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郊区土壤耕性的初步研究
`

中圃科学院土壤陈土壤物理组

在 1 95 8 年冬 1 , 5 9年春的京郊攀众性土壤普查运

动中
,
农民普遍用

“ 口松
, ’ 、 “ 口紧

, ’

反映土壤在耕性上的
差异

。
农民按种性把土壤划分成

“ 口松
, ’

和 “ 口紧” 两极
,

其性盾阴有很大的差异
。

现将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介

韶如下
,

供大家参考
。

一
、

农民对土坡耕性的韶抽和划分

:卜壤耕性的好坏对农具的阻力
、

机具耗油量及防

旱保墒等耕作措施有很大的影响
。
农民槛定耕性的特

征如下 :

口松 郎指土壤疏鞍
、

易耕
、

不沽农具的土壤
。

它

的适耕期长
,

降雨后很快就可以下地千活
,

雨后停耕时

阴最多也不超过半天
。
口松的土壤往往肥效快

,
坦后劲

不足
,
发小苗不发大苗

。
适种花生

、

甘薯等作物
。

口紧 仓叶旨土壤紧实
、

难耕
、

沾农具
、

起坷垃的土

续
。

在这种土壤上
,

耕作费劲
,

时简也不易掌握
。
土壤

稍干
,

阻力大
、

难耕 ;稍湿
,

沾农具
、

起坷垃
。

雨后要隔

二
、

三天才能下地干活
。

它的适耕期短
。

拿众用“ 湿时

一团糟
,

千时一把刀 ”
这句韶生动地描述了 口紧土壤的

不良耕性
。
肥效迟援

,

但后劲足
,
发大苗不发小苗

。
适

种玉米
、

高粱
、

小麦等作物
。

农民对土壤耕性的锰别具有丰富的握脸
,

川 “ 口

松
, ’ 、 “ 口紧

,

概括耕性
,

名飘形象生动
。

但由于各地区上

壤不同
,
各地划分时的标准不抗一

。
农业科学的任务

之一
,

是总精拿众的生产耀睑
,

并用科学理瑜数据解释

及靓明拿众握脸
。

研究各种土壤的耕性
,
确定耕性指

标和数据
,
用以对京郊的土壤进行分类

,

拟舒适合的耕

作措施 ;研究各种耕性的形成条件和变化规律
,

这样对

于人为创造最好的耕性和丰富土壤科学内容
,

都有重

大的实践意义
。

为了研究各种土壤的耕性
,

我们份从土壤的物理

性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

井把分析资料按

照草众的耕性分极排列
,

现把研究成果分 l8J 加以对输 :

土壤机械祖成能影响一系列的土壤物理
-

一 物理

机械性质
,
如耕作阻力 (内聚力

、

粘着力
、

穿透力 )
、

孔隙

度
、

持水性
、

透水性
、

蒸发等
。

1
.

机械粗成 从表 l可以看出
,

在物理性质方面
,

口松土壤的物理性粘粒少
, 口紧的粘粒多

,

例如
, .

呢 矛

砂最少
,

杠胶土最多
。
因此

,

随着口变紧
,

物理份衅占粒

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

例如
,

通州区 口紧的黑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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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粒此昌平区 口松的面砂上事 3倍
。

2
·

内聚九 士壤颗粒阴相互粘桔的力哄内聚力
。

内聚力的大小随土绒机械粗成差异
,

而有区分 ;土城麟

粘
,

内聚力愈大
。
因此

, 口松土壤的内聚力小
, 口紧土

接的内聚力大
。

土壤内聚力的大小还受含水量的影响
,

含水盆愈

大
,

内聚力愈小
,

从图 1的曲钱
,

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阴

窟 :

30 1 \

作盾量和奴举
。

图 2 的曲钱反映了三个简题 :

( l) 随若
`
口

’

凌
“ 紧” ,

土壤钻着力逐渐增大 ; 口松

和 口紧不同的土换在最大粘着力时的含水盆也 不同
,

口紧土绒比 口松土竣豹大一倍 (表 1)
0

在产生粘着力

的范围内
, 口紧土缝的含水量幅度大

, 口松的幅度小
。

这些特性表明
,

不渝在含水量多或少的条件下
, 口紧土

攘的粘着万总比口松的大
,

意味着耕作也更困难
。

(2 ) 机械粗成对粘着力的渗响作用比 含水 t 耍

大
。
例如

,
当士坡含水童达 35 % 时

, 口紧的黑土 粘

着力为 22 克 (/ 厘米勺
,

而口松的黄砂上仅为 咭克 (/ 匣

米 2 )
,

相差 5 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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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士奥内桑力与含水量的关系
创馒 君

图 2 土维粘着力与含水量的关系

( l) 内聚力与土壤含水量成反相关关系
,

郎内聚

力随含水量的增加而减小
,

含水量过大
,

lRJ 内聚力消

失
。

(2 ) 内聚力曲城依土壤耕性而有规律的排列
,
且

图上曲城互不交错
,

这一事实有力地靛明机械祖成对

内聚力大小的影响比含水量的影响大
,

含水 t 只是在

机械祖成的墓础上对内聚力的大小起着一定的影响作

用 。 在拼性相同的条件下
,

墒情好的土壤
,

内聚力较

小 ;反之 lHJ 大
。

(3 ) 在相同内聚力的情况下
,

不同耕性土城的含

水盆亦各不相同 ,例如在最小内聚力的情形下
, 口紧的

黑土其含水量为 19
.

0% 口松的面砂土为 7
.

斗%
,

前者

是后者的 2
.

, 倍
。

而且各曲枝的变化也不同
。 口紧土

壤其曲侠斜率大
, 口松土壤则小

。

这些性盾不仅能解

释口紧土攘的耕作阻力比口松土壤大的原因
,

而 巨在

耕作时口紧土壤还要注意土壤含水量是否在曲痰平艘

的范围内
,
否 lRJ 就会增大耕你胆力

。

,
.

粘若力 土壤对铁
、

木等物体的粘附力哄粘着

力
。

粘着力的大小也与土壤的机械粗成
、

含水量及精

构有密切关系
。 口紧土绒的粘着力比口松土攘大 (图

2 )
。
粘着力愈大

,

土壤对农具和牵壁的粘附力就愈

强
,

耕作时农其及华所受的庵擦力也愈大
,

以致影响拼

(3 ) 在最小粘着力时
, 口紧土壤的含水盆此口松

的上绒多
,

例如
, 口松的黄砂土为 19

.

。 %
, 口 紧的黑土

为 27
.

,%
,

杠胶土为 3斗
.

。%
。

上述各种现象可能与水分形态有关
。
随着土攘机

械粗成不同而最大分子持水量也不同
。
粘土大

,

砂王

小
,

钻着力范围内的水分大于最大分子持水量
,

故可能

都是自由态的毛管水
。
按水分运动方式又可把毛管水

分成三种 : 不移动毛管水
,

可移动毛管水分和移动毛管

水
。
砂粉的水膜薄

,

束搏水少
,

可移动和易移动的毛管

水量相对多
,

钻滞性小
,

故对农耳的粘着性也小
。

粘粒

的薄膜水量多
,

不移动的毛管水盘多
,
而其它两种毛管

形态水量少
,
由于水分子的偶极引力作用

,

故粘看力加

强
。

最理想的耕作条件是土壤内聚力和粘着力都在鼓

小植的时候
,

这时耕作最省力
。
各种 口松

、

口紧土镶
,

在最小内聚力 与最小粘着力简都有一段含水盘阴跟
,

水分含量简距越宽
,

阶明土壤的耕性越好
,

耕作最省

力
。

例如
, 口松的面砂土含水盘简距为 1 3

.

。%
,

而 日

紧的黑土为 10
.

0 % 前者比后者大 3
.

。%
。

4
.

穿透阻力 土层排死的 松紧程度哄紧实度

用穿透阻力
一

仅器可以侧定上钱紧实度
。
紧实度的大小



对农其的阻力
、

透水性
、

保蓄水芬性能及作物根系的伸

长发育都有很大影响
。 口紧土壤的紧实度大

, 口松土

族的紧突度小
。

例如黑土的穿透阻力比面砂土大 峪倍

多 (表 1 )
o

和内聚力一样
,

土攘紧实度也随着机械祖成和含

水盘的不同而有变化 ;盾地愈粘重
,
紧度愈大

,

水分墉

加
,
紧实度减小

,

但水分再多时
,

又开始表现粘着力
。

5
.

容重和孔陈度 土壤容重和孔隙度 的大小也

能反映土雄的紧实度
。
土层松

,

容重小
、

孔隙度大 ;土

层紧实
,

容重大
、

孔隙度小 (表 2 )
。

, 2 不同拱性土 . 的孔班摘况

从图 3渗透系数来着
,

透水性的趋势为 :黑土大千

油面砂土和蒙金夜潮土
。

若以 4 小时末的渗透系数作

比较
,

黑土仍为蒙金夜潮土的 3
.

3 倍
。

我们在室内土壤鲍和水条件下的款输
,

亦得到相

同的桔果
。

7
.

蒸发 t 土壤蒸发量随机械粗成差异而 有 变

化 ;厦地粘童的土绒持水力强
,

蒸发速度小 (图 们
。

莱形这量才介泊待水量百分对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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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水性 土续透水性的强弱对持水性 和保水

能力有密切关系
,

不同 口松 口紧土续的透水性是不同

的
,

一般敲为粘土的透水性小
,

砂土的透水性大
,

这可

能是由破坏桔构的土壤得出的籍希
。
然在野外自然桔

构下
,

恰与上述情况相反
, 口紧的粘土透水性大

, 口松

的城士进水性小 参̀看图 3 )
。

6 8 10 12 14 ! 6 一8 加

燕发时向 (J/
、
村)

田 斗 土典水分的蒸发

在相同蒸发时简内
, 口紧土壤的蒸发量小

, 口松土

壤的蒸发量大
。

例如
,

在八小时末
, 口紧的黑土蒸发景

为最大持水盆的 们 %
, 口松的油面砂土为 58 % ,

玛矛

砂为 100 %
。

-

不同口松口紧土竣
,

蒸干最大持水盆所需的时阴

也不同
,

属牙砂为 8
,

, 小时
,

油面砂土为 l , 小时
,

黑土

为 ”
.

5 小时
,

前者的蒸发速度比后者快一倍
。

4D

!诚澎暴

t

界丫逻兰
盛鉴
刃娜户

6 0 8 0

卜队爪山仆犷协队陈

加2010Kl异xlo
,一
濒妙呼

口
月之匕

.

色 4 二

理箕婴
夕 一 飞一 一卜 , 一一 一 一一

泛口塑唠塑黔
Q 2 0 叼 幻0 }2 0 }4 0 16 0 1印

一

20 0 220 洲0

时间 (分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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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获料系室外土奥不饱和水条件下所浏定的桔果 )

二
、

对北京郊区土维耕性的初步分粗和指标

攀众对土族耕哇的划分既有生产实践意义
,

又有

科学性
,

从一系列的飘脸资料中充分征明了这一点
。

现从生产实践出发
,

并桔合农民樱睦以及分析研究桔

果
,

把土族耕性初步分极和指标列成下表 (表 3 )
。

由分析拭睑资料税明
,

在上述土壤耕性分极中
。

以口松
、

口适合和 口紧三毅对农业生产意义较大
,

其中

又以“ 口适合
,

七极的耕性最好
。

军众在生产实践中
,

常

用客土法
,
即砂上摇粘土或粘土接砂土

,

其目的都是为

达到“ 口适合
, ,

一毅翻l牲
。
从农民改良土维的径阶来看

,

口适合一极不仅耕性好
,

而 且肥力亦较高
,
适宜种植各

种作物
,
因此

,

土壤扫胭三简题
,

还值得今后批搜深入研

究
。

(下林第 31 胃 )



_

释硷液 `例如 。
.

I N Ni l0 H)所提取时的人工产物
,

这种

学靛现在巳耀被推翻
。
腐殖盾巳被确歌为一种自然形

成物
,
而稀硷液和其他溶剂的提取

,

仅仅是一种分离方

法
,

井不影响宿梢盾的墓木性盾
。

其次
,

本世祀以来的大盘研究工作
,

对于土壤腐

殖质的祖成
、

宿殖酸的分子精构
、

元素成分
、

撼素抉

态
、

功能团「主耍的指决基 ( c 0 0 H )和酚翅墓 (O H ) ]的

效应以及物理化学性盾等
,

累积了产多其体的脊料
,

使

腐殖质的荃本性盾
,

逐渐明确
。

对于上远各点
,

科豁豁娃教授在她筒短的耕义中
,

都扼耍的介招了
。

此外
,

麟义 中对于士壤有机厦在植

物营养上的功效占有` 定篇幅
。

科豁滞娃教授把有机

质中氮紊
、

灰分物盾
、

二氧化碳以及有机盾对于土壤桔
、

构的作用
,

献为是直接劝效
,

这些因子在土壤肥力研究

中
,

厉来是比较明确的
。

对于胡敏酸在植物生理方而的刺激作用
,

作者敲

为是有机质在被物营养中的简接功数
。
她强稠地指出

达方面的阴理值得予以注意
。

在主耍土类的腐殖盾本性方面
,
主耍的在于能明

、

各个士类中胡敏酸
、

富啡酸和胡敏素的祖成
,

以及这类

工作在实践上的意 义
。
书中的材料是以区域性土类和

不同自然植被士壤为主的
。
书中的最后一部分是土壤

有机盾研究方法的介招
,

内容包括土壤腐殖盾粗成的

测定
,

是以邱林 1 9 4 0年在 “ 苏推埃土壤学简题选集
,

11 思
,

中所建亲的方法为基础的
。

此外
,

介貂了游离

胡敏酸
,

胡敏酸光密度
,

架凝极限代换量的测定
,

以汝

应用色谱分离来检查纸墓酸粗成的方法
。
科豁黯娃教

授很注意于实徽室具体操作
,

我哟熟为这些都是切突

可行的科学技术
。

这木近十万字的小册子比较扼要而

全面的介招了土绒有机质的理输和实瀚
。

在介韶了科豁豁娃教授的斜义以后
,

我俩感到最

近土壤有机质的研究
,

在腐破盾的祖成和性屑方而
,

获

得累积了不少的成果
,

而科豁豁娃教投又运用这些成

果来靛明有机质和土壤肥力的关系
,

虽然这样一个现
`

实性的简翘
,

特别是对于耕作土壤来就还需要不断的

研究
,
才能很好的解决

。

在有机肥料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
,

化学单一性的

有机质以及灰分物厦对于土壤的肥效是比校明 确 的
,

尽管这些物食只占有机反全量的极小部分
。

近来
二!: 缓

有机质的研究工作
,

偏重于腐植质方面
,

但是各机腐殖

盾在土壤拼性上的作用以及如何促进腐茄质中橄的肥

效
,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尽管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分析技未已视厂泛的

应用于土壤有机盾的研究
一

五
,
但是」淤 农化工作者如

果不从中国农业生产实践上来进行有关腐砧 质 的 研

究
,

这些现代科学拨未的应用将局限在有机听卞」争的

锐明上
。
苏联农化工作者中

,

10
.

盖 列 采 尔 l(( .)

er 肠咪 p )最近在
`

腐殖盾在自然条件下的形成
,

,-- 交巾

锐 ( 3 e M: e八 e: 只 e ,

浓 ,
,

p
.

, 7
,

1 9弓9 )” : 腐砧质科

学浚有显著成就的基本原因
.

是在于这四科学的研究

在对待农业生产的重大简题上是抽象性的
, , ,
虽然这些

意兄不一定很全面
,

但是在农业墉产任务异常迫切的

今天
,

我们对土壤有机盾研究的要求也提得更高 -J
。

科黯藉娃教授是世界上杰出的土壤有机 欣 研 究

者
,

她按燎中苏科学技术 协定来上壤研究听讲学
,

对

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

她在这木小册子的卷泞
_

卜头示这

样的希擎 : “ 本书如能对中国的研究者们实现发 展上壤

科学的崇高愿望和运用科学脊料于提高 人民物件漓利

方面有所帮助的君舌
,

作者将深饰满意
, ’ 。

J论相信 中国土

绒农化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镇导下
,

必定能把有机质研

究的理希和技米
,

应用于解决我国农业生产突践 ll[ 的

具体简题
,

来同答科豁豁娃教授的殷切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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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3 土 妞 耕 性 分 粗 和 指 标

不同耕性的土
`
翅力料着但粘克

机 械 粗 成

耕性分 厥
物理性粘粒%
( < o

,

01毫米 )
盾 地 名 称

内 聚 力

(公斤 /厘来勺

松 紧 度
(穿透阻 力表示)
(公斤 /厘来兮 书 利;

口 极 松

口 松

0一1 0

1 0一 2 0

< 1 0 < 2

1 0一1 5 2一斗

1<同----36
士土土土砂砂壤松紧砂 奥翅

口 适 合 2 0 ~ 4 0

斗0一6 0

> 6 0

砂盾中奥土

粘盾中澳土

重 奥 土

粘 土

1 5一 2 0 斗一6

6一1 0

> 1 0

2 0一2 5

> 2 5

6一1 0

> 1 0

盛每 牙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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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石乡」二

矛由而石七
厂卜

二几 f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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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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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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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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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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