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化青紫泥的地面高程在 3米以上
,

地下水位为

t 00 厘米左右
,

潜育层下降到 80 厘米 以下
,

耕作层围旱

后
,

由还原状态的棕灰色
,

转变为氧化状态的浅黄棕至

黄棕色
,

有鳝血状 出现
,

蚕砂状结构
,

音叮面发育完整
,

淋榕作用增强
,

斑纹层形成
,

全剖面呈浅黄色或黄棕

色
。

耕层土壤的机械组成
,

沼泽青紫泥粗粉级含量约

为卿 %
,

粘粒为23 %
。

脱沼青紫泥粗粉级为50 %
,

粘

粒为 22 %
。

黄化青紫泥粗粉级为 51 %
,

粘粒为 2 2 %
。

由于青紫泥脱沼过程较长
,
耕种历史久

,

长期施用河

泥和草塘泥
,

使粗粉级含量逐渐提高
。

青紫泥水稻土的土壤水分状况
:

土壤中的有效水

分
,

取决于凋篓含水量和田间持水的大小
,

而凋萎含

水量
,
一般随土壤质地粘重而提高

。

田间持水量除受

土壤质地影响外
,

还受有机质
、

孔隙度的影响
。 _

沼泽

青紫泥处于较低的地形部位
,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丰富
,

粘粒含量
一

也偏高
,

因此耕层的吸湿系数
,

凋萎系数
、

总孔隙度以及田间持水量
、

土壤收缩率都具有较高的

数值
,

所以它具有较强的囊水性能
。

脱
一

沼青紫泥所测

定的土述数值偏低
,

而黄化青紫泥则更低
,

可见土壤

水分
,
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

,

还与地形变化
,

土壤理

化性状有关
,

特别是受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
。

因此随着

水早轮作的发展
,

提高了土壤的熟化度
,

改善了土壤

性质
,

使囊水 由变为爽水田
,

使沼泽青紫泥向脱沼青

紫泥
,

黄化青紫泥熟化方 向演变
。

青紫泥水稻土养分状 况
:

据测定
:

沼泽青紫泥含有

机质为 5
.

6一 6
.

7% ;脱沼青紫泥为连一 5% ;黄化青紫泥

则为 3一4%
。

有机质的含量
,

是随土壤熟化度提高而

相应减少
。

从河定有机质氧化稳定性显示出
,

沼泽青

紫泥氧化稳定性 > 脱沼青紫泥 > 黄化青紫泥
。

氧化稳

定数值的大小
,

反映土壤有机质矿化难易的程度
,

数

值大有机质则不易矿化
,

可见沼泽青紫泥和脱沼青紫

泥有机质含量高
,

形成潜在养分高
,

而有效养分低
,

黄化青紫泥雄定系数小
,

潜在养分低
,

有效养分高
。

有机质与全氮的关系
,

反映碳的平衡间题
。

就 C厂N 比

而言
,

沼泽青紫泥> 脱沼青紫泥 > 黄化青紫泥
,

磷素

含量与土壤熟化度的高低 密切 相 关
,

全 磷含 量 可

从。
.

08 %增到 。
.

22 %
,

有效磷的含量由` 了4 p p m 可增

加到 60
.

7 5 p p m
,

可见不同类型青紫泥
,

具有不 !司的理

化性状
,

反映土壤养分供应强度的差异性
,

为此在研

究土壤分类时
,

同时要研究土壤的属性
,

确定土壤类

型
,

从而相应的提 出适合不 同土壤的农业技术措施
,

改良和培肥土壤
,

建立高产稳产农田
。

福 建 耕 作
一

土 壤 的 基 层 类
一

型

福建农学院土壤组

根据本省土壤发育的地域性特点
,

在农业土壤的

葵层分类中
, 以土壤中物质运动的形态学特征为主要

依据
,

如层理发生特点
,

新生体的性状以及心土层的

特征
,

特别是 3。厘米 以上的土层特点
,

对本省的水稻

土
、

红壤
、

滨海沙土和滨海盐土 进行分类
。

水稻土可大致分为十一种
。

(1 ) 乌泥田有桔红色

锈理锈纹并按其心土层的性状续分为乌泥田
、

青格
、

黄

格和沙格乌泥田四种
。

( 2) 乌沙田有褐红色一黄褐色

锈斑纹和
“

夜潮
”

现象
,

并根据下层母质的特点续分为

黄底
、

青底
、

和典型的乌沙田三种
。

(3 ) 灰泥田有渍状

黄锈斑纹
,

根据心土层的性状和生产上的障碍性续分

方 (典型 )灰泥田
、

青格
、

黄格
、

沙格和盐斑灰泥田五种
。

汉 ) 烂泥田的主要特点为
,

冷
、

烂
、

锈
、

酸
,

可根据不同

障碍因素续分为 (典型 )烂泥田 (浅底的 )
,

锈酸田
,

冷浆

田 和沙底烂泥 田四种
。

(5 ) 黄泥田中含有黄色的氢氧

化铁
,

全剖面以灰黄一土黄色为主
,

再按不 同的生产

性状续分为典型的黄泥田
、

浅格
、

淀性和核状黄泥田

四种
。

( 6) 白鲜土田具有黄白
,

红白色相间的心土 网

纹层
,

(7 ) 沙质 田为河流冲积相母质发育的土壤
,

土层

分化不明显
,

淀浆性强和养分缺乏
,

特别是钾素缺乏
。

再按土壤中铁化物的存在形态和剖面构造特点续分为

沙质 田
、

灰沙 田
、

漏沙 田和白沙田
、

青沙田五种
,

前三

种铁化物呈黄色
,

而白沙田则
_

明显缺铁
,

青沙田 呈乌青

色
。

(8 ) 红泥田由红壤发育而成
,

底层铁化物保持其原

有的形态
,

根据铁的变化续分为典型的红泥田
、

青格田

和 红沙 田三种
。

(9 ) 紫泥 田主要发育于紫色砂页岩母

质
,

土壤中的矿物质以锰居主导地位
,

根据其农业性

状续分为紫泥田
,

香灰紫泥 田和紫泥沙田三种
。

( 10 )石

灰泥田系石灰岩地区的水稻土
,

全剖面均有石灰反应
,

根据钙的不同积聚形态续分为典型的石灰泥 册
,

石灰

板结田和锅 巴 田三种
。

( 11 )青泥 田
,

全剖面为灰青色
,

根据低铁和不同物质的结合形态续分为乌青泥 田 (主

要与腐殖质类结合 )
,

盐渍青泥田 (主要与硫化物结合 )

以及典型的青泥 田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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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绝大部分的早耕地为
:

丘陵地红壤和滨海沙

土
。

丘陵地红壤可很据剖面形态发育的特点续分为暗

红土
、

浅格红土
、

红沙土
、

赤土和赤沙土等五种
。

滨海沙土可根据其水文状况分为潮沙土 , 黄沙上

和火沙土等三种
。

滨海盐土根据土壤含盐量和地下水矿化度
,

水位

及其对生产性能的影响分为
:

盐斑土及盐渍土
。

盐斑

土的土壤表层氯化钠含量小于 。
。

2%
,

但地下水 位 高

( 州交以内 ) ; 氯化钠含量 ) 2
。 。一 2

.

5克 /升
,

旱季有局

部返盐死苗现象
。

盐渍土的土壤表层氯化钠含量等于

或大于 0
.

2%
。

水稻土青泥层的形成条件及其在分类中的地位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青泥层又称潜育层
、

还原层 (不是一般淹水条件下

的耕作还原层 ) ,
是一部分水稻土中剖面形态的一个重

要特征
,

是水稻土 中的一个不良层次
。

水稻土是否有

青泥层发育以及青泥层发育的状况如何对于水稻土的

生产性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因此
,

研究青泥层的

形成条件
、

特征特性 以及在分类上的地位等
,

对于研

究水稻土和稻 田改良有很重要的意义
。

一
、

青泥层的特性和形成条件

青泥层都是受水还原所产生 的
。

它的受水特点
,

是水在青泥层 中基本上处于不移动状态
,
因而使这个

土层具有强烈 的或比较强烈的还原作用 ; 相反
,

如果

上体中的水分是经常运动的
,

则不产生青泥层
。

这一

点在观测中得到充分证明
,

凡是有青泥层发育的
,

这

种土壤测定田间渗漏量几等于零
,

在大于常压 5。毫巴

以 内的气压下完全不透过气体
,

而象漂洗层
、

氧化淀

积层等则均有一定的透气性能
夕

由于上述青泥层的特性
,

青泥层必须在一定环境

条件下才得以形成
。

在一个微域地形范围内青泥层处

于柑对低注的地段上的土壤内
,

只有在这个地段上土

浓内部的水分才具有不活动的条件
,

即在土壤内部的

排水极不良的情况下才产生
。

在低洼的地 段水 的存

在状况也不一样
,

因而又在水稻土部面中分别形成全

层青泥
、

底层青泥及中层青泥等儿种类型
。

全层青泥

及底层青泥都是由于不活动的地下水位高所造成的
。

全层青泥地下水达于地表或接近地表
,

即成为汾泥田

或冷浸 田
。

当地下
、

水位的出现略低时
,

则形成为底层

青泥
。

中层青泥是指紧掇于犁底层或耕作层之下所形

成的青泥薄层
,

常见厚度为十至二
、
三十厘米不等

,

在这种青泥层下面又出现其他土壤层次
。

中层青泥的

形成除了排水不 良这个重要客观 因素以外
,

还有土壤

质地
,

种植制度和灌溉技术等
。

申层青泥的土壤质地

均为粘土或重壤土
,

土壤的孔隙很小
,

土粒间所存在

的水分很少运动
,

在 土体中形成 一个滞水层
,

不透水
、

不透气
。

在种植制度上一般为长期淹水的冬水田或双

季稻 田
。

长期淹水的冬水娜所形成的青泥层常直接与

耕作层相连接
,

同时厚度也较大
`
由于种植双季稻而

形成中层青泥
,

,

只有在双季稻生育中全期淹灌的条件

下产生
,

特别是在高温季节 田间有无龟裂十分重要
。

如果土壤龟裂
,

而且裂缝较深
,

通气较好
,

不易产生

青泥层
,

实际上
,

只有高温季节〔主要是七
、

八
、

九月 )

才易于在脱水后产生龟裂
,

到十月 以后
,

因温度较低
,

不可能造成田 间大龟裂
、

仪仅在表层土有小龟裂
,

这

种龟裂影响不到中层青泥
。

一般双季稻要到十月下旬

或十一月 才能收获
,
如果经常脱水较迟

,

就能形成中

层青泥
。

上述现象由于双季稻的发展而有所增加
,

因

而也是土壤培肥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

二
、

青泥层在水稻土分类上的地位

一个土壤类型应当是在形态上具有显著的特征
,

在土壤改良上有一定的方向
,

在土壤利用上有一定的

特点
,
这对于农业土壤来说尤为重要

,

有青泥层的水稻

土从上述三个条件来说都是具备的

青泥层的形态特征是明显的
,

除上所述外
,
其自

然土色一般是深而暗
,

常近于青色
。

青泥层一般结构不

良
,

即上粒处于分散状态
,

空隙被水分充满
,

由于这

个原因
,

冷浸法泥 田土壤的坚实度极小
,

甚至达到人

畜不能下田的程度
。

一般的中层青泥也有较软的特征
。

在这一层中几乎很难找到植物根系和各种氧化物新生

体
。

这层土壤干后的物理反应是收缩性极大
,

浮松的

冷浸谤泥田
,

可以收缩到原有容积的切一 50 %
,

一般

青泥层 也可收缩到切一 1 5%
。

所以具有中层青泥的水

稻土一经大龟裂后
,

往往就成为漏水田
。

1

在具有青泥层的水稻土上
,

作物生长极为缓慢
;

这

主要是由于泥温低
、

土壤缺氧和过多的还原物质所造

成、 有机肥料不易分解
,

化肥也不易吸收
。

这些现象

J 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