

种土跑水跑土快
,

最不好犁耕操作
。

常出现
“
有收就收

,

无收就丢
”
的不稳定种植现象

,

产

量也无保证
。

这种土壤一般不宜直接开垦利用
,

当地已农用者现正考虑部分还林
,

或划为

牧草
、

绿肥基地
。

如要继续耕种
,

应加张农地水土保持和增施肥料的措施; 同时还应当增

加一季早作绿肥
,

以培养和恢复地力
。

7

.

粘质侵蚀红壤(群众称蒜瓣土)
: 系薄层粘质红壤受蚀后发育的一种土壤

。

目前地

表覆盖的棕带红色的疏松土层已冲失殆尽
,

红色的紧实核状心土出露地表
,

并间有细沟网

存在
,

基本上属弦度面蚀的光秃地
。

晴天
,

地表面总有一层 (厚 1一2 厘米 )小核块土粒铺

盖
,

一下雨就被水带走淤淀于低处
。

这种土壤肥力极低
,

不宜垦用
,

必须采取水土保持措

施
,

结合种草造林
,

逐步培育土壤表层
,

进而可辟为林
、

牧及薪炭用料基地
。

8

.

网纹侵蚀红壤 (群众称死筋土或筋骨土)
:
分布于丘陵斜坡中段

,

小坡段的坡度较

大 (,一10 度 )
,

系粘质侵蚀红壤进一步侵蚀发展的结果
。

地表出现极紧实的网纹土层
。

除受面蚀外
,

还有浅沟及切沟侵蚀
。

在光秃的坡面上
,

寸草不生
,

仅在沟底偶见草丛 生长
。

土壤性状恶化
,

肥力极低 (有机质含量 < 0
.
1多)

。

必须加弦水土保持措施
,

尽快建立植物

被覆
,

防止侵蚀加剧扩展
。

9

.

水化红壤 (群众称黄泥土): 零星分布于丘陵局部低平地段
,

或平坦的阶地上
。

一

般杂草丛生
,

仅在铲草皮处有斑状侵蚀发生
。

表土层浅灰棕
,

有机质含量可达 2多左右
。

心土层深厚
,

色泽鲜艳
,

呈棕黄色
,

块状结构
。

底部仍为紧实的网纹粘土层
。

这种土壤
,

农

民说看上去有油性
,

干时惶上去不糙手
,

湿时不粘手
,

好耕耙
,

适种性广
。

1 0

.

耕种水化红城(群众称黄斑 (拌) 土)
: 系水化红壤经耕种所发育

。

一般为大田早

作基地
。

其特点与水化红壤基本一致
,

仅在表土层中有明显的动物活动遗迹
,

亚表层 (编

土)土色不均一
,

常呈鸟一块
、

黄一块现象(由于耕种施肥
,

物质下移淀积结果
,

农民以此命

名 )
。

这种土壤水分条件较好
,

保水保肥能力亦较张 (农民反映能吃肥 )
,

有利于多种作物

栽种
。

1 1

.

肥沃耕种水化红壤(群众称鸟土或蚝叫土)
:
这种土壤垦用时间长

,

大部分为蔬菜

地
,

耕作施肥及灌水条件较一般大田优越
,

耕层士壤性状已有较大的改善
。

耕层增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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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一25 厘米
,

暗灰棕色
,

中壤土
,

疏松小团块结构
,

无明显的底墉层
,

有较多的虫孔虫粼有

时土块呈蜂窝状
,

故农民有时也哄蜂窝土)
。

耕层以下各土层特点均同原未耕荒地
。

1 2

.

砾质红壤 (群众称石骨子土
,

或称卵石土): 毗连丘陵下坡地段
,

或呈孤立残丘存

在
。

系砾石红土层礴出后发育的红城
,

厚度可达 1米至数米
。

均为未垦荒地
,

草灌丛生
,

有斑状侵蚀
,

土壤无明显发生层次
。

砾石含量占土体 50 务上下
,

多为石英质
。

此种土城

不宜农用
,

种植薪柴杂木生长迅速
,

但应防止土石冲刷
,

威胁附近农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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