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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巷

对太湖平原地区高产的黄泥土型水稻土的全土 毫米 及 个粒级 一 。 ,
,
。

·

一

。
· , ·

一
,

一
,

一
,

一 和 毫米 共 个十样
,

进行测定
。

结果表明 黄泥土粘粒部分 毫米 的粘土矿物
,

主要由水云母
、

高岭和蒙脱

组成
。

粗粘粒级 。
。
。 一。 毫米 和细粘粒级 。 毫米 中粘土矿物的分配有明显差

异 砂粒级 一。 毫米 中除了主要的石英外
,

还含有少量
“

铁锰砂” ,

所以该粒级中的 认

含量较粉粒级 一。 毫米 的低
,

而 户
,

的含量则相反
,

容积磁化率也较高 可塑性

和膨胀性都是在 。 毫米时才始现
。

上述特点与作者过去所研究的白土 型水 稻土 类

似
。

但是
,
与国内外报道的几种旱地土壤的资料有所不同

。

太湖平原地区高产水稻土类型
,

多以黄泥土 属爽水型水稻土
〔
 命名

。

黄泥土和白

土均发育在下蜀黄土母质上
,

耕层的颗粒组成相近
,

质地相同
〔 。

白土系低产土壤之一
,

主要是因为白土层的存在所致
,

作者曾针对白土层土壤及其各级颗粒
,

作了理化特性研

究
,

并得出初步结论
〔, 。

现将黄泥土全土及其各级颗粒的理化特性研究结果简报于下
。

一
、

供试土样和测定方法

采集供试土样时
,

我们考虑到既要反映成土母质的特性
,

又要顾及土壤形成过程所赋与的特点
,
因

此
,

决定以犁底层作为研究对象
。

黄泥土犁底层 下称黄泥土 标本
,

采自江苏省吴县长桥公仕
‘’,

在利

用上为稻麦两熟或稻麦三熟制
。

土样处理
、

分离方法及测定项目
,

除与白土研究相同外
“ , ,

还用乙二醇乙醚吸附法
〔”测定了比表面

,

食

用压力薄膜和压力薄板法
‘”测定了各级吸力下土壤的持水量

。

试样为黄泥土全土 毫米 及其 个粒级 粗砂粒 一。
·

毫米
、

细砂粒 。一 毫米

粗粉粒 一 毫米
、

中粉粒 一 毫米
、

细粉粒 一 毫米
、

粗粘粒

一 。 毫米 及细粘粒 。 毫米
,

共 个土样
。

介 系姚贤良
、

赵渭生同志采集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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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和讨 论
移

一 粘土矿物组成及其各级颗粒的比衷面

黄泥土粘粒的 射线衍射图谱 图 及电镜照片 图版
,

照片 表明
,

土壤粘粒部

分 微米 的粘土矿物
,

主要 由水云母
、

高岭和蒙脱组成
。

在粗粘粒部分 一 微米 以水

云母
、

蛙石为主
,

其次为高岭
、

微晶石英和少量长石 而细粘粒部分 微米 则以水云母
、

蒙脱为主
,

其次为蛙石
、

高岭和少量微晶石英
。

若以粗粘粒与细粘粒相比
,

前者的微晶石

英较后者多 前者几乎未见蒙脱
,

而后者明显
。

从粘土矿物的组成类型来看
,

黄泥土和白

土并无明显差异
,

显然
,

同类母质起了决定性作用
。

如以两种土壤相比
,

粗粘粒部分的

蚝石和高岭
,

黄泥土较白土的高
,

微晶石英则相反 细粘粒部分的高岭仍然较 白土高
,

蒙脱

及水云母则相反
。

由此可见
,

如同白土一样
〔, ,

黄泥土粗粘粒和细粘粒中
,

粘土矿物的分

配也有明显差异
。

从黄泥土的电镜照片上
,

可明显看出硅藻及网状络合态铁
,

这就是群众

所谓的
“

鳝血
” ,

即高肥水稻土所具有的特征
。

色

粘粒 夕 拌

 细粘拉

粗粘拉
‘  ! ∀ # 一 拜

产

图 黄泥土粘拉的
一
射线衍射图谱

由蒋梅茵
、

杨德涌同志鉴定

二 ,  ! 、
公

吨 四

土壤的理化性质
,

受土壤颗粒组成影响颇大
,

这主要是因为土壤颗粒的比表面和表面 咬



期 邓时琴等 中国土壤颗粒研究 太湖地区黄泥土型水稻土及其各级颗粒的理化特性 ”

一开
子

奋

上



‘ 土 坡 学 报 卷

非非非 垦垦
二 卜 、、

口、 勺 时、 口口

母母母母甲, 气卜卜 记阅 心二 叮、、 砚, ,
,
护护

二二二二二
吕 况 。。

二二
扣扣扣扣、 心 ,,, 户 闷闷

,,,, 司司司司

引引嗯嗯 攀攀
口〕 口、、 、 卜、 、、 户 乃乃

引引‘‘‘
, 闷闷 ‘, 、

叮、 、 卜、 卜扣扣

二二二二二 ……
二二

,,,, 叫 卜 口二 创习 , 宁宁 吧叼 ,

洲洲‘‘ 途途
,‘ 匀匀 、 、、 、、 、 二二

写写
闷 魂二二 叼、 、、 卜、 ‘勺勺

的的

二二
‘

二二 二二
、、 闷 、

, 叫叫 、 们们
甲甲甲甲 司司

卜
, ‘川 翻翻翻

裸裸 已

三三
价 月二 翻翻 口, 啥、 , 月月

叮、 硬价价

刃气 阅阅阅 ,端〕 叮、、 勺 仁减〕 ‘ ,
护

顽顽 舀昌昌昌

二二
……

二二永永 同
·

,,, 卜 、 二 ‘匀 闷闷 叫
目 、、

,,,, 目叫叫叫叫

公公苍苍 叮叮 三三
, , 、、 劝了、 兮介 口二二  、、

心心、 竺竺 卜卜卜 、 份、、 , 口 闷闷 卜 二,,

飞飞匕己己己己

二二
……

二二
聂聂三三三三

, 月二】】 ‘二 ‘二 川川 , 叫 尸
‘
司司

叫叫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

训训户户
晌晌

壹壹
〔, 、 翻翻 勺

, 嘴二 心二二 ,

习 喊匀 , 叫叫 , 川 勺
, 口 月二 、、

洲洲洲洲洲

二二 …… 二二
、 、口口 川 , 川 峨、 ,,

妈妈妈妈妈 川川川 , 叫叫

垂垂
度、 , 闷 、 口口 , , 叫叫

《《《《《 八、 口 甘、 、 曰、、 、 闷闷

二二二二二二 …… 二二
口 以匀匀 、

习 、 , 叫叫 月话二 口 、、
,,,,, 月月 , ‘叫叫 , 州 七

百百百百 乏乏
〕〕 、 、‘二 、、 勺

口

卜 刁刁
口口口口口口 、 月了、、 、

口 户 叫
灯、、 侧 划二二

二二二二二二 …… 二二
、、、、、口 以

,沼二
, 宁 、、 仁、 明明

、 吸、、 口 口 吸、、
、
口 叮、、

翼翼奢奢 垂垂
月、 ,

宁宁 气 卜
、 召二,, 砚、 、、

拿拿落邑邑邑
,
护 以〕〕 二 , 卜 刊、、 、口 户户

里里通通通

二二 …… 二二
,,,,
宁 卜

护 曰 叫 ,
十十 二〕 , 卜卜

,,,,,, 喇 , 分

瓢瓢 书书 墨墨墨墨墨
榕榕留

咧咧 。 ‘‘

昌昌
叮、

, 闷闷 右月 .r 、 ,
叫

叫叫 口 J 护闷闷

翼翼蟾;;;;; 二二 …… 二二
口口口口二 , ,

‘‘

C
冲 、O

, . 叫叫 气卜 卜 』』

门门门门门, , 月
. 叫 , ~ 叫叫 甲护、、

刊刊 只 公公 1 八 , 食食
尸, 、、 沪户、、

... _

瑞 又又
曰 . , 函 ‘习习 产、 .

产. 、
囚囚

护. 州州

洲洲 艺 ~~~ 创 季巴 卑 三乙乙 巴
.
州 竺生岭 甲甲 熟C , 尹, 、、

卜卜卜
荟资军 蕾以以

石蔺 ‘;
’

品 ‘习 曰 ‘ JJJ

娜名互 宾宫若若门门门片日
弓 一 司 以、飞少 r

.
III

影币黔平靳学学
龚 器 } 拐 二666

OOOOO 、、子 目叫 ...

娜 忍吕 任苍二 厥多吕吕 郭
烤翼

男厦艺艺00000 已已 自 」 巴 屯J l日叫 二二二 ‘习习

~~~~~~~ ‘ 刁
)))

、曰碑碑

、、、、洲口

一 ‘二 ‘二,,,

、、、、.尹 、曰 户户户

工叫。的扒PP.‘。工q.‘日�幻d。芍姻
。的口。
�
曰。.�
}

口Nl的

o
l
u
�妇�,‘曰。‘�。喇妇�PPu月工�05工r“o“。旧宙05‘�曰�。ao�‘l-�叫E.占0

.
饵攀补牟侣娜耳弃印帐洲洲喇叫减租

扣娜

洲二山.卜

�一。0
.
0��卜rl。。口一由

宾拐男

�一00
.
0|200
.
0�

熟.1。‘�s.oQ

龚郭娜

�留0
.
0|吕0
.
已

上一s。。�山
娜窦嫉

�仍00
.
0 |一0
.
0�盆�的日二一P‘芝

哪窦任

�一0
.
01叭0
.
0�

目工�s‘s�.。O

娜窦娜



期 邓时琴等: 中国土壤颗拉研究 “
.

太湖地区黄泥土型水稻土及其各级颗粒的理化特性 61

毒

性质在起作用
。

而土壤颗粒的大小
、

形状以及表面特征
,

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矿物

的特性
。

土粒的比表面与其粒径成反比
,

土粒愈细比表面愈大
。

一定重量 (或体积 )的 2 微米

粘粒的总面积
,

达到同重量(或体积 )粉粒总面积的 10 倍
,

为极细砂粒的 50 倍
。

胶粒的比

表面要比砂粒大千倍以上
『12 、

黄泥土的粗粘粒(2一1微米)及细粘粒(< 1 微米)的粘土矿物分配比例不同
,

所以它

们的比表面亦有差异 (表 1)
。

从各级颗粒的比表面来看
,

一般说来
,

砂粒级的比表面应比

粉粒级的小
,

如淡栗钙土复区的几种重壤土的各粒级的比表面就是如此
〔切

。

可是黄泥土

的砂粒级比表面如同白土砂粒级中一样
〔们 ,

反而比粉粒级的大
,

这种现象与其砂粒级中含

有
“

铁锰砂
”
有关

。

由此可见
,

土粒的比表面不仅决定于土粒大小
、

形状
,

而更重要的是取

决于其矿物组成
。

奋

(二) 黄泥土全土及其各级颗粒的化学性质

由于黄泥土和白土[.1 同系下蜀黄土母质
,

所以其矿物组成类似
,

而且其化学性质的变

化趋势也一致(表 2)
。

砂粒级(l一0
.
05 毫米)除了主要的石英粒外

,

还含有
“
铁锰砂

”
或称

“

假砂
”

( 即小的铁

锰结核)
,

所以该粒级中 Fe 刃
3
的含量比粉粒级和粘粒级中的含量都高

。

从粉粒级开始
,

51 0
,

的含量随颗粒由粗到细而逐渐降低
,

Al 必
,

和 Fe 户
,

的含量则

相反
。

粗粘粒级 (0
.
0 02 一0

.
001 毫米)中 51 0 : 的含量比细粉粒级明显减少

,

A1

2
O

,

和 Fe 户
,

的

含量明显增多
,

尤其是前者
。

细粘粒级(< 0
.
001 毫米)中 510 2 含量最低

,

而 A I:O ,

和 FeZO ,

含量最高
。

各粒级中 Ti 0
2
的含量无明显的规律性

。

以上特点
,

与国内外旱地土壤的资料不同哪
一
l’1

‘

、

黄泥土如与白土相比
,

其全量组成在量上的差异不如白土
〔41
的大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由

于黄泥土的有机质含量 (3
.
09 务)比白土(0

.
49 务)的高

,

阳离子交换量 (21
.
22 毫克当量八。

克土 )也比白土(14
.
00 毫克当量八00 克土)的高

,

所以其保肥能力水平也较白土高
。

( 三 ) 黄泥土全土及其各级颗粒的物理性质

1
.
土壤颗粒组成及质地 据过去研究[3]

,

黄泥土(不论肥力高低)
,

耕层的颗粒组成

变幅不大
,

砂粒含量多小于 5多
,

细粘粒多在20 一25 外
,

粗粉粒 含量有所增加
,

多为 40 一

45外
,

并与白土耕层的颗粒组成相近
,

而质地同属粉土
,

粗粉粒与细粘粒的比值 都 大 于

1
.
究但黄泥土的有机质含量多在 2多 以上

,

土壤团聚性较好t2J
,

所以不具有白土
“

淀浆板

结
”性的特点

。
1 9 7 8 年在江苏吴县

、

吴江县有关地区的土壤调查说明
,

高产黄泥土与低产

黄泥土相比
,

各剖面的颗粒组成较一致
,

各层中砂粒含量均小于 , 务
,

细粘粒含量为 27 一

39务
,

而粗粉粒为 28 一39 外
,

粗粉粒与细粘粒的比值为 0
.
7一1

.
3。 土壤质地多属粘壤土到

套
均 邓时琴

,
1 9 吕2 : 我国南方某些土壤及其各级颗拉的理化性质(文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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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粘土
‘

、 这次研究的黄泥土系犁底层
,

其颗粒组成见表 1
,

粗粉粒含量较低(31 务)
,

细粘

粒含量较高(32 多)
,

两者之比为 0. 96
,

为粉粘土质地
,

与过去结果类似[3]
。

2

.

基本物理性质 从表 3 看出
,

各级颗粒的比重随颗粒由粗到细而增大
,

这与含有

重矿物有关
。

黄泥土的最低容重出现在粗粘拉级
。

浸水容重以粉粒级最大
,

砂粒级中的
“铁锰砂

”

因有微孔
,

所以它们的浸水容重低于粉粒级
。

黄泥土及其各级颗粒的容重及浸

水容重均较白土的相应粒级小
,

但各粒级的特点
,

其趋势仍有相似之处
〔
,lo

3
.
吸湿系数 黄泥土由于细粘粒及有机质含量都较白土高

,

所以吸温系数也较高
。

从粗粉粒级开始(表 3 )
,

吸湿系数随颗粒由粗变细而逐渐增加
,

与 白土的相同粒级比
,

都

表现不 同程度的增加
。

砂粒级的吸湿系数比粉粒级高
,

看来也与
“
铁锰砂

.
的存在有关

。

粤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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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持水性

‘,
土壤的持水量与土壤质地有密切关系

。

在一定的吸力范围内
,

质地愈

细
,

持水量愈高
。

有的研究者认为
,

在低吸力阶段土壤持水量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土壤的结

构
,

而在高吸力阶段则取决于土壤质地
,

因此后者的数值与土壤物理性粘粒含量呈线性关

系【, .’l 。

从持水曲线(图 2 第 1线)来看
,

黄泥土由于细粘粒的含量较高 (32 多)
,

在低吸力

0
.
02 巴时

,

持水量为 50 务
,

因为土壤中具有大小不等的孔隙
,

所以当吸力增加时
,

含水量

的减少较缓慢
,

曲线坡度较缓和
。

根据水分特征曲线可判断植物可利用的有效水
,

但有些

报道对有效水上限(即田间持水量)时的吸力值的看法很不一致
。

若以 0
.
5 巴作为黄泥土

有效水的上限
,

则黄泥土的有效水含量为 20 多
。

再从各级颗粒的曲线看
,

砂粒级的持水 曲

线似双曲线型
。

黄泥土粗砂拉级(图 2 第 2线)由于颗粒较大
,

孔隙也较大
,

可逸出的水分

令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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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白土全土及其各级颗粒的持水曲线(拉径: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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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
,

在低吸力 0
.
02 巴时

,

持水量为 22 务
,

随着吸力的增加
,

可逸 出的水分较少
,

吸力高于

0
.
1 巴以后

,

曲线的坡度极缓
,

似呈水平;细砂粒级(图 2
,

第 3 线)
,

在低于 0
.
3巴范围内

,

逸

出的水分较多
,

故曲线较陡
,

0

.

3 一1巴和> 3 巴后持水量都有降低
,

曲线相应也较缓和些 ;

粗粉粒
、

中粉粒
、

细粉粒和粗粘粒级的曲线 (图 2
,

第 4一7线 ) 趋势一致
,

仅分别在吸力

0
.
3一3

、

0. 5 一3
、
1 一8 和 l一8 巴范围内

,

持水量变化大
,

说明水分很快就放出
,

所以这段曲

线很陡 ;细粘粒级(图 2
,

第 8线 )由于颗粒细
,

表面能大
,

孔隙小而多
,

吸持的水分多
,

当吸

力增加时
,

持水量的减少很缓慢
,

故曲线很缓和
。

黄泥土全土及其各级颗粒的持水曲线与白土 (图 3 ) 的相比
,

基本上两者的趋势一

致
。

在相同吸力时黄泥土全土及其各级颗粒的持水量都较白土为高
,

唯有细砂粒级在吸

力 0. 3 巴
、

>
3 巴和中粉粒级在 > 1巴时

,

其持水量略低于 白土
。

黄泥土粗粘粒 级 的 持

水 曲线(图 2
,

第 7 线)与粉粒级的(图 2 第 4一6 线)类似
。

从黄泥土和 白土的持水曲线中

可以看出
,

我们所定的粗粘粒级(0
.
002 一0

.
00 1毫米 )是细粉粒级 (0

.
00 5一0

.
0 02 毫米 )和细

粘拉级(< 0
.
001 毫米)之间的过渡粒级

,

而且其持水量更接近后者
,

说明把它从原来的粗

粘粒级(0. 005 一0
.
00 1毫米)中划分出来

,

是有必要和有根据的
。

这在后述的土壤物理机

械性质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证明
。

同时还可看出
,

同一母质上发育的黄泥土和白土
,

由于有机质及细粘粒含量都 以黄泥

土较高
,

所以持水量也较高
。

但是
,

要了解土壤水分对作物的有效性
,

还应从它的水容量

来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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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机械性质 (l) 可塑性
:
黄泥土的塑性指数和细粘粒活度都较白土高

。

与

白土相同
,

流限
、

塑限都是在粗粘粒级 (0
.
00 2一0

.
00 1毫米) 才始现 (表 3 )

,

而与国内

外报道的几种旱地土壤中粒径为 0
.
00 5一0

.
00 1 毫米的颗粒就具有可塑性和膨胀性有所不

同
〔“一 18 1. 1) 。

(
2
) 吸水和膨胀

: 从图 4 可见
,

黄泥土的整个吸水过程中
,

吸水速度都很缓

慢
,

只是开始吸水后的 2 分钟以内较快些
,

以后则趋于缓慢上升
,

至 1 小时后几乎不再吸

水
。

再从各级颗粒的吸水情况看
,

颗粒直径在 1一0. 005 毫米部分的各粒级
, 一

10 秒钟内

吸水速度很快
,

至 30 秒后已基本吸足
,

吸水曲线几乎呈水平 ; 0
.
00 5一0

.
00 2 毫米部分经 1

分钟后可基本吸足水分; 0
.
05 一0

.
00 2 毫米部分在吸足水分后

,

还略有少量水分 再放 出
。

。
.
0 02 一0

.
001 及 < 0

.
00 1 毫米部分

,

开始时的吸水速度比粗粒级更缓慢
,

但吸水的持续时

间长
,

且吸水量也较多
,

尤其是< 0
.
00 1 毫米部分

,
2 小时内吸水量不断上升

,

吸水时间持

续好几天
,

最后总吸水量为 1
.
17 毫升/克

,

比白土(0. 94 毫升/克)高
。

从表 3 可看出其膨

胀量
,

颗粒直径 为 0
.
05 一0

.
001 毫米部分

,

由于土粒易沉实
,

所以其膨胀量为负值
,

明显看

出有少量水分放出
。

总之
,

从吸水及膨胀来看
,

黄泥土全土及其各级颗粒的变化趋势均与

过去研究的白土[’] 一致
。

(
3
) 抗压强度

:
由表 3 可见

,

黄泥土的细粘粒含量较高(32 拓)
,

所以其抗压强度也较大(10
.
56 公斤/厘米

,

)

。

据统计分析
,

抗压强度与细粘粒(< 0
.
00 1毫

米)和物理性粘粒(< 0
.
01 毫米)的含量呈正相关

,

与土体的非毛管孔隙度和无定形三二氧

化铁的含量呈负相关
,

与有机质的含量和总孔隙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L71 。
黄泥土的砂拉级抗

压强度为零
,

从粗粉粒级开始随颗粒度变细而抗压强度增加
,

细粘粒级为 6 公斤/厘米
2。

据有人对苏南地区黄泥土的研究
,

土壤细粘粒含量在 18 一30 务之间的范围内
,

每增加 l外

的细粘粒
,

可增加抗压强度 1
.
2 公斤/厘米

2。
如增加 4外的细粘粒

,

则增加抗压强度 , 公

斤/厘米21l lJ
。

土壤抗压强度过大
,

则土壤僵板
,

结 构不好
,

而直接影响到作物根系的生长

发育
。

不过
,

黄泥土的抗压强度尚不致造成不良影响
。

6

.

磁化率 土壤磁化率是土壤磁性强弱的指标
。

水稻土由于长期处于人工渍水条

件下
,

土壤中的铁磁性矿物发生还原
、

溶解
,

变为顺磁性物质
,

与相同母质的早地土壤比较
,

其磁化率降低l9]
。

据我们研究
2) ,

太湖地区黄泥土和低产白土等剖面的容积磁化率 K ,

分

别为 l一12 和 2一7x lo
一

℃G sM /厘米
荟。

因为白土中铁磁性矿物的还原淋失较彻底
,

磁化

率往往特别低
,

如 白土中白土层的容积磁化率 K 就很低
,

只有 3 x 10
一

℃G sM /厘米3t’1
。

这

次供试的黄泥土犁底层
,

由于土壤中铁磁性矿物的还原淋失不如低产的白土彻底
,

故磁化

率较高
,

为 sx 10一℃G S M /厘米
,

( 表 3 )
。

在各级的容积磁化率中
,

砂粒部分如同白土中一

样
〔习。
黄泥土的粗粉粒

、

中粉粒和粗粘粒的磁化率与其全土的差不多
,

而细粉粒和细粘粒

的 K 值则较高
。

细粘校部分为次生磁铁矿和磁赤铁矿集中的粒级t8,
,] ,

所以磁化率较全土

高(表 3 )
。

因此
,

从磁化率来看
,

也可说明黄泥土和 白土似属由弱磁性母质发育而来的土

壤
。

不过
,

黄泥土各粒级的磁化率均大于白土相应的拉级
【习 ,

似反映出这两种土壤(土层 )

发生学上的差异
。

每

电

1) 邓时琴 ,
1 9 8 2 : 我国南方某些土城及其各级颖拉的理化性质(文稿)o

2) 邓时琴
、

徐梦熊
,

1 9 8 2: 太湖地区水稻土剖面的颖位组成及质地
。

太湖地区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集
, , 页

,

太

湖地区科学讨论会编印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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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 三
、

小 结

太湖地区高肥黄泥土及其各级颗粒的理化特性研究
,

概述如下
。

1

.

粘土矿物组成
: 以 2:1 型的水云母

、

蛙石为主
。

在粗粘粒 (2一l 微米 ) 和细粘粒

(< l 微米)部分
,

粘土矿物的分配有明显的差异
。

2

.

化学性质
:
由于含有

“

铁锰砂
” ,

所以砂粒级(l一0
.
05 毫米)中的 S泊

J
含量较粉粒

级和粘粒级都低
,

而 Fe 必
3
的含量则相反

。

黄泥土和白土各级颗粒的化学组成变化趋势

一致
,

仅量上的差异不如白土的大
。

各粒级中 Ti o
Z
的含量无明显的规律性

,

说明其淋溶

程度不同
。

以上特点
,

与国内外现有的关于旱地土壤的报道不同
。

3

.

物理性质
:
黄泥土中粗粉粒与细粘粒之比值大于 1

.
,

,

有机质含量 > 2 %
,

故土壤团

聚性较好
,

所以
,

没有表现出白土常有的特点
—

淀浆板结性
。

从各级颗粒的物理性来

看
,

比重随颗粒由粗到细而增大
。

最低容重出现在粗粘粒级
。

最大的浸水容重为粉粒级
。

各

级的容重和浸水容重均较白土的相应粒级小
,

但其变化趋势一致
。

塑性和膨胀性都是在

粘粒级(< 0
.
00 2 毫米)才始现

,

与白土相同
,

仍与国外报道的几种旱地土壤中粒径 0
.
005 一

0
.
001 毫米颗粒所具有的可塑性和膨胀性有所不同

。

通过对黄泥土与白土及其各级颗粒理化性质的比较研究
,

不仅可以阐明其肥力上的

差异
,

而且对剖析其发生上的差异也是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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