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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砂岩发育的土壤特性及其分类

陈 绍 荣
(江西省余江县衣牧渔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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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砂岩
、

红色砂砾岩发育的土壤占江西省总土地面积的 10 肠
,

其中红砂岩红壤 1 7 80
一

万亩
,

红砂泥土和沙泥田 4 86 万亩
。

主要分布在海拔 30 一 3 00 米的低丘陵岗地
,

植被以稀

疏马尾松
、

禾本科草类为主
,

部分丘岗中下部和平缓岗顶已经耕垦利用
,

垦殖指数为 23 沁
。

其中
,

长期种稻的形成红沙泥田
、

轮作方式多为绿肥一稻一稻或油一稻一稻 ;种桔
、

茶
、

旱

粮的发育为红沙泥土
,

主要复种类型是花生
、

油菜或春大豆
、

芝麻(红薯)
,

还有的种柑桔
、

茶叶等多年生作物
。

(一) 红砂岩红族的发生学特征

1
.

风化特点 红砂岩发育的红壤其粘土矿物组成以高岭石为主
,

其次为水云母
,

此

外有少量针铁矿
、

蛙石
、

埃洛石和三水铝石等
。

其粘粒全量组成以硅
、

铝为主
,

占 8 ,
.

5外
,

其次为铁
,

占 10
.

9沁
,

其他元素合计只占 3. 6 %
。

粘粒 51 0 :

/ Al zo
, 2. 6 左右

。

2
.

元素富集和迁移 红砂岩红壤同其他红壤一样
,

也具有脱盐基脱硅
、

铁铝相对富

集的特点
,

从表 1 可见
,

钾
、

钙
、

钠的富集系数小于 0. 3
,

迁移量 > 80 外
,

淋失明显
。

铁
、

铝
、

钦富集系数大于 1
.

4 ,

在剖面中相对积累
。
镁

、

硅则介于两者之间
,

富集系数 1
.

。左右
,

迁

移量近 30 汤
。

其元素迁移顺序和富集顺序见表 1 。

红砂岩红壤和红沙田土壤渗出水化学组成中
,

硅的含量大于 5
.

0 PP m
,

铁
、

铝含量很

低
,

钙
、

镁
、

钾
、

钠均有相当含量(表 2 )
,

说明这两种土壤具有强烈地脱硅
、

脱盐基及铁
、

铝

相对富集等特点
。

(二 ) 红砂岩红维的主要理化性质

红砂岩红壤的机械组成特点是质地较轻
,

一般为砂壤到中壤土
,

物理性粘粒含量

1 0一 3 0外
, 0

.

2 5一o
.

o sm m 细砂粒在 5 0 em 土层中达 5 0 外 以上
,

粘粒含量 0
.

4一2 0并
。

这种土壤土体较酸
,

自然土壤 p H 为 5
.

20 左右
,

代换性酸以 A1 3+ 为主
,

占 95 % 以上 ;阳

离子交换量小于 10 m g / l。鲍 土 ; 盐基饱和度为 4一 12 关
,

交换性盐基组成中以钙
、

镁为

主
,

钙占盐基总量的 80 多
,

镁占 12 一 16 沁
,

钾
、

钠则很低
。

同时
,

该类土壤具有游离铁 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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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华、 00 %
, 二 ;工 毛砚 几

l 蕊. ,

, : 为母岩氧化物重 t % ; t ,
为 A I O , 不变情况下

, 土城中权化物重且 % ; r 为土壤氧 化物的重 t
。

表 2 土滚渗出水的化学组成 ( p p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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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高
,

活性铁含量低的特点
,

游离铁占全铁的 50 关以上
,

说明该类土壤风化度较深
。

(三 ) 红砂岩红镶的养分特点

红砂岩红壤具有养分含量低
,

供肥保肥性能差的特点
。

其有机质 含量平均为 1
.

”沁
,

全氮为 。
.

08 3肠
,

碱解氮含量为 7 7
.

IP p m
,

全磷含里为 0
.

04 9关
,

速效磷为 4
.

4 PP m
,

全钾含

t 接近 1
.

0 %
,

速效钾 30 一4 o p p m
,

但经过水耕熟化后
,

养分含量均有所提高
,

如有机质

增至 2. 35 并
,

全氮增至 0
.

12 7外
,

速效磷增至 29
.

sp pm
。

这主要是耕作熟化的结果
。

( 四 ) 红砂岩红滚分类位t 的商推

红砂岩发育土壤的归类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
,

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 19 8 4 年 12

月制定的
“

中国土壤分类系统 (修订稿 )
”

中将该类土壤划为酸性紫色土亚类
,

其诊断指标

是粘粒硅铝率为 3
.

5
,

粘土矿物以水云母为主
,

蒙脱石较多
,

石英
、

赤铁矿少最
,

江西省土坡

普查办公室 1 9 8 5 年 3 月制定的
“

江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分类系统(修订稿)
.

则将这

类土壤与紫色土分开归人红壤亚类
,

相应划出红砂岩红壤
、

红砂泥田等土属
。

根据上述的

研究结果
,

笔者认为归人红壤类较宜
,

其理由如下 :

第一
,

红砂岩红壤的粘粒 5 10
2

/ A 1
2
O

,

比为 2
.

6 1 ( n ~ 2 3 ,

标准差 0
.

2 3 5 )
,

明显低于
“

中国土壤分类系统
”

中紫色土 3
.

, 的分类指标
,

而与红壤土类的 2. 5 近似
。

第二
,

红砂岩红壤粘土矿物以高岭石为主
,

次为水云母
、

蛙石等
,

而紫色土则以水云母

为主
,

少最蒙脱石
、

高岭石和绿泥石
。

因此
,

红砂岩土壤与红砂岩红壤相符
。

第三
,

上述研讨的红砂岩土壤代换量均小于 100 m e
/ 10 0 9 土

,

与红砂岩红壤相符
,

而

明显低于酸性紫色土亚类的 17 m e
Z10 0g 土

。

此外
,

本文研究的红砂岩土壤的磷
、

钾含量与母岩差异较大
,

加之土体深厚
,

说明其发

育程 度较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