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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北岗地约有 28 万亩冷 白土
,

因受到严重 的侵蚀作用和缺乏有机质而低产
。

本文根据调

查和试验资料拟就冷 白土的分布
、

特性及利用改良等问题作一叙述
。

一
、

岗地冷白土形成的 自然条件和分布规律

鄂北 岗地地处南襄隘道
,

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

具南北过渡型特征
,

四季分明
,

冬夏季

长
。

据当地气象资料
,

年平均日照 1 9 0 0一 2 1 0 0小时
,

气温 1 5一 1 6℃ ,

) 10 。

积温 4 7 0 0一 4 8 0 0 ℃ ,

年平均降水量 7 50 一 9 50 毫米
,

主要集中 4一 10 月
,

常有早涝灾害发生
。

年平 均相对湿 度72 一

76 %
,

蒸发量 1 3 1 8一 1 7 5 1毫米
。

地质构造属秦岭褶皱带和淮阳地盾之间的凹陷地 区
,

为汉水

中游和唐
、

白河下游第四纪堆积平原的一部分
。

主要由新构造运动抬升 受切割 而 成岗地地

貌〔 1〕
。

其中切割程度较轻的平岗
,

面积较大
,

相对高度在20 米以下
,

坡度在 10
。 以下

。

长条

形 岗坡与浅槽状的垅谷平行排列
,

似波状平原
。

东西两侧与丘陵相连的过渡地带
,

切割较细

碎
,

面积较小
。

根据土壤普查资料结合调查推算
,

从老河 口一孟楼的公路以东
,

经襄阳县境至枣阳环城

的东西 12 0公里
,

南北 45 公里的平岗区内
,

凡坡降小于 0
.

7%之处
,

无论岗腰岗顶或海拔高低
,

都有冷白土零散分布
。

冷白土常与白土相连
,

二者坡位互有上下
,

而白土坡度稍大
。

坡度更

大而又起伏频繁者为黄土
。

低洼处为黑土
。

显然
,

坡度是决定 岗地土壤的主 要成 土 条件 之

二
、

冷白土的主要性状

冷白土剖面分表土层
、

心土层和底土层
,

各层的主要形态特征如下
:

表土层 厚 n 一 35 厘米
,

一般比白土薄 10 厘米左右
。

质地以轻壤或中壤居多
。

湿润时灰

黄一灰棕 色
,

疏松易散
,

呈粉砂状单粒
,

培肥好者有部分团粒
;
干时灰白色 ( 5Y 7八 )

,

呈 团

块状
。

雨后不易干
,

干后地表有大虽铁锰结核裸露
,

约为干 土重的 3一 4%
。

心土层 厚 8一 50 厘米
,

质地为重壤一轻粘
,

甚紧实
。

湿时呈灰或棕灰色
,

干后棕灰 ( 10

Y R 5/ 1) 一灰黄 ( 2
.

5Y 63/ )
。

干湿度或小于底土
。

呈棱块状结构
,

结构面有铁锰胶膜
,

浓淡

不一
。

黄色锈斑或有或无
,

通透性极差
。

底土层 较深厚
,

为黄土层 (色棕黄
, 2

.

5Y 4 / 4)
,

或黑土层 (色暗灰
,

5Y 4 / 1 )
。

在剖面

10 0厘米内
,

也有黄一黑
,

或黑一黄两层重叠的
。

呈棱块状结构
,

具胶膜
,

多锈斑和铁锰结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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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有石灰结核
。

较湿润
,

有的在1米处可见地下水
。

上述剖面特征表 明
,

冷白土的成土过程主要是
:

1
。

淋溶和漂洗过程 冷白土在雨季 因径流缓慢
,

土壤常出现滞水
、

缺氧和铁锰还原现象
,

土壤受到淋溶和漂洗作用
,

使土层中枯粒
、

铁锰还原物质移动和粉砂的残积
,

导致土色变浅
,

质地变轻
,

形成了耕性好而缺乏养分的土壤
。

硬

从冷白土的土壤全量分析结果 (表 l) 中也可看 出
,

其表层硅含量高于心
、

底土层
,

而铁铝

含皿低于心
、

底土层
。

这是土壤进行淋溶和漂洗过程的有力佐证
。

2
.

粘化过程 冷白土 A 层 > 0
.

01 毫米的粗粉粒和砂粒占60 % 以上
,

而 B层 < 0
.

00 1毫米的

粘粒占3 6
.

5 % (表 2 )
。

表明粉砂和粘粒在 A
、

B层间的分异现象非常明显
。

表 1 鄂 北 岗 地 三 种 土 壤 的 全 量 分 析 ( % )

土 娘
深 度
(厘 米 )

烧失皿 5 10 么 F 。 : 0 3 A IZ O
。 C a

o M g O K 2 0 入在n
o

N : : 0 I T i o Z
I P

:
o

。

-
- - - - 一 {

-

一一一
`

—0 7 3

1
.

0 6

1
_

2 2

16 ! 0
.

5 8 } 0
_

0 4

:
_

::
0

_

54

0
_

55 :
`

::

7
.几U叮In甘。

ù

20二z

…
ù.

nnUCU八11
.

在ù丹匕1上00一七n舀ō00厅I二dt才,目000六山O一nOO枯QJOOq自八曰ù,上勺自冷 白土
(郑庄 )

0一 2 0

2 0一 2 8

2 8一 5 1

7 4
.

5 0

6 7
.

2 8

6 1
_

7 7

:
.

;:
1 1

.

3 9

15
.

2 7

17 2 5

口UOU几”八U行
x

.1111介乙,曰冷 自土 田 O一 20
(安庄 ) }

2 0一 4 0

{ 4 0一 2 0 0

6 9
.

4 0

6 1
.

0 6

6 4 3 4

13
.

9 4

18
.

6 0

16
.

6 8

1
.

2 0

1
.

2 8

1
_

3 7

1
.

1 3

1
.

5 8

1
_

8 1 :
_

::

0
.

6 1

0
.

6 1

0 6 0

0
.

07

0
.

04

0
_

0 4

7̀八曰O以nJù”甘J皿001ì J

…
叮̀óóōb九D

片了
J任nJùnùó匕ùH1二通咬7

.八U八匕d

……
41匕ó七二J执01匕

122711ōl

!lǔ一
白 土
( 蛤垠 )

0一 3 0

3 0一 3 7

7 1
.

8 0

74
.

74 :
`

;:
1 2

.

4 9

1 1
_

2 1 : :: :
`

{:
0

.

0 8 !

0
.

1 0 { :
’

:: {
“

·

04

}
”

·

0 6

2587
皿̀ù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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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鄂北岗地冷白土 (郑庄 ) 颗粒组成%
* (粒径 :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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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襄樊市土肥站吴明甫 同志分析

根据 8个试样测定的平均值计算
,

冷白土的 A / B 层的粉 /粘比为 2
.

0
,

B / A 层的粘粒比为

1
.

5( 表 3 )
。

由此可 以判定
,

由于冷 白土表层的粘粒下移
,
B层发育为淀积粘化层呸 “ 〕 。

这又证

明粘化过程也是冷白土 的主要成土过程
。

就性质而言
,

冷白土耕层 p H 6
.

5一 7
。

5 ,

无石灰反应
。

阳离子交换量 13 一 2 4
一

毫克当 量 /

1 00 克土
, 9个土样的平均值为 1 8

.

凌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盐基饱和度 90 %左右
。

养分含量普遍

低于 白土和黄土
。

例如有机质含量仅 0
.

96 %
,

比白土和黄土低 0
.

3%和 0
.

2% ; 全磷 0
.

05 5%
,

速效磷一般小于 SP p m ; 速效钾 I O5 p p m
,

缓效钾 60 毫克 / 1 0 0克土
。

冷 白土表层粉砂含量较高
,

易纳墒保墒
,

故水分含最
、

一

十
i
洛于黄土

。

温度通常比黄土低

0
.

5 ℃以上
。

在春季冷暖多变时期
,

冷 白土低。
。

7 ℃ ;
在盛夏

,

即使裸露地也要较黄土低 0
.

5一 备

1
.

5℃ , 在棉田行间州要低 1
。

5一 3
。

o℃
。

冷 自土湿度大
,

是引起土温低的主要原 因
。

2 O



表 3 鄂 北 岗 地 三 种 土 壤 (七 方 ) 的 粉 粘 比 和 粘 拉 比 (粒径
:

仑米 , 含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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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黄土

以环刀土样进行的土壤水分蒸发模拟试验 (表 4) 表明
,

土壤经 42 ℃烘 4小时和 1 2小时后
,

黄

土 A层失去的水分较冷白土 A 层高
,

说明后者毛管孔隙率较低
,

因而保墒能力较强
。

由于冷 白土湿度大
、

土温低又缺乏养分
,

种植作物常有迟发早衰现象
。

产稻谷仅 1 50 公斤左右
。

表 4 42 ℃ 恒 温 下 土 壤 水 分 蒸 发 模 拟 试 验

改水 田
,

一般亩

烘前 2 0 0 e m 3
土体 烘 4 小时后 烘 1 2小时后

土 坡 及 层 次

干重 (克 ) } 含水 (克 ) 失水 (克 ) 占含水% 失水 (克 ) { 占含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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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土

A 层

B 层

A 层

B 层

24 0
.

2

3 0 7
.

7 :;
’

: :
’

: :;
`

: :)
’

:
3 1

.

9

3 4
.

0

:::
7 8

.

0

8 1
.

1 ::
`

: ::
`

:
3 0

.

2

2 7
_

6

3 8
.

7

3 4
_

0

三
、

冷 白土的改良和利用

从农业生产的观点来看
,

冷 白土的主要生产障碍是心土层的紧实滞水
。

因而改 良的重点

在于深耕破底
。

深耕深度以 30 一 40 厘米为宜
。

土壤经深耕后
,

大孔隙率增大
,

雨季能迅速消

除耕层积水
,

协调水气矛盾
。

但深耕过深
,

则有工效低和费用大的缺陷
,

故难以普遍推广
。

较

可行的办法是逐步深耕带底
,

加厚耕层
,

同时实行深沟窄畦
,

加强 田间排水
,

并增施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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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论

本文对鄂东南地区 由页岩
、

花岗岩和第四 纪红色粘土三种母质发育的 9个剖面的理 化 性

质进行了分析和对比
,

结果表明
:

(1) 不同母质发育的红壤在质地上存在着差异
,

第 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 最 粘
,

花 岗 岩 ,

发育的次之
,

而页岩发育的最砂
。

( 2) 本区红壤的 p H为 5
.

0左右
,

盐基饱和度在 30 一 45 %之间
。

发育于 页岩上的红壤盐基

饱和度较高
。

( 3) 粘粒 5 10
:
/ A 1

2

O : 因母质不同而异
,

一般在 2
.

2一 3
.

0之间
,

页岩发育的红壤其值较高

粘土矿物为高岭石
、

蛙石和水云母混存
,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中高岭石含量较高
。

( 4) 土体铁的游离度变化在 39
.

94 一 58
.

16 %之间
,

铁的活化度变化在 4
.

5一 1 2
.

4% 之间
,

发育于页岩上的红壤
,

铁的活化度较高
。

( 5) 腐殖质组成 以富里酸为主
,

胡敏酸 /富里酸比值均小于 1 ,

发育于页岩上的红 壤 其

值最高
。

( 6) 从 以上研究结果可见
,

鄂东南地区发育于花岗岩和第四纪红色粘土的土壤具有典型

红壤的特性
,

而发育于页岩上的土壤具有 由红壤向黄棕壤过渡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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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以改善土壤结构
,

协调水气矛盾
。

在利用方式上
,

凡不宜种植水稻的冷 白土可改种棉花等旱作物
。

但需增施钾肥
,

这是冷

白土植棉丰产的关键措施
。

冷白土上种植棉花
,

若在施用适量氮磷肥的基础上增施钾肥
,

除能增加单株结铃数
、

铃

重和纤维长度外
,

还能提高各生育期中植株的含钾水平 (麦 5 )
,

增强根系
、

根韧皮组织 的发育
,

使棉花中后期长势转优
,

避免早衰 ; 有的地块并减轻了棉花黑根和红叶茎枯病的发生
,

所 以

增产效果显著
。

还有的研究报道指出〔4〕的施用钾肥可以防治棉花缺钾早衰生理病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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