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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境内汉江流域分布着大面积黄泥巴 (黄褐土 )
,

是本区低产土壤类型之一
。

根据汉中和安
康两个专区的枕舒

,

其中黄泥巴豹占总耕地面积 20 % 左右
。

一
这类土壤

,

虽久攫耕作
,

但作物产量仍
撇低

,

未拯改良的黄泥巴
,

小麦一般亩产只有 1 00 斤

左右
,

玉米产量仪有 1卯 斤
,

侵颤严重的地方
,

甚至颗粒无收
。

但是
,

黄泥巴已拯改良后
,

作物产量
郎可叛倍的增加

,

甚至有的可增加到 。倍
。

实践靛明
:
不仅魏明彻底改造本区黄泥巴有可能

J

性
,

而

且也展示出本区拿众有着根其丰富的改土翘硫
。

作者对本区的黄泥巴进行了初步的稠查研究
,

井
对草众拯嗽进行了总桔

,

貌汇总报导于后
,

以供参考
。

_

厂

、

黄泥巴的形成分布以及理化性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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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黄泥巴的形成与本区自然条件有密切联系
,

在形成肝泥 (褐土 )和黄壤气候背的过渡性水热条

件·

默器攀馨犷糕溉
二

~ 、
伽一

加二
~

合

莎热淤撰旅尽井瑟地 区在 3一、 米深处出现石灰桔核甘黄泥巴的凤化层深厚
,

且拯孩烈的粘化作用
,

这从表 1[
`〕中可

以看出
,

其粘粒 (小于 。
.

0 01 毫米 ) 舍量在 3 米以内普遍达到 相多以玉
,

物理性粘粒达到 6 , 外左

右
,

砂粒合量逐渐减少
,

粘化系数为
。

,

。3一。
.

6夕之简
。

从表 1 同样可聋看出
,

剖面中部具有粘粒积

,

聚的现象
,

这是它和肝泥的童要区另ioJ

化学分析桔果表明
,

耕层腐殖盾合量一般为 工
.

09 %左右
,

其中以富啡酸和胡敏酸为主
,

以富啡

本文脱稿后
,

·

东蒙朱早摸先生
·

彭振搞先生粼砷曝 提出意贰
芳

、

张志林等同志的帮助
,

蓬此致黝
。 奋

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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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类土壤剖面上二氧化硅和立三氧化物肺
明显的分移现象

面很少有石灰反应
,

盐基代换量为 2 。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

。

整个剖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 、特别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不同
,

土壤发生演变必然是复杂的
,

反映在生产

上表现出爵多不同的土壤粗合
,

这些推奋合有着相互联某
,

但是
对

着量的声导
·

所见为恻黔 )分别筒介如下
。 - 一

血斑黄泥
`

、

现以汉中市附近

瓷睿

1
.

血斑黄泥

图 1 汉中市武乡公社白庙管区烂泥村土褒分布

廷类士壤常纬七于年平均降水 7匆毫米和年平均气温在1 o oc 的地区
,

井呈梁

状的割切阶地
,

表层为棕褐 色
,

质地粘重
,

核块或大棱块构造
,

色
,

至最下层常为浅黄棕色
,

盾地中壤
,

并具有石灰拮核的残存
。

颜色由棕褐色渐次为浅棕褐
、

黄棕

其化学性盾觅表 2
。

表 2 血斑黄泥化学分析桔果 (汉申石篇公社 )

二介} 一
耕作层中合有机厦豹占 i 另

、

氮 。
.

08 多
、

磷 0
.

14彭
,

耕层以下有机盾
、

氮和磷的舍量则显著减

斗夕



小
。

舍押常在 1妊以上
,

全部呈中性反应
,

盐基代换量各层都在 20 毫克当量 / 10 0 克土以上
。

主要种植小麦
、

油菜
、

胡豆
、

叙若 (甘薯 )等
。

小麦亩产 乃。一2 。 。斤
,

扛若豹 6 00 一加 。 斤
,

玉米

亩产 1 5。一 2卯 斤
。

粘沿2
.

死黄泥 分布在年平均降水 s0 。毫米
,

年均温 16 ℃ 以上地区的斜坡部分
,

土层深厚
、

重
、

紧实
,

表土呈棕黄色
,

表土以下亮黄色
,

层次不明显并怪
)

构造体表面有多量铁子和敛锰斑点 ;

土体裂榷有浅灰色条救
,

剖 面中一般未兑有碳酸钙的淀积
。

卜
J

死黄泥由于侵触椽故
,

加乏施肥不足
,

土壤肥力衰退
,

养分舍量低 (表 幼
。

表 3 死黄泥的化学分析储果 (安康张滩 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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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层合有机厦 1
.

1 外
。

合氮 。
.

06 务
,

含磷 0
.

0乡
一

外
。

自耕层以下
,

氮和磷舍量减小
。

钾的含量一

般变动在 1
.

2一 1
.

5 另 简
。 p H 为 7

.

允 盐基代换量为 2 0 毫克当量八 00 克土
。

这类土壤因肥力低
,

一般为二年三熟
,

一年二熟者少
,

主要作物有小麦
、

王米
、

扛若
、

豌豆等
。

全

年亩产的 2印一 3 00 斤
。

3
。

山地死黄泥 山地死黄泥主要分布在浅山和山区
,

这些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90 。一 1, 0 00

毫米
〕

年均温为 巧℃ 左右
,

因此土壤的淋洗蛟竣
,

剖面中已无碳酸钙的痕迹
,

呈微酸性
。

全剖面
为黄棕色

,

土质粘重
,

精构坚实
,

表层有灰白色硅盾粉末
,

系袒度灰化迹象
。

这类土壤由于靠近石

厦母岩
,

因而在发育的剖面中常夹杂有与母质同时堆积的右片石砂
。
由于所在地势高

,

坡度大
,

艇

常遭受到侵颜
,

肥土流失
,

底土裸露
,

有大量数锰斑
,

青色
,

翠众称韶
“
青尚泥

” 水 。

分布子山地较平

担地方的死黄泥
,

剖面中常有多量灰色条放
,

土体表面有晤色胶膜
,

因此翠众称之韶
“ 禺肝 f

· 、 “
血

肝土
,

飞 在石灰岩上发育的土色亮黄
,

称之
“
大土泥

, , 。

山地死黄泥的化学分析桔果见表 斗 。

表 理 山地死黄泥的化学分析 (询阳羊山 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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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土壤
,

氨和磷的含量均低
, , H `

.

, 左右
,

土壤剖面中有活性招出现
,

盐基代换量为加 毫

克
缎 10/

。克土
。

由于山地死黄泥所处地势较高
,

气候湿冷
,

常为一年一熟或二年挂熟
,

主要种植主米
、

洋芋等
,

亩产的 2 00 斤左右
。

除了上面所税血斑黄泥
、

死黄泥和山地黄泥以外
,

敲区也零星分布有正气黄泥
、

大黄土
、

小黄

土
。

这几种土壤是人类长期新作施肥的影响
,

土壤向着肥力增高的方向发展
,

从剖面构造上来看
,

水

青晰泥一般是称呼水田
,

但亦有摹众称旱地为青高泥
。

4 8



共同的特征是 :表层疏松多孔
,

构造良好
,

厦地一般为中壤
,

熟化层厚
,

表现在生产特性上保水保

肥
,

耐旱耐涝
,

易于耕作
。

这些土壤栽培作物有油菜
、

小麦
、

胡豆
、

棉花等
。

一年二熟
,

年平均亩产̀

可达 50 。升60 。斤左右
。

其中小黄土的肥力最高夕天黄土次之
,

正气黄泥又次之
。

耕种侵颤土壤肥

力日渐减像箕中又以底层曹石裸露的土 3李为最差
,
由于土壤遭受严重的侵触

,

熟土层浅薄
,

剖面

中富会蒸石
.

肥力不高
.

不耐旱
,

作物产量低
。

、

二
·

黄泥巴低产原因

黄泥巴的低产是多方面原因所引起的
,

但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

’

七土壤粘重
,

耕性不衰
,

缺苗严重 黄泥巴耕层浅薄
,

心土层接近地表
,

由于土盾粘重紧实
,

拮构不良
,

湿时粘勒
,

干时坚硬
,

适耕时简短
,

而且雨后易子发生浇滴
,

影响整地厦量和作物出苗
、

生夫
。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在沟 阳甘澳公赶百柳管区胜利队翩查研究
,

黄泥巴一般出苗
率为 卯 % 左右

,

较高的护
。
几 较差的只有 3

磺占
`

2
.

通透性不良
,

保墒性差 黄泥巴容重大
,

总孔隙度低
,

土体中胶粒吸水性孩
,

易膨胀
,

引起
土留孵耀

,

土壤渗透性能减低
。

其桔果一方面容易引起土壤侵颤
,

同时土壤得不到水分
,
发生

旱象 ; 天晴时表土水分迅速蒸发
,

并产生静多裂耀
,

这样就更增弦和加速土壤水分的蒸发
,

郎使雨

量丰沛
,

也常受干旱的威胁
·

麒淤
。

根据侧定 (表 , )拮果
,

黄泥巴容重在耕层为 1
.

斗
,

耕层以下为 .1 6
,

土壤比重变动于 么 7 左右
。

其恩孔隙度除耕层略高外
,

心土层和底土层土壤总孔隙很小
,

皆变动于 40 多
’

左右
。
而且

,

非毛管

孔隙很少
。
由此可知

,

由于黄泥巴物理性不良
,

导致土壤透水性能低弱
,

因而
,

自然舍水量很低 (表

称图 幼
,

耕层土壤自然舍水量在 20 拓左右
,

心李层水分低于 2 。务
。

表 6 还表明
,

由于黄泥巴吸

水力孩
,

凋萎合水量和最大吸湿水增加
,

相应的供抬植物利用的有效水减小
,

换言之
,

在相同降水
情况下

,

黄泥 巴亦较易引起干旱
。
此外

,

土壤屠气性和气体交换也鞍差
,
因

耐
作物生长发育是不

利的
。

-
- -

表 5

赢忿赢誉 , 愧葬蔺寸言
黄 泥 巴 容 重

、

此 重 和 孔 隙 度

重 } 比 重 ! 总孔障度 (% ) ! 非毛管孔隙 (% l) 毛管孔隙 (% )

勺了幻了 Jó J
4

巴 J
6

汉 中武乡公社

白庙管区 。 08

耕 层
,

合土 层

底 土 层

.2 77
2

。

7 8

4 7
.

0 5

斗3
.

6 7

斗0
.

0 6

6 宝9

5
.

0 9

4 0
.

6 6

3 8
.

, 8

广OC八丫少口ú二一、ù

徉 县 农 坍
耕 层

心 土
·

层

底 土 层

5 3
.

4 9

斗2
.

7 7

4 2
。

8 1

1斗
.

2石 3夕
.

2 3

表 6 黄泥巴自然含有量
、

吸湿水
、

最大毛管持水量
、

凋萎含水量

剖 面 号 次 } 水 分 (% ) } 吸 湿 水 (% ) 最大毛管持水量 (% ) }凋萎含水量 (% )

2 0
。

3 0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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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耕心

.3 养分含量低 黄泥巴 因为侵触较严重
,

熟土层浅薄
,

加之施肥不足
,

肥力衰退
,

养分含量

低
,

其中以氮
、

磷更为缺乏
。

此外
,

由于黄泥巴物理性不良
,

微生物活动受到严童的抑制
,

施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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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球赞牛仁二

缪耕能诚小黄泥巴的容重
,

增加其孔隙度 (表 8 )
。

表
8

增加的同时
,

非毛管孔隙也较一般耕作的几乎增加 士倍
。

换
,

也利子植物根系的伸展
。 。

中指出
,

在深耕后
,
一

随着土壤总孔隙度

这拌就增进了土壤渗屠能力和气体交

处
「

理 } 深 度 (厘米 )

表今漠中洋黑晨塌攘翻与澳翻土攘容重及孔障情况
一 _

容 一
刻

*
_ 一

刻 嵌 , 丽 }毛管孔潦 (% ) 非毛管孔障 (% )

深 翻

O一 2 3

2 3一 3 2

3 2一 5 8

2 3

3 2

斗 9

2
.

夕 1

2
.

7 6

2
.

7 6

5斗
.

6 0

5 2
.

2 0

斗 6
.

1 0

2 2
。

0 4

2 4
.

0 5

3 2
.

5 6

2 8
.

1,

qJJ
才 l`连二片少了n八.3之.2

户少4
汗1
`

未 深 翻

O一 1 1

11一斗9

4 9一 7 3

1
召。

2 6

1认 5 9

叉
.

5 9

2
.

7 2

2
.

7 6

2
.

夕6

3 9 2 3 l斗
.

2 6

接

簇赢嘿嚣絮氰华霆颤篡霜霭糯黔篡默誊漂靡臀
·

,
哪 (土玉一“ ` 厘米 )种 18

·

朽 % ( 26一
” 厘米 )

,

而深耕的土攘划为 .21 衅 % (那份32 厘米 ) 和

.63 外 ( 3 2

弓
8 厘来几 从怠的蓄水量来看

,

深耕后土壤总蓄水量为勿
,

1 2 2 斤 /亩
,

未深耕的为
,

08 6 斤 /亩
,
显而易兑

,

深耕能增加土壤蓄水量
,

同时
,

由于深耕杀合土壤水分向深处渗屠创造了条
,

因而
,

也提高了土壤的蓄水能力
。
未深耕的土壤微生物多分布在心王层攻界上

,

底层刻很少 ;而

招加加件

髯箕麟龚辈泽薰遐箫默藻蒸靛淡

撰越撅转葵)



:淤 {瓷思霜摆瞿念攀纂揉翼众
而相部一块地在一般翩巴条件下只狡
年在 5亩多黄泥巴上撒上1 , 00 0斤麦

万收 50 一 10 。斤
。

又如石焉

均亩产达到 斗2 0斤 而未种徐月
在新抬黄泥田上施入率率肥料之后搏种植娜队水箱平
O斤

。

这些握输都羡明新抬田桔合施肥的重要性
。
黄泥

翼蒸娜翼蒸蒸誉举
印 方 /亩

,

)含量降低
口粘拮力降

表 9 不同掺沙量对黄泥巴机械粗成影响

诺券答若箭箭箭一
物禅沙丝

> 0
.

0 1

物理粘粒

< 0 0 1

nU工饰一ó了
J

怡ó了
`
什灵U工Jù9nùú二ōj肠

ō

长朽
n.nUQ一

r钾.22打科巧
:J一、甲,立

加2525
一ǐénU州,武é只é,、1止1

112 3 Q

2 6
.

5

2夕
.

7

`

泥沙比系耕层以 20 厘米爵的泥沙体积比
。

同时亦提高了土壤总孔隙度

分也有了增加 (表 11 )
。

_

降低了士壤容童 (表 10 ) ;
一

随着臼三壤物理性的改善
,

土壤有效水

其次由于接沙后
、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

相应的提高了谧
,

促进幼苗早 白出王挤宿短出苗时简
。

5 2 . 、 _
-



理( 深度( 厘来 )

表1 0

容

掺沙改夏对土壤容重和土壤孔障的关系

誓
:一

{ 一显
’
一下一

曹丫慈 i该蓟不 毛管孔陵% ( )} 非毛管孔隙(% )

0一1 0

0一1 2

1 2一 0 2

2
,

7 2

2
.

7 2

2
.

7 4

5 7 1 8

6 1
.

5 0

6 1
。

2 6

3 4
.

5石

3 3
.

9 1

3 8
.

5 8

2 2
.

6 2

2 7
.

5 9

22
.

68

尸O庄
.

冷
牛fCénù

沙沙珍未掺

( 5 0方 /亩 )

表 11 掺沙改真后耕作层土壤水分变化 (恒口 )

一一口一*

凋萎含水量以最大吸湿水乘以 L 3斗静
。

例如 夕月 1 , 日播种期相同的齐头扛小麦
,

修沙改良的比未徐沙的小麦出苗提早 5 天
。

握过珍沙

改良之后
,

疏松了土壤
,

有利于根系生长发育
。

据观测桔果
,

靓明随着掺沙量的增加
,

种子根系和

次生根在数量上和关度上昔有着显著变化
,
其中珍沙 50 方的较未渗沙的总根量增加了 ” 外

,

根

长嘟叮 .134 多
,

由

处
述土壤一系列的性盾改善

,

作物生长健壮
,

因而作物产量也提 高 了 (表

儿 o)
_

表 招 黄 泥 巴 缘 沙 改 冥 效 益
水

地 点 用

卜
年

一

限
累尉 接沙 量

(方 /亩 )

小 麦 产 量

(斤 /亩 )

增 产

斤 /亩

们Unà0夕1
勺Jl,ó八Od

胜

安 康 饭 口

大9 57年
19 5 8年

19 5阵

3一 4

2夕一 2 8

冲O斗5

魂O

1 5 0

,

全
万多

寸铺未8
安康五里青 } 旱 地

4

;:
此资料是与安康农业裁敲站共同测定的

。

由于黄泥巴分布地区
,

一般侵颤严重
,

为了达到有效的改良士壤
,

提高作物产量
,

因而首先应

作

份舞架狱粼蕊暴缘霖篡斋
产

资

胃烹然糯篡瞥赫
加了地面被复

,

阻援径流
。

井阻止雨滴值接打击地面
,

减援径流以增加水分渗入土中的机会
,

保土

学熬娜澎溉蒸薯蒸落
缎黛黔羔几龙公默箕鱿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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