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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红粘土发育的红壤基层分类

及土壤组合型式

周 明 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摘 耍

争

根据第四纪红粘土起源物的成因和属性及其对土壤发育特性影响的大小
,
在中亚热带丘

陵地区可划分四个土属  硅铁质残积红壤 硅铁质红壤 硅铁质网纹红壤

硅铁质砾石红壤
。

划分土种的原则方案是  同土属内土体构型相同的土坡 主要根据表层肥力的最级差

异划分土种 土休构型不同的土壤
,
无论表土层的肥力状况如何

,

都应划分为不同土种

习耕种红壤土种的划分
,
主要视改土培肥及耕作管理措施的强度及其表现在耕作层 含亚耕

层 的熟化度高低所决定
。

低丘地区常见的红壤组合型式有  完整迭合弱侵蚀型 残留链状弱侵蚀型

倒置加积强侵蚀型  斑状水化平直型 垄沟状强侵蚀型 同源母质对称型

异源母质对称型  异源母质带状覆盖型 环状侵蚀型
。

土壤基层分类是土壤系统分类的基础
。

国际上对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原则
、

依据和

标准很不相同
。

美国
、

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 , 的土壤基层分类采用土系为基本单元
,

以

剖面性状类似
、

土层排列相同的一群土壤个体构成土系
。

苏联 
,

“ ,
采用土种为基层分类

的基本单元
,

按主导成土过程的发育度的差异划分
。

我国的土壤基层分类在解放前一直

沿用美国的土系制
,

解放后至今沿用苏联的土种制
,

但划分土种的依据 和 标 准 并 不 相

同
, , ‘, , , ‘, 。

关于低丘红壤的基层分类
,

作者等曾在  年和 年
【‘, 著文讨论

,

并对红壤耕垦

前后的生产性状变化作过专门论述
。

本文以第四纪红粘土发育的红壤为例
,

试图阐明土

属和土种分类的原则
、

依据和划分标准
,

提 出红壤基层分类方案
,

揭示土壤个沐性状变异

及其微域组合分布规律
。

一
、

土 属 的 划 分

争

成土母质固有的矿物学性质和理化特性
,

对促进和延缓成土作用的强度和速度
,

以及

对土壤发育性状和肥力特性的影响很大
,

这是母质特性在成土过程中延续的表现  。

因

文中理化分析数据由郑莲芬
、

曾壁容
、

范本兰同志分析
。

矿物鉴定结 果引用蒋梅国同志的 资料
。

在此一并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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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正确区分母质的成因和属性类型
,

就能比较清楚地揭示各级分类单元间的发生学关

系
,

这是划分土属的首要环节
。

我国长江以南的亚热带低丘陵广泛分布着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
。

所谓第四纪

红粘土
,

包括更新世各地史时期的砾石红色粘土
、

网纹状红色粘土和均质红色粘土 !
,

都

是湿热条件风化过程的产物
‘ 。

在我国南方不同热量带地区
,

红色粘土具有不同富铝化

程度的特征
,

自南 热带 向北 亚热带
,

富铝化作用由强渐弱
,

土壤顺次发育为砖红壤
、

赤

红坡和红壤
,

反映了土壤分布的地带规律
。

但不少文献
〔‘ 却把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

壤作为一个土属
,

而与其他母质发育的各红壤土属相并列
。

笔者认为
,

第四纪红色粘土是

起源物质和成因类型不相同的气候和地质的产物
,

其中包括多种岩性起源物的冲积
、

残

坡积
、

冰碳和河湖相的红粘土
。

笔者在吉泰盆地和赣北地区调查发现
,

残
一

坡积相和冲积

相红粘土发育的红壤分布面积大
,

范围广
,

尤以前者最多且集中成片
。

残
一

坡积相红粘土分布在距主干江河较远的二至三级低丘陵阶地 图 海拔 多在

一 米 主要物质来自白奎纪和第三纪紫红色岩类的残
一

坡积物
,

经不同地史时期强

烈富铝风化而成
,

其中均质红粘土层残存较厚
,

通常可达 米以上 次生草灌和马尾松覆

盖度高
,

水土流失较轻
,

养分含量较丰富 平缓地段则可见成片生长良好的油茶
、

茶叶和果

木等
。

冲积相红粘土散见于主干江河及其主支流两岸的缓岗阶地
,

尤以河曲沿岸堆积阶地

较普遍 图
。

在河床淘蚀面的高阶地
,

多为紫红色岩类丘岗地
,

因而河流两岸阶地的组

成物常不一致
。

冲积相红粘土组成的缓岗
,

海拔在 一 米之间
,

地形割切
,

现代面蚀和

沟蚀严重
,

常见网纹红土出露
,

植被再生能力很差
。

诊

穆

万合一

钥罗,
。

、、 集

乡 训

盛

  

‘侧炭

召互吧国

穿‘ 咭
‘“叻

—
残

一

坡积相第四纪红粘土 —
冲积相第四纪红粘土 一

一

一河流冲

积物 —紫红色岩类风化物 砂岩风化物

图 第四纪红粘土分布断面 江西泰和

, ,

两种红粘土发育的红壤
,

其形态特征和理化特性有明显差异 表
, ,

残
一

坡积相

和冲积相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胶体硅铝率分别为 一 和 一
。

前者土色深

红
,

质地粘重 中粘土
,

网纹发达
,

全铁
、

游离铁
、

全铝
、

活性铝
、

代换性铝和总酸度含量均

较高
,

证明土壤富铝化作用的程度也高
。

至于残
一

坡积相红粘土发育的红壤土色深红 湿 俘

色  ,

干色
,

除氧化铁含量高显色外
,

与紫红色岩类风化物本身的隐色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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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表 两种红枯土发育的红镶主要土层形态怜征

 ! 台姻
 ,

土土 壤壤 土 层层 主 要 形 态 特 征征
舀舀

残残
一

坡积相第四纪纪 红粘土土 暗红棕
, 干 , 暗红 , , 湿 ,

轻粘 土至中粘上上

红红粘土发育的红壤壤壤 小于 占 , 其中小于 占 , 夹细小小
石石石石英颗粒

, 小块状 , 潮润润

网网网纹红枯土土 土壤基质棕红色
, 管状物灰白色

,

网纹 呈树校状或粗管状
,

碎枝块块
状状状状结构 粒径 一 , 干硬硬

砾砾砾石红土土 土壤基质棕红色
,
砾石组成分杂

, 形状和大小不一
, 解圆度差差

冲冲积相第四纪红粘粘 红粘土土 橙色
, 干

,

红棕 夕
, 湿 , 重壤 至轻和 几 小于于

土土发育的红墩墩墩 占 斗 书
,

其 甲小于
,

占
, 、

块状
,

汀泥泥

网网网 纹红粘上上 土坡基质红棕色
, 管状物乳白色

, 网纹呈蠕虫伏
, 细碎核伏 拉径小于于

结钩
, 千硬易散散

砾砾砾石红土土 土壤基质浅红棕色
, 砾石组成分 以石英质岩类为主

, 形状和大小较一一
致致致致

, 七滑滑

奋

据胶体的矿物学鉴定
,

残
一

坡积相红粘土发育的红壤 一 厘米 中
,

高岭石 占 多
,

过渡性矿物 人 占 外 冲积相者则相反
,

高岭石只占 务
,

过渡性矿 物占 务
。

残
一

坡积相者含游离氧化铁较高
,

为 多 代换量 去除非晶状物质 偏低
,

为

克 土 毫克当量 冲积相者却相反
,

分别为 务 和 克 土 毫克 当量
。

这表明两

种土壤母质的矿物风化强度有差异
。

原生矿物 粒径 一 产 中的重矿物 比重大于 含量 残
一

坡积相红粘土发育的

红壤为  多
,

冲积相者为 务
,

前者高于后者
。

重矿物中易风化的角闪石和辉石的含

量
,

前者分别为 外 和 1
.
6多

,

后者为 17. 3多和 1
.
7外

,

前者低于后者
,

表明前者的风化

度高于后者;而难风化的电气石
,

前者却显著高于后者
,

分别为 19 沁 和 12 多
,

这同样表明

前者的风化度较后者为深
。

这个对比说明了残
一

坡积相红粘土残留了较多的岩石固有特

性; 也说明了现代湿热条件下的成土过程中
,

残
一

坡积相红粘土发育的红壤中较丰富的原

生矿物
,

仍可继续进行分解
,

故土体中潜在矿质养分较为丰富 (表 3)
。

上述差异除与风化物的起源及母质的成因不同有关外
,

地质时期的时空因素的影响

乃是主要原因
。

我国南方长期处于湿热环境
,

早在新构造运动以前
,

就已经发育了红色风化壳tZ. 13]
。

在整个第四纪期间
,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疏松堆积物
,

红土化作用一直在继续进行
,

故年

代愈老的堆积物
,

风化度愈深切
。

这些风化物虽均属富铝风化产物
,

但因形成的时期与条

件不同
,

风化度并不一致
,

性状也有很大的差异
[10J 。 我国早期的土壤文献中

r3,
所称的老红

墩就是这种古沉积物高度红壤化作用的产物
,

其土壤有千金坑系等 ; 其中度红壤化者
,

则

有小塘洲系和上桃阳系等红壤
。

总之
,

第四纪红粘土物质的起源和成因对于红壤属性的

影响极为深刻
,

因而在红壤基层分类中有重要意义
。

网纹红粘土是亚热带富铝风化物底层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

该土层中红
、

白
、

黄色物

质的铁的含量有明显差别
,

而粘土矿物成分在不同物质起源的网纹红粘土中并无明显差

别t1; ]
。

网纹红粘土上直接发育的红壤
,

物理性状不良
,

养分极端贫乏
,

肥力极低
。

砾石红

田户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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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多属早更新世的地质产物

,

其上发育的红壤与均质红粘土和网纹红粘土发育的红坡

相比
,

具有砾质性强
,

土壤剖面无明显发育层段的特点
,

生产性能优于网纹红壤
。

基于上述划分土属的原则
,

本文拟对第四纪红粘土发育的红壤暂分四个土属
,

并以风

化物的主要属性命名
,

即硅铁质残积红壤(残
一

坡积相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
,

硅铁质红壤

(冲积相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
,

硅铁质网纹红壤和硅铁质砾石红壤
。

. 二
、

土 种 的 划 分

划分土种的依据是
:
(1) 1米土体内由基本土层 (有时参与特殊异质土层) 层序构成

的土体构型
,

包括这些土层的厚度
、

性状和层位变化; (2) 指示性土层 (即氧化红粘土层 )

的发育强度
,

包括它的厚度
、

性状和层位变化; (3)表土层(含亚表土层 )肥力的量级差异
,

包括它的厚度及性状变化
。

研究土种
,

首先应当研究它的基本土层的种类
、

数量和性状切
。

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

的红壤
,

其基本土层有表土层
、

均质红粘土层
、

杂色网纹红土层和砾石红土层 (砾石t 大于

30 务)
。

在中亚热带的北缘地区
,

还有铁锰质胶膜斑淀红土层
【‘, 。

这些基本土层的主要形

态特征 (表 l) 和化学特性 (表 3
,

D 有显著的差异
。

表 4 各甚本土层的并分状况(吉泰盆地荒地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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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
,

第四红土发育的红壤
,

由于环境条件
、

成土历史以及物质来源不同
,

其土体

构型中并不同时都有上述各基本土层
,

一
、

二个基本土层的缺失是经常的
。

特殊异质土层不是红壤发育中的正常土层
,

但当它参与土体构型时
,

对土壤性状影响

很大
,

划分土种必须考虑它们的存在
。

第四纪红粘土发育的红壤剖面中
,

可以见到铁质硬

磐层
、

铁锰结核积聚层和白土层等特殊异质土层
。

各基本土层在红壤剖面中存在的种类
、

数 目
、

厚度和部位不同
,

可以形成多种土体构

型
,

并表现不同的性态特征
,

其生产性也各异
。

根据基本土层的层序组合
,

特规定土体构

型的
“

层位段
”

标准
,

作为划分土种的基础
。

红壤土种的层位段是在 1米土体内
,

除表土层外
,

大体每 30 厘米可作为一个层位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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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土种的土体构型 由表土层与上部
、

中部和下部土层共四个层位段组成
。

各层位段的

厚度变幅规定为 士 15 厘米
,

小于 15 厘米者不作独立的层位段
,

而靠上或靠下土层归并

之;大于 45 厘米者
,

作为同一基本土层的两个层位段计之
。

特殊异质土层在土体构型中层位段的划分
,

应视其厚度
、

出现部位以及对土壤发育和

植物生长影响的大小而定
。

如小于 5 厘米的特殊异质土层出现在 。一加 厘米的剖面内
,

或直接出露地表
,

应在土体构型中加以区分;出现在 60 或 70 厘米以下者则不予区分
。

特

殊异质土层的厚度若超过 5 厘米
,

也应作为异质土体构型加以区分
。

红壤土种的发育度是指土体构型中各层位段的变化
,

以及因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引起

指示性土层和表土层性状的量变
。

第四纪红粘土发育的红壤
,

其指示性土层 (氧化红粘土

层)的理化特性在同土属内的变化是不明显的
,

但根据土城受地形
、

坡向
、

植被
、

水土流失

以及人为活动的影响而引起指示性土层存在的状况发生差异时
,

如红粘土层的有无
、

厚薄

和层位段特点及其界面过渡特征等
,

均可作为该土层发育度强弱的依据 (表 5)
。

以此结

合表土层肥力状况的量变(表 6)
,

则可综合反映土种的发育度
。

在正常情况下
,

均质红粘

土层愈厚
,

其表土层的肥力就相应地提高
,

所以这种红壤的发育度和肥力往往是与土体构

型的变化相一致的 (表 9)
。

份

衰 s 红族指示性土层(级化红粘土层)的发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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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强 红粘土层厚度大于 60 厘米;上界面不明显
, 呈波状连续过渡 ;亚表层发育明显显

中中中 红粘土层厚度 30 一60 厘米 :上界面明显
,
平滑过渡 ;亚表层发育不明显显

弱弱弱 红粘土层厚度小于 30 厘米 :上界面平直
, 无过渡 ;无亚表层层

峥

表 6 表土层肥力状况的 , 级比较
*

T able 6 G rad ation of 5011 ferrility of surfaee horizon

高高高 表土层大于 5厘米
, 有机质量大于 1

.
5%

,

全氮t 大于 0
.
叱%

, 暗暗 6 个标本统计计
灰灰灰棕色

, 中壤土 , 疏松屑粒
一

小团块状
,
有明显亚表层层层

中中中 表土层 3一5 厘米 , 有机质最 1
.
0一 1

.
5%

, 全抓t 0
.
05 一0

.
08 %

,,
5 个标本统计计

灰灰灰棕色
,
中坡土

, 疏松小 团块状结构
, 亚表层不明 显显显

低低低 表土层小于 3 厘米
, 有机质量小于 1

.
0%

, 全氮量小于 0
.
05%

, 棕棕 ‘个标本统计计
带带带灰色 , 重壤土 ,

稍紧实小块状结构
, 无亚表层层层

贫贫贫 表土和亚表土层被侵蚀
, 心土或底土出落

, 无植被生长长长

. 测定有机质和全氮盆的土样采自0一 巧 厘米土层
。

三
、

第四纪红粘土发育的红壤的基层分类方案 (表 8) 参

1.同土属内土体构型相同的土城
,

按其表土层 (含亚表土层)肥力状况的量级差异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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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划分土种。

在正常情况下
,

土壤发育度和肥力表现相一致者
,

可划为同一土种 ; 表现

不一致者
,

应划分为不同土种
,

如多有机质
、

厚层
、

强发育型红壤和少有机质
、

厚层
、

弱发育

型红壤等土种
。

2

.

土体构型不同的土壤
,

本身就反映了土壤发育度的差异
,

无论其表土层的肥力状况

如何
,

都应划分为不同的土种
,

如多有机质
、

厚层
、

强发育型红壤和多有机质
、

网纹
、

弱发育

型薄层红壤等土种
。

3

.

耕种红壤应根据培肥
、

耕作管理和栽培措施的强度 (包括时间因素)
,

及耕作层(含

亚耕层)的肥力高低 (指养分含量) 来划分土种
。

与土体构型相同或相似的非耕种土壤相

比
,

耕种红壤的耕层性状变化大者 (熟土层超过 20 厘米)
,

其基本土层的性状及土体构型

实际上已经改变
,

故应另立土种
。

江西进贤县张王庙地区在同一地貌单元中的两种不 同

熟化度的早耕厚层红壤的土种之划分就是其例
。

其中
,

熟化度高的
,

其耕层厚达 23 厘米
,

活性铁和铝
、

游离铁和铝以及土壤酸度均较低熟化者低 (表 7)
,

全量养分则明显增高 (表

9)
o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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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第四纪红钻土发育红城签层分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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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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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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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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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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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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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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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3

。

0 111 0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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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7 000 1

。

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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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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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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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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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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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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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00

多多有机质网纹体薄薄 泰和县高陇公社社 0一66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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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斗斗 0

.
16 22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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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田发育型红城城 良村村 6一 3222 5
.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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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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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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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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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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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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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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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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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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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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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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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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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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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3

.
7999 0

.
18555 0

.
06555 0

.
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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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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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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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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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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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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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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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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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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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44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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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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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44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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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

。

3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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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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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有机质厚层强发发 安福县严田公社社 0一66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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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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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999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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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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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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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四

、

土种组合型式

,

土种在空间分布上的组合
,

反映了土壤在小地区内微域分布规律
。

由于新构造运动

不均衡性的影响
,

低丘红壤所处的地形发生了相应变化 ;随之
,

土壤的侵蚀
,

天然植被的生

长
,

以及人为活动影响的强度等
,

也不相同
,

终于使这些红壤土体构型及其基本土层的厚

度和层位段的组成也有所变化
,

从而使这些土壤的微域分布的几何形状和面积各异
,

出现

了土壤空间分布组合的复杂性
。

通过大比例尺土壤详测制图
,

可以揭示这种演变规律
,

并

了解这种演变的相互关系
。

根据这一研究
,

我们可以按土壤小区分布规律和土壤基层单

元
,

进行因地制宜地分片分段合理利用红壤
,

对恢复和提高这一类低丘红壤的肥力具有重

要意义
。

现以吉泰盆地低丘区常见的主要土壤微域组合型式为例
,

图示并说明如下
:

1
.
完整迭合弱侵蚀型组合 (图 2) 分布在正常缓坡岗地

,

坡面物质由不同地质时

期的第四纪红粘土堆积构成
,

下伏白坚纪或第三纪紫红色岩类地层
,

是亚热带低丘红壤区

目前保留最完好的典型迭合剖面
。

由于受地质内外营力长期作用和人为活动的影响
,

当

今在同一小地貌单元内的土壤变异比较复杂
,

尤以母质的岩性差异对土壤的发育性状影

响很大
。

除坡顶尚残留不同厚度的红色粘土外
,

中下坡地段为不同性质的红枯土发育的

土壤类型
。

缓坡岗地以面蚀为主
,

仅在坡腰部位短距离内的坡度陡变
,

土壤侵蚀特别严

重
,

常有网纹和铁磐的碎片露出
,

土壤性状恶化
,

肥力极低
,

不宜利用
,

可辟为薪柴林保持

水土
。

丫、卜

形 :六舀介卜

奄

l
—

多(中
、

少)有机质厚(中)层强发育型红坡 梦 2

一
l
一

一

多(中
、

少)有机质厚 (中)层强发育型红城:

多 (中
、

少) 有机质网纹底中层弱发育型红墩; 3
,

一少 2
—

多 (中
、

少) 有机质网纹底中层 弱发育型红

有机质网纹弱发育型红壤: 4—中(少)有机质弱发育 壤; 3
—少有机质网纹体薄层 弱发育型红坡;

型砾石红壤 : 5—
紫色土: 6

—水稻土 4

—
少有机质网纹弱发育型红坡

图 2 图 3

2
.
残留链状弱侵蚀型组合 (图 3) 分布在正常缓坡长岗地

。

剥蚀残丘顶部红粘土

层保存较厚
,

次生马尾松林占优势
,

现代面蚀仍在继续进行
。

坡的上部土壤发育完好; 顺

坡往下
,

红土层由厚变薄
,

直至尾端出露网纹红壤; 土壤发育度由强变弱
,

肥力由高至

低
。

随地形而变化的上体构型与土壤肥力的变化基本一致
。

3

.

倒置加积强侵蚀型组合 (图 4) 分布在红壤低丘陵局部缓坡延伸地段
。

过去和

现代面蚀均严重;缓坡下部残留红土层上加积的红粘土层逐渐增厚
,

土壤发育完好
。

顺坡

由下至上
,

红粘土层渐薄
,

顶部常插花出露网纹红土
。

土壤组合型式同上述残留链状型正

好相反
,

土壤肥力由低部位至高部位逐渐降低
。

下部常可发展油茶林和茶园
,

上部则应养

草护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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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岭r厂示

1
—

多(中
、

少)有机质厚(中)层强发育型红坡 :2

—多(中
、

少)有机质网纹底中层弱发育型红坡: 于一一少

有机质网纹体薄层弱发育型红壤 : 4

—
少有机质两

纹弱发育型红坡

图 4

1

—
多(中

、

少)有机质厚(中)层强发育型红坡; 2—
厚层强发育型水化红城

图 5

4
.
斑状水化平直型组合 (图 5) 分布在微起伏的缓平岗地或局部尾坡低平 地 段

,

其红粘土层深厚
,

坡度小于 3 度
,

无明显水土流失
。

土壤湿度状况尚好
,

全剖面土色呈桔

黄或淡黄红色
,

推论为氧化铁的水化作用较强
,

称水化厚层红壤
,

它常与稍高平部位的坡

地厚层红坡呈斑块状复区组合
。

目前多垦为农地或果
、

茶园
,

这是第四纪红粘土发育的红

城中生产潜力最高的一种土壤组合
。

,
.
垄沟(枝)状强侵蚀型组合 (图 6) 分布在古剥蚀面的缓岗地

。

红粘土层早被蚀

净
。

坚实的网纹红粘土露于地表;现代沟蚀及坡蚀严重
,

成为不毛之地
,

仅在局部宽蚀沟

中可见矮草丛和散生马尾松
,

有极薄 (小于 3 厘米)有机质层直接盖在网纹红土层之上
。

这种土坡组合的土壤理化性状不良
,

地力瘩薄
,

不宜利用
,

应辟为重点水土保持区
。

ha 下
’

1
—

少有机质网纹弱发育型红坡; 2

—
网 l

—
多(中

、

少)有机质厚(中)层强发育型红城;

纹弱发育型红坡 2

—
水稻土

图 6 图 7

6
.
同源母质对称型组合(图7) 分布在红壤低丘与沟谷相间的小区复合地貌单元

,

是红壤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农田与荒地土壤组合型式
。

对称的丘陵坡面均为不同厚度红

粘土发育的红壤;在沟谷内
,

为坡面同源母质填充物或原积物发育的红壤性水稻土
。

当前

应加强丘陵坡面水土保持
,

促进农田生态平衡
,

以保证沟谷水稻土高产
。

7

.

异源母质对称型组合 (图 s) 其地貌为紫红色砂页岩类风化物的残
一

坡 积物 形

均质红拈土

、;议网故红枯上

1

—
多(中

、

少)有机质厚(中)层强发育型红城 ; 2

一
多(中

、

少)有机

质网纹底中层弱发育型红城: 3一
~
一紫色土; 弓

—
水稻土

图 8

成的丘陵
,

与割切较深的沟谷相间 ;沟谷两侧的丘陵高凸
,

形成对称坡面
,

坡面的上下部为

不同岩相的互层
,

母质异源
,

发育为不同土壤类型
。

沟谷内为延伸基底岩的原积风化物发

育的紫泥水稻土
。

8

.

异源母质带状覆盖型组合 (图 9) 分布在主干江河旁一级阶地(河谷平原 )与二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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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l
—

多(中
、

少)有机质厚(中)层强发育型红壤 ; 2

—
多(中

、

少)有机

质网纹底中层弱发育型红壤: 3~一一少有机质网纹体薄层弱发育型红
壤 ; 斗

—
水稻土: 5

—
灰潮土

图 9

级高阶地(岗地)的复合地貌单元中
,

是亚热带低丘红壤区普遍存在的农田与荒地土壤的

组合型式
。

河谷平原土壤呈带状分布
。

近河地段为砂质冲积物发育的灰潮土
,

肥力低;河

旁一级阶地中心地段的面积较广大
,

多为壤质冲积物发育的水稻土
,

肥力高
,

为主要粮食

和经济作物基地;平原与岗地尾部交接的远河地段
,

为薄层冲积物与底垫红粘土发育的水

稻土
,

土壤受季节性渍捞滞水而显潜育特征
。

丘岗上的红壤荒地有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
,

增加坡尾植被覆盖度
,

减少坡面水土流失
,

同时设置 田间农田排灌渠系
,

是当前提高水稻

产量的关键措施
。

9

.

环状侵蚀型组合 (图 10) 分布在紫红色岩类浑圆状丘陵地区
。

坡麓地段为残
-

坡积相红粘土发育的厚层红壤环绕分布
。

坡腰和坡顶生长稀疏草灌和马尾松
,

多发育为

诊

1
—

多(中
、

少)有机质厚(中)层强发育型红壤 : 2

-
紫色土: 3ee 一

少有机质网纹休薄层 弱发育型红壤

图 10

薄
、

中层红壤或紫色土
,

均有不同程度的面蚀
。

坡积裙的红色粘土层较深厚
,

无明显水土

流失
,

常见油茶
、

茶叶和油桐种植
。

对于这种地貌土壤组合单元的利用
,

应强调上下分段

合理配置
。

在丘陵中
、

上部地段应加强水土保持措施
,

坡麓地段宜发展油茶或果树
。

[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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