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年

第 期

月

土 壤 学 报
人 人

,

,

安 徽 省 的 白 土 水稻 土 类 型

陈 清 硕

安徽农学院

安徽省历年来土壤稠查报告中
一

都没有提到过白土的名称
。

直至本省安庆专区士

壤普查工作开展以后
,

才发现有极其众多的类似白土的名称
,

如面浆土
、

够士
、

淀浆士
、

灰白土等等
,

其分布范围之广
,

占专区所有水稻土类型的第一位同
。

从现有青料看来
,

安

徽省的白土不同于江苏省
,

因此想就白土简题予以研究衬萧
。

一
、

白 土 的 分 布

安徽省白土的分布北部以淮河为界
,

东边和江苏省接界
,

西边与河南省相速
,

西南直

抵夫别山麓
,

南界款县的岩寺雄
,

都有白土的分布
。

其中江淮丘陵地区和皖南的广德
、

宁

国
、

南陵一带是两个白土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 觅图
。

而江淮丘陵地区东部的炳辉
、

来

安
、

全椒
、

肥东等几县白土分布的面积特别集中
。

此外
,

在郁阴
、

至德和太湖等县境内
,

也

有断片的白土
,

但为数较少
。

在以上这些地区
,

白土也可以和其他的土壤类型祖成广夫的

复区
,

在五十万分之一的士壤图中
,

界限不能表示出来
。

白土集中分布的地区
,

大多是安

徽省水稻重要的产地
,

而且都有很长的栽培的历史
。

江淮简的丘陵地带是安徽省白土面积最

大的分布区
,

歌区具有典型的丘陵和波状起

伏的地形
,

北面稍较平坦
。

除了低山以外
,

所

有的岗丘大部分都为下蜀系的黄土所复盖
,

只在丘陵的坡底河谷平贩地带
,

接钠了一些

河流与湖泊的冲积物盾
,

岗坡的起伏并不很

大
,

相对高度一般豹在 一 米左右
。

皖南

东部的白土区大多是典型的盆地河 谷阶地
,

一般起伏较大
,

成土母质很复杂
,

有黄土
、

河

流冲积物
、

第四耙杠土和第三耙杠色沉积岩

及侵入岩等等
,

但不是所有的母盾都可以形

成白土
。

最主要的 白土区大致也就是下蜀黄

土分布的地区
,

而地形 以丘陵和波状起伏

地为主
。

在垂直的地形部位上
,

白土多分布在脱

离了泛谧影响的河谷平阪地区和丘陵向河谷

过渡的援坡地带
,

但是无渝岗
、

垮
、

冲都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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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安徽省水田 白土主要分布区域示意图

根据安徽省土奥分布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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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着 白土
。

下蜀系的黄土和河流与湖泊的粉砂盾冲积物是白士最重要的母盾
。

白土区的年雨量豹在 一
,

相 。毫米左右
,

豹有 另以上的降水都集中在夏季
,

地

表径流非常发达
。

少数的荒地植被完全破坏
,

侵颤非常严重
。

北部年均温在 ℃左右
,

大

致是可能栽培双季稻的最北界
。

二
、

白土的形态特微

白土表土的颜色比邻近其他的土壤都较淡
,

只有在 白土分布速片的地方
,

才容易被粗

糙的观察所孰录
。

白土田不起象局于土 黄泥士 一样的大土块
,

表土具有粒状—
核状

到似块状的拮构
,

一眼望去是一片带有平整威的米 白色
,

而且越干越白
,

土块一徨就碎
,

搓

时如粉
,

有滑腻威
,

但有的较硬
,

硬度却远不及庵干土
。

土壤剖面
,

从盾地和声色来判断
,

可以看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白土层
,

这个白土层都是位于土壤的最上部
,

形成耕作层
。

底土

层多半是具有块状桔构的
、

颜色深黄的土质较硬的土层
,

锈救很多
,

形成杂色相简
。

底土

层的下部是一个带暗褐或棕色的心土层
,

盾地粘重得多
,

具有类似棱柱状的拮构
,

有的夹

有敛锰桔核
,

甚至有黑色的锰片沉积
,

拮构休的外面被有发光的胶膜
。

白土层的厚度一般在 一 厘米左右
,

它向底士层过渡有着两种不同的情况
。

一种

是过渡得较突然
,

中简为一个较硬的犁底层所简隔
,

具有类似这种剖面形态的 白土
,

多发

现在岗垮上和平贩的地区
。

另一种情况是过渡得不突然
,

颜色从上到下逐渐变深
,

盾地也

渐趋粘重
,

这类白土的白土层较深厚
,

多分布在丘陵向河谷过渡的地带
。

此外
,

在皖南的

冲田中
,

发砚底土层中灾有石块
,

虽然桔构
、

颜色和以上两种情况很相似
,

但是可以断定这

种白土是起源于河流冲积的母盾
,

不过它的沉积界限并不很分明
,

也爵是因为后期水流的

漂洗和淋溶
,

再加上长期翻耕的关系
,

原始的沉积界限已趣被搞乱
。

三种不同白土剖面的

特征
,

表示在图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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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土剖面的三种基本形态示意图

大部分的白士在 米以内都看不到

潜育层
,

冲田 白土的潜育层也多发现在

厘米以下
。

按照过去安徽省土壤翻
查的标准

,

白土应当被划分为谧育性的

水稻士
。

安徽省白土形态最重要 的 特

点
,

是它的白士层不是夹在土壤剖面的

中简
,

而是在最上部
,

因此和江苏省的白

土有着很大的不同
。

三
、

白土利用的现状

白土水稻土都是一些古老的稻 田
,

在历史上一直郡是施行水旱翰作的制度
。

目前在

合肥一接以南
,

普通的推行了双季稻
。

白土区最重要的翰作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中稻一小麦 油菜或糠肥

中稻—休阴
中稻一 大

、

小麦—中稻一油菜一一中稻 一糠肥

麦 油菜 一中稻‘麦 油菜一花生
一一

一

休荣一水稻



期 陈清硕 安徽省的白土水稻士类型

中稻一油菜一双季稚卜一大
、

小麦一中稻一糠肥
双季罐卜一油菜 糠肥

双季稻一休荣
双季稻一大

、

小麦 一中稻一油菜一一双季稻一糠肥 或大麦

双季稻
一

一麦 套花生 —休荣一双季柏
。

以上多种耕作制度的形成根本原因是由于不同的气候
、

地形
、

水利和人工握营 主要

是劳力和肥料 的条件
。

白土区的南部
,

双季稻的比重大
,

复种指数高
,

北部则反之
。

生产

方式一般在冬作物收获后
,

立即耕翻 一 厘米左右
,

灌水耙地栽秧
,

劳力较多的地区多

耕多耙一次
。

施肥种类以草皮肥
、

士粪
、

火粪
、

人畜粪
、

锅台土
、

塘泥等肥料为主
,

平均每年

住田中每亩施入 一 吨
。

追肥主要是人粪尿
,

以二勺粪对一桶水的浓度
,

每亩 一 担
,

追 一 次 化学肥料以 执 多 为主
,

极少有单独施用磷肥的
。

当然高产田不在此例
。

白土田多不行烤田
,

或只浅烤
,

因士壤淀板
,

越烤越紧
。

因此土壤的性盾影响着士壤的利

用
。

栽秧的密度过去是 和 寸
,

目前早稻以
、

晚稻以 , 寸较多
,

白

土田士紧难栽秧
,

劳力悄耗很大

四
、

白 土 的 耕 性

农民对白土田的耕性有着深刻的印象
,

这就是土壤淀板
。

在耘田以后
,

半天潭水就会

变清
,

而思干土澄清要 一 天
,

甚至根本不能澄清
。

澄板以后
,

土面平整
,

形成较硬的粉

砂层
,

栽秧很费指劲
。

在所硝
“
澄白土

, ,

田中
,

如在凤阳和广德一带
,

栽秧时往往要用木棒

先行打眼
,

或用布裹住手指
。

栽时用劲过大
,

会伤秧根
,

但鲤栽又不能栽深
,

会漂颗倒秧
。

农民有着很多的藩藉来形容白士的澄性
,

如
“
上午整田下午带舞子

, , , “
上田不要洗脚

, ,

等

等
。

白土的这种性盾
,

完全是由于白士层粉砂合量较高的椽故
,

一般含量都在 一知 多

左右
,

而且从下到上逐渐增多
,

粘粒刻从上到下逐渐诚少 图
’。 由于口紧土板

,

对秧苗

的发棵有妨碍
,

褥青的时简此思干土要晚好 天
。

当然这和速效性养料的含量有关系
,

土

瘦且澄性较重的澄白土
,

就是一种低产田
,

比一般田的产量要低 一
。

由于土壤的

粉砂含量多
,

粘粒含量少
,

士壤的粘拮性较低
,

耕地时的阻力小
,

因此无渝耕地和耙地都要

容易得多
,

白上田和禺干士田做工的比较晃下表 表
。

表 白土和属千土田做工的比较

一里一二一兰 卜一二宜匕一—
二一

自
。

砧 斗 一 斗

思干土的做工多
,

和士盾的粘重有着直接的关系
。

这种土壤的粘粒含量平均在 务

左右
,

而白土的粘粒含量都低于 多
,

只有和思于上邻近的白土田粘粒合量才较高
。

白

士虽然耕作较易
,

但栽秧时费力
,

因此农民并不喜欢它
。

种午季时的 白土田
,

雨后桔壳口

紧
,

要求锄地要勤
,

以助填苗和发根
。

在粉砂含量较高的白士田中
,

起大风会刮士
,

尤以勤

引自安徽省土襄普查的资料
,

以下化学分析桔果均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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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时表砚为最
。

干田耕地时
,

虽不如禹于士的有大
“
刮把

, ’

或有土竣直立不倒的现象 农民

称思干士是
“
直性土 ,’

,

但是据挽易磨揖农具
。

一般惫来
,

属干土的耕性是极待改善的
,

土

澳如果进行袒微的白土化过程 如形成白禹干 可以达到目的
,

但是一旦形成了白士
,

又嫌

有过之虞
。

拉

砂 枯

刀 们 幻 即 仍

呱位印城枯土

粉 砂

‘

劝 尸尸
七七七

了 厂厂

《定远 定远 炳坏 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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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 六安互店 六安双桥》

’

生
犯 幻 叻 加

产德

广德》
,

宁国

户户 与与
六安

图 白 土 的 机 械 粗 成

五
、

白 土 的 肥 力

白土的肥力有着较大的分化
,

‘般都是中产田和低产田
,

但也有少数的高产田
。

中稻

的产量水平每亩钓为 一 斤
,

双季早稻 一 , 斤
,

晚稻 一 , 斤
,

小麦 一

斤
,

油菜 一 斤
。
低产田的中稻产量只有 一 斤

,

小麦在 斤以下
。

产量

的高低和土壤的澄性几乎完全呈反比
,

较竣的澄性同时被决定于较高的粉砂含量和有机

质的含量
,

其中有机盾是控制因素
。

无渝有机盾
、

全氮和全磷的含量
,

白土层较底土层为高是一个普温的趋势 图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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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分别在 多
,

多
,

多左右
,

越往下层越少
,

这显然是被施肥所决定的
。

白士最主

要的母盾下蜀黄土其有机盾的含量只有 多 荒地  !∀
。

分析的桔果表明
,

白土特别缺

乏磷素
,

只有极个别的肥田 油白士 除外
,

白士层磷的含量和底士层相差不及有机盾和氮

素来得大
,

如前所述
,

在施用的肥料

中
,

非常缺乏磷
。

白士层缺乏胶休物盾
,

因此吸收

容量一般都较底土层为低 图
,

一

般在 毫克当量 克士左右
,

这和

白土层粉砂合量较高是相符合的
,

因

而农民反映白土施肥晃效快
,

但效果

不持久
。

分析桔果也表明
,

白土层的

胶休复合体中缺乏盐基
,

盐基鲍和度

一般在 多左右
,

而紧接着白土层的

底士层
,

盐基含量较高
,

水解性酸的合

量要低得多
,

交换性酸和土壤溶液中

氢离子浓度的情形也是如此 图 和

图
,

从而瀚明盐基有 自土壤表层淋

溶并淀积于底土的趋势
,

但是淋溶作

用并不深入发展到底土层的最下部
。

白土层的速效性养料
,

也较底土

层为高 图 力
,

可溶性钾的合量一般

为 多
,

磷为 多
,

低于钾豹

倍
。

速效磷的含量非常低
,

这和全

磷分析的拮果是相符合的
,

能明速效

磷主要来源在于肥料的分解
,

而母盾

中的磷很少
。

但也有着这样的情况
,

就是底士层可溶性养料的含量高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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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白士的有机质
、

全氮和全磷的含量 书

土层
,

这可能是由于在
“
过水田

”的部位
,

表土层中水溶性的养料发生了速度较快的侧向移

动
、

或为排水所冲洗致使表土含量减少的关系
。

白土的可抬态养料一般都高于禺干土
,

也

豁是因为 白土有着较快的水分循环的条件
,

虽然它是处于被淋洗的形势之下
,

但是分解作

用却得以锡行的徐故
。

从总的情况来看
,

和江苏省的白土不同
,

安徽省的白土其剖面最上部的白土层是一个

养料物盾较为丰富的土层
。

有机盾含量低于 另的白士田
,

产量水平显著的降低
,

但是也

有含有机盾高达 的肥田油 白士
,

这完全是一种靠近村庄的高度施肥的土墩变型
。

由

于有机盾含量的增高
,

澄板的速度显著的被援冲
,

甚至不具澄性
,

但是有的粉砂含量仍在

多左右
,

和低产澄白土相差无’
。

皖南的白土
,

虽握高度湿热气候的作用
,

有机盾含量并未觅有普温降低的砚象
,

这可

能和双季和的栽培施肥较多有关系
。

这些山区青草很多
,

是普温采用的有机厦肥料
,

而且

令

户魂匕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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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些士壤多系冲积母盾
,

原来的养料含量水平并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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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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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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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7多;肥力较次的含

氮 0
.
151 多

,

含磷 0. 03夕多
。

将安徽省的白土

来和这种标准相比较
,

4lJ 大都是一些肥力低

于较次水平的水稻土类型
。

但是从上述可知
,

白士的肥力几乎完全被施用有机厦肥料所左

右
,

白土本身肥力的分化就是最好的征明
。

白土层较底土层缺乏敛盾
,

绍的含量也

有相同的趋势(晃图 8)
,

将这种情况和盐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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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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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含量(% )

水解性酸的青料联系起来看
,

就进一步的锐明了白士层中发生了酸性的淋溶的作用
。

表

士铁盾的下移
,

和亚热带土壤富貂化作用的过程相反
,

这也启示了白土
」

层的发生可能是

一种次生的性厦
,

如果没有施肥的推持
,

土壤的肥力是可能衰退的
。

由于铁盾的缺少
,

也

可能影响到土壤的肥力
,

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植株叶椽素的形成
,

同时由于稻根缺少氧

化铁膜的保护
,

使它易受硫化氢的危害
。

个人的意兑
,

土壤中这种基本物质搏化和移动

的情况
,

充分地反映了白士成土过程内容的特征
。

六
、

白土成因分析和它在发生上与其他土续类型的关系

土壤分析和士壤形态的特征
,

都充分地能明了白土可能有着一定的成土过程的内容
,

伺时也有着一定的生成这种土壤的环境
。

在甜环境条件中
,

其中最重要的是地形
、

母盾
、

特定的水分循环的条件和历史上的浅耕少肥等人工的因素
。

概括言之
,

士壤表层粘粒的漂洗和敛厦的淋溶是形成白土最有代表意义的成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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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

白土最主要的母质—
下蜀黄土的底部是一个盾地非常粘重的粘盘层 (农民称

为
“

麻骨底子
, ,

或
‘‘

思干层”
,

因为侵散的关系
,

粘盘层在岗顶常常裸露在外面
,

因而形成了

土盾异常粘重
、

渗水率极低和难耕难耙的禺干土
。

在援坡地带
,

粘盘层的位遣因侵触的关

系也相对的上升(其中也有艳对的上升
,

淮阳地盾新构造廷动的特点就是上升网
,

由于它

不居水
,

使援坡地带的土壤很容易发生上层滞水和形成侧向的土壤径流
,

在这种情况下
,

敛盾就有可能被还原(极度的潜育)而随坡向发生移动
。

由于援坡地带不仅仅要受到裁部

的灌溉水和降水淋溶的作用
, 同时也要接纳从极难渗水的尚琪下泻的水流

,

因此
“
过水田 ”

地带所受到的机械淋溶作用是最鼓烈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粘粒就有可能被漂洗
。

而白土层

粉砂合量的增高
,

不仅仅是由于这种漂洗的作用
,

由上部踢干土侵触移下的粉砂盾物盾(下

蜀黄士的表层粉砂含量较高
,

一般多在 54 一64 % 左右
,

盾地缓定为粉砂粘壤土和粉砂粘

土)。”
,

也可么在援玻地带激积
,

而粘粒可以被进一步的洗走
。

白土的下方是清水的土堪

青泥土
,

青泥土田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普温发绣水
,

趣常发现有氧化敛的沉淀淀积在排水不

锡的水沟中
,

这些敛盾除了来源于母盾本身以外
,

也可能是白土的敛盾被淋洗集中在这些

地方的拮果
。

在江淮丘陵地区
,

由同一母盾形成的土壤地形发展的系列很充分地视明了

地形和水分循环的条件在土壤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此方靛
,

在波状起伏地的岗
、

坡和谷底中
,

各割取一段小的面积 ds (图 9)
,

么 dw ‘ 表

示灌溉水
,

d w
N

表示降水
,

则各个地形部位上的 ds 在最初一瞬简 (dr )所得到的水分是

dŵ 十 dw 、
。

当水分发生运动时
,

岗顶的水完全可以排走
,

因此可么命在一定的时简以后

(dt ‘ 了dt = t )dw
A + dwN == 0 。 坡地的水也是可以完全排走的

,

但是它要接钠由尚顶

排下来的水
,

因此
,

它的水分活动特征是
:

(dw
A + dw N) + (d叽 + dw

N) = 2(d叽 + dw
、
) 二 0

.

而谷底中的水是不易排走的
,

同时又要接钠由尚顶和坡地排下来的水
,

因此有
:

3(dw
人

+ d w
N
) ) 0

.

这是青泥土水分循条件的特征(浸清型)
。

d w
*

+ d w
N 二 0 是思干土的特征 (浸 澜型)

,

白土是2(dw
、

+ d w
N

)
== o

( 淋溶型)
。

由此可兑
,

白士的形成是有着它一定的地形和水分条件为其基础的
。

底土不透水的

母盾性盾也很重要
,

因为这是上层滞水和形成土壤径流的先决条件
。

白土的形成不应当忽略农耕活动的作用
。

首先
,

由于不正确的排水甚至可以导致山

dw ^ + dw 目“ Q

d s

图 9 地形和水分循环条件的关系

区水田的砂化 (相对高度几百米之差的珊
田在耕地后排水韧泥下泻

,

使原来砂性很

孩的水田 日益变砂的现象)峋
,

也有可能使

黄土坡地土壤粘粒被排走
。

其次
,

由于浅耕
一
>0 所形成的犁底层发展了土壤的保水性

,

一

方面这可能也是白士层中的物盾不能往深

层渗漏的原因
,

另方面也有利于土壤上层

滞水能力的发展
,

从而有助于还原性可溶物盾的形成
。

物盾的移动性增大
,

淋失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

很明显
。

犁底层的形成似乎有有利于白土形成的一面
,

也有不利的一面
。

大

量有机质肥料的施用可以肯定是不利于白土的形成的
,

因为它能使土壤形成拮构
,

土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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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性变小
,

物盾淋失的可能性就较低
。

关于白土形成的机制
,

无疑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但是应当建我形成白土的过

程
,
称为土壤的

“白士化过程
, , 。

白土化过程能够改善粘重士壤的耕性
,

但是就土壤中的养

料物厦而言
,

却有碍于士壤肥力的提高
。

七
、

白土分类的简魔

在白土类型中
,

白士化过程在量上所表现的程度是不同的
,

同时有的土壤粉砂含量减

低很少
,

但是因为施用大量的有机肥料
,

澄性已有显著的诚鲤
,

肥力远远的高过了白土化

过程很弦的低产田
。

量变的程度可以引起发生盾变
,

因此应当根据白土化过程的孩度和

土嫉肥力的水平进行适当的分类
。

根据现有的青料
,

至少可以分出以下的几个变型:灰白

土(油白土)
、

黄白土
、

白土和澄白土(淀板士)
。

这些土壤澄性依次的增大
,

肥力依次的降

低
,

屯俩养料物盾的合量大致具有以下一般的水平(表 2):

我 2 白 土 变 型 养 料 含 , 的 水 平

, 型 名 称

}
亮凳笋…

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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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靓明
,

肥力最高的灰白土主要的特征是有机盾和全磷的含量与吸收力都较高
,

而

且依次呈有规律的变化
。

同时也斋明
,

这些土壤主要是一些恢相于较高的施肥水平的变

型
。

按照农民的意晃
,

屯们本身的稳定性并不大
,

在 4一5 年的时简内
,

就可以相互的裤化
。

但是也决不是 自然力对这些变型的形成不发生作用
,

就它俩分布的地形部位而言
,

常

常表现了如下的规律(图 10 )
:

黄白土基本上是黄土上发生初期

白土化过程的产物
,

油泥肥土的淋失

在灰白土的部位淤积起来
。

灰白土的

地形部位虽没有一定
,

但是没有例外

的都靠近村庄
,

有着较好的施肥条件
。

较低平的向河谷过渡的地带分布着肥

力最低的澄白土
。

这种地带水分活动 图 10 白土变型的分布规律与其他类型分布的关系

最为频繁
,

油泥多被水流批撰往下冲洗
,

粉砂白土层的性厦得以充分的表现
,

是白土化过

程高度发展下的产物
。

八
、

白土肥力的提高

白土本身肥力变型的分化惫朋这种土壤增产潜力很大
。

而在农业生产大跃进中
,

澄

白土首握是主要改良的对象
。

采取有效措施
,

产量能在短期内增产一
、

二倍
, 这些措施主

要是深翻和增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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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的拮果得知
,

紧接着白土层的底部是一个吸收力最高和相对富含盐基的底土

层
。

这层土壤的深度大豹在 20 一42 厘米
,

而白土层的厚度一般在 16 一20 厘米
。

由此可

兑
,

深翻深度的上限可以不超过42 厘米
,

郎可达到改善澄性和消灭白土层的目的
。

由于白

士层是一个有机盾含量较多的土层
,

而且耕地时省力
,

实际上是没有必要消灭的
。

深耕

30 厘米左右
,

就可以显著的增加表土层的粘粒
、

土壤的吸收力和敛盾与盐基的合量
。

在

深耕时宜多耕多耙
,

使白土层和底土层充分的混合
,

因为底层有机盾相当的缺乏
,

不应当

完全翻过来掩盖白土层
。

在丘陵地区缺乏有机肥料的情况下
,

应当普通的推广释肥翰作
。

椽肥 田有后劲
,

可满

足双季稻之需
。

最需要的矿盾肥料磷矿粉可在种徐肥时大量的施用
,

能碌肥形成有机磷
,

握过分解后供水稻吸收
,

同时也有避免淋失和提高释肥产量的功效
。

邻近白土区的淮河

北岸有着著名的凤台磷矿
,

在长江北岸的潜山一带也有着丰富的磷矿的埋藏
,

如果大力开

采
,

就可以完全解决白土缺磷的尚愚
。

前者可以满足江淮丘陵地区的需要
,

后者可以供应

皖南的消耗
。

据农民的握殷
,

稻稗还田和施用福肥及碧糠等可以普遍获得的有机厦肥料
,

能使澄板

的现象显著的减翅
,

而且没有例外的都可以提高水稻的产量 ; 塘泥中富含可溶性的敛厦
,

皖南的杠士也很多
,

这些物盾都能改善白士的个性
。

在深耕时如果接合大力施用有机盾

和磷肥
。

白土可以一跃而为高产田
。

农民形容油白土为
“
碎土刑落

, , , “
稻谷发油

” ,

它是白

土改良的方向
。

在改良白土的同时
,

也存在着应当合理管理和利用白土的简愚
,

因此应当注意耕作技

术的改进
。

采用烧苞子的方法不仅仅有肥田之效
,

同时也有松土和保墒的作用
。

因为在薰

土时
,

可以使土粒外围吸附一层有机的碳粒
,

因而土口可以变松
,

而且碳粒不吸水
,

形成反

毛管现象
,

有抵制白土壤厦土层高度发达的毛管系枕的作用
。

在栽秧时用肥泥沽秧根也

有诚袒澄土紧苗的作用
,

有利返青和发裸
。

丘陵区是一个易受干旱的地区
,

白土的保水力

并不兹
,

因此除了加孩雨后中耕等保墒的措施以外
,

还应当兴修塘坦
,

节制地表径流
,

以防

止侵触的发展和旱炎的发生
。

白土区的气候条件都有一个集中的雨季
,

这是一个有利于
‘

白土化过程进行的时期
。

在提高白土肥力的同时
,

采用水利措施对利用和改造白土来没
,

是有着很大的意义的
。

摘 要

1
.
安徽省的白土主要集中分布在江淮之简的丘陵地区和皖南东部的广德

、

宁国
、

南陵

一带
。

白士的形态和江苏省的完全不同
。

白土层不是央在土壤剖面的中简
,

而是位于最

上层
。

白土最重要的生产特性是表土层粉砂合量较高
,

带水耘田易澄板
,

同时吸收容量较

低
,

不保肥
。

2

.

和江苏省的白士不同
,

安徽省白土的白土层是一个有机质和作物营养元素合量较

高的土层
,

但是土壤非常的缺磷
。

紧接着白土层的底部是一个吸收容量较高
、

水解性酸含

量较低和盐基含量较丰的底土层
,

底土层的下部
,

非常缺乏营养物盾
。

3

.

白土是白士化过程发展下的产物
,

这个过程的特点是粘粒受到漂洗和敛盾遭受淋

溶
,

它是一定的地形
、

母盾和水分循环的条件以及农耕等因素粽合作用的拮果
。
根据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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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在量上表现的程度和直接依辍于施肥的水平
,

白土可以分为灰白土
、

黄白土
、

白土

和澄白土等肥力的变型
。

4

.

白土是安徽省最重要的水稻土类型
,

一般都是进行水早翰作
,

而且是重要的双季稻

土壤
。

白土肥力的提高主要关键乃在于改善土壤的澄性
,

澄性的减朝
,

就意味着产量的提

高
。

改良的方法包括有适合于白土地方性特征的深耕和增肥等等的措施
。

本文仅仅只是一个初步研究拮果的报导
,

作者希望它能为安徽省 白土的研究铺平道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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