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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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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建变性土与广泛分布的地带性土壤—砖红壤性红壤不仅在土壤特性上有很大差别
,

而且在耕作
、

适种性
、

施肥效应
、

灌溉措施以及作物产量与品质等农业生产特性上也有明显的

不同
。

我们在已取得土壤特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又从水
、

肥
、

气等土壤肥力特征方面
,

揭示

这些农业生产特性差别的机理
,

并着重于与砖红壤性红壤对比
,

以期把这两种呈复区分布的

土壤
,

在利用和管理上能进一步区别对待
。

关键词 变性土
,

肥力特征
,

农业生产特性

在福建漳浦
、

龙海沿海一带的低丘和台地暗黑色气孔状玄武岩风化物上
,

发育一种暗

色粘质土壤
,

历史上视同砖红壤性红壤
。

我们研究结果
,

已将它从砖红壤性红壤中划分出

来
,

定名为变性土【
’】

。

现进一步从水
、

肥
、

气等土壤肥力特征
,

揭示这两种土壤农业生产特

性的差别
,

以达到科学用土和管土
,

为提高此类土壤的农业生产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L l 供试土壤

在调查区采集旱地土壤样品共 8 个剖面
。

其中 1一4 号剖面是发育在暗黑色气孔状玄武岩风化物

上的变性土 ; 5
、

6 号剖面是发育在红色擞密状玄武岩风化物上的砖红壤性红壤 ; 7
、

8 号剖面是发育在花

岗岩风化物上的砖红壤性红壤
。

每个剖面采取 2 层—耕层和底层 (耕层深 15一 2 5c m
,

以下为底层)土

样
。

共有 16 个理化分析样品和 16 个原状土样
。

1 .2 试验方法

1
.

2
.

1 土壤机械组成 采用 0
.

sm ol / L 氢氧化钠溶液分散土样
,

比重计法测定
。

土壤颗粒按美国制

分级
。

1
.

2. 2 p H 值 在土水比为 1 : 5 浸提液中
,

用 p H s一 10 A 型数字酸度 / 离子计测定
。

1
.

2. 3 有机质含量 用重铬酸钾法
。

*

本研究是
“

福建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研究
”

课题的一部分
,

得到福建省科委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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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4 阳离子交换量及盐基组成 用 p H 7
.

0 醋酸钱法测定阳离子交换量
,

再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分别测定醋酸按浸提液中钙
、

镁
、

钾
、

钠含量
。

1
.

2
.

5 土壤孔隙组成及基本水分类型 用一次采样
,

连续测定方法l3] 测定
,

其中:( 1) 容重
、

田间持水量

等
,

用环刀法 ; (2) 最大吸湿水
,

用饱和 K Z so ;
法 ; (3) 比重

,

用比重瓶法
。

l
了

2
.

6 全氮和有效氮 全氮用浓硫酸一混合催化剂消化土壤
,

有效氮用 1
.

sm ol / L 氢氧化钠水解土

样
,

然后都用扩散吸收法测定
。

1
.

2
.

7 全磷和全钾 土样用 H F一H a 0 4一H N 0 3 一次性消化
,

全磷用钥锑抗比色法
,

在 721 型分光光

度计上比色 ;全钾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1
.

2. 8 有效磷和有效钾 有效磷用 0
,

sm of / L 碳酸氢钠一铂锑抗比色法 ; 有效钾用 lm ol / L 中性醋

酸馁浸提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法测定
。

1
.

2. 9 土壤微量元素 全量铜
、

铁
、

锰
、

锌用氢氟酸一硫酸消煮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法 ; 全钥用

H F一H多O ;

消煮
,

K C N S 比色法 ;全硼用碳酸氢钠熔融
,

姜黄素比色法 ;有效铜
、

铁
、

锰
、

锌用 D T P A 浸

提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法 ;有效钥用草酸一草酸钱浸提
、

K CN S 比色法 ;有效硼用沸水浸提
,

姜黄素比色

法测定
。

2 结果与讨论

2. 1 变性土的化学特性

2
.

1
.

1 土壤有机质 变性土耕层有机质含量在 10 9 / k g 以上
,

在农业土壤中属中等水

平
,

一般高于砖红壤性红壤
,

同时从耕层向底层逐渐减少 (图 1)
。

而且变性土的胡敏酸的

含量以尽 H / F 都高于砖红壤性红壤【
’

,

2】
,

这在腐殖质组成以活性富里酸占优势的我国南

方红壤地区中有特殊意义
。

喇如仲鸣澎
�的之巴

.

昌
.

0

l一4 变性土 5一8 砖红壤性红壤

图 1 变性土与砖红壤性红壤有机质含量比较

F ig
.

l C o m Pa r i so n o f o r g a n i e m a t te r e o n t e n t b e tw e e n v e r t iso l a n d la te r it ie re d e a r th

2
.

1
.

2 土壤养分状况 ( l) 土壤氮
、

磷
、

钾
。

如表 1 所示
,

变性土全氮和有效氮含量一

般高于砖红壤性红壤
,

这与其有机质含量所表现的趋势相吻合
。

变性土的全磷含量很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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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及福建省土壤全磷含量的平均值 0
.

7 49 / kg !5]
,

但却明显高于本区砖红壤性红壤
,

有

效磷含量也表现出这一趋势
。

这与其发育的母质含磷量高有关 12, 4】
。

变性土的全钾含量

很低
,

一般低于砖红壤性红壤
,

但有效钾和交换性钾含量却很高
,

表现 出较高的供钾强

度
。

这与变性土的风化度低
,

质地粘重 以及盐基饱和度高等性质有关系I4]
。

(2 )土壤微量

元素
。

本研究分析了供试土壤的铁
、

锰
、

铜
、

锌
、

钥和硼等六种微量元素 (表 2
、

表 3)
。

表 1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 N. P. K 含量比较

T a b le l
e o n te n ts b e tw e e n

花
r tiso l a n d la t e r itie r e d ea r th

! 有效氮 } 全磷 { 有效磷

土壤类型

5 0 11 tyPe

A v a ila b le N } T o ta lP A v a ila b le P

(产g / g ) (g / k g ) (召g / g )

变幅

平均值

变幅

平均值

0 月一 1
.

17 6 0 乡0一 7 2
.

10 0 5 5一 1
.

6 0 7一 17

变性 土
6 5

.

8 3

0
.

4 2一 1
.

3 2 3 2 石0一 8 3
.

0 0 0
,

2 3一0 3 5 3
.

0一8
.

1

砖红壤性红壤
5 5

.

0 8

土土壤类型型 全钾钾 有效钾钾 交换性钾钾 供钾强度
’)))

555 0 11 tyPeee T o ta lKKK A v a ila b le KKK E x c h a n g e a b le KKK In t e n sity o fff

(((((g / k g ))) (拜g / k g ))) (e m o l(+ ) / k g ))) P o ta s siu m s u PP lyyy

变变性土土 变幅幅 3
.

0一5
.

777 5 8
.

0一 2 0 444 0
.

1 5一0
.

7 666 1
.

0 7一 6乃000

平平平均值值 3
.

999 1 20
‘

222 0
.

4 222 3
.

3 777

砖砖红壤性红壤壤 变幅幅 3
.

1一 16石石 14
.

0一 12 2刀刀 0乃4一0
.

4 111 0 乃8一 3
.

9444

平平平均值值 9 4 888 5 8
.

000 0
.

1 888 1
.

4 888

l) 供钾强度 = 有效钾 / 全钾
x 10 00

表 2

T a b le 2 C o m Pa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微t 元素含t 比较(雌 / g )

r is o n o f tr a e e e lem e n t e o n te n ts b e tw e e n v e r tis o la n d la te r it ic r e d e a r th

土土壤类型型 C UUU Z nnn F eee M fiii M 000 BBB

555 0 11t yPeeeeeeeeeeeeeee

变变性土土 变幅幅 2 1
.

8《卜一7 1 0 999 30 5 1一 10 33 000 2 7 180一 6 82 0 333 1 10 5一2 22 222 0
.

3 8 8一 1
.

5 8666 10
,

8 1一 17
.

0 333

(((n = 4 ))) 平均值值 60
.

6 777 69 3 111 4 7 2 5 333 14 7 111 0名5 666 12乡999

砖砖砖 总量量 变幅幅 7乃6一5 6乃999 2 1
.

18一6 1
.

8 111 6 0 5 2一 4 3 22 000 2 2 9一 15 7444 0 4 9 7一 1 4 9 999 18
.

5 1一2 2
.

6 777

红红红 (n = 4 ))) 平均值值 30 乃lll 4 2
.

9 111 22 7 2 111 7 4 444 1
.

0 9 666 2 0
.

1444

性性性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 玄武岩发育育 变幅幅 4 57 3一5 6刃999 5 5
.

0 9一6 1
.

8 111 3 17 0 2一4 32 2 000 2 2 8一4 1666 0 4 9 7一 1
.

3 7222 19
,

22一 22
.

6 777

红红红 (n = 2 ))) 平均值值 50 乡lll 58 4 555 37 4 6 111 32 333 0
.

93 555 2 0乡555

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

花花花岗岩发育育 变幅幅 7乃6一 1 1
.

1777 2 1
.

18一3 3
.

5000 6 0 5 2一9 90 999 7 5 7一 15 7444 1
.

0 14一 1 4 9 999 18 5 1一20
.

1777

(((((n = 2 ))) 平均值值 9
.

1222 27 3 555 79 8 111 1 16 666 1
.

25 777 19 3 444

从表 2 看出
,

变性土铜
、

铁
、

锌
、

锰全量比砖红壤性红壤高
,

其中铜
、

铁
、

锰全量约为砖

红壤性红壤的 2 倍 ; 而铂和硼全量却比砖红壤性红壤低
。

这种差异在变性土和花岗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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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坡有效微t 元素含t 比较(雌 / g )

T a b le 3 C o m P a r is o n o f a v a ila b le tr ae e e le m e n t c o n t e n t s b e tw e e n v e r tis o la n d la t er itie r ed ea r t h

土土壤类型型 C llll Z nnn F CCC M nnn M 000 BBB

555 0 11 tyPeeeeeeeeeeeeeee

变变性土土 变幅幅 0
.

96一 1 8000 0 j 0一 1
.

5000 6
.

50
es

~

1 3
.

7 666 4
,

06一 16
.

6000
六 111

0
.

1 18一0
.

16 888

(((n = 4 ))) 平均值值 1
.

3 222 0
.

9 333 1 1
.

0 111 9石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0 14 999

UUUUUUUUUUUUUUU
一

U , 片
—

U
一

U 7 77777

000000000000000
.

0 6 44444

砖砖砖 总量量 变幅幅 0
.

16一0
.

9 222 0 5 6一2乃000 1 1
.

26一16乃000 7 2 0一 1 8习000 0乃7 1一0乃9 999 0
.

0 9于一0
.

14 444

红红红 (n = 4 ))) 平均值值 0 5 222 1 0 999 13石333 1 1
.

1 888 0乃8 777 0
.

12 777

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性性性 玄武岩发育育 变幅幅 0
,

82一0乡222 0乃6一2乃000 1 1
.

26一1 1 7 666 10
,

0 (卜一 18乡000 0乃7 1一0 乃9 222 0
.

132一0
.

14 000

红红红 (”= 2 ))) 平均值值 0名777 1
.

2 888 1 1
.

5 111 14 4 555 0乃8 222 0
.

13 666

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壤

花花花岗岩发育育 变幅幅 0
.

16一0
.

1 888 0名2一0乡666 15
.

50一16刃000 7 2 (卜一8 6 000 0
.

0 8 6一0 乃 9 999 0 刀9 0一0
.

14 444

(((((n ~ 2 ))) 平均值值 0
.

1777 0 名 999 15
.

7 555 7
一

9000 0
.

09 333 0
.

11 777

育的砖红壤性红壤之间更为明显
。

这是因为铜
、

锌
、

铁和锰在玄武岩中要 比在花岗岩中丰

富
,

相反
,

铂和硼则较集中于花岗岩中l7]
。

至于这些微量元素的有效态含量
,

有些与全量

含量相关 ; 有些则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

从表 3 看出
,

变性土有效铜含量一般高于砖红壤性红壤
,

而有效钥含量一般低于砖红

壤性红壤
。

这显然与其全量含量有关
。

由于变性土 p H 值较高
,

将会降低铁
、

锌
、

锰的活

性和有效性141
,

因而这些微量元素在变性土 中的全量虽然都比砖红壤性红壤高
,

但其有效

态的含量一般都比砖红壤性红壤低
。

又由于变性土的有机质含量较高
,

质地粘重
,

这将会

提高硼的有效性 [4]
,

所以尽管其全量比砖红壤性红壤低
,

但有效硼含量一般却较高
。

�因之-
o日。)�山。

1一 4 变性土 5一8 砖红壤性红壤

图 2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比较

F ig Z C o m Pa r i so n o f C E C b e tw e e n v e r tis o l a n d la t e r it ie r e d e a r th

2
.

1
.

3 土壤吸附性能 变性土阳离子交换量都在 38c m ol / kg 以上
,

远高于砖红壤性

红壤
,

特别是高于花岗岩发育的砖红壤性红壤
,

即使在底层
,

变性土 阳离子交换量仍在

32 c m ol / k g 以上 (图 2)
。

可见变性土全剖面保肥性都很强
。

这与其蒙脱石为主的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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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特点有关
。

据统计
,

福建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平均为 8
.

2 7c m o l/ kg 【5]
。

本区砖红壤性

红壤阳离子交换量为 3
.

41 一 13
.

6 0c m ol / kg
,

平均为 8
.

58 c m ol / k g
,

保肥性都弱
。

在福建

大都是保肥性弱的土壤环境中
,

出现了这个保肥性很强的土壤
,

在施肥上必须特别注意
。

变性土的代换性盐基含量要 比砖红壤性红壤高
,

而且变性土在代换性盐基组成中是

以 c a 2+ 和 M g 2+ 占优势 (表 4)
。

而砖红壤性红壤代换性盐基含量很低
,

胶体表面的永久 电

荷点主要由铝离子所占据
。

变性土这一特点
,

不仅对土壤的 p H 值
,

而且对土壤的其他性

质也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

表 4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盐基组成状况

T a b le 4 Sta t u s 0 fb a s e s in v e r tis 0 l a n d la te r zt1C f e d e a r th

土土壤类型型 阳离子交换量量

555 0 11 t yPeee C E C (e m o l / k g )))

总总总 量量 钙钙 镁镁 钾钾 钠钠

TTTTT o ta lll C a Z十十 M g Z +++
K

+++
N a +++

变变性土土 变幅幅 2 0
.

5 7一4 6 9 888 10
,

2 3一 3 5
.

2 444 8
.

0 7一 10 刀222 0
.

1 5一0
.

7 666 0
.

0 6一 0
.

3 111

平平平均值值 2 8
.

4 999 18
.

2444 9
.

6 333 0
.

4 222 0
.

2 111

砖砖红壤壤 变幅幅 1
.

8 0一6
.

1888 1
.

19一 1
.

7 333 0 滩0一2 4 111 0
.

0 4一0 4 111 0
.

0 7一 0
.

1444

性性红壤壤 平均值值 4乃333 2
.

4 444 1 3000 0
.

1 888 0
.

1222

变性土盐基饱和度不仅高于砖红壤性红壤
,

而且在土壤剖面的分布上还有其特点 :变

性土盐基饱和度多从耕层向底层递增
,

而砖红壤性红壤则多随深度增加而降低 (图 3)
。

变性土的这一特点势必在耕作和施肥上要与砖红壤性红壤区别对待
。

�次�侧显摹瑚圳

的
.

闰

1一4 变性 土 5一8 砖 红壤性 红壤

.

图 3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盐基饱和度比较

F ig 3 C o m Pa r is o n o f b a se sa tu r a ti o n b e tw e e n v e r t iso l a n d la te r it ic r e d e a r th

2
.

1
.

4 土壤酸度状况 变性土 p H 值高于砖红壤性红壤 (图 4)
。

变性土 pH 变幅为

6
.

93 一7
.

83
,

平均 7
.

27 ;本区砖红壤性红壤 p H 变幅为 6
.

18 一6
.

53
,

平均 6
.

26
,

因而变性土

p H 比砖红壤性红壤约高 1
.

0
,

比福建全省土壤 p H 平均值 5
.

3 约高 2. 0
。

变性土
,

p H 值随

深度增加而上升
,

因而
,

变性土底层 p H 值尚在中一微碱性范围内
。

而砖红壤性红壤全剖

面上下升降变化都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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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4 变性土 5一 8 砖红壤性红壤

图 4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 p H 值比较

F ig 4 C o m Pa r is o n o f P H b e tw ee n v e r tiso la n d la te r itie r e d e a r t h

2. 2 变性土的水分状况

本区年降水量虽达 14 00 m m 之多
,

但因季节分配不均
,

仍有明显干
、

湿季之分
,

秋冬

经常受到干旱的威胁
。

据此
,

变性土水分状况表现如下特点 :

闰妥聋回王

�
。日nl。>J。次�七石月。门�勺工
。-山

1一 4 变性土 5一8 砖红壤性红壤

图 5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田间持水量比较

F ig
.

5 C o m Pa r iso n o f fi e ld e a Pa c ity b e tw e e n v e r t iso l a n d la te r it ie r e d e a r th

变性土田间持水量高于砖红壤性红壤
,

耕层田间持水量变化幅度为 37
.

20 一40
.

75 %
,

平均 38
.

78 % ;而砖红壤性红壤耕层 田间持水量变幅为 20
.

10一28
.

9%
,

平均 24
.

58 %
,

前者

比后者高 14
.

20%
。

而这个差距在底层 出现更大
。

变性土底层的 田间持水量平均为

45
.

13 %
,

而砖红壤性红壤平均为 26
.

40 %
,

两者相差达 18
.

72 % (图 5 )
。

据此可 以认为
,

变

性土持水能力要比砖红壤性红壤强
,

尤其在底层
。

这在受干旱严重威胁时
,

对农业生产具

有重要的意义
。

虽然变性土田间持水量大于砖红壤性红壤
,

但因其凋萎系数也比砖红壤性红壤大得

多 (图 6)
。

因此 两者的理论有效水含量基本接近 (表 5)
。

然而
,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

的现时有效水含量情况则有很大不同
。

本研究供分析水分特性的原状土样是 12 月下旬

采集的
,

正是干旱时期
,

也是冬闲季节
,

既缺乏降水
,

又无灌溉
,

土壤湿度降到一年中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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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谷
,

这时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中所含水量相差很大
。

从图 7 可知
,

变性土 自然含水量

变化幅度 22
.

9 3一 28
.

22 %
,

平均 25
.

89 % ; 砖红壤性红壤变幅为 2
.

5 0一 10
.

90 %
,

平均为

5
.

98 % ; 两者相差 19
.

91 % ; 在底层
,

这个差距更大 (其平均值分别为 40
.

75 % 和 8
.

79 %
,

相

差 31
·

%笋) : 由此
,

变性土现时有效含水量也高出砖红壤性红壤 (表 5)
。

表 5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水分和孔隙状况比较(容量% )

T a b le s 仁o m p a r is o n o f m o is tu r e C o n te n t s a n d p o r es b etw e e n the v e r tis o l a n d la te r itie r od ea r th (% o f v o lu m e )

土土 壤 类类 发生层层 田间持水量量 凋萎系数数 理论有效含水量 I))) 现时有效水分 2))) 自然含水量量

型型型 H o r iz o nnn F ie ld e a Pa e ityyy W iltin g e o effi eie n ttt T he o r e tie a lll E x is tin ggg N a t u r a l m o istu r eee

555 0 11 typeeeeeeeee
a v a ila b leee a v a ila b leeeee

mmmmmmmmmmm o is tu r eee m o istu r eeeee

变变性土土 AAA 变幅幅 3 7
.

20一4 0
.

7 555 17
.

1 5一 2 1
.

0 333 17
.

19一2 0 乃888 5
.

0 7一8
.

1777 2 2刀3一2 8
.

2 222

平平平平均值值 38 7 888 19
.

7 333 18
.

6 000 6
.

1666 2 5
.

8 999

BBBBBBB 变幅幅 3 9
.

10一4 8
.

8000 2 2
.

3 6一 2 7 2 444 1 9
.

10一2 3
,

0 222 1 3
.

4 2一1 7石000 3 7
.

0 5一4 4
.

4 555

平平平平均值值 4 5
.

1 333 2 5刀222 2 0
.

1 111 1 5
.

7 888 4 0刀 555

砖砖红壤壤 AAA 变幅幅 2 0
.

10一2 8
.

9 000 1
.

6 4一 9
.

1 555 1 8
.

4 6一2 2
.

0 555 0
.

3 5一2
.

5 666 2
.

5 0一 10
,

9 000

性性红壤壤壤 平均值值 2 4
.

5 888 4 7 111 1 9名666 1
.

1 888 5
.

9 888

BBBBBBB 变幅幅 2 4 4 5一3 0 5 555 2
.

0 6一 1 1
.

3 111 19 2 4一2 2
,

6 333 2
.

0 7一5
.

7444 4 4 5一 17 刃555

平平平平均值值 2 6
.

4 000 5 4 222 20
.

9 888 3 3 777 8
.

7 999

土土 壤 类类 发生层层 孔隙度度 毛管孔隙隙 非毛管孔隙隙 B / AAAAA

型型型 H o ri Z 0 nnn Po r o sityyy C a P illa r y P o r eee N o n e a P illa r y P o r eeeeeee

555 0 11 typeeeeeee (A ))) (B )))))))

,, 仍陀 翻扣 J 一一
AAA 变幅幅 5 4

.

9 2一6 1
.

3000 4 2
.

7 8一4 7
.

1000 8
.

1 7一 14
.

3 666 0 2 77777

平平平平均值值 5 8
.

4 000 4 5 9 333 12
.

4 7777777

多多L I口七 LLL BBB 变幅幅 4 2 5 5一5 1
,

1444 4 1
.

10一4 9 2 555 0 7 8一2 .2 777 0
.

0 22222

平平平平均值值 4 8
.

3 000 4 6
.

7 000 1
.

1 3333333

砖砖红壤壤 AAA 变幅幅 4 9
.

8 1一6 1
.

3 888 2 6 3 0一4 1
.

7333 18
.

8 9一2 1
.

0 666 0 7 22222

性性红壤壤壤 平均值值 56
.

2 222 3 2
.

6 333 2 3
.

59999999

BBBBBBB 变幅幅 4 5
.

86一 52
.

0 888 3 1
.

5 5一3 6
.

1 555 14
.

3 1一 17
.

1 333 0 4 77777

平平平平均值值 4 9
.

7 555 3 3
.

9 555 15
.

8 0000000

l) 理论有效含水量 = 田间持水量一凋萎系数
。

2) 现时有效含水量 = 自然含水量一凋萎系数
。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在 自然含水量和现时有效水含量上 的差异
,

特别是在底层的

差异
,

说明了变性土具有较强的保墒性能
。

2. 3 变性土的物理性质

2. 3
.

1 土壤质地和微团聚体 如表 6 所示
,

变性土的质地比砖红壤性红壤粘重
,

这一

差异对花岗岩发育的砖红壤性红壤尤甚
。

变性土 < 0
.

O02 m m 粘粒含量都高于 30 %
,

而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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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性红壤多低于 30 %
。

这将影响到它们的农业生产特性
。

这两种土壤在微团聚体含

量上也有明显的差距
。

据研究
,

< 0
.

o lm m 微团聚体对吸持养分起着重要作用l6]
。

本区变

性土 < 0
.

o lm m 微团聚体含量明显高于砖红壤性红壤
,

前者平均值为 23
.

13 %
,

而后者为

巧
.

86 %
,

而花岗岩发育的砖红壤性红壤更低
,

仅 H
.

62 %
。

这是变性土保肥性能强的又一

原因
。

经研究
,

> o
.

25 m m 微团聚体含量是与非毛管孔隙呈显著相关161
,

变性土在 A 和 B

层 中这一粒级的微团聚体含量都低于 21 %
,

而砖红壤性红壤都高于 21 %
,

这说明变性土

全剖面的非毛管孔隙要 比砖红壤性红壤少
。

我们对这两种土壤的孔隙度的测算 (表 5) 与

这一结果相吻合
。

翻喘瀚军

(。tnnl
。李节次)l
u忍。￡8�团旧
�。‘妇-沙

1一4 变性 土 5一8 砖红壤性红壤

图 6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凋萎系数比较图

Fig 石 C o m Pa r iso n o f w ith e ri n g e o e ffi e ie n t b e tw e e n v e r t iso l a n d la te r it ic r e d e a r th

啊书如耸皿

(
。

易工
oAJo次)
。�,妇月。日诱匆材川N

l一4 变性 土 5一 8 砖红壤性红壤

图 7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 自然含水量

F ig 7 C o n te n ts o f n a t u r a lm o is tu r e in v e r t iso l a n d la te r it ic r e d e a r th

2. 3
.

2 土壤孔隙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在孔隙度上相差无几
,

但孔隙类型组成上却

有明显的差别
。

变性土的非毛管孔隙远比砖红壤性红壤少
。

一般认为
,

旱地作物要求的

土壤非毛管孔隙与毛管孔隙的比值以 0
.

25 一0
.

5 为宜
。

而变性土表层这一比值平均为

0
.

27
,

砖红壤性红壤表层平均为 0
.

78 (表 5 )
。

从这一点看
,

变性土要 比砖红壤性红壤更适

于旱地作物的生长
,

但其底层这种孔隙比在 0
.

05 以下
,

通透性极差
,

这是其不利之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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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变性土在旱季大量发育 0
.

005 一 sm m 不等的裂隙和裂纹I3]
,

又增加其通透性
。

2. 4 变性土的农业生产特性

2
.

4
.

1 变性土的养分状况一般要比砖红壤性红壤好
,

表现在 : 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有效磷

和有效钾含量较高
,

而且有较强的保水保肥能力
,

盐基组成中钙
、

镁离子占优势
,

表层通透

性也较适于旱作物的要求
,

因而
,

变性土种植甘薯
、

花生
、

高粱和甘蔗的常年产量 明显高于

当地的砖红壤性红壤区
,

而且一些旱作物如花生
、

红麻还表现 出较好品质
。

种植旱作物耐

旱期通常比砖红壤性红壤长 10一巧 天
,

还表现省肥
、

适种性强等优良农业生产特性
,

推行

间套作和坡地种植时
,

这些优良特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

表 6 变性土和砖红壤性红壤的粘粒和微团聚体含最比较 (% )

T a b le 6 C o m Pa r iso n o f c la y a n d m ie r o 一a g g r e g a te c o n t e n ts b e tw ee n v er t is o l a n d la te r itic r e d e a r t h

土土壤壤 发生层层 粘 粒粒 微 团 聚 体体

类类型型 H o r iz o nnn C la yyy M le r o 一 a g g r eg a t e sss

555 0 11 typeeeee < 0
.

0 0 2 m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 0 2 5 m mmm < 0 刀 lm mmm

变变性土土 AAA 变幅幅 3 2
.

2 0一4 8
.

4 000 16 石l一 20 月333 19
.

8 2一 2 8
.

5 666

平平平平均值值 3 8
.

3 000 1 8
.

9 777 2 2
.

5 666

BBBBBBB 变幅幅 3 2乃O一5 7乃000 17
.

39一 1 9
.

7 222 14
.

1 2一 3 8
.

1222

平平平平均值值 4 2
.

5 000 1 8
.

4 999 2 3
.

7 111

砖砖红壤壤 AAA 变幅幅 8 6 0一3 3 2 000 2 7
.

30一4 7 4 555 8
.

80一 1 8
.

6 000

性性红壤壤壤 平均值值 2 0
.

5 555 3 7
.

9 222 1 5
.

5999

BBBBBBB 变幅幅 10
.

4 0一4 1 4 000 2 1
.

5 1一4 6石999 9
.

52一2 4
.

5 222

平平平平均值值 2 5
.

7 000 3 1 0 111 16
.

1333

2. 4. 2 变性土种植水稻容易发生沉秧现象
,

即秧苗插下后会出现耕层土壤沉实
,

造

成秧苗下沉受淹
,

加以早春水冷
,

影响水稻生长
,

因此变性土种植水稻通常要 比砖红壤性

红壤迟熟一周
。

为此
,

本区作物水旱轮作多采用早季旱作一晚季水稻
,

这与闽南其他大部

分地区采用早季水稻
,

晚季旱作的轮作方式有明显不同
。

2. 4
.

3 心土层坚实而且通透性差
,

在湿季
,

内部排水缓慢
,

地表径流流失严重
,

而旱

季又 由于变性土深裂的特殊物理性质
,

易于漏水
。

这都是影响变性土肥力的重要 因素
。

据此特点
,

一方面实行深耕
,

松动坚实的心土层
,

增加通透性
,

减少经流流失
,

另一方面要

提倡喷灌和浇灌
,

减少旱季裂隙漏水
,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

2. 4. 4 变性土的 p H 在 7. 任一 7
.

8
,

这在我国南方地区是很特殊的
,

在利用中
,

要考虑

这一特点
,

这种土壤不需要施用石灰
,

不宜种植茶树等一类的喜酸作物
,

适种喜钙的豆科

作物
,

同时要注意施用微量元素
。

2. 4
.

5 本研究结果看出
,

福建变性土从砖红壤性红壤中划分出来成为独立土类
,

这

不只是土壤分类的合理性
,

而且是科学用土管土所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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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n ish le a k a g e th ro u g h c r a c k s a n d to r a is e th e u tiliz a tio n e ffi e ie n e y o f w a te r r e s o u re e s
.

Pa r tieu la r a tte n tio n sho u ld b e Pa id to th e r ePle n ish m e n t o f the n u tr itio n o f Ph o sPh o r u s ,

Po ta s siu m a n d t ra e e elem e n ts s u e h a s b o ro n a n d m o ly b d e n u m in a PPlyin g fe r tiliz e r s to th e

v e r tis o l
.

B e c a u se o f th e 5 0 11 re a c tio n r a n g in g fr o m n e u t r a l to slig ht a lk a lin e ,

g e n e r a lly th e r e

w o u ld b e n o n ee d o f lim in g to th e v e r tis o l
, a n d it w o u ld b e n o t aPPr o Pr ia t e to g r o w

a eid o Philo u s e r o Ps s u eh a s te a ,

w hieh 15 n o w e x te n siv e ly g r o w n o n th e la te r itic re d e a r th r e
-

g io n th e re ,

b u t it w o u ld b e Pr o Pe r to b e u se d fo r g r o w in g e a le iPh ilo u s leg u m in o u s er o Ps
.

K ey w o rd s V e r tis o l
,

Fe r tility c h a r a e te r istie s ,

A g r ie u lt u r a lP r o d u c tio n e h a r a e te r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