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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全国范围内全面地研究了灌淤土的形成特点
,
主要表现在 地面的抬升和耕层

的加厚 有机质及
、 、

等养分的增加 土休含水量的提高 可溶盐和石膏的淋

洗 碳酸盐和石膏的淋溶与补充 灌淤层理的消失和土壤物理性状的改善等
。
总结了灌

淤土的诊断层—灌淤表层的特点
,

阐明了灌淤土在土壤系统分类中的位置 灌淤土作为人

为土壤
,

它与干早土
、

潮湿土
、

始成土和新成土等其它土壤具有很大的差别
。
最后

,

文章将灌淤

土续分为六个亚类 普通的
、

水耕的
、

盐化的
、

潮的
、

肥熟的和冷性的灌淤土
,

并提出 了灌淤土

的检索
。

关键词 灌淤土
,
人为土

,

土壤分类

上 一

一
、

目 茜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
,

干旱地区农业开发利用的历史在四千年以上
,

根据历史

文献记载
,

许多地区的引水灌溉历史也有二千多年
。

干旱地区由于长期的人为灌溉
,

水中

的泥沙逐渐淤积
,

并同时进行人为施肥
、

耕种熟化等农业措施
,

在原来的自然土壤之上
,

就

形成一个明显的人为灌概淤积土层
,

如果这种人为灌淤土层的厚度超过
,

则这种土

壤就是灌淤土
“一 , 。

它是灌淤旱耕人为土的简称
,

是我国土壤分类系统中人为土纲
、

旱耕

人为土亚纲中的非常重要的土类
。

它在中国的分布非常广泛
,

在宁夏的银川平原
、

内蒙古

的河套平原
、

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四周以及青海的徨水河谷地等
,

都有灌淤

土的大面积分布
。

最近在西藏扎达县朗钦藏布河谷以及普兰县马 甲藏布河谷也发现有小

面积的分布囚。

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汇总资料
,

全国共有灌淤土
‘

公顷 

研究灌淤土的形成和分类
,

不仅为我国人为土的研究提供资料
,

充分体现中国土壤分类的

特色
,

对合理利用灌淤土
,

缓解我国日益紧张的粮食不足问题
,

也有一定意义
,

同时也是对

世界上人为土研究作出贡献
。

二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的供试剖面八个
,

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及成土的背景条件见表
。

灌淤土的剖面形态特点大致可分为二个层次 上层为灌淤层
,
下层为下垫自然土壤层次或母质

。

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 目

。

席承藩等
, “

中国士坡与资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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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供试土壤的地点及成土背景杂件

卜  比 林

剖剖 面面 采样地点点 地理位置置 地 形形 一一 海拔 米 年均温温
代代 号号 母 质质 ℃

口

,,

吕

一

新疆阜康康
。

 洪积扇下部部 冲积物洪积物物
。

一

新疆策勒勒
。

 
。

河流一级阶地地 河流淤积物物
。

新疆吐鲁番番
。 。

河流阶地中部部 冲积物物  
。

,,

一
甘肃武威威

。 。

‘ 冲洪积 扇底部部 冲积物洪积物物  
。

一
甘肃武威威

。

,  !
。

冲洪积扇底部部 冲积物洪积物物  !
。

一 宁夏永宁宁
。

河流冲积平原原 冲积物物 一
。

一 宁夏永宁宁
。

 
。

河流冲积平原原 冲积物物 一 吕
。

一

西藏札达达
。

河流阶地地 冲积物洪积物物 一 一
。

剖剖面代号号 无霜期 天 年降水量量 年蒸发量量 ℃积温温 农业利用用 所 属属 地下水位位
一  土壤地带带  

     

℃

一     小麦麦 灰漠土土

一
‘‘

。

首楷楷 棕漠土土

一  
。

444 2
8 3

7

。

888
5 3

9
1

。

333 棉花花 棕漠土土 > 222

GGG 一
111 1 5 555 1 6 111 2 0 1 9

。

999 3 0 0 333 油 菜土豆豆 灰涂漠土土 > 444

GGG 一
222 1 5 555 1 6 111 2 0 1 9

.
999 3 0 0 333 白菜菜 灰除漠土土 333

LLL 一
lll L 6 666 2 0 1

。

444 1 7 8 4

。

777 3 2 4 000 水稻稻 灰钙土土 < 1
.
弓弓

LLL
一
222 1 6 666 2 0 1

。

444 1
7

8 4

。

777
3

2 4 000 小 麦玉 米米 灰钙土土 > 444

TTT 一
lll 8 555 1 0 000 2 3 9 6

。

222 1 0 4 444 青裸豌豆豆 灰钙土土 > 444

灌淤层在颜色
、

质地
、

结构和结持性等 方面 表现出较大的均一性
,

各亚层之间逐渐过渡
,

而灌淤层和下

垫自然土壤或母质之间过渡明显 ;灌淤层中有明显的人为活动侵入体—
煤渣

、

炭屑和砖瓦
、

陶瓷碎片

等
。

本义供试土壤的理化分析结果见表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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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土壤有机质含量测定用的是重铬酸钾氧化法;全 N 用开氏法;全 P 用 H F 一H
cl

o 硝化
、

铂锑抗

比色法
,

速效磷用 。
.
s m o l/ L N : H C O

。

提取
、

铂锑抗比色法;C
aC O ,

用气量法;机械组成用吸管法;土壤

微形态鉴定为原状土块用不饱和树醋浸溃固化后制成薄片
,

偏光显微镜下观察
〔” 。

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灌淤土的形成特点

灌淤土的形成过程中最主要的是灌淤熟化过程
。

它是指人为引用含有泥沙的水进行

灌溉
,

并同时进行施肥
、

耕作等旱耕熟化措施的综合过程[81
。

灌淤熟化过程的特点可以概

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
地面的抬升和耕层的加厚 在我国北方的干旱地区

,

要进行农业种植
,

首先必须

引水灌概
,

而且用水量还相当大
,

一般每公顷 7500一 9000心 甚至更多
。

同时千旱地区由

于植被覆盖度小
,

土层疏松
,

河水中泥沙含量相当大
,

如甘肃河西走廊黑河莺落狭水文站

测定
,

河水年平均含沙量 1
.
46k g /m

3,
最大含沙量为 losk g/心[9]

。

新疆塔里木河汛期 (6 一

9 月)含沙量 5
.
朽kg了m

, ,

阿克苏河汛期泥沙含量 3
.
37 !;g /m

, ,

甚至阿凡提县灌溉总干渠下

段 (县城至鲁桥公社 ) 的泥沙含量也达 1
.
llkg /m

3 ” ,

如果按作物生育期间净灌概用水量

750om 3/h
a
计算

,

每年每公顷约有 8250k g 的泥沙带人农田
,

可淤高田面 1
.
Om m 。

据宁夏

永宁县农科所侧定
,

引用黄河水灌溉每年可使旱地 田面抬高 1
.
0一 1

.
sm m ; 在引水灌溉的

同时
,

农民每年还搬来大量的泥土进行垫圈
,

吸收牲畜粪便后再施之于土壤
,

这就是所谓
“
土粪

” ,

每公顷一年施 100 00k g 多
,

可使地面抬高 lm m 以上
,

一些人为活动的遗迹
,

如

炭屑
、

煤渣
、

砖瓦和陶瓷碎片等
,

也随着
“

土粪
”

一起进人土壤
。

随着地面的抬升
,

灌淤土层不断加厚
,

灌淤土的耕作层也有所增厚
。

据佘定域在新

老伊犁地区的研究表明
,

灌淤土的耕作层厚 25 一28c m
,

比灌溉灰钙土的耕作层厚 2一

scm “01 0

2
.

有机质及 N
、

P

、

K 等养分的增加 由于河水和灌溉水中的泥沙含有一定 的 养

分
,

农田淤积物的养分含量更高(见表 3)
,

所以
,

灌溉淤积不仅使田面抬高
,

灌淤土层增

厚
,

而且给土壤带来了大量有机质和 N
、

K

、

P 等养分
。

同时
,

农民每年施用的
“

土粪
”

和

有机肥料等
,

也不断地补充着土壤中的养分;另一方面
,

灌淤土上种植的小麦
、

玉米
、

高粱
、

油菜等农作物
,

不仅复种指数高
,

而且作物根系发达
,

作物收获后留有大量的根茬和残落

物
。

根据试验资料
,

小麦每年残留的根茬可达 1, 。0一2500k g/ha lllJ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灌

淤土的有机质和 N 、
P

、
K 等养分的含量远高于干旱地区的 自然地带性土壤

。

3

.

土体含水量的提高 灌淤土分布于西北干旱地区
,

当地自然地带性土壤的含水

量很低
,

属于干旱土壤水分状况
,

而灌淤土的水分状况比前者要好得多
,

因为干旱地区的

土壤开垦后种植小麦
,

生育期间至少灌水 4一5 次
,

加上复种玉米
、

油菜等其它作物
,

又灌

水 3一4 次
,

这样每年灌溉 7一9 次
,

总灌溉水量 7500一 g000m
,

/ ha

,

相当于当地年降水量

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

这样就使土壤常保持湿润状态
,

含水量在田间持水量的 60 一80 外
,

从

1) 新疆荒地资源综合考查队
,

1 , 7 8 : 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的土壤资源及其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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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史成华等
:
我国灌淤土的形成和 分类

表 4 可以看出
,

在没有灌溉的 自然情况下
,

蒸发量与降 水 量 的 比 值 (E /P ) 为 8.8 6一

1‘7
.
00

,

而在灌溉情况下
,

两者之比 (E /p + P’) 均在 l一2 之间
,

相当于半湿润地区的千

燥程度
。

可见
,

灌淤土由于人为灌溉作用
,

已使土壤摆脱了干旱的水分状况
,

所以
,

不能将

灌撰土归属于干旱土纲之中
。

4

.

易溶盐和石膏的淋洗 从灌淤土的化学性质(表 2)可以看出
,

灌淤土中易溶盐

和石膏的含量很低
,

前者在 19/k g 以下
,

后者的含量在 59/k g 以下
,

大部分剖面和层次

的石膏含量为痕量
,

比干旱地区 自然土壤的石膏和易溶盐的含量要小得多(见表 2)
,

这是

因为灌淤土一般都是引用水质良好的河水或井水进行灌溉
,

灌溉水的矿化度一般在 19/L

以下
,

其中易溶盐和石膏的含量很低
,

对土壤中的这些物质具有淋洗作用
,

并使它们很难

积累
。

特别是在千旱地区被开垦
,

灌淤土刚开始形成的初期
,

正是由于灌溉水洗去了土壤

中的易溶盐和石膏
,

作物才能正常生长
。

5

.

碳酸盐与粘粒的淋溶与补充 从表 2和图 1、图 2 可以看出
,

灌淤土中 Ca C O
,

和

粘粒的含量从上到下分布比较均匀
,

虽然在一定深度有微弱的 ca c 0
3
和粘粒的积累

,

但

没有明显的粘化层和钙积层存在
。

通过微形态观察
,

在粗颗粒表面可见明显的淀积粘粒

胶膜(照片 l) 和碳酸盐膜(照片 2)
,

说明了灌溉水对土壤中碳酸盐和粘粒的淋溶作用
,

但

由于灌溉水中本来就含有较多的 ca C q 和 粘粒
,

所以它们在被淋溶的同时
,

又不断从灌

溉水中得到补充
,

因而 C aC O 3 和粘拉在剖面中的分布比较一致
,

尤其是在剖面的上部的

灌淤层中
,

分布更均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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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灌淤层理的消失和土壤物理性状的改善 由于灌淤层的形成是灌水落淤与人为

施肥
、

耕翻混匀
、

熟化等措施同时进行的
,

使沉积物的淤积层理被破坏乃至消失
,

整个土层

在颜色
、

质地
、

结构
、

结持性等方面呈现均一的特点
,

各亚层之间逐渐过渡
,

但通过微形态

观察
,

尚可见到有半磨圆的细粒沉降物团块
,

较大者仍保留有沉积微层理 (照片 3)
。

若将

原状灌淤土泡水 l小时后在水中过 80 目筛
,

筛面上可见半磨圆
、

扁平状致密土片
,

大者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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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可以看出
,

在没有灌溉的 自然情况下
,

蒸发量与降 水 量 的 比 值 (E /P ) 为 8.8 6一

1‘7
.
00

,

而在灌溉情况下
,

两者之比 (E /p + P’) 均在 l一2 之间
,

相当于半湿润地区的千

燥程度
。

可见
,

灌淤土由于人为灌溉作用
,

已使土壤摆脱了干旱的水分状况
,

所以
,

不能将

灌撰土归属于干旱土纲之中
。

4

.

易溶盐和石膏的淋洗 从灌淤土的化学性质(表 2)可以看出
,

灌淤土中易溶盐

和石膏的含量很低
,

前者在 19/k g 以下
,

后者的含量在 59/k g 以下
,

大部分剖面和层次

的石膏含量为痕量
,

比干旱地区 自然土壤的石膏和易溶盐的含量要小得多(见表 2)
,

这是

因为灌淤土一般都是引用水质良好的河水或井水进行灌溉
,

灌溉水的矿化度一般在 19/L

以下
,

其中易溶盐和石膏的含量很低
,

对土壤中的这些物质具有淋洗作用
,

并使它们很难

积累
。

特别是在千旱地区被开垦
,

灌淤土刚开始形成的初期
,

正是由于灌溉水洗去了土壤

中的易溶盐和石膏
,

作物才能正常生长
。

5

.

碳酸盐与粘粒的淋溶与补充 从表 2和图 1、图 2 可以看出
,

灌淤土中 Ca C O
,

和

粘粒的含量从上到下分布比较均匀
,

虽然在一定深度有微弱的 ca c 0
3
和粘粒的积累

,

但

没有明显的粘化层和钙积层存在
。

通过微形态观察
,

在粗颗粒表面可见明显的淀积粘粒

胶膜(照片 l) 和碳酸盐膜(照片 2)
,

说明了灌溉水对土壤中碳酸盐和粘粒的淋溶作用
,

但

由于灌溉水中本来就含有较多的 ca C q 和 粘粒
,

所以它们在被淋溶的同时
,

又不断从灌

溉水中得到补充
,

因而 C aC O 3 和粘拉在剖面中的分布比较一致
,

尤其是在剖面的上部的

灌淤层中
,

分布更均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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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g
.

图 2 粘粒在剖面中的分布

D istribution 01 elay in elay in 5011 Profile

6
.
灌淤层理的消失和土壤物理性状的改善 由于灌淤层的形成是灌水落淤与人为

施肥
、

耕翻混匀
、

熟化等措施同时进行的
,

使沉积物的淤积层理被破坏乃至消失
,

整个土层

在颜色
、

质地
、

结构
、

结持性等方面呈现均一的特点
,

各亚层之间逐渐过渡
,

但通过微形态

观察
,

尚可见到有半磨圆的细粒沉降物团块
,

较大者仍保留有沉积微层理 (照片 3)
。

若将

原状灌淤土泡水 l小时后在水中过 80 目筛
,

筛面上可见半磨圆
、

扁平状致密土片
,

大者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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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灌概
,

水中的泥沙逐渐淤积
,

并同时经过人为施肥
、

耕作熟化等措施形成的一种人为

表层
。

其具有以下特点;

(l) 厚度》50
cm ,

具有明显下限 ;

( 2) 有机质含量较高
,

且表现出沿剖面均匀分布的特点
,

上部 0一2oc m 范围内的有

机质含量在 10 一409/kg 之间
,

底部也多在 59/kg 以上
, 。一 50 o m 范围内有机质加权平

均在 IOglk g 以上(只有 L
一 1 例外

,

为 7
.
59/ kg )

,

见表 5;

表 5 灌淤层的有机质特点

T able 5 C haraeteristies of organic m atter of 比。
w
. r

P i
c

h
o r

i
: o n

剖积代号

N O
。

of

P
r o

f i 玩

采样地点

L ocation

灌淤层厚度 (c m )

T hiek ne.s of

w a rP ic h orizon

有机质含量
o rgan ic m atter (g /kg)

0一20
CID 0一50em 底 部

B u trom

rj�Ul,八“七J行夕

……
6夕0曰j舟J自了�吕
..‘

己
.,夕屯�叹J之曰.‘

……
几‘,山.j肠了�U,乙

‘

二,二,‘,二,‘O沙飞�JZ倪�呢J内」

……
砚JrJ.1,‘,创O少,二,二,‘,‘,‘二」

新班阜康

新沮策勒

新费吐奋番

甘肃武威

甘京武威

宁夏永宁

宁夏永宁

西藏札达

17
.
0 16

。

9 1
4

。

7

1
2

。

1 1 0

。

2 1 今
。

4

,吕,‘.J.1,翻
.二,翻,二

签xXGGLLT

( 3) 全层在颜色
、

质地
、

结构和结持性等方面相当均一
,

无冲积层理
,

相邻亚层之间的

质地在美国农部制质地三角表冲亦处于相邻位置;

(4) 泡水一小时后在水中过 80 目筛
,

筛面上有扁平状半磨圆的致密土片
,

放大镜下

可见淤积微层理;

(5) Ca Cq 含t 一般在 109 了kg 以上
,

并随不同剖面的具体条件变化较大
,

同一剖面

中从上到下分布较均一;

(6) 没有石膏和易溶盐的积累
,
在非次生盐渍化的情况下

,

易溶盐含量< 39/kg
,

石膏

含量< 29/kg;

(7) 若 0一15c m 范围内有机质加权平均值) 20 9/kg
,

则磷的含量不符合肥熟表 层

的指标 ;

(8) 全层含有煤渣
、

木炭
、

砖瓦
、

陶瓷碎片等人为活动侵入体
。

( 三 ) 灌淤土在土镶系统分类中的位置
1

,

灌淤土与干旱土壤的区别 灌淤土分布于干旱地区
,

这里的自然地带性土壤为

千旱土
。

从上文灌淤土的形成与性质可以看出
,

灌淤土与千旱土的区别在于
:

(l) 干旱地区由于降水量小
,

植被稀疏
,

生物累积量少
,

因此干旱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普遍较低(表 6)
,

而且表聚性很强
,

有机质层薄
〔‘l] 。

而灌淤土由于农田植被的生物累积量

高
,

加上人为施肥作用以及灌溉水带来了一定养分
,

因而有机质层厚(表 5、

(2) 由于干旱地区降水稀少
,

蒸发强烈
,

土壤中淋溶作用非常微弱
,

因而干旱土壤 丰

石膏和易溶盐含量很高
,

有时甚至积聚成为石膏属和盐积层(表 6、
ti “ ; 而灌淤土巾由于灌

溉水的淋洗作用
,

这些物质的含量很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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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T a‘le 6 T h e g en

某些干旱土镶的发生特性
.tie eharactoristies of som e arid 5011

土类

S峙l

tyPe

有机质

0
.
M
.

(g /k g)

胡敏酸

富里酸

H /F

石灰 L im e 石膏 G u p su m 易溶 盐 solu ble salt

平均含量
A verage

(g /kg )
0一20C m

聚集特点

A eeu m ulatio n

featu re

平均含量
A v erag e

(g /k g)
0一 20c皿

聚集特点

A ecu m u lation

fea 仁u r e

平均含量
A v erag e

(g jk g )
0一 20c m

灰漠土 ! 5
.
0 0 。

5 一l
。

0 熙觉掩之
二 甘 .

~
乙不

在
右略有

灰棕漠土1 3
·

0 0

。

2 一0
。

5

表 聚明显或
1一Zc m 略显
淋溶

中位 或深位
聚摊

,

最高含
量 l, 0 9 了k g

浅位 积聚
,

最
高含量 20 。一
3009 /kg

3
。

6

6

.

8

棕漠土 ! < 3. 0 < O
。

2 表聚甚明显 148
。

5

表聚最高含量
3009 /kg

( 3 ) 干旱土壤中的碳酸盐往往有表聚现象
,

或在一定深度处形成钙积层
,

而灌淤土中

由于灌溉水的淋溶和复淋溶作用同时进行
,

土壤中 ca C马 的分布较为均匀
。

( 4 ) 干旱土壤表面有一因长期干旱而形成的干旱表层
,

表层有孔状结皮层和片状特

征
,

有的为砾幂
,

砂层或光板地
,

有的为多边形裂隙等
t, 幻 ,

而灌淤土不仅土壤水分状况由干

旱转变为半干润甚至湿润状况
,

也没有干旱表层的存在
。

2

.

灌淤土与潮湿土(潮土)的区别112
一‘3]

( l) 潮土的地下水位较高
,

地下水可随毛管作用到达地表
,

土壤水分状况为潮湿状

况
,

而灌淤土除潮化亚类外
,

一般不受地下水作用
,

土壤中的水分含量受人为灌溉过程控

制 ;

(2 ) 潮土的有机质层较薄
,

一般表层 (20 一30
cm 左右) 的有机质含量较高

,

下层则

急剧下降
,

而灌淤土的有机质含量随深度递减缓慢
,

到灌淤层的底部含量亦较高;

(3) 潮土中碳酸盐的含量变化受沉积母质的影响
,

即使是在同一剖面内部
,

各层的含

量亦变化较大
,

而灌淤土中的碳酸盐含量在剖面上下比较均匀 ;

(O 潮土受冲积性母质的影响
,

剖面中有沉积层理
,

土壤质地在各亚层之间变化较

大
,

而灌淤土受人为耕翻
、

熟化的影响
,

土壤充分混匀
,

各亚层之间的质地相当接近
,

相邻

亚层间的质地在美国农部制质地三角表中亦处于相邻位置
。

3

.

灌淤 土与新成土及始成土之区别
「“一’5]

(
l
) 新成土和始成土都是成土作用微弱

,

剖面分化不明显
,

没有一个 突出的主导成土

过程的土壤
。

新成土的成土年龄较短
,

始成土则由于母质的作用或其它原因
,

延缓了土壤

剖面的发育
,

因此它们都没有其独特的诊断层
。

灌淤土则由于人为的边淤积
、

边耕翻熟化

作用
,

整个土层在颜色
、

质地
、

结构和结持性等方面相当均一
。

所以
,

灌淤土的剖面分化不

明显
,

并不意味着其剖面发育不成熟
。

因为随着人为作用时间的加长
,

作用程度的加深
,

灌淤土剖面的这种
“

均一性
”

更加明显 ;

( 2) 新成土和始成土没有自己特有的成土过程
,

因而也没有独特的诊断层
,

而灌淤土

具有其特有的成土过程—
人为灌淤熟化过程

,

形成了其独特的诊断表层—灌淤表层

(人为表层)
,

所以
,

灌淤土可以从新成土和始成土中分化出来
,

成为人为土壤
。

( 四) 灌淤土的系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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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讨论
,

灌淤土的诊断表层为灌淤表层(人为表层的一种 )
,

在系统分类中应

属于人为土纲
、

旱耕人为土亚纲
,

其亚类的划分如下表所示
。

表 7 灌淤土的系统分类表

T abl e 7 T axonom 三e e la s sif ie a tio n o f 份a ro ic 一0
1 1
5

土土 纲纲 亚 纲纲 土 类类 亚 类类 代表剖面面

OOO rd errr Su bo rd errr 5 011 ty Peee S ub tyP 。。 T y p i
c a

l p r o f i l
eee

人人人 早 耕耕 灌淤(旱 耕人 为)土土 普通灌淤(旱耕人为)土土 X 一
2

,

x

一
3

.

G
一
1

,

L

一
222

为为为 人为土土土 水耕油淤(旱耕人为)土土 L 一 lll

土土土土土 盐化油涎(早耕人为)土土 X 一 lll

潮潮潮潮潮油淤(早耕人为)土土 G 一
222

肥肥肥肥肥熟灌淤(早耕人为)上上 T 一 III

冷冷冷冷冷灌淤(早耕人为)土土土

灌淤土亚类的检索顺序为:

A 2
.
21 灌淤旱耕人为土中具有冷性土壤温度状况

A 2
.
22 灌淤旱耕人为土中具有盐积现象

A 2
.
23 灌淤旱耕人为土中具有肥熟现象

,

即有机质含量大于

N aH eo 3 法)含量 (P
ZO ,

) )
3 5 m g

/
k g

冷灌淤(旱耕人为 )土

盐化灌淤(旱耕人为 )土

189/kg
,

速效磷 (o
.
sm ol/L

A 2
.
24 灌淤旱耕人为土中具有水耕现象

肥熟灌波(旱耕人为 )土

水耕灌淤(旱耕人为 )土

A 2
.
25 灌淤旱耕人为 土中 20 一100

cm 土层内有氧化还原特性

A 2
.
26 其它灌淤早耕人为土

潮灌淤(旱耕人为 )土

普通灌淤(旱耕人为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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