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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水稻土的水渍状况与土壤有机
-

矿厦复合体的关系
*

何 荤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

A
.

中
.

丘林款为 [s, 幻土壤中有机一矿厦复合体的形成
,

除受有机厦及粘粒的影响外
,

还

需要一定的氧化还原条件
。

但不同氧化还原条件引起有机一矿厦复合体的变化规律
,

街缺

乏查料
。

水稻土中水清状况的不同
,

氧化还原条件也有差异
,

正好用来研究有机一矿皮复

合休的性质及其观律
。

为此
,

我们在江苏南部采取潜清水稻土
、

储清一潜清水稻士
、

潜清
-

沸清水稻土及潞清水稻土进行比较研究
。

这个工作还是很初步的
,

研究查料也不太 多
,

现仅将 一些拮 果总 桔 汇 报
,

以 求 指

教
。

一
、

供就土续及拭脆方法

为了研究水清作用对有机一矿盾复合体的影响
,

特在江苏常熟辛庄采取四种水清情况

不同的水稻土剖面
,

各剖 面之简相距豹 20 0一30 。米
。 4 号土(表 l) 属沼泽士

,

处于
“

蝶形

地
, ,

的中心
,

春季地下水位距表土只 25 厘米
。 3 号土 (盗头岛山土) lll] 是处在脱沼泽的初

期阶段
,

由于地下水位过高
,

春季地下水位距地表 40 厘米
,

排水不良
,

灌溉水与地下水常

相联接
,

整个土壤是孩烈地还原状态
,

沼泽化作用仍占优势
。

剖面的发生层基本上可分为

耕层和潜育层两个层次
,

表士下 35 厘米郎兑潜清层
。

由于冬季排除清水
,

地下水位也相

应降低
,

因而引起土体收精
,

耕层下部出现大棱柱状拮构
,

当地草众称其为
“
竖头

, ’。
由于

士壤裂艇很大
,

翌年淹水种植水稻时其枯构仍然不变
,

所以漏水严重
。 2 号土 (上等岛山

土)处于中期脱沼泽阶段
,

握人为填高土层
,

地下水位降低
,

灌i既水与地下水没有联接
,

剖

面中 6 0 厘米以下才觅潜清层
,

耕层与膺清层之简有敛锰斑点的储清层
,

氧化还原电位有

所增高
。 1 号土 (黄泥土)处在

“
蝶形地

”的边椽
,

部位较高
,

而且靠近河港
,

由于排水较好
,

地下水位进一步降低
,

春季地下水位距地表 95 厘米
,

因而在剖面的形态上已有明显的沸

清层
,

表土呈现棕黄色
,

井有鳝血斑校出现
。

这四个剖面的特性如图 1o

此外
,

还选用发育于不同母厦的潞清性水稻土
,

以查对照
,

土样情况兑表 1 。

贰验方法
:
复合体的分离采用本所物理化学研究室所使用的方法 I’】。 化学粗成的分

析是用常规法进行的
。

各祖复合体的活性铁的侧定是用 0
.

5 N 氏5 0 ;
提取

, a
一a’ 联氮

苯显色
。

.

参加本复工作尚有陈志荣和崔叶武同志
,

在工作中得到陈家坊同志的帮助
,

本文曾承熊毅先生的指正
,

并提出

宝贵意兑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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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彼状况况 潜清清 潜清招泽泽 浦清
一

潜清清 渭演
.
藉清清

土土 壤壤 沼泽化化 暨头乌山土土 上等乌山士士 黄泥土土

春春季地下水位(厘米 ))) 2 555 4000 5 000 9 ,,

利利 用用 荒地地 稻 :休阴阴 稻
、

释肥肥 稻
、

麦麦

A
.

耕层
,

P
.

荤底层
,

w
.

瀚旋层
,

A G
.

招泽表土
,

G A
.

埋藏表士
,

G
.

潜旋层
。

图 1 常熟辛庄水稻土剖面示意图

班 1 供傲土翻一般性肚

土土号号 田简号号 采集地点点 母 盾盾 土奥名称称 深度 (厘米 ))) 有机质质 全 氮氮 代换量(毫克当当 厦 地地
(((((((((((((((% ))) (% ))) 量 / 10 0克土)))))

lllll 辛 555 常熟辛庄庄 湖积物物 黄泥土土 0一1 888 3
.

以以以以以

22222 辛 444 常熟辛庄庄 湖积物物 上等岛山土土 0一1 555 5
。

3 666 0
。

2 4000 2 5
.

5 777 重奥奥

斗斗斗斗斗斗斗6一5 888 5
.

8 999 0
.

3 1 999 2 8
.

7 999 中粘粘

5555555555555 8一7 000 0
.

7 888 0
。

0 5 000 14
.

2 77777

33333 辛 222 常熟辛庄庄 湖积物物 翌头岛山土土 O一 1666 5
。

0 777 0
。

2 7 555 2 9
.

0 333 翅粘粘

44444 辛 lll 常熟辛庄庄 招泽土土 招泽土土 o一1 5 {{{

{
”

·

, ‘‘‘‘‘

lll lll 新 111 I无踢新安安 老沉积物物 下等白土土 0一 1666 1
.

8 777 0
.

1 1 777 1 4
.

9 555 重盛盛

11111111111116一5777 0
。

2 333 0
。

0 3 999 1 3
。

0 888 重搜搜

5555555555555 7一7 555 0
。

5 111 0
.

0 4 222 2 0
。

7 999 重缝缝

111222 新 222 无踢新安安 老沉积物物 中等黄泥土土 0 ee 1888 2
。

6 666 0
。

15 999 1 8
.

2 888 牲粘粘

3333333333333 2一6 222 0
。

7 999 0
.

0 4 555 1 7
.

6 333 重奥奥

6666666666666 2一8 222 0
,

8 222 0
.

0 5 444 1 5
.

2 888 重晓晓

222 lll 江 333 江宁农婚婚 下蜀黄土土 小粉土土 0 ee 1 333 1
。

7 777 0
.

1 0 333 1 6
.

4 777 重典典

222 222 江 111 江宁农婚婚 下蜀黄土土 青泥土土 0一1 555 2
。

5333 0
。

13 222 1 9
.

2 444 重缝缝

333 lll 177777 下蜀黄土土 黄禹肝肝 0一 1888 2
。

8 000 0
。

1 0 555 17
。

9 111 重奥奥南南南南泵季佼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

333 222 1999 南京孝陵卫卫 下蜀黄土土 黑属肝肝 仓一2 000 3
。

3 000 0
.

2 0 000 2 1
。

1 555 翅粘粘

二
、

拭 脸 桔 果

( 一) 有机一矿度复合体的含t

从表 2 拮果可兑
,

各种水稻土中复合体的合量有些共同之点
,

郎 G :
粗的合量随深度

的加深而逐渐增多
,

而 q 粗的含量lllJ 与此相反
。

G0 粗在剖面中的分布情况
,

似因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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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 水稻土副面中有机一段盆合体的含. (% )

土土 号号 深 度度 层 次次 粗 别别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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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深度�厦米�

潜清土稽水 (z 号止等高山土)

匣三习
G 。

留理易

瀚演水稻土 ( U
,

号中林黄泥土)

G :

层现洲 G :

巴空习残遭

图 2 各粗复合体在水稻土剖面中的分配

状况而有不同 ( 图 2)
。

由于 G : 和 G :
粗在剖 面中的分配不同

,

就引起
‘

曰四的比值 ( Gl /

q ) 产生一定的变化规律
。

从表 2 的拮果中不难看出
,

q / q 的比值是表土< 心上 < 底

土
,

唯有 n 号土的白士层中 G Z 的含量有所反常
,

可能是白土层受到较强烈的淋溶
,

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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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和有机质
,

难以形成大量的 Gz
。 一

各水稻土中表层以下土层所含的 q 一般在 3一 7外之简
,

变幅较小
,

而在屯俨的表层

及 1 号土的 w
: 层和 12 号土的 P 层中 q 的含量Bl] 在 8一20 务之固

,

变幅较大
,

这可能

是受人为的干预不同施肥和耕作所引起的
。

我 3 土 . 及各姐盆合体的化学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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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 ~ - - ~ ~ ~ . . . . 侧脚~

(二 ) 各粗复合体的化学粗成

各种水稻土的硅
、

绍
、

铁含量
,

大体相近似
,

只是潜清作用较弦的土层
, si q 含量较低

而 Fej0 3
合量较高(表 3 )

。

但各水稻土中各粗复合体的化学粗成 4lJ 有很大的不同
。

si q 的

合量及 51 02 / Fe20 ; 是 G0 > G : > Gz
,

而 F勺o 3

RIJ 与此相反
,

郎 q 栩
.

中 F勺0 3 的合量此

G 。

和 G :
粗为高

,

这些情况在潞清性水稻土中最为明显
。

在沼译土起源的水稻土中
,

由于

脱沼泽的程度不同
, Fe Zo 3

在各祖复合体中的含量也具有一定的区别
,

潜清水稻土 (3 号

土)耕层中 q 和 q 粗的 F勺q 含量分别为 8. 88 和 8
.

15
,

潞清一潜清水稻土(2 号土)耕

层中 q 和 q RIJ 分别为 8
.

84 和 9
.

19
,

潜清一潞清水稻土(1 号土)耕层中为 8
.

7 8 和 1 0
.

11
,

随着谕清过程的发展
,

而使 q 和 q 中含铁量的差距逐渐明显
。

从表 3 中还可看出
,

各种水稻土及其各粗复合体的 si q / Fe
20 3

分子比率均随着深度

的增加而械小(图 3 )
,

挽明跌在向下淋溶而又淀积在 场 粗中为最多
。

5 10 乙, 卜吧20 ,

分子比

5 10 1 , 20 2 , 0 ,

5 10 甘F勺0 ,

分子比

10 1 , 20 2 , 3 0

2 0

乡了字!

z户,

.、、
-I犷

,

叨6080

度深厘八米�

_ _ _ ,

少
G 出 G L (宝。

和60
度深�米厘�

咬2 ) 10

( 妥: G I G :

( 12 )

图 3 剖面中各祖复合体 si 仇 /F e , o :
分子儿的变化

孩 4 各粗复合体中活性铁的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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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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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姐复合体中活性旅的舍 ,

潜清水稻土的各祖复合体中活性敛的总量比较相近
,

潜清水稻土(3 号土)中 G0
、

G : 、

G
:

粗的活性铁总量分别为 50 0
、

58 4
、

56 6 毫克 / 1 0 0 克复合体
,

占全跌舍量的百分率在 ,

一 10 界之简
。

瀚清一潜清水稻土 (2 号土 )中 G0
、

G , 、

q 粗的活性跌含量分别为 62 4
、

69 8
、

82 0 毫克
,

占全秩舍量 1 1
.

0一1乙 7外
。

漪清水稻土中各粗复合体的活性铁合量差异较大
,

G0 与 G , 中活性跌的含量很相近
,

而 q 粗中活性铁的含量最高
,

比 Gu 或 Gl 高至二倍

以上
,

占全铁的百分率也是如此(表 4 )
。

由这些情况看来
,

活性铁的形成和累积不仅要有

还原条件
,

还要有氧化条件
,

郎土壤具有还原过程和氧化过程相互交替的可能性越大
,

越

有利于活性铁的形成和积累
。

从高低铁的比值 (表 4 )也可以看出潜清水稻土远比瀚清水

稻土为低
,

前者在 2一6 ,

而后者在 10 以上
,

甚至有高出 20 的
。

三
、

封 节
_

L述材料表明
,

各种水稻土随着熟化程度的提高
,

耕层中 q 粗复合体的含量都有所

增加
,

而 q / q 的比值则是降低的
,

这一变化砚律在图 斗中显示得更为清楚
。

这表明在

熟化过程中土壤环境条件的改变与 q 粗的生成所要求的条件是一致的
。

A
.

中
.

丘林献

为 :
q 粗的生成

,

除了作为基本原料一定量的有机和矿厦部分外
,

还需要其有适宜的氧

化还原交替条件
。

本裁盼中发现处于还原条件下的糟育层中也有 G
:

祖存在
,

这可能是
“
抗还原性

, ,

的 q
,

尚待研究
。

[[[[[[[[[[[
母母威威 湖积物物 老沉积物物 下蜀层层

土土城城 皿头头 上等等 黄泥土土 下等白土土 中等等 小粉土土 青泥土土 黄禹肝土土 黑属肝 士士
高高高山土土 高山土土土土 黄泥土土土土土土

GGG l/ G ZZZ 3
一

222 2
一

777 0
一

999 2
。

111 1
一

000 4
.

111 3
一

000 2
一

333 1
.

888

自毯留留留 G : + e : 它圣泛还溉乙 e ,
L一二二习 e s

图 斗 各种水稻土的耕层中有机
一
矿盾复合体的分配

各种水稻土中 q 祖的形成条件是不同的
。

潜清水稻土中作为形成 q 粗的基本原

料并不缺少
,

如 2 号土 (盗头扁 山土) 中有机质含量豹 5 %
,

已不算少
,

但由于握常处干淹

水还原条件下
,

不利于 q 祖的形成
,

在耕层中只座存部分
“
抗还原性

”的 Gz
。

但是由
二

于

人为的长期耕作
,

施肥
,

填高土层
,

降低地下水位
,

促进脱沼泽过程的进一步发展
,

形成漪

清一潜清水稻土(2 号土
,

上等岛山土 )或潜清一潞清水稻土(l 号土
,

黄泥土)
,

可进行稻麦翰

作
,

使它佣具有一个氧化还原
,

干湿交替的过程
,

为 q 粗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

因此

播清一储清(1 号土)水稻土表层中 q 粗的合量豹 19 .6 务
,

比潜清水稻上(3 号 )高一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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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Gl / G
: 的比值HlJ 较低

, 1 号土是 0. 9 , 3 号土是 3
.

2 。 其次
,

表 3 所示精果
, 1

、

2
、

3 号

土壤表层 q 的 si 姚/ F eZo 3

分别为 15
.

“
、

17
.

2 2
、

19
.

23
,

表明这三个供贰样本中 q 相
.

舍

量的增长与其 q 粗 51 0 丫F
ezo

,

降低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是一致的
。

土壤握过脱沼译过程
,

地下水位降低
,

土壤才有干湿交替的可能
。

在这种情况下
,

铁的变动最大
,

沸清层中的铁

锰斑点
,

表层 G :
粗的增多

,

都可以靓明这个阴题
。

在同一剖面中由底土到表层 Gl / q 的

比值都有所降低
。

在各种水稻土的剖面中
,

除耕层以外各发生层次内各粗复合休的分配

大体相近
,

如 2
、

3 号土的埋藏表土 (G )̂ 中
,

Gl / q 的比值都在 5 左右
,

其他几 个发生哄

次亦是如此
,

显然是同一发生层次所处的环境条件是基本一致的
。

谧清水稻土与潜清水稻土的熟化过程是有所区别的 [z]
,

但复合体的变化刻有共同之

点
,

郎随着熟化程度的提高
,

Gz 祖的合量也有所增多
。

本文中所研究的漪清水稻土
,

地
一
l;

水位较低
,

从 Gz 祖形成所要求的氧化还原条件来靓是适宜的
,

但是 由于有机厦合量较少
,

所以肥力低的水稻土 (11 及 21 号土) 的耕层中 q 粗的含量比肥力较高的水稻土(12 及

22 号土)要低一些
。

在生产实践中
,

草众对这类土壤的改良
,

主要是通过增施有机质肥料

来提高它们的熟化程度
。

四
、

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苏南地区水稻土的清水状况与土壤有机一矿盾复合体的关系
,

初步拮果

总拮有下面几点
: ‘

1
.

水稻土中 G ,
粗的合量随土层的深度而增加

,

q 粗的合量lllj 与此和反
。 G 。

相狂

剖面中的分布情况
,

似因清水状况而有不同
。

乏
.

各粗有机
一
矿质复合体的化学祖成有所不同

,

Si q / Fe zo
,

的比率是 G 。

> G , > G Z ,

活性铁的含量多为 场 > G : ) G0
。

3
.

水稻土中 Gl / q 的比值是随着熟化程度的提高而械小
。

4
.

在同一剖 面中
,

从底土到表土
,

Gl / q 的比值由高到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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