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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 土 磁 化 率 剖 面

及其在分类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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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农学院 )

摘 要

研究了福建省南亚热带赤 红坡 区的水稻土及其起 源土壤的磁化率及其剖面
“
形态

”
特征

。

试 图将土壤 磁

化率剖面 作为划分水稻土 亚类 的诊 断指标之一
。

近年来
,

我国土壤磁学的研究结果表明
,

土壤磁化率既能显示土壤发生类型之间的差异
,

又能显示土壤的区域性差异 〔 1一 4 〕。

但国内对赤红壤及其发育 的水稻土的磁学性质研究较少
。

为此
,

我们研究了福建南亚热带赤红壤区的水稻土及其起源土壤的磁化率及其剖面
,

以探讨

水稻土发育过程中磁化率的变化及其在发生分类上的意义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 供试土样 采 自福建南亚热带的福清
、

惠安
、

漳浦
、

长泰及漳州五个县市共 15 个

剖面
,

成土母岩分别为凝灰岩
、

二长花岗岩
、

玄武岩
、

花岗闪长岩和 Q
`
冲积物

。

( 二 ) 土壤磁化率的测定 将风干过 1毫米筛的土样
,

装于巧。毫升烧杯中
,

装土高度约 4

厘米
,

用 C W L一 1 型磁化率仪测定
,

同时测定土壤的体积和重量以计算
“

视容重
” ,

测得的磁

化率与视容重的比值即为磁化率 (容积磁化率 )
。

二
、

结果与讨论

( 一 ) 水稻土发育过程中磁化率的变化

土壤磁化率的大小
,

主要取决于土壤中含铁矿物的种类和数量
,

特别是强磁性氧化铁矿

物的含量 〔 5〕
。

而土壤中含铁矿物的种类及其数量一方面取决于母岩或母质中含铁矿物 的 状 况

(它决定了土壤磁性的
“

本底
”

) ;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母质风化及成土过程中氧化铁矿物的形态

及其含量 的变化
,
尤其是原生强磁性矿物的破坏以及次生强磁性矿物的形成

。

因此
,

土壤中

进行的氧化还原过程
、

酸碱条件的变动
、

铁锰氧化物的溶解
、

`

络合
、

淋淀等
,

均会导致土壤

磁化率的变化
。

测定结果表明
,

发育于不同母质上 的水稻土
,

其磁化率是有差异 的
,

但水稻

土的磁化率均明显地低于同母质的起源土壤
,

且水稻土的磁化率有随发育度的提高而逐渐降

低的趋势 (图 1
、

2
、

3 )
。

例如
,

由凝灰岩发育的赤红壤 ( N ol )
,

其心土层的磁化率为 1 1 7
.

23 x

砂
* 本研究还得 到吴德斌副教授 的热心指导及 福建 省农科 院土肥所刘放新

、

翁文任 同志帮助
,

谨表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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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一 “ e ou/ g,

而经永耕熟化形成水 稻土后
,

磁化率则显著降低
,

其中渗育型水 稻土 ( N 。

2 )渗育层的磁化率为 2 4
.

8 6 x 1 0
一 “ e m u

/ g ;

而漪育型水稻土 ( N o 3 )储育层 的磁化率则

, 仅为 19
.

14 义 1 0
一 6 e m u/ g

。

可见
,

自然土壤经

人为水耕熟化发育形成水稻土之后
,

土壤的

磁性显著减弱
。

这是因为水稻土长期经受季

节性的干
、

湿和氧化
、

还原交替
,

土壤中氧

化铁的形态不断发生变化
,

起源土壤中原有

的少量磁铁矿和磁赤铁矿也发生了变化
,

而

形成弱磁性的针铁矿
、

纤铁矿和水化氧化铁

等
,

从而使水稻土 的磁化率大幅度的下降
。

访彗化率 ( \ 一̀ ) c m LI了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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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0 13

图 1 赤红壤磁化率剖面

N
o l

,

凝灰岩发育的
, N o 4

,

二 长花岗岩发育 的
,

N o 7
,

玄武岩发育的 , N o 10
,

q
4冲积物发育的

,

N o 13
,

花岗闪长岩发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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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赌育型水稻土磁化率剖面

(二 )水稻土磁化率剖面的特征及其在发

生分类上的意义

土壤及其发生层 的水分状况不同
,

氧化

铁的淋淀
、

活化和老化作用也截然不同
,

从

而明显地影响土壤磁性的消长及其在剖面中

的
“

再分配
” ,

形成 不同的
\

“

土壤磁化 率 剖

面
”

特征
。

从供试土壤的磁化率剖面 (图 1 、

2
、

3 )来看
,

水 稻 土 的磁化率剖面 明显不同于相同母质的起源土壤
,

且不同水型的水稻土
,

其磁化率剖面也截然不同
。

赤红壤的磁化率剖面除了由玄武岩 ( N o 7 )和花岗闪长岩 ( N o1 3)

发育的两种土壤外
,

其它母岩发育的赤红壤均表现为自上而下递增的磁化率剖面
。

由玄武岩

和花岗闪长岩发育的赤红壤
,

其表层 的磁化率高于心土层
,

这可能是 由于玄武岩和 花岗闪长

岩中原生磁铁矿 (钦磁铁矿 )在土壤中的残留等原因所致
,

因为在成土过程 中
,

残留的强磁性

矿物主要存在于土壤的砂粒和粉粒中
,

而这两种土壤中表土的砂粒和粉粒含量均高于底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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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育型水稻土由于永耕熟化
,

使土体的磁化率较相同每质的起源土壤为低
;
但由于该类土威

所处地形部位较高
,

灌溉条件差
,

地下水位低
,

水分对剖面下部母质层 的影响 较上层 为小
,

因而其磁化率较上部土层为高
。

该现象在花岗闪长岩发育的赤红壤经水耕熟化而形成 的渗育

型水稻土 ( N o1 4) 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

由于其起源土壤 ( N o1 3) 的磁化率较高
,

而底土层受水分

的影响较小
,

故其母质层 ( C )的磁化率显著高于上部土层
。

此外
,

由于水耕条件下有利 于胡敏 ,

酸在耕层的缩合和累积
,

而胡敏酸是形成强磁性矿物的接触剂〔 5〕 ,

所 以渗育型水稻土耕作层

的磁化率也较高
,

从而形成
“

两头高中间低
”

的土壤磁化率剖面 (图 2 )
。

赌育型水稻土 的灌排

条件较好
,

受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双重影响较深
,

其土体磁化率较渗育型水稻土为低
,

而母质

层的磁化率仍高于上部层次
。

N o g 和 N o1 5剖面的 C g和 G层
,

由于长期受地下水潜育作用的影

响
,

土壤磁化率大幅度下降
。

野外剖面观察表明
,

该类水稻土耕层中
“

鳝血丝
”

发育极好
,

赌

育层因铁锰氧化物的淀积和老化
,

锈纹锈斑
、

胶膜
、

结核等新生体遍布全层
。

据研究有鳝血

丝和锈斑的土块
,

其磁化率较无锈斑土块约高出 10 倍
,

可达 30 一50 单位 1[ 」,

所 以漪育型水稻

土中耕层和储育层的磁化率也较高
,

而表现为
“

波状起伏
”
的土壤磁化率剖面 (图 3 )

。

综合本文及前人的研究结果可见
,

水稻土形成发育过程中磁化率的变化及磁化率剖面特

征
,

不仅反映了水稻土的成土条件 (人为水耕熟化 )和成土过程 (铁锰氧化物的活化淋溶和氧

化淀积 ) 的特点
,

而且反映了不同水分状况下水稻土的剖面分异 以及发育程度上 的差异
。

因此
,

磁化率及其剖面特征可作为水稻土亚类划分的诊断指标之一
。

深入研究水稻土形成过程中磁

化率的变化
,

可为水稻土的诊断发生分类提供重要的依据
。

三
、

结 语

(一 )赤红壤辟为水田后
,

由于水分状况的改变
,

使土壤中的氧化铁矿物等发生不同程度

的还原
、

水化和老化
,

而在剖面中产生不同的分异和分布
,

从而导致磁化率明显低于同母质

的起源土壤
,

且随水分状况和发育度的不同而异
。

(二 )不同水型下发育的水稻土
,

其磁化率剖面具有各自的
“

形态
”

特征
。

渗育型水稻土呈
“

两头高中间低
”

型 ; 而漪育型水稻土则呈
“

波状起伏
”

型
。

水稻土磁化率及其剖面特征
,

不仅

反映了水稻土的成土条件和成土过程的特点
,

而且反映了水稻土不同发育阶段 的差异
。

可 以

作为水稻土亚类划分的诊断指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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