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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石灰土
,

农民习惯称
“

白泥土
”

和
“

窑泥土
” ,

是富含钙质的一种灰白色幼年土壤
。

主

要分布于我国南方亚热带石灰岩低丘地区
,

近年来在江西的西部发现分布较多
,

尤以宜春
、

萍

乡
、

分宜等县
、

市最为典型
,

万载县南部 以及上高
、

高安
、

新余县也有分布
。

一
、

成土条件及形成特点

(一 )成土条件 白色石灰土多见于 12 0米左右的低丘岗地
,

块状或带状分布于高丘高岗的

棕色石灰土之间
。

植被 以耐瘩喜钙植物五节芒
、

白茅属为主
。

母质多为泥质灰岩
,

钙质
、

碳

质页岩
,

岩体深灰色至灰黑色
,

碳酸盐成分较高
,

所 以由此风化的母质和土壤与其它石灰 (岩 )

土一样
,

都具有富钙特征
。

而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母岩硬度低
,

结构疏松
,

加之深色矿物吸热快
,

吸水容易
,

物理风化也就容易得多
。

(二 )成土特点 白色石灰土和其他石灰土一样
,

也是岩性土
,

成土作用受岩性影响具有

如下一 些特点
。

1
.

物理风化强烈
,

多种碎屑残留土内
。

由于泥质灰岩和钙质页岩很疏松
,

吸热性强
,

很

易风化
,

特别在亚热带高温高湿相互交替的气候条件下
,

这类母岩更易热胀冷缩而崩解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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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同于典型的石灰岩

、

白云质岩类
,

风化壳表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风化
,

不论在平缓地带
,

还

是在坡顶
,

很难找到裸露的母岩
。

其中一些含硅质及隧石结核等成分较多的基岩小块
,

剥落

成多种碎屑状物质残留土中
,

据测定粒径为 1 一 5 毫米的碎屑在 10 蜕左右
,

大于 5 毫米的碎

屑达 12 %
。

只是表层向下
,

则随着风化壳的加厚
,

物理风化逐渐减弱
。

这与典型石灰土 (棕

色石 灰土和红色石灰土 )是一个显著区别
。

2
.

化学风化弱
,

特征近似母质
。

在白色石灰土 中云母等原生矿物存在较多
,

全剖面粘土

矿物均以水云母和蛙石为主
,

其次为蒙脱和高岭类
。

土层间二氧化硅
、

三氧化二铝
、

氧化铁

的含量相差仅在 1
.

5 %以下
,

铁
、

铝累积极不明显
。
p H值大小之差约为 0

.

5 ,

碳酸钙相差在 3%

以下
,

大多化学特性和母质相似
。

3
.

碳酸钙的淋溶和淀积反复进行
。

由于母岩含的碳酸钙较多
,

风化后的碳酸盐随雨水易

于淋失
,

尤其是经过物理风化的碎屑更为显著
,

加之丘陵地形起伏
,

植被少
,

侵蚀和堆积频繁

交替
,

使土壤物质不断更新
,

土壤发育始终处于相对幼年阶段
。

其中碳酸钙虽以盐基离子形

式不断随水淋失
,

但因容易风化的母质不断侵蚀
,

使土壤仍有相 当多的碳酸钙
,

通体呈石灰

反应
,

而土壤铁铝的累积极少
。

这与相邻脱硅富铁铝明显的石灰岩红壤
、

棕色石灰土相比
,

表

明这类土壤发育极为缓慢
。

二
、

剖面形态和理化特性

1
.

剖面特性 由于该类土壤的矿物风化不深
,

剖面最突 出的特点是层次分化很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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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以脱钙和复钙为特征
,

颜色基本保持母质色泽
,

全剖面 白色和灰白色
, _

匕下层分异 不明显
。

土层的厚度和层次受地形影响很大
,

坡顶
、

坡麓以薄中层较多
,

在 50 厘米以内
,

甚至半

风化物 出露地表
。

加之覆被稀少
,

雨水侵蚀
,

腐殖质层薄而少 见
。

剖面结构多 为 A一 C B一

C 型
。

半风化体保持页岩和泥质灰岩的层理和结构
,

很易用锄头挖碎
,

其风化碎屑掺入心上

, 层
。

从土壤的发育情况来看
,

碎屑越多
,

土层越薄
,

水土流失也较严重
。

低洼溶蚀地 带土层

一般都较厚
,

在一米以上
,

看不到半风化层
,

碎屑也很少
,

表 土层往下则呈核块结构的心土

层
,

剖面结构多为 A一 B一 C
,

少见 A 一 B一D C型
。

现以宜春张家山的剖面形态为例
,

描述如下
:

o一 4 厘米
:

暗白色
,

多砾质重壤土
,

屑粒状结构
,

疏松
,

根系多
,

土体干燥
。

4 一 30 厘米
:

灰白色
,

少砾质粘土
,

块状结构
,

紧实
,

根 系少
,

土体湿润
。

30 一 61 厘米
:

灰 白色
,

紧实
,

根系少
,

土体湿润
。

61 厘米以下
:

灰 白色
,

片状节理发育
,

无根系
。

2
.

理化特性 白色石灰土质地粘腻
,

通体粘重
。

从表 1可 以看出
,

物理性粘粒 < 0
.

叭毫米

的平均达 6 7
.

4%
,

< 0
.

00 1毫米达 36 %
。

且粘粒含量 自上至下逐渐增大
,

表土层 < 0
.

01 毫米的

粘粒含量为 5 9
.

3 %
,

心土层为 67
.

7 %
,

底土层为 7 5
.

3%
。

很明显
,

白色石灰土质地粘细
,

土

壤孔隙度小
,

结构致密
,

不易透水透气
,

耕作也十分困难
。

同时
,

土壤水分也不易散失
,

有的土

壤 (特别是地势平坦的地方 )容易形成潜育土层
,

土体韧而软滑
,

粘性大
,

用手可以直接抓成

团
,

农民用该土做砖烧窑
,

特称它为窑泥土
。

在粘粒之间尚有一些砾质和碎屑残 留土中
,

一般

中
、

薄层较多
,

厚层较少
,

土体上层较多
,

下层较少
。

表 1 白 色 石 灰 土 剖 面 的 机 械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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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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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西春村

注
:

此表为 土圾普查数据
。

白色石灰土的养分含量一般比棕色石灰土低
,

表层有机质 2 % 以下
,

但植被良好的地段

和长期耕种的土壤有机质可达 5 % 以士
、

,

全氮和速效氮的含量也较多 (表 2 )
。

心土层的养分

含量随母质不同差异很大
,

碳质
、

泥质灰岩类的有机质含量较高
,

一般可达 0
.

6一 0
.

9%
,

其

表 2 白 色 石 灰 土 的 养 分 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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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一 9
.

52 3 + 0
.

0 3 0劣 z + 3
.

3 1 7劣 2 + o
.

3 1 6 x 3
R Z =0

.

9 3 9( 2 7 )

( 2 7 )式表 明
,

与添加 C d 浓度
、

p H 和 C E C 相比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有机质 ( 二
`
) 对 C d的吸

附皿未显现重要影响
。

( 2) 将上述有机质换成粘粒含量
,

则吸附量与添加 C d 浓度 ( 二
,
)

、

p H ( 二
:
)

、

C E C ( 二
。
)

和粘粒含量 (、
` ,

% )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

\

介

夕 = 一 1 6
.

2 0 2 + 0
.

0 3 0 x , + 0
.

3 3 2% : + 0
.

4 1 0劣
。 + 0

.

1 1 6劣 `
R Z = 0

.

9 6 3 ( 2 8 )

F 检验表 明
,

方程式 ( 2 7) 和 ( 2 8) 可达显著水平 (P < 。
.

0 5 )
。

它们清楚地显示了阳离子交换容

量
、

以及粘粒含量的上升都能增加 C d 的吸附量
。

曾有报道
,
C d 的吸附量与有机质含 量 和

C E C有关
,

粘粒与土壤 C d 的最大吸附量可能有很好的相关性
。

这些事实表明
,

土壤对 C d

的吸附有一部分是通过离子交换和络合而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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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则在 0
.

2%左右
。

色石灰土的矿质养分磷
、

钾
、

钠
、

钙等元素的全量和有效态含量都超过红壤
,

特别 以

富含碳酸钙为主要特征
,

一般含量均在 8 %以上
,

而且上下层无明显差异
。

通体中性至碱性

反应
。

p H值 7
.

5一 8
.

5
,

在多年耕作的耕层 pH值近于中性
。

三
、

农业性状及其改良前景

1
.

农业性状 白色石灰土 目前有 60 %左右处于低产和尚未开发状态
,

主 要有粘
、

瘦
、

薄

碱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

( 1 ) 粘重
、

板结
、

耕作困难
,

农民称
: “

天晴一把刀
,

下雨一团糟
” 。

透水透气性不良
。

( 2) 缺少有机养分
。

该类土壤植被稀少
,

有机养分来源少
,

流失多
,

生物富集不起来
。

( 3) 土层浅薄
。

该土母质虽易风化
,

但土壤富钙
,

风化度不深
,

加上丘坡水土流失
,

浅

层土多
。

( 4) 土壤富钙
, pH值偏高

,

适宜种植喜钙作物
。

2
.

改良措施 针对白色石灰土的特点
,

应采取综合改良措施
。

首先
,

应整平土地
,

坡地

实行带状耕作
,

减少水土流失
;
其次

,

广辟肥源
,

种植绿肥
,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第三
,

浅

层坡地实行深耕改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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