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红壤系列诊断特征研究初报
`

卢家诚 刘鉴明

(广东 省土壤研究所 )

研究了一 个发育于花 岗岩母质上 的赤 红壤剖面的特性
,

断层
、

诊断特性和诊断指标进行 了验证或补充
。

要

并与
“
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 (二稿 )

”
中有关赤 红坡的诊

目前
,

许多国家的土壤分类
,

都在向标准化和定量化方 向发展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主持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基金课题组
,

于 19 8 5年底和 19 8 7年分别制订了
“

中国土壤系统

分类初拟
”

和
“

二稿
”

1t,
“〕 ,

初步确定了赤红壤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具体指标
。

本文选定 一

个发育于花岗岩母质上的赤红壤剖面进行分析研究
,

旨在对
“

二稿
”

中有关赤红壤的诊断层
、

诊断特性
、

以及诊断指标进行验证和充实
,

并对亚类一级土壤类型的诊断特性和指标提供依

据
。

一
、

土壤的生态环境及剖面形态特征

( 一 )土壤的生态环境

供试土样采自广州市石牌地区华南农业大学长岗山 自然保护区
。

本区地处南亚热带
,

雨

量充沛
,

热量充足
。

年平均气温为 2 1
.

8℃ ,

年降雨量 (据广东省土壤研究所红壤站 1 9 8 4一 1 9 8 6

年资料统计 ) 为 1 4 72 m m
,

年蒸发量为 1 1 7 9 m m
,

每年 4 一 9 月为雨季
,

10 一 3 月为旱季 ; 地

貌类型属花岗岩发育的低丘台地
,

地面坡度一般在 15
。

以下
,

海拔约 30 m
,

相对高度 20 m 左

右 ; 原生植被全被破坏 ; 有过片蚀和沟蚀的水土流失
,

表土几乎全部被侵蚀
。

目前
,

地表仍

保存被严重侵蚀的冲刷沟 ; 现状植被是 1 9 8。年划为 自然保护区后的次生植物
,

生长茂密
,

以

芒其占绝对优势
,

草高达 50 一 l 0 0 0 m ,

间有桃金娘和岗松等灌木植物
,

树木以马尾松为主
,

生

长颇盛
,

地面覆盖度达 1 00 %
。

( 二 )部面形态特征

土壤的形成发育
,

在上述南亚热带高温多雨 的生态环境综合影响下
,

土壤的风化
、

淋溶

及富铝化过程较为强烈
,

具深厚 的红色风化壳及土层
,

土体中因硅酸盐类矿物强烈分解
,

二

氧化硅和盐基遭受淋失
,

铁
、

铝等氧化物相对累积
,

致使土体呈红色
,

土壤呈酸性反应
。

剖

面的形态特征
:

A : o 一 9 o m ,

为覆盖层
,

颜色明显较原 A 层红
,

干态土壤呈红棕色 (5 Y R S / 4
,

湿态为

5 Y R 4/ 4 )
,

野外土壤水分为潮润
,

核粒结构
,

水稳性较差
,

粘壤土
,

结持疏松
,

孔隙小而不

规则
,

根系多
。

* 本课题由邹国础
、

朱世 清
、

卢家诚负责
.

刘盐明
、

李淑仪
、

陈绍明
、

唐进宣
、

黄美艳参加工作
。

部分化验 111 罗婉娇
、

谭军 同志协助完成
,

在 此一并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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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
:9一 32 c m,

为原表层
,

过渡层面较平直
,

月
“

时呈暗棕色 ( 7
.

SY R S / 4 ,

湿态为 7
.

5

Y R 4 / 4) ; 潮润
,

核粒结构
,

结构体较弱
,

裂隙中有斑纹状胶膜
;
粘壤土

,

上层较疏松
,

孔隙

小而不规则
,

根系多
。

2 A B
:

32 一 4 3c m ,

以舌状形态逐渐过渡
,

干时呈棕红色 ( 7
.

5 Y R 6 / 4 ,

湿 时 5 Y R 4 / 6)
;

潮润
,

土体稍紧
,

核块状结构
,

大小中等
,

较弱
,

结构面有模糊条纹胶膜
,

粘壤土
,

孔隙小

而少
,

根系量中等
。

Z B
, : 4 3一 85 o m ,

呈波状逐渐过渡
,

土体干时呈浅棕红色 ( 5 Y R 7 / 6 ,

湿态 2
.

S Y R S / 8 ) ’

潮润
,

稍紧
,

核块状结构
,

中等大小
,

结构体表面有条纹状模糊胶膜
; 壤粘土

,

孔隙小而少
,

根系少
。

2 B
Z : 8 5一 1 3 0 e m ,

呈波状逐渐过渡
,

土体干时呈红色 ( 5 Y R 6 / 6 ,

湿态 2
.

5 Y R 5 / 8 )
,

潮润
,

紧
,

核块状结构
,

中等大小
,

较弱
,

结构体表面胶膜不明显
,

无根系
。

二
、

土壤的基本属性

`一 )土坡的理化性质

从形态特征看
,

土壤剖面色调偏红 ( 5 Y R 土 2
.

5 )
,

质地为粘壤土至壤粘土
,

心土层粘粒

含量少 43 % ; 粘粒淀积明显
,

剖面 B层粘粒含量与A层粘粒含量的比值大于 1
.

2 ; 土体裂隙和

结构体表面均有斑纹状或纹状胶膜的新生体
,

土层间逐渐过渡
; 从化学性质来看

,

土壤呈酸

性反应 (P H 4
.

8一 5
.

4 )
,

但交换性酸低 ( 1
.

04 一 1
.

82 m e/ 1 0 o g土 )
,

其中交换性铝占 87 一 90 % ;

B层粘粒有效阳离子交换量 ( E C E C )和粘粒阳离子交换量 ( C E C
,
) 小

,

分别为 3
.

02 一 4
.

8 7和

1 0
.

3一 1 2
.

7 m c/ l o o g粘粒
;
盐基饱和度较低

,

在 1 2
.

5一 1 7
.

0%之间 ;
铁铝层 中土壤游离氧化

,

铁含量为 3
.

4一 3
.

8%
,

铁 的游离度为 60
.

9一 62
.

5% ( 表 1 )
。

(二 )土坡的矿物组成特征

( l) 粘粒的粘上矿物组成
:

从粘粒 X
一

衍射图来看
,

整个剖面上下层 矿 物组成差异不大

均 以结晶程度不 良的高岭石为主
,

伴有 14 人过渡矿物
、

三水铝石和水黑云母
、

埃洛石
、

针铁

矿
、

蛙石
,

到 B
Z

层才出现少量水云母
;
剖面中从上至下高岭石和三水铝石含量逐渐增多

,

而

14 入过渡矿物则相反
,

呈下降趋势
。

( 2) 0
.

00 2一 o
.

00 5 m m 粒级矿物组成
:

以高岭石和石英为主
,

高岭石和三水铝石含量明显

地较粘粒级的少
,

但蛙石
、

水黑云母
、

水云母
、

埃洛石含量较粘粒级的高
。

在 B
I

和 B
Z

层 中
,

水云母的含量也明显地比粘粒级的高
,

往下层有递增 的趋势
,

结晶程度也愈好
。

( 3) 0
.

00 5一 o
.

02 m m 粒级矿物组成
:

以石英为主
,

伴有高岭石
,

少量三水铝石
、

埃洛石
、

水云母和长石碎屑
。

( 4) 0
.

02 一 o
.

Zm m粒级矿物组成
:

石英占绝对优势
,

少量高岭石
、

三水铝石
、

埃洛石和

长石碎屑
。

粘粒的粘土矿物组成经用差热分析和电镜观察
,

其结果基本相同
。

(三 )微形态特征

Z A
:

基质较紧密
,

褐棕色
,

孔隙较多
,

斑晶大小不一
,

以石英为主
,

极少量云母碎片

和长石碎屑
,

局部孔壁和斑晶周围有发亮的光性定向粘粒
,

植物根系残体多
,

且多被铁质浸

染
。

Z B
, :

墓质致密
,

棕黄色
,

孔隙较上层小而少
,

斑品大小不一
,

以石英为主
,

少量长石

和云母碎片
,

极少量不透明矿物 (可能是磁铁矿 )金红石等
,

光性定向粘粒 比上层明显
,

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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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赤 红 壤 的 理 化 性 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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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 C 7 :

阳离子交换量 ( 醋酸按 法
,

p H 7 )
。

* * E C E C
:

有效阳离子交换量 (交换性盐基总量 十交换性铝 )
。

孔隙和长石边缘为甚
,

有少量被铁质浸染的根系残体
。

Z B
: :

基质致密
,

棕黄色
,

斑 晶大小不一
,

量较多
,

绝大部分为石英
,

光性定向粘粒的

分布和数量与 Z B
,

层相似
,

长石碎屑较 Z B
,

层增多
,

绝大多数为微斜长石
,

少量云母碎片
,

大

粒径 的云母 (约 0
.

4 x o
.

s m m )边缘在向粘土矿物转变
;
有极少量不透明矿物和金红石等

。

三
、

土壤系统分类诊断指标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二稿 )中
,

把铁铝层作为中亚热带及其以南地区主要土壤类型的诊断

层
,

并在土纲中划分出铁铝土
,

是合理的
。

它与铁硅铝土的区别
,

在于土壤粘粒矿物组成中

以 1 :1 型高岭石类或铁铝氧化物占优势
,

部分亚层土壤有效阳离子交换 量 < 1 5m e/ l o o g 粘粒

( < 2 件 )
,

或阳离子交换量 < 2 4 m e/ I OOg粘粒 ( < 2件 )
。

本文所研究的发育在花岗岩母质上的

土壤即属于此
。

“

二稿
”

中把红壤系列的土壤根据土壤的水分状 况在亚纲中划分为湿润铁铝土
,

这与该土

壤所处的气候条件是相吻合的
。

而把有效阳离子交换量在 2
.

5一 l o m e/ l o o g粘粒 ( < 2 协 )或阳

离子交换量在 5 一 16 m e/ 1。。g粘粒 ( ( 2 卜 ) 的土壤
,

在土类一级中划分为赤红壤
。

本 文 所

研究的土壤的分析结果虽均在上述指标范围内
,

但由于数据太少
,

尚难定论
,

有待进一步验

证
。

四
、

对赤红壤系统分类亚类划分的意见

根据
“

中国上壤系统分类 (二稿 )
” ,

赤红壤土类下分为典型赤红壤
、

腐殖质赤红壤
、

富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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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红壤
、

潮赤红壤
、

表蚀赤红壤和复盐基赤红壤 6个亚类
。

但据本文研究
,

有些赤红壤除具

有符合赤红壤规定 的铁铝 B层外
,

还叠加有淀积粘化层
,

因此
,

建议在亚类一级把具有淀 积

粘化层的土壤划分出来
,

以别于典型赤红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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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视察红壤生态实验站

中科院周尧召院长一行 4 人在江西省副省长陈癸尊
、

鹰潭市长曾容芳陪同下于 1 9 9 0年 4

月 5 日乘察了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郊的中科院红壤生态实验站
,

受到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

周

院长在接见该站科技人员后讲了话
。

他讲两个方面的看法
。

1
.

看到非常好的中青年骨干队伍
,

熊毅先生是老一代
,

中年队伍坚持在国家 科 研第一

线
,

一年有几个月在农村基层
,

说明我国这支队伍非常可贵
,

有个年轻队伍在第一线更值得

高兴
。

科学院始终是信任青年一代的
,

尽管社会上认为青年人想出国
,

个人想法多
,

我们认

为青年一代和老一代一样
,

热爱祖国
,

有献身精神
。

今天看到的就说明了这一点
,

在国外学

习
,

按时回来
,

有志在基层坚持工作
,

继承发扬优秀传统
,

中科院确实有许多优秀传统
,

在

国家艰难条件下
,

如二
、

三十年代不少科学家从国外回来
,

从事教育
、

科研
。

解放后
,

国家

有一个大飞跃
。

只要把这个精神继承发扬起来
,

中国科技就有希望
。

从 1 8 4 0年以来
,

我国民

族经历了许多灾难
,

解放后对一些规律认识不够
,

只要大家充分认识规律
,

总结经验
,

保持

长期
、

稳定
、

协调发展局面是有可能的
,

也许在青年人中希望和急于求成
,

但国家建设要脚

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进行
。

如红壤改 良需要一亩一亩地改造
。

如果青年人下定这个志向
,

坚持

去做
。

带动他人去做
,

一定会有成效
。

中国人非常聪明
,

努力
。

中国科学院已下定决心
,

给

青年科技工作者创造工作
、

生活条件
,

在国际舞台上交流
,

竞争的能力
。

目前条件有限
,

但

决心已下
。

90 年代要把重担交给中
、

青年一代
。

到本世纪末
,

下世纪初
,

科研骨干 和 组 织

领导要向现在 20 一 30 岁人转移
,

我们相信这些人有能力把这重担担负起来
。

现在青年比中年

一代条件更优越
,

赵所长 19 5 2年毕业
,

那时没有国际交流
,

没有基地
,

处于原始认识开创的阶

段
,

条件艰苦
。

你们 77 一 78 届大学本科毕业是关键的一代
,

文革中的幸存者
,

确实很优秀
,

坚

持事业几十年
,

必定会产生根本性变化
。

所看到的水土流失治理区
,

原寸草不生
,

经过三年

努力流失区面貌大为改观
,

红壤站在示范推广工作中低产柑园
、

低产茶园和低产渔塘的示范

工作效果明显
,

增产幅度成倍增加
。

希望青年为此继续奋斗
。

从业务
、

思想
、

工作方面
,

在

9川 l屯代
,

接过科学院的班
。

中科院设立了不少青年基金
,

主要是支持鼓励青年人的工作
,

希

望青年人积极 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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