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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根据赣东地区 第 2 次土壤 普查资料
,

论述 了该区水 稻土
、

潮土
、

红壤
、

黄壤
、
山 地草甸土和紫色上

种主要士壤类型 和由不 同母质发育形成的红 壤的土壤颗粒组成特点及 其粘粒含量的变化 等
。

上壤颗粒组成是土壤的重妥特性之一
。

土壤中水分
、

空气
、

养分状况都与土壤的颗粒组

成有关
。

耕作土壤的适耕性能
、

保蓄性能以及抗早性能等都受土壤颗粒组成的影响
,

众多的

上壤评级中
,

都将依颗粒组成划分的土壤质地列为肥力指标
。

因此
,

研究和了解土壤的颗粒

组成对指导土壤的耕作施肥以及土壤改 良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文是根据赣东地区第 2 次土壤普查土壤颗粒组成分析资料整理而成
。

主要论述了赣东

地区水稻土
、

潮土
、

红壤
、

黄壤
、

山地草甸土
、

紫色土 6 种主要土壤类型和花岗岩 (加里东

期和燕山期花岗岩 )
、

石英岩 (震旦纪石英砂岩
、

片麻石英岩和硅质岩 )
、

泥质岩 ( 页岩
、

板岩

和千枚岩 )
、

红砂岩 (第三纪红砂岩和 白平纪紫红色砂砾岩 )
、

晶屑凝灰岩
、

第四纪红色粘土 6

种主要成土母质发育形成的红壤的土壤颗粒组成特点及其粘粒含量变化
。

同时论述了耕作对

上壤粘粒迁移的影响
。

采用的土壤颗粒组成资料是按国际制颗粒分级
,

即各级颗粒的有效直

径为
:

石砾 > Zm m ,

粗砂粒 2一 0
.

2 m m ,

细砂粒 0
.

2一 o
.

0 2 m m
,

粉砂粒 0
.

0 2一 0
.

o o Zm m ,

粘

粒 < 0
.

o o Z n : m
。

一
、

赣东地区主要土壤的颗粒组成特点

赣东地区主要 上壤的各级颗粒含量列于表 1
。

水稻土是赣东地区的主要耕作土壤
,

广泛分布于全区的山丘沟谷
、

盆地和平原
。

其耕作

层土壤的颗粒组成特点是粗砂粒和粘粒含量少
,

平均含量都在 20 0 9 / k g 以下
,

而细砂粒和粉

砂粒含量多
,

平均含量都在 3 0 0 9 / k g以上
。

潮土是一种面积很小的耕作土壤
,

分布于抚河及其支流沿岸
,

母质主要为近代河流沉积

物
。

其耕作层的颗粒组成特点是细砂粒多
,

粘粒少
,

细 砂粒平均含量约 4 5 0 9 / k g ,

粗砂粒和粉

砂粒平均含量都在 20 0 9 / k g左右
,

而粘粒平均含量仅 10 0 9 / k g左右
。

紫色土是由紫色砂岩和紫色页岩发育而成的一种岩性土
,

分布于抚河中
、

上游的 南 城
、

南丰和广昌县的沿河丘陵阶梯地 区
,

有的开 垦耕作而成为紫泥田 (水田 )和紫泥土 ( 旱地 )
。

其

非耕作的紫色土表层颗粒组成 以粉砂粒多
、

粗砂粒少为其特点
。

粉砂粒平均含量为 3 7 3 9 k/ g
,

位列各类土壤粉砂粒平均含量之首
,

细砂粒平均含量为 3 2 3 9 k/ g
,

粘粒为 1 7 5 9 k/ g
,

而粗砂粒

` 平均含量仅 1 3 19 / k go

红壤是赣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一类上壤
,

广泛分布于海拨 80 0 m 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区
。

典

型的红壤亚类 (海拨 60 o m以下未产生剧烈水土流失的红壤 )
,

其表层上壤颗粒组成特点是粘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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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赣东地区主要土壤表 (耕 )层颗粒组成 ( g/ k g)

各级颗粒 含量 (粒径
:

m m)

土类名称 亚 类 名 称 标本数 ,

麟
石砾

> Z m m
粗 砂

2一 O

粒
卜

细
.

2 0
.

2

叱
粉 砂 粒 { 粘

0
.

0 2
一

0
.

0 0 2 )

< 0

_

趁
0 0乙

粒02

19 9
.

9

1 4 8
.

3

1 7 4
.

7

1 7 1
.

1

2 2 6
_

8

3 1 1
.

3

3 1 7
.

6

3 0 4
.

5

3 1 1 8

3 1 5
.

3

3 5 4
.

3

3 13 2

3 3 0 5

17 3
.

7

1 7 9
.

8

2 0 7
.

5

1 8 6
.

5

200

水 柏 土

淹育 型水稻土

储育型水 稻土

潜育型水 稻上

平 均

0
一 1 2

0
一 1 5

0
一 1 6

0一 1 4

;;
.

::
.

:
潮 土

紫 色 土

潮 土

紫 色 土

0
一 19 凌理6

.

2 2 0 6 8 1 2 0
.

3

0一 1 9 1 3 0
.

5 3 3 2
_

7 3 73
.

0 17 4
.

5

难八Ut沙O一]n乙
, .ùJ任一Jn山

红 壤

红 壤

黄 红 壤 ;
了

红圾性土

平 均 2 6

0一 1 6

O一 2 6

0一 4

0 一1 7

忿18
.

5

2 45
.

G

3 8 1
.

1

2 43
_

5

2 3 8
.

8

2 6 3
.

7

3 1 5
.

6

2 5 3
.

4

2 5 5
.

9

2 3 9
.

5

1 6 5
.

6

2续O
_

5

2 8 8
.

3

2 5 1
.

2

13 7
.

8

2 6 2
.

4

3 5 0
.

4 2 1 3
_

3 2 63
.

9 1 6 7
.

5

ó“尸口一a
1
1

.0.8一一.836八Unn妇

,土月生,
J

黄 壤 黄 壤 0
一 2 6

山地草甸土 山地草 甸土 0一 2 3 5 7 8
_

9 2 50
_

1 1 1 4 4 5 6
.

6

含量 > 粉砂粒 > 细砂粒 > 粗砂粒
。

粘粒平均含量为 28 8 9 / k g ,

而粗砂粒
、

细砂粒和粉砂粒的

平均含量均在 2 10 一 2 6 0 9 / k g之间
。

反应 了在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红壤
,

由于强烈的

脱硅富铝化作用
,

原生矿物不断风化为次生粘土矿物
,

致使这类上壤的粘粒含量增多
。

黄壤和山地草甸土
,

分布于海拨 8 00 m 以上的中
、

高山地
。 :仁壤受湿润冷凉气候 条件的

影响
,

原生矿物风化程度和土壤的脱硅富铝化作用强度相对较弱
,

其表层土壤颗粒组成特点

是砾石
、

粗砂粒多
,

枯粒含量少
。

黄壤表层土壤的石砾平均含量为 1 2 3 9 / k g
,

粗砂粒为 3 5 0 9 /

k g
,

而粘粒仅为 16 8 9 / k g ; 山地草甸土的粗砂粒含量高至 5 7 9 9 / k g ,

而粘粒含量仅 57 9 / k g
。

从表 1 中还可看出
,

赣东地区 山地红
、

黄壤和山地草甸土的表 (耕 )层的粘粒含量是随着

海拨高度的增加而减少
,

砾石和砂粒含量则随着海拨高度的增加而增多
。

海拔高度与土壤的

砂粒含量的相关系数
r 二 0

.

5 98 (n 二 2 0 )
,

海拨高度与土壤粘粒含量的相关系数
r 二 一 0

.

8 0 8 ( n

表 2 不同海拔高度土壤 (表土层 、的颗粒组成 ( g /纯 )

. 州 .州. . . . . . . . . . . . . . . 尸 . .口. . . . .

一
. , 叭曰口曰州 , 自 . . . . . . . . . . 口 . . , . . 尸日 . . . 尸 . . p . . .

~
, . . . . 侧 . . . , 尸

砂.0

拔度l)妇斜m海高汀地 点
( 山峰名 ) 母 岩

各级颗粒含量 (粒径
:

m m )

土壤名称 探 度
( e

m )

石砾
> Z m m 粗 砂

2 一 0
.

2

,

细 砂 {

竺 i三1产
15 1

.

0 !

一 2 6 5
.

0

! 1 8 0
.

。 {

{

25 0
.

1

魏
一。

宜黄县
神岗 乡
军峰 山

花岗岩

红 壤

黄 红 壤

黄 壤

山地草甸土

1 40

8 10

1 0 2 5

l e 7o

0
一

1 9

0 一 3 6

O一3 5

e 一 23

2 9 9
,

7

1 5 1
.

0

3 5 9 2

5 7 8
.

9

2 3 5
.

4

3 0 8
.

3

2 9 2
.

马

1 1 4 4

{ 粘 粒
0 2 {< 0

.

0 0 2

{ 3玲
.

9

2 75
.

8

} 2 57
.

。

5 6
.

6

质地名称

壤粉i土

壤粘上

壤粘土

砂壤土

黎川 县
七村乡

(会仙峰 )

花 岗岩

红 壤

黄 红 壤

黄 壤

1 65

G50

13 9 0

0
一 2 2

0
一

1 5

0一 2 4

5 2
.

9

3 5 6
,

0

2 0 2
_

2

2 43
.

8

2 7 8
.

0

2 7 8
.

1

2 0 6
.

8

2 3 3
.

0

3 8 4
.

7

2 0 9
.

1

16 4
.

0

18 9 1

3 40
.

3

2 25
.

0

1 4 8
_

1

壤粉三土

砂粘壤土

砂壤土

临川 县

茅排乡
芙蓉山 )

花岗岩 } 红

4 7 0

6 6 0

1 0 0 0

0
一 1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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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 1 2

4 0 3
.

8

3 4 6
.

6

4 8 9 3

15 4
.

6

2 1 1
.

8

2 7改 搜

2 6 8
.

2 6 8
.

肠
5

一

2

砂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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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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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
,

相关性均极为显著
。

这与赣东地区 3 个山头垂直带谱土壤的颗粒含量的变化趋势相一

致 ( 表 2 )
。

二
、

不同母质类型土壤颗粒组成特点

同一生物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同一类土壤的颗粒组成受成土母岩矿物组成及其风化度的影

响极为深刻
。

以不同母质发育的红壤为例
,

花岗岩和石英岩由于富含抗风化力强的石英
,

所发

育形成的红壤颗粒组成特点是粗砂粒和粘粒较多
,

平均含量分别为 3 1 0 9 / k g和28 1 9 / k g 左右
,

而细砂粒和粉砂粒较少
,

分别为 1 60 9 / k g和 2 25 一 24 2 9 / k g
,

从而构成花岗岩和石英岩 发育的

红壤多砾石粗骨性
;
第四纪红色粘土是经过中更新世高温高湿条件下强烈富铝化的古 红 土

,

矿物分解彻底
,

次生粘土矿物高岭石含量多
,

所发育形成的红壤颗粒组成的特点是粘 粒 多
,

砂粒少
。

其粗砂粒和细砂粒的平均含量各为 62
.

5 9 / k g和 2 3 9 9 / k g
,

而粉粒和粘粒则各为 3 5 0 9 /

k g左右
,

故构成 由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的重粘结性 , 页岩
、

板岩和千枚岩等泥质岩成

岩物质的颗粒一般细腻而均匀
,

所发育形成的红壤颗粒组成特点是粉粒多粗砂粒少
。

粗砂粒

平均含量仅 5 9 9 / k g
,

细砂粒和粘粒分别为 27 39 / k g和 2 9 0 9 / k g
,

而粉粒含量高达 3 7 8 9 / k g ,

因

而构成泥质岩发育的红壤的细腻性 ; 第三纪红色砂岩的成岩物质为冲积沉积物
,

颗粒较细而

均匀
,

而 白奎纪紫红色砂砾岩的成岩物质多为古老的洪积物
,

无分选性
,

颗粒大小不一
,

成

分也较复杂
,

所发育形成的红壤颗粒组成特点是砾石
、

砂粒多
,

粉砂
、

粘粒少
。

其砾石含量

达 1 8 2 9 / k g ,

粗砂和细砂的含量各为 2 1 6 9 / k g 和5 2 4 9 / k g ,

而粉砂和粘粒含量仅为 1 1 5 9 / k g 和

1 4 5 9 / k g ( 表 3 )
。

表 3 不同母质的耕作与非耕作土壤表〔耕 )层的颗粒组成

石 砾
各级颗粒含量 (g / k g)

采样地点 上 壤 名 称
深度

( e m )

粗砂
2一 0

.

2

细砂
0

.

2一
0

.

0 2

n l n l

粉砂
0

.

0 2一
0

.

0 0 2 {

」1l l n

粘粒
< 0

.

0 0 2

粘粒含

量较 红
壤减少

1刀 111 1了I n l ( % )

样母 数品质类型

宜黄县神 岗乡

黎川县宏 村乡

金溪县珊城 乡

红壤 (非耕作土 )

麻沙泥土 (耕作上 )

麻沙泥田 (耕作土 )

红壤 (非耕作土 )

棕沙泥 田 (耕作土 )

红壤 (非耕作土 )

黄沙泥土 (耕作土 )

黄沙泥 田 (耕作土 )

红壤 ( 非作耕土 )

鳝泥 田 (耕作土 )

红壤 ( 非耕作土 )

红沙泥土 (耕作土 )

红沙泥 田 (耕作土 )

红壤 (非耕作土 )

黄泥 土 (耕作土 )

黄泥 田 (耕作土 )

12

0 一 15

0 一 1 7

0 一 14

3 1 4
.

0

3 5 8
.

4

2 3 8
.

9

1 6 6
.

4

2 1 5
.

8

2 5 5 4

2 2 5
.

0

2 0 3
.

6

3 18
.

2

2 9 3
.

5
{

2 2 2
.

2

1 8 8
.

2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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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2 2 7 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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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4 3 3 8
_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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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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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9
.

9

3 4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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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6 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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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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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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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 8
.

5

2 7 2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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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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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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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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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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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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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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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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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5 2 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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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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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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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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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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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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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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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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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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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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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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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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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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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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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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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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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

土壤形成过程中粘粒的迁移变化

赣东地区上壤粘粒含量的差异较大
,

在其 自然和人为成土过程中
,

粘粒的迁移形式也各

有差别
,

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成土过程 中的粘粒淋溶下淀与 自然和人为活动过程 中产生的径

流所引起的机械流失程度不 同
。

粘粒淋溶下淀是由地表水下渗所引起
,

粘粒的这种迁移形式
,

在不同土壤类型间的强弱

程度是不 同的
。

从计算的全区主要土壤的 B / A 值 ( 剖面其他层次中与 A层 中粘粒含 量之比值 )

的大小 ( 表 4 )可看出
,

以黄红壤和黄壤的粘粒下淀最为明显
,

平均 B / A 值达 1
.

2以上 ; 潮土
、

红壤的粘粒稍有下淀现象 , 紫色土是一种典型的岩性土
,

受其母岩易风化
、

土壤易剥蚀侵蚀

的影响
,

平均 B / A 值仅 0
.

95
; 水稻土在长期的水耕熟化成土过程 中

,

也稍有粘粒的淋溶下淀
。

其剖面粘粒的分布一般是犁底层的粘粒平均含量与耕作层相近
,

赌育层的粘粒含量比耕作层

增加约 15 %
,

潜育层的粘粒含量比耕作层增加 19 %
。

粘粒的机械流失是地表径流所引起
,

尤其是土被遭到破坏后更为强烈
。

植被稀少
,

水土

流失严重的红壤性土
,

表土层粘粒含量仅 1 3 8 9 / k g ,

比红壤减少 52 %
。

耕作 上壤则在不合理

的耕作影响下也加大了这种机械流失量
,

使耕层粘粒 含量急剧减少
。

耕作旱地土壤的耕层粘

粒含量比同一地方相 同母质非耕作红壤表层的粘粒含量减少 1
.

3一 26 % ;水 田土壤耕层粘粒含

表 4 赣东地区主要土壤不同发生层次颗粒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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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 同一地方相同母质非耕作红壤表层减少 35 一 46 % (表 3 )
。

纵观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出
,

在赣东地区水 田土壤耕层粘粒含量的变化中
,

虽有地表径流

和淋溶下淀的双向迁移
,

但由地表径流所造成粘粒的机械流失远远甚于淋溶下淀
。

由各种母

质发育形成的红壤
,

粘粒 向下淋溶淀积值平均只 2 %
,

开垦水耕成为水稻土后
,

其粘粒下渗

淀积值平均也仅 1 8
.

7 % (储育型水稻土 )和 7
.

3 % (潜育型水稻土 )
,

与非耕作红壤比较
,

水田土

壤所减少的粘粒 中有 16 一 38 %为机械流失所损失
。

然而各种母质发育的红壤开垦早耕而成为

旱地土壤后
,

其耕作层的粘粒平均含量为 2 26 土 10 6 9 / k g (n
二 14 )

,

心土层的粘粒平均含量 2 89

士 1 1 99 / k g ( n = 1劝
,

比耕作层增加 28 %
,

表明旱耕土壤的粘 粒变化是淋溶下渗淀积甚于机械

流失
。

这是由于红壤疏松的腐殖质表层都较薄
,

一般均小于 sc m
,

而亚表土层 厚 度 在 10 一

1 c5 m ,

虽有植物根系穿插其间
,

但往往 比心上层更为紧实
,

透性很弱
,

粘粒乳l基性物质的下

移并不明显
,

从而形成低 丘红壤的粘粒迁移 以地表径流形式为主
。

但红壤开垦早耕后
,

出现

疏松的耕作层
,

透水性加强
,

致使粘粒向下淋淀的速度加快
,

数量增多
,

从而形成旱地
二L壤

的粘粒迁移以淋溶下淀的形式为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