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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土壤和土地利用

龚子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泰国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中部和马来半岛北部
。

地处北纬 5
0

4 0`
至 2 003 0`

和 东 经 97
0

17
`
至

1 05 0之间
。

总面积 5 1 3 1 1 5平方公里
。

人 口 5 2 0 0万
。

近 2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为 7 %
,

在东

盟国家中名列榜首
。

1 9 8 9年人均收入已达1 1 0 0美元
,

被誉为东盟中跑在前面的
“

黑马
” 。

泰国在

不太长的时期内从贫穷落后状态进入小康水平
,

这与其农业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

目前泰国农

产品出口占出 口总额的 70 %
,

因此
,

泰国政府对本国的土壤
、

土地利用和农业的发展给予高

度重视
。

现将作者数次考察所见整理如下
,

供参考
。

一
、

泰国的土壤

泰国地处热带
,

气候炎热
。

年均温 24 一 30 ℃ ,

其中西北高地 24 一 26 ℃ ,

中央平原 28 一 30 ℃ ,

其余地方为 26 一 28 ℃
。

年雨量 9 00 一 4 0 0 0毫米
,

南部和东南部雨量较高
,

东北部较低
。

在 1 年

中
, 5 月至 10 月为雨季

,

11 月至 4 月为旱季
。

3 月至 5 月雨季未到来前温度最高
,

但亦间有

阵雨
。

泰国通常可以划分为 6个 自然区
,

即中央平原区
、

东南沿海区
,

西北高原区
、

中央高

地区
、

北部和西部大陆高地区
、

以及泰南半岛 (图 1 )
。

泰国的土壤就是在这样的自然背景下生

成发育的
。

很早以前
,

P en de lt o n
曾在此作过调查制图

,

除了山区以外
,

他将泰国土壤区分出42 个制

图单元
,

这些单元并不等于
“
土系

” ,

而是两个以上大土类的组合
。

1 9 6 0 年
,

法国土壤 学 家

S o g r “ a h在泰国西北高原作过土壤调查
。

其图例沿用了法国在非洲领地上所有的发生土类的概

念
。

1 9 6 4年
,

D u d a l和 M
o o r m a n n

则采用 1 9 3 8年美国农部的土壤分类
。

自2 9 7 8年以来
,

美国土

壤系统分类传入泰国
, 1 9 8 0年

,

与美国农部合作
,

正式采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为国家分类
。

目

前
,

泰国已划分惑了 3 0 0个土系和 2 0 0 0个变种
。

由于泰国雨量充沛
,

气候温润
,

因而无干早土

纲
,

但其余 9 个土纲均有分布
。

现简介于后
:

新成土 约占全国土地而积的 4
.

12 %
,

主要分布于泰国海湾沿岸的低阶地上
,

大部属潮

湿新成土
, 排水良好的新成土面积较小

,

分布于砂丘和有沙质沉积物的阶地和海滩
。

变性土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
.

3 4 %
,

主要分布于 中央平原与中央高地的石灰岩区
,

大部

为湿润变性土和半干润变性土
。

始成土 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9
.

n %
,

主要是潮湿新成土
,

分布于昔日的泛滥平原和低阶

地上
。

热带始成土分布于高地
,

面积较小
,

此类土壤广泛用于植稻
。

软土 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
.

31 %
,

主要集中于中央平原南部的泥灰岩地 区
,

泰国仅见有

湿润软土和潮湿软土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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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土 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
.

31 %
,

主要见于泰南半岛和沿海湾的海滩和沙丘地上
,

仅

见有腐殖质灰土
。

淋溶土 分布较广
,

占全国上地面积 9
.

37 %
,

最多的为潮湿淋溶土
,

主要见于中北部平

原 的低阶地上
,

半干润淋溶土分布面积较小
,

见于中央平原
。

老成土 分布面积最广
,

占全国土地面积 44
.

5 %
,

其中潮湿老成土
、

半干润老成土和湿

润老成土最为常见
,

腐殖质老成土较少
,

限于北部高地
。

叙化土 占全国土地面积 0
.

26 %
,

仅见于玄武岩地区
。

有机土 仅 占全国土地面积 0
.

16 %
,

见于泰南半岛砂丘周围的低地
。

泰国所处的纬度比我 国海南岛还低
,

如按地理发生观点
,

按成土条件划分土类
,

则泰国

都属于砖红壤
。

实际上
,

泰国的土壤是千变万化的
,

真正属于砖红壤的氧化土在泰国不足 1 %
,

与砖红壤在我国土壤中的比例相当
。

泰国的主要土纲是老成土
,

而且还有比砖红壤面积更大

的新成土和始成土
。

这种从土壤的属性出发的土壤分类
,

科学地区分了土壤
,

为合理的利用

改良土壤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

二
、

低产土壤改良

乌来西亚

图 1 泰国自然区略图

泰国土壤工作 者所 称 的 低 产 土 壤

( p r o b l e m , 0 115
)
。
是指

:
( 1 ) 农业生产 的潜

力低下
; (2 ) 要求特殊的土壤管理和 (或 )

( 3) 由于它们特殊的环境条件
,

如果用于

一般农业生产将会出现严重的环境 退 化
。

泰国的低产土壤主要是
:

陡坡土
、

酸性硫

酸盐土
、

盐渍土
、

砂质土
、

粗骨土
、

泥炭土

等
。

陡坡土 是坡度超过 35 % 的山地丘陵

地土壤
。

总面积 15 0 0万平方公里
。

其性质

因母质及周围环境而有很大变化
。

近 20 年

来
,

由于人口压力而毁林开荒
,

实行刀耕

火种
,

引起土壤侵蚀和环境恶化
。

酸性硫酸盐土 分布于滨海低地
,

排

水不 良或极不良
。

据估计
,

全泰约有 1 50 万

公顷
,

其中 90 %位于 中央平原
。

此类土壤可

分为潜在酸性硫酸盐土和真正酸性硫酸盐

土
。

潜在酸性硫酸盐土为硫化物潮湿新成

土
。

周期性受海水浸淹
,

排水极差
,

质地粘重
, p H高

,

呈绿色或蓝色
,

含盐分
,

及较高的黄

铁石 ( F e S
Z

)
。

此种土壤经排水后
,

即形成真正的酸性硫酸盐土
。

这些地区大部分生长红树
,

有

些地方为了晒盐
,

捕鱼或开矿将红树砍去
。

一般说
,

此种土壤作农业利用时
,

要大量施用石

灰和肥料才能获得收成
。

真正的酸性硫酸盐土系热带潮湿始成土和典型硫化物潮湿始成土
。

硫

化物 (黄铁矿 )氧化成硫酸和铁铝复合的硫酸盐
,

土壤 p H低
。

土壤排水不良
,

质地粘重
,

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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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黄钾铁矾的黄色斑块
。

这些土壤大部分用于植稻
。

但 由寸酸性独
,

缺磷和铁
、

锰 毒 害
,

水稻产量很低
。

因此
,

正确排水
,

施用石灰和磷肥是改良这种土壤的主要措施
。

盐浪土 指电导率> 2 姆欧 /厘米或含代换性钠大于巧%的土壤
,

其下可分为滨海和内陆

盐渍土两种
。

滨海盐土约有 4 2 9 1 00 公顷
,

系水成潮湿新成土
,

其下可细分为两种
: 一种是盐

沼带土壤
,

土壤仍受海水作用
,

大部分长红树
,

有些种椰子
,

或辟为盐田
,

或养鱼虾
,

土壤

由海相沉积物组成
,

质地粘
,

排水不良
,

呈弱碱性反应 ; 另一种离海较远
,

微含盐分
,

可用

以植稻但产量低
。

内陆盐土分布于泰国东北部
,

系钠质潮湿淋溶土和盐化潮湿始成土
,

其盐

分主要来 自中生代砂岩
。

此种土壤不仅含盐
,

且质地轻
,

易受旱
,

并缺乏植物养分
。

砂质土 是砂质或砂壤质土壤
,

其砂层厚度达 1 米以上
。

主要是石英砂质新成土或热带

腐殖质软土
。

总面积约 1 00 万公项
。

此种土壤主要见于东北高原
,

成土母质是砂岩
。

土壤抗蚀

性差
,

持水量低
,

有机质含量少
,

阳离子交换量低
。

主要种植木薯
、

洋麻或养畜
,

少数植稻
。

另

外
,

滨海也有一部分砂土
。

粗骨土 指 > 2毫米的粗粒含量 > 35 %的土壤
。

这些粗骨物质主要是砖红物质
,

铁子以及

未风化的岩石碎屑
,

影响根系穿透和水分渗淋
。

主要是弱发育半干润老成土
、

弱发育半干润

淋溶土
、

聚铁网纹半干润老成土
、

聚铁网纹半干润淋溶土
。

总面积 8 3 8 2 2平方公里
,

占 全 国

土地的 16 %
。

泥炭土 有机质含量超过 20 %
,

大部分为有机土
,

主要是热带纤维质有 机 土
。

总 面 积

6 0 0 0 0公顷
。

集中于泰南半岛与马来亚交界处
。

在雨季洪水泛滥时
,

积水深度可达 1 米以上
,

土壤 p H在 3 一 4 之间
,

土壤交换量高
,

但交换性盐基低
,

并缺乏微量元素
。

开垦时
,

要采取

适当的排水和利用方式
,

否则将会导致资源的破坏
。

泰国在改良低产土壤时
,

把陡坡土的整治放在第一位
,

其次是酸性硫酸盐上
,

再次是盐

渍土
、

砂土和泥炭土等
。

为了改良低产土壤
,

泰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

用于水利设施方

面的建设
。

而且还积极引进 国外的资金和技术
,

特别是与美国
、

日本和澳大利亚来往较密
。

不

仅如此
,

一些国际组织
,

如联合 F A O亚太地区办事处
、

BI S R A M ( 国际土壤研究和管理基金 )和

亚州技术学院等均设在曼谷
,

加强了国际交流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
。

从而更加促进了泰国

的土壤改良和农业的发展
。

三
、

土地利用

泰国土地利用是多种土样的
。

根据泰国土地分类 ( 1 9 8 0 )资料
,

其中理5
.

8%为农用地
,

草地

1 0
.

4 %
,

沼泽。
.

5 %
,

城市 0
.

5 %
,

水体 0
.

9%
,

森林 42
.

0 %
。

由于泰国政府重视依据自然条件

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合理地利用土地
,

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

(一 )分区利用 根据自然条件和土壤特点
,

因地制宜
,

分区种植
,

使土地利用有一个宏

观的合理布局
。

中央平原灌溉条件较好
,

是水稻的主要产区 , 泰南半岛和东南部排水良好的

丘陵地区则重点发展橡胶 ; 东北高原和中央高地缺水地区主要种植木薯
、

玉米等早作
,

甘蔗

则集中种植于 17 个府的距糖厂 1 00 公里以内的地区
,

至于西北高地则是泰国的袖木产区
。

(二 ) 因土制宜 泰国农业部土地发展局根据不同作物 (如水稻
、

早作
、

果树
、

橡胶和椰

子等 )的要求
,

对土壤的适宜性进行评价
。

通常可分 3一 5级 (从最适条件到有严重限制因子 )
。

农场主和农民根据该局的调查研究结果
,

实行因土种植
,

使作物的布局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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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

(三 ) 调整种植结构 他们注意在满足本国对农产品需求的情况下
,

不断调整结构
,

增加

出口
。

大米是泰国的传统出口产品
。

50 年代
,

全国仅种稻 52 4万公顷
,

出口 1 55 万 吨大米
,

而至

80 年代
,

水田扩展至 9 60 万公顷
,

出口大米则增至 3 5 0多万吨
,

价值 8 亿美元
,

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世界第二大稻米 出口 国
。

泰国的橡胶也是出口 的传统产品
,

每年可创汇 4 一 5 亿美元
,

是

世界士第三大出口 国
。

根据世界畜牧业迅速发展的趋势
,

泰国从 70 年代开始
,

就大力种植木

薯和玉米等以发展饲料生产
。

1 9 8 6年出口木薯 64 0万吨
,

占世界的 90 %
, 1 9 8 7年出口木薯量相

当于 8 0 0 0万美元
。

玉米 的出口也 占世界第一
, 1 9 86年玉米出口创汇 3

.

5亿美元
。

80 年代 以来
,

除上述产品外
、

还努力增加水果出 口
,

除了传统水果外
,

还增加新的品种
,

从中国引进的荔

枝已成为大片果园
。

19 8 7年
,

水果出口创汇已达 1亿美元
,

比 1 9 8 6年增长 50 %
。

同时
,

还注

意发展花卉生产
,

兰花年出口值达 2 5 0 0万美元
,

占世界兰花市场的73 %
。

1 9 8 7年泰国大米
,

橡

胶等 8 种主要产品出口 创汇约 53 亿美元
。

我国热带地区与泰国的 自然条件相似
,

土壤类型也雷同
,

可 以种植的热作也是差不多的
。

而且
,

地处热带的海南岛和广东
、

广西的南部
,

与海外的交通也极为方便
。

因此
,

泰国利用

土地和发展农业的经验值得上述省区借鉴
。

刊物出版消息

《 pde os hP e er 》 (土壤圈 )英文刊物一 中国

目前唯一的外文版土壤学刊物

将于 1 99 1年创刊出版

《 eP do sP he
r e》英文刊物为季刊

,

将于 1 9 9 1年正式创刊
,

主办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土壤圈物质循环开放研究实验室
,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

《 eP do
s p he er 》为我国英文版土壤学科高级学术刊物

,

主要刊登土壤学各分支学科的学术

研究论文
,

尤其欢迎土壤物质循环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
,

并刊登少量研究简报
。

主要读者对

象为土壤学科和有关学科的科技人员 以及有关高等院校的教师
、

研究生等
。

投寄《 P de o s p he
r e 》英文刊物的稿件必须是未曾发表过的

,

并请勿一稿两投
。

作者请将中
、

英文稿各一式两份
,

并附 20 。字以内的中
、

英文摘要各一份投寄该刊编辑部
;
或者先将中文稿

一式两份
,

并附不超过 2 00 字的中
、

英文摘要各一份寄该刊编辑部
,

经送审决定刊用后
,

由编

辑部通知作者寄英文稿
。

《 P de os p h e r e)} 编辑部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转
。

邮政

编码
: 2 10 0 0 5

。

订阅《 P de o sP h e r e)) 英文刊物请直接与北京科学出版社发行处期刊科 (地址
:

北京东黄城根

北街 1 6号
,

邮政编码
: 1 0 0 0 1 0 )联系

。

(杜荣民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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