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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中丘陵地区杠壤性水稻土的桔构状况

及其肥力意义
‘

姚鬓夏 于德芬

赣中丘陵地区杠壤性水稻土的分布面积很广
,

为江西省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
。

这种

土壤的母盾
,

一般具有质地粘重(颗粒直径 < 0
.

00 1 毫米的粘粒占总量的 35 一知%) 和有

机质含量很低 (0
.

5 , 0
.

8 多)的特征
。

由于地形部位不同
,

土壤性厦各异
,

人类耕作措施又

不一样
,

各种杠壤性水稻土的肥力和生产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
。

例如肥力水平较高的岛

泥田
,

早稻亩产可达 3 00 一40 0 斤
,

中等肥力的黄泥田
,

早稻亩产 20 。一 3 00 斤
,

而肥力较差

的拮板田
,

早稻亩产只有 1 0 0一 2 0 0 斤
。

要郭定不同土壤的肥力
,

首先应了解决定肥力的

因素
。

大家知道
,

影响和决定农业土壤的肥力因素
,

有二个方面 : 郎土壤既要满足作物生长

过程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

又要使作物有良好的
“
居住条件

” 。

对杠壤性水稻土而言
,

亦不例

外
。

土壤肥力演变过程
,

也就是土壤中水分和养分的供求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过程
,

忽祝其

中任何一个环节
,

都不能正确欲款土壤肥力的本质和提高土壤肥力的途径
。

使作物得到良好的土壤环境
,

决定于土壤的物理性盾
,

包括土壤的通气性
、

导温性
、

导

热性
、

透水性和持水性等
。

良好的土壤物理性厦
,

不仅能锢节水稻生长过程中所需的光
、

热
、

水分和养分
,

又可便于耕耙
,

减少农业投查
。

而且对长期清水的水稻土
,

还能排除或

斡化对水稻生长不利的有毒物盾圈
。

良好的土壤物理性厦
,

首先取决于土壤的拮构状况
。

因此
,

研究土壤桔构状况
,

是土壤物理学中的中心和最本质的部分围
。

到目前为止
,

国内外研究水稻土拮构简题的工作还不多
,

苏联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及哈

隆克地区尚有部分材料国
,

而其他国家
,

除 日本以外 [8,9 ] ,

研究拮构大部都限于旱地
。

我

国较早 (19 4 0 年)注意水田拮构 [z]
,

但当时仅停留于形态的观察而缺乏具体查料
。

自大

跃进以来
,

各地都有一些研究 [1, 3一7] 。

积累了一定的数据
,

然而由于分析方法不枕一
,

对桔

构的本性及其形成条件缺乏系枕研究
,

既难于比较
,

也不能较确切地反映水稻土的肥力特

征
。

根据我们野外观察及分析查料
,

并参圈国内外部分文献 tll 一17. 19, 22. 30]
,

我们款为水稻土

的枯构状况
,

不仅有数量的变化
,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厦的变异
。

在相同拮构状况之下
,

由于形成条件不一
,

胶桔物质的种类及数量上的差异
,

桔构体 (或称团聚体) 的理化性厦

也不一样
。

特别表现在内部的孔隙性方面差异甚大 [l5.
‘6.2 4.3 1- 34]

。

这也是会造成不同土壤

肥力水平的一种原因
。

杠坡性水稻土是杠壤母质握过人 为耕作
,

特别是长期清水的情况下所形成的独特土

.

本文承蒙熊毅教授指正
,

特此致榭
。



土 攘 学 报 1 0 卷

壤
,

所以它所具有的桔构状况及其肥力概念是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

既区别于一般早

地
,

更不同于未握耕种的杠壤
,

也和威廉斯创立的概念洲不同
。

但水田的枯构究竟怎样

影响肥力
,
是那些大小的拮构体对土壤肥力起主导作用 ; 这些拮构体是怎样形成的

,

怎样

保护和肩d造等一系列简题都必填进行研究
。

本文的主要目的想阴明下列几个简题 : (l)

杠壤性水稻土的某些基本物理性质
,

(2 )杠壤性水稻土的精构状况
,

(3 )杠壤性水稻土的拮

构本性及肥力指标的初步探甜
。

主要研究对象是江西进置县云桥垦殖锡的杠壤性水稻土
,

包括肥力水平较差的拮板
田

,

中等肥力的黄泥田和肥力水平较高的岛泥田 (因底层有明显的潜育作用
,

又称青格

田 )
,

并以丰城县
,

清江县及东乡县的部分土壤作为对照
。

为了判明杠壤清水后所引起的

土壤物理性状及枯构状况的变化规律
,

还研究了相应地区的早地土壤
。

第四纪 红色拈土

图 1 主要研究土奥的地形分布示意图

杠壤性水稻士的拮板田分布于第四极阪田上 (郎丘陵坡地
,

如图 l)
,

其上与杠壤荒地

相邻
,

长有复盖度的 1 拓的萝 卜菜
。 0一10 厘米 (耕层) : 较潮

,

浅棕灰
,

粗粉砂厦重壤土
,

较松
,

碎块状桔构
,

根系被少
,

大孔隙较多而小孔隙较少
,

夹有少量石英粒
,

与犁底层分界

明显
, pH S

.

7 。 10 一16 厘米 (犁底层)
:
较浦

,

黄棕色
,

粗粉砂厦重壤土
,

较紧
,

略有梭片状

枯构
,

但不明显
,

根系很少
,

大小孔隙皆少
,

与下层过渡明显
,

并在交接处有少量软铁子和

胶膜
, pH 6

.

8 。 16 一35 厘米 : 较潮
,

棕杠色
,

袒粘土
,

较上层略松
,

大棱块状枯构
,

孔隙较多
,

沿孔隙及精构表面有胶膜
,

土体中有少量石英粒
。

35 一85 厘米
:
较潮湿

,

浅棕杠色
,

粘质

粉砂袒粘土
,

棱块状桔构
,

易碎
,

孔隙较多
,

土体内有少量石英粒
。

黄泥田
,

分布于第三极

贩田上
,

长有复盖度豹 5多的萝 卜菜
。 0一13 厘米(耕层) :较潮

,

浅棕灰
,

粗粉砂厦重壤土
,

其他性状同上述剖面表层
, pH 6 。

13 一21 厘米 (犁底层) : 较上层稍干
,

浅黄棕带灰色
,

粗

粉砂盾重壤土
,

碎块状及带有凌片状桔构
,

紧实
,

根系较少
,

大小孔隙较少
,

有较多黄棕色

锈杖锈斑
,

有少量石英粒及火土灰建煊
,

与下层过渡明显
。 2 1一35 厘米 :潮

,

灰棕色
,

粘厦

粉砂重壤士
,

棱块状拮构
,

其分界面上有粘厦胶膜及棕色绣杖锈斑
,

根系较少
,

孔隙稍多
,

有石英粒及少量火土灰残煊
,

按色泽与下层分界明显
, pH 7 。 35 一47 厘米 : 潮

,

灰棕带杠
,

粘厦粉砂重壤土
,

棱块状桔构
,

分界面不清楚
,

有少量灰色胶膜
,

孔隙较上层少
,

有黄棕色

绣斑及褐色锰点
。 4 7一64 厘米较上层潮

,

色很杂
,

粗粉砂厦重壤土
,

小梭块状拮构
,

其表

面有胶膜
,

较紧
,

有多量软型铁锰精核及灰色网杖
,

与下层过渡明显
。

64 一83 厘米
:
潮

,

棕

杠色
,

粘厦粉砂袒粘土
,

枯构不显
,

较上层松
,

沿根孔有褐色锰斑
,

根系和孔隙都很少
,

与下

层过渡不显
。

83 一1 08 厘米
:
湿

,

棕杠带黄色
,

全层无褐色锰斑
,

其他性状与上层相似
。

岛

泥田
,

分布在陇田中 (郎丘陵的底部)
,

其上杠花草生长良好
,

在 70 厘米处发现潜水面
。

0一 14 厘米(耕层 ) : 较潮
,

棕灰
,

粗粉砂质重壤土
,

碎块屑粒状枯构
,

很疏松
,

根系被多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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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 4一5 厘米以下最集中
,

孔隙较多
,

沿根孔有少量黄棕色锈斑
,

有少量砖块及石英粒
,

与下层分界明显
。

抖一21 厘米(犁底层 )
:
潮

,

灰棕
,

粗粉砂盾重壤土
,

碎块状及棱片状精

构
,

较紧
,

沿根孔有大量锈杖绣斑
,

有少量石英粒
,

与下层分界明显
。

21 一29 厘米较上层

潮
,

黄棕色
,

重壤偏粘
,

棱块状拮构发育很好
,

其枯构面上胶膜较多
,

根系和孔隙较少
,

有多

量绣杖绣斑
。

29 一40 厘米 :较潮
,

浅棕灰
,

孔隙较上层多
,

其他性状同上层
。

40 一7 0 厘米
:

湿
,

灰棕
,

粗粉砂厦鲤粘土
,

棱块状拮构不显
,

有铁锰拮核及大量黄棕色的绣杖锈斑
。

这三个土壤剖面由于地形部位不同 (觅图 l)
,

清水的情况也有不同
,

土壤剖面的性盾

因之而异
。

本文想从土壤物理性厦方面来研究不同种类的杠壤性水稻土的区别
。

一
、

杠族性水稻土的基本物理性质

土壤的基本物理性厦包括机械粗成
、

微凝聚体(一般指较小的拮构体按盖德洛伊茨的

概念为直径 < 0
.

25 毫米者)
、

比重
、

容重和孔隙度
,

现分别衬萧如后
。

(一 ) 土城机械粗成
、

徽凝聚体和分散度

土壤机械粗成在成土过程中的变化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
,

但杠壤母厦极过人为的耕

作和 自然因素的作用所形成的水田和早地与母厦的机械祖成相比
,

已有明显的差别
。

杠

壤母盾机械粗成(表 l) 的特点是
:
粘粒 (颗粒直径 < 0. 00 1 毫米) 含量大

,

的占整个祖成部

分的一半 (35 一50 外)
,

而其余一半属于粗粉粒 (0. 05 一。
.

01 毫米 )和粉粒 (0
.

01 一。
.

00 5 及

。
.

00 5一。
.

00 1 毫米)
,

粗粉粒和粉粒之比接近于 l。 但与第三耙杠砂岩交拮分布的杠色粘

土
,

粘粒舍量下降到 30 多以下
,

砂粒增加而粉粒诚少
,

如东乡 4 号新垦地
。

第 四祀杠色粘土所处的地形部位不同
,

土壤颗粒重新分配
,

坡地粘粒合量下降
,

粉粒

相对增多
,

粗粉粒与粉粒之比大于 1 。

如以杠壤早地(样品号砺 2 , 3 )为例
,

粘粒含量 由母

厦中的 48 务下降到 7一8拓
,

粉粒由 47 一49 多增加到 60 一65 多
,

粗粉粒与粉粒之比为 2一

3 。

水田的地形部位较低
,

握常有自流灌概
,

机械粗成的变化较为复杂
,

耕层中的粘粒含量

豹 12 一20 另
,

而粉粒合量高达 7。一80 多
,

粗粉粒与粉粒之比为 1一 1
.

, 。

土壤剖面中粘粒

含量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高 (兑图 z)
。

杠壤性水稻土中长期蓄水
,

不仅减少耕层内粘粒

的下移和流失
,

还由于丘陵地 区的自流灌溉水以及地表径流
,

每年尚有一定数量的粘粒和

扣粉粒进入水田中
。

因此水田比旱地合有较多的粘粒和粉粒
,

而粗粉粒的含量较低
,

粗粉

粒与粉粒的比值下降
。

土壤质地是土壤机械祖成的概括性的反映
,

它与土壤的耕作性能有密切的关系
。

就

目前国内外情况而言
,

一般采用二种命名制度
,

一种是苏联卡琴斯基制 定 的 三 极命名

法[1s1
,

一种是阿特只尔格的二极命名法t4l]
。

卡琴斯基的三极命名法以 物理性粘 粒 (<

。
.

01 毫米 )的百分含量为基础
,

并考虑其他粒极舍量之比
。

一般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这种

命名法
,

我国也用此法
,

但往往只采用一极
。

自大跃进以来
,

我国在这镇域内也开始作了

些工作111
,

将南方水稻土的厦地分成砂土粗
、

小粉土祖
、

妮土粗和胶妮祖等四大类 (颗粒

道径仍按卡琴斯基分类法)
。

其分类系扰主要根据栩砂
、

粗粉粒
、

物理性粘粒和粘粒含量

的消长情况而定
。

根据我俩野外收集的部分材料来看
,

如果按照卡琴斯基的命名原RlJ
,

只

采用一极分类是不能确切地反映出杠壤性水稻土的机械祖成的实厦
。

水田土壤中 (表 l)

粘粒舍量的差异达 12 一24 务
,

耕作性能的差异也很大
,

但用一极命名法都称为重壤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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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 4
.

999 5 8
.

777 粗粉质重咬土土
888888888 3一 10 888 2

.

777 1
.

111 3 1
.

222 1 3
.

888 2 1
.

888 2 9
.

444 6 5
.

000 粉砂粗 粘 土土

77777 进贵贵 岛泥田田 0一 14
‘‘

2
。

777 2
.

666 4 3
.

333 2 0
.

111 18
。

555 12
.

888 5 1
.

444 粗粉质重咬土土

1111111114一2 111 4
.

333 2
.

666 3 8
.

888 17
.

999 16
.

444 2 0
。

000 5斗
.

333 粗粉质重壤土土

777777777 0以下下 4
.

333 4
。

444 3 8
.

777 巧
.

333 14
.

333 2 3
.

000 5 2
.

666 粗粉厦重壤土土

、、

888 进赞赞 黄泥田田 耕 层层 2
.

777 4
。

斗斗 3斗
.

111 2 1
.

222 18
.

888 1 8
。

888 5 8
.

888 粉质重城 土土

99999 进置置 黄泥田田 耕 层层 2
.

444 3
.

444 3 4
.

111 2 0
。

444 2 1
.

444 18
。

333 6 0
.

000 粉 质 重城 土土

111000 东乡乡 砂泥田田 0一1 555 1
.

555 1 1
.

333 3 9
.

222 1 8
,

333 16
.

666 1 3
。

111 48
.

000 粗粉质重壤土土

111 111 东乡乡 砂泥田田 0一1 555 1
.

888 10
。

888 咚1
.

888 1 6
.

000 14
.

888 1 4
.

888 4 5
.

666 粗粉厦重盛土土

111 222 东乡乡 砂泥田田 D一1 555 1
.

444 12
。

999 3 8
。

lll 17
.

斗斗 16
.

000 1 4
.

222 4 7
.

666 粗粉厦重盛土土

111 333 丰城城 沉浆田田 0一1 333 1
.

555 2
。

555 3 2
。

777 1 8
.

333 2斗
.

222 2 0
。

888 6 3
。

333 粉质 翅粘 土土

111111111 7一呼444 0
。

888 1
。

斗斗 3 9
.

777 1 4
。

333 2 2
。

777 2 1
.

111 5名
。

111 粉质重级 土土

111444 丰城城 面浆田田 0一1 333 1
.

斗斗 J
.

111 斗夕
.

000 1 6
。

444 1 3
.

666 12
.

555 呼6
.

555 粗粉质重城土土

lll555 丰城城 面浆田田 0一 1333 0
.

999 1
。

444 4 2
。

333 2 1
.

000 2 1
.

999 1 2
.

555 5 5
。

444 粗粉质重盛土土

lll666 丰城城 黄潮田田 0一1 333 1
.

666 1
.

777 4 1
.

999 2 0
。

999 19
.

555 1 4
。

444 5 4
.

888 粗粉质重缝土土

111 777 清江江 板砂田田 0一1 333 2
.

999 1 1
。

999 咚3
.

222 1 4
.

222 12
.

111 1 5
.

777 4 2
。

000 粗粉厦中壤土土

111 888 清江江 板砂田田 O一777 2
。

333 1 1
.

777 4 1
.

666 1 7
.

777 14
。

444 12
.

666 4 4
.

777 粗粉质中典土土

777777777一1 111 2
.

222 1 0
。

666 4 2
.

888 1 7
。

444 15
.

000 12
。

000 4 4
.

444 粗粉质中吸土土

111 999 清江江 黄浆田田 0一1 222 1
.

555 12
.

111 3 3
.

333 1 6
.

888 2 0
.

999 14
。

888 5 2
.

555 粉 盾重 缝 土土

222 000 清江江 黄浆田田 O一1 000 0
.

555 5
.

333 2 5
.

444
r

-
. ‘. ~

es es
...

2 3
.

666 3 4
,

OOO 6 8
.

888 粉盾樱粘 土土
11111111111111111 1

.

88888888888

清清江江 砂泥土土 0一1 222
.

一一
8

。

333 3 8
.

55555 16
.

222 1 5
.

999 斗9
.

222 粗粉质重典土土
444444444

.

00000000000000000

注 : l) 分析方法为吸管法
,

地土典
,

称
“田

”

者即
力较高

,

其次是黄泥

盟黔瑟
伏
隽毓

土
易擎缎器氰黯黯魏栗巍貂翼

田
。

桔板田
、

板砂田的肥力最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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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板 田

2 0 闷0 60 8 0 10 0

黄捉田 扁泥田

剖面深度送宜

获拉含扭男 巨习 呸习 区习 匕}三国 匿翻
l一

0.2
。
合贫 蹭

一

韶坛 兮晰
-

图 2 杠奥性水稻土的机械祖成剖面

< 0. 00 . 德水

如按三极命名 H[] 可区分耕性不同的土壤
。

南方水稻土的盾地分类系就 l1] ,

虽在命名上采

用了我国拿众的习食用藉
,

但不能全面反映机械祖成的特点
。

如黄泥田
、

岛泥田和泥浆 田

(表 1) 都命名为重妮土
,

但是它们的耕性是很不一样的
。

其分类系枕中的小粉土祖的确

定是以粗粉粒舍量 > 40 务作为分界拔
,

范围似嫌过大
,

对叙壤性水稻土而言
,

粗粉粒合量

一般都在 40 多上下
,

其变化幅度只在 2一 3外
,

属于分析裴差范围之内
。

按照这个分类系

扰
,

对杠壤性水稻土而言
,

会得出模糊的概念
。

土壤微凝聚体是单个颗粒握过各种 引力 (首先是分子引力 ) 胶精而形成的
,

因而一般

也称为原生凝聚体111
,

2D]
。

它们的性厦和数量为形成土壤的 大桔 构体 6lJ 造条件
。

由栽

盼土样可兑 (表 2 )
,

微凝聚体的粒径主要是在 1一0. 25
, 0

.

25 一 0. 05 与 0
.

05 一 0
.

01 毫米范

围以内
,

粘粒极的合量最少 ; 0
.

25 一 0
.

05 毫米与 0
.

05 一 0
.

01 毫米的二种粒极占总量的 50 一

70 多
,

加上 1一 0
.

25 毫米的粒极占总量可达 90 多左右
。

比较同粒极的微凝聚体和机械成

分的含量
,

发现粗粉粒极以上的微凝聚体的合量比同级的机械成分的舍量要高
,

中粉粒极

的凝聚体合量与机械成分相接近
,

但中粉粒极以下凝聚体的含量有逐步下降的趋势
。

在

比较苏联主要土类中土壤机械祖成和微凝聚体的关系国也有类似的拮果
。

根据 上述 特

点
,

可以看 出
,

在粗粉粒极以上微凝聚体的总量和同极的机械成分的总量之差
,

可以税明

微凝聚体的保持性能
。

如果差数愈大
,

也表明小于粉粒以下各极(郎 < 0
.

01 毫米)参与形

成大于 0
.

01 凝聚体的量越多
,

从而保持性能愈大
,

相反就愈小
。

如果差数等于零
,

就意味

着土壤在水溶液中完全分散
,

枯构性也等于零
。

微凝聚体的保持性能以百分比表示称为

保持率 (F)
,

其爵算方法是以 1一0. 01 毫米的微凝聚体合量为 A
,

同极的机械成分舍量为
.

B o

具U F
A 一 B

A

X 1 0 0
.

按照 这个公式
,

我佣可以看到在杠壤母质
、

杠壤荒地
、

早地以及不同肥沃度的水田的

表层
,

微凝聚体保持率有一定的规律性
,

其变化的规律取决于土壤内的粘粒含量和水田表



农 2 杠 . 及杠公性水稠土的俄翅肠体和分傲度1)

土土土 士奥名称称 层 次次 各 板 微 凝 聚 体 含 量 %%% 分散度
, 、、
嵌凝聚体保保

缝缝缝缝 (公分))))))))))))))))))))))))))))))))))))))))))))))))))))))))))))))))))))))) 尽%%% 持率(%)))
编编编编编 1一0

.

2 555 0
.

2 5一一 0
.

0 5一一 0
。

0 1一一 0
.

0 0 5一一 < 0
。

0 0 111 < 0
.

0 111 bbbbb

号号号号号号 0
.

0 555 0
.

0 111 0
.

0 0 555 0
.

0 0 11111111111

11111 赶盛荒地地 0一555 1 8 一333 15
。

555 40
.

111 1 0
.

555 1 1
.

888 3
。

888 2 6
.

111 1 1
.

666 43
。

999

5555555一3 444 2 1
.

222 2 4
。

777 53
.

000 0
.

4 8 ))) 0
。

7 . ))) 0
。

000 1
.

111 0
.

000 7 1
。

222

3333333 4一 8 333 2任
.

000 2 4
.

000 呼8
。

000 0
.

1 3 ))) 2
.

9 . ))) 0
.

444 3
。

444 0
。

000 7 1
。

000

22222 黄土地地 0一 1222 16
。

000 1 4 666 50
.

666 8
.

999 7
。

999 2
。

000 18
.

888 2 6
。

666 7
.

222

11111112一 1999 9
。

999 1 4
.

666 3 9
。

888 l斗
.

222 13
.

444 8
。

lll 3 5
。

777 3 3
.

333 2 4
。

444

11111119一4 555 1 4
.

222 2 0
.

555 3 3
.

444 9
.

999 18
。

333 3
.

777 3 1
。

999 7
.

777 62
。

444

33333 岛土地地 0一 1666 13
。

777 1 1
.

777 5 0
.

222 1 2
.

666 9
.

222 2
.

666 2 4
。

444 3 0
.

000 8
.

666

1111111 6一3 333 8
.

111 9
.

555 4 3
.

333 1 5
.

333 16
.

888 7
.

000 3 9
。

111 3 3
.

555 13
。

666

3333333 3一6 888 6
。

000 12
.

444 3 7
.

222 1 5
.

888 19
。

444 9
.

222 4 4
。

斗斗 2 8
.

333 2 9
。

555

44444 赶土地地 0一1 555
.

1 1
.

999 3 7
.

666 3 2
.

000 6
.

777 8
.

111 3
.

777 18
。

555 12
。

888 3 2
.

111

55555 箱板田田 O一 1 000 7
.

888 7
.

111 4 8
.

333 2 0
.

888 1 3
.

777 2
.

333 3 6
.

888 15
。

000 2 0
。

222

3333333 5一8 555 4
。

555 12
.

888 4 7
.

444 1 3
。

000 1 5
.

333 7
。

000 3 5
。

333 2 1
。

000 4 7
。

777

66666 黄泥田田 0一 1 333 8
.

666 8
。

444 4 8
.

777 1 7
.

555 1 3
.

444 3
。

444 3 4
。

333 2 0
.

444 2 5
。

555

1111111 3一2 111 7
。

555 8
.

444 47
.

666 1 8
。

555 1 5
.

444 2
.

666 3 6
.

555 19
.

222 2 3
.

777

2222222 1一 3 555 6
.

999 1 1
.

222 4 6
。

000 1 3
.

333 1 6
.

222 6
.

444 3 5
.

999 2 7
。

111 3 3
。

777

4444444 5一‘444 9
.

999 13
。

444 3 7
。

000 1 9
。

000 1 4
。

999 5
.

888 3 9
.

777 2 3
。

333 3 1
。

555

8888888 3一 10 888 5
.

000 1 9
。

333 5 0
.

888 8
。

555 1 3
.

666 2
。

888 2 4
.

999 9
。

555 5 3
.

444

77777 扁泥田田 0一 1 444 8
.

777
.

1呼
.

333 5 2
.

333 16
.

000 7
。

555 1
.

222 2 4
.

777 4
.

000 3 5
.

444

1111111 4一2 111 8
。

444 1 3
.

777 斗4
,

555 16
.

000 13
.

999 3
。

555 3 3
。

444 1 7
。

555 4 5
.

888

7777777 0以下下 7
.

333 9
.

999 4 6
.

666 16
.

555 1 4
.

777 5
.

000 3 5
.

222 1 1
.

777 3 2
.

555

88888 黄泥田田 耕 层层 4
.

888 1 3
。

222 4 8
.

666 15
.

777 15
.

444 2
.

333 3 3
。

444 1 2
。

222 3 8
。

000

99999 黄泥田田 耕 层层 5
.

000 1 0
.

222 4 4
.

888 2 0
.

000 17
。

000 3
。

000 4 0
。

000 1 6
。

444 3 3
。

555

111000 砂泥田田 0一 1555 4
.

111 1 5
.

000 4 8
.

222 1 8
.

888 12
。

444 1
.

555 3 2
.

777 1 1
。

555 2 4
。

222

111 111 砂泥田田 0一 1 555 3
.

555 2 0
.

555 4 7
.

111 1 1
.

999 1 6
.

111 0
.

98 ))) 2 8
.

999 0
.

000 2 3
.

444

lll222 砂泥田田 0一 1555 4
。

888 1 9
。

555 4 3
.

000 19
。

222 12
.

666 0
.

9 . ))) 3 2
.

777 0
.

000 2 2
。

111

111333 泥浆田田 0一1 333 4
。

222 1 1
.

888 4 4
.

777 1 6
.

444 19
.

222 3
.

777 3 9
。

333 1 7
.

888 3 9
.

555

1111111 7一4 444 2
。

555 1 1
。

555 4 7
。

000 1 6
。

555 16
。

333 6
。

222 3 9
。

000 2 9
。

斗斗 3 0
。

888

111444 面浆田田 0一 1333 4
.

444 1呼
.

000 4 9
。

777 1 7
.

888 12
,

222 2
.

111 3 2
.

111 1 6
。

888 2 1
。

444

111555 面浆田田 0一1 333 2
.

333 1 0
.

000 4 9
。

444 2 1
.

666 14
.

888 1
.

888 3 8
。

222 1 4
.

444 2 7
。

777

111666 黄潮田田 0一1 333 3
。

222 1 1
。

333 5 6
.

666 1 3
.

111 1 3
。

666 2
.

222 2 8
。

999 1 2
.

555 3 6
.

444

lll777 板砂田田 0一 1333 4
.

444 1 8
.

222 5 0
.

333 1 6
.

999 8
.

666 2
.

000 2 7
.

555 12
。

555 19
.

000

lll888 板砂田田 0一777 3
。

333 1 4
.

444 4 8
。

555 1 9
.

777 1 2
.

111 2
.

666 3 3
。

888 1 5
.

999 16
.

333

7777777一 1 111 2
。

222 1 1
。

666 5 3
。

000 1 7
.

222 1 3
。

888 2
.

222 3 3
。

222 1 8
.

斗斗 16
。

777

lll999 黄浆田田 0一 1222 1
.

555 2 1
.

222 4 0
.

999 1 8
.

777 1 5
。

000 2
.

777 3 6
。

444 1 8
。

555 2 5
.

333

222 000 黄浆田田 0一 1222 2
.

555 1 2
.

555 4 8
.

333 12
.

888 18
.

333 4
.

666 3 6
。

777 1 3
。

555 5 0
。

888

222 lll 砂泥田田 0一 1222 6
。

222 1 0
.

666 斗7
。

555 18
.

777
‘

14
。

lll 2
.

999 3 5
.

777 1 8
。

222 2 1
.

111

注 : l)分析方法为吸管法
,

由徐梦熊
、

王伏雄分析
。

2)。
· ·

⋯由微凝聚体分析求知的 < 0
.

0 01 毫来的顺粒百

分含量
。

b.
· ·

⋯由机械分析求知的 < 0
.

0 01 毫米的吸粒百分含量
。

3) 分散液已局部或完全架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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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肥沃状况(主要与有机厦的含量有关)
。

袒粘土的 F 为 70 一40
,

重壤 土的 F 为 40 一

2 0 。 比重壤土还要粗的土壤的 F < 2 0 。

同属重壤土的杠壤性水稻土
,

由于有机质舍量不

同
,

微凝聚体的保持率也不一样
,

肥力水平较高的岛泥田
,

有机厦合量 3
.

59 %
, F 最高为

3 义而肥力水平较低的桔板田
,

有机厦含量 1
.

咒 %
, F 最低为 20

.

2 。

黄泥田有机厦含量为

2. 叮
, F 为 2 5

.

, ,

丰城县肥力较高的泥浆 田和黄潮田 F 可达 4 。和 36 而肥力较低的面浆 田

和板砂田一般都在 2 , 以下
。

猪如上述
,

土壤微凝聚体的保持率与土壤肥力水平密切相

关
,

可作为肥力指标之一
,

但必镇考虑到不 同的发生土壤类型及微凝聚体的本盾
。

由于我

们工作还作得较少
,

不能进一步的尉萧
,

但微凝聚体保持率在杠壤及杠壤性水稻土中的应

用似较一般所采用的分散系数和枯构系数等指标
,

更能反映简题
。

在进行杠壤或杠壤性

亥 3 缸获及缸妞性水糟土的比,
、

容t 和孔暇度

土土缝福号号 土 坡 名 称称 层 次次 比 重
***

容 重重 总 孔 障度度
(((((((厘来)))))))))

11111 赶奥荒地地 0一 555 2
.

6 888 l
。

1 999 5 5
.

666

5555555一3 444 2
.

7 666 1
。

0 777 6 1
.

222

3333333 4一8 777 2
.

7 555 1
.

1 777 5 7
.

555

22222 杠奥早地地 0一 1222 2
.

6 888 1
.

3 888 嘴8
.

666

(((((叙土))) 12一 ] 999 2
.

7 111 1
.

4 777 4 5
.

777

11111119一4 555 2
.

7 555 1
.

4 222 4 8
。

333

33333 杠襄早地地 0一 1666 2
.

6 888 1
。

呼444 4 6
.

222

(((((局土))) 16一3 333 2
,

7 000 1
.

5 555 4 2
.

666

3333333 3一6 888 2
,

7 333 1
.

5 333 4 7
.

666

55555 桔 板 田田 0一 1000 2
.

6 666 1
.

4 222 斗6
.

666

3333333 5一8 555 2
.

7 444 1
.

4 777 4 6
。

333

66666 黄 泥 田田 0一1333 2
.

6 999 1
.

2 777 5 2
.

888

11111113 一2 111 2
.

7 000 1
.

6 333 3 9
.

666

2222222 1一3 555 2
.

7 222 1
。

6 222 4 0
。

444

斗斗斗斗7一 6 444 2
.

7 555 1
.

5 999 斗2
.

222

8888888 3一 10 888 2
.

7 444 1
。

4 444 4 7
.

444

77777 扁 泥 田田 0一 1444 2
.

6 333 1
.

1 999 5 4
.

777

11111114一2 111 2
。

6 jjj l
。

6 222 3 8
。

888

lll333 泥 浆 田田 0一 1333 2
.

6 888 1
.

2 444 5 3
.

777

11111117一斗444 2
。

7 333 1
。

5 666 4 2
.

888

111斗斗 面 浆 田田 0一 1333 2
.

7 000 1
。

3 666 4 9
.

666

111555 面 浆 田田 0一 1333 2
.

6 777 1
.

4 333 4 6
.

444

lll666 黄 潮 田田 0一 1333 2
.

7 000 1
.

2 888 5 2
.

666

111888 板 沙 田田 0一777 2
.

6 888 1
.

呼111 4 7
。

444

7777777一 1 111 2
.

7 000 l
。

5 999 4 1
,

lll

222 000 黄 浆 田田 0一 1222 2
.

7 222 1
.

1 111 59
。

222

222 111 沙 泥 田田 0一 1222 2
.

6 777 1
.

4 555 4 5
.

777

*

分析者: 王伏雄
、

姜守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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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样品的微凝聚体分析时
,

分散液中的游离三氧化物可以影响颗粒的分散
,

特别是在

吸取 < 0. 01 毫米的凝聚体时
,

由于颗粒水化分散力逐渐小于 R Z
q 的胶拮力

,

分散相会局

部或完全絮固
。

这样会影响分散系数偏低
,

甚至接近于零
,

这种情况在自然界中显然是罕

兑的
。

我们的换算是用 1一0. 01 毫米粒极
,

可以避免这些困难
。

(二) 杠城性水稻土的比里
、

容皿和总孔赚度

杠壤性水稻土的比重
、

容重和总孔隙度反映耕层及整个土壤剖面的垒拮情况
,

直接影

响三相的相互关系和作物根部的生长发育
。

杠色粘土母厦的粘粒合量较高
,

比重较大
,

一

般在 2
.

75 左右
,

可能与 51 0 :
含量的变化有关叫

。

杠壤旱地和水田
,

由于有机厦的参与及

粘粒的淋溶
,

土壤比重下降到 2
.

70 和 2. 68
,

肥沃的水田
,

可低到 2
.

63 (表 3 )
。

杠壤荒地土壤的容重较小
,

在 1
.

10 一L 20 之简
,

可能与土壤母盾的矿物性盾t10] 和土

体内部的垒拮情况有关
。

杠壤旱地的容重比杠壤荒地较高
,

在 L 40 左右
。

杠壤性水稻

土的容重
,

因其肥力水平的增高而减低
,

高肥力的黄浆 田和岛泥田
,

容重较小
,

为 1
.

11 和

1
.

19 ;肥力较高的泥桨 田
、

黄泥田和黄潮田
,

容重略增
,

为 1
.

2 4互1
.

27 和 1
.

28 ;而肥力较低的

枯板 田
、

面浆田和板砂田
,

其容重分别为 1
.

42
,

1
.

43 和 1
.

4 1 ,

与旱地土壤相近
。

所有水稻

土犁底层的容重都很大
,

一般在 1
.

55 到 1
.

65
。

杠壤荒地土壤的总孔隙度较高
,

在 ”一60 多
,

与有些材料不相一秋Lv1 ,

杠壤旱地的土

壤总孔隙度较低
,

一般在 40 一50 务之简
。

水田由于受耕作影响大
,

剖面发生层次分化明

显
,

土壤的总孔隙度变化较大
。

这也是水田土壤的特点之一
。

由表 3 所晃
,

同一剖面 内

耕层的孔隙度最大
,

犁底层最小
,

而底土及母盾中又略有增加
。

从不同肥力水平水田的耕

层作比较
,

较肥的岛泥田
、

泥浆田
、

黄潮田和黄浆 田
,

孔隙度较高
,

相稚为 5 4
.

7多
, 5 3

.

7多
,

52
.

6另和 59
.

2多
。

而肥力水平较差的拮板田
、

面浆 田和板砂田
,

其孔隙度一般都在 46 多左

右
。

土壤的总孔隙度可反映出肥力的概况
,

但由于祖成总孔隙度的因素比较复杂
,

有些肥

力较高的土壤
,

总孔隙度不一定很高
,

因此研究杠壤性水稻土的孔隙度情况及其对肥力的

关系
,

必填进一步研究各种孔隙的粗成及分布
。

二
、

杠族性水稻土的桔构状况

土壤的枯构状况是指土壤颗粒和微凝聚体在各种胶拮作用力 (范德瓦耳斯力
,

粘着力

和胶拮力)的影响下
,

所形成的大小不一
、

形状不同的拮构个体及其排列情况
。

它的含义

不仅指量上的变化
,

而且也包括拮构个体的形成条件
、

本性和特性的变化
。

在区别和鉴定土壤的拮构性状时
,

必填分清二种不同的拮构概念
,

一种是对农业生产

有直接意义的桔构概念
,

一种是反映土壤发生形态的概念
。

前一枯构概念
,

既要研究土壤

桔构的稳定性
,

又要研究桔构的多孔性
。

因这些性厦直接影响土壤的保水保肥
、

通气
、

透

水及热状况
。

这种桔构分布于土壤的耕层和生草层
。

发生形态的精构性多用以描述剖面

形态
。

如水稻土犁底层中的棱片状桔构
、

底土的棱块状或核状桔构
,

碱土淀积层中的柱状

桔构等
。

这些土壤精构也可以同样的研究其稳定性和多孔性
,

但其意义是和耕层的研究

有所不同
。

因耕层桔构中包括对生命活动有很大意义的孔隙119
,

21, 33, 川
。

本文中所尉萧的

枯构状况
,

偏重于第一种类型
。

荒地开垦后
,

耕层土壤的水稳性桔构 (> 0
.

25 毫米) 不断械少
,

已被国外研 究 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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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弩

坏坏

摄摄号号号 (厘米))))))))))))))))))))))))))))))))))))))))))))))))))))))))))))))))))))))))))))))))))))))))) 111>>>>>>>>> 1 000 10一777 7一555 5一333 3一222 2一lll 1一0
.

555 0
.

5一一 < 0
.

2 555 > 0
.

2 55555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2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lllll 杠奥荒地地 0一555 1 6
.

777 1 5
.

222 9
.

222 1 3
。

111 10
.

555 3
.

888 1 4
。

888 3
.

444 1 2
.

111 8 7
.

9
场场

1 6
.

333

5555555一3 444 2 0
.

333 16
.

333 10
。

lll 3斗
。

999 7
.

2 888 7
.

666 1 9
。

333 4
.

555 2 6
.

444 7 3
.

666 3 5
.

999

3333333 4一8 333 2 0
.

000 19
.

888 1 4
。

555 1 2
.

999 9
。

000 3
。

555 1 1
。

333 2
。

888 1 1
.

888 8 8
.

222 2 6
.

000

555555555555555
.

333 7
.

333 8
。

333 2 9
。

222 6
.

555 斗3
.

555 5 6
.

55555

111111111111111 4
.

666 8
。

444 3
.

000 9
.

111 2
.

111 8
。

666 9 1
.

44444

222222222222222 2
。

222 1 1
。

222 6
。

999 2 1
。

333 5
。

555 3 2
.

,, 6 7
。

lllll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999999999999999999999 2
.

333 1 5
.

444 8斗
.

22222 66666666666黄 土 地地 0一1 222 2 7
.

999 12
.

888 9
。

000 1 0
.

777 3
.

777 3
。

lll 1 1
。

444 5
.

222 7 1
.

777 2 8
.

333 6 6
.

666

1111111 2一 1999 7 3
.

555 7
.

333 3
.

777 5
.

888 2
.

‘‘ 4
.

000 9
.

777 0
.

888 3
.

444 9 6
.

444 斗0
.

333

1111111 9一 4 555 7 1
.

999 6
.

555 5
.

斗斗 3
。

999 15
.

222 1
.

000 3
.

777 5
.

444 4 2
.

555 5 7
.

555 17
.

111

666666666666666
.

000 3
.

000 5
.

999 2斗
。

999 0
.

555 3
。

333 9 6
.

77777

555555555555555
.

777 18
.

666 1
.

111 3
.

000 斗
。

222 1 9
。

999 8 0
.

11111

111111111111111 8
.

77777 1 1
。

666 2 7
。

66666 1 1
.

444 8 8
.

66666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1
.

666 2 8
.

44444444444

33333 岛 土 地地 0一1 666 6 5
.

222 7
,

888 3
。

555 3
。

lll 2
.

444 1
。

111 4
.

777 0
。

999 2
.

555 9 7
.

555 6 8
.

000

1111111 6一3 333 7 1
.

444 10
。

000 4
。

888 3
。

UUU 2
.

888 4
.

666 1 2
。

333 5
.

888 6 0
.

888 3 9
.

222 5 9
.

999

3333333 3一6 888 7 2
.

444 10
.

222 斗
。

888 4
。

lll 2
.

777 0
.

999 3
.

111 0
.

333 2
.

333 9 7
.

777 5 3
.

444

呼呼呼呼呼8
.

8888888 1
。

444 2
.

222 5
。

777 2 1
.

555 8
。

斗斗 5 4
.

555 4 5
.

55555

333333333333333
。

999 2
.

666 0
。

999 2
.

555 0
.

33333 9 5
。

88888

222222222222222
.

444 斗
.

777 9
。

555 2 0
.

444 8
.

55555 8 0
.

66666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1
.

55555555555

222 222 缸壤荒地地 表土土土 16
.

222 9
.

222 卫三三 4
。

999 1
.

777 兰卫卫 坚坚 生兰兰 2 9
.

777 16
.

000

444444444444444 7
。

999 6
.

555 6
.

666 1 6
。

222 3
。

555 1 9
。

444 9 3
.

77777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

444 3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3 3
.

222 11111111111333 黄 土 地地 表土土 1 7
。

222 2 0
。

000 1 6
.

000

兴兴
2

。

222 斗
。

999

器器 塑塑 里里
9 3

.

888 6 7
.

555

333333333 0
.

666666666666666 ,
。

UUU 7 U
。

jjj 5 1
.

55555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7
.

55555555555

222呼呼 岛 土 地地 表土土土 14
.

999 1 0
.

666 鲤二旦旦 纽纽 丝丝 三些通通 上上上 6
.

333 16
.

444 6 4
.

666

表表表表土土土土土 ,
。

ZZZ 斗
。

666 怪
。

888 I U
。

ZZZ 斗
。

333 6 6
。

9999999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6
.

222222222222244444 赶 土 地地地 3 0
。

444 15
。

666 9
.

888 还三通通 塑塑 望望 卫二二 荞荞
4 8

。

55555 4 5
.

111

111111111111111 8
。

666 5
。

ZZZ 7
。

333 l j
。

88888888888

222 555 岛 土 地地地 3 8
.

111 15
.

111 9
.

333

坚坚 里里 迎迎 丝丝 吧吧 丝
二

互互互 8 1
.

222

000000000000000
。

,, U
。

OOO 3
。

,, 8
。

888 3
.

777 8 3
。

6666666

55555 桔 板 田田 0一1 333 1 6
.

222 17
.

444 1 2
。

111 1 4
.

111 9
.

777 4
.

666 1 3
.

888 2
.

000 1 0
.

222 8 9
.

888 7 6
.

000

3333333 5一8 555 5 2
.

333 13
.

888 8
.

666 3
.

888 1
.

666 2
。

000 1 1
。

77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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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2 2
.

999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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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2
.

22222 8
.

555 5
.

斗斗 2
。

333 7
.

999 0
.

888 5
.

222 9 4
.

88888

111111111119
。

lllll 0
.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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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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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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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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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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7
.

333 1
.

111 6
.

777 9 3
.

333 6 0
.

333

1111111 3一2 111 斗2
.

111 2 2
.

888 1 0
.

111 1 2
。

888 l
。

444 2
.

333 1斗
.

333 6
.

333 6 2
。

999 3 7
.

111 6 7
.

444

2222222 1一3 555 6 1
.

000 2 0
.

000 6
.

777 10
.

000 5
.

555 1 9
.

666 6
.

777 0
。

999 6
.

斗斗 9 3
.

666 5 1
.

111

斗斗斗斗7一6 444 5 7
.

000 2 8
.

888 7
。

999 2
。

斗斗 l
。

000 3
.

000 1 6
.

999 7
.

111 6 9
.

555 3 0
.

555 4 9
.

888

8888888 3 一10 888 2 8
.

888 1 9
.

666 1 1
.

888 5
.

777 3
。

444 5
.

666 3
。

lll 0
.

444 2
.

000 9 8
。

000 7 2
.

999
ttttttttttttttt

5
。

000 2
.

777 3
.

222 2 1
.

555 7
.

999 5 9
.

666 4 0
。

44444

777777777777777
.

222 3
.

555 1
。

222 2
.

777 0
.

333 2
.

222 9 7
。

88888

999999999999999
。

000 8
。

333 6
。

666 1 7
.

000 8
。

111 5 0
。

999 4 9
。

11111

111111111111111 3
.

555 7
.

999 3
.

333 7
.

000 1
。

000 4
.

333 9 5
.

77777

000000000000000
。

222 0
.

555 1
.

444 1 3
。

999 9
.

,, 7 4
.

111 2 5
.

99999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3
.

3333333333377777 岛 泥 田田 0一 1 444 2 8
.

88888 1 1
.

888 1 3
.

555 7
.

444 2
。

888 7
.

888 1
.

222 6
.

777 5 8
。

000 3 7
.

777

1111111 4一2 111 3 9
。

00000 10
.

555 1 3
.

000 l
。

999 3
.

000 3 2
.

111 8
。

000 4 2
.

000 9 8
.

777 2 9
.

777

7777777 0一一 5 1
.

22222 9
。

111 1 1
.

111 6
.

333 2
.

333 6
。

888 1
.

000 1
.

333 7 0
.

444 6 7
.

777

333333333333333 1
.

888 2
。

999 5
.

222 2斗
.

666 5
.

888 2 9
.

666 9 8
.

44444

888888888888888
.

444 4
.

333 1
.

77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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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1
.

666 3 1
.

66666

1111111111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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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4
.

777 1 5
.

777 7
.

222 6 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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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表 斗)

土土奥奥 土奥名称称 层次次 各 级 桔 构 体 含 量 % (毫 来))) 桔构破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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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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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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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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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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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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嚎豁纂碧纂覆羹
明 [28 一刘

,

但其破坏后 的枯构个体与肥力简的关系研究的还不多
,

尤其水稻土方面研究更

少
。

有些研究者把水稻土中 5一3 , 3一 2 和 1一0. , 毫米直径的水稳性拮构称 为 疏性拮

构[31
,

另些研究者款为 1一 , 毫米直径的拮构对肥力影响颇刀
月。 但在工作中也威到水田

中的水稳性枯构
,

主要反映在 < 1 毫米以下各粒级的消长情况
。

但是由于分析方法及采

土条件的不一致
,

所得精果很难此较
。

为了尽量避免由于人为而造成的分析筷差
,

我俩

款为应当采用同一种分析方法和标准来进行研究 ; 在比较田块的拮构状况时
,

应重复采

样
,

不宜少于 10 个
,

然后平均取样
,

如按剖面比较
,

4lJ 采一点就可 ;采土时
,

土壤的水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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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尽可能相近 ;拮构个体应在野外任其 自然碎散
,

必要时可用手指趣辍$lJ 出粒径为 15 一20

毫米大小的土块
。

我俩本着上述的要求
,

采用苏联窿推带夫祛进行研究
。

分析桔果列于

表 4 0

由表 4 所兄杠壤荒地开垦为旱地以后
,

土壤中 > 0
.

25 毫米的水稳性粘构迅速降低
,

其破坏率
*
相批由 16 增加到 45 一 8 1 ; 其破坏程度是随着耕作情况而异

。

如杠壤荒地 ( l

号)表土拮构破坏率为 16
,

杠壤旱地(2 号 )耕层为 67
,

杠壤旱地(3 号)nlJ 为 68
。

又如杠壤

荒地(22 号 )表土的桔构破坏率为 16
,

杠壤旱地 (4 号 )为 45
,

杠壤旱地 (2 3 号 ) 为 68
,

杠壤

旱地(24
, 2 , 号)为 6 , 一81

。

同一剖面中各发生层相此
,

耕层土壤拮构的破坏率都比母质

要高
。

杠壤性水稻土的桔构破坏率比杠壤荒地要高
,

但随着肥沃水平的增加
,

拮构破坏率逐

渐降低
,

这点与旱地相反
。

枯板田
、

黄泥田和岛泥田
,

其机械粗成虽相近
,

但其桔构破坏率

4lJ 不同
,

枯板田为 76
,

黄泥田为 60
,

岛泥田只 3 8 。 杠壤及杠壤性水稻土的拮构破坏率的

消长
,

取决于土壤中粘粒和有机盾含量
。

有机厦含量不高的早地杠壤
,

随着土壤中粘粒的

诚少
,

桔构破坏率不断增加
。

机械粗成相近 的水稻土
,

其拮构破坏率是随着有机厦含量的

增加而下降
,

水稻土的潜育作用可以增加底土中的枯构破坏率
。

杠壤性水稻土中水稳性拮构的特点
,

在于大于 1 毫米粒毅的精构单位合量甚少
,

一般

仅占总量的 7一 18 务
。

而 < 1 毫米的拮构单位占 80 务以上
。

在 < l 毫米的各个粒极中
,

除去 < 0
.

2 5 毫米的粒极占优势外
,

以 1一0
.

5 毫米的粒极合量较多
,

占总量的 7一32 务
。

在

岛泥田中
,

大于 1 毫米和 1一 0
.

5 毫米粒极的水稳性拮构的合量都比较高
。

如 1一 0
.

, 毫米

的粒极达 32 务
,

而在肥力较差的各种水稻土中都在 10 %以下
,

砂性重的板砂田只 2 务左

右
。

这种相对舍量的差另lJ对土壤孔隙的直径和水分运行
,

都具有密切的关系叫
。

因此
,

可

以款为这个粒极的水稳性拮构体含量的消长对土壤肥力水平有一定影响
。

但必填指出
,

只凭某一粒极的相对合量作为肥力指标是远远不够的
。

在这基础上应孩进一步区别枯构

的形成条件和本性及其所反映出的不同理化和生物学特征
。

不同肥沃度的水稻土的耕层

中
,

虽然 > 0. 2 , 毫米和 1一 0
.

, 毫米的桔构单位都比犁底层和母厦中为少
,

但由于形成条

件和本性不一
,

在农业生产中的意义不能相比
。

三
、

杠魏性水稻土的桔构本性及肥力指标的初步探封

(一) 杠城性水稻土桔构的孔陈状况

上面曾握指出
,

在农业生产上有价值的土壤拮构
,

必填是多孔性的
,

它与坚实的土壤

桔构有厦的区别
。

为了进一步阴明这点
,

我们研究了杠壤荒地
、

母盾
、

不同肥力水平的杠

城旱地和水田中各极桔构个体的内部孔隙
。

研究拮果分别表示在图 3 中
。

杠壤母厦 > 2 毫米以上的各极拮构体的内部孔隙
,

基本相似(兑图 3一(的)构占 43 务

左右
,

而直径小于 2 毫米者
,

只有 28 多左右
。

杠壤荒地 (兄图 3一(1 )) > 1 毫米 的各极

桔构体内的孔隙比母厦中高
,

豹 50 拓左右
,

而在 1一0. 5 毫米粒级的精构体内
,

孔隙仅占

20 另
。

杠壤旱地各极桔构体内的孔隙都相应下降(兑图 3一(2 )
,

(3 ))
,

豹为 44 一斗1多
,

< 2

*

桔构破杯率= > 0
.

25 毫米粒极的千筋百分含量一同板的湿筋百分含最
> 0. 25 毫半粒级的干筋百分含量

X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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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者为 巧务和 23 务
。

杠壤性水稻土中各级拮构体内孔隙的变化与早地土壤有同样趋

势 ; > 2 毫米粒极以上者
,

孔隙变化不大
,

而 < 2 毫米粒极的各极桔构体中
,

随着水田肥

力水平的不一而孔隙有明显的差别
。

如果比较不同类型水稻土中各级拮构体的 内部孔

隙
,

1111 可看出
,

肥力水平较高的扁泥田
,

无渝是大拮构体( > 2 毫米的 )或小拮构体( < 2 毫

米的 )
,

其内部孔隙都较肥力较差的拮板田要大 (晃图 3下 ( 7 )
,

( 5 ) )
。

拮板田内
,

> 2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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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极桔构体的内部孔隙为 村一们多
,

黄泥田为 朽多
,

而岛泥 田高达 50 多 ; 2一 1 毫米的

拮构体内
,

拮板田为 34 %
,

黄泥田为 朽%
,

而岛泥田为 67 另 ; 1一 0
.

5 毫米的拮构休内
,

桔

板田为 材界
,

黄泥 田为 45 %
,

而扁泥田为 58 多
。

中等肥力的沙泥 田 (兑图 3 一 (9 )
。

(1 0 ))
J

隋况与黄泥田相类似
。

面浆田的分析查料未能得到上述规律
,

可能因在清水情况
一

F采样

之故
。

至于岛泥田的犁底层中各极拮构体的内部孔隙大大降低
,

一般仅在 30 一40 % (昆

图 3 一 (s))
。

影响拮构体内部孔隙度大小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
,

它涉及所处的环境条件 (表层或底

层)
、

生物活动孩度
、

有机无机胶体的性厦和合量
、

代换性阳离子的祖成
、

微凝聚体的性盾

和排列状态等
。

对杠壤及杠壤性水稻土而言
,

胶拮物的种类
、

数量和凝聚体的排列状态
,

对形成粘构体内孔隙的数量和厦量有密切的关系
。

按照我们获得的材料(表 6 )如果土壤

中粘粒含量较高
,

胶桔物厦以无定形 R刃
3

为主
,

凝聚体形成的最大可能性决定于分子简

的内引力
。

由于粘粒的比表面大
,

接触点多
,

对范德瓦耳斯内引力
*

BlJ 造了有利条件
,

所形

成的凝聚体(图 4一(l))
,

按理箫上推算
,

其中孔隙度一般都小于 30 %圈
。

杠壤母厦和杠壤

性水稻土的犁底层中 2一l
,

1一0. 弓毫米以及杠壤荒地中的 1一0
.

弓毫米粒径的拮构体
,

可

‘l) 由范裸反尔斯

阳l力而形成

咖
、
翻吸体

(2) 通过IJ雌班体交接点由 RZO舀

胶结而形成的结构伟
曲通过lJ曦琅体向陈由R ZO3 胶
结而形成的给的体

(4) 通过各种1们用特别是有机周的

取结作用而形成的结构体

图 4 不同胶桔物盾及凝聚体排列形式对精构内邵孔隙影响的图解

能就属于这种类型
,

这种拮构体通过 Rz 0 3 的胶桔作用变成更大的拮构单位
。
由于小的拮

构单位的比表面远较粘粒要小
,

其简接触面积相应诚少
,

孔隙相对增加
,

而造成大桔构单

位中的孔隙度必然偏高
,

如图 4一(2 )
。

这种孔隙度状况属于如上所述的> 2 毫米的各个

粒极
。

但是必须指出
,

由无定形 R 20 3
粘拮而形成的大桔构体

,

其孔隙状况与 R 20 3

的相刘
-

含量及胶拮的形式密切相关
。

如相对合量较高
,

主要通过小桔构体的简隙胶拮而成者
,

那

么其中孔隙度相对要小
,

如 图 4一(3 )
。

如无定形 R 20 3

相对舍量较低
,

并主要通过小拮构

体的相互接触胶拮而成的 (图 4一 (z) )
,

其中孔隙度相对地要高
。

我们根据
一

h述二点兑

解
,

来解释杠壤荒地表层中大桔构体内的孔隙为什么较高
,

而母厦及旱地 中为什么较低的

原因
。

根据表 6 内各种土壤及其各极疑聚体的无定形 Fe
Zo 3 的相对舍量来看

,

也魏明 了

范德五耳斯内引力 = 4汀 二上垒 一 口

r i + r ,

o. ⋯硕粒和介厦(土奥溶液)简的表面张力;

r1 和 八
·

⋯二个顺粒的半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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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土壤真比重 ; 己

~
一

土壤容重
。

2
.

桔构体的总孔隙度 (Pa rP
.

)
,

其爵算法

P a r p = 三里竺丛 +

1 0 0

a2 ”子2

1 0 0
+ ⋯ + 竺二二丛

1 0 0
或

p 。·p

一斋艺
(

a

一)

山 , , K = l

a

一一各极桔构体的孔隙度 ; ”1

—
某一精构体占土壤容积的百分数 ; n

—
各种粒极精构体的数

量
。

3
.

桔构体之朋的孔隙度(尸。r)

人
ar

= (尸
0 6娜
一

p a r p
.

)%

4
.

由紧束搏水充浦的孔隙度 (几
r

)

人
r
= (砂、 r 火 d t,

) : 2
.

5 0 %

w , 一
‘

一最大吸湿水的重量% ; 1
.

50

—
最大吸湿水的密度

。

5
.

由松束搏水充满的孔隙度 (份
.
。

.

0
.

)

p p
.
。

.
a

.

== (0
.

sw , r x d ,

) : 1
.

2 5 %

1
.

25
· ·

⋯. 膜状水的密度
。

6
.

由毛管水充满的孔隙度(p 咫n)

尸。n 二 (I犷叼二
.

一 1
.

5不V 鱿刃 只 办%

评o6 鱿
—

总田背持水量 ; 1
.

5 甲Mr

—
植物的雕萎湿度

。

7
.

可以持水的孔隙度(尸的

p , = (p咫
n + p 二 r + p p

.

。
.

a
.

)%

8
.

不能持水的孔隙度 (Pa 叩)

Pa
. p = (p的瓜一

尸 , )%

分析拮集应用于表 5 。 由表 5 所觅
,

杠壤荒地
,

无渝是总孔隙度和拮构体内部的总孔

隙度都较高
,

前者为 55 多
,

而后者为 30 多
,

可以持水的孔隙度和不能持水的孔隙度之比接

近于 1 (28
: 2 7 )

。

杠壤母质的总孔隙度较高为劳 %
,

但拮构体内部的总孔隙度较小为31 多
,

玻 5 杠翻及缸口性水稻土的各妞孔陇分布情况

(%)

固体容积度的孔隙�%�由空气充满由水充满的土级孔陈(% )

总量

层

次

(厘米)

总
孔口
隙巴
度

桔总

漂朵3
内度

桔的
构孔
体障
简度

由搏满
紧水的
束充

}由搏箱
}松水的

!竺奎一

由水的
毛充
管满

土奥名称土壤编号

J、JllQ了�匕
.

⋯
门/�、脚/连

.

,白3
. .1‘.1

斗
.

7 2
.

9.

⋯⋯
d
月了互‘UO,‘

j.二月,,一,曰有几,‘,�玄二,且叙奥荒地 0一5

杠奥母厦}3斗一83

缸奥早地

缸盛水田
(桔板田 )

黄 泥 田

岛 泥 田

岛 泥 田

(荤底层 )

面 浆 田

面 浆 田

0一1 6

55
.

6

57
.

5

4 6
.

2

3 0
.

8

3 1
.

6

2 9
.

8

8
.

4

3
。

l

5
.

0

l
。

9

2 0
.

5

9
.

0

2 3
.

3

2 8
。

1

2 2
。

4

2 8
.

3

4 4
.

4

4 2
.

5

5 3
.

8

0一1 0 斗6
.

6 2 6
。

4 2 8
.

斗 3 1
.

8 5 3
。

4

黑
0一 1 3

0一 1 4

5 2
.

8

5 4
。

7

3 0
.

5

斗3
。

7

5
.

0

2
.

5

2
.

0

l
。

,

9
.

9

1 6
。

8

4 7
.

2

斗,
.

3

6如j

l斗一2 1 ! 3 8
。

8 2 6
。

3 6 1
.

2

0一1 3

0一1 3

4 9
.

6

斗6
。

斗

5 0
。

4

5 3
。

6

,J连
.�,

,工‘.二

可持水及不能持水的孔隙度之比柏为 1 :1
.

5 (22 : 35 )
。

杠壤早地的总孔隙度及拮构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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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总孔隙度都被低
,

前者为 46 多
,

后者为 29 %
,

可持水及不能持水的孔隙度之比的为

L S : l (2 8 : 1 7 )
。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 出
,

虽然母盾中的总孔隙度比荒地表层和早地耕层为

高
,

但从具有持水性能的孔隙来看Al] 低得多
。

这就靓明了存在于母盾中的孔隙可能有二

种状态
,

一种是不能保水的大孔隙 (往往在枯构体之简)
、

另一种是水不能透入的小孔隙

(存在于拮构体之内)
,

这二种形态的孔隙过多当然对作物根部生长不利
。

各种肥力水平

不同的水稻土耕层的孔隙情况与其肥沃度密切相关
。

岛泥田耕层的总孔隙度和拮构体内

的总孔隙度表现最高
,

前者为 54 多而后者为 4 3 多;可持水及不能持水的孔隙度之比豹为

2: 1(3 7 : 16 )
。

拮板田耕层的总孔隙度和拮构体内的总孔隙度都较低为 46 多和 26 拓
、

可持

水及不能持水的孔隙度之比为 2 : 1 。 黄泥田的孔隙度处于上述二种土壤之简
,

但可持水

及不能持水的孔隙度之比为 4 : 1 (43
: 10 )

。

耕层的总孔隙度
,

虽然可以反映某一土壤的肥

膺情况
,

但看来耕层精构体内部的总孔隙度尤为重要
,

关于这点我们的分析桔果已有初步

题实
。

可持水的孔隙度与不能持水的孔隙度之比
,

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不同土壤中水和

气相互协锢的情况的
。

根据我佣的材料
,

一般耕种土壤
,

特别是在水田中可持水的孔隙

要比不能持水的孔隙多
,

这也符合在土壤熟化过程中有效孔隙不断增加的输点
。

对桔构

体之简的孔隙在土壤肥力上的作用
,

很多研究者[1e1 抬以很高薛价
。

但按照我们的查料
,

似与土壤的肥膺无明显的关系
。

(二 ) 杠级性水稻土水德性枯构的本性

土壤拮构的肥力特征
,

密切决定于它的形成条件和本性
,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土壤桔构

的研究中
,

一直以这个阴题为研究的中心
。

苏联从 19 4 8 年fll l郎应用胶体物理化学的观点

和方法进行土壤拮构本性的研究
。

最近有很多研究者[13, 19. “21, 22, 23, 25, ““30. 35, ‘7.39 .40] 进行这

方面的工作
,

但都偏重于 自型土壤和旱地土壤拮构本性的研究
,

对于水稻土
,

除 日本稍有

研究外[8] ,

到目前为业
,

工作甚少
。

为此
,

我们选用了杠壤母厦
、

杠壤荒地
、

杠壤早地以及

肥力水平不同的杠壤性水稻土进行比较研究
。

按窿推带夫法分散出水稳性精构体
,

并取

其分布较多的 3一 1 , 1一 0
.

5 和 < 0. 2 , 毫米三极
,

测定原状土和各极拮构体中的主要胶精

物厦
。

如粘粒合量(吸管法 )
、

有机质(邱林法)
、

F勺几 和 Al 刃
,
和无定形 Fe Z o ,

的含量 [l:1
。

原状土和各极拮构体的各项分析拮果
,

分另lJ表示于图 6 和表 6 中
。

按照各类土壤中胶桔物质的特性和变化规律
,

大致可把敲输土样分成三大类型 : 第

一类型为杠壤母盾和杠壤荒地
,

这类土壤及各极拮构体中所具有的特点是粘粒舍量高达

30 一知 %
,

原状土和各极拮构体的机械粗成有高度的一致性 (见图 6一(1 )
,

(2 ))
。

粘粒舍

量随着拮构体粒径的减小而下降
,

特别是 < 0. 25 毫米的粒极中更为明显
。

一般的靛
,

氧

化跌
、

绍的含量都很高
,

除在 < 0. 2乡毫米粒极中的含量稍低外
,
原状土和其他各极中的舍

量都很接近
。

各拮构体中的无定形 Fe
Zo 3 的含量都较原状土要高

,

尤其是杠壤母厦的各

极拮构体中
,

无定形 Fe zO
3 的含量比原状土高出 3一5多

。

总的看来
,

这种类型的土姨中
,

各级拮构体中的有机厦合量变化不大
,

原状土中的有机盾比枯构体中略高
。

根据上述特

点
,

可以款为
,

这类土壤枯构体的形成
,

主要取决于粘粒的内聚力和无定形 Fe
20 : 的胶枯

作用
,

所形成的桔构体孔隙少而水稳性高
。

由于孔隙过小
,

水分不易从毛管中透入而引起

破坏作用
,

这可能是增孩拮构水稳性的一个因素
。

第二种类型为杠壤早地
,

其特点是粘粒含量低
,

只占 7一 8拓
,

以原状土的机械祖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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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6 杠月及杠班性水抽土各妞水. 性枯价体的胶枯物宜

土土醉醉 土奥奥 层层 凝聚体体 有机质质
瞥鳖弓弓

R. O sss F e , O aaa A l, 0 ...
无定形形 无 定 形形

粗粗号号 名称称 次次 直径径 含量量 (< 0
.

0 0 111 (% ))) (% ))) (% ))) Fe : O aaa F e so sss

(((((((厘米 ))) (落米))) (% ))) 毫米))))))))) (% ))) 占全 F e , o :::

%%%%%%%%%%%%%%%%%%%%%%%%%

lllll 缸盛母盾盾盾 原状土土 0
.

弓lll 50
.

000 2 6
。

6 888 4
.

8 777 2 1
.

8 111 1
。

2 222 2 5
。

0 555

333333333一lll 0
。

4 333 4 9
.

222 2 6
.

4 555 4
.

5 777 2 1
。

8 888 l
。

2 999 2 8
。

2 333

111111111一O
。

555 0
.

4 777 4 8
.

222 2 6
.

1 555 4
。

5 000 2 1
。

5 666 1
。

3 111 2 9
。

0 111

<<<<<<<<< 0
。

2 555 0
.

6牛牛 4 6
.

999 2 5
.

5 888 4
。

4 111 2 1
。

1777 1
.

5000 3 0
.

0 111

lllllll 0一555 原状土土 1
.

9 666 3 2
.

888 2 0
,

6 333 3
.

5 555 17
.

0 888 0
.

7 444 20
.

8 444

3333333333333333333一 lll 1
.

9 444 3 1
.

333 2 0
。

6 888 3
.

6 222 1 7
。

0 666 0
。

7 999 2 1
。

8 222
用用用山吸充地地地 1一0

.

555 l
。

8 111 3 0
.

666 2 0
。

3 000 3
。

5 999 1 6
.

7 111 0
.

8 111 2 2
.

5 666

<<<<<<<<< 0
.

2 555 1
.

8 111 2 7
.

333 1 9
.

7555 3
.

3 444 1 6
.

4 111 0
.

7 222 2 1
.

5 555

33333 杠壤早地地 0一1 666 原状土土 1
.

1 444 8
.

777 1 1
.

6 555 2
.

2 000 9
.

4 555 0
.

5 222 2 3
.

6 333

333333333一lll 1
.

2 111 7
.

666 1 2
.

7 555 2
.

5 777 1 0
.

1 888 0
.

7 999 3 0
.

7 333

111111111一0
.

555 1
.

2 000 7
。

222 1 3
.

1 555 4
。

6 111 8
.

5 444 0
。

8 111 2 9
.

1333

<<<<<<<<< 0
.

2 555 1
.

0 222 7
.

111 1 0
.

8 888 2
.

1 000 8
。

7 888 0
.

7 111 3 3
.

8 111

55555 桔 板 田田 0一 1 000 原状土土 l
。

5 222 1 4
.

888 1 3
。

7 888 2
.

6 000 1 1
。

1 888 0
.

3 555 13
.

4 666

333333333一111 2
.

0 666 13
。

999 1 3
.

8555 2
.

8 000 1 1
.

0 555 0
.

3 888 13
.

5 777

111111111一0
.

555 1
.

9 333 12
.

888 1 2
.

2 555 2
。

6 333 9
。

6 222 0
.

3 444 12
.

9 333

<<<<<<<<< 0
.

2 555 1
。

4 000 1 1
.

555 1 2
.

6 888 2
.

4 777 10
。

2 111 0
。

2 999 1 1
.

7 444

66666 黄 泥 田田 0一 1 333 原状土土 2
.

0 555 16
.

777 1 4
.

8 444 2
.

5 999 8
.

2 555 0
.

3 777 1 4
.

2 888

333333333一111 2
.

3 666 17
.

444 1 5
.

3 000 2
.

5 666 1 2
.

7 444 0
.

4 111 1 6
。

0 222

111111111一0
.

555 2
.

2 444 16
.

斗斗 1 6
.

0333 2
.

6 111 13
。

呼222 0
.

3 555 1 3
.

4 111

<<<<<<<<< 0
.

2 555 1
.

8 444 1 5
.

666 1 4
。

2 888 2
.

2 777 12
。

0 111 0
。

3 000 13
.

2222

77777 岛 泥 田田 0一1 444 原状土土 3
。

5 999 12
.

888 1 5
。

7 000 1
.

9 5
___

13
。

7 555 0
.

2 666 13
.

3333

333333333一111 4
.

2 000 1 9
.

777 1 6
。

9 000 2
.

0 444 1 4
.

8666 0
.

2999 1 4
.

2 111

111111111一0
.

555 3
.

7 555 1 9
.

666 1 6
。

0 000 2
。

0 222 13
。

9 888 0
.

3 222 1 5
.

8 444

<<<<<<<<< 0
.

2 555 2
.

9 222 1 6
.

333 1 5
.

1 555 1
.

8 666 13
.

2 999 0
.

2 555 1 3
.

4 444

77777 岛 泥 田田 12一2 111 原状土土 1
.

9 444 2 0
。

000 16
.

7 555 2
。

6 888 1斗
。

0 777 0
.

3 444 11
。

8 000

荤荤荤 底 层层层 3一 111 1
.

9 666 2 1
。

444 17
.

3 888 2
.

5 888 l斗
.

8 000 0
.

4 000 15
.

5 000

111111111一0
.

555 1
.

9 666 2 1
.

444 1 8
。

1 555 2
。

3 999 1 5
.

7666 0
.

3 888 1 5
.

8 999

<<<<<<<<< 0
.

2 555 l
。

7 777 1 9
。

777 1 6
。

0 333 2
.

3 999 1 3
。

6 444 0
。

2 999 12
。

1333

其各极拮构体相此
,

枯构体中的砂粒合量高
,

而粉粒含量低
,

但在 < 0. 25 毫米的桔构体

内
,

栩砂和粗粉粒都比原状土及其他各极粘构体要高 (图 6一 (3 ))
,

而粘粒4lJ 略有诚少的

趋势
。

这就魏明这类土壤的原状土与其各极拮构体的机械粗成已开始分化
。

这个类型

土壤中的氧化铁
、

貂舍量较第一类型的土壤要少一倍左右
,

而 3一1 和 1一 0. 5 毫米枯构体

中的氧化铁
、

绍合量比原状土要高
,

< 0. 25 毫米拮构体中的含量最低
。

箱构体中无定形

Fe
2 0 3

的相对合量比原状土高的 7一10 多
。

杠壤旱地中有机盾舍量比杠壤荒地要低
,

但在

3一 l 和 1一 0
.

5 毫米的粒极内
,

有机厦含量都比原状土高
,

< 0
.

2 , 毫米粒极内合量最低
。

基于上述情况
,

这类土壤拮构体的形成与 凡0 3
特8lJ 是无定形 F勺q 的胶拮作用有密切的

关系
,

当然有机厦也参加形成过程
,

但作用较小
,

所以这种类型土壤的拮构体的特性是孔

隙较少而水稳性又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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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包括不同肥力水平的杠壤性水稻土
。

粘粒合量较高于杠壤旱地
,

以原状

土及其各极枯构体的机械粗成相比
,

也有各极颗粒再分配的现象
。

一般的砚
,

拮构体中的

中砂和袖砂含量较多而粗粉粒相应减少 (图 6一(的
,

(, ))
,

但在岛泥田中
,

上述差异的幅

度Al] 较小 (图 6一(6 ))
。

各叛拮构体内粘粒含量除拮板田具有和杠壤旱地相同的规律外
,

一般是 3一1 和 l一 0
.

, 毫米粒极的拮构体中的粘粒含量最高
,

岛泥 田耕层内
,

二极拮构体

的粘粒含量比原状土高 7 %
,

自p使在 < 0
.

2 , 毫米的拮构体内粘粒合量还比原状土高 4 多
。

这就靓明肥沃水田中 < 0
.

25 毫米的水稳性粒极内尚保留了部分的凝聚体
,

而在早地或拮

板 田中
,

在这极以下可能艳大部分已处于单粒状态
。

在这类土壤中的氧化敛
、

绍合量低于

母厦但高于早地
,

这可能受粘粒合量及生物作用张度国的影响
。 3一1 和 1一0

.

, 毫米的

粒极内
,

氧化跌
、

绍的含量略高于原状土
,

但其差别很小
。

杠壤性水稻土的有机厦舍量较

杠壤旱地和母盾都高
。

如以原状土和其各极拮构体相比
,

有机厦含量在 3一 1 毫米的粒极

内最高
。

其次是 1一0. 5 毫米的粒极
,

只有在 < 0. 25 毫米粒极内
,

含量稍低
。

根据上述

材料
,

似可推渝
,

杠壤性水稻土耕层内拮构体的形成是有机盾和粘粒的胶拮作用
,

无定形

Fe 20 3
处于从属地位

。

要进一步了解枯构休形成的机制阴题
,

必厦从有机
、

无机胶体的种类
、

数量
、

性质及桔

合的状态方面进行研究
。

但从我们收集的部分材料来看
,

肥力水平较高的杠壤性水稻土

中
,

拮构体的形成首先取决于有机质的胶拮作用
,

这与杠壤旱地
、

母厦及肥力水平较低的

水田是有区别的
。

这种拮构体
,

不仅具有良好的水稳性
,

而且还是多孔性的
,

能加孩保水

保肥性能
,

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穿插和土壤空气及热的交换
,

从而也有利于稠节水稻生长所

需的土壤环境
。

(三) 征城性水稻土某些肥力指标的初步探肘

杠壤性水稻土的肥力演化与其熟化过程密切相关
。

熟化过程反映在生物因素不断增

张和地厦因素相对减少的枕一过程
,

人为的耕作活动就在于稠节这两个过程更趋向于提

高肥力的有利方面
。

就我佣分析的材料来看
,

与母盾相比
,

地厦因素
,

表现在土壤中的粘

粒和 R Zo 3 的舍量相对减少及棘化
,

而生物因素
,

意味着有机厦在土壤耕层内的逐步积累
。

这两个过程的枕一
,

反映在土壤拮构性的变化
,

是在于农业生产上没有价值的水稳性拮构

(如母厦中的)逐步蒋化为有价值的多孔性的水稳性拮构
,

土壤也由此逐渐肥沃
。

根据这

个观点出发
,

我俩可在上远两个过程中
,

抽 出某些相对稳定的阶段来探尉杠壤性水稻土的

肥力指标(指重壤土)
、 ,

当然要观明是相对的
,

只在同一类型
、

同一厦地的土壤内作比较
。

在

地厦循环的过程中
、

土壤中粘粒的相对含量由杠壤母厦中的 50 务减少到 10 一20 多; 粗粉

粒和粉粒比相当于 1 或稍高些 ; R 20 3 的含量由母厦中的 26 务左右下降到 1 , 一16 多
,

其

中无定形 Fe
20 3 的合量由 1

.

4 多降至 0. 3 务左右
。

在生物循环过程中
,

有机质的含量由母

厦中的 0. 5务增加到 2
.

5一 3 务
。

在上述两个过程的枕一下
, 1一 0

.

5 毫米的桔构体逐渐增

加
,
一般在 20 一30 务 ;土壤微凝聚体保持率为 30 一40 务 ;土壤桔构的破坏率 < 40 务;土壤

拮构体内的孔隙度 > 40 拓和土壤拮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有机质和粘粒的相互作用
。

上

述这些指标是相互联系的
,

不能孤立地以其中之一来判断土壤的肥膺情况
。

水稻土的形成及其肥力演化是极其复杂的
,

因母厦来源
、

地形部位
、

水分条件
、

耕作方

式等自然因素和握济因素之不同而异
。

所以要探求水稻土的肥力指标
,

必填从多方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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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研究
。

我佣的工作仅占其中一小部分
,

研究标本的数量不多
,

范围又不广
,

不免有很多

不足之处
,

仅提出初步研究桔果以供参考
。

摘 要

赣中丘陵地区杠壤性水稻土分布面积很广
,

但由于所处的地形部位不同及人类耕作

措施各异
,

各类杠壤性水稻土的肥力水平有很大差异
。

影响土壤肥力水平有两个方面
: 自p土壤既能满足作物生长过程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

又

能使作物有良好的
“
居住环境

” ,

而土壤的物理性质对保征作物良好的居住环境起有决定

的作用
。

研究土壤的拮构
、

各拮构体内的孔隙状况以及拮构胶拮物质的种类和数量
,

对孰款土

壤物理性质在提高肥力上的作用具有很大意义
。

根据我们初步的研究拮果
,

杠壤性水稻

土中
,

水稳性拮构大于 1 毫米粒极的桔构体
,

含量较少
,

一般仅占总数的 7一 18 拓
,

小于 1

毫米的占 80 外以上
。

在小于 1 毫米的各粒毅中
,

除 < 0. 2 , 毫米粒极占艳对优势外
,
1一

0
.

5 毫米的粒极占 7一32 务
,

肥土(岛泥 田)中 1一 0
.

5 毫米粒级的含量较高
。

不同土壤的枯

构体
,

由于其内部的孔隙状况不一
,

土壤肥沃度也各有异
。

肥土拮构体内的总孔隙度高达

43 务
,

而瘩土(桔板田)只 26 %
。

如按相同粒极精构体内的孔隙相比也是肥土中高而瘩土

中低
。

在这个地区土壤拮构体内孔隙的形成
,

主要取决于枯构胶拮物盾的种类和数量以及

微凝聚体的排列形式
。

一般的靓
,

如果胶拮物厦以无定形 R八 或多量粘粒的接触作用

为主
,

则拮构体内部的孔隙度较小 (如杠壤母质)o 肥沃的杠壤性水稻土中
,

拮构体的胶精

物盾以有机盾起主导作用及颗粒大小不均一
,

使拮构体内部的孔隙度较大
。

由于胶枯物

盾的种类和数量不一
,

有机
、

无机胶体的复合类型也不同
,

因而使肥土中的枯构休不仅具

有水稳性
,

而且还是多孔性的
。

只有这种拮构体才能刹节和满足作物生长所需的土壤环

境
,

才能形成肥沃的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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