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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白土型水稻土中白土层

土壤及其各级颗粒的理化特性
*

邓时琴 徐梦熊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墩研究所)

研究土壤各级颗粒的理化特性
,

是土壤基本性质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有关土壤及

其粘粒化学组成的研究报导
,

在国内外并不鲜见
,

但对土壤各级颗粒性质的研究则较少
。

关于土澳各级颗粒的矿物全最分析研究
,

熊毅回
、

于天仁[l] 早已有报导
。

国外的研究也大

多在早地上进行山
,

时
] 。 至于对水稻土的各级颗粒的理化特性研究

,

在国内尚未见有报

导
。

因此
,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

不仅有助于深人探究土壤高产或低产的原

因
,

而且可以加深对土壤颗粒基本性质的认识
,

为完善我国土壤质地分类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供试土样和测定方法

由于白土层是影响白土型水稻土肥力的关键因素
,

因此
,

选择该层土壤作为研究对

象
。

供试土样采自江苏省无锡八士公社
,

系高平 田地带白土型水稻土 (属滞水型 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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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网
,

以下简称白土)的白土层。 ,

该层在土壤剖面 2 4 厘米深度出现
,

厚度 26 厘米
,

质地为

粉土(按《中国土壤》上的质地分类)
。

母质系下蜀黄土
。

在利用上为稻
、

麦两熟
。

称取过 1 毫米筛孔的土样
,

用 6 务双氧水去有机质
,
0

.

2N 盐酸去碳酸盐
,

再用 0. 5N

草酸钠分散
。

l一0
.

05 毫米颗粒用湿筛法分级
,

< 0
.

05 毫米颗粒用沉降法分离各级
。

土

壤颗粒分级
,

按各国的不同标准t,, 乌17. 川加以综合修改而分为七个粒级 (表 l)
。

加上白土

层全土共八个样品
,

供测定用
。

各测定项 目的具体操作步骤
,

按《土壤物理性质测定法》和《土壤理化分析》进行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白土层土族的矿物组成

据鉴定
,

供试土样的重矿物组成是绿帘石
、

黝帘石
、

角闪石
、

电气石
、

褐铁矿等「14]
。

据

罗家贤的鉴定
,

傈阳
、

金山和无锡三个剖面中
,

它们的白土层的重矿物与本身的黄土母质

层极相似2) 。

由此可见
,

白土层土壤继承了下蜀黄土母质的原生矿物组成特点
。

太湖地区水稻土的粘土矿物(< 1 微米 )
,

主要由水云母和蒙脱石组成
,

伴有绿泥石和

妊石
,

这些组成与地貌和母质类型密切相关
,

在水稻栽培过程中未引起明显的变化s)o

白土层土壤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图 l) 及电镜照片 (图版 I 照片 l) 表明
,

土壤粘粒

部分 (< 2 微米 )的粘土矿物
,

主要由水云母
、

高岭和蒙脱组成
,

与其下蜀母质类似
‘)。 但

是
,

粗粘枚部分 (2一 1 微米) 以水云母
、

蛙石为主
,

其次为石英
、

高岭和长石 ; 而细粘粒部

分 (< 1 微米 ) 则以水云母
、

蒙脱为主
,

其次为蛙石
、

高岭及少量微晶石英
。

也就是说
,

以

粗粘粒部分与细粘粒部分相比
,

前者的蛙石
、

石英较后者多 ;前者几乎未见蒙脱
,

而后者明

显
。

由此可知
,

在同一白土层土坡的不同粒级中
,

粘土矿物的分配有明显的差异
。

(二 ) 白土层土族及其各级颐粒的化学性质

土坡各粒级的化学性质与土壤矿物组成密切相关
。

据国内外对旱地土壤和母质各级

颗粒的化学组成研究 [l. 坏域低执刘
,

土壤颗粒愈细
,

51 0 : 的含量愈低
,

而 R
20 3

和 Al 户
3
的

含量愈高
。

但从表 2 可看出
,

白土层土壤各级颗粒的化学组成则不然
,

砂粒级 (l 一 0
.

05

毫米) 的 51 0 ,
含量反而较粉粒级 (0. 05 一 0. 00 2 毫来) 和粘粒级 (< 0

.

00 2 毫米 ) 中的

si q 含量低
。

据在野外观察
,

整个白土剖面都含有小铁锰结核
。

这可能是由于砂粒级本

身包含有
,

或是起源土壤残留的
,

或是水稻土形成过程产生的
“

铁锰砂
” ,

因此
,

该粒级的

凡刃 , 含t 高
。

说明了白土层土壤中砂粒级颗粒并不全由 si 马 所组成
。

也就是说
,

砂粒

级仅表明颗粒的大小
,

而决非是指纯系 si 。;[l alo

l) 系姚贤良和赵渭生同志采集
。

2) 罗家贤
, 1 9 8。: 太湖地区某些水稻土的原生矿物的初步研究

。

水稻土讨论会论文集 (摘要)
,

, 4 页
,
中国 科 学

院水稻土讨论会组织委员会
。

3) 许冀泉
、

杨德涌
、

蒋梅茵
, 1, 8 0: 太湖地区水稻土的粘土矿物

。

水稻土讨论会论文集 (摘要)
,

54 页
,
中国科 学

院水稻土讨论会组织委员会
。

勺 许冀泉
、

杨德涌
、

蒋梅茵
, 19 79 : 太湖地区水稻土的粘土矿物

。

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研究论文集(摘要)
,
16 页

,

中国科学院土坡研究所编
。



土 城 学 报
一9 卷

2呜 }
M 〕n tm o r一110 n lte

萦脱

( a )
20 )

(c
u

凡)
图 1

Fig
-

江苏省无锡县八士公社白土层粘拉的
x 射线衍射图

X--
r ay d iffr a ct io n patt

七r朋 o f th
e ela y

o f w h it i, h b le a eh ed

h o r过o n o f 拍11 in W ux i C o u n ty
,

(
a
) 粘较 (< 2 拼) (b) 粗粘拉 (2一l拼)

Jia n矛 U P ro 甲in e e

(c)

(
e
)

细粘牧 (< 1朴)

(
a
)

e la y (< 2拼) (b ) co
a : , 。 e tay (2一l卜)

in e cla , (< I拼)



期 邓时琴等 : 中国土坡颗粒研究 L 2 5

哥

苍苍}《《
甘、、 O

飞r 、、 七、 lr 、 , 卜卜 以J 、OOO

仍仍 !民民 巴巴 口 0000 户叫 .二翻 甘、、 护门 ‘尸、、

‘‘‘了、、

二二 ⋯⋯ 二二
,,,,
叫 时、、 .n 舀

资们们 . 、 r勺勺
rrrrrrrrr闷 州弓 , 司司司

引引感感
叮、、

价 寸寸 C , 卜J 阅
...

, d l、、

阅阅 !沃沃 又又 卜J 阅
... .了、 , 叫 叫

,,

0
1、、

,,,
...

二二 ⋯⋯ 二二
CCCCCCC ,

OOO
仁叫 C〕 俄俄 卜、 甲们们
户户户户户州 , . 叫叫叫

...#l三三
OOO C勺 口匀匀 ,口 r们 勺

... r们 峭峭
的的 l((( 月、、 公、 , 川川 r门 比 尸叫叫 勺

月

NNN
.......

二二 ⋯⋯ 二二
尸尸尸 闷闷 口二

协协
里、 C , 】了、、 的 峭峭甲甲甲. ... , . 闷闷
N N

, . 闷闷闷

阅阅卜卜
N OOO 七、 N l、、 盆、 场场

甲甲甲
记哟 NNN 七M 勺

它哟哟 已
勺心心

弓弓, 闷闷

二二 ⋯⋯ 二二
以以以 : 侧

...

0 0
1. 州州

N 你你

叮叮叮
r 闷闷 仍 口、、 , 叫 阅

.

0000
, . 川 侧jjj

卜卜卜 甲甲 寸 啥啥 钧
, 川

比比
、习 OOO

弓弓弓二二

二二 ⋯⋯ 二二
.......二 OOO C二

. .目 C ,, , . 川 , . 司司

nnnnn

畏畏
口亡 ,

...

次 吞 义义 N 劝劝
OOOOO ,

...
t 、 NNN O

, . 叫 , 叫叫 r乃 ,心心
肠肠肠肠

二二二 二二
妇妇妇妇 舀

, 叫叫叫 扣 ,
, . 日日

鸽鸽鸽鸽 仍 户月月月
, . 川川

..

OOOOOOOO
,
叫 , 了、、 , 叫

的 卜
、、 、O 今今

川川川 伪伪
r门 口口

.n 口 r 闷闷 口(
OOO砚砚砚哟哟

二二 ⋯⋯ 二二
.......

宜、 i了、、 .n 功 比比 寸 的的,,, . 闷闷闷闷 尸叫
NNN,,, . 闷闷闷闷闷

苍苍苍
OOO 户闷 U、、 N 已

〔自自 哈 哈哈
的的的 汀 、、

钧 伙伙 以 湘
0 1、、 口勺 】J、、

.......

二二 ⋯⋯ 二二
仁仁仁(((

均 三、、 O ( 、口 NNN
r门 rnnn

卜卜卜
、、

帕
,

心心 仪润 ‘目 O‘‘ 公、 翻r 、、

口口二翻翻 今
r、、 、O 口记 〔自自 卜、 护诵诵

CCC ::: , 叫 , rrr 材、 叶 寸寸 t、 以 ,,

.....

二二 ⋯⋯ 二二
,, 卜卜 弓匀 r、、 C匀

,
州 r约约 翻二 气护护

,, . 闷闷 ,‘叫叫叫 .nnn

,,,心 盆、、 C ,
寸 以,, .r 、 C ,,

二二二二 ⋯⋯ 二二
OOOOO e 翎翎 比 甘、 、OOO 闪 尸匀匀

叶叶叶叶 , 司司 闪闪

洲洲咭咭 磷 殡殡 脚毛 娜毛 娜 ::: 脚名 娜全全
巴巴巴 伪 双 徽二二 一

. ,

~ 日 ~ 的的
犯叁 犯 吕吕

训训君君 蛇 就就 柳 吞 柳月 脚 吕吕 钾掩 层试试
钾钾钾钾占 任受 层 ;;; 目目

0一一d目

申

众

喇水暇

暇
归

曰口U妇目UO

八承�链

。。u一卜Zdn肠u.�f
白

一xn沐叫
。口02叫�oqP。q。.。工q月渭渭月.。旧

喇月

训

工舒u州七.‘sno��.卜

喇瑙袱申愧巴

Pu.工一。的。q妇男s。一妇�。。o�“工月。一三。月O

*
饵攀扑公落娜件琳巾帐州璐刊城刊扣书<卑宋拍杖

们娜

。

召毕g柏暄侧辐余靛味劣众补半咧如娜曝

人刃,勺�

砚

泵



加 土 城
一 , 、

学
:

报 ” 卷
, , , 门. . . . .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一

-
.

一一一

一

.

口l已Ng
.

O�卜月。
.的.‘o闷分

.

之
t,卜一七。‘.。�t时JP
ur

l

tl]
。。。。�。书。J日。�3po脚
ona.。�.gP‘r娇12工”“日
。。叫。
。�.pl。u川扫熟工,n。。q卜*

。

兴御N00
.

0十
产[,龚浸
‘
但曲叫眠粗卜吸少

。

八叹饵肖N]握拭御热竺肋
‘
眠织g祷辑中9城��工]往御拭鹅丝防
‘
帐织g长少雌叭!N斌
.

甲甲甲 口 ,, r自自 目 ,,

布布叹叹叹 甲甲 悦悦 叹叹 r 叨叨

rrr 叨叨 尸叨叨 月, 闷闷 吸阅阅阅

一一一

育育
... .....

... . . . . . 口. . . . . ..... . . . . . . . 口. . .
...

姗. . . . . 曰 . 口口口口口

rrr 、、、 、口口 NNNNN
皿皿、、、 尔尔 卜

、、、

....... ... .....

州州州州 啥啥 啥啥啥
... 曰 . . . . . . . . . ...

!!!!!! }}}!!!

甲甲门门 伪伪 吕吕
O OOO 之、、

卜卜刃刃 州、、 r们们 O‘‘ OOO
..... ..... ... ...

洲洲,, r们们们 护明明 r门门...

‘{{{匕二二匕一一一一

』』』口口口口口口匕匕

万万万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ttt
_

}}}厂币币二尹尹丁万万产产诺诺诺 OOO 品品

三三三,, . 川川

OOO 口 ,,,,

侧侧叫叫 , . 叫叫

产一下下下下
}}}}}r一芍芍芍芍芍

OOO
、、 , . 闷闷 月二,, .、、

曰曰. . . 口 . . ...

OOOOO OOO 伪伪
r门门门

..... --- ... .....

口口 ::: 叫
... 勺了、、

aOOOOO
NNNNN NNN NNN NNNNN

翻翻 . . . . . . . . . . . ... . . . 曰. . . 口. . . ...
.
. . . . . . . . . . . . ... 口口. . 口. . . . . . .....

11111

一一一一一一一甲甲甲

寻寻
峭峭 牛牛牛...nnnnn 分分

甲曰闷闷闷

....... ... .....

甲甲哟哟哟 、OOO 创 ,,,
...r 、、、

啥啥 啥啥啥
... . . . . . . . . . . ..... . . . . . . . 叫. . . . ... .

. . . . . . . . . . .
口. .....

NNNNNNN NNN
, 卜卜卜

己己目,,, 口, 卜卜 r , ,,,

】】】劝劝

二二
.....

}}}}}}}}} 已已已
冲冲冲冲冲冲冲

侧侧侧侧侧 .
‘
网口. . . . . . .....

}}}000 OOO 扭、、 , r 、、 C勺勺

lll粉粉 寸寸
.甲 ,,

峭峭
r甲 ,,

}}}}}}} lll lll
口亡亡

吕吕吕吕
C ,,

劝劝 ...
NNNNNNNNNNN C ,,

尸尸尸尸

一一一
民 ,,

哈哈哈哈哈哈哈

书书书 翰翰 毛毛 讲讲 眼眼
口口护护

她她 盆盆 惬惬 卜卜‘‘、、

泪泪 卑卑 狱狱 钟钟
骤骤骤 权权 从从 侧侧 夕夕
从从从从从从从

(三uz工00
.

0>)

。。u一卜。�伪口肠。.洲f妇ou昌浏
�

另P
t,名u“.lqqs�‘洲离李。月材

卜口u。0一岛

娜

哥哥哥
募{要要

昙;;; 岭岭 口 ,, NNN 宁宁
亡叼、、

‘‘
·

吕吕吕 艺呈呈
叹叹 OOO 价价 气气 O ,,

余余洲洲洲 佗佗
OOO ... ...

幼幼
...

一一一一戈戈戈
月. 州州 , . 闷闷闷 弓勺勺

圳圳圳圳侣侣侣
p 司司 . .叫叫叫 . . 闷闷

叱叱叱叱叱叱叱叱叱叱叱叱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
nnn 月 豆豆

亨亨亨亨
口口 . . . . 口 口. .

--- . - -止止,,

叫叫叫叫 OOO . 君君君君
卜、、 , 曰曰 . 目 . . . . . 目匕. ...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甲甲 尔尔 NNN

LLLLLLLLLLLLLLL
... ...

汁,,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兮兮 刊 ,,
...

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

-----
JJJOOOOO lll! JJJ}

___
lll,,

翻翻翻翻 月旧旧旧
OOO 口铆铆 C ,,

OOO
它二二

OOOOOOO 护护护 七、、 均均 劝劝
, 卜卜 ‘旧旧

的的的的的的
... ...

甲甲
... 创、、

,,,,,, . 闷闷 曰 ,,, 户闷闷闷

!!!
一

’
lllll 二习习[二二

州 }}}}州 }}}! ““

口口口口 分分分 NNN 口口口

叫叫
’

日日日日日 小小
】广、、、

硕硕。 量量量量量
寸寸寸寸

‘‘产、、

』』』 习习))) 口口,, 百百
东东东 999999999999999

、、目碑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口口口

三三三 万万万 !!! 止址址止
一一

链链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___ eee 详详详 丁丁万万于于下下下

暇暇 ~~~~~~~~~~~~~~~~~~~~~~~~~~~~~~~~~~~~~~~~~~~~~~~~~~~~~~~~~~~~~~~~~~~~~~~~~~~~~~~~~~~~~~~~~~~~~~~~~~~~~~~~~~~~~

巴巴巴 导导导
寸寸 司司 NNN

. . 甲甲

二二
朔朔口口口口 - 万万

r门门 r门门 NNNNN

训训训训训训 「一节节}}}
.....

,,,,,,,, rrrrr

‘‘‘‘‘‘‘‘. . . . . . . . . . . .
一一一

qqqqqqqqq

呈呈
(乃乃 ,r 、、

NNN

三三
心心心心心心 OOO

, . 叫叫 勺
,,,

............. ... .....

饥饥饥饥饥饥饥 已已 C JJJJJ
........... . . . . . . . . . ... 州口 . . . . . . . . . .

~~~
. . 日日日

}}}}}}}}}}}}}}}. . . . . . . . . .
.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ggggg
OOO

号号
C ::: 廿廿 r 、、

襄襄蓦
、、、 时、、、 ,口口 侧二二 州州

........... ... ... ttt

盆盆盆盆翻翻翻 仪 ,, 甘、、 份份
ttttttt、、、 七、、 公、、 r 、、

....... . . . . . . . . . . . ..... 口口. . . . . . . 口. ... . . . . . . 口. .
. .. .

... . . . . . . 口 . . .
.

...

OOOOOOOOOOO
,口口 OOO NNN心心心心二,,, 护, JJJ 曰 ,, 东叨、、

不不全吕吕吕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星星狱狱 奸奸奸奸奸奸奸奸
巴巴 舀舀舀舀舀舀舀舀

、、曰沪沪沪沪沪沪沪沪

坦坦坦坦 口口
口,, ,口口

,

口口 , 卜卜

曰曰夕 荟荟荟 甲甲 r闷闷 r价价 心甲,,

666
护护免免免

... ... ...

666 l

——褥褥一 00000 CCC C 翻翻
OOO
—

}}}}}

....... . . 口. . . . . ... 目 . 曰曰 . .
. .

. .
. ... . . . 月. . . . 曰曰 .......

侧侧? 心心心 口翻翻 弓匀匀 卜
、、 气卜卜 廿、、

耻耻岁 。。。 时、、 宁宁
亡哟哟 .r 、、 r门门

lllllllll {{{ lll }}} lll
啥啥啥啥啥

( 二二 1二二 . 、、 铂铂
rrrrrrr 勺勺 护JJJ r

卜
III 阅

目目
尸- -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布布布

戏戏
一

合合合 泪泪 与与 毛毛 城城 件件
裂裂 号号号

户尸尸

迹迹 偏偏 长长 健健
联联 琶琶琶

、、、

泪泪 李李 嵘嵘 米米
赚赚 闷闷闷 瞬

JJJ

权权 从从 捉捉 侧侧
.......

川川川川川川

龚

界

粉勺。。一明Pu月1一的。。q脚喇。的‘一七。么。�么1.。洲s。二。tJ嗯1

.

峨塑朴牟g中粉翻牌砚摊阅璐刊啤刊初拍扣巾杖

t娜



邓时琴等 : 中国土坡颗粒研究 1
.

一有的研究者指出
,

白土曾遭受过一定程度还原作用的影响
。

、

当白土遭受还原淋溶作
用时

,

淋失的主要是铁
,

而铝基本上保持不却
”。 由于含铁量低

,

因此几个白土层土坡的

铝铁率都在 4 以上 (表 3 )
。

但是
,

砂粒级由于包含
“
铁锰砂

”
而含铁量高

,

所以铝铁率t剥氏

(表 2 )o

各白土层土壤的细粘粒部分 (< 0. 00 1 毫米)的硅铝率相差不大
,

一般都在 3 左右(表

3)
,

并与下蜀黄土 (3
.

0 7)相近 111
,

这进一步说明了两者具有相同物质来源的可能性
。

土壤中钦的含量很不一致
,

一般土壤含钦量在 0
.

5务左右
,

有低于 0
.

1拓的
,

也有高达

7一8多 的
。

太湖地区 白土层土壤含钦量为 0
.

82 多
。

我国北方土壤中
,

< 0
.

0 05 毫米部

分的氧化钦含量不到 1多
,

红壤及灰化土的同一粒级中可含 l一2 多
,

而砖红壤中可高达
5 多

【13]
,

太湖地区白土层土壤中 < 0
.

00 , 毫米部分的氧化钦含量为 3
.

67 多
。

从表 2 ,
3 还可看出

,

无锡八士白土层土壤的阳离子交换量比其他几个白土层的 都

高
。

但如从各粒级来看
,

以粉粒级
,

特别是以粗粉粒级为最低
,

而以细粘粒级为最高
。

这

说明土壤阳
‘

离子交换量的高低
‘

,

主要决定于土壤的细粘粒含量及其粘土矿物类型
。

当然
,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组成也有一定影响
。

(三 ) 白土层土城及其各级翱粒的物理性质
.

伐
「 .

白土最明显的土壤物理特性 ,就是泡水后土拉迅速下沉而闭结的
“

淀浆板结
”

现象
。

下

面分别讨论有关的土壤物理性质
。

‘ ,

一

‘

1
.

顺粒组成及质地
: 近二千牟的研究表明

,

太湖地区高平田地形部位的滞水型白土
,

其耕层土壤的颗粒组成特点是 : 粗粉粒含量较高 (40 一50 多)
,

而细粘粒含量稍低 (20 一

25 拓)
,

砂粒含量低 (< 5多)[’]
。 一

从表 4 可看出
,

太湖地区几个白土层土壤中
,

粗粉粒含量高达 47 一57 多
,

细粘粒含量

为 16 一2 3 务
。

粗粉粒与细粘拉含量的比值为 2
.

13 一3
.

47
。

这表明了
,

粗粉粒级是白土层

土壤颗粒组成中占优势的粒级
。

各白土层土壤中细粘粒含量的不一致
,

则可能与过去为

沉积条件不同有关
,

但同属粉土质地
。

表 4 江苏省各白土层土坡的派粒组成及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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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夕, 9 年作者对南方土城质地提出应用四级分类梯级表仇时
,

就已考虑到将某些
“

淀浆

板结
.
现象明显

,

而粗粉粒含t 较高 (> 35 务)的土坡
,

划为小粉土质地组
。

若粗粉粒含皿

为 4 ,一 52 并
,

细砂 < , 多
,

有机质 < 1
.

, 务时为小粉土质地 (白土属此质地); 有机质

> 1
.

, 务 时
,

再按土坡中所含物理性粘粒 (< 0. 01 毫米)的含量而分属无
“
淀浆板结

,
现象

的中泥土及重泥土
。

后又作了修改补充
,

将小粉土的粗粉粒含t 由> 35 外改为 > 钧务。囚
。

上述说明
,

过去一段时间内认为白土的
“
淀浆板结

”
现象

,

主要与土坡中粗粉粒含量高及有

机质含t 低有关
。

通过这次研究
,

作者进一步认识到土壤中粗粉粒及有机质的含t 固然

要考虑
,

但细粘粒的含最也不能忽视
。

土壤中粗粉粒与细粘粒含量的比值大
,

是产生淀浆

板结性的基础 ;而土坡有机质含量的多少
,

则是淀浆板结性表现强弱的重要条件
。

白土层土壤的有机质含里 < 0
.

, 务
,

土壤微团聚性很差
,

粗粉粒与细粘粒含量的比值

> 2
,

浸水容重大 (> 0
.

60 )
,

所以它的
“

淀浆板结
”
性强

。

太湖地区发育于同一成土母质上的白土和黄泥土
,

耕层的土壤颗粒组成相近
,

而质地

相同囚
,

粗粉拉与细粘粒的比值都 > 1
.

5
。

但白土的有机质含最较低
,

一般在 1
.

2 务左右囚
,

所以具有
“
淀浆板结

.
性

。

而黄泥土的有机质含最一般都比白土的高
,

多在 2多 以上取a,.1
,

团聚性较好
,

所以没有
“

淀浆板结
”
性

。

据初步的研究结果
,

拟建议土滚
“
淀浆板结

”
性的指标如表 , 所示

。

农 s 土镶泥效板结性指振

T曲1. 5 T h e in d ie e s o f s ett lin g a

nd co
一n P act i n g o f 50 11

有有机质含ttt 粗 粉 拉 含 ttt 粗粉拉拉 淀 浆 板 结 性性
(((% ))) (肠))) 细粘拉拉 S e t tlin g a n d co m P act in ‘‘

OOO
。

M
。。

C o爪 e n t o f co
盆rs e silttt (% )))))

CCCCCCC洒翻“e silttttt

下下下下玉石已刁面歹歹歹

<<< lll ) 4000 ) 222 强强
SSSSSSSSStro n ggg

lll一222 》 4 000 》 1
.

,, 弱弱
WWWWWWWWW ea kkk

>>> 222 ) 4 000 ) 1
.

555 无无
NNNNNNNNN 000

2
.

基本物理性质 : 从表 6 可看出
,

无锡八 士的 白土 层土壤 由于有 机质含 量低

(。
.

斗9多)
,

其比重也较大
。

各级颗粒的比重
,

除粗砂粒级较大为 3
.

2 7 外
,

其余各粒级的比

重为 2
.

“一2
.

87
。

各级颗粒的浸水容重均大于 1 克/ 厘米
, ,

尤以粉粒级的浸水容重为最大

(l
.

37 一 1
.

42 克/厘米3)
。

所以白土土壤泡水后土粒迅速下沉闭结
,

产生
“

淀浆板结
”
现象

,

对插秧和耘徜都不便
,

影响到水稻根系发育和发裸
,

致使产量不高
。

3
.

吸湿系数
:
各级颗粒的吸湿系数通常是土粒愈细则愈大

‘

叭
乌切

。

但从本测定得

知(表 6)
,
1一 0

.

05 毫米粒级的吸湿系数比 0
.

05 一0
.

0 01 毫米粒级的吸湿系数大
,

其原因可

i) 邓时琴
, 1 , 60 : 对南方土城质地分类的初步愈见

。

(未刊稿).

2) 徐福安
、

许绣云
, 19 79 : 太湖地区水稻土的物理条件与营养条件的关系

。

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研究论文集(摘

要)
,
40 一 43 页

,
中国科学院土城研究所编

。



邓时琴等 : 中国土墩颗粒研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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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W C L 一1 型磁化率仪
,
由赵渭生

、

念硕仁同志测定
。

能与 l一0
.

05 毫米粒级中含有大量的 Fe . 0 3
有关

。

4
.

物理机械性质 : (l) 可塑性
。

据国外研究
,

早地土壤中粒径 0
.

00 5一 0
.

00 1 毫米的

颗粒就具有可塑性和膨胀性山
,

灿
, 。 而作者的研究进一步说明 (表 6 )

,

粒径 < 0
.

0 02 毫米

的颗粒才具有上述性质
。

特别是细粘粒 (< 。
.

00 1 毫米)部分的可塑性表现得最明显
,

它

的塑性指数为粗粘粒 (0
.

00 2一 0
.

0 01 毫米 ) 的三倍左右
。

(2)吸水和膨胀
。

白土层土壤及

其各级颗粒的吸水和膨胀情况各不相同
。

从图 2 可看出
,

在白土层土壤的整个吸水过程

中
,

吸水速度都很缓慢
,

但在开始吸水后的 2 分钟以内相对较快些
,

以后则趋于缓慢
。

因

此
,

它的吸水曲线自开始吸水 2 分钟后才缓缓上升
,

至 10 分钟后就几乎不再吸水
。

再从

各粒级的吸水情况看
,

颗粒直径在 1一0
.

00 , 毫米部分的各粒级
,

10 秒钟内吸水速 度很

快
,

至 30 秒后已基本吸足水分
,

曲线几乎呈水平 ; 0. 00 , 一0
.

00 2 毫米部分经 1 分钟后可基

本吸足水分 ;而 0. 05 一0
.

0 05 毫米部分在吸足水分后
,

还略有少里水分再放出 ;唯有0
.

00 2一
0. 00 1 及 < 0. 00 1 毫米部分吸水速度很缓慢

,

持续时间长
,

且吸 水最 也较 多
,

尤其 是

< 。
.

00 1 毫米部分
, 2 小时内吸水量不断上升

,

吸水时间持续 , 天以上
,

最后吸水 t 可达
.

0. 9 4 毫升/l 克土
,

为其它粒级的一倍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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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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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土层土壤及其细粘拉部分都具有膨胀性
。

从表 6 可见
,

砂粒级也出现了微弱的
“
膨

服盆,
,
这可能与采角测定土壤胶体膨胀 t 的方法有关四

。

’

0
.

05 一0. 00 1 毫米部分的膨胀量均为负值
,

这可能是土粒沉实之故
。

白土层细粘粒

( < 0
.

办。1 老米) 部分的膨胀盆为白土层全土的两倍多舀
一

从前述结果似乎可看出
,

砂粒级 (ll 一。
.

05 毫米 )
,

无沉实淀浆现象
,

粉粒级和粗粘拉

( 0 .r0 5从仪的 1
、

奄米 ) 部分
,

’

由于癫粒吸永后产生沉实淀浆现象
,

因此在吸足水分以后述略

有少侧水分再放出
,
这与所测膨胀盆的负数值是相吻合的

。
.

至子细枯粒部分
,

·

因其主要为

欢生矿物扩它的表面能特别犬
,

所以它的吸水量及膨胀最都大
。

( 3 ) 抗压强度
。

、

根据统计

分析
,

抗压强度与粘粒 ( < 0
.

00 1 毫米 ) 和物理性粘拉 (心 0
.

的奄米) 的含最呈正相关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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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的非毛管孔隙度和无定形三二氧化铁的含盆呈负相关
,

与有机质的含量和总孔隙度

的相关性不显著f8J
。

由表 ‘可知
,

白土层土壤的抗压强度 < 10 公斤/厘米
. ,

其砂粒部分为零
,

粉粒部分极

小
,

一触即碎
,

粗粘粒部分吸水后有沉实现象
,

故抗压强度较高
,

为粉粒部分的七倍左右
,

细粘粒部分则为粗粘粒部分的近六倍
,

而与全土相近
。

因此
,

可以认为白土层土壤的抗压

强度
,

主要取决于其细枯粒部分的抗压强度
。

义据对苏南地区黄泥土的研究
,

每增加 1务

的细粘拉
,

可增加抗压强度 1
.

2 公斤/厘米
2
网

。

由此足见
,

细粘拉的含量对土壤抗压强度

影响之大
。

5
.

磁化率
:
土壤磁化率是土壤磁学性质中研究得最多的一项

,

它是土壤磁性强弱的

指标
。

由于长期种稻
,

在人工演水条件下
,

土壤中的铁磁性矿物发生还原
、

溶解
,

变为顺磁

性物质
,

土壤磁化率降低
。

白土层土壤中铁磁性矿物的还原淋失较彻底
,

其磁化率往往特

别低。。 在各级颗拉的磁化率中
,

砂粒部分由于含有大量
“

铁锰砂
” ,

磁化率异常大
,

粉拉和

粗粘粒的磁化率很低
,

而细粘粒部分为次生磁铁矿和磁赤铁矿集中的粒级 I,’1
0] ,

所以磁化

率比全土的高
。

因此
,

白土层土壤似属申弱磁性母质发育而来的土坡
。

二二、
Z 结

太湖地区白土型水稻土的白土层土壤及其各级颗粒的理化特性
,

经初步研究
,

结果

是 :

砂粒级 (l一0. 05 毫米)在含有
“

铁锰扩 的条件下
,

与粉粒级 (0
·

05 一0. 0 02 毫米众相

比
,

si q 的含量较低
,

而 Fe;
o 3
的含t 特高

,

土城磁化率也异常高
,

土壤吸湿系数高出
’

3
.

5一4
.

。% (重量 )
。

这些特点与旱地土城不同
。

砂粒级的 氏刃
3
含量高

,

是由于其中包

含有
“

铁锰砂
”
的缘故

。

这也说明了白土层土壤中直径为 1一0
.

05 毫米大小的颗拉
,

并非全

由 si 仇 所组成
。

但砂粒级是白土层土壤颗粒组成中含最最低(< 5务)的粒级
,

所以它的

特性对白土层土壤的性质并无显著影响
。

粉拉级 (0. 05 一0. 00 2 毫米) 是占优势的粒级 (70 务左右)
,

特别是其中的粗粉粒级

(0
.

05 一0. 01 毫米 )含量较高
,

占土壤重t 的 50 务以上
。

粉粒级的特性对白土层土壤的理

化性质影响显著
,

它的浸水容重很大和膨胀量为负值等特性
,

就是淀浆板结性强的主要原

因
。

粘粒级 (< 0
.

00 2 毫米 ) 开始具有可塑性和膨胀性
。

特别是细粘粒 (< 0. 0 01 毫米)

的塑性指数为粗粘粒级 (0
.

00 2一 0
.

0 01 毫米)的三倍左右
,

膨胀量为两倍多
。

看来
,

对白土层土壤的淀浆板结这一特性影响较大的是粗粉粒级和细粘拉级的相对

含t
。

因此
,

作者所建议的土壤淀浆板结性指标
,

就采用了这两者含量的比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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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白土型水稻土中白半层土壤
及其各级顺粒的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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