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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土地 区土壤类型和发育程度与土壤非代换性钾有关
。

本文初步研究了黄土地区主要土

壤类型非代换性钾的变化
。

影响土壤非代换性钾含量和释放累积量的主要因素是土壤质地和有机质
。

粉砂粒
、

粘粒

和有机质与非代换性钾呈正相关
,

而砂粒与非代换性钾呈负相关
。

土壤非代换性钾含量由北向南从 “ 一 增到 一 , 习  土 释放

累积量由北向南从 入时一 增到 多 一 八 土
。

说明黄土地区土壤非

代换性钾的含量和释放累积量均从北向南逐渐增加
。

砂绵土和黄绵土
,

砂黑沪土和轻黑沪土

的非代换性钾含量和释放累积量其剖面分布较均一 而粘黑沪土和黑楼土的粘化层的非代换

性钾含量和释放累积量高于耕作层和母质层
,

但因地形部位不同又存有一定差异
。

黄土地区土壤受成土母质
、

腐殖质化
、

粘化作用和碳酸盐的淋溶
、

淀积等因素的影响
,

土壤地带性的分布
〔, , 一 , , 影响其土壤非代换性钾的变化

。

而土壤非代换性钾含量受成 土

母质和风化条件的影响
,

又反映了土类的特点 !
。

土壤非代换性钾的状态可反映风化过

程的特征
,

它的淋溶和再循环
,

在土壤发生学上有鉴定其形成发育的意义
〔川

。

本文从陕西

黄土地区主要土壤类型的非代换性钾含量
、

琳息富集和释放量的变化
,

研究土壤发生
、

发

育程度及土壤类型的特征
,

为土壤发生分类提供依据
。

一
、

供试土样和方法

土样采自陕西境内黄土地区
,

自北向南有黄绵土
、

黑俏上和黑楼土
。

刽面深度根据发生层次和厚度

而定
。

土壤的理化性质见表
,

土壤颗粒组成
、

有机质和碳酸钙均参照土壤理化分析法
〔‘’。

非代换性钾的释放量是取 土
,

加

耐
,

煮沸 。分钟
,

过滤
,

热水洗涤 一 次
,

井如此反复提取 次
,

提取液中的钾用 添

三型 火焰光度计测定
。

本文曾蒙朱显漠先生审阅
,

韩仕峰同志提供有关资料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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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土壤质地与非代换性钾的关系
黄土地区土壤质地从北向南由粗变细

〔们 ,

例如以耕作层的质地而言
,

从北向南
,

砂粒

由 44
.
8 % 减少到 6

.
4一 】5

.

峥从 粉砂粒从 肠
.
1多 增加到 72 .6 一 76

.
6 多; 粘粒也从 8. 9并 增

加到 11
.
8一 16

.
1多 (表 l)

。

这种质地的变化明显影响其土壤非代换性钾的变化
。

由图 1

可示
: 非代换性钾与砂粒呈负相关 (

r一 一0. 622 3
**
)

,

与粉砂粒和粘粒呈正相关 (
r ~

心
.
4 4 0 7 * *

、 r

一0
.6”3‘ * )

,

即砂粒含量高
,

非代换性钾含量低 ; 粉砂粒和粘粒则相反
。

此

结果又和印度 H aryana 东
、

西部不同农业气候区
,

土壤非代换性钾与土壤质地的关系相

类似
“4

·
‘, ] 。

(欲�姗都曝如娜叫

(欲)月。�二己��o明‘。归u。�UoO

或甘七换比钾 tn g l工00克土

N E X K m 昌/ 1(
X)g

5 0 11

图 1

F ig
.
I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土壤颗粒与非代换性钾的关系

betw een nonexehangeable potassium a.、d 5 0
1 1 p a r t i

e
l
e

( 二 ) 土壤有机质与非代换性钾的关系

土壤有机质的变化是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综合影响
。

农业土壤
,

则人为因素是主导因

素
。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变化影响着非代换性钾的变化
。

施用有机肥培肥土壤定位试验研

究结果表明
,

施用有机肥
,

非代换性钾是逐渐增加的
〔刃 。

由图 2 所示
,

·

有机质与非代换 性

钾呈正相关 (
r
一 0

.
5 31)

‘。

( 三) 黄土地区土壤非代换性钾的变化
1

,

土壤非代换性钾含量有明显的地带性特点日水土流失严重的丘陵沟壑区
,

黄绵土

(以耕作层为例 )非代换性钾在 “
.
71 一84

.
62 m g八00 克土之间 ;在梁如顶部或残源上砂黑

庐土
、

轻黑庐土为 92
.
13一107

.
67 m g/ 100 克土 ;洛川源的黑庐土为 105

.
75 一 12 5

.
52 m g/ 100

克土 ;关中的楼土变化在 1l7.( )9 一 129
.
95m g /100 克土之间

。

表明黄土地区土壤非代换性

钾是随着土壤质地由北向南的变细而逐渐增加
,

即非代换性钾由低到高的变化和质地从

非向南由粗变细的规律是基本相吻合
。

2. 土壤非代换性钾在剖面内的分布变化
:
黄绵土是黑庐土被完全剥蚀掉后在黄土母

质上重新发育的幼年土壤
。

由于水土流失和熟化作用相互进行
,

往往是水土流失大于熟

化作用
,

故成土过程基本上停留于母质阶段
。

其中砂绵土亚类 (8 2
一
1钓 砂粒含量约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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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性钾剖面分布的统计符合于指数回归 y 一
。 。

普[3]
,

即耕作层高
,

以下层次其含量逐渐

下降的
,

在一定深度范围内变化是很小的
。

这也是黄土地区砂
、

轻黑庐土发育的特征之

一
。

而粘黑沪土 (83
一
0
1) 剖面的粉砂粒一般在 70

.
0多 以上

,

粘粒变化在 9- 7一20
.
2务之

间
,

在剖面中有较明显的粘化层
。

其耕作层非代换性钾 12 5. 52 m g八00 克土
,

52 一105 厘

米的粘化层为 117
.
20 m g / 100 克土

,

以下层次在 83
.
60 一98

.
42 m g/ 100 克土之间

,

即呈现出

在耕作层高
,

中间一层有一个低谷
,

下到粘化层又高
,

再往下层又较低的分布 (图 3)
。

总

述在黑沪土地带
,

北部的黑沪土受成土因素的影响虽有深厚的有机质层
,

但剖面中颗粒粗

而均一
,

无粘化现象
,

非代换性钾在剖面分布符合指数回归
。

南部黑沪土有粘化作用发

生
,

非代换性钾在剖面分布呈
“
S’’ 形

。

因此不同类型的黑沪土
,

其非代换性钾的分布有明

显的差异(图 3)
。

缕土
、

黑缕土亚类 (78
一A

一
0 1

,

7 8
一
A
一 0 3

) 分布在黄土地区南部
,

是本区主要的地带性土

壤之一
。

朱显漠曾指出
,

粘化作用是楼土的主要成土过程[8J
,

格拉西莫夫也指出
: “

褐土

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就是它们剖面的整个碳酸盐部分以上
,

有明显的粘化
,

它表现在机械组

成的变化较粘重于母岩
” , “
土体的粘化

,

特别是中部和下部
,

表现为粘粒含量的升高
” t 1

0jo

尤其黑缕土剖面有明显的粘化层
,

78

一
A
一
01 处于源面上的碟形洼地

,

粘化层粘粒在 19
.
8一

24
.
斗多 之间

,

非代换性钾为 1斗7
一

12 一189
.
。多m g / 1 0 0 克土;而 78

一A
一

03 处于源面上
,

粘化层

粘粒变化于 20
.
2一21

.
3呢 之间

,

非代换性钾为 90
.
65 一106

.
0om g /100 克土

。

二者非代换

性钾在剖面分布都呈
“弓

”

形 (图 3)
,

但 78
一
A

一

01 大于 73
一
A

一

03 剖面
。

所纽土壤非代换

性钾剖面分布不仅受地带性成土因素的影响
,

而且微地形的变化也有极重要的影响
。

( 四 ) 土壤主要发生层非代换性钾的释放

以 1N H N O ,

连续提取 7次所得的钾
,

以表示非代换性钾的释放过程
。

非代换性钾

的释放容量和强度
,

可反映 出土壤供钾能力
, 一

也可反映 出土壤地带性质和发育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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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扮蒸}定量的变化也反映 了土壤地带性的
豁

。
-

耕作层非代换性钾释放容量和累积量一样是由北向南逐渐增加
,

而释放强度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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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月匕向南逐渐减低
,

女口黄绵土
、

黑。土 , 口黑、土的、目对强度
(
;。第一次提取量

总提取量

x l““

)

分

别为 3 ,
.
4一42

.
8 多

,

37

.

2 一43
.
6多

,

33

.

1 一35
.
8多

。

说明黄土地区北部的土壤供钾速度 快

而容量小
,

南部土壤则相反
(,

2

.

粘化层非代换性钾释放
:
黄土地区土壤剖面的粘化层是土壤发育程度和土壤分类

的重要指标之一
。

黑庐土(包括砂
、

轻黑沪土)有深厚的有机质层
,

但由于剖面质地为砂壤或轻壤
,

且无

粘化层
。

所以如轻黑庐土 (s
2一 0

1) 整个剖面层次中以耕作层的非代换性钾释放 累积 量

为高
,

下面的土层均低于耕作层(表 2)
。

而粘黑庐土 (83
一0 1)

,

剖面中有粘化层出现
,

土

壤非代换性钾释放 累积量其粘化层明显高于耕作层 (表 2)
。

黑缕土剖面有明显的粘化层
,

粘化层非代换性钾释 放 累 积 量 的 变 化 在 30,
.
97 一

508
.
12 m g/100 克土之间(表 2)

,

但地形部位不同
,

钾释放累积量有一定差异
,

7 8
一
A

一

03 位

于平坦源面上
,

降水分流再分配
,

粘化层钾释放累积量为 390
.
7 7m g/ 100 克土;而 78

一
A
一

。

位于源面上碟形注地
,

降水汇流集中
,

其粘化层释放累积量高
,

为 48 2
.
28 一 , 08

.
12 m g八。

克土
。

总述黄土地区非代换性钾释放累积量从粘黑庐土到黑缕土逐渐增加
,

故非代换性钾

释放累积量的变化进一步反映了土壤的地带性的特点
,

同时也反映出土壤发生发育的特

征
。

( 五 ) 土壤粘土矿物与非代换性钾释放的关系

黄土地区各种类型土壤
,

由于水
、

热等条件的差异
,

土壤发育程度不一
,

其粘土矿物组

成也是不相同的
。

黄绵土以水云母为主 ;黑庐土虽以水云母为主
,

但并含有石英
、

蒙脱和

高岭
,

在 电子显微镜下还可见到蛙石 ;缕土下伏褐土以水云母与蛙石为主[2J
。

一般来说水

云母其晶格间的钾属于非代换性钾 ;蛙石则固定 K
+ 、

N H 才离子的本领特别强
〔1 2了。 这种粘

土矿物不一的特征
,

必将影响其非代换性钾的释放程度
,

这又进一步说明了本区土壤非代

换性钾与土壤类型和土壤发育程度有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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