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卷 第 1 期

1 9 ‘4 年 3 月

土 壤 学 报
人C T A PE D O L O G IC人 S IN IC A

V o l
.

1 2
,

N o
.

1

M a r e h
,

1 9 6 啥

第四耙杠土发育的水稻土微团聚体

特性的初步研究
*

何 荤 陈家坊
(中国科学院土澳研究所)

赣中丘陵地区广泛分布着 由第四纪杠土发育的水稻土
,

它是重要的产粮地区
,

也是低

产田分布较广的地区
。

提高低产的杠壤性水稻土的肥力
,

一向是大家所关心的朋题
,

各有

关单位做了不少的研究
。

关于杠壤性水稻土的枯构特性及胶枯物厦等曹有研究 [l,, ] ,

但对

箱构形成具有重要意又的微团聚体的特性及其与农业措施的关系
,

研究较少
。

土壤微团

聚体厦和量的研究
,

可分别土壤肥力的高低
,

也可阴明翰作
、

耕作和施肥等措施在培肥中

的作用
。

作者 [.. 6] 曹进行中性水稻土有机矿厦复合体的研究
,

在此基础 上
,

本文拟就杠镶

性水稻土中微团聚体 1) 的特性及其与土壤肥力的关系作一初步了解
,

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

的研究提供枝索
。

一
、

供献土族和研究方法

供栽土壤样本采自江西进置云桥垦殖锡
,

发育于第四耙杠土
,

质地为重壤土
,

在翰中

杠壤丘陵地区的杠壤性水稻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研究土样有三种
,

它们的形态特征

如下 : (l) 杠土田 : 位于冲 田上部
,

与杠墩荒地相邻
,

改种水稻仅十余年
,

肥力较低
,

水源

贫乏 ;耕层厚豹 1 4厘米
,

色呈浅灰而带杠
,

碎块枯构
,

夹有少量绣斑 ; 1斗一22 厘米为浅灰色

而夹有杠色的过渡层
,

有棕黑色锈斑
,

碎块桔构 宝22 厘米以下为杠壤性物质
,

呈色棕杠
,

核

状枯构
,

唯在 28 厘米以上有较多的棕黑色斑点
。

(2 )黄土田 :位于杠土田下部
,

中等肥力
,

水源同样不足 ;耕层的 12 厘米
,

浅灰色
,

屑粒及碎块枯构 ; 12 一18 厘米为犁底层
,

紧实
,

碎

块枯构
,

呈色浅黄有绣杖 ; 18 一 1 00 厘米简各层的界限不明显
,

呈色浅棕或浅黄
,

并带有杠

棕色胶膜
,

具有棱块或使柱状拮构
。

(3 )岛泥田
:
位于冲 田底部

,

有水沟通过
,

水源充沛
,

肥

力最高 ; 夏季地下水位豹 80 厘米 ;
一

耕层厚 1 4 厘米
,

暗灰色
,

屑粒和碎块枯构
,

比较酥松 ;

14一22 厘米为犁底层
,

浅黄灰色带有绣杖
,

碎块拮构
,

土体紧实 ; 2 2一70 厘米均呈棱柱状

或使块拮构
,

呈色浅黄至棕杠 ; 70 一85 厘米呈色略浅似有潜育迹象
。

本文所用裁样均为

它们的耕作层
,

一般化学性质如表 1 所示
。

三种水稻土的机械祖成和粘土矿物粗成虽很相近 [l,, ,81 ,

但因所处地形部位不同
,

清水

状况有差异
,

耕作措施和肥力水平也未尽一致
,

土壤袖粒的团聚情况也应有所不同
,

比较

研究很有必要
。

.
本文泳熊毅教授提供宝贵意见

,

谨致榭意
。

。

1) 有机矿质复合体的 G0
、

Gl
、

G :

分粗
,

按熊毅教授的建裁
,

分别命名为
“

水分散微团聚体
”

(G0 )
, “

纳分散徽团聚
; 体

”
(G O以及

“
纳

一
机械分散微团聚体

”

(G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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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 i 供傲土吸的一般性叉

土土奥 名 称称 有机质质 全 氮氮 水解性氮氮 交 换 ttt 盐 基 饱 和 度 (% )))

(((攀众命名))) (% ))) (% ))) (% ))) (奄克当t / 1 0 0克))))))))))))))))))))))))))))))))))))) 钙钙钙钙钙钙钙钙 换换 钾钾 纳纳 总 遥遥

赶赶 土 田田 1
。

6 999 0
.

0 9 000 0
.

0 1斗斗 9
。

8 666 3 5
.

222 10
.

666 3
.

111 2
。

222 5 1
.

111

黄黄 土 田田 2
。

0 666 0
。

1 0 999 0
‘
0 1 777 8

。

5666 3 4
。

666 13
.

222 1
。

222 1
.

555 5 0
.

555

岛岛 泥 田田 3
.

斗555 D
。

1 8 999 0
.

0 2 666 1 1
。

4 000 84
。

666 6
。

777 l
。

888 l
。

888 9 4
。

999

拭验方法 : 各祖微团聚体的分离
、

阳离子交换量和磷酸吸收量的侧定都用过去所采用

的方法 t61
。

微团聚体的化学粗成
、

有机厦
、

全氮的侧定按常规法进行
。

微团聚体中的无定

形缺用 p H ,
.

8一6. 0 的 4 务 N az 熟0 .
及 0. 05 N H CI 交替提取以气松枯态铁是用 p H S一8. 5

的 0
.

1 M N 匆p刁岛[1 a1 提取
,

紧枯态铁在 H :
q 破坏有机贯后再用 10 另 N a声0 .

提取四
,

由

于这两种铁量较少
,

故最后针算时合而为一
,

枕称为
“与有机质联精的铁,’; 酸溶性数用

0. , N H Zso 。
提取[zl

。

以上各提取液中的铁均用
“
、

,

联毗咤比色法测定
。

吸水情况用吸

水膨胀针侧定t9]
。

二
、

拭 脆 桔 果

(一 ) 各姐橄团聚体的含 ,

三种水稻土所含的各粗微团聚体的总量均在 54 一60 务之简(表 2 )
,

变化不大 ;其中钠

分散的微团聚体 (q )含量最少
,

均在 10 另以下
,

这与江苏南部中性水稻土的情况是不相

同的 [I. 司
。

由土壤的盐基的和度或钙鲍和度 (表 l) 可以看出
,

高泥田的交换性钙离子鲍和

度虽显著增高
,

而 q 粗的含量并未增加
,

反而有明显的降低
。

黄土田中纳
一
机械分散的微

团聚体(q )的含量较低
,

而水分散微团聚体 (G0 ) 的含量被多
。

水分散及钠分散微团聚体
与钠

一
机械分散微团聚体的比值 f鱼李丛、

,

以扁泥田最小
,

杠土田次之
,

黄土田较高
。

\ G Z /

农 2 各抽傲团肠体的含. (占全土的% )

土土班 名 称称 粗 别别 总 量量 G o 十 G iii

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

GGGGG ooo G iii G .......

叙叙 土 田田 2 0
.

222 8
.

777 3 0
。

777 5 9
。

666 0
。

9斗斗

黄黄 土 田田 2 6
。

777 7
。

888 2 3
。

777 5 8
。

222 l
。

4 666

岛岛 泥 田田 12
。

222 4
。

666 3 7
.

222 5 4
。

000 0
。

斗555

(二) 各姐徽团聚体的化学姐成

根据过去的研究拮果 [6]
,

江苏南部湖积物和下蜀系黄土物盾上所发育的中性水稻土

的各祖微团聚体中有机盾和氮的含量
,

大体是 : G0 、 Gl < 场
,

但这一规律并不一定适

用于第四纪杠土所发育的水稻土
。

如表 3 所示
,

除岛泥田的情况与江苏南部中性水稻土

相似外
,

杠土田的各粗微团聚体中有机质和氮的含量几乎没有差异
,

黄土田中 场 祖所含

的有机质和氮反较 q 或 Ga 为低
。

三种水稻土中各粗微团聚体的有机盾和氮的含量的

差异
,

以 场 粗最为显著
。

此外
,

微团聚体中有机厦和氮占全部土壤所舍的百分数
,

也有

类似的情况
,

扁泥田中微团聚体的有机质和氮的艳对量(郎每 100 克土壤中微团聚体所舍

有机厦或氮的克数)较高
,

而黄土田反较杠土 田低
。

各粗微团聚体的 c / N 比除杠土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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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3 各粗 . 团疑体的有机皿和全万含.

土土 搜 名 称称 粗 别别 有机厦 (% ))) 全氮(% ))) c / NNN

赶赶 土 田田 全土土 1
。

6999 0
。

0 9000 1 0
。

999

GGGGG ooo 1
.

6 777 0
。

1 5 111 6
.

斗斗

GGGGG iii 1
。

7 666 0
。

1 5222 6
。

777

GGGGG ,, l
。

6 333 0
.

14 777 6
.

斗斗

黄黄 土 田田 全土土 2
.

0 666 0
.

10 999 1 0
。

999

GGGGG ooo 1
。

9 000 0
.

1 1333 9
。

777

GGGGG iii 1
.

9999 0
。

1 3555 8
。

666

GGGGG ... 1
。

2 111 0
。

12 444 5
.

666

岛岛 泥 田田 全士士 3
.

斗555 0
。

1 8999 1 0
。

666

GGGGG ooo 1
.

8 666 0
。

1 5斗斗 6
.

999

CCCCC iii 1
.

7 555 0
。

1 6 777 6
。

111

GGGGG ... 2
。

5 999 0
。

2 6444 5
。

777

较为接近外
,

黄土田和岛泥田均为 C 。 > Gl > G : 。
规明三种水稻土的微团聚体中有机质

的性质也有差异
。

三种水稠土的各粗微团聚体的硅绍率和硅铁 率虽各不相 同
,

但总的趋势是 : G0 )

) q > G :
(表叼

,

这与中性水稻土的情况相近 [4]
。

地势被低的水稻土
,

其各粗微团聚体

中跌绍的再分配现象比较显著
。

三种水稻土中土堆硅绍率的变化较少
,

而绍在各粗微团

聚体中的分配
,

剧有所不同
。

如以杠土田各祖微团聚体的硅绍率作为 1 ,

黄土田各粗微团

聚体的硅绍率为 1
.

1 8 、 1
.

1 9
、

0
.

94
,

而高泥田分别为 1
.

08
、 1

.

03
、 0. 79

,

这些桔果视明在地

势较低而肥力水平较高的土壤中
,

绍有向 q 粗富集的现象
。

从土城的硅铁率来看
,

杠土

田《黄土田 。高泥田
,

靓明土壤种植水稻以后
,

铁厦遭到显著的淋失
。

但以各祖微团聚体

硅跌率相比
,

场 粗中铁揖失较少
,

跌似有在 q 粗富集的现象
。

我 4 土 . 及各抽城团皿体的硅
、

臼
、

铁含, 和分子此率

土土城名称称 粗 别别 化 李 粗 成 (% ))) 5 10 --- 5 10 ,, 5 10
, ***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l刃
... F e . O ... F e :

O aaa

5555555 10 ::: A I一O aaa Fe一o aaaaaaaaa

赶赶 土 田田 全土土 76
。

999 1 2
。

444 6
。

5777 1 0
。

555 3 1
。

222 1 3 444

GGGGG ooo 72
,

555 1 5
.

444 6
。

7555 7
。

999 2 8
.

555 1 0斗斗

GGGGG iii 7 1
.

111 1 6
.

斗斗 7
。

1 222 7
.

斗斗 2 6
。

555 9 222

GGGGG ,, 67
.

222 1 8
。

222 9
。

1 111 6
.

333 19
。

77777

黄黄 土 田田 全土土 8 3
.

444 1 0
.

444 3
。

9 333 13
。

666 5 6
.

性性 10 111

GGGGG ooo 72
.

999 1呼
。

呼呼 呼
。

4 444 8
.

666 呼3
.

222 8 333

GGGGG ‘‘ 76
。

777 1呼
.

888 5
。

3 444 8
。

888 3 8
。

222 6 444

GGGGG ,, 6 9
。

777 2 0
。

111 6
。

8 333 5
。

999 2 7
.

00000

岛岛 泥 田田 全土土 7 9
。

666 1 3
。

777 3
。

9 777 9
。

999 5 2
。

888 9 111

GGGGG ooo 76
。

333 巧
。

000 呼
.

6 222 8
.

666 43
。

999 12 777

GGGGG iii 7呼
。

888 1 6
。

777 斗
。

4 333 7
。

666 4峪
。

555 6 555

GGGGG ... 6 7
.

666 2 2
。

888 ‘
。

1333 5
。

000 2 9
。

66666

.
扣除无定形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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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姐橄团聚体中肤的形态及其含t

前面已趣指出
,

第四祀杠土清水种稻以后
,

铁的变化最大
。

为了进一步了解铁在形态

上的变化
,

我们侧定了各种形态的秩 (表 5 )
,

除有机盾联枯态铁以外
,

各种形态秩的含量

都是地势较低而肥力较高的土壤较低
,

可是跌的活性在三种水稻土中是不一样的
。

农 S 各粗俄团架体中不同形舍胜的含一 (Fe %)

土土奥名称称 祖 别别 无定形铁(才))) 酸 榕 性 纸纸 可籍合态纸纸 与有机厦联苗态铁铁

%%%%%%%%% 占全铁的%%% %%% 占 A 的%%% 奄克/ 10 0克克 占才的%%% 奄克/ 10 0克克 占A 的%%%

叙叙土田田 G ooo 3
.

6 222 7 6
.

555 0
.

3 9 000 10
.

888 5 0
.

222 1
.

3 999 5
.

000 0
。

l呜呜

GGGGG iii 3
.

6 222 7 2
.

444 0
.

3 6 555 10
。

lll 5 3 666 1
.

呼888 5
.

000 0
.

1444

GGGGG ... 4
.

8888 7 6
.

555 0
.

3 4 333 7
.

000 呼3
.

333 0
.

8 999 5
.

000 0
.

1000

黄黄土田田 G ooo 1
.

7 333 5 5
。

99999999999 2 7
。

000 1
.

5666

GGGGG iii 1
‘

9 777 5 2
.

66666666666 巧
。

000 0
。

7666

GGGGG ... 2
.

7 444 5 7
。

斗斗斗斗斗斗 16
。

555 0
.

5 999

扁扁泥 田田 G ooo l
。

6 555 5 1
。

222 0
。

2 0 555 1 2
。

呼呼 4 2
。

222 2
。

5 555 2 8
。

000 1
。

6 999

GGGGG iii 1
.

9 888 石3
.

‘‘ 0
.

2 3 000 1 1
。

666 乎5
.

666 2
。

3 000 4 1
.

000 2
。

0 666

GGGGG ,, 2
。

2 999 5 3
。

555 0
。

2斗111 10
.

555 3 5
。

666 1
。

5 444 3弓
。

000 1
.

5 333

从表 5 可以看出
,

各粗微团聚体中无定形铁的含量以 q 粗中含量较多
,

总的趋势与全

铁含量一致
,

G0 《 q 《 q ; 但从同一粗的微团聚体来比被
,

AlJ 以地势被高的水稻土含

t 较高
,

无定形救在全秩中的百分数
,

也是如此
。

这个情况靓明土坡握过种植水稻
,

铁度

易受淋失且主要为无定形部分
。

如将表 4 枯果扣除无定形铁部分
,

重新升算硅铁分子比

率(表 4 )
,

所得枯果恰与不扣除的相反
。

除个别情况外
,

非无定形跌在地势较低的水稻土

中有积聚的砚象
。

稀酸溶性铁和可格合态秩一般孰为活性较大
,

从表 , 中这两种族占无

定形铁的百分数来看
,

杠土田与岛泥田各粗微团聚体中铁的活性是 : G0 ) q > q
,

魏明

q 粗中无定形秩的老化程度较 G0 和 Gl 粗为高
。

至于酸溶性铁占无定形铁的百分数
,

在 G0 和 q 粗是岛泥田比叙土田高出 14 一15 务
,

而在 场 粗高泥田要高 51 务; 可格合

态秩占无定形秩的百分数
,

在 G0 和 q 粗是扁 泥田比杠土田高 5 6一62 务
,

而 q 粗却

可高出 73 务
。

这些砚象似乎瀚明
,

场 粗中无定形铁的
“活化速率

”
比 G0 与 q 粗较高

。

三种水稻土中有机质联枯态轶的含量
,

是随着肥力的提高特别是有机盾含量的增加而增

加
。

但如将各粗微团聚体中有机质联拮态铁的含量(或占无定形铁的百分数)与有机质含

量 (表 3 ) 相比较
,

可以看到
,

当有机厦增加到一定水平时
,

有机质联枯态秩的含量与有机

厦含量之简的关系并不很明显
,

而与铁的活化情况却有一定的关系
。

(四) 各姐徽团聚体的吸收性能

各粗微团聚体的交换量及其除去有机质和无定形铁后的交换量分别列于表 6 。

各种

处理所得交换量的变化趋势极为一致
,

郎 G0 ( q < q
,

这与江苏南部水稻土各粗微团

聚体的交换量以 q 粗为高的情况 [6] 有所不同
。

其次
,

杠壤性水稻土的各祖微团聚体在

去无定形秩以后
,

交换量降低很多
,

豹为去有机厦后的交换量的 22 一32 另 (因为去无定形

铁时有机食也被一起除去)
。

这个情况也与江苏南部水稻土不同(表 6 )
,

靓明江西杠壤性

水稻土中无定形跌的等电性与苏南江湖沉积物所发育的水稻土有所不同
,

充分表现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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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各粗徽团聚体的交换一(毫克当量八00 克)

土土 晓 名 称称 粗 别别 原 样样 去有机盾盾 去无定形铁铁 %
* ***

赶赶 土 田田 G ooo 1 1
.

555 1 3
.

666 9
。

666 一 2 9
.

弓弓

GGGGG
iii

1 1
.

444 1 4
.

333 9
。

888 一 3 1
.

555

GGGGG
,,

1 3
.

777 1 6
.

555 1 2
.

qqq 一 2 1
.

888

扁扁 泥 田田 G ooo 1 1
。

777 1 2
.

666 9
。

888 一 2 2
.

222

GGGGG iii 1 4
。

777 14
.

555 1 0
.

999 一 2 4
.

888

GGGGG --- 1 7
.

777 1 6
。

777 1 1
。

888 一 2 9
.

333

中中等黄泥土
***

Gooooo 2 1
.

222 1 8
.

777 一 1 1
.

888

GGGGG iiiii 2 3
.

777 2 2
.

222 一 6
.

888

GGGGG
.....

18
.

888 2 2
.

222 + 1 8
.

111

下下等岛山土
*** G ooooo 2 8

.

444 2 8
.

888 + 1
.

333

GGGGG iiiii 3 0
。

000 2 7
.

999 一 7
.

000

GGGGG ,,, 2 8
.

111 2 7
.

666 一 1
.

888

动

l

.
拭样一般性伏猜参圈文献〔们

。

** 去无定形铁后交换呈的增减
,

以去有机质的交换量为底歌算
。

换量的变化上
,

所以杠坡性水稻土除去无定形铁以后
,

交换量大为降低
。

关于有机质对于

交换量的影响较为复杂
,

杠土田中各粗微团聚体去除有机盾后
,

交换量显著增加
,

而岛泥

田的各粗微团聚体去除有机厦后
,

只 G0 粗的交换量有所增加
,

而 q 粗反而减少
,

但都

不甚显著
。

这些情况视明
,

杠土田与岛泥田中有机厦与矿厦部分的枯合状况有所不同
,

角

泥田中 c0 与 q 两粗的团聚情况也有一定的差别
。

杠土田中各粗微团聚体对

磷酸的吸收量(表 7 )比岛泥田

高
,

同一土壤中 q 祖的磷酸吸

收量都比 G0 和 Gl 粗为高
,

这

些现象可能与各祖微团聚体中

无定形铁的含量有密切关系
。

获 7 各粗一团聚体对嗽酸的吸收 (P, O 。
毫克 / 10 0克)

土土坡名称称 粗 别别

GGGGG ooo G iii C ...

杠杠 土 田田 7 0
.

666 7 0
.

000 89
。

888

岛岛 泥 田田 斗5
.

555 4 3
。

lll 70
.

666

各粗微团聚体的吸水特性也有不同
。

Go 粗可在水中分散
,

充分靓明 G0 粗的吸水性

能较孩
。

各粗团聚体在同一时简内所吸水分 (表 s) 可以反映吸水性能 的弦弱
,

一般趋势

是 : G0 > q > q
。

不同的水稻土由于有机盾的含量不同
,

吸水性能也不等
,

据初步研究

枯果
,

扁泥田的吸水性能较杠土田为大
。

玻 8 各粗城团获体的吸水 . (妾升八00 克)

土土奥名称称 粗 别别 时 简 (分)))

0000000
.

乡乡 1
.

000 l
。

555 2
.

000 3
。

000 4
。

000 5
。

000 7
.

000

叙叙土田田 G ooo l888 2 666 3 000 3 444 斗222 4 888 5 222 5 888

GGGGG iii 888 2 000 2 666 3 222 咚222 4 888 5 222 5 666

GGGGG ,, 斗斗 l222 l888 2 222 3000 咬666 呼888 5 444

岛岛泥田田 G ooo 1 888 3 222 4 222 呼888 5444 5 888 6 000 6 222

GGGGG iii 1 000 2月月 3 222 3 888 4 888 5 666 5 888 6 222

GGGGG ... 666 1弓弓 l888 1888 3 666 5 222 5 444 5 8



土 城 学 报 1 2 您

三
、

肘 拾

三种水稠土中
,

水分散和纳分散团聚体(G0
,

q )与纳
一
机械分散团聚体 (q ) 的比例 是

不同的
,

扁泥田最低
,

杠土田次之
,

而黄土田反较高
。

这是什么徐故呢? 我佣的初步解释

是 :杠块的土粒
,

一般为氧化致胶膜所包裹
,

这些氧化跌胶膜的老化程度很大
,

可以使土粒

具有很大的水稳性
,

分散度很低 [8]
。

但是这种土壤握过种植水稻以后
,

由于频繁的氧化还

原作用
,

使无定形铁遭到溶失(表 , )
,

因而引起水稳性团聚体的破坏而降低其数蚤
。

但是

随着耕作年限 的增长
,

有机物盾的逐渐积累
,

可以提高铁化物的活性
,

供抬水稳性微团聚

体的形成条件
,

又可增加水稳性微团聚体的数量
。

根据这个解释
,

可以推翁三种杠城性水

稻土的水稳性微团聚体的特性是有不同的
。

前面的枯果已趣表明
,

杠土田各粗微团聚体

的碳氮含量比较接近
,

而扁泥田AlJ 相反 ; 杠土田各祖团聚体所含的无定形铁占全铁的百分

数
,

在 72 一77 务之简
,

而高泥田的无定形铁舍量既较低
,

变幅也较大
,

豹在 51 一“另之简
。

从各粗微团聚体中有机贯的表观文换量 (表 刃
,

也可以看出各粗微团聚体中有机盾与矿

质部分枯合时所消耗的
“
交换点

”
是不同的

,

杠土田是 q o q > Ga
,

但扁泥由却相反
,

co > q 、 Gz
。

两种土壤相比
,

杠土田》高泥田
,

靓明肥力水平较高的土堪有机质的表观

交换量较大
。

这与过去的查料是相符的 [’I。

农 9 各姐衡团架体中有机盆的玻砚女摸 . (奄克当t / 1 00 克)

GGG ooo G iii

泥 田

e :

}

岛一l

去有机质后交换t 的增浓

有机质的表砚交换量

+ 2
。

1 + 2
。

8 + 0
。

9 一 1
.

0

一 12 6 一 1 7 2 1 一 4 8

有机质与矿盾部分的拮合可能有以下几种形式 : (l )与矿盾部分没有发生物理化学作

用而是机械混合 ; (2 ) 有机的和无机的酸基胶体的电荷为两者共有的交换性阳离子所补

偿
,

郎 A
.

中
.

邱林所葫的
“
竟电性凝胶

”
以,19 1; (3 )有机胶体与矿厦部分的碱基胶体发生等

电沉淀回
,

形成胡敏酸铁等有机矿厦复合体
,

或者是通过碱基胶体与矿质的酸墓胶体形成

等电性凝胶叫
。

当除去有机盾以后
,

上述的第一
、

二两种拮合形式的交换量将显著降低
,

有机贯的表观文换量应与其真实的交换量相接近
,

但在第三种情况 RlJ 相反
,

有机盾被除去

后
,

交换量非但不降低
,

反而因解放了部分交换点而显著增加
,

而有机厦的表观交换量却

变得小于零
。

根据本文研究的枯果 (表 9 )
,

杠土田的各粗微团聚体中有机质与矿质部分的枯合情

况可能以第三种形式为主
,

并且各粗微团聚体之简的差异也不大
。

因此
,

除去有机质后
,

交换量增加了 18 一25 多
。

高泥田的情况与杠土田相反
,

可能还有第二种枯合形式
。

在铁的形态方面
,

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

郎杠壤种植水稻后
,

由于氧化还原过程的频繁

进行
,

铁表现得最为活跃
,

一方面是跌的活性增高
,

另一方面是形态上的更新
。

这些变化

对土壤性质都有一定的影响
。

但是杠土田与扁泥田中铁的形态又各有不同
。

各粗微团聚体对磷酸的吸收量是不一致的(表 7 )
。

过去有人献为游离氧化跌对磷酸

具有相当大的固定能力 [7 .201
,

其固定能力与游离铁的含量呈较好的正相关 [3. 71 。

我们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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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铁含量(表 , 中的无定形铁)与磷酸吸收量(表 7 )换算为重量比 (表 10 )
,

PlJ 杠土田中

各祖微团聚体的此值相接近
,

而扁泥田 中各粗微团聚体的比值较杠土田高
,

差异也较大
。

这可能是由于扁泥田的水化程度较高
,

符合前人所靛的铁的水化程度与磷酸吸收密切相

关。‘
,

“] o

如上所远
,

杠土 田与岛泥田 中各粗微 获 10 各姐截团肠体然定形肤月确. 吸收, 比值

团聚体的性质
,

似有差异 ; 高泥田含有机厦 (即每百克 Fe 吸收 巧仇 的奄克数)

较多
,

其性厦似乎接近于苏南的中性水稠

土
,

而杠土田刻仍接近于第四祀杠土物厦
。

因此虽同属第四耙杠土所发育的水稻土
,

但各土城的微团聚体特别是 Gz 粗的特性

及其有机厦与矿厦的复合情况都有很大差

土盛名称

赶 土 田

岛 泥 田

GGG iii

异
。

(G0 + Gl )/ q 或 q /场 虽可作为判别土壤肥力水平的一种指标t..0 .13 ,lv]
,

但如 A
.

电

邱林网所述
,

据以分别不同土类的肥力水平
,

是值得商榷的
。

筒言之
,

杠姨性水稻土中
,

有机质的积累和铁厦活化
,

都可以提高土壤肥力
,

本文研究

枯果可为佐征
,

同时也可指出提高杠壤性水稠土肥力水平的理谕依据
。

四
、

摘 要

本文就第四耙杠土所发育的三种不同地势和不同肥力的水稻土的微团聚体特性
,

进

行初步研究
,

其枯果可概括为如下两点 :

(l) 三种水稻土中纳分散微团聚体 (q ) 的合量都在 10 %以下
。

地势较低而肥力被

高的高泥田
,

交换性钙离子鲍和度较高
,

而 q 粗含量并未增加
,

反而降低
。

纳
一
机械分散

的微团聚体 (q ) 以黄土田中最低
,

水分散微团聚体AlJ 较高
,

(G0 十 q )/ q 的比值是 :黄

土田 > 杠土田 > 岛泥田
。

杠土田中各粗微团聚体的谈氮合量差异不大
, ,

而岛泥田中各粗

微团聚体的碳氮含量差异被为明显(GO o q < G :
)
。

三种水稻土的 q 粗中秩和绍有显

著的积累现象
。

(2 ) 根据微团聚体中有机虎的表观交换量来钊断
,

赶土田的微团聚体中有机厦与矿

厦复合形式可能以等电沉淀或等电凝胶的形式为主
,

除去有机厦以后
,

微团聚体的交换量

可增加 18 一25 多
,

岛泥田的微团聚体中有机矿盾的复合可能有食电性凝胶的形式
,

去除

有机盾后微团聚体的交换量反而诚低
。

杠填性水稻土各粗微团聚休吸收磷酸的作用
,

可

能与澎以七物的水化程度有关
。

同属第四耙杠土所发育的水稻土
,

因清水情况和耕作施肥的不同
,

各粗微团聚体特别

是 q 粗的特性差异很大
,

很难筒单地用 (G0 + q )/ q 来反映杠壤性水稻土的肥力水平
,

更难在不 同土类之简进行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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