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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土壤的有机质状况

程 汝 饱
广东省土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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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坡有机质不仅能直接提供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
,

而且还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使影

响土坡肥力发挥的诸因素效能得到提高
,

这就是人们常把土壤有机质作为衡量土壤肥力

指标之一的原因所在
。

了解某一地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
、

分布规律
,

寻找其培肥改土措

施
,

提高或保持某一地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品质
,

必将对农业生产产生 良好的作用
。

然

而有机质在土壤中的分解与积累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

本文仅对珠江三角洲土壤有机质

概况和积累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
。

一
、

不同类型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主要商品粮基地之一
。

它的土壤肥力是较高的
。

表 表明
,

有机

质平均含里最高是菜园土为 多
,

次为水稻土
,

再次是赤红壤
、

滨海盐渍沼泽土
、

人工堆

盛土和冲积沙泥土 最低的是滨海砂土
,

仅为 务
。

含氮最高的是菜园土和水稻土
,

较

低的是冲积沙泥土
,

最低的是滨海砂土
。

不同土类的 虽有差别
,

但就耕作土壤而言
,

除菜园土外
,

其余的差异并不大
,

一般都在 上下
。

二
、

影响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因素

土壤有机质含量不仅受 自然条件的影响
,

而且也受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
。

珠江三角洲是由东江
、

西江和北江冲积而形成的
。

不同水系冲积物来源的土壤有机

质含量测定结果列于表
,

表 表明无论是耕层或剖面各层次的有机质含量均以北江水

系的土壤为最高
,

西江稍次
,

东江最低
。

其中东江与西江和东江与北江相比
,

差异显著
,

而

西
、

北江之间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差异不明显
。

这一方面是 由于西
、

北江的冲积物来源于石
味

参加本项工作的尚有蔡亦华
、

黄作炎同志 文中有关佩和一些物理性数据由我所抓素组
、

滩涂组和物理室提供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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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狡 盆 各主要土城的有机质含 耕层

土土壤类型型 有机质    全 二

士 ”” 士 刀 彩彩
入 土 刀刀

水水稻土土 淹育性水稻土土 士  咚魂士 士

漪漪漪育性水稻土土 士  土   土

潜潜潜育性水稻土土 〕士   土
,

     士

沼沼沼泽性水稻土土 士
。

呼呼 士 士

渗渗渗育性水稻土土 士 土 土

盐盐盐演性水稻土土 士 土 礴 土

酸酸酸性盐演水稻土土 土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月

土   土 」土

斗 士   士 土

土   土    士

斗 土  土 土

表 不同水系对土城有机质含 的影响

土土壤名称称 东江水系系 西江水系系 北江水系系

有有有 机 质

土 刀刀 士
··

刃刃 久 士
,,

月月

垅垅肉 田田 士  !!!  士 咚 书士  

泥泥骨 田田 土 土 月666 2 777 3
,

2 5 土1
.
3555 1lll

沙沙泥田田 2
.
46土0

.
6777 3000 2

.
49 土0

.
5666 2555 2

.
08土 0

.
斗444 l222

泥泥 田田 2
.
46士0

.
魂999 2 777 3

.
10 土0

.
3999 3888 3

.
13士 1

.
6888 999

沙沙质田田 1
.
50士0

.
2888 l333 1

.
67 士0

.
5999 I777 1

.
92士 0

.
3888 666

平平均值值 耕 层层 2
.
32土0

.
0999 11斗斗 2

.
7 4士0

.
1999 15111 2

.
95士 0

.
4666 5555

土土土 层*** 1
.
1222 2

.
2000 2

。

2 666

*

按五种土壤的发生层次计每层的平 均含 量值
。

灰岩母质发育的土壤
,

而东江的冲积物则来源于花岗岩母质发育的土壤 ;另方面是西
、

北

江所流经的地域有大片植被丰茂的山地和丘陵
,

东江所流经的山
、

丘则较少
。

当然
,

这种

差异也可能与不同地区的耕作水平与施肥习惯等有关
,

但其主要原因
,

我们认为还是沉积

物不同所引起的
。

人类的生产活动对土壤有机质积累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

表 3 结果表明
,

从未围垦

成陆阶段的滩土
一

初垦种稻的雏形水稻土
一

耕垦进一步熟化的水稻土
,

其表层或耕

层土壤有机质含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

这说明耕作措施对土壤有机质积累的影响很重

要
。

每 土壤水分状况对有机质的分解与积累的速率有直接的影响
,

而水分状况随地形部位

的不同有很大的变化
。

珠江三角洲的地形是自顶部逐渐向海边倾斜 的
,

就 高沙一
中

沙
一

低沙地区来说
,

其地下水位是逐渐抬高的
,

因而其一米深土层中有机质含量也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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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不同发育阶段的水稻土有机质含t 比较

发发育阶段段 土壤名称称 有 机 质 (% )))

刀刀刀刀刀 X 土5
.
D
...

成成陆阶段段 林 坦*** 气气 3
.
15 土0

.
6999

草草草 坦坦 2000 2
.
73士 0

.
6书书

泥泥泥 坦坦 7666 2
.
26士 0

.
3888

初初垦阶段段 咸 田田 3 555 2
.
59 士0

.
5777

咸咸咸 酸 田田 l777 3
.
79士 0

.
9 111

油油油 泥 田田 1999 2
.
67土0

.
3333

油油油 格 田田 2999 2
.
69士0

.
7斗斗

耕耕垦熟化阶段段 泥 田田 8666 2
.
88士 0

.
5111

泥泥泥 肉 田田 8555 3
.
04士0

,

6 111

泥泥泥 骨 田田 4888 2
.
7 8土0

.
8444

甲

.
林

、

草和泥坦是指未围垦的滨海滩土
,
由于在其上生长植物种类不同而名称不一

, 滩土上长树木的称林坦
, 长草

的就叫草坦等
。

下水位升高而增大(表 4)
。

这与一些研究资料t1] 表明的水稻土的地下水位自 0
.
6 米以下

,

逐步上升为 。
.
4一0

.
6 ,

0

.

3 一0
.
4 和小于 0

.
3 米时

,

土壤有机质含量则由 2
.
67 多分别增加到

3
.
54 ,

3

.

92 和 4
.
72 务 的趋势是相一致

。

这是 由于渍水条件可导致土壤呈强烈的还原状况
,

而它又将促进有机质的积累
〔”。

水分状况对土族有机质的形响

有机质 吨/亩

地 形
地下水位

(m ) 耕层 (0一 18
cm )

X 土5
.
D
.

样本数 1 米土层
X 士5

.
D
.

剖面数

星了�、J,J

扣一

|

1
一

|

低沙区

中沙区

高沙区

一 O
。

2

+ 0

。

4

+ 0

。

6

4

.

4 3 士0
.
82

3
.
96 土 0

.
64

峪
.
87土1

.
19

24
.
67土2

.
, l

2 1
.
4 6士0

.
80

20
.
22士 7

.
35

除水分状况外
,

土壤本身的一些其他理化性质
,

诸如质地等也可能对土壤有机质积累

产生影响
。

表 5表明
,

质地从沙质到壤质以至粘质的变化中
,

土壤有机质含量有随土壤物

理性粘拉含t 的增多而增大的趋势
,

其相关系数
! ~ 0. 389

, 。 一 58
,

P <
0.

01

。

珠江三角洲各类土坡的有机质含量状况是
,

含量低于 1
.
50 多 的占测定样本数和耕地

总面积的百分数分别为 34 .0 多 与 19
.
6 多;含量在 1

.
50 一2

.
50 多的为 31

.
2 务 与 37

.
0 % ;含

t 大于 2
.
50 多 的 占 34

.
8多 与 43

.
4多

。

从含量分布看
,

这三者差不多各占测定样本数的三

分之一
。

不同土类间有机质含量的差异较大
。

就耕地土壤而论
,

大致有以下几点
:
第

一
,

在 目前的轮作与施肥水平下
,

水稻土和人工堆叠土的高产土壤
,

其有机质含量大多为

2
.
50 一3

.
50 务歹 第二

,

有机质含量小于 1
.
50 % 的土壤居多是分布于丘陵坡地的旱作土壤

、

滨海砂土及其那些质地过砂的土壤; 第三
,

有机质含量超过 3
.
50 多 的土壤一般都有其特

定的环境条件
,

如常年施用有机肥
、

土壤过酸
、

盐分含量过高和积水等因素限制了土壤有

机质的分解
,

而导致有机质有较多的积累;第四
,

有机质含量在 1
.
50 一2

.
50 另 的土壤

,

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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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表 s 有机质含t 与物理性钻粒含t 的关系(耕层)

样 本 数

土壤质地

有 机 质
(% )

物理性粘粒含量
(% )

平均值 幅 平均值

�获U

一、产哎夕,立,山O
产‘
呀,J月/

J
任护bl、少八勺
�J
任
J
呀,止,‘,j

刀呀哎J口工了UJ飞n八�,一、O
/�
6
.
斗了n工工JQ了哎少护00曰n,n勺

.

……
]11,‘,‘�乙,‘,‘乙

.一、J口11,尹01了、矛6

心.‘..二

沙壤土

轻壤土

中壤土

重壤土

轻粘土

中粘土

重粘土

1
.
Ul一 1

.
86

1
.
08一2

.
60

1
.
84一3

.
91

1 68一3
。

6 8

1

.

7 7 一 4
.
29

1
.
86一 4

.
60

2
.
37一 3

.
6斗

变 幅

14
.
0一2 0

.
0

20
.
4一 27

.
5

32
.
0一39

.
5

41
.
2一49

.
5

50
.
3一69

.
2

70
.
9一8 0

.
0

81
.
2一 89

.
0

注 : 土壤的利用方式均为双季连作稻制
。

表 6 各类土镶有机质含t 的分布

含冕分布(% )
土壤类型 样本数

< 0
.
5 0

.
5一 1

.
5 1

.
5一2

.
5 2

.
5一 3

.
5 > 3

.
5

,jl
夕了

{ ;

一、Jjl ..人

娜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瀚育性水稻土

潜育性水稻土

沼泽性水稻土

盐溃性水稻土

酸性盐演水稻土

渗育性水稻土

21
.
7

斗3
.
3

4 6
.
2

2 5
.
0

5 7
。

2

4 5

.

3

1 2

.

5

,

: :

: :

’

:

,.人,、�气少

,j,了�只受少口目/口曰,�
户

叶,j‘
.

,‘,j,‘
洲
6

一了奋人iU了才0011沙
..

…
,

CI,�nU�U
工f夕,j,‘,‘‘连‘nUCUnUnUC甘nUCU,、�,/内乙

.
马�、�了‘U,1

.
份哎夕甩‘一,直

内j

n,
1
‘4

.
11�‘U,工11,1八U‘U、工�

闷.二�.二

人工堆叠土

冲积沙泥土

滨海砂土

滨海盐渍沼泽土

菜 园 土

赤 红 壤

0

2 7
.
3

5 0
.
0

0

0

0

10
.
5

72
.
5

5 0
.
0

3
.
0

1
.
8

15
.
4

63
.
0

0

0

59
.
4

13
.
9

42
.
3

26
.
3

0

0

34
,

7

3 0

.

1

3 0

.

8

0

O

0

3

。

0

5 魂
.
2

1 1
.
5

数是由于有机肥用量不足所致
。

三
、

各类土壤的腐殖质组成

玲

表 7 表明
,

在耕作土壤中腐殖酸提取率最高的是水稻土
,

最低的是菜园土
,

然而它们

的 H A /F A 值则相反
。

人工堆叠土的腐殖酸提取率虽不高
,

句它的 H A /F A 值都大于前

两者
。

在水稻土的亚类中
,

酸性盐溃水稻土不论是腐殖酸提取率或 H A /FA 值均居第一 ;

沼泽性水稻土和盐溃件水稻土的腐殖酸提取率相近而居次
,

但它们的 H A /F A 值却相差

很大
,

前者为 0
.
38 ,

后者为 0
.
66 。 黄壤的腐殖酸提取率不但明显高于赤红壤

,

而且其 H A /
F入值也大于赤红壤

。

不同母质发育的赤红壤亦有明显的差别
,

即花岗岩发育的赤红壤
,

它的提取率和 H A /FA 值都十分明显地高过和大于砂页岩发育的赤红壤
。

一且赤 红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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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垦种植变成耕型赤红壤
,

腐殖酸的提取率出现明显的 下 降
,

而 H A /F A 则略 有 增

高
。 甲

衰 7 各类土族的扁殖质组成,( 耕层)

土土 类类 样本数数 全碳碳 占 全 碳碳 胡敏酸与与
nnnnnnn (% 夕夕 %%% 富里酸比值值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A /F AAA
胡胡胡胡胡敏酸酸 富里酸酸酸
HHHHHHHHH AAA F AAAAA

水水稻土土 淹育性水稻土土 lll 2
.
1666 8

.
2000 2斗

.
6 000 0

.
3 333

滋滋滋育性水稻土土 2444 1
.
7333 10

.
0111 16

.
6999 0

.
6222

沼沼沼泽性水稻土土 222 1
.
2444 11

.
1444 29

.
5888 0

.
3888

盐盐盐演性水稻土土 斗斗 1
.
6 333 1 5

.
6 000 2 呼

.
3 000 0

.
6 666

酸酸酸性盐演水稻土土 333 2
.
1333 17

.
2 111 25

.
5999 0

.
6777

潜潜潜育性水稻土土 l111 2
.
0888 11

.
5 999 18

.
5 111 0

.
6444

渗渗渗育性水稻土土 111 1
.
5 444 8

.
1888 15

.
1222 0

.
5 444

人人工堆盛土土 555 1
.
2222 11

.
9 777 15

.
2333 0

.
7888

菜菜园土土 lll 3
。

8 888 3

.

5 555 6

.

5 666 0

.

5 444

滨滨海草甸沼泽土土 lll 1
.
1555 8

.
7777 10

.
3333 0

.
8555

赤赤红坡坡 砂页岩发育的的 111 3
.
0777 1

.
1777 8

.
9333 0

.
1333

花花花岗岩发育的的 333 1
.
4 111 6

。

4 444 3 0

.

1 666 0

.

2 111

花花花岗岩发育的耕型赤红壤壤 222 0
,

8 888 5

,

0 666 2 3

.

5 444 0

。

2 222

黄黄 壤壤 222 2
.
5888 11

。

2 111 3 8

.

6 555 0

.

2 999

.

测定方法按焦磷酸钠提取
一

重铬酸钾法进行
。

四
、

小 结

珠江三角洲土壤的耕层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2
.
08 %

。

氮素平均水平为 0
.
101 %

。

土类

不同
,

有机质含量的差别也较大
。

有机质含量 < 1
.
00 外 的占耕地总面积的 1

.
38 多; 含量

在 1
.
00一1

.
50多 的占 15

.
2务;含量在 1

.
50一2

.
50务 的占 37

.
0务; 2

.
5一 3

.
50多 的占 33

.
2多;

> 3. 50 务 的占 10 .2 多
。

可见该地区绝大部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
。

高产

土壤在 目前耕作与施肥水平的正常情况下
,

有机质含量大多在 2
.
50 一3

.
50 务 水平

。

高于

这一水平的土壤常受特殊的环境条件的影响而成
。

低于此一水平的多为旱作土壤
、

或质

地过砂以及施用有机肥不足的土壤
。

土壤有机质的分解与积累不仅取决于土壤的环境条件
,

同时也取决于耕作和施肥措

施的影响
。

此外
,

土壤酸度
、

质地等也是影响土壤有机质积累的重要因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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