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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是一个特殊土壤
。

在水早翰作情况下
,

水稻与早作对土壤环境的要求虽有共

同之处
,

但也有不同之点
。

因此某些对水稻有利的性厦对早作不一定有盘
。

如苏南地区

布众反映 : “高山土是稻麦双收
” , “
小粉土是出麦不出稻

” ,

而低洼地区的
“
灰芦底土即出稻

不出麦
, ,

等
,

就规明这一点
,

本文仅从水稻所需的土壤环境角度初步探尉水稻土的耕性简

题
。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
,

农民草众对水稻土壤耕性的凯藏
,

可有两种含义
:
(l) 单指土壤的

耕作性能
,

如犁田后土堡的大小
,

碎土的难易以及适耕时期等 ; (2) 广义的耕性
,

除耕作性

能外
,

还包括有耕作以后土壤所反映的某些影响水稻生长的特性
,

如稳水性
、

耐早性
、

发裸

性
、

淀浆性
、

发疆性
、

起浆性
、

烘性
、

拣肥性
、

烧苗性等等
。

其中一部分是比较粽合的土壤物

理性状
,

另一部分代表某些农化特性
。

在不同的地区
,

草众对当地土壤的耕性都有独特的欲融
。

例如南京地区的小粉土
,

湖

北孝戚的次白善土
,

江苏无踢
、

宜兴
、

武进等地的淀浆白土
,

表砚出不同程度的淀浆性
,

而

影响水稍根系发育和发棵
,

因而草众常以淀浆性或淀板性来舞定这类土壤的好坏 ; 里下河

和苏北扳海地区草荒田新垦的土壤 (如抱灰土
、

鸭屎土)表砚烘性 ; 云南的肛胶泥和青胶

泥由于宅的
“
起浆性

, ,

对耕作方式有特殊要求
,

而表现为挖堡比犁地可使水稻成倍的增产
。

因此
,

水稻士壤耕性的研究
,

对农业生产在理渝上和实践上都具有一定意义
。

一
、

献脸方法的封编

前面所敲到的稳水性
、

淀浆性
、

发裸性
、

发殖性及起浆性等
,

它俩的实盾是相同的
,

是

土壤灌水耕耙以后耕层土粒大小或团聚休的多少(包含膨胀性能而引起大小的变化 )及其

排列情况的一种反映
,

因此
,

我俩抓为在浸水后耕作层中单位休积的干士重—姑命名为
“
浸水土壤容重

”
以区别于一般的土壤容重—

可作为上述情况的指标之一
。

浸水后土壤体积的变化
,

H
.

E
.

Mid d le ton 和 H
.

e
.

B ye r s
等人l, 1 以及 U y八o pT p a H c

方法Iz1 曾用来研究土壤的抗颤性和膨胀能力
,

但单钝体积大小不如
“
浸水士壤容重

, ,

具有

更确切的物理意义
。

现将
“
浸水土壤容重

, ,

的室内测定方祛介貂如下 :

称取原状土或通过 1 毫米筋孔的风干土壤(即扰动土) 5 克(w )
,

借于 50 立方厘米的

量筒中
,

加蒸馏水至刻度
,

静置 30 分钟
,

并不时用手袒极遏动
,

驱出禁阴在土壤内的空

气
。

到预定时简
,

即用橙拌棒以每分钟
_

七下 60 次的速度掩件 1 分钟
,

而后静置很士粒 自

然下沉
,

待上部液体基本澄清
,

而下沉土壤体积不再增加或减少时
,

能录其体积 (V
,

立方

厘米表示)
。

此外
,

另取样本侧定土壤合水量 (Y
,
务)

,

BlJ 浸水土壤容重 (M )可按下列公

式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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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里 x

V

10 0 一 Y

1 0 0

根据上列公式
,

可以看出
,

浸水士壤容重的大小
,

表明土休在泡水情况下的密实程度
,

浸水士壤容重过大
,

即淀浆性能弦
,

耕层板拮紧实
,

对水稻生长显然不利
,

过小即表明土壤

起浆性能孩烈
,

粘粒高度分散
,

同样对水稻生长不利
。

根据大量分析拮果
,

浸水土壤容重

大于某一数值(豹为 0
.

50 一0
.

6 0) 时
,

耕性与浸水土壤容重呈反相关
,

而小于款数值时则呈

正相关
。

例如广西罗城发育于石灰岩风化物盾
_

上的黑泥田 (高肥)
、

锅巴 田(中等 )
、

献泥田

(低肥)
,

其浸水土壤容重分别为 0. 52
、

0. 60
、

0. 64
,

呈反相关 ; 而云南的赶胶泥和青胶泥
,

浸水土壤容重分别为 0. 35 和 0. 40
,

而高肥田鸡粪土则为 0
.

50
,

呈正相关 ; 再如浙江义高

发育于第四耙赶色粘土上的水稻士
,

高肥田浸水土壤容重为 0. 70
,

低肥田为 0. 7 2
,

差异

甚小
。

浸水士澳容重的大小虽受到土壤拮构状况的制的
,

但在它的数值中并不含有拮构

状况的具体数量指标
。

因此
,

在选择耕性的粽合指标便有引入桔构 系 数 的必要
。

拮构

系数是参与形成水检性团聚休的粘粒占土壤中全部粘粒的此值
,

鼓数值的引入
,

将使耕

性指标较为确切
。

因此
,

最后提出
“

拮构容重比
”
(s) 作为耕性粽合指标

,

其舒算工作如

下
:

K一M
一一S

式中 : K = 拮构系数
,

按卡庆斯基法针算
,

小数表示
。

M = 浸水士滚容重
。

按上列公式
,

即上述各例的拮构容重比
,

黑泥田
、

锅巴 田
、

杠泥 田分BlJ 为 1
.

”
、

1
.

42
、

1
.

1 又
,

鸡粪土
、

青胶泥
、

赶胶泥分SlJ 为 0. 79
、 0 .2 2 、 0

.

14
。

义扁的高肥田为 1
.

24
,

低肥田为

0
.

8 3 0

二
、

试 脸 拮 果

(- )土城样本粗过处理后对桔构容皿比的形响

我佣曾取件1 个土样
,

用原状土和通过 1 毫米筋孔握过处理的士样(称为扰动土 )
,

分

别进行浸水士壤容重的测定
,

并针算为拮构容重比
,

其拮果如图 1 所示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土壤握处理后对拮构容重比的数值略有影响
,

特别是拮构容重比大

于 0
.

8 时
,

但其趋势仍是一致的
,

因此在没有原状土时
,

应用扰动士仍然能够比较客观地反

映情况
。

以下所引用的数据则均为扰动土的测定拮果
。

(二 )离肥田
、

低肥田或不同熟化程度土城耕作层的姑构容皿比

我俩曹根据草众对土壤耕性和肥力或熟化程度的缓定
,

选择了江
、

浙
、

翰
、

湘
、

鄂
、

粤
、

桂
、

淇等省区的高肥田 (水稻产量较高而稳定 )
、

低肥田 (产量较低)以及不同熟化程度田块

的耕作层土壤共 1 06 个进行了测定
。

大部分拮果表明
,

拮构容重此的大小与土壤肥力和

耕性好坏呈正相关
,

即草众款为肥田
、

耕性好的或熟化程度高的田块
,

其耕作层的桔构容

重比
,

均较瘦田
、

耕性不良或熟化程度低的田块为高
。

现将不同成土母质
_

七发育的水稻

土其拮构容重比的变幅及平均值列如表 1
,

并按不同成土母厦援引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土

堪样本的测定拮果及一般性状
,

列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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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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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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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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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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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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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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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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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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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及表 2 所列材料
,

可以看出 :

1
.

水稻土耕层土壤的拮构容重比可高至 1
.

87 和低至 0
.

1 4 ,

但一般都在 0
.

“一1
.

权 之

简
,

浸水土壤容重可低至 0
.

35 和高至 1
.

0 7 ,

而大多数都在 0
.

41 一 0
.

7 8 的范围之内
。

在大

类型之简
,

以江湖冲积物发育的土壤 少其拮构容重比较大
,

一般均超过 1
.

20
,

高 的 可达

1
.

8 7
,

平均豹为 1
.

30 一1
.

4 0 ,

但在高肥与低肥之简相关不甚明显 ; 赶壤
J

I生水稻土在 。
.

83 一

1 .2 6 之简
,

平均豹在 1
.

01 左右
,

大休上高肥大于 1
.

00
,

而低肥的小于 0
.

90
。

紫色土和石灰

岩风化物质发育的变幅最大
,

可自 。
.

1 4 至1
.

4 1 或 1
.

”
,

大休上土壤盐基过鲍和状态的比

值 s 较高
,

不鲍和的即较低
。

2
.

在同一类型中
,

高肥田的桔构容重比均翰低肥田为高
,

且差异显著
,

但在江湖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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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 号号 成土母质质 土襄名称称 地 点点 粉
防

量量粘粒含量量有 机 质质 沽如不扮扮 浸水土狡狡材 构构
(((((((((((((%))) (%))))))))))))))))))))))))))))) 容 重重容 重 比比,,,,,,,,, 呀 J

一

口, 习产 .、 月咭凡凡凡凡

孝孝 1斗9222 长江老冲积物物 好 庵 干 土土 湖 北 拳 感感 7 9
.

555 2 0
。

555 2
.

2999 0
.

8 333 0
。

““ 1
。

2666

拳拳 巧033333 次 焉 干 土土土 7 1
。

111 2 8
。

999 2
。

斗111 0
。

料料 0
。

6333 1
。

3333

上上 111 长江新冲积物物 好 禹 善土土 南京江东社社 72
。

777 27
。

333 3
。

5 111 0
.

8 111 0
.

5 555 1
.

盯盯

上上 333
, ,,

次 篇 普 土土
, ,,

7 2
.

666 27
.

斗
‘‘

3
。

0 555 0
.

8 333 0
.

5777 1
.

朽朽

常常 斗斗 老湖 积 物物 上等扁山土土 江 苏 常热热 76
。

777 23
。

333 3
。

9 999 0
。

8 888 O
。

6222 1
.

松松

常常 iii
, ,,

.

下等岛山土土土 7 6
.

斗斗 23
。

666 9
。

斗000 0
。

斜斜 0
.

朽朽 1
。

8777

宁宁 普 8777 下 蜀 系系 黑 篇 干干 南京 尧化化 7 0
。

222 29
。

888 2
.

2 777 O
。

s222 O
。

65
··

i
。

肠肠

宁宁 普 6000
, ,,

死 禹 干干干 6 9
。

777 3 0
。

111 2
。

2999 0
。

吕111 0
。

6555 1
.

2 555

2227 0 9333 第 四 纪 叙叙 高 肥肥 浙 江 义 扁扁 8斗
。

111 1弓
。

999 1
。

8 111 0
。

8 777 0
.

7000 1
。

针针

2227 1 0 222 色 粘 土土 对 照照
, ...

79
。

OOO 18
。

000 0
.

7 000 0
。

6 111 0
。

7222 0
.

8333

江江 土 1000 赶
一

维维 高 肥肥 江 四 乐 平平 8 1
。

222 17
。

555 4
.

0 222 0
。

7333 0
.

5 777 1
。

2666

江江 土 166666 对 照照
, ,,

8 5
。

斗斗 9
.

斗斗 2
。

3 222 0
。

6000 0
。

6333 O
。

歼歼

333 2 0 1000 花尚岩风化物物 高 肥肥 广 东博 罗罗 63
。

888 13
。

222 3
.

1 888 0
。

7 888 0
。

5 888 1
。

3 444

333 2 0 155555 对 照照照 6 1
.

999 16
.

111 2
.

9 666 0
.

朽朽 0
。

5 888 O
。

7777

江江 土 5999
, ,,

高 肥肥 江 西 安 义义 8 2
。

888 斗
。

888 3
。

3 555 0
。

7333 0
.

5 777 1
。

2 888

江江 土 633333 对 照照
, ,,

必
.

斗斗 3
。

333 2
.

6 888 0
.

5222 0
.

6 555 0
.

7 999

资资 444
, ,,

岛沙土(脚脚 江 四 资 澳澳 5 1
.

777 8
.

555 3
。

1 000 0
.

8 222 0
。

6 111 1
.

3 555

资资 11111 白沙土(痰)))
, ,, 56

。

777 8
.

777 2
。

7 222 0
。

6777 0
。

5 777 1
.

1 777

222 9 3 9999 紫 色 土土 高 肥肥 江 四 干 州州 63
。

555 3 6
。

555 3
。

8555 0
.

6 888 0
。

斗888 1
。

斗111

江江土 1 1333
, ,,

对 照照
, ,,

7 6
。

111 23
.

999 2
。

2000 0
。

7 222 0
。

5斗斗 1
。

3333

3333 7 2 999 石灰省风化物物黑泥田(高肥))) 广 西罗城城 8 3
。

888 16
.

222 6
.

9 666 O
。

9zzz 0
.

5 222 1
。

泞泞
333盯2 000

, ,,

锅巴田(中等)))))
、

68
。

444 2 8
.

666 呼
.

1 111 0
。

8 555 0
.

5777 1
。

钓钓

333 3 7 177777 赶泥田淮肥))))) 63
。

999 3 5
.

666 2
。

5 222 0
。

7 111 O
。

5777 1
。

2斗斗

333 3 7 8 333 里下河湖积物物叙砂土(高盼盼 江 苏兴 化化 72
.

333 27
。

777 2
.

6777 0
。

8 666 0
。

5555 1
。

5555

333 3 7 9 000
, ,,

鹤屎土(中等)))
, ,,

55
。

222 科
。

888 6
.

3 888 0
。

6555 O
。

怕怕 1
。

5 111

333 3 7 9斗斗
, ,,

烘土佬 卿卿
, ,,

57
。

555 3 8
.

666 斗
。

科科 0
.

5 888 0
.

3 999 1
。

斗666

333 37 5 999 滨海盐演土土 老土(脱盐 ))) 江苏 梅安安 8 6
.

999 1 3
.

111 1
.

8000 0
.

6666 0
.

7 111 0
。

9333

333 3 75 33333 硷 踢 田田田 8 9
。

斗斗 6
.

666 1
。

0999 O
。

6555 0
。

9222 0
。

7 111

333 3 86222 紫 色 土土 肠屎土(高肥))) 广 东 南 雄雄 5 6
.

222 3 9
.

333 2
。

8 999 0
.

犯犯 0
.

5000 0
。

7 999

333 3 8 5 99999 青胶泥(中等)))
, ,,

6 2
.

555 3 7
.

000 1
。

1 999 0
。

0 999 0
.

扣扣 0
。

2 222

333 3 8655555 赶胶泥(低肥))))) 6 1
。

555 3斗
。

666 2
。

1 000 0
。

0 555 0
。

3 555 0
.

1斗斗

333 3 8 2 222 赶 色 粘 土土 上 等赶典底底 广 西 南 宁宁 7 8
.

000 17
.

斗斗 2
。

6 222 0
。

7 000 0
.

6 111 1
.

1斗斗

3333 82999
, ,,

黑 粘 士士士 7 0
.

777 2 1
。

888 2
.

5 111 0
。

5222 0
.

6 111 0
。

8 666

次次次次等赶奥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黑黑黑黑 粘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333 3 8斗666 砂 直 岩岩 孺 泥泥 广 西 三 江江 8 8
。

222 3
。

111 5
.

3 555 0
.

5 222 0
.

斗888 1
。

0 888

333 3 8斗99999 上等白胶泥泥
, ,,

科
。

888 5
.

000 3
。

2 111 0
。

5斗斗 0
。

6 111 0
。

8 999

333 3 8斗00000 次等白胶泥泥
, ,,

7 8
.

000 斗
.

222 2
.

钓钓 0
.

4 555 0
.

, 999 0
。

7 777

盐盐 i 号号 盐 清 土土 灰沙土(脱盐))))) 7 6
.

222 23
.

888 1
。

6222 0
。

7 888 0
.

6333 1
。

2 333

盐盐 斗 号号
, ,,

夜 潮 土土土 7 1
.

999 2 6
.

555 0
.

7 999 0
.

7333 0
.

6 666 1
。

1 000

盐盐 2 号号号 盐 斑 地地地 7 4
。

777 2 5
。

333 1
。

1333 0
.

6 888 0
.

8 000 0
。

8 5



立一2 期 瀚赚解等
: 水相士壤耕性的初步桥究

物盾上发育的水稻士
,

例外情况较多
,

或差异不大
,

或低肥田的拮构容重比反较高肥田为

高
,

如江苏常熟上等高山土为 1
.

42
,

下等扁山土反高达 1
.

87
。

关于这种情况的出现
,

可能

由于在江湖冲积地区这些类型土壤
_

E
,

构成产量的褚因子中
,

耕性已不是一个重要的因

子
。

3
.

从不同熟化程度的士壤来看
,

桔构容重比也随熟化程度的增高而增大
,

例如江苏兴

化发育于湖积物上的水稻土
,

其熟化程度是 :赶砂士 > 鸭屎土 > 烘士
,

它俩的桔构容重比

分别为 1
.

”
、
1. 51

、
1

.

46
。

盐清土的桔构容重比也随着熟化程度和脱盐情况而增高
,

例如

江苏海安碱场田熟化后演变为老土(脱盐)
,

其拮构容重比即 自 0. 71 增高至 0
.

93
。

(三)土级改耳前后的耕性变化

我俩可举江苏太湖地区白土田握改良以后耕性改善的情况为例(表 3 )
。

玻 3

土 号

淀萦土口的枯构容, 比在改耳以后的盛化

层“

二 }地 点
}
。构系 ,

03好0308
J又n,�心.一818175670000837777720000

土 奥 名 称

淀 浆 白 土 Oee 1 6

1 6一3 5

35 一50

, 0以下

江苏宜兴
, ,

, .

, ,

,,,, .�,

蜷 血 白 土

3 3朽8

p一1 0

1 0一2 2

2 2 ee 3 2

江苏武进 0
。

8 1

0
。

8 2

O
。

乃

0
。

58

O
。

研

0
。

8 1

1
。

3 9

1
。

2 7

0
。

9 3

八dq�01
几一676丈07711,呢产通

.J
,d

.‘,�‘
.

孟,一J333�3333门J3-33

上远两个白土田分布在江苏隔湖的西东两岸
,

根据草众握脸
,

淀浆 白土施加有机肥料

及河泥以后
,

握三
、

五年即可改善其淀浆性
,

表 3 拮果禽明
,

改良后耕作层的浸水土壤容重

自 0. 81 降至 0. 58
,

桔构容重比自 1
.

03 增至 1
.

39
,

充分征明土壤耕性是可以因施肥等而得

到改善的
。

下面再举
“
胶泥田

”为例
,

禽明握过人工改良以后
,

桔构容重比均有显著增高
。

其改良

前后的浸水土壤容重及拮构容重比的数值如表 4 所示
。

农 4 翻纷土 . 在改反后枯构容皿比的变化

土 号

和相37一巧5161000一000

哪晰嚼一娜喘O.28改改改3 3 8 59

曲 1斗

曲 1 5

成土母质

紫 色 土

土奥名称

青 胶 泥

地 点 }改良措施 。构系。 {浸水土。 ; 重}二构, 重比

0
。

2 2

0
.

夕斗

0
。

6 5

33 865 1 紫 色 土 赶 胶 泥 云南曲靖

曲 2

曲 9

未 改

改 豆 田

粽合改良

0
。

1 4

O
。

75
0

。

呼5

从表 4 可以看出
,

原来是起浆的土壤
,

袒过改良以后其拮构容重比有显著的变化
。

青

胶泥握过改良以后
,

其拮构容重比可以提高 3一3
.

5 倍
,

杠胶泥4lJ 可以提高 3一, 倍
。

根据以上情况的分析
,

可以初步献为拮构容重比作为一个耕性指标
,

在很大程度上能

够反映土城肥力或土壤熟化程度
。

显然
,

以上工作仅是开端
,

且为室内m[J 定
。

关于桔构容

重比的突质及其对水稻 的根系伸展和分秦的影响
,

肯待进行大量碉查和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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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封 盆

拮构容重比是拮构系数与浸水土堪容重的比值
,

因此
,

士壤中有机质
、

盾地
、

粘土矿物

的性厦
、

盐基粗成及鲍和度等对桔构容重比的影响
,

总是通过对拮构系数与浸水土堆容重

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
。

根据这些标本就其拮构系数拮果的分析来看
,

大体上可以孰为 :在

大类型之简 (比方不同母盾
_

七发育的水稻土)
,

粘土矿物的性盾对拮构系数的影响
,

在有机

质含量较少时校为显著
,

有机厦较多时
,

即粘土矿物性盾的影响程度就退居次要地位
。

在

同一大类型简不同肥力水平的土壤
,

即拮构系数的大小
,

基本上决定于有机盾含量和盐基

鲍和度
。

其次
,

从前面提到浸水土壤容重的含义看来
,

其数值大小似应与桔构系数呈反相关
。

桔构系数高的土壤
,

表明拮构性能良好
,

孔隙度就应增加
,

密突程度随之减小
,

因而反映出

浸水士壤容重的降低
。

但事实上龙俩之简关系并不如此商单
。

例如
,

江西青溪的岛沙士

(高肥 )与白沙土 (低肥)
,

其桔构系数为 0. 82 与 0. 6 7 ,

但浸水土壤容重同为 0
.

63 ; 再如江

苏兴化赶砂土(高肥)与鸭尿土(中等)
,

其拮构系数前者为 0
.

86
,

后者为 0. 65
,

浸水土壤容

重分别为 0
.

55 与 0. 43
,

表明拮构系数与浸水士壤容重呈正相关
。

根据以上分析
,

再就一

百多个标本分析拮果看来
,

桔构系数对浸水土壤容重的影响
,

受到土壤厦地的制豹
。

我例

初步献为随着土壤厦地的变帆
,

拮构系数对浸水土壤容重的关系就逐渐趋于不明显
,

看来

在中壤土以下的盾地较朝的土壤
,

拮构系数对浸水土壤容重已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

而厦地

却起了主导作用
,

即盾地越袒
,

浸水土壤容重越大
。

土壤中有机厦的含量
,

对浸水士壤容重是起有很大作用的
,

根据一百多个标本的分

析拮果
,

当有机厦 < 4多 时
,

浸水土壤容重与有机厦含量呈反相关
,

0IJ 土壤中有机厦越多
,

浸水土壤容重越低
。

根据以
_

上的衬渝
,

可以看出影响土壤拮构容重比的因素是复杂的
。 _

上述有机质
、

盐基

鲍和度
、

厦地
、

粘土矿物性质褚因子中
,

粘土矿物性盾虽然主要受 自然条件(如成土母质
、

气候等)影响
,

但在提高土壤拮构容重比
、

改善士壤耕性所起的作用
,

将随土壤中有机厦及

盐基鲍和度的增高而减少
。

我俩款为耕作土城中的有机厦
、

盐基鲍和度
、

质地等完全可以

通过施肥及施用河泥客土等得到提高和改善
,

因而表明了土壤拮构容重比可以通过施肥

特别是有机肥料而逐渐提高
,

土壤耕性也就可以不断改善
。

四
、

桔 藉

1
.

我俩初步提出
“
桔构容重比

, ,

作为水稻士耕性的一个指标
,

在很大程度上
,

可以反映

耕性的好坏
、

土壤肥力高低及熟化程度的大小
,

拮构容重比越大
,

耕性越好
,

肥力也越高
。

2
.

拮构容重比受到土壤粘土矿物性厦
、

盾地
、

盐基鲍和度及有机厦等因子的影响
,

其

中以有机盾为主
。

显然
,
耕作土壤有机厦的积累

,

主要受施肥翰作等的影响
,

因而挽明土

壤耕性可通过人为活动而得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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