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畜牧场土壤物理性质及其改良途径

声淑英 杨兴邦 谭军 陈东 民

(广东省土坡 研究所 )

光明华侨畜牧场位于广东省宝安县北部
,

紧靠深圳特区
。

具高温多雨的南亚热带生物气

候条件
。

地形末部高
,

西南低
,

以丘陵为主
。

该场在发展畜牧的同时
,

综合经营农
、

林
、

渔生

产
,

并致力于人工生态农场的建设
。

土壤物理性质是土壤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它
一

与丘陵土壤的肥力状况
、

水土保

持及利用改 良都有密切的关系
。

因此是建设人工生态农场所必须研究的课题
,

我们做了一些

工作
,

试作如下探讨
。

一
、

丘陵土壤基本物理性质 :

这 里着重探讨对丘陵土壤基本物理性质影响较大的土壤颗粒组成
、

土壤结构特性
、

土雄孔

隙状况和土壤透水性能几方面
。

(一 ) 土坡颗粒组成 该场的成土母质以砂岩为主
,

还有砂页岩
、

页岩
、

花岗岩等
。

不但

形成发育在不同母质上的土壤颗粒组成有差异
,

即使相同母质发育的土壤
,

也往往因地形地

貌和利用现状的不同而有差别
。

页岩母质发育的土壤
,

石砾少
,

半风化母质较松软
,

颗粒较

细
;
花岗岩母质发育的土壤

,

石砾多
,

半风化母质含大量石英砂
,

一

颗粒较粗 ; 砂岩母质发育

的土壤
,

砾石不多
,

颗粒的粗细则介于上二者之间
。

从就地风化的 自然土壤来看
,

页岩母质发育的赤红壤剖面
,

土壤颗粒组成以粉粒为主
,

其

数量约占一 半
。

表土 中
,

粗粉粒 ( 。
.

05 一 0
.

01 毫米颗粒 )略多于细粉粒 ( 0
.

01 一 。
.

0 01 毫米颗粒 ) ;

心
、

底土中
,

细粉粒显然多于粗粉粒
。

居次要的颗粒
,

在表土是 1一。
.

05 毫米直径的砂粒
,

在

心
、

底土是 < 0
.

00 1毫米的粘粒
。

土壤剖面质她为轻石质中壤土至轻石质粘土
。 .

在花岗岩母质上发育的赤红壤
,

不但> 3毫米的石砾含量很多
,

占土体的 15 %左右
,

而且

3 毫米以下的土壤颗粒
,

砂粒占60 %左右
,

其中粗砂又 比细砂多
。

粉粒含量在 20 一 25 %之间

变化
,

粗粉粒和细粉粒比例相近
。

粘粒数最最少
,

在 1 0一 20 %之间变化
。

土壤剖面质地为重

石质轻壤土和重石质中壤土
。

砂岩发育的赤红壤
,
石砾的含量不多

,

但土壤颗粒组成亦以砂粒为主
,

表土砂粒含量与
户

花岗岩母质发育的上壤相近
,

心土砂粒则较少
,

在 50 %以下
。

粉粒百分含量则较花岗岩母质

发育的土壤略多
,

在 20 一 30 %之间变化
,

且以细粉粒方主
。

因此
,

砂岩发育的土壤即使 ( 。
.

0 01

毫米粘粒与花岗岩发育者相近
,

而 < 。
.

01 毫米物理性粘粒含量则 比花岗岩发户者为多
,

表
、

心

土的质地
,

分别为轻石质 中壤土和中石质重壤土
。

从耕科日二壤来看
,

,

丘间平原的回早田
,

土壤质地一般都比自然赤红壤轻一级
。

不论什么

毋质
,

< .0 0 01 毫米粘粒都比自然土壤少一半
。

< o
·

01 毫米物理性粘粒
,

页岩和砂岩地区的耕

地土壤比自然土壤少 40 一 60 %
,

花岗岩地区的耕地土壤则比自然土壤少 25 一 30 %
。

产生这种

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洪积冲积过程大小颗粒的分选作用

,

耕作利用过程的沙化作用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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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感响
。

页岩地区的耕种土壤
,

细砂粒和粗粉粒占绝对优势
,

在种植水稻又少施有机肥的情

况下
,

往往形成结粉田
。

砂岩地区回早 田的砂化现象比较严重
,

砂粒占顺粒组成的60 一70 %以上
,

而且以 1一 0
.

25

毫米的粗砂为主 , 粉粒含量比自然赤红壤略少
,

在 1 5一 20 %之间变化
。

花岗岩地区的回早田
, 1一。

.

25 毫米粗砂比自然土壤多
,

颗粒组成亦 以砂粒为主
,

占6 5一

7 0 % , 粉粒与自然土城差别不大
,

占百分组成的 20 一 25 %
。

在亚热带地区高温多雨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土壤的淋溶作用很明显
,

因此土壤剖面的粘

粒含量大都是表土 < 心土 < 底土
。

但垂直变化的大小则因母岩不同而异
。

页岩发育的土壤
,

粘

粒垂直变幅较宽
,

在 8一 30 %之间变化 , 花岗岩和砂岩发育的土壤
,

垂直变幅较小
,

在 7一 20 %

之间变化 (见表 1 )
。

总之
,

不同母质土壤的顺粒组成是有差异的
。

大体来说
,

页岩母质土壤是一种类型
,

砂岩

和花岗岩母质土壤是另一种类型
,

由于它们顺粒组成有差别
,

土壤的物理性质也就有所不同
。

(二 ) 徽团旅体状况 光明畜收场土壤微团聚体含量变幅较大
, 、 .0 0 01 毫 米 者在 4 0一

表 2 光 明 畜 牧 场 丘 陵 土 壤 微 团 聚 体 含 t
斗

> 0
。

0 0 1 1一 0
。

0 1

< 0
.

00 1 `或米 ( % )
’

或米 ( % )

此七甲̀0.0口确O八U内口,二口O
. ..

……
ù勺̀叹八.ō了nOO口.勺J,ōó。卜ō了O甘。t0.ōb七口几七.甘9

。
0

2 1
。

5

6 8
。

9

4 9
。

2

4
。

7 7 5
。

3

结 粉田改早地 } 巧一 30 { 0
.

6 41
.

2 9
。

5 9
。

3

3 0一5 0
.

0 3 8
。

9

2 7
。

3

2 0
。

0 7
。

7 1 0
。

0

8
。

7

2 0
。

4

6 9
。

1

5 8
。

9

硫松草地

未 垦

0 一3 0

30一 9 0

2 6
。

6

2 0
。

8

2 4
。

5

1 4
。

1

1 1
。

7 2
。

9 3
。

3 5
。

7 6 2
。

8

1 0
。

1 3
。

9 6
。

4 2 2
。

8 4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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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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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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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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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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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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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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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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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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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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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6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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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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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9

5 1
。

3

4 5
。

6

4 7
。

5

4 1
。

0

6
。

5 4 3
。

8 3 7
。

1

岩砂岩

* 1一 0
.

2 5奎米粒径徽团获体含 t 是用卡庆斯基法分析徽团滚体时所得的数值减去用吸管法 分析硕 粒组成所得

祖砂的致值而来
。

8 1



知外之间变化 !1二0
.

01 毫米者在 3 3斗 7 % 5之间变化
、

1

主要受母质类型
、

肥力状况
、

发育程度

和利用现状所影响
。

未垦荒地中
,

表土一般比心
、

底土高 5一 20 %
,

而且以页岩发育的赤红壤

含量最高
,

,

:

花岗岩次之
,

砂岩最少
。

在地形
、

母质和秘用方向基本一致的前提下
,

肥力高的

赤红城较肥力低者多 10 %左右
。

赤红坡开垦种植后
,

微团聚体有所减少
,

一般降低 10 一 Z d% ,

(表 2 )
。 , ’

( 三 ) 水稚性团班体 土壤结构是重耍的土壤物理性质
,

从农学观点出发
,

水稳性团聚体

是有肥力
,

意义的土壤结构体
,

是评价土壤物理性质的有效指标
`
从光明农牧场的土壤分析资

料来看
,

`
、

月一 2
、

2一 1
、

1一。
.

5
、

。
.

5一。 `

25 毫米各级团聚体的总量在 35 一 80 %之间变化
,

少 1毫米大粒径团聚体含量在 5一 65 %之间变化
,

变幅是比较大的
,

这主要与土壤母质类型
、

利

用现状和肥力状况有关
。

’
: 从不同母质的自然赤红壤与不同母质的耕种土镶来看

,

无论是 0
.

25 毫米或是 1毫米的

团聚体
,

都是发育于页岩上者为最多
,

发育于砂岩上者次之
,

发育于花询岩者最少
。

例如
,

页岩

地区赤红城的代表剖面光
。 。
表土广

:
_

o
一

2石毫米团聚体总量为 7了
.

4 %
,

其中沐 1毫米大粒经团聚

体含量为6 4% , 砂岩地区赤红粤的炸表部面光
:
表土

, 乡 ”
·
“ ”毫米团聚体总量为“ ”

·

“ %
,

「

一

1

毫米团聚体含量为 36
.

5 % ; 花岗岩地忆赤红坡剖面光
; 。
表土

, 0
.

25 毫 米 团 聚 体 总量伪
53

.

咖
,

州庵米团聚体含量为
3 1

.

: %丁都表现出团聚体含量与母质有关的变化规律
。

丘间平原回拿土壤的团聚体含量一般比相伺母质的自然土壤低得多
,

但 0
.

25 毫米团聚

体总量不一定能反映与母质的相关关系
,

一

l毫米团聚体则能较好地反映出变化规律来
。

培肥

熟化得好的耕种赤红壤
,

水稳性团聚体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
,

而且有所增加
。

如光
。 。
的

一

。
.

25

毫米和
一

l毫米团聚体含量比相同母质的光
: :
赤红坡荒地和光

。 :
赤红壤撩荒地都 高 得 多 (表

3 )
。

表 3 赤 红 壤 荒 地 与 耕 地 土 壤 水 稳 性 团 聚 体 含 里
*

饭

各级 团菜体含盈 ( % )( 粒径 : 毫米 )

剖面号码
{ 母质类型

土城类型 及

利用现状

一> .0 25 毫米

{ 团聚体 ( % )
一

{

> 1 毫米

团滚体 ( % )

光“ 表土

光。吕心土

光 07 表土

光 11 表土

光 “ 底土

光 。 、表土

光。 : 表土

光 10 表土

光 。表土

赤红城荒地

同 上

结粉田改早地

赤红城荒地

同 上

,

早作撩荒地

高产象草地

赤红城荒地

1 5

1 2

。
1 1 0

。
9

1一 0
·

5 ! o
·
5一0

·
2 5 : < o

·

2 5

{ {

9
。

9 3
。

9
,

2 2
.

6

9
·

3 } 4
·

2
.

30
.

5

一 ,

7
·

4 { 14
·

6
.

6 3
.

1

1 7
。

0 7
。

0 3 9
。

4

l 一

2 0
。

9 8
.

8 5 8
.

9

37
.

4 { 1 2
.

6
「

。 5
.

4
『

3 3
·

7 { 通
·

8 {
.

1 8
·

4

1 6
。

8 6
。

1 : 4 6
.

0

7 7
。

4 6 3
。

6

6 9
。

5 5 6
。

0

6
。 7

8
。

2

1 4
。

9

6 0
。

6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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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当 t 孔橄状况 土坡孔隙数量及其不同孔径组合是影响土壤通气
、

透水
、

保水
、

保

肥
、

根系伸长和水土保持的重要因素
。

丘陇地区土壤孔隙的总特征是总孔隙度不高
,

一般在

3 5一勃 %之间变化 : 毛管孔隙度在30 一 48 %之间变化 ;非毛管孔隙在 0
.

6一 6
.

0 %之间变化
。

毛

管孔隙中 。
.

00 5毫米的细孔隙占2 3/
,

`

。
.

00 5毫米的中孔隙只 占1/ 3
。

但在不同土壤母质上发育的 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
,

由于颗粒组成和结构状 况的不同
,

土

令



壤孔隙性质就有所差别
。

页岩母质发育的土壤
,

总孔隙度和毛管孔隙度都较花岗岩及砂岩发
育者多

,

而非毛管孔隙则较砂岩和花岗岩发育者少
。

耕作土壤孔隙状况的变化
,

主要是非毛

管孔隙明显地增多
,

0
.

00 5毫米细孔隙有所减少 (表 4 )
。

表 4 不 同 母 质 赤 红 壤 与 耕 种 赤 红
,

壤 当 量 孔 隙
苦

状 况

剖 面 号
母 质

类 型

土城类型

及利用 现状

各级孔隙容积 ( % )( 孔径
:

毫米 ) l
。

2一 0
。

0 0 5

一>1
1 。 2一 O

。

0 5一
0

.

0 5
1

0
。
0 05

< 0
。

0 05 毫米 孔隙 ( % )

毛管孔

晾 ( % )

非毛管

孔隙 ( % )

容重 (克

/厘米勺

光 8表土

光 ? 表土

光 11 表土

光 。 1表土

光 0s 表土

光 10 表土

光 。 表土

页岩
{

赤红壤荒地

页岩 结粉 田改早地

砂岩 { 赤红城荒地

砂岩 早作撩花地

砂岩 高产象草地

花 岗岩 赤 红壤 荒地

花岗岩 砂质 田改 早地

·

2 }

一
` 0 1

一

3 2

5 ,. 4 4 5
.

4 7 3 7
。

8 7

2 7 。
9 7

1 0
。

9 1

9 。
1 1

4 8
。

7 8

3 7
。

0 8

0
。

6 0

总子L隙

(% )
一

4 9
。

3 8

40
。

4 0

4
。

5 4

6
。

1 7

1 0
。

5 7

6
。

7 3

5
。

5 0

1 3

2 0

1 3 。
5 9

3 1
.

6 0
.

3 ,
.

7 2
一

4
。

5 4

6
。

1 7

36
。

1 4

3 7
。

8 9

1
。 5 2

1
。

6 4

1
。

5 9

1
。 4 2

1
。

3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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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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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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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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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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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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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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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 一

4 6
。

2 0

O口O口.bo口一勺n
ù
只ù月̀

.

…
0

。

7 1

2 。
8 2 4 一5 1

6
。

4 5

7
。

3 4 1 1
。

8 5

1 1
。

7 5

4 5
。

7 4

5
.

30 2 1
。

7 3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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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压法侧定
。

随着孔隙组成的变化
,

土壤水分状况也发生相应变化
。

无论是自然含水量
、

饱和含水量

和 田间持水量都是页岩母质发育的赤红壤高于花岗岩母质发育的赤红壤和 砂岩母质发育的赤

红壤
,

而且
、

荒地又 比耕地高
。

( 五 ) 土壤渗透性能 上壤大孔隙中的水分受重力影响而向下移动所造成的渗透性
,

对丘

陵土壤水分 的贮存
、

抗早能力以及水土保持都有着密切的影响
。

从总的来看
,

光明农牧场丘

陵土壤的渗透性能都较好
,

但渗透系数的变幅很大
,

最低者只有。
.

04 厘米 /小时
,

最高 者 达

45
.

21 厘米 /小时
,

相差一千多倍
,

一般在 2一 10 厘米 /小时之间 (表 5 )
。

导致这些土壤渗透性

能明显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

主要是土壤结构
、

孔隙等不同所致
。

一般情况是
:
非毛管孔

隙度称大
,

渗透系数就愈大
。

如光
。 。 、

光
; :
和光

。 。

表土
,

同为砂岩母质发育
,

利用方式分别

为果早地
、

荒地和牧草地
,

它们
、

1毫米水稳性团聚体的含量分别为 6
.

6 %
、

i3(
.

5 %和 4 3
.

1 %
;

它们的非毛管孔隙度分别为 8
.

9 4 %
、

4
.

54 %和 0
.

71 %
,

它们表土的渗透系数分 别 为 45
.

21 厘

米 /小时
、

9
.

6 3厘米 /小时和 6
.

01 厘米 /小时
。

成土母质不同
,

对土壤渗透性能也有一定影响
。

丘陵荒地的渗透系数是砂岩长质赤红壤

表 5 光 明 农 牧 场 土 壤 渗 透 性 测 定 结 果

表

一

剖 面 号 成土母质 利用现状
< 。

.

O I
L

毫米

顺粒 ( % )

> 1 毫米团

聚体 ( % )

非毛管孔陈 诊 透
’

系 数 (厘米 /小时 )

( % )

0
。

6 0

。 犁
J减 一 , 留

一 J匕

K 1 0

底 层
表

荒 地
.

4 3
.

8

改早地 2 5
.

6

荒 地 2 6
.

5

改早地 一 1 9
·

9

一

荒 地 ) 31
.

1

收草地
!

16
.

1

水 早地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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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早地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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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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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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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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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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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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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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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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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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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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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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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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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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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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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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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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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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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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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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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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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1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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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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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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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岗岩母质赤红壤
)

页岩母质赤红壤
。

从表5 中可见
:

光
, : 、

光 , 。
和光

:

的渗透系数 分 别

为 9
。

6 3厘米 /小时
、

。
.

79 厘米 /小时和。
.

04 厘米 /小时
,

差异比较明显
。

耕垦种植后
,

页岩和花岗岩发育的赤红坡荒地土壤渗透性能都明显提高
,

砂岩发育的土

壤变化规律不明显
,

渗透系数有增也有减
。

亚表土略有变化
,

但变幅不大
。

看来丘陵赤红壤的渗透性能与珠江三角洲平原土壤不同
,

渗透性能并不是愈大愈好
。

但

究竟怎样才合适
,

才有利于防早抗蚀和水土保持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二
、

保护与改善丘陵土壤物理环境途径

保护与改善土壤物理环境是丘陵土壤垦殖利用的关键问题之一
,

也是提高地力
,

建设高

产稳产农 田的前提
,

其途径主要如下
。

(一 )保持和提高土坡粘拉含里
,

防止水土流失和土旅严贡沙化 因为土壤粘粒不但保水

保肥力强
,

而且是产生土壤粘结力的来源和土壤结构形成的重要物质之一
,

因此必须注意保护

在矿质风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粘粒
,

使之在土壤顺粒组成中有一定比例
,

以奠定改善土壤理化

性质和提高土壤肥力的基础
。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
,

< 0
.

01 毫米物理性粘粒 < 20 %的 土 壤
,

有漏水漏肥现象
,

随着土壤物理性粘粒的增加
,

土壤持水性能也随着增加
,

物理性粘粒增加

到 45 %是一个明显的转折
,

达 45 一 60 %的土壤
,

不但保水保肥力强
,

耕作性能好
,

土壤的结

持能力和结构特性也较好①
。

因此丘陵坡地土壤的物理性粘粒应保持在20 %以上
,

最好能提高

到 45 %以上
。

从光明农牧场土壤的实际情况来看
,

就地风化形成的自然土壤
,

表土物理性粘

粒含量在25 一45 %之间变化
,

心
、

底土在30 一 60 %之间变化
,

基本上达到上述要求或较理想

的水平
。

但大多从洪积冲积母质发育的土集和耕种土壤
,

物理性粘粒含量多数在20 % 以下
,

少数略高于 20 %
。

因此
,

从垦殖利用之始就应加强土壤粘粒的保护和维持措施
。

1
.

等高种植
,

修筑梯田 (地 )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这不但是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
,

也是改

善物理环境的前提
。

光明农牧场的茶园
、

柑桔园和饲料基地都有顺坡种植的情况
,

往往导致

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程度的加重
,

招致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劣
。

这从砂岩地区未筑地埂种植柑

桔的光
。 。
坡地土壤与筑了地埂种植象草的光

。 :
和光

。 3

梯地土壤的对比资料中可见
:
虽然三个

土壤的质地同属砂壤土
,

但光 二的砂性却比光
。 ;
和光

。 3
大得多

,

物理性粘粒却明显地 较 少
,

只有 12 %
。

表土有机质也是柑桔坡地最低
,

土壤物理性质也是柑桔坡地最差
,

> 1毫米水稳

性团聚体只有 6
.

6 %
,

总孔隙度只有37
.

5 %
,

其中毛管孔晾仅有 2 8
.

5 %
,

表现出通气有 余 而

持水不足
,

土体松散而结持力差的特性
。

因此
,

不但种植水稻和早作的土壤要修 筑 梯 田 和

梯地
,

而且种植果树
、

林木和饲料的坡地也要筑好地埂
,

才有利于粘粒的保持和理化性质的改

善
,

特别是灌溉地段
,

必须在筑好田硬的前提下才能种植利用
。

2
.

加强土壤筱盖
,

建立层状覆盖体系
。

这是减少地表冲刷的有效措施
。

作物的茎叶覆盖

有防止雨水冲击面破坏土壤粘结力和土壤结构的作用
,

从而减少土壤粘粒的流失
。

因此
,

间

种套作和栽培多年生饲料牧草
,

使地面四季常青
,

就可能减少水土流失
。

营造农田防护林
,

建

立地上覆盖
,

以形成层状立体覆盖体系
,

保护粘粒的作用就会更加明显
。

3
.

改善肥水灌溉的方式方法
,

以减少土壤粘粒随水流失的数量
。

光明农牧场有不少种植

象草的丘陵坡地
,

其中使用肥水灌溉的土壤 (光
。 :
剖面 )

,

虽然产量大幅度提高
,

表土有机质
、

营养元素和土壤物理性质都有明显的改善
,

但各土层的土壤粘粒含量都比没有肥水灌溉的土

① 广东省土镶研究所土镶物理室
:

珠江三角州主要土搜物理 性质与土坡肥力关系
,

初稿
,

19 8 40



壤( 光
。 ,

剖面 )少
。

这说明梯地灌溉会加剧土壤粘粒的流失
,

加重上壤沙化的程度
,

特别是菜取
大水漫灌的方式更是如此

,

从长远来看
,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

就会动摇土壤固相物质 基 础
,

影响土壤物理性质的改善和土壤肥力的提高
。

因此要研究一套丘陵梯地科学灌溉方式
,

以提

高肥水灌溉的效益和减轻由此带来的副作用
。

(二 )培育良好土滚结构
,

改普土坡三相比例 改良丘陵土壤物理性质的关键是在保持与

提高粘粒含量的前提下
,

调整土壤颗粒的排列垒结状况
,

提高毛管孔隙的数量
,

适 当减少非毛

管孔隙的比率
,

以稳定水土和改善土壤结构状况
。

主要途经有
:

1
.

合理耕作
,

以少耕或免耕为宜
。

从上述资料和前人试验结果来看
,

丘陵土壤开垦种植

后
,

如不加强培肥熟化措施
,

土壤结构都有一定程度 的破坏
,

土壤大孔隙相对增多
,

毛管孔

隙数量则有所减少
,

因此保水能力更差
,

更易受旱
。

这种现象
,

耕种愈濒繁就愈明显
。

因此
,

丘陵土壤以少拼为宜
。

但究竟怎样耕作才更有利于当前增产
,

也有利于保持水土和培肥熟化

土壤
,

要作试验研究
。

2
.

适度灌溉
,

增施粪肥
。

光明畜牧场有用牛舍鸭场流出的含有一定数量有机和无机营养

元素的所谓
“

肥水
”

进行灌溉的条件
。

生产实际和试验资料都说明
:

引用
“

肥水
”

灌溉可使南方主

势青饲料之一的象草 ( p e
nn ise ut m P u rP u er u m ) 增产 50 一 15 。%

,

而且
“

肥水
”

用量愈多
,

象草

产量也愈高
。

但
“

肥水
”

的用量与土壤肥力的提高与养分的积累并不成 正相关
。

试验资料① 说

明 :
割一次象草

,

灌两次
“

肥水
”

的处理
,

一年后土壤全氮
、

全磷含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

而割

一次象草灌一次
“

肥水
”

的处理
,

土壤全氮
、

全磷和有机质却有增加的趋势
。

这可能与灌水量适

度
、

土壤粘粒流失较少和土壤保肥能力较强有关
。

因此
,

南方丘陵土壤灌溉
,

既要考虑当前

增产
,

也要注意土壤肥力的提高和物理性质的改善
。

要合理控制用水量
,

并注意提高肥水质

量和增施有机肥料或粪肥
,

以保持与提高土壤的保肥能力
。

(三 )消除土坡阵礴因素
,

改普土体构型 作物的扎根生长
,

主要在土壤上层
,

但耕层的

肥力状况和物理环境往往受整个土体构型的影响
。

因此
,

在上壤生态环境和土体中存在某些

不良因素和障碍层次时
,

就不利于作物的生长和耕层的培育
。

诸如坡地土壤的石块
,

丘间平原

土壤的犁底层
,

低洼谷地的潜育层等都是土壤剖面的障碍层
,

要采取措施逐步加以消除
,

才

有利于高产稳产农田的建设
。

光明华侨畜牧场丘陵坡地的土体中
,

大小砾石含量占固相组成的 5 一 15 %
,

耕种土壤剖面

砾石含量较少
,

一般占O
。

5一 1
.

5 %
,

花岗岩地区比砂岩
、

页岩地区多
。

砾石过多
,

不但影响

耕作和作物根系的生长
,

也影响土壤物理环境的改善
。

因此
,

应结合修筑梯埂和平整土地来

清除
。

农场的丘间盆地平原
,

原来多种水稻
,

现多已改种甘蔗和饲料作物
。

由于这些土壤在水

耕水耙时期大都在表土下面形成一层十分紧实的犁底层
。

这层容重比表土和心土大得多
,

往往

近 1
.

6一 1
.

7克 /厘米
“ ,

孔隙则很少
,

基本不透水或透水性甚小
,

渗透系数为 O一 0
.

8厘米 /小时
,

其他土壤的相应土层则在 5一 6 厘米 /小时
。

因此
,

作物根系难以下扎
,

甘蔗难以深种和易于

拔根倒伏
。

应逐步破除犁底层
,

加深耕作层
。

场内丘陵谷底的稻田土壤
,

由于地下水位高
,

氧化条件差
,

存在沼泽现象
,

剖面中往往

有潜育层出现
,

土城潜在肥力虽高
,

但养分有效性却较低
,

要改善土体构型
,

就要开沟排水
,

降低地下水位
,

改善整个土壤生态条件
。

① 程汝饱
,

黄作炎等 . 象草高产需肥试验初报
,

广东土城通讯
, 1 9 85年

,

第 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