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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的耕性及其在土壤分类上的意义

龚 子 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耕性的含义有二
,

一是单指土壤耕作性能
,

即土壤对于农机具的反应
,

如耕作时土壤

所表现的刚
、

绵
、

油
、

僵⋯⋯
,

犁耙后土壤所表现的起浆
、

淀浆
、

沉沙
、

起洪等 ;二是广义的耕

性
,

除耕作性能以外
,

还包括某些土壤生产特性
,

如保水性
、

耐肥性
、

宜种性
、

发棵性等
。

本

文所指的是狭义的耕性
。

耕性的名称
,

有的被直接用来命名土壤
,

如沉沙土
、

淀浆白土 ;有

的则反映土壤肥力高低
,

如
“
油性土

” 、 “
僵性土

”
等

。

耕性是土壤各种性质的综合反映
,

尤

与土壤物理性质密切相关
。

耕性是重要的土壤肥力指标之一
。

我国土壤工作者非常重视农民群众识别耕性的经验
。

中国农业土壤志 (农业部全国

土壤普查办公室
, 19 6 4 ) 中

,

把土壤耕性归纳为土酥柔软
、

土轻疏松
、

土重紧密
、

顶犁跳犁
、

淀浆板结
、

土硬僵韧
、

稀糊浮烂等
。

《水稻丰产土壤环境》一书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

1 9 6 1 ) 中提 出了水稻土几种耕性
—

糯性
、

粳性
、

淀浆性
、

起浆性的含义和指标
。

六十年

代初
,

我国土壤工作者进一步企图把土壤耕性和土壤分类紧密结合起来
。

马溶云(19 6 2 )

曾把水稻土耕性划分为
:
软

、

柔
、

刚
、

酥
、

板
、

板浆
、

泥糊
、

粳
、

糯
、

烂
、

供等几种
,

并用来作为

分类的依据之一
。

候光烟 (1 9 6 2 ) 曾依肥力因素的矛盾类型
,

区分为肥土
、

熟土
、

刚土
、

柔土
、

韧土
、

弱土
、

冷土
、

毒土和僵土等九个土属
。

陈恩凤 (1 9 6 2)指出
,

耕性是指土壤适

耕程度与耕后的结构变化
,

并明确指出土壤耕性如水稻土的松泡
、

柔软
、

紧实
、

淀浆是土种

划分的依据
。

近年来
,

日本和朝鲜土壤工作者在基层分类中也在考虑类似问题l) (Ka nn
。 ,

1夕62 ;营野一郎等
,
l% 3; 第六回水田土壤水委员会讨论记录

, 1 9 ‘9 )
。

我们在《中国土壤》

一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1 9 7 7 ) 中也谈了这个问题

,

但未进一步阐述
。

本文企

图通过大量资料的整理
,

对水稻土耕性的含义和区分提出初步意见
,

并据此来讨论水稻土

分类
。

但因研究深度不够
,

资料不够全面
,

因此
,

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

希望得到土壤

工作者的批评和指正
。

一
、

农民群众识别水稻土耕性的经验 2)

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

对耕性有着深刻的了解
。

他们根据耕作时和耕把以后

土壤所表现的某些影响水稻生长的特性
,

提出了一系列土壤耕性的名称
,

如油性
、

洪性
、

冷

性(浮)
、

凉性(烂 )
、

僵性
、

刚性
、

绵性
、

起浆性
、

淀浆性和沉沙性等
。

虽然
,

其中冷性
、

凉性严

格来说并非耕性的名称
,

但其耕性的含义也已为大家熟知
。

l) 要锡贤
,
1 9 72 : 水稻土地球化学研究(朝文)

,

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
。

2) 参考文献 ; 龚子同
,

19 6。; 徐琪等
,

19 61 ; 赵其国等
,

19 5 9: 张俊民
,

19 5 9 ; 戴昌达等
,

19 6 5 ; 雷文进
,

”5 9 : 中

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广东工作组
,
1 9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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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性 这是一种良好的耕性
,

它是高度肥沃的土壤
,

如江苏的鳝血土
、

江西的乌泥

土
、

广东的泥肉田
、

四川的大土油沙
、

云南的鸡粪土所表现的耕性
。

土壤耕作容易而省力
,

翻出的土垒疏松易碎
,

适耕时间长
,
泡水容易化开

,

有
“
泥头

”
而无任块

。

油性土收缩性小
,

故干后土壤表层裂隙很细
,

农民群众称之为
“
细麻丝沂

” ,

沂细而短浅
。

油性土缓冲性能

大
,

少施一些肥料影响不大
,

多施一些也不要紧
。

具有这种耕性的土壤
,

水稻栽秧容易
,

返

育快
,

发裸多
,

肥劲稳而长
,

宜种性广
。

淀浆性 这是一种不良的耕性
。

江苏的淀浆白土
、

安徽的澄白土
、

湖北的 白散土
、

江

西的沉板田和广东的积粉田都是典型的淀浆性土壤
。

具有这种耕性的土壤特点是
,

灌水

耕耙后
,

土粒迅速下沉
,

田面水很快澄清
,

使插秧
、

移栽
、

补秧等工作比较困难
。

土壤较松

散
,

土垫不大而易碎
,

耕作容易
。

湿耕也容易
,

不粘犁头
,

但土壤沉实板结
,

孔隙性小
,

水分

不易下掺
。

这种耕性的土壤缓冲力小
,

不耐肥
,

返青慢
,

发裸少
,

大多是
“
早发田

” ,

无后劲
。

沉沙性 也是一种不良的耕性
。

江苏的淀沙土
、

江西的铁板沙
、

广西的沉沙田
、

广

东的大眼沙田
、

偏沙田和沙仔田都反映这种耕性
。

主要见于花岗岩丘陵区和江河自然堤

附近
。

土坡灌水耕耙后
,

土粒沉降比淀浆土还要快
,

插秧移栽等工作更为困难
。

土壤很疏

松
,

缓冲性小
,

既不保肥又不保水
,

肥劲全期不足
,

水稻返青慢
,

发棵少
。

起浆性 包括云南的胶泥田
、

赣南粤北的某些红泥田和广西的黑粘土等
。

这些土

城表面淹水后形成厚厚的一层浮泥层
,

浮而不实
,

插秧时常发生所谓
“
浮毯

”
现象

。

这种性

质称之为起浆性
。

起浆性土壤干后坚硬成大块
,

耕作困难
,

湿时又粘又烂
,

陷脚深
。

透水

性不良
,

养分释放迟缓
,

群众称为
“
坐水”、 “

坐肥
” ,

水稻返青慢
,

发棵少
,

生长不良
。

任性 具有这种耕性的土壤包括江苏的死马千
、

江西的死黄泥
、

湖南的黄夹泥
、

广

东的一些泥骨田等
。

这些土壤土质僵硬
,

适耕期短
。

干时坚硬
,

耕作费力
,

湿耕时粘犁头
,

土垫大且不易散开
。

土块孔隙小
,

吸水慢
,

在水中不易化开
,

耙后仍多僵块
,

栽秧不便
,

水

稻返青慢
,

发裸少
,

大多是
“
迟发田

” 。

土壤收缩性大
,

千后开大沂
,

沂宽而深
,

浸水后不易

闭合
,

翻水漏肥
,

严重影响产量
。

供性和冷性 包括江苏的供土
、

草渣土
、

云南的浮泥土
、

江西的冷浸田和广东的烂

逆田等
。

土壤十分浮烂
,

有深厚的浮泥层
,

水稻难于立苗
,

容易
“
飘秧

”
或

“
浮秧

” 。

土壤胀

编性很大
。

土性冷
,

早期养分释放缓慢
,

盛夏养分释放猛烈
,

使水稻疯长
。

起源于腐殖质

沼泽土的
,

群众称为洪性土 ;起源于腐泥沼泽土的称冷性土
。

其他几种耕性
,

如刚性界于僵性(起浆性)与油性之间
,

绵性界于沉沙(淀浆)与油性之

间
,

凉性界于供性(冷性)和油性之间
,

属于过渡类型
。

虽然
,

水稻土耕性概括为以上十种
,

不一定全面
,

用词也不一定总结得确切
,

但对全

国
,

特别是南方诸省水稻土来说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
。

二
、

影响耕性的土壤物理性质

为了总结群众识别耕性的经验
,

作者搜集了约二百个水稻土样品的分析资料
,

并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
,

分析项目较全的 (包括表 1 所列七个项目) 82 个标本
,

进行分类整理和统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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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种耕性类型的某登理化指标

标标标 砂粒%%% 粗粉砂%%% 粘拉%%% 有机质%%% 全 N %%% 结构系数%%% 浸水容重重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克 /厘米

,,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戈戈戈戈 SSS XXX SSS XXX SSS XXX SSS XXX SSS XXX SSS XXX SSS

2222222 7
.

444 1 1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4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7 0
.

5 666 1 1
。

2 3333333333333333333999999999 2 4
。

666 9
。

lll 1 6
。

00000 2
。

9 222 0
.

4 666 0
,

16 555 0
。

0 4 1111111 0
。

5 999 0
。

0 222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8
.

222 9
。

666 3 4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0
。

2 7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66666 l
。

888 2
。

333333333 10
.

444 1 1
。

2 222 5
.

9 555 0
.

4 0 888 0
。

0 1333 7 4
。

7777 12
.

9 777 0
。

斗333 0
。

0 555

6666666
。

777 6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3
.

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7 4
.

0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66666 石
。

000 6
.

444 3 8
。

666 1 0
.

666 2 0
。

999 9
.

11111 0
。

4 888 0
.

1 6 0000000 8
。

1 222 0
。

5 555 0
。

0 666

2222222
.

111 2
.

777 2 4
.

222 8
。

444 2 7
.

3333333333333333333 0
.

7 555 0
,

1 1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111000 4
。

33333 2 1
。

777 5
。

555 3 5
.

888 1 1
。

333 1
.

8 888 0
.

7 55555 0
.

03 666 2 6
.

000 1斗
。

0 999 0
。

5 111 0
.

1 111

2222222 8
.

3333333 9 555 2 6
.

222 2
.

777 2
.

6 111 0
.

6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55555 2
.

000000000 1 2
.

999 6
.

777 2
.

6 99999 0
.

16 777 0
.

0 3 000 7 1
.

333 6
。

8 555 0
.

5 444 0
。

0 555

111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5
。

8888888 0
.

15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5555555
。

444 3 2
。

222222222222222 0
。

0 3 555 7 6
。

111 9
。

2 111 0
。

6 000 0
。

0 555

111111111 1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7 3
.

666 9
。

1 888 0 6 444 0
.

0 5559999999 2
.

888 3 3
.

888 1 2
.

6666666 2
.

1 444 0
.

8 111 0
.

1 1 888 0
。

0 3 0000000 0
。

7 000 0
。

0 666

444444444448
。

777 6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

3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999999999 16
.

222 6
,

666 1 6
。

777 3
。

999 l
。

4 888 0
。

5 000 0
.

0 9 222 0
。

0 1777 8 0
。

111 1 1
.

5 3333333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 5 9
.

666 1 1
。

lllllll 1 0
.

斗斗 3
。

8888888 0
.

0 8 222 0
.

0 4555 7 7
.

333 1 3
。

7 000 0
。

7 555 0
.

0 666

注¹ 校径 :
砂粒为 1一0

.

05 毫米
,

粗粉砂为 0
.

05 一0
.

肚 毫米
,

粘粒为 < 0
.

0 01 奄米 ; À 叉 为平均值
, S 为标准

从表 1可以看出
,

各种耕性类型都有一定的质地特点
。

沉沙性土壤砂粒在 60 务左

右
,

淀浆性土壤粗粉砂在 50 多左右
,

僵性土粘粒在 35 务左右
,

起浆性土粘粒含量也大于

27 多
。

刚性土物理性粘粒 ( < 0. 01 毫米) > 60 矛
,

绵性土这一粒级 < 40 多
。

油性上的物

理性粘粒介于刚性土和绵性土之间
,

粘粒含量为 16
.

0 士 4
.

斗 (关)
,

这和《丰产水稻土壤环

境》一书所总结的肥沃水稻土的粘粒含量为 15 一20 多大体一致
。

洪性土和凉性土质地变

幅较大
,

但一般都较粘重
。

水稻土耕性的形成
,

质地是基础
,

而与结构的关系更为密切
。

从表 1所列结构系数来

看
,

粘重的耕性不良土壤
,

结构系数较低
,

尤其是起浆性土壤结构系数仅 26 多
,

浸水容重

裹 2 不同耕性水稻土水艳性团粱体含t
*

耕层中水稳性团聚体总量% (粒径 : 毫米 )

耕性 ! 标本号 }土壤名称
> 5 5一2 1 2一1 1一0

。

5
O

。

5一
0

。

25
0

.

2 5一
0

.

10
0

,

10一
0

.

05 < 0
.

0 5

5一0
.

5

总度 (% )

广定 l 号l泥肉田 9
.

50 7
。

7 7 6
.

75 11
.

6 9 16
。

25 118
.

斗1 4
。

46 2斗
。

7斗 2 6
。

21
油性

黄泥肉田 4
。

20 3
。

30 6
.

16 11
.

48 25
.

0 8 149
。

7 8 * * 20
。

9 4

绵性

油性

编性

沉沙

沉沙

些塑兰}竺里
竺二呈{竺里
燮吐呈{些里
燮竺呈}竺竺里
一 }砂土田

7
.

39

17
.

52

18
。

0 2

,,

2
。

8 111 5
.

3666 14
.

3888 26
.

3666 12
.

6555 29
。

7 000

666
.

4000 8
.

8000 9
。

9‘‘ 20
。

0 000 2
。

5000 12
.

5222

,,
。

7 888 5
_

0 444 4
。

7‘‘ 12
_

0 444 2
_

1222 宝1
_

4‘‘

6
.

56 56 } 0
。

9 6 2
.

26 3
.

62 3
。

18 ‘
。

6 8 礴
.

7 8

4
。

16 1 2
.

32 3
。

60 20
.

0 8 132
.

16 3
。

60 10
。

9 0 7
。

2 4

*
引自中国科学院土坡研究所广东工作组 ( 19 61)

。

* * < 0
.

25 粒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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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低至 0
.

51 克/厘米
, 。

而质地较轻的耕性不良的土坡
,

如沉沙土
,

结构系数并不低
,

但水

德性团架体的含里特别低
。

陈志诚等曾将污一0
.

, 毫米这些团聚体
,

称为酥性团聚袜(中国

科学院土坡研究所广东工作组
, 196 1 )

,

这些团聚体在水稻生长期间比较稳定
,

它们具有

比例恰当的大小孔隙和丰富的养分
,

为作物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

从表 2 可见
,

油性土此

种水稳性团聚体含里比较高
,

泥肉田
、

黄泥肉田
、

乌涂田等含量均高达 20 务以上
,

绵性土

次之
,

沉沙土含t 最低
,

澄海 2 号砂仔田这种团聚体含量仅 4
.

7 8拓
。

所以尽管起浆性土
、

任性土或淀浆性土和沉沙性土机械组成完全相反
,

但都因为结构性差
,

而高度分散
。

水稻土与早作土壤不同
,

早作土壤有液相
、

气相和固相
,

而水稻土灌水后
,

主要是固相

和液相
。 因此

,

考虑水稻土的耕性
,

应特别注意灌水耕耙后
,

淹水条件下土粒分散和团聚

及其垒结情况
。

这种在淹水条件下土粒的分散和团聚状况的研究
,

受到不少土壤工作者的注意(谢森

祥等
,
19 59; 易品仙

,
1 9 6 3 )

。

我们用类似的方法
,

将 < l 毫米的 , 克风干土置于 50 毫升

的t 筒中
,

观察土壤沉降时体积的变化l) (图 1)
。

由图 1 可见
,

一般土壤在浸水后土拉沉

产兴困�形址世始

降开始时较快
,

表现在其沉降体积很快地增大
,

但一小时后基本不变
。

沉沙土土拉沉降

最快 15 分钟后基本澄清
,

此后体积不再变化 ;淀浆土开始时土校沉降迅速
,

15 分钟以后

变化较小
,

但需至一小时才趋于稳定
。

洪性土和起浆性土
,

在浸水状态下
,

土粒一直都处

于高度分散状态
。

但洪性土沉降体积前后变化小
,

始终保持很大的沉降体积
,

而起浆性土

1) 此项实验由张云
、

司马寿昌同志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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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速度特慢
,

在二小时内沉降体积一直最小
,

一昼夜后
,

沉降体积大为增高
,

最后又稍为

沉实一些
,

但仍处于高度悬浮状态
。

在实验室条件下
,

土壤颗拉在沉降时所表现的行为
,

与田间情况几乎完全一致
。

由此计算出来的单位体积的重量
—

浸水容重 (或称淀浆密

度)可以反映这种情况
。

根据表 1 资料可以看到
,

各种耕性土壤的浸水容重依下列次序递减 :

沉沙> 淀浆> 绵性> 刚性
、

油性> 凉性
、

低性> 起浆> 洪性

0
.

7 5 0
.

7 0 0
.

6 4 0
.

6 0 0
.

5 9 0
.

5 5 0
.

5 4 0
.

5 1 0
.

4 3

由此可以看出
,

沉沙
、

淀浆等耕性不良的土壤浸水容重高达 0
.

7 克 /厘米
,
以上

,

个别的

可达 0
.

9 克/ 厘米
3
而起浆性

、

烘性等耕性不良的土壤
,

浸水容重在 0
.

51 克/ 厘米
,
以下

。

油

性土既不起浆
、

起烘
,

又不沉沙
、

淀浆
,

浸水容重居于两者之间
。

所以一般地来说
,

从土壤

浸水容重多少可以知道这种土壤耕性的一般特点
。

三
、

耕性类型的形成
、

特性和演变

浸水容重是反映水稻土耕性的重要指标
。

而浸水容重的形成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
,

与表 1 所列各项指标几乎均有密切关系
。

从表 3 可见
,

浸水容重与砂粒含量
、

结构系数呈

表 3 水稻土漫水容, 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橄

(自由度 二 80)
, 。

.

00 : 二 0
.

3 5 7

指指 标标 砂拉含t %%% 结构系数%%% 有机质%%% 全佩%%% 枯校含t %%% 粗粉拉含t %%%

浸浸水容重 (克Z厘米
,
))) 0

。

5 15 *** 0
.

40 5 *** 一 0
.

5 4 9 ... 一 0
.

6 0 1 ... 一 0
。

5 8 0 ... 0
。

1 7222

.
是指概率 0

.

0 01 的显著性水准上
,

相关系数
r 的临界值

。

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

与有机质
、

全氮和粘粒含量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

各种耕性类型的形

成就是这些因子互相作用的产物
。

根据这一认识
,

将前述诸耕性类型大体上划分为这样

几个组合 : (l) 与浸水容重呈正相关的砂粒含量
、

结构系数不高
,

与浸水容重呈负相关的

有机质
、

全氮和粘粒适量
,

浸水容重中等
,

耕性良好的
,

如油性土 ; (2 )砂粒含最较低
,

结构

系数中等
,

有机质
、

全氮和粘粒含量均很高
,

浸水容重很低
,

耕作时土壤浮烂的
,

如洪性土

(冷性土 ) ; (3 ) 砂粒含量和结构系数均低
,

有机质
、

全氮不低
,

粘拉含量很高
,

浸水容重低
,

耕作时起浆或发僵的
,

如起浆土和僵性土 ; (4 )粗粉砂或砂粒与结构系数均高
,

有机质
、

全

氮和粘粒均低
,

浸水容重高
,

耕耙后淀浆或沉沙的
,

如淀浆土和沉沙土 ; (匀居于中间类型

的
,

如凉性土
、

绵性土和刚性土等
。

下面分组来讨论 :

油性土 有机质含量为 2. 92 士 0
.

46 (多)
,

随质地而有一定变化
。

粘拉含量一般为

16 多左右
。

土壤松软
,

根据陈家坊 (19 7 , ) 对土壤抗压强度的测定
,

油性土上限是每平方

厘米 21
.

4 公斤
,

而对照的下限为 21
.

0 公斤
。

从土壤薄片1) (图版 I 照片 l
、

2 ) 可见
,

其

基质疏松
,

团聚体发育
,

有多量黑色腐殖化残体碎屑和腐殖质颗粒
,

孔隙比较多
。

熊毅等

(19 6 , ) 的研究与此是一致的
。

从表 4 可见
,

此种土壤微结构和水稳性团聚体含t 均高
,

l) 文中微形态照片由我所微形态实验室曹升赓
、

金光鉴定
,

崔荣浩拍报 : 电镜照片由顾新运
、

李淑狄鑫定和旅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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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4 泥肉田的物班化学性质
.

土土滚滚 深度度 PHHH 有机质质 全杯杯 阳离子交交浸水容重重结构容重重最大枯结结最大粘粉粉渗泥系数数 微生物总总
(((((且米))))) (% ))) (% ))) 换t (毫毫 (克/且且 比比 力

到
厘厘力
沼

厘厘 (毫米 /// 数(f)l
克克

克克克克克克克当 t /// 米
,

))))))))) 日 )))))
1111111111111 0 0克土)))))))))))))))

泥泥肉田田 0一2 000 6
。

8 000 3
.

7 888 0
.

1 9 999 1 9
.

777 0
。

5 222 1
.

5 666 < 1 666 < 2 000 9
.

777 1 3 7 000

泥泥骨田田 0一1 333 ‘
。

6 555 2
.

7 444 0
。

1 6 999 1 8
.

222 0
。

6 333 l
。

3 111 > 1 666 > 2 000 1 9
。

000 3 7 000

.
中南土坡研究室

,
1 9‘、

最大粘结力和最大粘着力均比对照的为小
。

渗漏适当
,

微生物活跃
,

土壤肥力高
。

洪性土和冷性土 土壤长期渍水
,

还原性强
。

在还原条件下
,

有机质分解缓慢
,

烘

性土壤有机质含量高
,

个别的可高达 20
.

49 务
, c / N 比宽

, c / P比也很高
,

个别可高达 8 60

(表 匀
。

有机质同矿物的复合程度
,

不论是烘性的
,

还是冷性的都较凉性土为小
。

从薄片

农 S 拱性土和凉性土的某盆性质比较

桥桥性性 土 坡坡 有机质质 全氮(% ))) 有机磷总ttt 水解抓(毫克克 C / NNN c / ppp 代换t (毫克当当
(((((((% ))))) (% ))) / 1 0 0 克土))))))) t / 1 0 0 克土 )))

油油性性 黄泥土土 2
。

9 111 0
。

1 7 333 0
.

0 3 999 1‘
。

6 000 9
.

888 呼3
。

333 2 1
。

呼呼

(((((S一权)))))))))))))))))

凉凉性性 青紫泥泥 3
。

2 555 0
。

1 6 666 0
.

0 1 555 1 1
.

4 000 1 1
。

444 1 2 666 20
。

2 000

(((((S一5 3 )))))))))))))))))

供供性性 草旅土土 1 0
。

3 888 0
。

4 8 999 0
。

0 0 777 4 6
。

1 000 1 2
。

333 8 6 000 1 8
.

5000

(((((s一57)))))))))))))))))

地点 : 江苏吴县
。

(图版 n 照片 7)观察中
,

可见此种土壤颗粒细
,

有较多的黑色腐殖化残体碎屑和腐殖质颗

粒
,

在草渔土中 (图版 n 照片 s) 植物残体更多
,

基质疏松
。

因此
,

土壤的浸水容重特别

衰 6 侣效性土枯土矿物特点
*

谈谈谈
土 坡坡 土 号号 地 点点 粘 校 部 份份 粘 土 矿 物物

KKKKKKKKKKK : O%%% 阳离子 交 换 ttt 特征矿物物 类类

(((((((((((((毫克 当t / 1 0 00000 型型
克克克克克克克土)))))))

坦坦浆性性 索色土上发育的的 江土 1 1555 江西城州州 3
。

6 444 18
。

333 大皿水云母少t 蚝石石 2 : 111

水水水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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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型3333333 3 8 6 222 云南曲靖靖 3
。

5 111 2 4
。

444 以水云母为主
,

高高 粘粘

3333333 3 8 6斗斗斗 3
。

6 333 2 3
。

111 岭石很少少 土土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石石石灰岩堆积物上上 3 3 7 3 555 广西宜山山 1

.

0 777 3 3
。

555 以提石为主主 物物

发发发育的水稻土土 3 3 7 3 77777 1
。

0 222 2 斗
。

9999999

对对比比 砖红坡物质上发发 3呼7 4 888 广东徐闻闻 0
。

1333 2 0
.

999 高岭石三水铝石为主主 l : 111

育育育的水稻土土 3 4 75 88888 0
。

2 000 1 3
。

33333 型型

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
3333333 3 9 0 666 云南获自自 0

.

6 888 3 2
。

00000 土土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3333333 3 9 1 111 福建潭浦浦 0

.

2 777 2 7
.

00000 物物

3333333 3 9 1 33333 0
。

3 777 2 4
。

0000000

. 引自中国科学院土钱研究所拍的 (19 6 1)
心
水稻丰产的土城环埃卜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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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容易起供
。

起浆性土和僵性土 质地都很粘重
,

非常致密
。

起浆土结构系数低
,

个别的只有

5外
,

起浆 ; 僵性土结构系数较高
,

浸水容重也略高
,

不起浆
。

起浆土的粘土矿物以 2 :1 型

的水云母为主 (图版 I照片 4 ) ; 而僵性土以 1 : l 型高岭石为主 (表 6)
。

显然
, 2 :1 型的层

状硅酸盐比 1 : l 型的具有较多的电荷
。

这可能是形成起浆性的粘土矿物原因
。

但在什么

条件下一定
“
起浆气 尚不清楚

,

有人 (农业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
,
1 9 6 4 ) 根据胶泥田改

良前后的比较指出
,

起浆原因与代换性盐基组成有关
。

未改良的一价阳离子较多
,

而一价

阳离子所饱和的粘粒
,

由于其水化半径较大
,

颗校间引力小
,

不易絮固
,

因而在水中沉降很

慢
。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

在正交偏光显微镜下 (图版 I照片 3 )
,

见有大量近似平行分布

的鳞片
一
纤维状光性定向集合体

,

在有的微地段则较集中
,

形成疏松块状
。

其形成看来与

耕耙后粘粒分散
,

然后在很缓慢的沉降作用下
,

优选定向排列有关
。

而僵性土和改良了的

表 7

土 号

淀浆土和沉沙土砂粒中的矿物组成
.

耕性类型 粒级(毫米)

1一0
。

2 5

0
.

2 5一0
。

0 5

石英(肠) } 其它硅酸盐矿物

淀浆 3 5 0 2 9
7 6

。

7

7 4
.

0

2 3
。

0

2 5
。

5

沉沙 3 47 9 8
1一0

.

2 5

0
.

2 5一0
.

0 5

9 1
。

0

8 9
。

7

_

8. 2

10
。

0

* 鉴定者
:
罗家贤

。

胶泥田均无此种现象 (图版 I 照片 ,
、

6 )
。

淀浆性土和沉沙性土 不论有机质和粘粒都几乎是耕性类型中最低的
。

由于母质

影响或成土过程中的淋溶作用
,

这两种土壤的 si q 含量很高
,

一般在 70 沁或更多(戴昌

达等
, 19 6 5 : 于天仁等

, 19 5 9 )
,

其 Siq / A I: q

率也较高
。

淀浆土中粗粉砂与粘粒之比一般

在 2 以上
,

沉沙土砂粒与粘粒之比 超过 5
。

不论淀浆土或沉沙土砂粒中主要是石英 (表

7)
。

从土壤薄片 (图版 11 照片 9
、

1 0 )中
,

可

见淀浆土呈致密结构
,

粗粉砂排列紧密
,

孔隙

极少
,

在 3 6 2 4 4 淀浆土中
,

有大量棒状植物蛋

白石和硅藻
。

沉沙土呈填集胶结微结构 (图

版 n 照片 1 1
、

1 2 )
,

即土壤基质填集于作为骨

骼的砂粒之间
,

骨骼颗粒之间排列较紧
,

基质

也较少
。

因此
,

不论淀浆土
,

还是沉沙土
,

土

壤代换量低
,

最大分子持水量小
,

胀缩系数也

小
,

土壤肥力低
。

油性

起浆 任性

图 2 水稻土耕性演化图式

刚性土和绵性土 两者均系过渡性中间类型
。

前者粘粒含量较高 ; 后者砂粒含 t

较高
。

以上所举十种耕性差别是明显的
,

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

而是相互联系地处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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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性土发展的不同阶段
。

沉沙土
、

淀浆土通过减少与浸水容重成正相关的砂粒或粗粉砂

增加与浸水容重成负相关的有机质
,

使之经绵性土而发展成油性土
。

同样的理由
,

起浆土

和任性土主要是增加砂粒和改善结构状况
,

使之经刚性土而发展成油性土
。

烘性土
、

冷性

土关键问题是治水改土促进有机质分解
、

使之经凉性土而发展成油性土
。

这十种耕性类

型的一般演化规律可归纳成下列图式 (图 2 )
。

耕性之间联系较紧的以实线表示
,

在一定

条件下有联系的
,

以虚线表示
。

四
、

耕性的数理区分

数理统计方法
,

在土城分类上的应用巳有不少报道
,

并且越来越广泛和深人
。

最近 日

本土城工作者曾以主组元分析方法来研究该国水稻土的物质分类l)为了验证耕性的 土壤

学区分
,

对前述 82 个标本
,

根据表 1 所列七个物理化学指标进行了主组元分析
。

此项工

作得到了刘多森同志的协作和配合
。

所得结果有另文报道 (刘多森
,
1 9 7 9 )

。

因为作者缺

乏土城粼化还原状况方面的系统资料
,

所以主组元分析中
,

凉性土未能分辨出来
,

洪性土

分辨也受到影响
。

其他耕性均可以用这一数理统计方法明显地区别开来
。

对水稻土耕性主组元的分析表明
,

耕性类型的划分不仅有土壤学 (土壤物理
、

化学和

徽形态)方面的依据
,

而且有数理统计上的合理性
。

从而表明对耕性类型的划分是符合客

观实际的
。

从水稻土主组元分类图
,

同样可以看到各类耕性之间的联系
。

可以看到沉沙土
、

淀浆

土经绵性土向油性土发展的趋势
,

僵性土或起浆土
,

经刚性而向油性土发展的趋势
。

这和

定向培育的概念是一致的
。

从而进一步证明
,

建立在这一概念基础上图 2 所示的耕性演

变图式是正确的
。

五
、

水稻土耕性在土壤分类上的意义

耕性的划分不仅在土壤肥力上有一定作用而且在水稻土分类上也具有一定意义
。

土壤工作者一直在研究各级分类的划分指标
,

并且越来越注意土种的划分依据
。

通

常土坡发育程度是土种划分的依据
,

对水稻土来说即熟化程度
。

但什么是熟化程度
,

以什

么指标来反映它? 至今尚无统一的认识
。

联系到上面所讨论的耕性及其划分
,

我们认为

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水稻土划分基层分类单元的依据
,

其理由如下 :

1
.

耕性是客观存在的实体
,

有一定的质地基础和结构状况
,

是土壤有机部分和无机部

分相互作用的产物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熟化程度
,

也可以说耕性反映了人们对土

城改造的程度
。

2
一定的耕性类型在作物生长上有一定表现

,

它不仅影响到土壤耕作
,

也影响到合理

施肥和灌溉
,

并反映到水稻生长上
,

表现为一个耕作类型
。
耕性的区分与具体农业生产实

践密切相关
。

1 ) Ky
o m a ,

K
.

等: 日本水稻土的土城物质分类
。

陈志诚译自 5 0 三1 s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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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通过一定的农业措施
,

如有机胶体缺乏的补充有机质
,

无机胶体缺乏的增加粘粒
,

或改善土壤水分状况
,

可以使一种耕性改变成另一种耕性
。

换言之
,

耕性不是不可变的
,

而是较易变化的
。

这正显示了基层分类的特点
。

据此
,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把耕性类型作为土种划分的依据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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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子同
:
水稻土的耕性及其在土壤分类上的意义 图版 I

照片 l 泥肉田
,

广东省南海

示疏松的基质和多量腐殖质
。

单偏光 32 火

照片 2 鳝血黄泥土
,

江苏省太湖

团聚休发育良好
,

有多t 腐殖质 (黑色颐校)
,

疏松多孔
。

单偏光 10 x

照片 3 胶泥田
,
云南省曲靖

示致密徽结构和鳞片
一
纤维状光性

定向枯位
。

正交偏光犯 火

照片 呼 胶泥田 (同照片 3 ) 的电镜照片

以水云母为主
,

有少t 蒙脱 10 000 只

照片 5 改良胶泥田
,

云南省曲靖

示颗拉大小的变化(右下为残留枯土团)
,

基质和残

留粘上团中均无定向粘拉
。

正交偏光 10 又

照片 6 黄夹泥
,

湖南邵阳

致密微结构
,

白色颗拉为粗粉砂和细砂
,

黑色的为铁质

化矿物颗拉碎屑
。

左上右下为根际锈斑
。

单偏光 10 x



龚子同: 水稻土的耕性及其在土壤分类上的意义 图版 H

照片 7 烘土
,

江苏省里下河

干后致密
,

有裂睐
,

腐殖质较多(黑色颗拉)
。

右上

角为鳞片
一
纤维光性定向粘粒

。

单偏光 10 火

照片 8 草遭土
,

江苏省吴县

示基质疏松
,

有多t 腐殖质和植物残体
。

单偏光 10 义

照片 9 淀浆土
,
江苏省无锡

以粗粉砂为主的致密微结构
。

正交偏光 10 火

照片 10 澄白土
,

安徽省宣郎广

粗粉砂质致密徽结构
。

正交偏光 10 火

照片 11 沉沙田
,
广东省阳江

示土体主要由密集排列的砂拉 (白色)组成
,

基质

城集于骨骼顺位之间
。

单偏光 10 火

照片 12 沉沙田
,

广东省澄海

骨骼颗校的排列比照片 n 的更为紧密
。

单偏光 10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