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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红壤性水稻土发生和分类的研究
*

吴金奖 邢世和 林景亮
(福建农学院土化系)

摘 耍

红壤性水稻土及其起源土壤的表层腐殖质 H / F 值和胡敏素占土壤全碳量的变化趋势为 :

起源土坡(红坡)< 渗育型水稻土 < 滋育型水稻土 < 潜育型水稻土
。

.

不同水型的水稻土具有不

同的铁淋淀特点
。

晶胶率是一项划分不同水型水稻土的良好发生指标占漪育型水稻土w 层的

晶胶串远较同剖面的其它土层为高
。

不同水型的水稻土具有不同的磁化率剖面
。

母质对红壤

性水稻土的质地
、

移/ F 值
、

有机质含t
、

磁化率
、

粘粒铁富集系数和粘粒硅铝率都有显著的影

响
。
建议母质应作为红壤性水稻土土属划分的依据之一

。

令

红壤性水稻土是由红壤经过长期种稻水耕熟化而形成的
, 它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主

要水稻土类型之一
。

研究红壤性水稻土特性和分类不仅有理论意义
,

且有实践意义
。

本文研究了福建中亚热带两种不同母质发育的不 同水型红壤性水稻土及其起源土壤

的一系列发生特性
,

探讨并寻找红壤性 水稻土的发生分类指标
,

为亚类和土属的划分提供

依据
。

一
、

材料 与 方 法

公

(一 ) 供试土城

19 8呼 年 10 一 11 月间采集福建浦城县黑云母花岗岩和明澳县玄武岩两种母质发育的不同水型红壤

性水稻土及相应的起源土壤(红壤)共 8 个剖面
。
同母质的 斗个剖面控制在同一地点的不同地形部位

。

剖面 1孟4 为黑云母花岗岩母质发育
,

剖面 , 一 8 为玄武岩母质发育
。
除剖面 2和剖面 4 的耕作制为单季

稻外
,

其余的均为稻一稻一冬闲制
。

水稻土发生层符号为 : A 为耕作层
,

A p 为犁底层
, P 为渗育型

,

w

为漪育层或称淀积层
,
G 为潜育层

, C 为母土层
。

(二 ) 测定方法

(l) 土壤颗粒组成 : H
:
0

,

去除有机质
, 2肠 碳酸钠分散

,
吸管法测定

。
土壤粘拉 ( < 0

.

ou l m m )

以沉降法提取
。

(z) 土坡腐殖质组成测定 : 焦磷酸钠提取
一
重铬酸钾法

。

(习 粘拉化学组成及土休 ( < l m m ) 全铁测定 : 碳酸钠碱熔法
。
铁用 PE ~ 5。。型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测定 ;铂用差减法 ;硅用重量法
。

(4 ) 土城活性铁 (F
e 。

) 和游离铁
‘

(Fe 刁 测定 : 活性铁以 p H 3
.

0 草酸恢缓冲液提取 (水土比为

. 本研究得到昊撼斌副教授的热心指导
。 x 射线分析由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吴铮金协助完成

。

粘粒全遮

及土城金铁测定由福趁衣学院中心实验室果抓源
、

彭时尧等同志完成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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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遮光条件下连续振荡 4 小时
,

邻菲哆琳比色测定
。

游离铁用连二亚硫酸钠提取 2一 3 次
,

邻

菲哆琳比色测定
。

(5)
x 一

射线衍射分析;
,
“, K

·

靶在 D / m ax
尸

终 多晶衍射仪直编执齐压片分析
。

部分样品进一步
用镁饱和及镁

一

甘油饱和制成定向片测定
,

然后经加热至‘00 ℃ 再作衍射分析
。

.

芬

(6)土坡磁化率 : 土壤风干过 lm m 筛
,
用 w C L一 l 型土壤磁化率仪测定

。

、

结 果 与 讨论

(一 ) 土壤质地与水稻土的粘粒淀积作用

由分析绮果表明
一

,

母质对红壤性 水稻土的质地有显著的影响
。 玄武岩母质发育的水

稻土质地粘重
,

粘粒 (< o
.

o o lm 。 ) 含量介于 砂一50 务
,

砂拉(l一。刀压m m )含量 6一 22 多:

黑云母花岗岩母质发有的水稻土质地轻
,

粘粒含惫为 10 一 28 沁
,

砂位 含 最 介于 30 一

52 丸
卜
一

泞
一

下

起浪土壤的粘粒含量大于相应母土发育的水稻土
。
不同水型及母土表层粘检含全顺

序为
: 红壤 > 渗育型> 沸育型

。

说明红壤性水琴土形成发育过程币
,

一

由于水分充分泡散

作用
,

部分粘粒受到破坏和随侧渗水
、

地表水流失
,

而且随着发育度的提高
,

粘粒淋失更加

明显
。

这与徐琪等 (, ; 82 )研究的锗桌一致切。

从粘检的剖面垂直分布看
,

渗育型 水稻土

由于下部土层较紧实
,

水分不易卞渗
,

粘位向下淀积不明显
。

粘粒由犁底层向下增高现象

是受母土的影响
。

潞育型水稻土的粘粒剖面变化明显
,

w 层有明显的粘粒淀积作角
,

玄武

岩和黑去母花岗岩母质发育的漪育型永稻土剖面的储育层 (W ) 与渗育层 (P) 粘粒 含

量之比分别为 1
.

56 和 1
.

7 1 。 潜育型水稻土剖面的粘粒淋淀不明显
,

土体上下土层粘粒含

量差异很小
。

(二 ) 土壤有机质特性

由于淹水条件下有机质矿化作用减弱
,

有利于有机质累积
。

由表 1 可见
,

除剖面 3

外
,

其它水稻土表层有机质含量都 比相应的母土高
,

耕层有机质含量都在 2多
‘

以上
。

由表

1 还可看出
,

三种水型中以渗育型水稻土的有机质剖面变化幅度最大
。

潜育型的变化最

卜且底层有机质含量高
。

渗育型水稻土的有机质剖面变化幅度较红壤,J., 燕狮中的掺

育层和母土层是原红壤 B 层的一部分
,

但由表
·

1 可见
,

这两个土层的有机质含量都 比红壤

B 层的高
。

如剖面 6 的 P 和 c 层有机质分别为 2
.

32 沁 和 1
.

19 多
,

而相应的红壤 B 层有机

质仅 0
.

75 务
。

说明淹水种稻后
,

有机质向下淋溶累积
。

两种母质的不同水型红壤性水稻土的耕层腐殖质中胡敏素占土 壤 全 碳 量 的 60 一

75 务
,

胡敏酸占 10 多 以上
,

富里酸占 15 一 27 外
。

起源土壤表层腐殖质中的富里酸占 30 %

以上
,

明显高于水稻土
。

剖面 1一4 水稻土及其起源土壤的裹层胡敏徽含量及 H / F 比值
、

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

即红壤 < 渗育型 < 漪育型 < 潜育型
,

说明随着土壤水分的增加胡敏酸

含量及 H /F 值也有明显增大的趋势
。

这与范本兰等(19 8 5 )的研究结果一致
〔

,)a 从本研究

结果来看
,

红壤性水稻土耕层 H /F 比值比较小
,
介于 9

.

34 一 1
.

10 之间
,

具有地带性烙印
。

从表 ‘还可看出
,

红壤性水稻土耕层的 H /F 值受到母辱的显著影响
,

玄武岩母质发育的

水稻土 H /F 值明显低于黑云母和花岗岩母质发有的水轴土
。

据林明海等 (1 9 80 )研究
,

争

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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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剖 面号号 土城类型型 土层
’’

深度度 有机质质 胡敏素素 胡敏酸酸 富里酸酸 H / FFF 土城磁化串串
PPP r o fileee 5 0 1 1 tyP eee H o r iz o nnn (c m ))) (% ))) (% ))) (% ))) (% ))))) (X

·

1 0一 e m u
/ g :::

NNN o
-------

D e P thhh 0
.

M
...

H u m innn H u m iccc F 从卫v iccccc M 一g n e t iccc

aaaaaaaaaaaaaaa e iddd a e iddddd su s c e Pt ib ilityyy

lll
---

红壤壤 AAA O一 1222 2
。

5 888 57
。

2 555 10
.

8555 3 1
。

9 000 0
。

3 444 1 16
.
111

人人人人BBB 1 2一 2555 0
.

8666 6 8
。

9 555 6
。

0 555 之5
。

0 000 0
。

2峪峪 2 8 8
。

888

BBBBBBBBB 2 5一 10 000 0
。

5 222 6 4
,

2 333 4
。

0峪峪 3 1
。

7 333 0
。

1333 1 2 8
。

lll

22222 渗育型水稻土土 人人 0 一 1333 2
。

9 333 6 0
·

乒,, 1 2
.

3555 2 7
。

0 000 0
.

4 666 ,
。

222

AAAAAAA PPP 13 一 2 000 2
。

4 888 弓9
.

4 444 1 1
,

2 999 2 9
。

2777 0
。

3 999 7
。

公公

PPPPPPPPP 2 0一 5333 1
.

fsss 5 8
.

0 555 1 0
.

9 333 3 1
.

0 222 0
。

3 555 1 3
。

,,

CCCCCCCCC 53 一 9 222 0
。

7 999 6 1
.

0 111 10
。

1333 2 8
。

8666 0
。

3 555 l,
。

‘‘

33333 滋育型水稻土土 AAA 0一 1333 2
。

2666 6 6
.

1 111 16
。

5 000 17
.

3 999 0
。

9 555 1 4
。

‘‘

AAAAAAA PPP 13 一 2222 1
.

4 000 6 7
.

0 888 主9
。

2111 1 3
。

7 111 l
。

4 666 1 4
。

,,

PPPPPPPPP 2之一 4 222 0
.

4 000 6 5
。

7 555 1 ,
。

0000 1 9
。

2555 0
。

7 888 l ,
。

777

WWWWWWWWW 呼2一7 777 0
.

4000 6 7
。

2 555 1 0
。

5 000 2 2
。

2 555 0
。

斗777 17
。

333

GGGGGGGGG 7 7一 1 0 000 0
.

3 444 6 3
。

2333 23
。

2今今 1 3
。

, 333 l
。

7 222 1 4
。

今今

潜潜潜潜潜潜潜育型水稻土土 AAA 0 一 1 555 4
.

2 999 67
.

8 333 16
。

8 111 1 5
。

3 666 l
。

1000 1 3
。
111

峪峪峪峪 人 PPP t气一 2 000 2
。

交111 7 8
。

2 555 1 4
。

0 999 7
。

6 666 l
。

8咭咭 岛
一

‘‘

GGGGGGG WWW 2 0一 5 999 3
.

5 555 7 2
.

1 444 1 3
。

6 333 1礴
.

2 333 0
。

9666 5
。

000

GGGGGGGGG 5 9一 1 0 000 2
。

, 333 76
.

8 777 1 2
.

0 666 1 1
。

0 777 1
。

0 ,, 伟
。

111

红红红红红红红坡坡 AAA 0一 2 000 3
。

1 000 6 1
。

3 ,, 5
。

1 333 3 3
。

碍888
.

0
。

1 555 6 8 0
。

111

,,,, BBB 2 0一 1 0 000 0
。

7 555 “
。

2 666 今
。

6 777 2 ,
。

0777 0
。

1 666 7 3 7
.

000

66666 渗育型水稻上上 人人 0一 1 222 4
。

7 000 6 5
.

0 777
山. . ~

叫

~ . . ,一. 勺 .

喃喃 2 3
.

0 222 0
.

5222 1 8 0
。

333
AAAAAAA PPP 12一 2 000 摇

。

2777 6 1
.

4 777 冬}
。

, III 2 3
。

5 444 0
。

6 444 l今2
, 111

PPPPPPPPP 2 0 一7 555 2
.

3 222 6 3
.

2777 l呜
.

9 999 2 5
.

, 弓弓 0
.

4 222 1 4 2
.

111

CCCCCCCCC 7 5一 1 0 000 l
。

l夕夕 6 6
。

3 111 1 0
。

7 888 2 6
。

3 000 O
。

2 888 3 13
。

333

777777777777777
。

3 ,,,,,

77777 带有型水稻土土 AAA 0一 1 222 1 0
。

2 555 6 9
。

7 666 1 1
。

呜999 1 8
.

7 555 0
。

6 111 l呜0
.

777

诊诊诊诊 A PPP 1 2一 2 000 1 0
。

5 222 7 1
。

今999 魂l
。

4 444 1 7
,

0777 0
。

6 777 1 27
。

咭咭

PPPPPPPPP 2 0一3 666 1 0
。

3 555 7呼二 ,, IG
。

6 666 1 5
。

2 555 0
。

7 000 , 0
.

‘‘

\\\\\\\VVV 36 一6 777 呜
。

7 6
...

“
。

‘lll 13
。

2 888 2 0
。

1 111 0
。

6 666 7 1
。

‘‘

六六六六 GGG 67 一 1 0 000 3
。

0 000 67
。

9 000 6
。

4 333 2 5
。

6777 0
。

2 555 2 4略
。

,,

88888 潜育型水稻土土土 0一 1 000 ‘
.

6 000 7 4
。

3 888 ,
。

, lll l ,
。

7 111 0
。

‘333

111111111 0一 1666 7
。

4 000 7 6
。

5 666 ,
。

0 111 1 4
。

呼333 0
。

6 222

1111111116 一 l颐000 7
。

‘888 7 8
。

3777 8
。

1 888 1 3
。

4 555 0
.

6 111

t

1) 林明海
、

周墓卿
, 19 80 :

2普资
。

不同母质红城性水稻土腐殖质组成与肥力关系的探讨
。

江西红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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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层层 深度度 F e :
0

5

%%% 活化度(呱))) 游离度(% )))

HHH o r iz o nnn
(
c m ))))))))))))))))))))))))))))))))))))))))))))))))))))) 奥

火 、。。。

奥
火 1。。。

AAAAA D e P t hhh 全铁铁 游离铁铁 活性铁铁铁 非游离离 f e ddd 卜 . ttt

AAA BBB 0一 1 222 F e ::: F e ddd F e ooooo

铁
...........................

BBBBB 1 2一2 555 5
。

7 111 4
。

2 555 0
。

9 66666 F e 卜ddd 2 2
。

5 999 7 今
。

碍333

AAAAA 2 5一 1 0 000 8
。

4 333 6
。

2 555 0
。

6 33333 1
。

呜‘‘ 1 0
。

0 888 7 4
。

l峪峪

AAA PPP 0一 1 333 7
。

5 111 5
.

9 000 0
。

4峪峪峪 2
。

1 888 7
。

4666 7 8
。

5 666

PPPPP 13一 2 000 3
。

0 555 1
。

9 333 0
。

377777 l
。

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CCCCC 20 一5 333 3
。

2 ,, 2
.

0 000 0
.

咭77777 l
。

1 222 1 9
。

1777 6 3
。

2 已已

AAAAA 5 3 一9 222 6
。

斗666 5
。

3 333 l
。

2 11111 1
。

2 555 之3
。

5 000 6 1
。

5 444

AAA PPP 0 一 1333 5
.

5 666 斗
。

2 ,,
0

。

6 55555 l
。

1 333 2 2
。

7 000 8 2
.

弓lll

PPPPP 13 一2 222 l
。

3 333 0
。

4 333 0
。

2 ,,, 1
。

2 999 1 5
。

2 222 7 6
。

8 000

WWWWW 2 2一4 222 l
。

礴百百 0
。

6 222 0
。

略呜呜呜 0
.

9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4 2一夕777 l
。

4 777 0
。

, 999 0
。

4 00000 0
。

8 666 5 8
。

l略略 3 2
。

3 333

AAAAA 7 7 一10 000 5
。

9 888 4
。

1666 0
。

866666 0
。

8 888 7 0
。

, 777 今1
。

. ,,

AAA PPP 0 一1555 3
。

0888 1
。

6 000 0
。

833333 l
。

8 222 6 7
。

8 000 相 ‘1 444

GGG WWW l弓一2000 3
。

7 555555555 l
。

峪888 2 0
。

6 777 6 9
。

, 666

GGGGG 2 0一 , 999 今
。

8777777777 l
。

4 888 5 1
。

8 777 5 1
。

9 555

人人人 , 9一 10 000 3
。

7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
。

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BBBBB 0 ee 2 000 4
。

7 444 2
。

2 777 0
。

9 33333 1
。

1呼呼 4 0
。

, 777 ‘0
。

5 333

AAAAA 2 0一 10 000 2 9
。

1777 2
。

9 999 1
。

7 99999 2
。

1 999 5 9
。

8 777 6 1
。

4 000

AAA PPP 0一 1 222 3 0
。

7 444 2
.

, 666 l
。

000000 10
.

8444 3 9
。

0 666 6 ,
。

l ,,

PPPPP 1 2一 2 000 2 0
。

0777 2
。

, 555 l
。

6 77777 1 2
。

4 666 6 5
.

4 999 , 3
。

8 000

CCCCC 2 0一7 555 1 8
。

2 111 1 8
.

3 333 l
。

177777 9
。

4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7 5一 1 0 000 2 3
.

4 666 1 8
。

2 888 1
.

1,,, 7
.

1333 6
。

3 888 6 2
。

8峪峪

^̂̂ PPP 0一 1 222 2 4
。

0 111 1 0
。

6 000 2
。

, 77777 7
。

2 111 6
.

2 999 5 9
。

4 777

PPPPP 1 2一 2 000 1 6
。

7 333 1 1
。

0 888 3
。

2 00000 8
。

6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WWWWW 2 0一3 666 1 7
。

8 222 1 6
。

2 555 3
。

566666 6
。

9 777 2 8
。

0 222 5 2
。

8 222

GGGGG 3‘一 6 777 1 8
。

5 555 l夕
。

飞999 1
.

866666 7
。

8 000 2 8
。

8 888 6 0
。

8 555

AAAAA 6 7一 1 0 000 1台
。

3 111 ,
。

7 666 3
。

066666 9
。

0 222 2 1
。

9 111 6 9
。

2 777

AAA PPP . 一 1 000 2 0
。

7 999 1 0
。

0 22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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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晶质铁 F勺一 , 游离铁 F勺 一 活性铁 F e 。 ;

非游离铁 Fet _ d 二 全铁
t 一 游离铁 d

。

数有明显变化规律 : 红壤< 渗育型 < 沸育型< 潜育型 ; 而腐殖酸 (胡敏酸 + 富里酸)的变

化趋势正好相反
。

潜育型水稻土剖面的腐殖酸占土墩全碳量明显的低
,

尤其是乍部土层
,

潜育型 G 层腐殖酸 占土壤全碳量小于 30 务
,

如剖面 4 和剖面
’

8 的 G 层分 别 只 有 23
.

1关

和 21
.

6外
,

而胡敏素含量分别高达 76
.

9外 和 78
:

4拓
。

说明长期的强还原条件虽然有利于

t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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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累积
,

也应有利于胡敏酸的形成
,

但从总体上来看
,

它阻碍着腐殖酸的形成
,

更有利

于胡敏素的形成和累积
。

(三) 氟化铁组成特性

红壤性水稻土富含氧化铁
,

在长期的人为水耕熟化过程中产生不同强度的氧化还原

交替作用
。

因此
,

氧化铁的活化与老化及淋淀作用反映了水稻土的成土特点
。

表 2 结果表明
,

玄武岩母质发育的水稻土全铁
、

游离铁和非游离铁含量都 比黑云母花

岗岩母质发育的水稻土高
,

说明红壤性水稻土的氧化铁含量受到母质类型的影响
。

离铁作用
,

又称铁解作用
,

它是指土壤氧化高铁在周期性还原作用影响下
,

形成亚铁

离子
,

伴随着粘粒的分解
、

转化和土壤铁的淋失过程
〔.J 。

中性水稻土发生了铁解作用t3J 。

从表 2 可看出
,

渗育型红壤性水稻土的土体上部土层 (耕作层和犁底层 )及漪育型水稻土

上部土层 (A
,
A p

, P ) 的全铁
、

游离铁及晶质铁含量都比相应的母土低得多
。

表明红壤性

水稻土在干湿交替的水耕条件下
,

由于周期性氧化还原作用致使土壤铁不断活化而向下

淋淀或淋失出土体
。

这种离铁作用随水稻土发育度的提高而愈明显
,

尤其是表层
,

如剖面

2 和剖面 3 耕层全铁量分别是起源土壤表层全铁的 53
.

4关 和 23
.

3务
。

剖面 6 和剖面 7

耕层全铁t 分别为起源土壤表层的 68
.

8沁和 57
.

, 并
。

_

非游离铁主要指土壤硅酸盐矿物层

间和结构中的铁
,
国

:

其性质稳定
。
但是

,

大多数水稻土土层的非游离铁含量低相应的母土

(表 2 )
,

随着水稻土发育度提高
,

耕层非游离铁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

如玄武岩红壤表层非

游离铁含量为 10
.

84 多
,

而渗育型(剖面
‘

6) 和储育型 (剖面 7 ) 水稻土耕层非游离铁分别

为 9
.

47 并 和 6
.

97 拓
。

说明红壤性水稻土形成发育不仅解离了粘粒表面的游离氧化铁
,

而

且也解离了部分硅酸盐矿物结构和晶层间的铁
。

渗育型水稻土剖面全铁由上至下明显地增大
,

铁淋淀明显的
,

则以渗育层为最高
,

如

剖面 Z P 层全铁比 c 层还高
。

两个渗育型水稻土剖面的游离铁和氧化铁游离度均以渗育

层为最高
,

说明渗育型水稻土 P 层有明显的铁淀积作用
。

渗育型水稻土铁游离度比其它

两种水型的高
,

尤其是下部土层的铁游离度较高
。

剖面 2 和剖面 6 的铁游离度平 均 为

71
.

。外和 61
.

8外
。

说明其游离度受到起源土壤的影响
。

活化度明显高于起源土壤
,

但低

于其它两种水型水稻土
。

沸育型水稻土由于受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上下交互作用
,

其氧化铁的剖面变化显然与

渗育型的不同
。

剖面 3 的全铁和游离铁以w 层为最高
,

渗育层比赌育层的低得多
,

如剖面

3w 层的全铁和游离铁分别是
一

P层的 4
.

1 和 7
.

3 倍
,

说明沸育型水稻土的渗育层是铁的淋

溶层
,

而漪育层是铁的淀积层
。

剖面
一

, 的游离铁上下变化不天
,

全铁有自上而下增大的趋

势
,

但w 层的晶质铁含量 比其它土层高
,

表明沸育层的氧化条件较好
,

因此较多的氧化铁

结晶成为晶质铁
。

两个沸育型剖面中的铁活化度都是以沸育层为最小
。 _

;

潜育型水稻土剖面全铁和游离铁的上下分布较均匀
。

活性铁含t 和活化度高于其它

两种水型水稻土
,

且有自上而下增大的趋势
,

晶体铁的情况则恰好相反‘

由表 2 可 以看出
,

渗育型水稻土的晶胶率明显低于起源土壤
,

且有自上而下逐渐提高
,

的趋势
。

漪育型水稠土中w 层的晶胶率明显高于同刨面的其它土层
。

这与其它的研究结

果一致氏
目。
潜育型水稻土 G 层晶胶率 < 1

.

0
。

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晶胶率是一项

划分不同水型水稻土的良好发生指标
。

晶胶率是一项衡量氧化铁活化与晶化程度的缘合

医



打‘ 土 坡 学 报 之‘ 卷

指标
,

这种指标对水稻土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

因此不同水型水稻土及同一

剖面的不同发生层具有不同的水分状况和干湿交替作用
,

因此它们的铁活化和老化程度

不同
,

而晶胶率正好反映了这两种过程的优势程度
。 -

(四 ) 粘较化学组成及枯土矿物
‘

黑云母花岗岩母质发育的水稻土粘拉的 51 0 :
含量为 37 一 4 , 务

,
平均 4 0

.

3 并 ;而玄武

岩发育的水稻土粘拉 51 0 :
含量较低

,

介于 28 一 33 外
,

平均 3 0. 0 务(表 3 )
。

黑云母花岗岩

母质发育的水稻土粘拉硅铝率比玄武岩发育的高
,

说明红壤性水稻土粘位硅铝率受到母

质类型的影响
。
除剖面 3 w 层外

,

其它水稻土土层粘粒全铁量比相应的起源土城低
,

而硅

铁率和铝铁率均比起源土壤高
,

说明在红壤性水稻土形成发育过程中
,

粘粒氧化铁部分被

淋失
。

漪育型剖面 P层粘粒氧化铁含量比w 层低得多
,

剖面 3 和剖面 7 的w 层枯位全铁

t 分别为 P 层粘粒的 4
.

3 和 1
.

3 倍
,

进一步说明沸育型水稻土 P 层是铁的淋溶层
,

而w 层

是铁的淀积层
。

由表 3 还可看出
,

水稻土粘粒铁富集系数受到母质的显著影响
。

黑云母花岗岩母质

发育的水稻土粘粒铁富集系数为 1
.

19 一3
.

3 4
,

而玄武岩发育的低得多
,

介于 0
.

, 2一0. 7 今。

农 3 红. 性水粗土及其母土的枯粗化学扭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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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拉铁富集系数‘粘校全铁t /土体全铁t
。

粘土矿物的 x 射线分析表明
,

·

红城性水稻土的层状粘土矿物组成与起源土城一致
,

都是以高岭石
、

埃洛石 (7人) 为主
,

次要矿物为伊利石和蚝石
,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

致
“ , 。

应用穆斯堡尔谱和 x’射线法研究切的结果
:
红墩性水稻土的氧化铁矿物组成及特

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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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起源土壤具有明显的差异
。

红壤的粘拉氧化铁矿物以赤铁矿和亭铝替代 (> 2。摩尔

拓)针铁矿为主 ;而水稻土的水成条件不利于赤铁矿的形成
,

氧化铁而
‘

物以针铁矿为主
,

其

铝替代量低
,

颗粒细小
。

(五 ) 土壤磁化率

土壤磁化率大小与母质类型和成土过程中氧化铁的形成
、

转化及淋溶淀积有关
。

红

城性水稻土发育于不同母质类型及在水耕条件下发生了强烈的铁的氧化与还原和淋淀作

用
。

因此研究红壤性水稻土的滋化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由表 1可看出
,

红壤性水稻土的磁化率比相应的起源土壤低得多
,

说明红壤经淹水种

稻后铁磁性矿物(主要是磁铁矿和磁赤铁矿 )迅速被还原和溶解转化为其它形态铁
,

致使

磁化率剧降
。

同时还可看出
,

虽然种稻后土壤磁化率大大降低
,

但红壤性水稻土的磁化率

仍受到母质的显著影响
。

黑云母
、

花 岗岩发育的水稻土磁化率介于 4一 20 单位(10
一‘e m u/

g )
,

而玄武岩发育的水稻土磁化率较高
,

介于 70 一4 10 单位
,

说明母质决定了红壤性水稻

土磁化率的
“
本底

” 。

‘

_
·

穆育型水稻土耕层磁化率比犁底层高
,

由犁底层向下又逐渐增大
。
潜育型水稻土磁

化率剖面 由上至下降低
。 剖面 3的磁化率剖面呈现

“
上下低中间高

峰 ,

而剖面 7 自上而下逐

降低
,

但 G 层突然增大
。

值得注意的是
,

发育于玄武岩母质的潜育型剖面及沸育型 G 层的

土城磁化率特别高
,

表明势些土层土壤中含有少量铁磁性矿物
。

由上述结果表明
,

不 同水

型红壤性水稻土具有不同的磁化率剖面变化规律
。

(六 ) 母质因素在红壤性水稻土分类中的地位

对于红壤发育的水稻土来说
,

母质具有双重含义
,

一是指
“
母土或起源土壤

” ,

另一指

“
母岩

”

即起源土壤的母质(即本文所指的
“
母质

”
)
。

在现有的水稻土分类系统中
,

有的分

类系统对母质因素未加以考虑
,

不论是玄武岩或花岗岩发育的掺育型红壤性永稻土都笼

统称为黄泥田土属而有的则一种母质构成一个土属
,

甚至有的把母质因素放在土种单元

考虑
。

从本研究结果表明
,

母质对红壤性水稻土的质地
、

有机 质含量
、

H /F 值
、

磁化率
、

粘

拉铁富集系数
,

甚至粘粒硅铝率都有显著的影响
。

母质不仅影响上述特性
,

也会影响红壤
_

性水稻土的养分含量及其有效性
‘2 , 。

根据本研究结果
,

我们认为在红壤性水稻土分类中母质必须作为土属的划分依据之

一
,

不宜把母土因素下压到上属一级考虑
。

建议把水型和母土因素同作为亚类的划分依

据
,

而土属一级则主要考虑母质的因素
。

[ 1 1

协

[ 2 ]

[ 3 】

[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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