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 田 土 壤 的质 地 剖 面 类型 及 其 在 土 壤

基层分类和资源评价上的意义
,

— 以博 罗 县为例

何 同 康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土 城 研 究 所 )

广东省博罗县拥有的稻田
,

占全县耕 地 面 积 的

下5%左右
。

主要分布于冲积平原和低丘宽谷
。

土城的

成土母质
,

绝大多数是近代河流冲积物和山溪洪积物
,

也有一些是基岩风化残积物和坡积物
。

由于沉积和成

上时间较轰
,

并受各次沉积先后次序的影响
。

沂以
,

顺

粒组成不同的土层
,

往往就成为土城剖面的主要构造

单元
,

对土城性质
、

肥力状况和生产利用管理起到一

定影响
。

本文拟对一些主要土层的特点及其与土族生

产性能的关系
,

作一概略介绍
。

一
、

稻田土滚质地剖面类型

新近沉积物母质的稻 田土壤
,

其质地剖面可概分

为两类
。

一是均质 (地 )型
,

即从地表至一米深
,

通体

质地相同或相似 , 二是异质 (地 )型
,

即至一米深度
,

有

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不同质地土层出现
。

异质型质地剖面的构造单元
,

可归纳为耕层质地

层
, “

底
”

层质地层
, “

垫
”

层质地层
。

这里所谓的
“

底
”

层
,

是指耕层以下至 50 厘米内所出现的
、

土壤质地与

耕层不同的土层 , 取肋厘米作为界限
,

是因为作物根

系主要分布在这一深度以内
。 “

垫
,

层是指在50 一 100 厘

米间出现的
、

土坡质地与耕层不同的土层
。 .

底
” 、 “

垫 ,

层既可同时
,

也可各自分别在剖面中出现
。

耕层质地层及其特点
,
是组成和划分质地剖面类

型的基础
。

不同的
“

底
. 、 “

垫
. ,

与各种质地的耕层
,

可

以组合成若千种质地剖面型
。

各种质地剖面型的形成
,

与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有密切关

系
。

1
.

耕层质地类型和均质型剖面

沉积物母质的稻田土城以及早作土城
,

其耕层质

地的特点除取决于沉积时期的水文和环境条件外
,

还

不断地受局部洪涝和人为耕作灌溉的形响
。

人们在长

期生产实践中
,

根据耕层土镶各种质地的自然性质
,

结

合其在耕作管理和生产性能上的反映
,

归纳为三 大类
,

并进而将其与土地利用类型结合起来
,

称为沙田
、

沙

泥田
、

泥田
。

如仅从土壤顺粒组成看
,

就可知道这种

具有生产性能含义的质地分类
,

比土集物理学上的质

地分类要概括得多 (表 1 )
。

沙田
、

沙泥田
、

泥田各自的基本性质和生产性能
,

表 1 博 罗 县 稻 田 土 堆 颗 拉 组 成 平 均 值

(据 5 0个土壤剖面的耕层土壤 分析结果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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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博罗县 农业 局土壤 分析室分析 (比 重计法 )

主要体现在耕层的特点上
:

如剖面中有
“

底
” 、 “

垫
”

层

出现
,

则可能发生有利或不利的变化
,

因而
,

最能保

持耕层质地类型性质和生产性能的
,

当是通体质地相

同或相似的均质型剖面
。

在利用上
,

除均质型沙田有漏水
、

漏肥之虑外
,

沙

泥田和泥田均是耕性适宜
、

水气协调
、

保肥供肥好
,

生

产力很高的土壤
,

无论植稻或早作均可获好收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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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在起伏较级的一些低丘上
,

有由风化残积
,

物或坡积物形成的自然土城
,

大多也是均质型质地剖

面
。

辟为稻田或拼地局
,

因寒物质来城是风化程度较

高的物质
,

所以在利用上属史力较低的土澳
,

2
.

底
、

垫的成因和类型及弃质里例奋 一
_ ` 二

土城质地剖面中出现底和 (或 )垫
,

即构成异质型

剖面
。

据初步研究
,

底
、

垫的成因大体可分西类
:

·

( 1) 原有自然土城或羞岩风化壳的表层
,

经耕种

改造而有变化
,

但耕层以下仍保有原来的性质 ,

( 2) 冲积 (洪积 )物夜盖在残积 (坡积 )物上
,

由质

地不同的异薄物质重亚而形成 ,

( 3) 因冲积 (洪积 )作用
.

的多次沉积
,

、

由同镇非均

质沉积物重登而形成
。

(4 ) 由于自然上攘形成过程和耕种活动所形成
。

底
、

垫既可是一种成因也可是多种成因形成的
。

因

此应根据其性质分类
,
不宜按成因分类

。

据实际祠查

研究
,

可归纳
、

区分为下列十种主要底 (垫 )层
。

( l) 沙石底 (垫 )
:

大多出现在丘睦区的山澳谷地

中及丘陵与平原的交接地带
。

它的形成与洪积沉积物

有关
。

沙石底一般与沙田的耕层质地层构成剖面
。

由

于翻水
、

姆肥
,

因此也被称为漏底田
。

如沙石底 (垫 )

与沙泥田或与泥田的耕层质地层构成剖面
,

则生产力

可大幅度提商
,

水稻年亩产可达 1 2 00 斤左右①
。

(2 ) 沙泥底 (垫 )
:

指河流冲积的沙泥质沉积层
。

沙

泥底 (垫 )多与沙田的耕层质地层构成剖面
。

沙泥底沙

用的保水
、

保肥能力得到增强
,

其水稻产量一般较均

质沙田高出20 %左右
。

( 3) 黄沙泥底 (垫 )
:

是砂岩
,

特别是粉砂岩风化

产物经侵称 雄派
、 一

沉积后形成的
。

其黄色是铁质水

化的结果
,

获粒组乒以中
、

细粉砂为主
。

常参与组成
,

黄沙泥底沙田和黄沙泥鹿泥田等质地剖面型
,

保水
、

保

肥和通气
、

排水能力都较强
。

此外
,

黄沙泥底 (垫 )也

可与沙泥质的耕层构成黄沙泥底沙泥田的剖面型
。

将

其归入异质型剖面
,

是因为黄沙泥层比一般的沙泥质

耕层含有更多的粉砂顺粒
,

保水
、

保肥能力更高 , 还

因为
,

它具有鲜明的黄色
,

突出地表明了它的来源和

与周围环境条件的关系
。

黄沙泥底 (垫 )的沙田
、

沙泥

田
、

泥田的生产力都较高
,

水稻年亩产在千斤左右
。

但

如地下水位较高
,

则含粉砂粒多的黄沙泥层往往不利

于土内排水和通气
,

其生产力会不及均质沙泥田
,

甚

至还不及沙石底沙泥田的高
。

( 4) 黄泥底 (垫 )
:

有两种成因
。

一是来源于冲积

〔洪积 )的棕黄色泥质 (中坡一重集 )沉积物
,

当其以底

的形式出现时
,

土层厚度大多为 10 一 30 厘米 , 另一种

是
,

在残积 (坡积 )母质发育的红色土坡或风化壳上
,

菠

盖有不足一米厚的冲积 (洪积 )物
,

因两种异源物质透

水性不同
,

故在重叠结合部常有水分醋积
,

使该处铁

质水化而显黄色
,

这种黄泥层的色泽不均匀
,

可见残

存的红色斑点
。

黄泥底 (垫 )可与沙田
、

沙泥田的耕层共同构成黄

泥底 (垫 )沙田和黄泥底 (垫 )沙泥田 等质地剖面型
,

它

们的质地剖面分异很明显 (表 2 )
。

表 2 黄 泥 底 沙 田 和 黄 泥 底 沙 泥 田 剖 面 的 颗 拉 组 成 (粒径
:

毫米 )

土土 城城 深 度度 石 砾砾 各 级 , 粒 组 成 %%% 质 地地

名名 称称 (厘米 ))))))))))))))))))))))))))))))))))))))))))))))))))))))))))))))))))))))))))))))))))))))))))))))))))))) (卡庆斯斯
>>>>>>> 111 1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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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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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一

0
。

0 11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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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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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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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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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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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 泥 底底 0一 1 000 5
。

666 2 6
。

2 666 5 1
。

7 444 333 333 888 888 l 999 砂壤上上

沙沙 田田 10一 1777 7
。

666 1 2
。

7 777 6 0
。

2 666 999 333 666 999 1 888 砂壤 土土

111117一 3 888 8
。

999 3 5
。

0 666 4 5
。

9 444 666 222 666 555 1 333 砂 壤土土

33333 8一 7 00000 4
。

666 4 1
.

3 888 2 000 1 666 555 l 333 3 111 中壤上上

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黄黄 泥 底底 0一 1000 1
。

333 l 333 3666 1555 888 1 444 1444 4 000 中壤上上

沙沙 泥 田田 1 0一 2 22222 1 666 3 888 666 888 1 666 1666 4999 中壤土土

22222 2一 4 00000 1 444 3 222 555 777 1 999 2 333 6 222 重壤土土

44444 0一 5 55555 111 3 111 666 1555 1 999 2 88888 轻粘土
、、

注 . 博罗县农业局上坡分 析室分析 (比重计 法 )
。

具有黄泥底 (垫 )的沙 田
,

生产力明显高于均质沙

田 ,黄泥底沙泥田与均质沙泥田的生产力一般都较高
,

水稻年亩产均在千斤以上
,

如地下水位较高
,

则黄泥

J茂(垫 )反而有碍土内排水
,

生产力往往不如均质者
。

( 6) 红泥底
:
是低丘残积 (坡积 )物上发育的红色

土壤或风化壳
。

原为均质型剖面
。

在梯 田及串灌条件

下
,

因耕层粘粒易流失
,
表层质地逐渐轻粗 ; 同时

,

由

① 本文所述的产量
,

均 系 1 9 8 0年所采访的七十年代 后

期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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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耕作施肥
,

也可使耕层颜色变化
,

因此形成红泥底
。

因红色土集或风化壳的风化度高
,

所以红泥底型土集

的 自然肥力低
,

水稻产量中下等
。

(6 ) 白泥底 (垫 )
:

系指高岭土化的风化壳残积物
,

又称白峪泥
。

由花岗岩风化形成者
,

其中多少夹有石

英砂粒 , 砂岩
、

紫色岩
,

尤其是粉砂岩风化所形成者多

较致密
,

但不粘重
,

顺粒组成中以粉砂占优势
,

属中

坡一重壤质地
。

白泥层色呈灰白或杂色
,

大多以垫的

形式出现 , 但在冲积夜盖层较薄处
,

也可出现白泥底
。

白泥层肥力很低
,

其在剖面中的分布部位愈高
,

愈近耕

层
,

对水稻生长的不利影响愈大
。

(7 ) 黑泥底 (垫 )
.

为原有土集的有机质层被沉积

物摄盖所形成
,
多呈肩泥状

,

也有泥炭状的
。

有黑泥

底 (垫 )的土城
,

大多分布于山前交接洼地
、

古河道
、

古

自然堤外洼地或古湖荡地区
。
黑泥层厚 20 一 40 厘米

,

主要构成黑泥底沙田
、

黑泥底沙泥田等剖面型 , 还因

黑泥层的特殊性
,

可划分出黑泥底泥田的剖面型
,

并归

入异质型质地剖面
。

黑泥层由于质地粘重
、

有机质含盆高
,
因而保水

、

保肥力强
,

供肥潜力大 (表 3 )
。

黑 泥底 沙泥 田剖面 的有机质 含 皿 和 土 堆 顺牧 组成

各 级 顺 (粒径
:

毫米 )
质 地

(卡庆斯墓例 )

-山甲̀n,,jō J任ób一曰日八甘一一
j

C.一加卜
,̀一口门一一U,曰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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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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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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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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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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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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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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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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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一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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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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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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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5 9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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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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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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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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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博罗县农业局土城 分析 室分析 (颗粒分析
:
比 重计法 )

在各种黑泥底的土壤中
,

以黑泥底沙泥田的生产

力最高
,

水稻年亩产可 1 2 0 0斤以上
。

( 8) 焦沙底 (垫 )
:

多位于坡麓洪积扇下部或近河

的稍高地段
,

是由侧向潜流水携来的铁
、

锰在沙层中

淀积
、

胶结形成的
。

焦沙层绝大多数是 以底的形式参

与质地剖面组成
,

主要构成焦沙底沙田型剖面
,

其他

的很少见
。

由于焦沙层坚实度大并呈明显暗棕色
,

所以

也归入异质型剖面
。

焦沙底沙田生产力低
,

水稻年亩

产仅 50 0一 7 0 0斤
。

(9 ) 网格底 (垫 )
:

指具有铁质化网格的风化壳
,

是紫色砂页岩
、

紫色砂岩
,

及其他沉积岩的风化产物
,

常见于侵蚀残丘附近
。

网格层极为坚实
,

大多以垫的

形式出现在较深部位
,

因此对农林利用并无明显的影

响
。

( 10 ) 钙质硬底
:
仅见位于石灰岩

、

砂岩低山的山

前地带
,

土壤心土层受富含钙质的地下水长期浸渍
,

加

之常施用大最石灰
,

因此心土层中逐渐形成钙质硬层
,

称为钙质硬底
。

它多与沙泥质的耕层组成质地剖面
。

由

于该层硬结滞水
,

耕层也趋向板结
,

土壤p H值达 8
.

。一

8
.

5
,

因此土壤生产力低下
,

水稻年亩产不足 000 斤
。

以上所述表明
,

沉积物母质稻 田土壤的质地剖面

型
,

应是影响土壤生产力高低的因素之一
。

因此
,

在

土壤基层分类和土壤资源评价上
,

都应予注意并适当

处理
。

二
、

质地倒面型在土坡荟层分类和

土滚资娜评价上的意义

成土母质
,

特别是新近沉积物母质的成因类型 (物

质来源.)及其组成特点
,

表层质地类型
,

以及质地剖面

型等
,

对稻田 土坡的性质和土坡生产力都有重要影响
。

根据初步研究
,

认为
,

应将上述由成土母质所赋予的

自然属性以及其他因素
,

分别作为土坡基层分类单元

土种和变种的分类依据〔 1 , 2 〕
。

稻 田土壤质地剖面的耕层质地特点
,
不仅是组成

和划分质地剖面型的基础
,
是质地剖面构造单元中最

重要的单元
,

而且对土城的其他性质和土壤生产性能

有极重要的影响 , 同时
,

在耕种条件下
,

耕层土城的

性质必然会有所变化
,

这种由于耕作措施而促成的
、

有

利于作物栽培的变化以及所获得的新的特性
,
就是所

谓的土壤熟化
,

它与具有生产性能含义的质地类型的

内容
,

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融合的
,

但又不能等同起

来
。

因此
,

土壤基层分类的主要单元土种
,

应以耕层

土壤质地类型和熟化程度作为划分依据
。

变种是反映土种范围内变化的最小分类单元
。

对

新近沉积物母层的稻田土壤而育
,

在耕层质地类型和

熟化程度一致的情况下
,

这种变化主要是反映在剖面

2 2了



中部的差异上
,

对土镶生产性能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

例

如
,

贫泥底沙田由于劫强了保水
、

保肥能力
,

以致生

产力明显高于均质沙田
,

沙石底沙田又称漏底田
,

生产

力又比均质沙田低 , 又如
,

黄泥底沙泥田因土内排水

不杨
,
生产力稍进于均质沙泥田

,

等等
。

虽然
,

这些

质地例面型的变化
,

还不会根本改变由耕层质地类型

和熟化程度所决定的那些墓本特性
,

但却能影响需要

采取的管理措施
,

或所获得的效益
。

因此
,

质地剖面

型可作为划分土城变种的依据
。

稻田土城的质地剖面型
,

在土坡资源评价上也有

一定愈义
。

土城资源评价的实质是
,

按土壤生产力的

高低
,

对各种土族进行再分类
,

并将它们排列到等级

系统中
。

在耕种条件下
,

对土坡生产力高低的分析和

判别
,

不仅要根据土镶自然属性的差别
,

主要是土城

表层性质的差别
,

还需要考虑人为因素的重要作用在

土坡性质上的反映
,

即土坡表层经耕种活动后所获得

的新的特性
。

因此
,

只有把耕层质地类型和耕种熟化

程度作为评价的依据
,

才有可能对土壤生产力状况作

出正确的分等
。

这与土壤基层分类主要单元土种的划

分依据是一致的
。

此外
,

土坡生产潜力大小和发掘难易
,

也决定于

质地剖面型
,

并与社会经济因素和技术措施有关
,

在

评价过程中应充分注意
。

例如
,

在博罗县
,

对耕种土壤共评定为四个等
,

以

I等为最优
,

每等可续分三级
。

对中等熟化程度的沙

泥田
,

评定为 I 等后
,

再根据各种质地剖面型评定级
。

如果现有的自然
一
经济条件比较稳定

,

可以着重从质地

剖面型的特点和现实生产力的差别评定
,

将均质剖面

和黄泥底者都列为一级 ( 1 1 )
,

沙石底者 列 为 三 级

( 1
3 )

,

缺二级 ( 1 2 )
。

如果生产条件近期有可能改变
,

则应重视质地剖面型在调节土壤生产潜力上的作 用
。

如象灌溉水源有进一步保证
,

施肥水平可望提高
,

就

应将土内排水稍差的黄泥底沙泥田调整为 1 2 ,

其余不

变 , 又如
,

由于人为原因引起地下水位大幅度提高 (如

水库大坝以下附近地区 )
,

或易涝地区近期不可能提高

排涝能力
,

那么
,

就应当将沙石底沙泥田调升为 1 2 ,

黄

泥底者降为 1 3 ,

均质沙泥田仍为 1
1 。

三
、

结 语

博罗县的稻田
,

主要分布在冲积一洪积新近沉积

物上
。

由于沉积物的顺粒组成比较轻粗
,

所以
,

本区

冲积土 (草甸土 )的发育程度也很低
。

辟为稻田 后
,

虽

经人为耕作及定向改造和培育
,

但因受稳定性较高的

土壤顺粒组成特性的影响
,

以致稻田土壤的剖面性征

及其生产力状况
,

仍然反映出受质地剖面构造制约的

特点
。

因此
,

初步认为
,

在研究新近沉积物母质的稻日j

土壤时
,

首先应当对它们的质地剖面构造型作出归纳

和分类
,

只 有通过对质地剖面型特点的分析
,

才有可

能进一步去剖析和认识各种稻田土壤在性质上和生产

力上发生差异的原因 , 并为研究和制定发掘土壤生产

潜力的措施提供依据
。

所以
,

质地剖面型在土埃基层

分类和土壤资源评价上都具有一 定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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