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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石灰岩分布广泛
,

其中尤以广西较为集中
,

其次云南
、

肯州
、

湖南
、

广东毗速的地区均

有之
。

各地石本美奎都系泥盆耙一三迭耙的沉积灰岩
,

具有易溶的特殊岩性
,

且地处高温多雨的环

境
,

因此
,

极易进行溶触风化
,

所以
,

广泛分布的石灰岩多发育为
“
喀斯特

”
地形 ;喀斯特地形与其相

伴风化物所发育的土壤以及农业生产的特点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
,

因此
,
对石灰岩地区土壤的研

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

一
、

成土条件的特点

石灰岩地区的地形奇特
,

岩性特殊
,

喀斯特地形的发育各有特色
,

着的拿岑密集
,

多成粗壮圆

筒瘫
林

,

少兑竟广谷地
。

有的攀林排列整齐
,

孤攀给洞星罗棋布
,

景色奇丽
,

_

山简多宽窄不一
,

微

呈起伏的平地
。

有的山攀稀疏
,

木部已成侵触平原等等
。

在奇特的地形条件下
,

使风化母厦的运

积规津和土壤的生成发育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进行
。

石灰岩是碳酸盐类岩石
,

主要有方解石 [ aC C q }
,

白云岩 C[
:

吨 ( c O
3

)
2 〕

,

敛续白云岩 [aC C仇
·

(吨 eF ) c o 3

]及粘土粗成
,

在风化过程中
,

aC ++
、

吨++
、

C O犷等被溶于水
,

成为重碳酸钙穆美水而

流失
,

而粘土性风化物就凌留下来
,

但攀林地形多巍峨峻壁
,

岭坡徒道
,

降水后地表径流甚大
, 因而

逐年溶徽的风化物常被剥落而随水冲走
,

所以 山体一般无土层
,

仅在岩 隙凹 处
,

坡麓才能 聚积

起来
,

艳大部分风化运积物就在岩隙
、

坡麓
、

平地上
,

在生物作用的参与下开始生成发育为土壤
。

石灰岩地区的水热状况的变迁频繁
,

因喀斯特地区的裂隙
、

节理
、

溶洞
、

伏流遍及各处
,

河沐往

往不成系扰
,

因此
,

水分的渗漏十分严重
,

各地在雨季常因排水不修而漫溢
,

早季别无水可灌而干

涸
,

造成水源分配极不均匀
,

部分地区常恿旱涝炎害
,

同时
,
由于秃露岩休又都呈黑色

,

易受太阳幅

射的影响
,

造成热量状况的变幅悬殊
,

特别在炎热干旱的条件下
,

热量状况几乎完全依气温而变

化
,

昼夜的温度可有季节之差
。
因而土壤中的碳酸盐在多水高湿的条件下

,

溶解度增大
,

有利于自

然淋溶
,

反之溶解度就减少或造成碳酸盐聚积
。

石灰岩成土物厦中存在的碳酸盐类虽握自然淋溶过程而丧失了一部分
,

然而
,

溶触风化物中

仍富含粘粒和钙胶体
,

所以土壤具有相当大的胶拮性能
。

石灰岩地区土壤往往因富含碳酸盐类而

使累积的有机质及其胶体相对稳定
。

石灰岩地区土壤的干湿交替张如
,

在干早的季节
,

天气灼热
,

土体显得千燥
,

氧化作用不能彻底进行
,

而在湿澜季节
,

植物生长繁茂
,

有利于生物累积
,

因而有机

盾的积累相当丰富
,

士壤的级收性能每百克土都在 ” ” 毫克当量以上
,

据研究肯州的黑色石灰士中

固氮栩菌和祠匀化袖菌比较活跃
,
由此可以看出

。

石灰岩地区土壤无谕有机贡的累积
,

或者有猛微生

物在促进养分卿化方面
,

都对植物或作物生长是有利的
。

*

本文系参加华南粽合考察队及根据广西土奥薯查的食料加以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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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地区河流不成河道网
,

多伏流
,

往往地下河流与地上河流同时存在
。

雨季地表径流比

地下径流显著
,

早季员u相反
,
由于岩洞或岩层呈层状排列

,

因此
,

岩休中伏流水容易下降引起地而

缺水
。

但也有因具有不透水层或压力地下水而涌现丰富的泉水
。

水质具有一定的矿化度
,

据分

析粘果
,

桂北一带为 。
,

3一 0
.

4 克 /升
,

慎东南一带为 b
.

, 克 /升
,

筒旧为 1
.

0 克 /升
,

水的矿化度往往

不是恒定的
,

常随温度提高而增大
,

雨季出现而减少
,

水质的主要化学类型为重碳酸钙唯美水
,

水巾

富含 C。
++

、

吨++
,

因此
,

水色多呈蓝色
,

悬浮土粒易沉降
,

所以河流含砂量极低
,

不
二

泉混浊现象
。

二
、

土壤的发生类型及其演变

石灰岩地区土壤的形成
,

深受母盾 (石灰岩 )的影响
,

它具有独特的发生过程及性态
,

但在热带

和亚热带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仍受着地带性因素的影响
,

而碳酸盐积聚和淋溶的硷弱是士壤发生

过程中泛域性与地带性特征深刻程度的反映
。

根据近年来的稠查研究
,

初步确定有黑色石灰土
、

揭色石灰土 (郎棕色石灰土 ) 1)
、

黄色石灰

土 2) 、

杠色石灰土四个类型
。

黑色石灰土
、

褐色石灰土
、

黄色石灰土
、

杠色石灰土的出现反映了它例不同的发育阶段和水平

垂直的分布规律
。

也是成土因素的粽合反映
,

它与生物地貌
、

水热状况等成土条件有一定 的 关

系
。

黑色石灰土分布比较零散
J

,

一般都在较高的岩隙和山地坡麓凹处或排水不锡的低地上发育
,

水分可以停滞
,

自然淋溶过程微弱
,

因而土壤大多呈碱性或微碱性反应
,

土壤祠纷盐基所鲍和
,

在碳

酸盐不断补籍的条件下可形成石灰拮核
。

此外
,

土壤有机质在分解过程中常与钙胶体凝聚
,

形成
·

良好的团块
-

一
团粒状精构

。
由于草本植物的相对稳定

,

因此
,

年复一年的生物过程有利于有机

质的聚积
。

揭色石灰土分布面积最广
,

发育在桂
、

俱
、

黔境内干热的生物气候条件之下
,

作物生长常因缺

水而受阻
,

自然淋溶过程已较为明显
,

土壤中交换性阳离子减少
,

盐基鲍和度有所下降
,

多数呈中

性反应
,

土壤呈棕色
、

黄棕色
。

黄色石灰土在华南地区的分布面积不大
,

主要分布在广西西部较高的 山地上部
。

与揭色石灰

土呈垂值分布关系
,

其分布高度一般均在悔扳 80 。一 9 00 米以上
,

由于发生在湿润冷惊的生物气候

条件之下
,

土壤多呈解黄色
,

发生层次明显
,

淋溶并不嗤烈
,

全剖面有石灰反应
,

但少兄石灰和铁锰

桔核
6 这类土壤的一些性质研究得很少

。

杠色石灰土在桂
、

粤境内均有分布
,

大多发育在湿热的生物气候条件之下
,

土壤淋溶过程强

烈
,

盐类大量淋失
,

为不的和土壤
,

呈中性或酸性反应
,

受热带及亚热带的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较

深
,

土体呈叙色
、

棕杠色
,

己渐趋地带性土壤的特征
。

某些杠色石灰土的形成也与母岩富舍敛厦

有关
。

黑色石灰土
、

褐色石灰土
、

黄色石灰上
、

叙色石灰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地带性生物
走
训侯的 影

响
,

从土壤的胶粒分析中 (表 1 ) 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土壤的成土环境和受生物气候条件影响的

程度有所不同
,

因此
,

处在不同的发育阶段
,

它们富铭化现象有一定的差异
。

如黑色石灰土
、

褐色

石灰土
、

杠色石灰土的 S i q / 1A
2 0 3 、

5 10 2

/ eF 必
3 、

51 02 / R
Z
o

;

的分子率依次逐渐变小
,

充分反映了

有地带性杠壤化或砖扛壤化的趋势 (图 1 )
。

l) 褐色石灰土过去曾以棕色石灰土命名
,

最近觉得
“
棕色

”
一嗣不能确切地反映出青亥土类在发生学上的含意

,

而改为
“
褐色

”

石灰土更能表达它是鞍干热成土环境中的产物
。

2 ) 黄色石灰土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的石山区
,

华南仅溟桂
、

黔桂的毗速地区有小面积分布
。
未曾绷加研究

,

因此这方面登料

瞥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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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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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郭魁士资料整理 )

上述趋势从土壤生物作用和援冲性能 中同样可以着出相似
的精果 (图 2 )

,

黑色石灰土盐基鲍和度大
,

有机质累积多
,

碳

氮率览
。

而杠色石灰土具财目反
,

整个剖面淋溶趋势十分明显
,

由此看来
,

华南石灰岩地区的土壤受到地
’

静性的影响而在性虎

上产生变化
。

土壤翘过耕种后
,

性态有所变化
。

一般来砚
,

水田此 舍地受

人为影响更为深刻
。

从 图 3 中可以看出
,

发育在杠色石灰 土地

区的水田
,

土壤胶体中的 5 10 2
/八 12 0 3

显兑增高
。

舍地 (早地 ) 土壤有疆黄泥
、

黄泥舍
、

老泥舍
、

黑泥土 (黑沙

土 )
、

黑油土 (黑园土 ) 等
。

僵黄泥
、

黄泥舍多半发育在石灰岩 山

坡麓
,

校为干旱
,

由于耕垦时不注意水土保持
,

土壤侵颤影响
: k

壤肥力诚低
,

渝为疮薄的土壤
。

这些土壤的土休僵硬
、

耕性不

良
,

蓄水力差
,

易遭旱炎
,

翠众挽
: “
天干犁耙成大块

,

地湿荤耙成

泥皮
” 。

老泥舍分布在校湿润的坡麓或平被的舍坡上
,

土体酥硬
。

多呈小块状拮构
,

耕性蛟好
, 」二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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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石灰土 (三 2 ) 揭色石灰土 ( 9 1 ) 扛色石灰土 ( 1 3 3 )

图 2 土壤有机厦及 P H 值的剖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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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呈深酱 色
,

草众砰价
: “
潮地犁耙酥又散

,

天干犁把还有难
, , 。

黑泥土分布在村庄附近的坡麓或平

援的坡上
,

耕作校为精韧
,

施肥握常
。

熟化度高
,

土沐酥性
,

多呈拉状精构
,

耕性良好
,

上壤呈酱黑色
,

抗旱力弦
,

耕作时
“
梁尖易钻

,

深耕不费力
” 。

黑油土集中分布在村庄周围
,

为 目前高度熟化的舍士盯

土壤
,

土体酥散
,

垃状粘构发达
,

耕性良好
,

犁把容易
,

土壤呈油黑 色
,

遇旱象不受很大影响
。

金地土堆的演化过程是由疆黄沉 、 黄泥舍、 老泥舍、 黑沙土 (黑油土 )
。

无渝从土壤肥力特

性或剖面层次桔构以及土地生产性能均有明显的变化
。

水 田中有黄泥 田 (杠泥 田 )
、

老泥田
、

黑泥 田
,

在阴水或矿化水的影响下有鸭屎泥
、

锅巴 田等
。

黄泥 田为新垦水 田或分布在水源缺乏
、

灌溉熟化措施差的高田
,

土壤有机质贫乏
,

呈灰黄
一

色或淡黄

色
,

土质胶硬
,

犁耙困难
,

不起浆
,

田面易龟裂
。

老泥田一般由黄泥 田通过水耕熟化而成
,

由于施

肥较多
,

土层较松散
,

呈暗灰色
,

底 土现灰色
,

深耕容易
,

田水易起浆
,

干时龟裂小
,

抗旱性有了增

弦
。

黑泥 田由老泥田通过一系列施肥熟化措施而成
,

大部分在村庄周围
,

有机质舍量丰富
,

土壤

呈黑色
,

土体酥 J欧
,

犁耙方便
,

耕 田省力
,

土块容易溶散
,

禾苗返青快
。

;鸭屎泥田
、

烂碰 田是处在沼

泽或初期脱沼泽的发育阶段
,

可以 由原沼泽土发育而来
,

或由调水泡冬的耕作措施而成
。

有机质

不能彻底分解
,

土壤呈灰黑色或灰黑带青
,

土体糊烂
,

前者千时表层较疆
,

形成似鸭屎状的颗粒
,

又

象 “
炒螺蒜

” ,

犁耙不起浆
,

而后者土层胳年被水鲍和
,

通气不良
,

犁耕极为困难
,

禾苗不发兜
。

锅巴

田 由于高矿北度的侧流水
,

地下水以及过量施用石灰所引起的
,

因此
,

在土壤剖面内有石灰聚积
,

往往造成 田面板拮
,

物理粘构性能破坏
,

耕层之下出现坚硬的锅巴层 `钙积层 )
,

呈白色粉末状
,

撇

而或与跌子等胶拮在一起而 引起土壤性质恶化
,

而 引起致害作用
。

三
、

土壤的理化特性

石灰岩地区的各种土壤
,
由于发生演变的途径不同

,

土壤理化性质也各有特点
。

(一 ) 土壤的化学性厦及养分状况

华南石灰是担也区土壤的形成主要表现出富貂化过程的趋势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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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

母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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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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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一扛色石灰士

图 3 壮色石灰土及其水田胶体佳

招率比较 ( 5 10
:

/A l
:

o 。
)

(根据郭魁士费料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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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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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锅巴 田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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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清楚的看出石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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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缸色石灰土与砖杠缓性土化学性臀比较 (土体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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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和 p H 值相应提高的趋势 J 土壤往往 由于石灰聚积而养分难以发挥作用或引起有机质极度分解
c

就 田朋观察的情况米看
,
由于锅巴层的出现而土壤环境恶化

,

渝为低产土短暴
。

锅巴 田大致有三种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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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析者 : 中国科学院土嚷研究所分析室
。

表 9 备 地 耕 作 层 团 哭 体 分 析 比 较

福 号 当池名材:

爪耳
团 聚 体 % (毫 米 )

1一0
.

2 5 }0
.

2 5一 0
.

() 5
.

0 5一 0
.

了川 ( )
.

( J f一 0
.

0〔) l { < ()
.

0 0 1

分散系数
( % )

余占构系数
( % )

鹰冲

3 3 7斗l

3 3了3 8

3 3了3 5

(〕一 1 0

O一 2 0

0一 2 0

斗
.

5 12
.

2

15
.

6

13
.

6

3丁
.

6

3 1
.

8

3 1 3

3 2
.

0

庵0

l 吕
.

6 0
.

5

13 7

13 1

6
.

0

8 1
.

〔)

5 6
.

7

2 8
.

丁2

1 ` )
.

0

4 考
.

3

丁1
.

二8

l
泊一

…
!

泥番士
二
成油泥喂老镬

分析者 :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听分析室
。

成和团紧休的分析叶
,

(表 1 0 , 1 1 ) 可以看出
,

不 同类型水田的机械和
_

l成虽然比鞍接近
,

但彩
,
构们

:能

有鞍大变化
。

万刊巴型黑泥川 团 聚体舍量多
,

分散系数仪为 8
.

0 3 多
,

系占构系数达 9 1
.

9 7终
,

而岁: 泥田

的团 聚沐合量就诚少
,

分散系数增至 29
.

2。外
,

系占构系数则降为 70
.

80 外
。

另外
,

从黑泥田 与锹巴 田

枯构容亚比中 (表 1 2 ) 也可以看出
,

土壤熟化度愈高
,

粘构容重比就愈大
,

黑泥田熟化度高
,

拟、
构容

重比为 1
.

7 7
,

而锅巴 田熟化度差
,

桔构容重此则为 1
.

钊
。

同样从不 同肥型水 田的膨胀度
、

容正等物

l 2



表 1 0水 田 机 械 粗 成

蝙 号 当」也名称
深 度

(厘月份 )

各 救 板 粒 % (单 位 :毫 月幼

旧̀
1一 2 5 0 0

.

2三一 O5 0旧
.

05一 0
.

1 0一 o
·

01一 ()
·

0 05
.

0 05一 ()
.

1 0 0< 0
.

0 0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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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17

!…
o一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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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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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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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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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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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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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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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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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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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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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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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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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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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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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夕
.

0

3 7
.

5

7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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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夕5
.

0

.390..660415
二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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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l勺乙21争43 3夕Z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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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夕2 2

锅巴 l[]

0一 18

1 8一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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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苏一 1 0 0

`

;
.

:

3
.

0

2习
.

5

1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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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5

11
.

0

2 8
.

6

1丁
.

0

2 5
.

5

日气ùnU

…
1.L
O了O

ō5
1.ù, .土

nUCU

3 3 7 2 9

3 3 7 3 0

3 3 7 3 f

黑泥田

O一 15

15一2 5

2 5一 10 0

3多
.

6 6

,

;
.

: :: {

1 8
.

8

1丁
.

0

1 7
.

0

2夕
。

斗

2 3 0

2 7
.

0

1 6
.

2

2 0
.

0

1 5
.

0

6 4
.

4

6 0
.

0

5 9
。

0

分析者 :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先所分析生
。

表 11 水 田 团 聚 体 分 析 比 较

杨 号 当地名称
深 度
(厘米 )

团 聚 体 % (毫 来 )

1一 0
.

2 5
。

·

2 :一。
·

。 :

…
。

·

。。一 ( )
·

。
O

。

0 1一 0
.

〔) 0 1 < (1
.

() 0 1

分散
二

书数
( % )

箱构系数
咬% )

3 3 7 1 7

3 3夕2 0

3 3 7 2 9

黄沉 口{

姚巴田

黑泥田

O一 15

()一 1 8

O一 15

1 1
`

7

2 5
.

斗

3月
.

魂

2〔】
.

7

2 5 4

3斗
.

斗

5斗
.

1

2 6
.

2

2 3 6

1 0
. 孟卜

斗 2

1
.

3

2 9 2 0

1 4
.

6丁

8
.

0 3

7 0
.

8 0

8 5
.

3 3

9 1
.

, 7

分析者 : 中国科学院土煲研究所 ;处折室
。

表 12 黑 泥 田 与 翔 巴 田 (耕 层 )桔 倩 容 重 比

蝙 浸 水 容 重 桔构容重比

ō才声门净l了了.

份33 7 29

3 3 7 2 0

…
有 (裂)盾

…
`占“ 系 数

…:
一

:… … :
.

;: 0
.

5 2

0 5 7

分析者 : 中国科学院土褒研究所分析室
。

表 13 不同肥型水田 (耕层 )膨胀度的变化

士也 点 水田肥型
深 度
(厘米

.

)
土体含水量

( % )
材粒 (% ) 有机质 (% ) 容 重

吸 水 景
(每百克土 )

膨 胀 度
(每百克士 )

广西
z

卜乐

广西平乐

广西干乐

O= 2 0

0一 l斗

O一 1 8

4
.

2 7

2
.

83

3
.

4 8

3夕 6 7

3 0
.

5 2

3 3
.

6 2

1
.

5 8

3
.

夕O

斗
.

5 3

件7
.

5 5

::
3 9

,

4多
下

斗8
.

4 3

5
.

14

3
.

3 3

3
.

2 5

叮ó叮ó盯óH刀n刀口力低中高

理性厦测定中 (表 1 3 )
一

也可以得出一致的桔渝
。

四
、

石灰岩地区的土地利用和改土增产措施

(一 ) 因地因土种植
,

合理安排茬 口 石灰岩地 区旱地面积广阴而零碎
,

地不成片
,

坡陡
,

土

层浅薄
,

母岩裸露
,

但土壤肥力
’

校高
,

农业生产潜力大
,

只要合理安排
,

定会获得良好的产量
。

在坡陡土少而不宜农作的地 区应大力进行造林禄化
,

如摘木
、

青岗楔
、

金林李
、

囿叶扁柏
、

香

祷
、

槐树
、

桐油树和石栗等都是适宜石灰岩地 区生长的树种
,

且可改善小气候
,

减少水旱炎害和土

l 3



壤侵触等对农业生产的威胁
)

旱地( 密地) 以种植玉米为主
, r

艺耐旱而高产
,

其次有豆类
、

养麦
、

地瓜
、

麻类等
。

茬 口的安排在

南部应 为早王米一晚玉米一豌豆 ; 黄豆一晚玉米一小麦或荞麦 ; 早玉米一晚黄豆一小麦为主
。

在

北 部为 早王米一晚黄豆一冬阴 ;早玉米一晚玉米一冬 阴或冬季徐肥
,

或早黄豆一小麦或释肥为 扛
。

(二 ) 集构粳营土地 集豹利用土地是石灰岩地区充分利用光能和热能
、

扩大耕地 仙积
、

增

产才反食的措施之一
。

( l) 混种和套种 : 郎所稠
“
一种多收

, ’ ,

如根据作物习性进行高杆作物与蔓生作物 (王米
、

一

镬生

豆类和瓜菜 )社已种或套种
,

可以互为相彰
,

高杆可以作为蔓生作物的支架
,

而蔓生作物可以复盖地

而达到保持水土
,

以此增加复种指数
,

充分利用土地
,

增加单位面积产鱼
。

( 2 ) 穴星穴种
,

充分利川零星的土地
: “
石窿地 1) 是个宝

,

种上去
,

能长好
, , ,

这是草众的释脸

总粘
。
利用能种 几株或儿十株的星散零碎土地

, “
见键就插

, , 。

以达到广种多收的要求
,

除种械一 {3之

高杆作物如玉米等外
,

蔓生的豆类
、

瓜类 (如狗 爪豆
、

南瓜 … … )等
,

利用其栩旬的特点
,

充分利 )rJ

白然 空阴 的光能热员
,

生产实践征明可以得到丰
J女

。

(三 ) 改豆和提高土壤肥力的几种措施

(功 水分状况的改善和调前是嗜产的关杜措施
。

石灰岩地区地形条件特殊
,

水源分配不均

匀
,

易造成旱涝炎害
,

必须兴修水利
,

进行拧水灌 i既
。

石灰岩地区草众修筑水库已 有丰 富 的褪

脉
,

如寻找不漏水的岩层且有泉水涌出之处进行修筑小型的山塘水库以解决灌溉用水已有
二

位
! ,

范

例
。

另外
,

通过混种
、

套种等耕作措施和茬 口的按排
、

握济用水等也是重要的措施
。

实行套种
、

i儿

种
,

做到土不离根
、

根不离土
,

以保持地而 四季常青
,

特别是在作物生 关 旺期 的春
、

夏
、

秋 二季

保持地 而复盖
,

诚少土壤水分的蒸发
,

以利士壤保蓄水分
,

达到保敲作物正常生长而高产的门的
。

( 2 ) 水土保持是保护和提高土壤肥力的重要关键
。

土壤侵触不但破坏土壤肥力
,

而
_

几会把熟

化肥沃的耕层冲走而毁灭土壤
,

在石灰岩地 区更有其重要意义
,

因石灰岩地 区土层薄
,

土层下为
’
共

硬的某岩
,

侵触作川会把全部土壤及风化壳冲走
,

而使基岩全部裸露
,

丧失生产能力
,

因此
,

必项做

好梯 flT
,

正如窄众所况
: “
砌了墙崖

,

做好梯 田
,

子孙万代
,

有吃有穿
,

耕作方便
” ,

砚明 了水土保持的

重要众义
,

其方法是 用石砌墙崖
,

再铺土琪平
,

建立稳固性的农业墓地
。

(劝 石灰板桔 田 (规巴 l月 )的改良
,

必项根据其成因的不同
,

采取不同的措施
,

过多施用 石灰而

弓l起的应进行深耕
,

减少石灰施用量
,

增施有机肥料
,

冬种椽肥或压青的办法来改良
。
由侧流矿化

水引起的
,

除
_

L交鲜昔施以外
,

在其侧流水来源的上部开沟排除侧流物是其根本措施
。

地下水起原

的涂采取石灰板拈田 的改良措施外
、

实行浅灌
、

勤灌
,

冬季温田以防业地下水 I冬勺上升
。

( 4 ) 有机肥料和石灰的施用
。

增施有机肥料是改良土壤性质
、

提高土壤肥力
、

充分发抓 l二壤

扩物质养分作川的重要措施
。

耕作土壤一般有机质缺乏
,

土反粘重
,

拮构耕性不良
。

石灰岩地 区

野
’

!嘛肥负源丰富
,

种类繁多
,

可以充分利用以改良土壤耕性
,

提高土壤肥力
,

刺造良好的作物
’

!:

关的土嚷环境
。

石灰岩地 区石灰来源方便
,

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

因而施用很普遍
,

且量多
,

施 川时

与比他肥料配合哈当对增加生产起一定作用
。

但配合不当
,

不但得不到增产效果
,

反而使
几l: 块变

坏而 减产
。

石仄施用 的关批周题在于同有机肥料 (森肥拜冷捍还田及一般有机肥 ) 的密
一

切配
厂

合
,

9I]
l
弓

一

趾高产景
,

又可改良上壤的理化性盾
,

否 lllJ
,

单单大量施用石灰
,

田土会变硬
,

有机质遭到迅速分

解 而缺乏
,

理化性质变坏
、

土壤肥力降低
,

渝为低产土壤
,

囚此
,

石灰与有机质的密切关系是婀
,次己交

卜的亚要措施
。

{ ) 石窿地即为石灰岩地区岩体裸露
,

士粒仅在岩隙或洼处有残留的零碎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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