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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第三期火山喷发物上发育 的火 山灰土 的形成
、

分 布及理化 特性进行了研究
.

并就改善火 山灰土干 早缺 水

的状况提出了措施
。

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
,

对我省火山灰土的形成
、

分布
、

土壤特性及

改良利用等作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

通过分析评价
,

探讨了火山灰土的适宜性与障碍 因素
,

为充分发挥海南省优越的热带自然条件
,

合理开发利用土壤资源
,

扩大多种经营提供科学依

据
。

一
、

火山灰土的形成
、

面积与分布

海南岛火山灰土是在新生代第四纪晚更新世末期以后的玄武岩质火山喷出物母质上发育

形成的
。

据地质部门资料① ,

新生代第四纪晚更新世末期以后的火山喷发属第三期玄武岩喷

发
,

海南岛最后一次火山喷发
,

距今大约 1 一 2 万年
。

海南岛玄武岩喷发总面积近 4 0 0 0平方公里
,

火山喷发至今已有三期①
。

第一期在第四纪早

更新世喷发
,

面积 2 3 4 0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5 9
.

9%
,

已高度风化
,

形成玄武岩砖红壤 ; 第二

期在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喷发
,

面积 5 70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1 4
.

5%
,

也已高度风化 形 成

玄武岩砖红壤 ; 第三期玄武岩喷发
,

面积 1 0 0 0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2 5
.

6%
。

在这种玄武岩

质的火山喷发物上形成的土壤
,

母质特性十分明显
,

在土体中
,

火山砾石
、

火山弹很多
,

发

育微弱
,

风化程度很低
,

红化现象很弱或基本没有红化
。

在县级普查中将这类土壤划为砖红

壤的幼龄土
,

称为火山灰幼龄砖红壤
,

本文将重点讨论这类火山灰土的特性
。

全省火山灰土总面积约 1 33 万亩
,

分布有三大片
,

第一片是琼山
、

海口片
,

总面积 75 万

亩
,

主要分布在永兴
、

石山
、

龙塘等地区 ; 第二片为檐县木棠片
,

面积 44 万亩
,

主要分布在

木棠
、

峨蔓
、

三都等地区 ; 第三片为定安龙塘片
,

面积 14 万亩
,

主要分布在龙塘
、

岭口等地

区
。

二
、

火山灰土的理化性状

玄武岩质的火山喷出物幼龄土壤
,

在剖面性态
、

理化性状等方面与第一
、

二期玄武岩砖

① 地质部广东地质局 区域地质测量大队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岛地质 图说 明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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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有明显的差异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剖面性态

土壤通体含大量的火山灰
、

火山弹
、

火山石砾
,

含量多寡与形成年代
,

距火山口远近有

关
。

形成年代久的相对少
,

形成年代近的相对多 ; 离火山口近的含量多
,

远的相对少
。

土体

孔隙较多
,

尤以最近期喷发和距火山口近的为甚
。

机械组成多为重石质砂壤土至重石质中壤

土
,

早期喷发的质地相对较重
,

晚期的较轻
。

土壤剖面发育不 明显
,

早期的剖面呈 A
、

( )B C
、

C
、

D型
,

晚期的呈 A
、

C
、

D型
。

早期的多

为灰棕色 ( 5 Y R S / 2
“
) 至暗灰棕色 ( SY R 4 2/ )

、

棕色 ( 7
.

5Y R 4 / 4 )
,

晚期的多为暗灰色 ( 5Y 4/ 1)

至暗棕色 ( 7
.

5 Y R 3 ,` 4) 和黑棕色 ( 7
.

5 Y R 2 / 2 )
。

如属早期的如檐县松林 23 号剖面
:

A 层。一 1 3

c m
,

棕色
,

重石质中壤土
,

大于 3 m m 的砾石 占42
.

2 %
。

( B )层 13 一 38
c m ,

灰棕色
,

块状
,

重石质轻壤土
,

大于 3 m m的砾石占6 1
.

8 %
。

属晚期的如琼山县永兴剖面 6 号
: A 层 。一 13 c m

,

暗灰色
,

碎块状
,

重石质轻壤土
,

大于 3 m m 的砾石占4 4
.

6%
。

C层 13 一 65 c m ,

暗灰色
,

碎块

状
,

重石质砂壤土
,

大于 3 m m 的砾石占85
.

1%
。

对比由第一期玄武岩喷发形成的玄 岩 砖 红

壤
,

有明显的区别
。

如琼山县谭文 82 号剖面
: A层 c一 1 9 c m

,

暗棕色 ( 2
.

5Y R 3 6/ )
,

块状
,

轻

粘土
,

没有大于 3 m m 的砾石
,

B层 1 9一 l o o e m ,

棕红色 ( 2
.

5Y R 4 / s )
,

块状
,

重 壤土
,

没有

大于 3 m m的砾石
。

(二 )盐基组成
、

总量
、

代换量和饱和度

火 山灰土除交换性 K
斗

与玄武岩砖红壤接近外
,

交换性M g
十 + 、

C a 十 + 、

N a 十

含量均比地带

性土壤— 玄武岩砖红壤高出几倍
,

甚至十几倍
。

交换性盐基总量
、

代换量和盐基饱和皮不

仅比玄武岩砖红壤高
,

而且也比其它母质形成的砖红壤
、

赤红壤
、

黄壤高
。

表 1 火 山 灰 土 与 玄 武 岩 砖 红 壤 理 化 性 状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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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省农科 统测试 中心分析
。

表 2 火 山 灰 土 与 地 带 性 土 壤 理 化 性 状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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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灰土类中
,

早期喷发的与晚期喷发的
,

在理化性状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

根据广东省

农科院测试中心分析
,

除交换性 H
+

早期喷发的比晚期喷发的略低外
,

其余代换性K
+ 、

N
a + 、

C a + 十 、

M ; ` + 、

盐基总量
、

有效代换量
、

盐基饱和度等都符合火山灰土早晚期喷发的 规律 (表

愉 3 )
。

表 3 早
、

晚 期 喷 发 的 火 山 灰 土 理 化 性 状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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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酸碱度

从采集的 9 个有代表性的土样分析结果看
,

微酸性 (P H 5
.

5一 6
.

5) 的有 3 个
,

占33
.

3 %
,

中性 (P H 6
.

5一 7
.

5) 的有 6个
,

占 66
.

7%
,

酸性和碱性的没有
。

从表 4可 以看出
, p H值高是

火山灰土区别于地带性砖红壤的重要特性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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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层养分

火山灰土的表层养分除全钾含量较低外
,

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碱解氮含量均丰富
,

速

效磷与速效钾属中上水平
,

比地带性土壤都高 (表 5 )
。

这与形成火山灰土的母质
、

形成年代

表 5 火 山 灰 土 与 地 带 性 土 壤 养 分 含 量 比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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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繁茂的植被关系很大
。

(五 )微量元素

火山灰土的有效态铜
、

锌
、

锰
、

钥
、

硼和铁的含量
,

与玄武岩 砖红 壤 差异 不 大
。

铜
、

锰
、

铁含量丰富
,

锌含量中等
,

铂与硼含量低于临界值
。

中期喷发与晚期喷发的火山灰土中
,

以铂含量差异最明显
,

其次为锌
、

锰 (表 6 )
。

表 6 有 效 态 微 量 元 素 含 量 比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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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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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3
.

000 五五

777 4
.

555 五五 0
.

1 8

0 1 6

。

一。一
。

一
。

一
样本数

土 壤 类 型

叱叱山灰土土 999

武武岩砖红 壤壤 222

早期喷发
火 山灰土

尘兰}兰}
晚期喷发
火 山灰土

。一 …
二

常规分析方法

根据全国 土奥普查 微及元索统一分级标准划分
。

三
、

火山灰土的利用与改良

火山灰土分布于海南岛玄武岩台地的中部与西北部
。

中部地区年降雨量 1 70 0一 18 0 0m m
,

千燥度 0
.

7一。
.

85 ②
。

虽属湿润类型
,

但由于干湿季明显
,

土壤砾石多
,

渗透性 很 强
,
农业

生产上的突出矛盾是干早缺水
。

而西北部火山灰土地区
,

年降雨量不足 1 0O0m m
,

干燥度大

于 1
.

2
,

属半干早类型
。

由于修建了松涛水库的西干渠配套工程
,

水田用水基本 解 决
,

但早

坡地受早仍较严重
。

因此
,

干早缺水是海南岛火山灰土地区的共同问题
。

火山灰土地区的优

势是土壤肥沃
,

有机质和微量元素都比较丰富
,

一般在不受早的情况下
,

植物生长茂盛
。

根

据火山灰土的土壤特性
,

气候条件和群众改良利用经验
,

火山灰土的利用应重点 抓 以下 几

点
:

(一 )发展热带果树和造林

针对火山灰土地区干早的气候条件
,

首先应营造小叶按
、

大叶相思等树种为主的方格林

与护田林和营造以苦棣
、

海棠为主的用材林
,

以改善火山灰土地 区的小生物气候条件和解决

燃料
、

建筑材料的方针
,

并针对火山灰土砾石多
、

孔隙多
、

土壤肥沃
,

适合深根木本植物生长

的特点
,

大力发展热带木本果树
,

如丁香荔枝
、

龙眼
、

菠萝密等
,

使火山灰土地区成为海南热

带
、

亚热带水果的重要基地
。

(二 )兴修水利
,

改变火山灰土地区千早缺水的状态

解决火山灰土地区干早的关键是兴修水利
。

引松涛水库水灌溉或挖井机灌
,

解决水田
、

早

地农作物和果树用水
,

发挥火山灰土肥力高的产生潜力
,

充分利用佳地开荒造田
、

增加粮食

产量
。

火山灰土的缓冲性能好
,

一般不易脱肥
,

施氮肥稍多也不易造成贪青倒伏
。

在相同条件

下
,

单产比玄武岩砖红壤要高
。

② 海南行政公署农 业区划委会员
、

海南岛热带农业区划综合考察队汇编
,
<海南娜农业区划报告集》 , 1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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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充分利用旱坡地发展旱粮
、

豆类和烟草作物

火山灰土地区除砾石多的应发展水果和营造林外
,

开辟耕地发展粟类
、

玉米
、

高粱等早

稗和黑豆
、

芝麻等作物十分必要
,

最近引种成功烟草
,

长势良好
,

达到 量 高 质 优
,

可望成

` 为我省烟草生长基地
,

这也是充分利用早坡地的途径之一
。

娜
/ ”
钩

一

目用 , 一~ 卜~ ~
’

心 口踢
J “ ,, “ “ ’ .` 「

~ 份巴~ 户 ~
(四 )扩种豆科饲草绿肥

,

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火山灰土地区土地肥沃
,

小灌木
、

草类生长茂盛
,

农民历来有饲养草食性牲畜的 习 惯
。

要充分利用火山灰土山砾石特多
、

无法开垦的闲荒地
,

但适合牧草生长的特点
,

采用人工播

种豆科饲草绿肥如格拉姆 ( C r a h a n )
、

库克 ( G o o k )
、

矮柱花草 ( S t y l o s a n t h e s S u d a i e a )
、

大翼

豆 ( iS r ot r o) 以及禾木科牧草等
,

变野生杂草为人工牧草
,

提高草地载畜量
,

发展草食牲畜
。

(五 )合理施肥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针对火山灰土速效磷和全钾以及微量元素铜
、

硼含量低的状况
,

必须在发展豆科绿肥
,

施

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
,

增施磷
、

钾肥和铂
、

硼等微肥
,

以利作物产量不断提高
。

此外
,

火山灰土地区有大量火 山砾石
、

火山弹和火山灰
,

是制造水泥好原料
,

埋藏于地

下的玄武岩是建筑材料
,

应进行有计划的开采
。

、 产 勺产
,

产 ” 沪、 目
护 曰 、 沪、 尸 产卜 , 生 厂

.

产 . ,州
. 一

产
.

产 哪尸州一 产 产州 户
`

产 ,产 . 尸 r 气 内
翻

产
闷
产

(上接封 3 )

( 一 ) 土壤中水溶性钙的侧定

三
、

应 用

将土壤样品以1 : 10 的土水比振荡半小时
,

过滤
,

吸一定体

积的提取液
,

调节离子强度为 o
.

IM
,

用标准添加法测定
,

结果见表 5
。

如果测定各种天然水
、

工厂废水及生活用水中的钙
,

只需吸取一定体积
,

用电极进行测定
。

(二 )土壤中交换性钙的测定 将土壤样品用 0
.

I M K CI 溶液以 1 : 10 的土水比振荡半小时
,

过滤
。

用标准添加法测定钙
,

并计算出土壤中的交换性钙量
,

结果见表 5
。

(三 )滴定曲线 图 2和图 3分别为红壤和砖红壤胶体的 p H和 p C a
的滴定曲线

。

对于两种土

壤
,

假定其表观阳离子交换量在 p H 7 时分别为每 1 00 克 1 7
.

。和 7
.

2毫克当量
,

则其相应的 p C a

值为 2
,

7 7和 2
.

9 3
。

四
、

结 论

应用 E T H一 1 29 和 E T H一 10 0 1中性载体为电活性材料制成的P V C 膜钙电极
,

响应时间

较快
,

适用的p H 下限较常用的以辛基苯基磷酸为电活性材料的钙 电极为低
。

其他性能也颇

为良好
。

这为研究土壤中钙的化学
,

特别是在田间测定土壤中钙的含量提供了 良好 的工具
。

这种电极已在土壤石灰位的研究中得到应用 (W
a
gn

a
dn Y u , 1 9 8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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