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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米泉的灌淤亚类水耕人为土
`

邹德生

(新班土地管理局 乌奋木齐8 3 0) ( 0 0

廖宝玲 杜 力

(中国科学院新砚生物土坡沙淇研究所)

摘 要

新砚米泉地区起撅于原灰澳土或注耕土的水稻土
.

成土过程中水耕熟化和浦淤
、

淋溶与淀积并行
.

形

成独特的范淤一水耕表层 (耕作层 +犁底层) 和范淤一水耕级化还原层
,

总厚度 > 匆
cm

.

基于研究
.

将供试

土城划分为铁聚水耕人为土和铁渗水耕人为土两个土类
.

并建议在水耕人为土系统分类中增设通淤亚类
.

关键词 范淤亚类 ; 渗育层

新疆河灌区植稻土壤向水耕人为土的演化中
,

普遍伴随有程度不同的灌溉淤积过程
.

新

疆第二次土壤普查曾在渗育水稻土下列出灌淤水稻土 (土属 ) 这个类型
.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

灌淤水稻土的特征
,

并就系统分类归属问题提出建议
.

1 形成条件

米泉的灌淤水稻土主要分布在洪一冲积扇下部长 山子
、

三道坝等乡
.

地下水均在 3m 以

下
,

洪一冲积性黄土母质质地偏轻
,

多砂壤和粉砂壤土
.

稻 田引用乌鲁木齐河水灌溉
,

水 中

悬移物质相对比较多
,

比降一般在 10 左右
,

最高值一 号冰川融水可达 “ 〔`〕 ; 灌 水量

1 6 500 立方 / 公顷以上
.

据米泉气象资料
,

年平均气温 7℃
,

> 5℃积温 3 745 ℃
,

极端最高

气温 42 ℃
,

极端最低气温一 32
.

9℃ ; 最大冻土深度 1 60 cnr 左右 ; 年降水量 Z 12 m m
,

年蒸发

量 2 23 0 m m
·

米泉地区种稻历史悠久
,

公元 17 72 年就有商贾承种 稻 田
.

种稻多用牛
、

羊厩肥
,

据

《米泉县农业区划报告 》
,

80 年代该县有 15 % 耕地是不施基肥的
`

卫生田
’ ,

而稻 田则年年施

用量多质好的有机肥 (大粪
、

油渣
、

皮渣等 )
,

而且精耕细作
,

机械化程度高
.

1 9 66 年水稻

单产达 5 4 0 0 k g / h a
,

目前单产更高
,

普遍在 8 0O0 k g / h a 以上
.

2 土壤性态

本文研究了两个代表剖面
.

米一 1 发育于原
“

灌耕土
’ ,

植稻 40 余年 ; 米一 2 发育于原
“

灰

漠土
’ ,

种稻约 10 0 年以上
,

均采自长 山子乡洪一冲积扇下部
,

相距约 2 公里
,

地下水均在

3m 以下
,

可 比性强
.

.2 1 剖面形态

土壤在淹水季节水分下行
,

在 回旱的短期内因蒸发而上行
,

但其强度远小于重力水作

.

本文承龚子同
、

高以信
、

樊自立
、

张累德先生指正
.

曹升赓先生作了全面修改和补充 ; 文中表3
、

图 l 中数据由南

京土城所过兴度
、

杨德涌测定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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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米泉地区冬季长
,

冻土作用约 5 个月
.

加上土壤质地粘重
,

有机质含量高
,

保水性能良

好
,

次年播种填闲绿肥也不需灌溉
.

剖面形态分化可直观判别为
:
耕作层

、

犁底层
、

渗育层

(暗灰色斑纹层或浅灰色斑纹层 ) 和已成为漪育层的母土层
.

剖面底部无潜育特征
.

水耕表层 (耕作层与犁底层 ) 厚 2 c2 m 以上
.

质地粘重
,

结构致密
,

多大块状
,

原水耕

表层 中的灰黑色表潜斑块随淤灌作用的持续进行而被埋藏
.

犁底层一般较稳定
,

但也有因机

械深耕而被破坏
.

灌淤一水耕氧化还原层上部的渗育层是灌淤水稻土特有 的发生层
,

有少量锈斑
,

结构面

和孔隙壁有明显的灰色胶膜
.

可因人为培肥程度
,

水耕年限和强度而分化为暗灰色渗育层和

浅灰色渗育层
.

米 一 2 土壤的暗灰色渗育层深达 69c m
,

其中 23 一 4 c7 m 为埋藏水耕表层
.

米

一 1 土壤的暗灰色渗育层位于 22 一2 c9 m
,

29 一 73
c m 为浅灰色渗育层

.

从渗育层下界至 1 0 c0 m 的母土层 已成为明显的氧化还原斑纹层
.

.2 2 理化性质

.2 .2 1 颗粒组成
:
剖面上部具有灌 淤层机械组成的特征

,

上下基本一致
,

由于施肥堆垫物

比较复杂
,

有时会出现粗砂和细砾石
,

但 0
.

05 一 0
.

002 m m 粒级在上下各亚层均比较一致
.

由于水耕作用
,

< O
.

O02 m m 粘粒有淋移现象 (表 1 )
,

如米一 1 土壤粘粒在 22 一 2 c9 m 处淀

积
,

米一2 土壤粘粒迁移相对深些
,

在 30 一 47
c m 处淀积

.

粘粒淀积后形成灰色胶膜
.

表 1 灌 淤 水 稻 土 机 械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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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2 有机质与腐殖质组成特征

米泉灌淤水稻土水耕表层的有机质高达 27 一 4 0 9 / k g
,

C / N 比 > 10 ; 灌淤一水耕渗育层

中的暗灰色斑纹层有机 质 > 2 0 9 / k g
,

C / N 比 > 1 0
,

而浅灰色斑纹层有机质为 12 9 / k g 左

右
,

C / N 比 < 10 ; 母土层有机质含量 < 10 9 / k g
,

C / N 比 < 10 (表 2)
.

米泉灌 淤水稻土两剖面 的腐殖质组成特征 比较特殊
,

H A / F A 比 > 1
.

1
,

下层高于上

层
,

尤以米一 2 土壤 23 一30c m
,

H A / F A 比高达 .2 4
,

这可能与土壤粘重
、

犁底层及下层土

壤含水量高有关
.

灌淤水稻土 H A / F A > 1
.

1
,

表明其熟化度水平较高
.

表层有机碳腐殖化

度为 18 %
,

向下呈减弱趋势
.



·

2 0 6
·

土 壤 9 9 6 1年 第 5期

表 2 新 祖 米 泉 灌 淤 水 稻 土 化 学 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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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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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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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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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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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粘粒的化学组成及粘土矿物

由粘 粒全 量组 成与 5 10 2 / F e Z o 3 和 5 10 2 / A 12 o 3
的变化可见 F e 2 0 3

和 A 120 3 在

47 一 100 cm 处有淀积的特征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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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灌淤水稻土 (米一2) 粘粒 X 射线衍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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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一 2号剖面各层粘粒 ( <。
.

0 0 2 m m) x射线分析 (图 1 )
,

粘土矿物以水云母为主
,

伴

有少量高岭石
、

绿泥石
、

蒙皂石
、

石英
、

长石等
,

全剖面几乎无差异
.

.2 .2 4 游离铁
,

无定形铁
,

晶质铁

灌淤水稻土全铁的剖面分布虽有 自上而下增加的趋势
,

但也只在百年水稻土 (米一2)

中有此显示
.

一般变化不大
.

游离铁
,

无定形铁
,

晶质铁对表征不同类型水稻土有诊断意

义 〔2 ,
,

在同一类型水稻土中
,

由于种稻年限长短
,

起源土壤不同
,

也表现有规律性变化
.

米一 1 号剖面是 40 多年前 的旱改水
,

米一 2 则有百年种稻史
,

两剖面均为灌淤水稻土
,

却在

游离铁
,

无定形铁
,

晶质铁的含量及剖面特征方面有其异同处
.

( l) 水耕表层游离铁
,

晶质铁最低
,

而无定形铁最高 ; 游离铁
、

晶质铁随剖面 自上而下

呈渐增趋势
,

无定形铁则呈递减 的规律
,

K h 值
,

F h 值均呈上窄下宽的特征
,

至剖面底部

均未产生逆转现象 (表 4)
,

这些都表明
,

灌淤水稻土渗育层的发育程度
.

( 2) 随种稻年限的增加
,

游离铁有下降的趋势
,

米一 1号剖面水耕表层游离铁的加权特征

数为 3
.

6 2 9 / k g ; 22 一 7 3 c m 受水耕影响
,

游离铁为 .5 2 4 9 / k g ; 母土层为 6
.

7 9 / k g
,

米一 2 号

剖面
,

水耕表层游离铁 的加权数与米一 1号基本接近
,

为 3
.

4 9 9 / k g ; 23 一4 7 c m 则偏低
,

为

3
.

38 9 / k g ; 母土层游离铁为 6
.

08 9 / k了
,

均 较米一 1 为低
.

米一 l 号犁底层的游离铁低于耕作层 ; 米一 2 号犁底层至心土的游离铁均低于耕作层
,

F h

值 < 1
.

耕层略高与其有机质含显较高和淹水耕作条件有关
.

表 4 水 稻 土 铁 氧 化 物 分 析

全铁 游离铁 活性铁 晶质铁 游离度 活化度 晶胶率 活化度

剖面号 深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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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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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5
.

9 1 1
.

5 1 4
.

4 0 13
.

9 4 2 5
.

5 5 2
.

9 1 4名
.

5 0 1
.

7 6 0
.

2 7

6 9一 10 0 3 5
.

4 0 6
一

0 8 1
.

13 4
.

9 5 17
.

18 1 8
.

59 4
.

3 8 7 3
.

00 2
.

1 6 0
.

2 0

注
: 游离度为游离铁占全铁的百分含量 ; 活化度为无定形铁占游离铁的百分含 t : 晶胶率为晶质铁占无定形铁的百

分含童
,

F h 值为层段游离度与表层 的比值 ; K h 值为层段晶胶率与表层的比值
,

活化度层段系数为层段活化度与表层的

比值
.

( 3) 灌 淤水稻土水耕作用 引起 的铁 的活化过程强烈
,

水耕表层铁 氧化物的活化度高达

90 % 以上
,

向下呈明显的梯级下降特征
,

灌 淤一水耕渗育层各亚层与耕作层 的铁活化度层段

比值 < 0
.

7
,

母土层则 < 0
.

5
.

此外
,

从两剖面的无定形铁及活化度来看
,

种稻年限长的米一 2

剖面要偏高一些
,

田此表明铁的活化过程随水耕时间的延长而有所加强
.

(4 )晶质铁及晶胶率也随水耕年限的加长而呈下降的趋势 : 米一 2 剖面 23 一4 7c 二 晶质铁加

权平均数为 1
.

2 19 / k g
,

晶胶率加权数为 0
.

56 ; 而米一 1 剖面的同等深度 23 一 4 c8 二 晶质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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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数为 3. 7 09 / kg
,

晶胶率加权数为 2
.

9
.

此外
,

米一2 母土层 69 一 100 cln K h 值为 73
,

米一 1

母土层 73 一 I O0 c m K h 值为 59
.

1
.

以上数据既表明两个剖面都是发育程度较好的水稻土
,

又

反应出米一 2 剖面土壤的发育程度要比米一 1 土壤更好
,

这与两剖面水耕年限的长短条件是 吻

合的
.

( 5) 米一 1 剖面耕层游离铁为 3
.

749 / k g
,

水耕氧化还原层 ( 22 一 10 0C m ) 游离铁加权平均

值为 .5 7 89 / k g
,

后者与前者之比为 1
.

54 ; 米一 2 剖面耕层游离铁为 3
.

6 9 9 / k g
,

水耕氧化还

原层 ( 23 一 10 c0 m ) 游离铁加权平均值为 5
.

199 / gk
,

后者与前者之比为 1
.

44
.

因此米一 1 土

壤属铁聚型
,

而米一2 土壤则属铁渗型
〔 3〕

.

3 结 语
( 1)新疆河灌 区水稻土普遍伴随有灌淤过程

.

具有形成灌淤水稻土的条件
.

( 2) 灌淤水稻土的诊断层是灌淤一水耕表层和灌淤一水耕氧化还原层
,

供试剖面的水耕氧

化还原层
,

除底部的原母土层具有明显的斑纹外
,

其上部相当于发生层中的渗育层
.

( 3) 按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
,

新疆米泉的水稻土属人为土纲
,

水耕人为土

亚纲
,

米一 1 土壤为铁聚水耕人为土土类
,

而米一2 土壤则为铁渗水耕人为土土类
.

至于亚类

的归属
,

建议增设灌淤亚类
,

即分别称为灌淤铁聚水耕人为土和灌淤铁渗水耕人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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