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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效 年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土壤的粘土矿物粗成
,

与土壤的物理化学性盾和土壤肥力有密切的关系
,

例如
,

土壤

的吸收性能
、

膨胀收缩
、

粘着性
、

持水性
、

透水性等都受着粘土矿物的类型和数量的深刻制

豹 某些粘土矿物如云泰  等
,

又是土壤钾素的有效抬源
。

粘土矿物与腐殖质相拮

合所形成的有机无机复合体
,

可以使土壤形成良好的桔构
,

提高土壤肥力
。

由于水稻土的熟化速度较快
,

而粘土矿物的变化则比较援慢
,

所以水稻土的粘土矿物

的粗成仍然受着水稻土的前身土壤的很大影响
。

由于水稻土前身的成土母盾及其所受的

风化作用和成土作用有所不同
,

因此宅佣的粘土矿物粗成也有差异
,

很自然
,

这些差异也

为水稻土所撇承
。

但是在灌溉
、

耕耘
、

施肥等生产活动的影 响下
,

土壤剖面中的铁
、

锰等活

性部分的分化
,

表层粘粒的向下淋移
,

以及犁底层的形成等现象
,

表明在水稻土成土过程

中受到了人为因子的深 影响
。

粘土矿物的粗成和数量虽然变化比较援慢
,

但在短繁的

农业生产活动中
,

仍有相当显著的变化
。

我们应用 射拔粉末照象法
、

差热分析法 林
、

化学分析法等鳃定了一部分水稻土

的粘土矿物
。

研究时用研磨分散法提取小于 微米的粘粒
,

以凡 除去有机盾后
,

低温

烘干
、

磨糊
。

以下是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桔果
。

一
、

成土母原对水稻土粘土矿物粗成的影响

水稻土的前身是水稻土发育的基础
。

不同前身的矿物祖成的差异
,

常被水稻土所撇

承
,

并明显地反映在其粘土矿物粗成上
,

特别对一些熟化程度较低的水稻土
,

这种关系更

为明显
。

为了税明方便起兑
,

将所研究的水稻土粽合为六种情况来尉萧
。

一 砖杠攘发育的水稻土

本类水稻土主要分布在华南热带地区
,

如广东西南部
、

云南东南部
、

福建东南沿海及

台湾南端等地区
。

表 与图
,

为其化学性盾与差热曲援
,

附表 为其 射援衍 射数据

斗 斗 和 斗 , 。号标本的 射腹衍射图谱见图
。

由差热曲接看出
,

义 和 , 号标本的主要粘土矿物是高岭类和三水绍石
,

前者

以 。℃ 左右吸热谷与 ℃ 左右的放热攀为其特征
,

多℃ 吸热谷为后者的典型热反

工作系在于天仁先生指导下完成
,

陈家坊
、

蒋剑敏
、

文启孝等同志提供很多意兑
。

标本是由各野外队和工作

点的同志供精
。

一般化学分析是由分析室测定
。

肯秀英
、

锡德渔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水
射掖粉末照象法

,

系用 靶
,

电压
,

电流
,

曝光 小时左右
,

照象机分万弋小两种
,

大的道径
呼 毫米

,

小的道径 毫米
。

出

差热 分析法
,

系用自动挫制加温
、

自动照象豁录的差热分析仪
。

标本殖先在鲍和硝酸钙保湿器中放置四
、

五

天
。

标本用量 克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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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二

表 中
。

这两个标本的代换量低
,

每百克只有 毫当量左右
,

全押仅分别为 。  和

多
,

吸着水也很低
,

而桔合水却高达 多
。

这也征明其主要粘土矿物为高岭类和三

℃ 水金吕石
。

一

八 爪 “建、献 云南蒙 自的 标本以及广东徐

图 砖叙壤母厦及其发育的水稻土的差热曲袋

简的另外二个标本 斗
、

斗 , 。号 与前远

标本有所不同
,

虽然粘土矿物 仍以 高岭类为

主
,

但三水绍石合量却大为减少
,

同时有明显

的壕脱类矿物存在
,

差热曲梭上 低温 吸热谷

的变大
。

吸着水和代换量的增高
,

都指 明这一

点
。

檬脱类矿物的晶层简距
,

族吸收水分子

的多少而变化在 月
。几 之固

,

附 表 中

号标本的 入谱擒和 号标本

的 入谱接以及图 中 斗 斗 号 标 本 的

入 的小衍射攀即为漂脱类矿物所有
。

我

们敲为这类土壤中的璞脱类矿物
,

有 的来 源

于其前身
。

但是
,

也有的是在水稻土成土过

程中 由于人为耕种的影响而产生的
,

关于 这

一点
,

在后面 还要言炎到
。

本类水稻土舍氧化跌量很高
,

从差 热 曲

被和 射技衍射数据判断
,

应以 含水氧化铁

为主
。

石英合量很少
,

为本类土壤的又一特

点
。

号标本可能舍有少量迪开石 入谱校
。

典型的砖扛壤是由玄武岩
、

石灰岩
、

扮岩等基性岩石在热带地区握张烈的风化作用而

形成的
。

盐基淋失殆尽
,

并由于脱硅的桔果
,

聚积了大量的铁绍氧化物
,

粘土矿物粗成也

较筒单
,

以高岭石一三水剑石一赤跌矿为主阳
。

在长期种植水稻以后
,

粘土矿物仍以高岭

类为主
,

但三水貂石 明显减少
,

同 时形成了不同量的豢脱类矿物
。

采自徐图 的标本可做为

砖扛壤发育的水稻土的典型代表
。

二 酸性母岩风化物和杠壤发育 的

水稻土

这种水稻土广泛分布于长 江 以 南 各

地
,

特别是酸性岩石的山 区和丘陵地区分

布更多
。

我们从江西
、

广东采集了一部分

由花岗岩
、

片岩风化物和扛壤发育 的水稻

土
。

进行了鳃定
,

其桔果分别列于表
、

图

和附表
。

由图 差热曲校看出
,

这些水稻土都

是以高岭类矿物为主
,

义。一兜。℃ 的大吸

热谷和 。。 ℃ 左右的放热攀为其指示热

〕

宁、一 江上

资 一

宣 一

工

工

江土 刀

江土

图 酸性母岩风化物及扛褒发育的水稻土的差热曲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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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

2 7 5 ℃ 的小吸热谷的出现
,

表明有少量三水
一

绍石存在
。

从附表 2 看出
,

这些标本中

都舍有一定量的云泰
,

10

.

0 入为其特帜谱接
。

粘粒的氧化押含量
,

除了 32 010和 32012 两

个标本外
,

都在 2
.
。一2

.
3% 之简

,

也可征实云泰的存在
。

从 x 射接衍射数据和差热曲枝
,

还可看出大部分标本有朦脱类矿物存在
。

附表 2 中的江土 32 和青 斗一
。
二标本的 巧丹和

14
.
6入藉袋即为檬脱类矿物的特帜谱袋

。

差热曲摇上低温吸热谷较大
,

和代换量较高等也

表明有少量檬脱类矿物存在
。

由片岩风化物发育的江土 1幻 号标本
,

从其吸着水较低和

代换量也低来推断
,

宅佣一般不含壕脱类矿物
。

花岗岩风化物和肛壤发育的水稻土都合

有一定量的石英
,

而片岩风化物发育的水稻士
,

石英合量较少
,

这由附表 2 的 X 射袋衍射
数据中

,

3

.

33 一3
.
3。入谱接的弦弱可以看出

。
2.

68 一
69入谱擒示明标本中有少量氧化铁

和含水氧化跌存在
。

青 、一
。

标本有一6. 2 , 入的弱谱擒
,

表明有少量杆 敛矿 (下一F 屯。
, ·

H

2
0

) 存在
。

因其热变化温度与三水貂石相近
,

在差热曲技上被三水绍石所掩盖
,

没有显

示出来
。

在本类土壤中
,

3 2 0 加和 320犯 号标本的代换量
,

全押量和吸着水量都低
,

而拮合水

较高
。

桔合其差热曲接来推断
,

此标本以高岭类矿物为主
,

而云泰和漾脱类矿物合量极

少
。

可能这是因为敲土壤系处于高温多雨的热带地区
,

其母盾已遭受弦烈的杠壤化作用
,

矿物粗成以高岭类为主
,

母质 的这种特点
,

也反映到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粗成上
。

( 三) 第四耙杠色粘土发育的水稻土

这类土壤分布很广
,

北从浙江
,

南到广西都有分布
,

特别在华中的江西
、

湖南等省
,

所占

面积更大
。

我们以浙江
、

江西
、

湖南所采集的标本为例来砚明
,

其精果分别列于表 3
、

图 3

和附表 3
。

差热曲技中明显的 多60 ℃ 的 吸热 谷和

98 0℃的放热肇表明
,

高岭类为本类土壤的主

要粘土矿物
,

但其谷攀较少
,

可兄合有一定量

的热惰性矿物
。

从 X 射修衍射数据看出
,

每

个标本都有极弦的石英特帜谱接(3
.
33 一3

.
36

入
,

1

.

82 入
,

1.5

、入
,

1

.

3 7 入)
,

指明有多量的

石英存在
。

本类水稻土普遍合有多量云泰
,

附表 3 中的 10 入谱技校弦
,

和表 3 中粘粒的

I00
0C 1000

“

C

2 7
(j9

3

进2一a

进2一
c

29 3 13

2 9 3 1 5

图 3 第四耙杠色粘土发育的水稻土的差热曲搽

全押量较高
,

以及差热 曲接上中温吸热谷温度较低
,

其热变化的开始温度也较低
,

且变化
援慢等

,

都征明有多量云泰存在
。

在进 2一
。
标本的 x 射接衍射图谱上

,

巧
.
8入为一弱的

扩散谱接
,

宅与 10 入谱修已建在一起成为一条带
,

这一方面靓明有檬脱类矿物存在
,

同时

也砚明云泰正向漂脱类矿物棘化
。

其他标本
,

从差热曲技和代换量来判断
,

都有少量朦脱

矿物存在
。

( 四) 紫色土发育的水稻土

紫色土是由紫色砂岩或紫色真岩形成的
,

因合基性矿物鞍多
,

紫色土。般为中性或微

碱性
。

本类水稻土在江西
、

云南
、

四 川等省都有分布
。

我佣以采自江西赣州和云南曲靖的

两个剖面为代表
,

砚明其粘土矿物祖成
。

表 4
、

图 斗和附表 4 分别列出了敲标本的有关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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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 卜 l 上5 号标本的 x 月J
一

牌衍射数据中
,

看到有 10
.
1入 和 7

.
扮入两条中弛度的谱

被
,

表明少匕标本合有钓等量的云泰和高岭石
,

差热 曲谁的形状
、

全钾合量
、

阳离子代换是以

及吸着水和精合水合量等都指明 此标本以云
IOO C 1()(){)

一

(

:
/ 一气一一, ~ , 一介、

厂
,

一
泞丫

汪 上1价

、
\ :厂少

汾一卜从
火

丫

一
..、

心尸卿一一
、

了
~
一
产广
一
2()40‘ 4

( 母笙泛)

、护厂

\ 一
33862

一丫厂
,

一
了厂叮一下下一厂卜 :38:4

~ 义才少补一卜从侧/ 芍产布- 二一
下

,
几

渭系
图 斗 紫色土母质及其发育的水祀土的差热曲搔

泰和高岭类矿物为主 从 X 只林封行洲图谱 匕

清楚的看到 10
.
1入孟翻妇句板角度扩散

。

形成

一条带
,

它的另一边 沿在 巧
.
、凡处

。

其柏对弦

度为3
,

我们推想这是 由于部分云 走珍类矿物在

向其他粘土矿物搏化过程中处于过渡阶段听

致
。

从标本的代换量不高这一点来推断
,

其

产物可能 是释泥石
。

而不大可能 是代换量高

的檬脱石或
‘

颐石等
_

由紫色士发育的 另 一标 本 3386斗 与江

土 115 有显著不同
,

差热 曲楼 上皮 有作 为

�

高岭石的特征热反应
。

从 X 射楼衍射图藉上

阳
.
1 入弦的藉援的存在

,

和粘粒合押量校高
,

指明此标本以云泰为主
。

,

机据化学方法蕴定
,

x 射提衍射图 土出现的相对弦 度为 、 的 抖
.2入谱被

。

不是蚜石(甩表 劝
,

但如果全归之为

檬脱类矿物衍射所致
,

助代换量似嫌稍低
,

拮合图治
_
上 7

.
12 入弱甜披的存在来考虑

,

标本

中除含有少量檬脱类矿物外
,

可能筒有少量释泥石存在
二)

此外
。

两个标本都舍有一定量的

石英 (3
.3、入

, 上
,

82 入
,

:

.

抖入) 和合水氧化 跳 (、
.
片 A

,
2

.

o g
A

。 乙斗。入)
。

差热曲援上

2 7弓℃ 的小吸热谷表明标本中存在少量的三水绍石
_

上述两个标本的粘土矿物相成的差异
。

可能主要是 由于两种土壤的发育程度及其 紫

色土母质的矿物栩成不同所致
-

(五) 石灰岩堆积物发育的水稻土

这种土壤主要分布在广西石灰岩地区
。

其他各地 也有分市
。
由于发育在石灰岩母厦

士几
:
因此

,

一般 pH 蛟高
,

多在 7 以 上
二

本类土壤质地钻重
。

水分渗透不 良
二

我侧以广西宜

山和 罗城的两个标本为例
,

来税明其粘土矿物栩
_
成 图 弓为其差热曲楼

,

表 5 为其化学性

盾
。

附表 弓为其x 月寸彼衍 射数据

在附表 , 中 3 3书 1号标本有 抖
.
6入最弦

谱梭
,

表明这类土壤合有大量漂晚类矿物
。

但

从差热曲接和 x 射系剔厅射数据来亏
。

与典型

的i豁悦石不完全符合 根据成土条件和 前人

对石灰盾水稻 田 的研究即
」。 我俨J推想可能存

在相当量的囊脱石
,

在附表 弓 中我们引录了

337肠

泌7J7

、公{犷
二

气一~
路731

口 气 石灰岩堆积物发育的水稻土的差热曲袋

囊脱石的 X 射浅衍射数据 川 。

把这种土壤 的 x 射技衍 时数据与其比校
。

发现 各谱被颇为相

近
。

差热曲枝 上 5 00 ℃ 左右的吸热谷可能部分是由淡股石所引起
,

这种 上壤中高岭类矿

物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

同时也有不同量 的三水剑石存在 33735 和 33737 号
.
标本的粘土

矿物祖成与 33731 笼本一致
。

本类土壤都合有少量针跌矿(
。一F 赴0

: ·

H

Z〔力
,

差热曲挽欠
“多。℃ 左右的小吸热谷为其特征 3373‘号标本还舍有杆跌矿 (:

一F
C Z
O 厂 H 刀 )

)
从x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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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衍射图谱上 6
.
2 入藉概的出现可知

,

在差热曲拔上杆敛矿的吸热谷温度较卦敛矿稍低
,

因之被三水貂石的吸热谷所掩盖
。

从 X 射接衍射数据看出
,

这类土壤含石英很少
。

在
33731 号标本中可能还有少量迪开石 (夕

.
8入谱接)

。

由于本类土壤的粘土矿物比较复杂
,

根据现有材料还不能做较郭耙的区分
,

很可能还

有其他矿物未被蕴定出来
,

这有待今后的进一步工作
。

( 六) 沉积物发育的水稻土

江河的新老冲积物
,

湖泊沉积物
,

和某些地盾时期的沉积物
,

如下蜀黄土物盾等发育

的水稻土都属此类
。

这类水稻土遍及全国
。

我们选用的标本
,

包括珠江三角洲冲积物
,

福

建九龙江下游冲积物
,

鹜塘江滨海冲积物
,

长江中游老冲积物
,

太湖老湖积物
,

长江下游新

冲积物
,

下蜀黄士物盾
,

及河北海河冲积物等发育的水稻土
。

其有关桔果列于表6
、

图 6 及

附表 6
。

从所得的材料来看
,

分布在不同地区的

本类水稻土
,

其粘土矿物粗成也有所不同
。

分

布在华南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及福建九龙江下

游的水稻土
,

其粘土矿物祖成以高岭类和云

泰为主
,

并含有少量三水貂石
。

从差热曲袋
、

X 射援衍射数据以及代换量
、

全钾量 等都可

看出
。

龄塘江下游冲积物
。

长江中
、

下游各种

沉积物以及海河下游冲积物等发育的水稻土

刻大多数以漂脱类矿物和云泰为主
。

高岭石

含量很少
,

在差热曲袋上已表现不出其 典型

热反映
,

只在x 射援衍射图上有弱的 7
.
1入的

谱拔
。

黄塘江下游冲积物
、

长江下游新冲积物

及海河下游冲积物发育的水稻土
,

较 其他 沉

积物盾发育的水稻土
,

合云泰较多
。

常 斗一
。

标本的差热曲接上 33 。℃ 有一放热攀
,

我们

根据士壤特点推想
,

可能是硫化跌 引起 的
。

孩标本的采集地点 的 地势低挂
,

土壤底层的

还原条件异常竣烈
,

被还原作用生成 的亚铁

和硫化氢
,

可能桔合成硫化跌存在于土壤中
。

由各种沉积物发育的水稻土普遍的都舍有一

定量的石英
。

在以漂脱类和云泰为主要粘土矿
.
物的土

壤中
,

很可能存在中度风化 的膨胀性矿物蛙

石
,

但其最弦的(002 )晶面所衍射的谱技与豢

脱类矿物(001)晶面的衍射袋极难分辨
,

而其

他各极衍射接又甚弱
,

因此从 x 射修衍射图

上不能赣别出蛙石的存在
。

有人[01 发现当蛙

100
0C IO00OC

孝1476

孝1478

孝1492

孝 1494

_
L I一 a

上3一
a

宁普87

宁普89

33746

3 358 3

335拓

常4一
c

3 4 0 4 5

3 4俐7

339 !6

33918

4272

图 6 各种沉积物发育的水稻土的差热曲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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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用 N H 才鲍和后
,

用 N ao H 可以全部将兹蒸鳃出来
,

而用 K O H 则蒸出的量极少
,

但斑脱

土
、

云泰等矿物并无这种特性
。

我佃利用蛙石的这种对铁固定的特性
,

作为蕴别其存在的

阻略方法
,

分析拮果列于表 7
。

表 7 不同母臀盆育的水稻土的粘粒部分 (< 2微米)对 N树 的固定

蒸出纹量(毫当量/百克)

标 本 号 士也 点 母 盾
N ao H 蒸翩 K O H 蒸翩

固定 N 时 量
(毫当量/百克)

QOn�,�43,才4Q曰

只目只�夕哎巴J了6n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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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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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O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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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j
4
,j
232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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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f月JCU,j门为,了1111夕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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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了O‘�21.‘q�0,j,j内‘J汁庄二,jJZ咋j

44
J2
4
,j

23
,‘
2孝 1478

上 1一
a

上 3一
a

长江老冲积物

长江新冲积物

6
.
3

宁普

宁警

27386

33746

6

5

10
下 蜀 黄 土

(黄土母盾 )

老 湖 积 物

�.l.
r

,
�了02只QO

一 O

…
一||川训州川川川日日训|

|

紫 色 土

石灰者堆积物

2
。

9

3

。

4

由表 7 看出
,

长江新
、

老冲积物和下蜀黄土
一

母盾发育的水稻土都合有蛙石
,

如果蛙石

钓代换量以每百克 100 毫当量估针
,

则上述土壤的粘粒中豹含 5一10 % 的蛙石
。

太湖老

湖积物发育的水稻土对 N H 才的固定很少
,

所以
,

推想这种水稻土中不舍蛙石
。

石灰岩堆

积物发育的水稻土中
,

广西宜 山的两个标本看来似乎有少量蛙石存在
,

但罗城的标本和云

南紫色土发育的水稻土似乎不存在蛙石
。

下蜀黄土母质(2 73 86号标本)与其发育 的水稻

土对 N H 才固定量很相近
,

因此有理由款为
,

此种水稻土中的蛙石
,

来源于宅的成土母盾
,

而不是水稻土发育过程的产物
。

为了便于比较
,

将各类母盾发育的水稻土的主要粘土矿物粗成粽列成表 8
。

表 8 不同母暨翌育的水稻土的宝要粘土破物粗成

成 土 母 质 } 主要分布地区 主要粘土矿物 次要粘土矿物
某些情况下出况

的矿物

砖叙壤

酸性岩石风化物和
杠壤

第四未己叙色粒土

紫色土

南方热带地区

华南
、

华中山区和
丘陵区

华中丘陵区

江西
、

四川
、

云南等
省

广西等地区

高岭类
,

三水铝石

高岭类

含水氧化数

云泰
,

檬脱类
,

石英

蒙脱类

杆数矿(心土层)

石灰岩堆积物

高岭类
,

云泰

云泰(或云泰和高
岭类)

高岭类
,

朦脱类(囊
脱石为主)

石英
,

豪脱类

粉泥石
,

朦脱类
,

含
水氧化铁

,

石英

三水绍石 杆数矿(心土层)

冲积物
,

沉积物

高岭类
,

云泰

朦脱类
,

云泰

石英
,

三水铝石

高岭类
,

石英
,

蛙石 硫化铁(底土层)

由表 8 中列 出的精果 明显的看出
,

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粗成与其母质有密切的关系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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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它批承了母盾的矿物祖成
,

但在成土过程中又发生着变化
,

这些变化将在下面

敲到
。

二
、

水稻土形成过程中粘土矿物的变化

(一) 水稻土形成过程中粘土矿物粗成的变化

水稻土在形成过程中
,

除了在肥力特性和剖面形态等方面迅速发生变化以外
,

土壤的

粘士矿物粗成也发生着变化
。

下面就水稻土和它的前身比较
,

分为三种隋况来视 明
。

1

.

富有含押矿物的土壤
,

在水稻土发育过程中矿物变化比较明 显
。

紫色土及其发育

的水稻土(紫泥 田 )可以作为例子
。

表 9 紫色土及其盆育的水稻土粘粒的化学性矍

标 本 号

…
地

』

、

…
(羹办。

恳。

…:
K。。%
尹…

“ (寡)“

江土 113 (水稻土表土 ,
} }

18
·

8

{

3

·

丁斗

{

9 9

江土 “5 (水稻土表士夕
}

江 西 赣 州
}

‘8. 3

… 乡
6“

…
”沼

2 , 斗0 4 (紫色土母盾) } …
‘3

·

z

{

”
·

Z ,

…
万

·

3

: { { ) :

)
羹:奎〕;{…一 …::

一

: ……
·

}
: …;

一

!

表 10 紫色土母臀及其登育的水稻土的 X 射楼衍射数据

江土 115 (水稻土)
(大’

I

}

、(入)

2940斗 (紫色土母盾)
(
妇

介、成�O
廿

,J气」

5
气j�111

气no03

?

斗,‘斗,j
�
汇
�
胜OQ口只�

.

……
7�,‘,一勺‘1山l,‘‘

)

Z

k
勺乙,�门j�,

.刀

n勺今一勺�[夕

J
( 入)

15
.
4

10
.1

7
.12

4.97

4
.
5

4
.33

4
.
17

3
.
8夕

3
.
6 6

3
。

4 8

3

.

3 斗

3
.
2 0

2
.
9 8

2
.
8 6

2
.
丁9

2
、

7 0

2

.

5 夕

2
.
5 3

汀( 入)

10 1

7
,

0

斗
。

9 4

斗
.
4 7

斗
.
2丁

斗
.
0 5

3
.
8 1

3
。

6 夕

3
.
5 1

3
,

3 斗

3
。

2 0

2

.

, 9

2
.

8 6

2
.

) O

2
.

5 8

2
.

3 3

2
.

4 6

2
.

3 8

2
.

2 6

2
.

2 0

d ( 入)

2
。

1
2 3

1

.

9 9 0

1

.

8 3
5

1

.

8
1

0

1

.

6 9 1

1

.

6 5 0

1

.

5 9 6

1

.

5 3 3

1

.

5 0
1

1

.

斗斗5

1
.
3 7 2

工
.
3 头6

1
.
2 9 3

1 2 4 1

1
.
1 8 2

l
,

1
6 0

1
0

5
0

bb b

l

,j11,j,乃,j,乃
Jd .,一月,

3
,‘

工J‘卜/11厂0
.
斗0fln只5

�
6201今连
.月

�
胜

..

…
一.
1I
L‘
1.11
曰.
L

,J工jJ��。
5
0少�‘,一,一
J
什,j

9

IL

-

,jrll,

)

外4

3夕、

兹: (大)是用道径 1拼
.
6 毫来照象机摄藉

,

( 小)是用 劳
.
3 毫米照象机摄藉

,

以下皆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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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9 看出
,

由紫色土母盾发育成水稻土后
,

化学性盾有了显著的改变
。

代换量和精

合水增高了
,

全钾量减少了
。

由图 斗差热曲梭也清楚的看出
。

紫色土发育的水稻土的矿物

粗成与其母厦有了明显的差别
。

2 9 斗。斗号 (紫色土母盾 )标本的主要粘土矿物是云母和云

泰
。

另外还有少量高岭石和檬脱石
,

当发育成水稻土后
,

云母
、

云泰大为减少
,

高岭石却增

高了
。 ,

因此 x 射接衍 射数据中 (表 10) 1。入谱技的弦度从 9 减弱到 , 。

而 7
.
1入谱援弦度

从 3 增孩到5
。

3 3 8 弓4号(母质)标本的主要粘土矿物为云泰和云母
,

发育成水稻土后
,

云泰

和云
一

母减少了
,

而漂脱石及其他具有低角度衍射的膨胀性矿物增加了
。

从x 射技分析还可

看出
,

紫色土母盾舍有押长石 (3.2 。入)
,

而水稻土中儿乎不存在
。

从上述的例子中
,

可以

得到这样的款藏
:紫色土母盾的粘土矿物主要是云泰

、

云母等
, ’

它佣在水稻土发育过程中

担水解
、

脱钾作用部分变成 2
:1型膨胀性矿物

,

有的 2
:1型矿物进一步脱硅变成高岭石

。

母盾中的钾长石在水稻土发育过程中也 因脱钾等作用而变为高岭石
。

2

.

中量合押矿物的土壤
,

在水稻土发育过程中矿物虽有变化
,

但不十分明显
。

从表 11

表 n 下蜀黄土母臀及其盗育的水稻土的粘粒的化学性直

。 * 、 …
。 l, 、

}
代 换 量 {{

全 钾
f

箱 合 水
标 本 号 } 地 点 } 、咨沐

.
』手
:。
澎认

、 ’

{ 专二 。附 钾 }
”、目 , 层

、

小‘ ”

l

‘匕
‘

饿
{
(毫当量 / , 0 0 克)

} (K
”
o % )

}
( % )

宁“ 87 (水稻土‘土 )
… }

“2
·

7

…
2·

6 夕

{

”
·

2

宁警 ””(水稻土
J
。土)

}
江 苏 南 京

{
”‘

·

“

…
2·

5 “

}

‘。
·

2

2 7 3 8 6

( 母质) } }
3,

·

5

】
”

·

u
6

}

‘U
·

6

看来
,

成土过程中脱押作用斡弱
,

全钾量从
一

母盾的 3
.
06务减低到 2. 6务左右

。

由于脱押

而生成的漾脱类矿物不多
,

因之水稻土的代换量较母质增加不大
,

在脱抑作用较弱的情况

下
,

脱硅作用更为微弱
,

高岭石未兑增多
,

因此水稻土的拮合水含量并未增加
。

从图 夕差

热曲接上也看不出母盾与水稻土有什 么 差

别
。

在 X 射摇衍射数据 (表 12) 中
。

水稻土

的 10 入谱接的弦度较母质只稍微减弱
。

从 x

射擒分析还可看出
,

母质中 的氧化铁主要以

卦 铁 矿 (a一Fe
Z
o 3

·

H

2

0

) 形态 存在 价
.
1, ,

2

.

69 入)而在水稻土的心土层RlJ 部分 形成杆

敛 矿 行
一
Fe
Z
o

。
·

H

2

0

)

,
6. 3 入 为 其特帜 谱

接
。

1 ()O

”

C I
(j0

0

0

C

宁普87

宁普89

飞
‘

图 7

2738 6

(母直)

下蜀黄土母盾及其发育的水稻土的差热曲楼

下蜀黄土母质与发育的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祖成的差异
,

不如由紫色土发育 的 土壤明

显
,

主要的系由于
一

下蜀黄土母质所合钾矿物较紫色土为少
,

但前者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和

紫色土所在的赣南
、

云南地区
,

生物气候条件和耕作制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
,

也是一

个重要原因
。

3

.

基本没有或仅有少量含抑矿物的土壤
,

在成土过程中粘土矿物的变化与 上述两种

情况不同
。

我们以热带地区砖扛壤发育的水稻土和花岗岩杠壤发育的水稻土 为 例来孟

明
。

由表 13 看出
,

这类水稻土的代换量
、

全钾量都较母盾为高
,

而拮合水一般却较低
。

这

可能是 由于高度风化的母盾在灌溉
、

施肥
、

耕作等人为活动的影响下
,

在一定程度上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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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下蜀黄土母臀及其盆育的水稻土的 X 射徒衍射数据

宁普 89 (水稽土)
‘大 ,

2 7 3 8 6
(母盾)

(大 ,

武 入)

b
.
b

3lj4
,
111

3

112
1
.L

3

,j1111
,
1

,
1

1 5

.

0

1 0

.

1

7

.

2

武入)

2
。

1 2 4

1

.

9 8 8

1

.

8 2 0

1

.

6 夕5

1
.
6 5 3

l
。

5 3 6

1

.

5 0 1

1

.

4 4 8

l

。

3 8 0

1

.

3 7 0

1

.

2 8 7

1

。

1 9 斗

1
.
1 7 9

1
.
0 7 9

、、,Z

门了卜了亿

b

e少两2
3

吸.几11
4
门j021上
333
片jl人

33
11

、
、

…
6哎JZ

d
( 入)

14
.
2

10
.
0

bb

4
,
上均j,J夕七11

,111砂勺了

,j,J211,j

�.几,、1且
93

,几,且,
.

,‘‘,J
4

斗
,上
22
11

d
卫,上,上IA

7
.
2

6
。

3

4

.

9 4

呼
.
4 7

4
.
2 3

3
.
8 6

3
.
6 6

3
.
4 8

3
.
3 3

3
.
18

2
.
9 6

2
.
8 1

2
.
6 6

2
.
5 5

2
.
魂6

2
.
3 7

2
.
2 7

2
.
2 3

2
.
1 9

d ( 入)

2
.
123

1
.
990

1
.
9夕6

1
.
8 2 5

1
.
8 0 5

l
。

6 8 7

1

.

6 5 3

1

.

5 3 4

1

.

斗9 5

1
.
4 4 8

1
.
3 3 7

1
。

3 6 8

1

.

2 9 5

1

。

2 8 5

1

.

1 9 5

1

.

1 7 8

1

.

0 7 9

1

.

0 3 2

5

.

0 2

4

.

4 夕

4
。

3 0

4

.

1 5

3

。

8 9

3

.

6 9

3

.

4 8

3

.

3 4

3

.

2 0

2

。

9 7

2

.

8 3

2

.

6 9

2

.

5 7

2

.

5 1

2

,

4 5

2

.

3 夕

2
.
2 8

2
.
2 4

2
.
2 0

表 13 碑杠壤
、

花岗岩杠壤母置及其盗育的水稻土粘粒的化学性置

标 本 号 地 点
(毫当量/ 100 克) (K

,
O % ) ( % )

3 2 0 1 0
( 水稻土表土)

32 012 (水稻土心土)

2 7694 (叙壤母质)

广东博罗

广东广州

12
.
9

11
。

5

7

.

2

l

。

1 1

1

.

2 6

1

.

0 4

1
3

。

8

1
6

。

4

0

.

3 8

了哎�月一

2 7 9 5 1
( 水稻土表土)

27953 (水稻土心土)

28056*(砖叙壤母盾)

广东徐背

10
.
9

9
.
6气

5

。

2

。

2 9

.

I U

1 7

.

1
6

。

�了只一j11
.

…
丹‘
斗
一,

�
乙,上,上,上月

1

3 4 7 4 8

*

( 水稻土表土)

3 4夕50 水
( 水稻土心土)

347 52
*
(水稻土潜育层)

28 05 6
*
(砖杠l襄母盾)

广东徐背

24
.
6

20
.4

17
.
9

5
.
2

0
.
17

0
.
15

0
.
17

0
。

1
0

*

此标本系 < 1 微米粘粒
。

生
”
( 即复硅作用和复盐基作用 ) 的桔果

。

从表 执 中看出
,

N
a 2

0 合量以及
510 2

A120 3
分子比和

510 2

RZO 3
分子比都较母盾为高

。

水稻土粘粒的 Si q
,

K 必 和

值得注意的是种植水稻较

久
、

肥力较高的老水稻土 (347斗8一347咒 号标本) 与母盾之简的上述差异
,

上匕肥力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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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些叙攘母茸及其翌育的水稻土粘粒的化学粗成 (%)

R ,
0

3

305651冲
1山刁.工,二11leses

l

esesee冷
刁飞J
61
112‘-

l

,
l

�,人口夕,工,‘
2
,41上山朽49以科

一00000一净
rz075

马‘一1人目‘几,
L‘
日

..

…
n�on�0�U|;
.!1.1!一1 1

.

8 3

1 6

.

1 斗

1 8
.
7 7

9
.
2 6

1 8
.
1 4

l
!

.ll

l
ee
.

!

.

叨卯20卯2935刀322833佗68卯6750
111.二,上,月司月1

男洲%28知353236刊如
279 53

34夕4 8

3 4 7 5 0

3 4 7 5 2

2 8 0 5 6

(水稻土
』

公土)

(水稻土表土)

(水稻土心土)

(水稻土潜育层)

(砖叙壤母盾)

2
瀚号标本

加
于 2微、粒

,

其

一
为
祷 i丽又蕊寡藏燕霖

3斗7 呼8

3 4 7 5 0

3 斗7 5 2

2 8 0 5 6

(砖杠壤)

图 8 砖赶褒及砖叙壤发育的水稻土的x 射换衍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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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水稻土 (27951一279” 号标本)要显著得多
。

从图 1差热曲接清楚的看出
,

幼年水

稻土 (279, 1 ,
2 7 好3)的曲援形状与砖杠壤母盾 (28。, 6 号标本 )甚为相似

,

而老年水稻土

(2斗7斗8一2村犯)粘粒的差热曲接中指示三水貂石的吸热谷(275℃)显著变小
,

表明其三水

貂石舍量显著降低
,

同时自剖面的底层向上
,

高岭石有减少的趋势
,

而代之以代换量较高

的豢脱类矿物
。

从老水稻土及其母厦的x 射接衍射图谱 (图 s) 来看
,

与上述拮果完全一

致
。

从图 8 中已能看出
“复生

, ,

作用最弦的水稻土表层 (3斗7 4 5) 有作为漂脱类矿物的特帜

衍射肇 (抖
.
7 入)

,

而心土和底土则衍射肇不明显
。

从表 1斗看出
,

水稻土的氧化铁舍量比

母盾大为减少
,

因之在x 射裁衍射图中
,

水稻土的 2
.
69 人衍射攀较母盾为小

。

从上述三种情况来看
,

在水稻土形成过程中
,

由于灌溉
、

施肥
、

耕作等措施的影响
,

水

稻土的粘土矿物也发生变化
。

如果前身富合押矿物
,

其粘土矿物祖成的变化明显
。

含钾

矿物较少者
,

变化也小
。

基本上没有舍钾矿物存在的砖扛壤发育成水稻土时
,

其粘土矿物

有复硅和复盐基作用发生
,

我们称宅为
“复生

, ,

过程
。

( 二) 表层与心土层粘土矿物祖成的异同

从水稻土的剖面形态来看
,

表层与心土层有明显的不同
,

表层受耕作特别是长期清水

的影响
,

使部分物盾被还原而随渗漏水向下移动
,

到了心土层以后部分物盾
,

特BlJ 是戮
、

锰

等重新淀积
,

使上
、

下层在剖面形态
_
上有很明显的区别

。

但在粘土矿物粗成上的差别就不

这样明显
。

从我们已有的桔果来看
,

广西宜山石灰岩堆积物发育的水稻土 (3373, 号标本

为表土
,

3 3 7 3 7 号标本为心土)
,

和江苏常熟 由老湖积物发育的土壤 (常 4一
a
为表土

,

常

4一
c 为心土)

,

宅们的表土斡心土舍有较多的漾脱类矿物
,

这 由表土代换量的较高和全钾

量的较低
,

以及差热曲楼的形状(图 的可以看出
。

由砖杠壤发育的高度熟化的水稻土的表

土 (3斗7斗8 号标本 )较心土 (347多。号标本)的代换量稍大
,

其差热曲拔(图 1) 也稍有不同
,

推侧表土的高岭类矿物稍少
,

而豪脱类矿物稍多
。

其他水稻土表层与心土层的粘土矿物

粗成可能也有少静差异
,

但限于我们所用方法的精度
,

而分辨不出来
。

表层与心土层粘土矿物粗成上的差别
,

主要是人为活动的拮果
,

一方面在人工创造水

稻土的过程中
,

矿物发生了蒋化
,

但是
,

更重要的是人侧的施肥
、

耕作等农业措施所产生的

影响
,

对某些土壤来税
,

后者还起了主要作用
。

农民长期施用土肥
、

河泥
,

有时加入大量的

客土来改善土性
,

这样就带入了一些与土壤中的粘土矿物并不完全相同的粘土矿物
。

如

常 4 号剖面
,

其表层 (常 4 ~ ) IL 乎完全是历年来加入的客土而造成的
,

所以其粘土矿物

祖成与心土有明显的差别
。

( 三) 潜育作用对粘土矿物的影响

处在地势低洼
、

地下水位较高的水稻土
,

下层由于受地下水的影响
,

长期处于弦烈的

还原条件下
,

因而出现灰蓝色到灰白色的潜育层
。

一般都款为潜育层在弦烈的还原条件

下
,

不仅使一部分氧化铁还原淋失
,

而且土壤的粘土矿物也发生显著的变化
。

为了查明潜

育作用对粘土矿物的影响
。

我们进行了部分工作
。

表 1。
、

表 16 和图 9 为对第四耙扛色裕
土发育的水稻土的鳃定拮果

。

上述材料表明
,

潜育层的粘土矿物井未遭受较其上部土层

更深刻的淋溶作用
。

2 7 0 8 7 号标本(潜育层 )和 27093 号标本(表层 )
,

无渝从差热曲技
、

考

射接衍射数据上看
,

都极相 同
,

从代换量
、

全钾量和拮合水来看
,

表层的淋溶作用似乎反铆
潜育层 明显

·

另一潜育层标本 (“93 ‘“号 )与其上层土壤比蛟
,

各指标材料也甚为相同
,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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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巧 第四祀缸色拈土盗育的水稻土表层
,

心土层和潜育层的化学性臀

标 本 号 地 点

27093 (表层)
27087 (潜育层)

浙 江 义 鸟

代 换 量
{

全 钾
{

精 合 水

擎缨垫兰目擎生
一
阵兰擎一2, ·

6

{

‘
·

, 多

{

”
·

7

2 ,
·

6

】
“

·

) ‘

1

”
·

,

2 93 13
(表层)

293 15 (心土层)

2 93 18 (潜育层)

10
.
7

湖 南 长 沙

20
.
9

23
。

8

1 8

.

5

2

.

5 7

2

.

7 8

2

.

7 4 1 0

.

1

表 16 第四耙杠色粘土盗育的水稻土的潜育层和上层土攘的 X 射挑衍射数据

27093(表层)
‘小’ 2 7 0 8 7

(潜育层)
(小’ 2 , 3 15 ( 心土层)

(小 ’ 2 9 3 1 8
(潜育层)

(d、 ’

d
(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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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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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斗 } 7
。

1 2

‘
·

4 9
2

1

s b

‘
·

“4 8

…
2

‘
·

弓72

…
6

工
·

2 , ,

}

“

‘
·

Z

签i}
3

工
·

z , )

{

3

‘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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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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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2

{

任

‘
·

’5 2

{

“

‘
·

。吕U

}

“

‘
·

“斗8

…
3

1·

日, ,

}

”

‘
·

。‘3

)

3

。
’

_
5 ,

…
”

1 0
.
1

7
.
12

4
.
9 今

4
.
5 4

斗
。

3 0

3 7 斗

3
.
5 3

3
.
3 8

3
.
0 2

2
.
8 4

2
.
69

2
.
5 8

2
。

4 6

2

.

3 6

2

.

2 8

2

.

2 2

2

.

1 3

1

.

9 9 5

1

.

8 2 0

1

.

6 9 8

1

.

6 5 3

1

.

5
4

0

1

.

4
9 5

s d

岑

: ; :

l

。

4
5 6

1

.

4
2

9

l

。

3 7 2

1

.

2 9 9

1

.

2 8 7

1

.

2 5 5

1

.

1 9 8

1

.

1 8 0

1

.

1 5 3

1

.

0 8 2

1

.

0 4 5

1

.

0 3 5

1

.

0 1 5

1 0

.

2

7

.

0 3

4

.

8 5

4

.

4 3

4

.

2 3

3

.

6 9

3

.

5 1

3

.

3 3

今

2

.

9 6

2

,

8 3

2

.

6 9

2

.

5 5

2

.

4 4

2

.

3 6

2

.

2 8

2

.

2 0

2

。

1 1 5

1
9 8 2

1 8 1 0

1 6 9 4

1

.

6 5 0

1

.

5 3 4

1

.

斗9 2

1
。

4 5 1

1

.

4 1 5

1

.

3 7 2

1

.

2 8 3

1

.

2 5 1

1

.

1 9 夕

1
.
17 9

1
.
1 5 2

1
.
0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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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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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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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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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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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

4

勺j山1.
d

l

I

J

、

1

2

d

,‘一jl,
、、‘-r

娜

3466"。52,22356211二?15从、到45b210
.
1

7
.2

4
.
94

4
.
50

4
.30

3
.
74

3
.
55

3
,

3
6

2

.

9 9

2 8 3

2

.

6 9

2

.

5 8

2 呼多

2
。

3 6

2

.

2 7

2

.

2 0

1

,

9 8 8

1

,

9 6 5

1

,

8
1

5

l

,

7 0 3

1

.

6 5 7

1

.

5 4 0

1

.

4
9

8

1 4 斗8

1
.
3 7 5

1
。

2 夕9

1
.
2 8 3

1
.
2 5 3

1
.
2 2 5

1
.
1 9 8

1
.
1丁9

1 1 52

1
.
1 4 0

1
.
0 8 1

1
.
0 4 7

l
。

0 3 4

1
0

1 3

0

.

9 8 8

5 } 2

4 } 2

2

.

4 5

2

.

3 6

2

.

2 7

2

.

2 3

2

.

1 9

2

.

1 1 5

2

.

0 5 3

1

.

夕8 2

4

6 b

*
b ~ 宽藉栽

,
d 一 扩散藉袋

。

下皆同
。

未表明潜育层较上部土层淋溶弥烈
。

前面已提到的由砖扛壤发育的老水稻土
,

其底层也

有极明显的潜育现象
。

2 斗7 斗8 号标本为表层
,

2 斗7 5 0 号标本为淀积层
,

2 斗7犯 号标本为潜

育后驴
,

从表 1斗 的化学祖成看出
,

潜育层中 Fe
20 3 较上部土层减少豹一半左右

,

Si
q 和

A1
2。 ,

有所增加
,

但 旦丝2全 分子比并朱明显改变
。

从图 8 、

x 射藕衍射图
、

图 : 差热曲擒和
A I:0 3

表 13 的代换量拮果看出
,

表层较底层
“复生

”
作用更明显些

。

根据以上的研究精果
,

我们敲为水稻土潜育过程的实盾似乎主要是
:
土壤中的游离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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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铁(特别是包在超粒部分的氧化族)受清水的影响
,

部分被还原成亚铁
,

随水流失
,

而对

粘土矿物并未发生特别弦烈的破坏作用
。

土壤的氧化铁极易受土壤氧化还原状况的影响
,

1 0 0 0

O
C

广、、~ 2 9 3 13

口

口洲

、~ 2 93 15

293 18
(潜育层 )

2 70 93

27 0 87
(潜育层)

第四耙扛色粘生发育水稻土的潜育层

及其上部土层的差热曲搔

加之族的各种化合物所具有的颜色有明显的

不同
,

当土壤中 的 铁锰发生还原移动和氧化

聚积等分化作用时
,

在土壤剖 面形态上表现

得非常明显
,

这样就容易使人们造成一种结

觉
,

以为土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其实
,

潜育层

与上层土壤比较
,

除了氧化铁含量有所减少

以外
,

其粘土矿物粗成基本上是相同的
。

看

来土壤的矿物成分 的 改变
,

比活性部分要慢

得多
。

所以在比较短的时尚内
,

水稻土的潜

育化过程
,

所引起的粘土矿物 的 变化不易显

C对丫了�产;J-沪州杏I才02八口|尹/\/\J
J

现出来
。

关于这个简题
,

还要进行更多的工作
。

三
、

水稻土粘土矿物祖成的地理分区

由于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粗成仍受其前身的影响
,

而其前身土壤又受到地带性
、

生物气

候等 因子的影响
,

因此
,

由这些土壤发育的水稻土虽然受到人为活动的一定影 响
,

但其粘

土矿物粗成基本上仍符合其前身所反映出的生物气候的地理分布规律
。

其中有少数例外

情况
,

如某些成土过程较短的土壤和某些握远距离搬运而来的冲积物等所发育的水稻土
,

由于其前身与现在的生物气候环境简未建立平衡
,

因此这种前身发育的水稻土的粘土矿

物粗成
,

与 目前的生物气候条件不完全一致
。

我们根据 已有的材料
,

按粘土矿物粗成上的异同
,

暂时分为下列四个大区
。

( 一 ) 高岭类(三水铝石)为主的华南水稻土区

敦区也就是热带和南亚热带双季稻地区
,

包括南岭以南地区
、

福建东南沿海
、

云南东

南部和台湾南端
。

这些地区气温高
,

雨量大
,

由于农业气候条件优越
,

多是一年三熟制
,

即

两季水稻
,

一季旱作
。

本区的成土母盾有由玄武岩
、

玲岩
、

石灰岩等形成的砖杠壤
,

由花岗

岩
、

片岩
、

千枚岩
、

片麻岩等酸性岩石发育形成的砖扛壤性土壤和砖杠壤化扛壤
,

由紫色砂

岩发育的紫色土
,

以及各种冲积物沉积物等
。

由前两种母质发育的水稻土(如广东徐简的

标本和 32 01。
,

3 2
01

2 号标本)为本区水稻土的典型代表
。

江河冲积物系上游风化物厦搬

运而来
,

由这种
一

母盾发育的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粗成
,

所代表的风化程度一般斡蒸地区的代

表性土壤要浅些
,

如珠江三角洲冲积物所发育的水稻土是以高岭类和云泰为主
。

紫色士

母盾的 自然成土过程的时简尚短
,

由这种母盾发育的水稻土
,

因受母盾的 矿物祖成 的影
一

响
,

所以其粘土矿物不是以高岭类为主
,

而是以云泰或者以云泰和高岭类为主
。

因此这些

土壤的粘土矿物祖成不能做为本区地带性土壤的代表
。

( 二) 高岭类(云泰
、
漾脱类)为主的华中水稻土区

孩区也就是中亚热带双季稻区
,

包括湖南
、

江 西
、

浙江
、

福建和台湾北部
。

成土母盾除

酸性岩石风化物外
,

第四耙杠色粘土也占有颇大的面积
。

本区水稻土的粘土矿物以高岭

类为主
,

但明显的合有 2
:1 型的云泰和漾脱类矿物

,

由第四妃杠色粘土发育者
,

舍云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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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本区水稻土的粘土矿物中还有一定量的石英存在
。

本区水稻土的粘土矿物虽然是以高岭类为主
,

但却含有一定数量的中度风化的云泰
、

檬脱类和石英等矿物
,

而华南水稻土的粘土矿物除以高岭类为主外
,

还有相当量的风化度

更高的三水绍石存在
,

这就是本区水稻土与华南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祖成的根本差别
。

( 三) 漾脱类和云泰(高岭类)为主的长江 中
、

下游水稻土区

敲区也就是北亚热带稻麦两熟地区
。

水稻土发育于长江新
、

老冲积物
,

湖积物
,

以及

下蜀黄土母盾
。

本区的雨量
、

气温较前两区都低
,

适宜种稻的时简只有 , 一8 个月
,

所以多

为稻麦蝙作
,

冬季一般播种小麦或释肥
。
由于本区的 自然气候条件和稻麦翰作的利用方

式
,

使本区水稻士的淋溶作用较上两区显著为弱
,

土壤反应为中性或弱碱性
,

盐基鲍和度

也高
。

本区土壤的粘土矿物以檬脱类和云泰为主要成分
。

其中长江老冲积物发育的水稻

土舍檬脱类矿物多些
,

而长江新冲积物发育的水稻土含云泰多些
,

这可能是母盾的年龄不

同所致
。

除以上主要成分外
,

水稻土中一般还含有少量的高岭石
、

石英和蛙石
。

( 四) 云泰(檬脱类)为主的华北水稻土区

我国华北地区主婴是种植旱作
,

但在水源充足的地方也种植了水稻
,

特别近年来由于

大兴水利
,

因此
,

种植水稻的面积大为扩大
。

本地区大部是一季水稻或水旱翰作
。

这些水

稻土因受母盾的影响
,

p
H 较高

,

有不同程度的石灰反应
,

因为大部改种水稻不久
,

剖面形

态的分化不象南方地区那样明显
。

关于本区水稻土的粘土矿物成分
,

我俩还没有典型的材

料
,

但根据对华北平原的河流冲积物发育的老水稻土 (34 0朽
,

3 4 。斗7 号标本) 的研究
,

宅

们的粘土矿物粗成是以云泰和檬脱类为主
,

我们推想未被再次沉积的华北黄土发育 的水

稻土
,

其粘土矿物粗成很可能含有更多的云泰
。

根据过去对作为本区水稻土的前身的旱

地土壤的研究
,

其粘土矿物是以云泰为主
,

部分的向檬脱类矿物过渡[7,s 1。 对于本区的发

育程度一般简低的水稻土
,

粘土矿物祖成应孩不致有显著的变化
,

这也是我们推断本区水

稻土的粘土矿物是以云泰(檬脱类)为主的一个依据
。

四
、

摘 要

应用 X 射换衍射法
、

差热分析法和化学分析法
,

鉴定了中国主要水稻土区的近六十个

土壤标本
。

粘粒系小于 2微米的部分
。

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粗成与其母盾有密切关系
,

在一般情况下
,

宅糙承了母盾的矿物粗

成
。

不同母盾发育的水稻土的主要粘土矿物祖成可兑表 17
。

水稻土形成过程中粘土矿物粗成的变化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
:
富有舍钾矿物的母

质发育成水稻土时脱钾作用明显
,

粘土矿物有较大的变化
。

中量含钾矿物的母盾发育成

水稻土后
,

粘土矿物祖成的变化很小
。

没有合钾矿物的砖叙壤发育的水稻土
,

在成土过程

中有明显的复硅和复盐基作用
,

在老水稻土中
,

三水貂石减少
,

同时出现了漂脱类矿物
。

水稻土表层与心土层的粘土矿物粗成
,

只有少数土壤有明显差别
,

大多数看不 出差别

来
。

水稻土的潜育层与其上部土层比较起来
,

除氧化跌舍量有显著减少以外
,

粘土矿物祖

成基本上是相同的
。

因此潜育作用 的实质主要是部分游离氧化铁的还原
,

淋失
,

而粘土矿

物并未遭受特别弦烈的破坏
。

根据粘土矿物的异同
,

暂时将中国水稻土分为四 个地理区
:
以高岭类(三水铝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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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了

成 土 母 盾 主要分布地区 生要粘土矿物 次要粘土矿物
某些情况下
出曳的矿物

叙砖壤

敌性岩石风化物和叙壤

第四花赶色粘土

紫色土

南方热带地区

华南
、

华中山 区
和丘陵区

华中丘陵区

江西
、

云南
、

四
川等省

广西等地区

高岭类
,

三水铝石

高岭类

高岭类
,

云泰

云泰(或云泰和高
岭类)

含水氧化铁

云泰
,

壕脱类
,

石

英

石英
,

朦脱类

撇泥石
,

漂股类

朦脱类

杆数矿

石灰岩堆积物 高岭类
,

漾脱类
(囊脱石为主)

石英
,

含水氧化跌

三水绍石 杆铁矿

冲积物和沉积物 珠江
,

九龙江下
游地区

长江巾
、

下游及
梅河下游地区

高岭类
,

云泰 三水铝石
,

石英

豪股类
,

云泰 高岭类
,

蛙石
,

石
英

硫化殊

的华南水稻土区
,

也就是热带和南亚热带双季稻地 区
,

以高岭类 (云泰
、

漾脱类)为主的华

中水稻土区
,

也就是中亚热带双季稻地区
,

以豢脱类和云泰 (高岭类 )为主的长 江中
、

下游

水稻土区
,

也就是北亚热带稻麦两熟地区
,

以云泰(漂脱类)为主的华北水稻土区
。
由于水

稻土的粘土矿物粗成仍受其前身—
地带性土壤的影响

,

因此上述各区的粘土矿物粗成
,

也反映出地带性的特征
。

附表 1 砖杠壤叠育的水稻土的 X 射挂衍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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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酸胜母岩夙化物和杠壤鬃育的水稻土的X 射换衍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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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紫色土盗育的水稻土的 X 射腾衍射数据

江土 115(大) 3 3 8 6斗(大)

、.,‘4
t了,1,J‘.1,、

d
( 入)

15
.
4

10
。

l

7

.

1
2

4

。

9 7

斗
.
5

4
。

3 3

呼
.
1 7

3
.
8 9

3
.
6 6

3
.
件8

3
。

3 4

3

.

2 0

2

.

9 8

2

.

8 6

2

.

7 9

2

.

7 0

2

。

5 7

2

.

5 3

2

.

4 5

)

53
3b
45134
3b
3
1

一乡�/d
.11

35391
4b
17二

、
-

2.’33

97打27巧694889抖卯84臼4
月嘴
4

J
仔2�,j
3
,J

222bbb
勺J,j
3

J
份
2
乙
二,、
2

d
( 入)

2 .38

2
.
19

2
。

1 3

1

.

9 9 5

1

.

8 4
3

1

.

8 2 0

1

.

6 9 夕

1
.
65 7

1
.
5 0 1

1
.
48 6

1 4 5 4

d (入)

1斗
.
2

10
.
1

7
.
12

d ( 入)

2
.
123

1
。

9 9 5

1

.

9 7 6

1

.

8 1 0

1

.

6 9 5

1

.

6 5 7

1

.

5 3 6

l

。

4 9 8

1

.

斗4 8

1
.
3 7 7

1
.
3 6 8

1
.
2 9 3

1
.
2 8 5

1
.
2 2 2

1
.
1 9 5

1
.
1 7 9

1
.
0 7 9

1
.
0 4 5

1
.
0 3 3

)

伪J112工J一,O内j
Z
鸟‘
34

n,,几, .三

333
勺‘
22

.
5 7

5
勺
了柳Z
J
心
.,,

2

…
22气乙

2

.

2 3

b

,门、,一J只
4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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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紫色土盗育的水稻土的 X 射腾衍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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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石灰岩堆积物登育的水稻土和囊脱石的 X 射袋衍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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