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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
过去的研究工作〔卜4] 表明

,

赣中丘陵地区红壤及红壤性水稻土的良好结构与土壤孔隙

的特征有密切关系
。

良好的士壤孔隙性能不仅有利于水分和空气的通透
,

又能在一定程

度上增弦蓄水能力
。

耕层土壤结构和孔隙性状
,

固然是影响作物生长的重要方面
,

但从根

系在土壤中分布的范围来看
,

整个土体的孔隙性状尤为重要
。

因此
,

本文除在以前工作的

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耕层孔隙和良好土壤结构的关系外
,

并分析各种孔隙的剖面分布及其

对某些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

以便进一步认识红壤良好结构性的特点
。

试验土样于 19 6 2

年 11 月采 自江西省进贤县
,

两个早地土壤为肥力水平较高
、

结构较好的乌黄土 (早地红

壤)和肥力水平较低而结构性较差的黄土 (早地红壤)
,

两个水田土壤为肥力水平较高的鸟

泥田 (红垠性水稻土 )和肥力水平较低而结构性较差的结板田(红坡性水稻土 )
。

同时选荒

地红壤作对照
。

爪

一
、

献 脆 方 法

一般土壤孔隙度 (总孔隙度
、

毛管和非毛管孔隙度 )按常用法在 1 00 厘米
,

的环刀内测

定
。

土壤团聚体的内部孔隙度用石蜡法测定 [l4]
。

细分的 9 级孔隙度(由 H
.

A
.

卡钦斯基

提出)是根据团聚体内部孔隙度
、

田间持水量和最大吸湿水(饱和 玫5 0
、

法 )的实测数据
,

按公式分别计算出的〔101
。

土壤的有效孔隙度用减压法测定
‘, ] 。 与过去的仪器稍有不同

,

我们在 50 毫升的滴量

管中装了一个
“
滴水管

, , ,

以保证在抽气时由样品中下渗的水都能流入滴量管 内
,

提高了分

析数据的准确性
。

各级孔隙的大小是按茹林 (从Io pe H) 公式 己 一要计算的
,

式中 己

一H

有效孔隙直径(毫米 )
,

H

—水柱高度(毫米 )
。

根据前人的工作经验 17 .5, 12.1
’.1 ”
及我们的具

体情况
,

在工作中我们初步将孔隙分成 6 级 : > 0. 2; 0. 2一0
.

1; 0. 1一0. 0 , ; 0. 05 一 0. 0 1;

0
.

01 一0
.

00 , 及 < 0
.

0 05 毫米 (最后一级按烘干称重法测知)
。

各级孔隙的性能见表 1 ,

土

壤通气性是按常压法通气仪l5] 测定的
。

土壤透水性是按 田间小区淹灌法测定
。

有效水是

玻 1 各 妞 孔 陇 的 性 能

于匕 隙 名 称

粗孔障

中孔隙

细中孔隙

细孔隙

微细孔隙

微孔隙

孔隙直径(毫米) 孔 隙 性 能

> 0
.

2

0
.

2一0
.

1

0
.

1一0
.

0 5

0
.

0 5一0
.

0 1

0
.

0 1一0
.

0 0 5

< 0
.

0 0 5

孔中水分移动速度大
,

通气良好

孔中的水分根系能吸收
,

水分移动性较大

孔中的水分根系能吸收
,

水分移动较缓

孔中的水分根系能利用
,

水分移动性不大

孔中的水分根系还可以利用
,

毛管作用力最强

孔中的水分根系很难利用
,

细菌也难在其中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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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田间持水量诚雕萎含水量(郎最大吸湿水 x 1
.

5 )而获得
。

二
、

测 定 桔 果

‘

(一 ) 红城及红城性水稻土的一般孔隙特征

由表 2 所见
,

结构较好的乌黄土耕 层的总孔隙度与非毛管孔隙度皆此结构较差的黄

土耕层高
,

这与一般所认为的
,

早地土壤的良好结构与总孔隙度和非毛管孔隙的发育密切

有关的看法是相一致的
。

水田土壤中乌泥田耕层的总孔隙度和毛管孔隙度智高于结板田

耕层
,

而非毛管孔隙度间的差异不显著
。

这是因为二者的耕层都经过渍水沉实
,

由耕作而

引起非毛管孔隙的存在可能较少
,

总孔隙度和毛管孔隙度间的差异
,

看来
,

与团聚体本身

孔隙的发育有关
。

从表 2 中还可看出
。

所有肥力水平较高的耕作土壤
,

其耕层的孔隙性

均较荒地表层高
。

这说明土壤的熟化与孔隙的发育有着一定的联系
。

玻 2 杠口及杠 . 性水稻土的一般孔陈性砚

入

.

⋯
心

盏

f

土土 奥奥 深 度度 土奥上匕重重 土壤容重重 总孔隙度度 毛管孔隙度度 非毛管孔隙度度
(((((厘米))))) (克/厘米

3

))) (弧))) (% ))) (% )))

荒荒地红奥奥 0一 1222 2
.

6 888 1
.

2 888 5 2
.

222 4 2
。

333 9
。

999

111112一3 444 2
.

7 111 1
.

2 777 5 3
.

111 呼9
.

333 3
。

888

33333 4一 5444 2
。

7 555 1
.

2 333 5 5
.

333 4 8
.

888 6
.

555

555554 一8000 2
.

7 555 1
.

2444 5 4
。

999 斗8
.

777 6
.

222

乌乌 黄 土土 0一 1444 2
.

6 888 1
。

1666 5 6
.

777 呼4
。

888 1 1
.

999

lllll呼一 1999 2
.

6 888 l
。

3 999 斗8
。

lll 4 7
.

111 1
.

000

111119一3 333 2
.

7 111 1
.

4333 4 7
.

222 呼1
.

888 5
.

444

33333 3一5 777 2
.

7 000 1
。

5000 4 4
。

444 魂2
.

888 1
.

666

55555 7一9 000 2
。

7000 l
。

5000 呼4
.

呼呼 呼2
。

333 2
。

lll

黄黄 土土 0一1 111 2
.

6 888 1
.

2 222 5斗
.

555 月4
.

999 9
.

666

11111 1一 4000 2
.

7 222 1
.

呼333 斗7
.

444 斗5
.

222 2
.

222

月月月0一5444 2
.

7 333 l
。

4 222 斗8
.

000 4 3
.

222 4
.

888

55555 4一10 000 2
.

7 333 l
。

5 000 斗5
.

111 月2
。

222 2
.

999

乌乌 泥 田田 0一1 444 2
。

6 111 1
.

1777 5 5
.

222 呼6
.

333 8
.

999

11111 4一2 444 2
.

6 777 l
。

5 222 呼3
.

111 4 3
.

000 0
.

111

22222呼一5 111 2
.

7 222 1
.

呼222 呼7
.

888 4 3
.

333 4
.

555

55555 1一7 000 2
。

7 111 l
。

5 000 斗4
.

777 呼3
.

333 1
.

444

77777 0一9 222 2
.

6 888 l
。

5 444 4 2
.

555 3 9
.

666 2
.

999

结结 板 田田 0一 1222 2
.

6 555 1
。

3 222 5 0
.

222 4 1
.

555 8
.

777

111112一2 000 2
.

6 888 1
。

5 666 4 3
.

222 4 2
,

222 1
.

000

22222 0一2 999 2
.

7 222 1
。

6 111 4 0
.

888 3 8
.

111 2
.

777

222229一4 888 2
.

7 222 1
.

呼111 4 8
。

222 斗4
。

000 4
.

222

44444 8一7444 2
.

7斗斗 l
。

4 444 4 7
。

555 4 3
.

000 4
.

555

77777呼一 8999 2
.

8 111 1
.

5 999 4 3
。

444 4 0
。

lll 3
。

333

各类土壤剖 面中一般孔隙的分布特点是 : 耕作土壤的总孔隙度以表层为最高
,

水田

中犁底层的孔隙度比上层低得多
。

而按剖面则一般智随深度增加而 孔隙度减小
。

荒地红

城的总孔隙度分布与上述情况相反
,

底层大于表层
。

可能与红壤母质中具有复合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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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组成 [6] 和松排列的核状团聚体较多有关
。

各类土壤剖面中的毛管孔隙度分布无明显

规律
,

而非毛管孔隙则以表层为最高
,

犁底层中最低
,

心土又高些
,

底土又降低
。

荒地红坡

中亚表土的非毛管孔隙也较低
。

(二 ) 细分各级孔赚度的组合特征

这种孔隙度的分类法
,

不仅能反映出土壤中孔隙的数量概念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

反映出孔隙的性质
,

并与土壤结构条件密切相关
。

根据表 3 所示
,

耕层单独团聚体内的孔

隙度
,

在肥力水平较高的土壤中较大
,

如乌黄土和乌泥田相应为 衬
.

3 多和 47
.

。多
,

而肥力

水平较低的黄土和结板田则相应为 43
.

1% 和 43
.

3 %
。

荒地红壤耕层团聚体内的孔 隙也

有相当发育 (46
.

1务)
。

团聚休内孔隙度在剖面中的分布
,

除荒地红壤的心土中略高以外
,

一般都是低层较低
,

水田中的犁底层为最低
,

这与总孔隙度的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

按公式

垂

P z 。
P

。

(1 0 0 一 P‘二

(1 0 0 一 p
。

)
(式中 P

。

—
不同大小团聚体的平均孔隙度

,
尸叱二

—
总孔 隙

度 )计算出的耕层土壤中团聚体内的总孔隙度 (图 l) 也是以肥力水平较高的土壤含量较

高
,

如乌黄土和乌泥田相应为 35
.

6 和 43
.

2多
,

而肥力水平较低的 黄土 和结板 田相 应为

34
.

4 和 36
.

2 多
。

其中水田土壤间的差异更为明显
。

底土各层中团聚体内总孔隙度差异不

明显
,

五种土壤多在 35 一38 务之间
。

但从土壤剖面比较看来
,

由于早地土壤及结板田表

层中团聚体总孔隙度较低
,

故底土的孔隙度反而显得较高
。

而其他土壤
,

则下层团聚体的

总孔隙度低于表层
。

五种土壤中耕层团聚体间的孔隙度
,

以早地红壤较高
,

水田较低
。

不

同肥力间没有反映出明显的差异
。

团聚体间的孔隙度
,

乌黄土的上层比黄土要大
。

水田

土壤中团聚体间的孔隙度
,

一般说底土小于耕层
,

但荒地红壤却有相反的趋势
。

毛管水占

有的孔隙度肥土大于瘦土
:
乌黄土和乌泥田相应为 ”

.

6 和 ”
.

5 多
,

而黄土和结板田则相

应为 2 5
.

5 和 26
.

, 务
。

在各类土壤的下层
,

这类孔隙度一般较低
,

但仍以肥土大于瘦土
。

这

样就有可能使植物根系在肥土中不仅能获得耕层中的有效水分
,

而且也能充分利用心土

班 3 杠妞及杠妞性水稻土草独团聚体(道径 5一 7 毫米)内的孔徽度

土土 壤壤 深 度度 单独团聚体内内

⋯
土 。。 深 度度 单独团聚体内内

(((((厘来))) 的孔隙度(% ))))) (厘米))) 的孔隙度(% )))

荒荒地红壤壤 0一 1 222 月6
.

1***

⋯
⋯⋯

0一 1444 4 7
.

000

111112一3 444 4 8
.

66666 1弓一2 444 3 7
.

444

33333 4一5呼呼 斗7
.

88888 2 4一5 111 月0
.

222

555554一8 000 4 6
.

33333 5 1一7 000 4 0
.

呼呼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0一9 222 3 8
.

111

乌乌 黄 土土 0一 1444 斗7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lllll礴一 1999 4 1
。

999

⋯
结

二二
0一1 222 43

。

333

111119一3 333 4 1
。

00000 12一2 000 3 8
.

888

33333 3一5 777 4 0
.

99999 2 0一2 999 3 8
.

999

55555 7一9 000 4 0
.

77777 2 9一4 888 4 0
.

666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8一7 444 斗1
.

888

黄黄 土土 0一 1 111 斗3
.

11111 7斗一8 999 斗1
.

000

11111 1一4 000 呼2
.

888888888

44444 0一5 444 4 4
.

999999999

55555呼一 10 000 4 1
.

666666666

* 5 个测定值的千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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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中的有效水分
。

由紧束缚水和松束缚水占有的孔隙度取决于土壤中粘粒的含量
,

胶结物

质的组成和土壤颗粒的迭结状况
。

由于五种试验土壤表层中的粘粒含量均比底层 少川
,

因此这类孔隙在底层 中较 大
。

这类孔隙是惰性的
,

植物根系

不易利用在其中保持 的水分
。

各类土壤中的通气孔隙度
,

除

荒地红壤外
,

智是耕层大于底

层
,

而且在肥力水平较高的土

垠中通气孔隙度 有增 高 的 趋

势
。

至于由固体所占的容积
,

则耕层比下层小
,

肥土耕层所

占的固体容积比瘦土小
,

如乌

黄土和乌泥田 相 应 为 4 3. 3 和

科
.

8务
,

而黄土和结板 田 则相

应为 4 5
.

5 和 4 9
.

5务
。

一般认为土壤中固
、

液
、

气

三相比例的变化是影响土壤物

理性质的基础
。

有些研究者提

出
,

适宜的土城物理性质
,

其中

三相比为 1 : l :1 tl’】
。

然而根据

我们的资料看来
,

耕作土壤中

的三相比很难达到上述 指标
,

不过从耕层看来
,

肥土中的气 容积(% )

相和液相部分相对增加
,

固相 图 1 各种孔隙的组合及其分布

部分相对诚少
。

再从通气孔隙和毛管水占有的孔隙的剖面分布看来
,

肥土中剖面上部发

育得较好
,

其剖 面下部的毛管持水孔隙也相应比瘦土中高
。

荒地红壤剖 面中各类孔隙的

分异性不明显
。

因为这类土壤多少还受着母质特点的影响
。

按卡钦斯基方法分出的几类孔隙
,

对鉴定土壤肥力水平说来
,

有不少优点
。

首先更明

确了毛管水占有的孔隙的概念
,

毛管水占有的孔隙不包括束缚水所持的孔隙
,

这与老的毛

管孔隙概念不同
。

在植物雕姿含水量较高的红壤地区
,

如果不考虑由束缚水所占有的这

部分孔隙
,

而笼统地称为毛管孔隙的话
,

那么它就很难反映出这些土壤的结构特点
。

这个

方法的另外一个优点
,

在于把团聚体的内
、

外孔隙分开
。

但对于我国长期耕作的水田土壤

来说
,

团聚体内
、

外孔隙能否分得很清楚
,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这个分级的另一个特点还

能同时鉴别土壤三相变化
,

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本试验土壤间在肥瘦上存在的差异
。

但是这个分级法的操作过程较复杂
,

需时较长
,

有待进一步简化
。

(三) 红续及红城性水粗土中的有效孔陈度分布

土壤中的有效孔隙是指具有不同持水性能的各级孔隙
,

这些孔隙中的水分都能在不

同程度上为植物所利用
。

关于有效孔隙的孔径范围
,

各家有不同的说法
,

我们根据不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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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 樊润威等 : 赣中丘陵地区红集及红维性水稻土的孔隙性

.

隙中的持水性能和有效性以及现有的工作条件
,

细分了 6 组
,

并初步以 0
.

2 毫米孔径为上

限
, 0

.

0 05 毫米孔径为下限
,

以作为评定土壤结构性的指标之一
。

由表 4 所见
,

早地肥土

耕层中 0
.

2一 0
.

0 05 毫米的孔隙比瘦土中高
,

如乌黄土为 14
.

2 ,

占总孔隙度的 25 多
,

而黄土

为 11
.

6多
,

占总孔隙度的 21
.

3多
,

水田耕层肥土略高于瘦土
,

荒地表层的有效孔隙度与黄

土相近
。

这类孔隙的剖面分布
,

也是上层较高
,

下层较低
。

至于各类土壤中各级孔隙的分

配
,

除 0
.

1一0
.

05 毫米
, 。

.

05 一 0
.

01 毫米和 0
.

01 一0
.

00 , 毫米三级较多外
,

没有明显的规律

性
。

从表 4 中还可看出
,

当 H ~ 0 时的不能持水的孔隙
,

远比卡钦斯基法中测得的通气

孔隙要低
。

看来
,

在测定前
,

将土样浸溃 2一3 昼夜
,

由于胶体膨胀对通气孔隙的测定结果

影响很大
。

在 < 0
.

00 5 毫米的孔隙中
,

土壤的吸力较大
,

故一般说植物较难于利用这部分

的水分
。

但如果按表 斗中的测定结果和图 1 中束缚水所占有的孔隙相比
,

则可以认为
,

在

< 0. 00 5 毫米孔隙中所持有的水分
,

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尚可被植物利用
。

为了进一步阐明

植物不能利用水分的孔隙界限
,

还必须进一步改进工作条件
,

将 < 0
.

0 05 毫米的孔径再作

细分
。

入 三
、

射 兼

由上所见
,

尽管我们对某些测定方法的可靠性的评价
,

尚须进一步研究
。

但根据上远

资料可以看出
,

凡是结构性好的土壤
,

其中通气孔隙
、

毛管水占有的孔隙
、

团聚体内部孔隙

以及有效孔隙都相应发育得较好
。

因此土壤固相部分所占的容积相对诚少
。

耕层结构性

的改善
,

固然是提高土壤肥力 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
,

但整个剖面的孔隙性状也是很重要的

影响因案
。

究竟这些孔隙性状对土壤物理性质(如通气性
、

透水性和持水性等 )有无良好

影响
,

以及它们与土竣结构的关系如何
,

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

下面我们主要从原状土着眼

来探讨良好孔隙的发育对某些基本物理性质的影响和团聚体大小的关系
。

1
.

透水性 : 孔隙性较好的乌黄土比黄土高
,

前者在第 1 小时内的 Kl
。
(在 10 小时的

透水系数) ~ 1
.

91 毫米 / 分
,

而后者只 。
.

48 毫米 / 分
。

透水平衡的时间都是后者快 (近 2

小时 )
,

前者慢 ( 3 小时多 )
。

在平衡以后的 凡
。

值还是以乌黄土大 (Kl
。

~ 0. 弘)
,

黄土小

(凡
。~ 0

.

16 )
。

黄土较小的透水性
,

看来一方面由于孔隙性较差
,

而另一方面由于结构性差
,

在吸水过程中胶体水化和胶体膨胀的性能较张
,

因而堵塞了孔隙
,

延缓了透水速度
。

至于

乌泥田和结板田
,

由于具有几乎不透水的犁底层
,

故耕层 Kl
。

的差异不显
。

但如果以开始

10 分钟时的 Kl
。
计算

,

那么还是以乌泥田略高 (Kl
。 ~ 0. 2 8 )

,

结板田略低 (凡
。
~ 0

.

2 4 )
。

这说明孔隙性较好的土壤
,

其透水性相对较好
。

2
.

通气性
: 田间土壤的通气性受土壤湿度及耕作方式的影响很大

,

为了谋求在相对

相 同条件下比较各类土壤的通气性质
,

我们在侧定前预先在试验小区内灌水达饱和状态
,

经 4 小时再进行测定
。

测定结果列于表 5 。

由表 5 所见
,

灌水后 4 小时
,

乌黄土的 K 值等

于 18
.

0 ,

而黄土 K ~ 10
.

9。 24 小时后
,

看来 由黄土因千燥而收缩通气系数由 10
.

9 增到

5 0. 0 ,

一直到 48 小时后 K 值达 83
.

8 。 而乌黄土尽管在 4 小时后 K 值也有增加
,

但可能 由

于结构性较好
,

胶体收缩性较弱
,

故 K 值的增加相对较弱
。

从乌黄土的通气系数变化规律

看来
,

似乎是有利于雨水渗入和以后能在较长时间内的保水
,

因为在 4 小时以后 K 值不现

猛烈增加
,

水分损失较慢
。



土 壤 学 报 1峪 卷

玻 S 杠皿及杠班性水租土的通气系故 (K )

添添攫攫
荒地红盛盛 鸟 黄 土土 黄 土土 乌 泥 田田 结 板 田田

。。。%%% KKK 。%%% KKK 。%%% KKK 白%%% KKK 。%%% KKK

灌灌水后 4 小时时 2 3
.

666 10
.

3 000 2 2
.

333 18
。

0 111 2 1
.

555 10
.

8 777 2 9
.

666 2 9
.

4 000 2 4
.

444 1 6
.

3 777

灌灌水后24 小时时 2 1
。

444 1 1
.

1 222 17
。

666 2 8
.

2呼呼 16
。

222 4 9
。

9 888 2 6
.

斗斗 3 9
.

6 333 16
.

888 2 9
.

6 888

灌灌水后铭小时时 2 1
.

000 1 1
。

5 888 12
。

555 3 5
.

3 000 10
.

222 8 3
。

7 777 2 0
.

999 8 0
.

4 666 13
.

777 6 5
。

8 000

注: 。%为土盛含水且重t 百分数 : K 为土班通气系数
,
K 值重复 5一 13 次

。

二

荒地红城

乌黄土
·

黄土
·

乌泥田

结板田

乌泥田和结板田的通气系数变化与早地土埃有

共同之处
,

也有不同之处
。

其共同点在于灌水后 4

小时的 K 值也是乌泥 田大于结板田
,

前者 K 一” .4 ,

后者 K ~ 1 6. 4; 不同点是在 4 小时以后一直到 48 小

时的 K 值
,

还是乌泥田大于结板田
,

而且在各个观察

时间内乌泥田中的含水量均比结板田要高
。

这说明

了乌泥田的结构性好
,

在过度潮湿的情况时
,

既能从

速增加土壤的通气性
,

同时水分的耗损速度又并不

很快
,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通气和保水的矛盾
。

荒

地红壤灌水后 4 小时的 K 值最低
,

比黄土小
,

而且随

着时间的延长
,
K 值增大的幅度也没有黄土快

。

由上述资料看来
,

孔隙性发育好的土壤上
,

通气

性也是良好的
。

并且它的通气和持水性能与孔隙性

较差的土相比
,

在一定程度上所表现出的矛盾较小
。

3
.

土壤的有效水含量
:
土壤中属于有效含水量

(田间持水量减去雕萎含水量 ) 的水分
,

能被植物直

接利用
,

这种水分含量的多少与孔隙的发育和结构

性密切相关
。

由图 2 可见
,

乌黄土和乌泥田的有效

人

抓扒�训
.
.

,
,

?从月
二

洲�厂刀
�

似厂了l

/‘

46�画兴�侧联胭属

10 0 L~一目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
.

10 2 0 3 0

有效水分(% )

图 2 红缝及红咬性水稻土的有教水分

持水量不仅在耕层相应比黄土和结板田要高
,

而且在剖面下部也都较高
。

而荒地红坡表

层的有效持水量与耕地相比则最低
,

其剖面分布的差异性也不象耕作土壤那样明显
。

4
.

土壤有效孔隙与团聚体大小的关系 : 士壤有效孔隙的发育与不同大小团聚体的排

列形式有关
。

按照一般的概念
,

团聚体直径愈大
,

则由其排列成的土体的大孔隙较多
。

直

径愈小
,

则小孔隙愈多
。

根据我们在五种土壤不同大小团聚体的有效孔隙测定结果 (表

6 ) 来看
,

由 < 认25 毫米的团聚体所排列成的有效孔隙数量最少
。

10 一3 毫米的团聚体所

排列成的有效孔隙较多
。

而 3一0. 25 毫米的团聚体所排列成的有效孔隙为最多
。

由此看

来土壤中有效孔隙的发育与 3一 0
.

25 毫米的团聚体含量有一定的关系
。

四
、

桔 藉

本文就赣中丘陵地区红壤及红壤性水稻土的孔隙性问题作了研究
,

并联系到这些不

同土壤的孔隙性对某些基本土壤物理性质(透水性
、

通气性
、

持水量 )的影响
。

同时研究了

土壤中有效孔隙的发育与不同大小团聚体的关系
。

结果指 出
,

不同肥力水平的红壤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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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性水稻土中的孔隙性是不 同的
,

肥力水平较高的乌黄土和鸟泥田的孔隙性都相应比肥

力水平较低的黄土和结板田要好
。

其表现在土壤耕层中的通气孔隙
,

毛管水占有的孔隙
,

团聚体内部孔隙(以上按卡钦斯基分类法测得)及有效孔隙(直径为 。
.

2一0
.

0 05 毫米 )均发

育得较好
。

而且耕层内固相部分所持有的容积相对诫少
。

同时也表明肥力水平较高的土

坡不仅取决于耕层内上远孔隙的发育
,

而且与剖面孔隙的分布密切相关
。

例如在肥土剖

面中的毛管水占有的孔隙比瘦土中高
。

红壤地区毛管水占有的孔隙的发育可能是结构性

改善的指标之一
。

因为一般说红壤中雕萎含水量较大
,

因而尽管有时水分很多
,

但要使植

物能利用
,

必须改变那些对水分吸力很大的束缚水占有的孔隙
,

也就是意味着需要改良结

构
。

因而毛管水占有孔隙的发育可以视作土壤结构性的改善
。

研究结果也指 出了在孔隙性发育较好的土壤上
,

土壤的透水性
、

通气性和持水性均相

对较好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通气和持水性能间的矛盾
。

有效孔隙与不 同大小团聚体的排列有关
,

< 0
.

2 , 毫米的团聚体所排列成的有效孔隙

最少
,

而 3一0. 25 毫米的团聚体排列成的有效孔隙为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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