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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热带土壤养分含 状态及肥力评价

何 电 源
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华南热带亚热带地区
,

广泛分布着红壤
、

黄壤
、

赤红壤
、

砖红壤以及在这些土壤上发育

的水稻土
。

这个地区年平均气温在 一 ℃ 之间
,

℃ 的年积温为 。一 。℃
,

其中赤红壤和砖红壤地区
,

年平均气温在 ℃ 以上
,

℃ 年积温达 一 , ℃ 之

间
,

年降雨量在 毫米以上
,

是我国发展热带
、

亚热带经济作物和林果木的良好基地
,

也是发展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的好地方  ,

在五
、

六十年代间
,

我们对热带土壤的肥力及其与橡胶树等热带作物生长的关系进行

过一系列的调查和试验研究 。。 近年来又进行了一些研究
,

现就热带土壤中的营养元素的

含量
、

状态与作物生长的关系作一小结
,

并以此为依据
,

加上近年来的部分研究资料
,

共同

对土壤肥力作一评价
。

一
、

热带土壤中的主要养分含量和形态

一 氮

华南土壤中氮和有机质的含量都与地面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
。

在热带雨林
、

季雨林
、

竹林和高草植物群落下
,

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在 外 以上
,

高的可达 多
,

土壤含氮量一

般在 。 一 外
,

高的可达
,

务
,

这类土壤开垦种植橡胶树
,

若植胶树时采用表土回

穴
,

则氮肥对幼树的效果不大
。

在次生森林
、

高灌木和中草植被下的砖红壤和赤红壤
,

土壤的有机 质含量 一 般 在

多 以上
,

高的可达 务
,

土壤含氮量在 外 以上
,

高的可达 外 左右
。

这种土壤开

垦植胶初期
,

有机肥和氮肥对橡胶幼树的效果也不够明显
。

在稀疏矮灌木
、

矮草
、

芒箕和岗松等植被下的砖红壤和赤红壤中
,

土壤含有机质在

一 外之间
,

含氮在 一 务之间
。

这些土壤由于植被稀疏
,

易受侵蚀
,

肥力是相

当低的
。

土壤经开垦植胶
,

橡胶幼树对有机肥及氮肥的反应是极为显著的
。

每株施用

斤堆肥和 斤硫酸钱的橡胶幼树
,

比不施肥的高 一 务
。

成龄胶树叶片含 一

多 之间
,

比需施氮肥的临界指标低 一 关 

发育于不 同的红壤和砖红壤上的水稻土
,

由于水耕熟化的作用
,

一般比附近的旱作土

壤含 量要高一些
,

平均含 多 左右
,

在一年多熟的耕作制下
,

施用氮肥仍是作物增

本文主要根据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未发表的资料整理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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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

在热带
、

亚热带高温高湿的条件下
,

在通气良好的早作土中
,

有机质和含 化合物的

分解和消耗是极为迅速的
。

因此
,

早作土中的含氮化合物都 比较低
,

一般含 外 以

下
,

是严重缺氮的土壤
。

我们曾用 玮 和 水解各种土壤 中的含 有机物
,

前者可水解出来的

远低于后者
。

但二者水解出来的各组分的 的比率却有相似之处
。

不同土壤类型中 的含量和形态有很大的差异 表
,

如以 能水解出来的

作为比较易于分解供植物利用的
,

不能水解的残渣 代表杂环 和粘土矿物固定态

等
。

从表 中可 以看出
,

不同土壤的水解总 量为 一 毫克八 克土
,

约占全氮

的 一 务
,

平均 士 外
,

值得指出的是旱耕土壤含氮量虽低
,

但残渣 却占全

的 一 多
。

可见易于分解的含 有机物在旱耕条件下消耗之迅速
。

橡胶园土壤的残渣

也占全 的 务
,

但全氮量达 外
,

为次生雨林的 倍
,

因此足够作物对氮的需求
。

二 磷

砖红壤和赤红壤中磷的含量与成土母质的关系很大
,

玄武岩风化休发育的砖红壤
,

全

磷含量在 一 外 之间
,

是华南土壤中全磷含量最高的一类土壤
,

片岩和沙岩发育的

赤红壤和砖红壤中
,

全磷含量在 一 务之间
,

花岗岩和浅海沉积物发育的砖红壤和

赤红壤
,

全磷含量在 一。 外之间
,

是华南含磷量最低的土壤
。

土壤有机态磷的含量
,

因生物活动的强弱而不同
,

在有机质含量较高的表土层或耕作

层中
,

有机态磷约占全磷的 外左右 在水稻土中可达 一 外
。

砖红壤和赤红壤中的无机磷
,

因土壤类型和耕作利用方式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
,

铁质

砖红壤的无机磷可达
,

花岗岩发育的赤红壤一般含磷较低
,

但在耕作施肥的影响

下
,

赤红壤旱耕地和水田中的无机磷可达 , 一 左右
,

在无机磷酸盐中
,

为氧化铁

胶膜包被的闭蓄态磷占全磷的 一 多
,

磷酸铁占 一 务
,

磷酸钙占卜 务
,

磷酸

铝只占 多 以下
。

值得注意的是
,

砖红壤和赤红壤改为水 田后
,

磷酸铁的比例增大到占全

磷的 多左右
,

而闭蓄态磷则下降为只占全磷的 外左右 表
。

第四纪红色粘土发

育的红壤虽然差异没有这样明显
,

但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
。

土壤无机磷的状态
,

受红壤中活性铁
、

铝的影响极大
,

不同成土母质发育的砖红壤和

赤红壤中
,

磷酸铁的含量占无机磷总量的 “一 务
,

磷酸铝的含量占无机磷总量的 一

多
,

磷酸钙的含量占无机磷总量的 一巧 并
。

胶园土壤施用过磷酸钙和磷矿粉后
,

使

土壤中的无机磷总量增加 一 倍
,

但所加人的溶性磷肥与土壤相互作用之后
,

几乎都转

化成磷酸铁
,

使胶园土壤中磷酸铁占无机磷的比例
,

与森林土壤的比例相近
,

甚至更高
。

由于华南土壤中的无机磷大部分都呈无效状态
,

因此
,

砖红壤和赤红壤开垦种植胶树

后
,

除了含有机质和有机磷较高的森林土壤外
,

施用磷肥一般都有明显效果
。

一些胶园虽

然多年施用磷肥
,

但成龄橡胶的叶片含磷 量仍低于需施用磷肥的临界指标 一

。 外 ‘, ,

所以还是需要施用磷肥以增加胶树的生长和产量
。

黄宗道
,

橡胶
、

热带作物科技发展概况
。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成立大会汇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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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耕地和水田中
,

由于耕作
、

施肥措施改变了土壤的条件
,

使磷酸铝盐和磷酸钙盐的

含量和比例有所提高
,

尤其是在土壤淹水季节
,

磷酸亚铁盐的浓度增加
,

因此磷肥是否需

要施用
,

必须看土壤状况和作物种类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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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钾

土壤中钾的含量和状态受成土母质的种类
、

风化程度
、

土壤发育程度
、

地面植被及土

壤耕作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极大
,

高度风化的花岗一片麻岩
,

浅海沉积物
,

玄武岩和凝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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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土母质发育的赤红壤和砖红壤是含钾很低的一种土壤
。

风化不深的花岗岩和云母片

岩发育的砖红壤和赤红壤是含钾比较丰富的一类土壤
。

砂岩
、

红砂岩及第四纪红色粘土

发育的红壤及水稻土(红泥 田)是含钾中等偏低的一类土壤(表 3)t2, ,]o

为了明确含钾较低的土壤中钾的形态
,

我们曾选择五种成土母质发育的砖红壤
、

赤红

壤和红壤性水稻土
,

分析了其中四种形态的钾
。

第一部分是速效性钾
,

以交换性钾为主
,

也包括少量水溶性钾
。

第二部分是缓效性钾
,

用 1N H N q 可提取出来的钾
。

第三部分是

迟效钾
,

用 25 外 的盐酸消煮土壤可溶解出来的钾
。

第四部分是难溶性钾
,

即使用 25 多 盐

酸消煮土壤也不能溶解其中的钾
,

一般难以为植物所利用川
。

从分析结果(表 叻可以清楚

地看到
,

花岗一片麻岩发育的赤红壤和凝灰岩发育的赤土 田
,

速效性钾和缓效性钾的含量

都很低
。

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
,

由于粘粒含量高
,

且地面植被是次生森林
,

因此速效性钾

可达 8
.
5 毫克八00 克土

,

但缓效性钾和无效性钾含量都很低
,

说明钾的贮备是不丰富的
。

与热带和南亚热带的砖红壤和赤红壤相比较
,

中亚热带的水稻土中各种形态的钾的含量

都比较高
。

当然
,

与那些含钾丰富的土壤相比较
,

这类土壤的含钾量还是属于中等偏低

的
。

自五十年代末期
,

种植在花 岗一片麻岩发育的赤红壤上的橡胶树
,

每年秋季都相当普

遍地出现黄叶病
,

我们从 1960 年开始
,

对橡胶树发生黄叶病的原因及防治的方法进行了

研究。 ,

结果证明
,

橡胶树发生黄叶病是由于土壤缺钾所引起的
。

施用钾肥不仅可以防治

黄叶病的发生
,

而且可使胶树茎围的增粗比不施钾肥的胶树大 50 一120 务
。

试验还证明
,

在胶树缺钾的情况下
,

施用氮肥越多
,

胶叶中的含钾量越低
,

黄叶病越严重
。

施用钾肥后
,

不仅可以防治黄叶病的发生
,

而且有利于胶叶中的非蛋白态N 向蛋白态N 转化
,

从而有利

于胶树的生长
。

近年来的研究还表明
,

胶树缺钾
,

导致胶乳过早凝固
,

胶乳早凝与土壤速效性钾的

含量成显著的负相关
。

当土壤中的速效性钾低至 18 pp m 时
,

试验区内的胶乳早凝树达

82 多
,

高至 66 ppm 时
,

早凝树降为 35务
。

六十年代中期的试验表明
,

在花岗一片麻岩发育的水稻土上
,

对水稻施用钾肥增产极

为显著
。

在凝灰岩及河流冲积物上发育的赤土田以及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性水稻

土
,

水稻施用钾肥后
,

也有增产
。

近年来
,

由于提高复种指数
,

氮
、

磷肥施用水平及作物产

量的不断提高
,

从土壤中带走的钾量越来越大
,

因此钾肥的施用
,

已逐渐成为这些土城继

续提高作物产量的重要措施
。

为什么花岗一片麻岩发育的赤红壤中含钾量这样低? 我们研究了一个四米深的土壤

剖面
,

在 。一20 厘米的表土中
,

全钾 (K ) 量为 0
.
154 外

,

<
5 微米的粘粒占土壤的 30

.
, 务

,

粘土矿物为高岭石和三水铝矿
。

在 170一240 厘米厚的高度风化体中
,

含钾 (K ) 0
.
454 务

,

粘粒 占 56. 2外
,

粘土矿物为高岭石
,

在 24 0一400 厘米的风化体中
,

含钾为 0. 919 %
,

粘拉

占 63外
,

粘土矿物为高岭石和云母
。

由于钾素主要存在于粘拉中
,

表土中粘拉含量既低
,

且无含钾矿物
,

因此风化体中的含钾量比表土高六倍
。

可见
,

这类土壤含钾低
,

主要是由

于岩石在风化和成土过程中
,

含钾矿物和钾素受到强烈的风化和淋溶
。

l) 何电源等
,

19 6 七 橡胶树的黄叶病与钾素营养(资料)
, 单行本

。



期 何电源: 华南热带土壤养分含量状态及肥力评价

(四) 钙
、

镁和硅

1
.
钙 一般来说

,

含钙
、

镁的矿物 (尤其是含钙的矿物) 的分解远较含钾矿物迅速
。

在同一生物气候条件下
,

同一成土母质所形成的红壤
,

其钙的含量往往较钾
、

镁为低
,

在华

南四种主要成土母质上发育的砖红壤和赤红壤中
,

共分析了 31 个土壤样本的全钙量
,

其

中 20 个只有痕迹量
,

其余 11 个标本
,
最高含钙量为 0

.
34%

,

平均 0
.
19 士 0. 0 7务

。

由于生物的富集作用及钙离子本身的交换势比较大
,

因此
,

在土壤交换性阳离子中
,

交换性 Ca 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

华南砖红壤和赤红壤中
,

交换性钙的含量每百克上为

0
.
20 一1

.
% 毫克当量

,

平均 1
.
08 土 0

.
” 毫克当量

。

由于橡胶树适应酸性土壤环境
,

因此施

石灰对橡胶树的生长无效果
。

近年来我们用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进行大麦盆栽试验
,

土壤 pH 值为 4
.
5 ,

仅施氮
、

磷
、

钾肥而不施用石灰
,

大麦不能生长发育
,

根系呈典型的铝中毒症状
。

2

.

镁 砖红壤和赤红壤的全镁含量在 0. 08 一 1
.
87 多 之间

,

平均 0
.
53 士 。

.
36 多

,
一

交换

性镁每百克土 0
.
01 一 1

.
47 毫克当量

,

平均 0
.
30 毫克当量

。

其中以花岗一片麻岩和浅海沉

积物发育的赤红壤为最低
。

近年来
,

有的胶园大量施用氮
、

磷
、

钾肥
,

由于钾与镁离子之间

的领抗作用
,

有的胶树已显出镁营养不足
,

出现典型的缺镁症状
。

在这类土壤上叶片中平

表 5 华南某些红镶性水稻土中的供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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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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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含吨 0
.
24 一0

.
27外

,

低于需施镁肥的临界指标 (0
.
25 一0

.
45 关)

,

在玄武岩发育的砖红

壤中含有效镁较高
,

叶片中平均含吨 0
.
45 一0

.
51 %

。

在临界指标以上
。

研究证明
,

胶树叶片中的镁/磷比值与胶乳早凝有密切关系
,

当此比值在 2
.
5 以上者

,

胶乳容易早凝
。

而且
,

比值越大
,

早凝越严重
。

通过施用磷钾肥后
,

可以减少胶乳早凝率
。

3

.

硅 硅是否属于作物必要的营养元素
,

目前还有争论
,

但已有不少报告说明
,

在

硅受到严重淋失
,

有效硅不足的土壤上
,

对水稻
、

甘蔗等作物施用硅肥都可获得显著增产
。

我们在红壤性水稻土上的初步试验表明
,

土壤含有效性硅 (si q ) 5
.
23 士 0

.
4 7 毫克/

100 克土
,

施用含硅高的炉渣可增产 , 一11 多;土壤含有效性硅为 8
.
70士 2

.
41 毫克八00 克

土
,

施用硅肥增产效果不显著
。

根据这个标准并参照国外有关资料
,

我们初步将华南的一

些砖红壤和红壤性水稻土的供硅能力划分为三等 (表 , )
,

其中以高度风化的花岗一片麻

岩及浅海沉积物发育的赤红壤性水稻土为最低
,

每百克土中仅含有效硅 (s iq ) 3毫克左

右
。

玄武岩发育的赤红土 田含有效硅可达 35 毫克当量八00 克土
,

是供硅能力比较丰富

的一类土壤
。

脱硅富铝是红壤成土过程的重要特点之一
,

在长期的脱硅过程中
,

红壤表层的溶性硅

往往低于下层土壤
,

因此在一些本来含硅量就比较低的红壤上
,

可能硅肥对甘蔗
、

香茅等

禾本科作物将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

( 五 ) 橄t 元案

砖红坡和赤红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和状态与成土母质
、

土壤性质密切相关
,

现分述如

下
:

1
.
锰 玄武岩发育的铁质砖红壤和赤红壤全锰含量一般在 20。。一3000 pp m 之间

,

活性锰在 50 一20 0 pp m 之间
。

花岗一片麻岩
、

片岩
、

砂页岩
、

浅海沉积物发育的赤红壤
,

全

锰含量在 200 一50 0 pp m 之间或以下
,

活性锰常在 20 pp m 以下
,

石灰岩发育的土壤
,

因土

壤类型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

红色石灰土及棕色石灰土含锰量可达 200。一3000即m
,

而

其他土坡常在 500 pp m 以下
。

2

.

铜 花岗岩
、

砂岩和浅海沉积物发育的砖红壤和赤红壤
,

含铜量大多数在 巧pp m

以下
,

只有少部分土壤在 20 一50 pp m 之间
,

这些土壤的活性铜一般都低于 2即m
。

片岩
、

页岩
、

第四纪红色粘土和紫砂岩发育的红壤和赤红壤
,

一般含铜 5一50 pp m
,

活性铜常少

于 Zpp m
。

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
,

含铜量常在 100 一150 pp m 之间
,

平均 100 即m 左右
,

活

性铜在 2一5 pp m 之间
。

橡胶叶片中一般含铜 1
.
8一9

.
2 p户rn 。

’

我们在海南岛的试验证明
,

用 1多的硫酸铜溶液涂在胶树割口上
,

可刺激胶树增加胶乳产量 4一60 多 左右
,

但胶乳中

的千胶含量下降 4一 18 外
,

故只能增加干胶 0
.
2一11 多左右

。

据报道
,

含铜量过高
,

则会

影响胶乳的品质
。

3

.

锌 玄武岩发育的铁质砖红壤含锌常在 150 一300 pp m 之间
,

胶树叶片中锌的平

均含量为 30 p Pm 左右
。

红色石灰土和棕色石灰土含锌量可达 100 一600 PP m
,

风化不深

的片岩发育的砖红壤和赤红壤
,

含锌量常在 150 一250 pp m 之间
,

高度风化的花岗岩
、

片麻

岩
、

片岩
、

砂岩
、

砂页岩
、

页岩及浅海沉积物发育的砖红壤
,

含锌量常在 50 一100 即m 以下
。

近年来在粤西北部发现
,

有些橡胶树出现典型的缺锌病状
—

小叶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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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硼 石灰岩

、

砂页岩
、

浅海沉积物和部分片岩发育的红壤
、

砖红壤
、

赤红壤
、

红色

石灰土及棕色石灰土
,

全硼含量常在 100 一200 PP m 之间
,

其它火成岩等成土母质发育的

红壤
、

全硼含量常在 10 一50 pp m 之间或以下
。

有效态硼的含量在 0
.
03 一。

,

3

pp
m 之间

,

个

别的达 0
.
spPm ,

平均 0
.
19 pp m

。

一般有效态硼占全硼的 0
.
6 多 以下

。
若以土壤有效性硼

(沸水溶性) 低于 0
.
5 即m 作为植物可能缺硼的临界值

,

则华南土壤大部分都属硼的供应

不足
。

橡胶树叶片中含硼 46 一86 PP m
,

我们在海南岛的试验证明
,

用 1% 硼砂或硼酸溶

液涂在胶树割 口上
,

可使胶乳产量提 高 13 一54 %
,

胶乳 中干胶含量下降 7一巧外
,

故只能

增产干胶 1一8外左右
,

但时间过长
,

则可能出现死皮
。

用赤红壤
、

砖红壤和红壤进行花生

和黄豆盆栽试验证明
,

硼肥对增产果荚
、

籽实及降低果荚的空疵率都有明显作用
。

5

.

钥 砖红壤和赤红壤全铂含量为 0. 6一 ,
.
1 pp m

,

平均 3
.
1士 1

.
1 PP m

,

有效性铂

0
.
03一0

.
32 ppm ,

平均 0
.
16 士 0

.
0 9 p pm

,

占全铂的 5一15务
。

其中以风化不深的花岗岩发

育的林地砖红壤的含钥为最高
。

高度风化的片麻岩发育的赤红壤含有效钥最低
。

象玄武

岩
、

凝灰岩一类成土母质发育的砖红壤
,

虽然全铂含量可达 3一 , pp m 之间
,

但有效性钥都

在 0
.
13 pp m 以下

,

与全铂的 1
.
5一5. 6务之间

,

属钥供应不足
。

有效性铝低的原因与全铂

含量低有关
,

但很可能与相酸阴离子 (M
oO为 易被活性氧化铁固定有关

,

我们曾经用 pH

3
.
3一8

.
0 的草酸一草酸铁溶液提取八种成土母质发育的红壤中的铂和铁

,

都以中性溶液

提取出来的铂量为最低
,

大部分土壤只有 0
.
olpp m 左右

,

说明红壤中的水溶态和代换性铝

的含量是很低的
。

当提取液的 pH 值自 7
.
0 逐步降低到 3

.
3 ,

提取出来的铝和铁都达到最

高
,

表明土壤中部分被铁
、

铝氧化物所吸附
、

固定的铂酸盐被溶解提取出来
。

当提取液的

pH 值 由 7
.
0 升高到 8

.
0 时

,

提取出来的铂量增多
,

而铁量减少
,

说明此时部分活性铁被沉

淀
,

而部分高价钥氧化物却被提取出来
。

我们在凝灰岩和玄武岩发育的铁质红壤上进行的小区和盆栽试验都证明
,

对黄豆和

花生施用铂肥
,

可获得显著或极显著的增产
。

近年来
,

华南热作研究院试验用乙烯利刺激

割胶时
,

将相酸铁涂施在胶树皮上
,

对减少死皮
,

增加干胶浓度和产量均有明显作用弋

二
、

主要热带土壤肥力评价

华南热带土壤一般都是酸性
,

钙
、

镁含量较低
,

对于不耐酸性土壤的作物
,

适当施用石

灰是作物增产的必要措施
。

各种类型的土壤
,

无论全磷含量较高或较低的
,

都不同程度地

缺乏有效性磷
,

对于作物和林果树木施磷肥
,

都可得到不同程度的效果
,

只有在多年施用

磷肥
,

土壤条件有利于溶性磷的积累
,

才可少施或不施磷肥
。

微量元素硼和钥与土壤磷有

相似的趋势
,

应注意研究其有效施用条件
。

现以上述结果为主要依据
,

分别简要评价如

下:

(一) 铁(铝)质砖红壤

主要分布在海南岛北部
、

雷州半岛南部等地
,

发育在玄武岩和凝灰岩上
。

因水分条件

1) 黄宗道
,

1 9 7 9: 橡胶
、

热带作物科技发展概况
。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成立大会汇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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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分为红色砖红壤和黄色砖红壤比
7一 , , ,

前者粘土矿物以高岭石
、

水铝石及赤铁矿为

主
,

后者以高岭石及针铁矿为主
,

土壤全磷量较高
,

锰
、

铜
、

锌
、

钻
、

镍
、

钒
、

钦的含量都较高
,

而钾
、

钙
、

镁等养分都较缺乏
。

在季雨林或次生雨林下
,

土坡有机质和全氮含量较高;森林

砍伐开垦后
,

有机质和氮含量下降;种植旱粮或多年生热带作物的砖红壤
,

由于经常耕锄
,

有机物强烈分解
,

故有机质和氮含量较低
。

这类土壤分布在低丘台地上
,

可进行机械作业
,

除发展多年生热带经济作物和林木

外
,

也可种植农作物
,

但要注意水土保持和培养地力
。

( 二) 硅铝质砖红滚

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部
,

东南部
、

西北部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山丘上t1, 卜
,1 ,

母质有

花岗岩
、

片岩
、

砂岩等
,

在热带雨林下
,

有机质可达 , 一 13 多
,

但森林破坏后
,

有机质可下降

至 2一3务左右
,

尤其在一些刀耕火种或开垦不当的地方
,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在土坡表

面
,

残留着一层石英砂
,

肥力很低
。

这类土壤的母质风化程度不深
,

含钾矿物较多
,

正长石

含最达 7一23 并左右;土壤全钾
、

缓效性钾和速效性钾含量都较丰富
,

所以施钾肥的效果

不明显
。

其它矿质营养元素含量中等
,

这类土壤适宜发展橡胶树
、

可可
、

咖啡等热带经济

林
,

并应保护和营造好水源林
、

用材林及水土保持林
。

( 三) 硅质砖红族

主要分布在广西南部沿海一带
,

雷州半岛中部及海南岛北部沿海地区 tl.
7一” 。

母质为

浅海沉积物
,

土壤中含 51 0
:
高达 76 一87 务

,

但有效性硅很少
,

磷
、

钾
、

钙
、

镁及微盆元素铜
、

锌
、

钻
、

铝等含量都很低
,

全硼含量虽可达 100 一20 0 pPm
,

但有效性翻含t 很低
。

目前的

天然植被为稀疏矮草
,

土壤有机质含t 在 l并以下
,

含氮 0
.
05 务 以下

,

是华南土壤肥力最

低的一类
。

这类土壤所处地势平坦
,

适于机械作业
,

可按方格法营造防护林带
,

在带内种

植木麻黄
、

按树和台湾相思树等耐瘩树种
,

改造生态环境;在方格内种植豆科植物以改 良

土壤
,

然后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热带经济作物或农作物
。

( 四) 硅铝质赤红族

主要分布在粤西
、

桂东南
、

粤东南
、

闽南及滇南一带tl.
, 一 ,J ,

母质主要为花岗岩及其它酸

性岩石
,

土壤含磷量低
,

钾的含量因母质不同而有极大差别
。

风化不深的花岗岩及流纹岩

含钾丰富;高度风化的花岗一片麻岩及砂页岩母质含钾很低
,

是橡胶树首先出现缺钾症状

的土壤
。

土壤有机质和含氮量随植被不同而异
,

在季风常绿阔叶林下
,

土壤有机质可达

3一6%
,

在矮灌木和草本植被下
,

含有机质 2务 以下
,

受到侵蚀的土壤
,

则不到 l多
。

在平

缓的赤红壤上
,

可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
,

在丘陵坡地上可种植龙眼
、

荔枝等果木; 而橡胶

树
、

咖啡
、

胡椒等热带经济林木作物
,

则只能选择避风
、

避寒的地段种植
。

( 五) 红
、

黄雄

这二类土壤在热带地区都属于山地垂直带谱上的土壤t1,
, 一 ,1 ,

一般分布在海拔 80 0一

120 0米以上
,

天然植被以森林高草
、

灌木为主
,

自然肥力都比较高
。

可发展茶叶
、

木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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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经济林及用材林
。

( 六) (砖)红集性水稻土

本类水稻土分别起源于砖红壤和赤红壤
,

其土壤肥力随成土条件和熟化程度而不同
。

一般来说
,

都较其起源的土壤肥力高一些
。

土壤含有机质通常在 2外左右
,

高的可达 3一
4外

,

氮含量一般为 0
.
1一0

.
15 外

,

高的可达 0
.
15 一0. 2务

,

磷
、

钾
、

钙
、

镁及微量元素含量
,

因

成土母质不同而相差悬殊
。

母质为玄武岩和凝灰岩的红壤性水稻土
,

其磷
、

锰
、

铜
、

锌
、

钻

和钒的含量较高
,

有效性硅含量也较高
,

但钾
、

钙
、

镁的含量均低;花岗岩等酸性岩石发育

的红壤性水稻土
,

钾的含量较高
,

而有效性硅含量低
,

施硅肥往往使水稻明显增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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