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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三种水稻土(黄泥土
、

棕壤型
、

草甸型)的肥力性状
。
所得结果与旱田土墩比较

有如下一些不同之点 : (幼 土壤腐殖质缩合作用较弱 ; (2 ) < 10 微米各级微团聚体的t 减少 ;

(3 ) 微团聚体中 C , N , P 含量变化随粒径增大而缓慢地减少 ; (钓 微团聚体对 N 卜1
.

和 P 的

吸附和解吸附t 较高 ; (匀土城的贮水能力较高
,

渗水能力则较差
。

测验证明
,
在腐殖质含盈较多的草甸土型水稻土和早田土壤都是以 < 10 微米的各级微团

聚体为影响肥力的主要部分
,

而含腐殖质较少的棕城型水稻土和早田土城都是以 > 10 微米各

级微团聚体为影响肥力的主要部分
。

略
、

我们在东北旱作土壤(耕作草甸黑土和棕壤等)肥力实质研究的报告中曾指出比们
,

土

澳有机矿质复合体及其聚合成的微团聚体的组成和特性
,

对土壤理化生物性质的影响有

重要的作用
,

可作为评价土壤肥力水平的综合指标
。

为进一步了解较长期地淹水条件下

耕作的水稻土
,

上述性状的变异
,

探讨它们与土壤肥力实质的关系
。

在三个不同地区采集

了代表性水稻土进行比较研究
。

本文主要讨论这方面的研究结果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供试土壤采自吉林延边的草甸型水稻土
,

辽宁省丹东的棕壤型水稻土和江苏无锡的爽水水稻土 (黄

泥土)
,
土墩理化性质见表 1 。

土壤团聚体分组
,

土壤及微团聚体对按的保持和释放及对磷的吸附和解吸附的测定见文献「2 ]
,

上

壤有机碳
、

全氮
、

全磷
、

碱解氮和有效磷用常规分析法t3]
,
土壤腐殖质分组用科诺诺娃快速法“

, 。

二
、

结 果 与讨 论

(一 ) 土壤腐殖质组成

三种水稻土腐殖质组成分(表 2) 的特点是与硅酸盐类结合的胡敏素组占优势
,

占土

.

会加工作的有武冠云
、

丁庆堂
、

党连超
、

崔勇和于德清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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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滚有机碳的 70 % 左右
。

其次是富里酸含量比胡敏酸高
,

胡敏酸l富里酸值低于 1 。

胡敏

截/富里酸的值常作为土壤腐殖质体系复杂程度的标志
,

结果说明水稻土由于较长时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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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在淹水状态
,

水的作用较强
,

胡敏酸的缩合度较旱田
‘习
的弱

。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腐

殖质组分中
,

与钙结合的胡敏酸含量较高 ; 活性胡敏酸的含量则相反
。

A H州no
B
等tll] 曾

指出
,

胡敏酸钙是土壤结构的原生团聚体
。

与硅酸盐和钙结合的胡敏酸都是土壤稳定性

团聚体形成积累的基础
。

一般认为淹水有利于土坡有机质的积累
。

测定结果表明
,

水稻

土中有机质的积累有利于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
,

并提高土壤肥力
。

(二 ) 土族徽团获体组成特征

土坡团聚体是由不同粒径的多粒级颗校组成
,

它们的组成性能对土壤理化性质
、

养分

的供贮都有重要的作用
。

三种水稻土的微团聚体组成 (图 l) 表现出 < 10 微米各粒级的

含量明显地低
,

其中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
,

肥地又比瘦地的高 ; 有机质含量低的则是肥地

比瘦地的低
。

> 10 微米各级则相反
。

这一现象与旱 田土壤相类似t2, 刀。
这表明土壤有机

质的含量与微团聚体组成及其肥力水平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
。

类似的研究结果在国内

外的文献中都可见到
,

傅积平指出L’] 有机质在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中起重要作用
。

Ti s
da n

等t7] 认为 < 2 50 微米的团聚体主要以有机胶体为胶结剂
。

并论述了有机碳含量与水稳性

团聚体的关系
。 C han 叮 等 【8J

广泛地收集了英国的一些土坡研究指出土壤有机质
,

碳水化

合物和用各种试剂提取的腐殖物质与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有显著和极显著相关
。

看来这

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
。

图中细粒级微团聚体含量普遍地较早地比
幻
的低

,

说明细粒级易分

散
,

瘦地的分散率则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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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土壤微团聚体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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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镶徽团聚体中碳
、

氮
、

磷分布

土壤团聚体是土壤养分的贮存库
,

微团聚体中养分的含量和分布可反映土壤养分的

潜在肥力
。

三种水稻土中微团聚体中碳
,

氮
,

磷的含量 ( 表 3 ) 变化大多数都是 < 10 微米

各细粒级的高
,

且随粒级的增大而降低
,

粗粒级的最低
。

Br oe rs in :
等I,] 研究有机质在土壤

团聚体中的分布和 w ill ia m s
等

。0J 研究磷在土壤团聚体中的变化规律都获得类似的结果
。

与旱田比较它们的变化趋势相同
,

但在粒级之间变化幅度较小
,

且肥瘦地之间的差异不如

旱地的明显
。

水稻土由于较长期地处在溃水的嫌气状况
,

生物作用较弱
,

物质分解缓慢
,

淋溶作用较强
,

细粒级微团聚体保肥能力较旱田的差
。

(四 ) 土雄橄团粱体对 N H. 和 P 的吸附和解吸附

土壤微团聚体对养分的吸附性能
,

对土壤养分保持和供应的调节有着重要 的 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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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水稻土微团体对 N 执 的吸附量 (图 2 )都是 < 2 微米的两级最高
,

在 180 毫克当量 /

1 0 0 9 士 左右
。

随着粒级的增大急剧下降
,

到 10 一50 微米粗粒级最低
。

解吸附量在不同

粒级之间的变化比较平稳
,

差异不大
。

微团聚体对 P 的吸附量 (图 3 )因土壤有机质的含

量不同而有差异
,

有机质含量高的吸附量较低
,

有机质含量低的吸附量高; < 2 微米的各

级微团聚体的吸附量都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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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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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

必

今

微米各级的较 > 5 微米各级的明显地低
,

其甲 1 0一 50 和 50 一2 50 微米两级相近似
,

解吸
.

附量最高
。

与旱田比较吸附量普遍地高
,

且含量最高的在 < 2 微米各级
,

而旱 田是 < 1。

微米各级
。

这些差异的产生
,

似与水的作用较强对团聚体吸附性能的影响有关
。

结果表

明土壤微团聚体对养分供贮的调节作用表现好
,

细粒级主要起保肥作用
,

粗粒级的重要作

用是调节养分的供应
。

(五 ) 土族物理性状

从表 4 所得结果可看出在土层中土壤容重的变化都是表层低
,

随着深度的加深逐渐

增高
。

土壤总空隙大多在 40 一 50 关 之间
。

它们在土层中的变化与容重相似
。

土壤有机

质高的肥地的总空隙较瘦地的高
。

土壤之间非毛管空隙的差异较明显
,

其大小顺序为草

甸土型 > 棕壤型> 黄泥土
。

通气空隙的状况与非毛管空隙近似
。

它们 占总容积汤都较非

毛 管大空隙高
。

土壤非毛管空隙与总空隙之比
,

在 20 厘米土层内
,

草甸土型最高
,

黄泥

土最低
。

且都是肥地比瘦地高
。

土壤空隙组成是土壤颗粒组成所形成的土体构成状况的综合反应
,

对土壤水
、

肥
、

气
、

热和生物活性等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
。

上述结果说明三种水稻土颗粒的垒结状况形成的

土体构型
,

其松紧度是草甸土型> 棕壤型 > 黄泥土
。

当然良好的垒结还需共有保持长期

稳定的条件才是理想的
,

水稻土在长期季节性演水的影响下
,

土壤颗粒垒结的稳定性如

何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土壤水分状况
,

对水稻土来说
,

不仅是影响水稻土淋溶淀积的因素
,

也是影响气
、

热状

况
,

并进而影响养分活化的重要条件
。

从表 4 中看出
,

三种水稻土的田间持水量普遍地较

旱田高
。

肥地与瘦地比较
,

棕壤是瘦地较高
,

其它土壤则无明显的差异
。

吸湿水含量在

20 厘米土层内肥地较瘦地高
。

凋萎含水量普遍地较吸湿水高
。

田间持水量在 20 厘米土

层内是黄泥土> 草甸土型 > 棕壤型
,

肥瘦地之间差异均不明显
。

田间有效持水量是黄泥

土 > 棕壤型 > 草甸土型
。

总的说来
,

水稻土的水分状况与旱田比较
,

储水量较高
,

渗水能

力差
。

衰 s 不同肥力水平水稻土的级化还原电位

T a b le 5 E I一 V a lu e o f p a d d y 501 1 w ith d itt e

卿
t le v e ls o f 时

tiliry

土 壤
5 0 11

月巴力水平
Fe r tility

深度 (
em )

氏P th

温度 (℃)
T o n P

。

镇化还原电位
E h (

: 、、v )

肥 地

0一 1 0

1 0一 2 0

3 0一月0

5 0一6 0

1 3
。

0

1 4
。

0

1 5
。

0

1 5
。

0

2 6 0

2 5 0

2 8 0

草甸土

痰 地

0一 1 0

1 0一 2 0

3 0一 4 0

5 0一 6 0

1 3
。

0

1 3
。

5

1 4
。

0

1 5
。

0

2斗0

2 6 0

2 3 0

2 6 0

沙
土城氧化还原电位 (表 5) 在 2 30 一28 0 m V 之间

,

普遍较旱田低
。

瘦地又较肥地低
。

.

说明水稻土通气不良
,

较长期的处在还原状态的嫌气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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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以其所处的环境条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特别是氧化还原状虎的不同
,

土城

中各类物质形态的转化
,

它们在土层中的迁移都与土城肥力水平密切相关
,

有待进一步深

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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