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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嘉湖平原泥垫旱耕人为土的
形成

、

特性和分类研究
’

章明奎 厉仁安

(浙江农业大学土化系 杭州 31 00 2 9)

摘 要

研究了浙江省杭燕湖平原泥垫早耕人为土的成土特点和土城剖面形态特征及理化性质
.

根据 《 中国土

城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 的诊断标准
.

可把该区泥垫早耕人为土归为普通的泥垫早耕人为土亚类
.

关键词 泥垫早耕人为土 ; 系统分类 ; 杭鑫湖平原

泥垫旱耕人为土是浙江北部杭洲 )嘉 (兴 )湖 (州 )平原 区重要 的早地土壤资源
.

据浙江省

第二次土壤普查
,

全区共有泥垫早耕人为土 13
.

57 万 ha
` ’〕

,

其中杭州市 1
.

02 万 ha
,

嘉兴

市 7
.

08 万 h a ,

湖州市 5
.

4 万 h a .

在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分类系统中 〔 ’ 〕 ,

曾把泥垫

早耕人为土归属为潮土土类灰潮土亚类
,

并设立了堆叠土土属
,

但由于泥垫早耕人为土成土

过程的特殊性
,

其性质与一般潮土有较大的差别
.

本文在分析该区泥垫旱耕人为土成土特点

和土壤基本性态的基础上
,

讨论 了它们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归属
.

1 土壤形成特点

杭嘉湖平原泥垫早耕人为土是经过长年人工采土叠堆和培肥而成的一种特殊的土壤类

型
,

它的形成可追溯到明朝
.

杭嘉湖一带的人们在发展蚕桑和粮食生产 中
,

由人工挖塘
、

开

河
、

挑田
、

提混堆积并经后期捻河泥等培肥逐渐形成了泥垫早耕人为土
.

用堆叠形成的土壤

(泥垫早耕人为土 ) 种桑养蚕
,

而残留的低洼地养鱼植稻
,

逐渐发展形成了
“

桑基稻田
’

和
“

桑

基渔塘
.

等利用模式
,

因此泥垫早耕人为土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

一般分布在河流两岸

和抒田四周
,

高出周围田面 1
.

5一 3m 左右
.

表 1 泥垫早耕人为土的剖面特征

剖面 采样地点 土层及深度c( m ) 颇色 (干土 )

10 Y R 6 / 2

10 Y R 6 / 3

I OY R 6 / 3

10 Y R S / 4

2
.

5Y 7 / 2

7
.

S Y R 4 / 2

7
.

SY R S / 2

7
.

S Y R S / 2

7
.

S Y R S / 3

结构 新生体 根系 侵人休

桐乡县

祟福镇
(桑园 )

Owe Z I A

2 1一匆 人 B

5 0 we l 00 B I

10于
`

】9 0 B Z

18 0 es 2 9 0 C

较 状

小块状

大块状

梭柱状

层 状

一 大 t 粗根 少盒瓦片

少 t 锈纹 少盆粗根和细根 少盆瓦片

中t 盆铁锈纹 少 t 细根 一

较多铁锰斑纹 少盆根孔 一

杭州市

西湖区

样符镇

(早地 )

Ose 2 0 人

2 0一 5 5 A B

5 5一 16 0 B

16 0 es 2 7 0 B C

少 t 铁锰斑纹

中 t 铁锰斑纹

较多根系

少 t 根系

少 t 根孔

少盆螺壳

少 t 瓦片姚
状状状耘块块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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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泥垫早耕人为土的颗粒组成和铁的化学组成
.

剖面
深 度

颗粒组成 (m m,g k s一 , ) 载化铁组成恤 k g一 )

(Cm ) Z ee心
.

0 5 0 .0 5~ 刃
一

00 2 < 0
.

0 0 2 F e t F目 F已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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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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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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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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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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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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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 t 为全铁
.

eF d 为游离铁 ;
cF

。
为无定形铁

.

表 3

深度

(e m )

泥垫早耕人为土的化学性质

交换性阳离子 (e m o 一(+ ) k名
一 , )

剖面 p H
有机质

g( k g
一 , )

N a C a M g H A I

E C E C

c m 0 1(+ ) k g
-

盐基饱和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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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E C E C 为分母
.

2 土壤剖面的形态特征

杭嘉湖平原的泥垫早耕人为土土体深厚
,

剖面上部无沉积层次
,

并常夹有瓦片螺壳 (表

l)
、

而剖面下部 (周围 田面以上 约 .0 5一 l m ) 仍保留原有的自然沉积层次
.

全剖面色泽均

一
,

以灰棕色和黄褐色为主 (表 1 )
.

堆垫表层厚度 ( A + A B 层 ) 在 5 c0 m 以上
,

堆垫表层

上部 (耕作层
,

A 层 ) 以粒状和粒块状结构为主
,

疏松
,

堆垫表层下部 ( A B 层 ) 以块状结

构为主
,

紧实
.

剖面下部由于地下毛管水的运动已导致了部分铁锰的分离移动
,

常有铁锰锈

膜
,

另外在剖面中下部还有不少根孔
.

3 土壤理化性质
.3 1 颗粒组成 泥垫旱耕少

、

为土的质地因取土来源不同可有很大的变化
,

质地范围在粉

砂质粘壤土至壤质粘土之间
` ’一 3 ,

.

但同一土壤 剖面中
,

颗粒组成相似
,

质地较为均一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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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机质 泥垫早耕人为土的有机质含量不高
,

一般都在 2 g0 k g一 , 以下 〔卜 3 )
,

但有机

质在土壤剖面中分布较深
,

从上至下虽有下降
,

但变化缓慢
,

土表至 5 c0 m 内有机碳加权平

均值在 4
.

s g k g 一 ’ 以上
.

.3 3 p H 值和交换性能 泥垫早耕人为土的 p H 值一般在 6一 7 之间 〔 ’ 〕 (表 3)
,

呈中性至

微酸性
.

阳离子交换量一般在 1c0 m ol(
十 )k g 一 ` 以上 〔 ’ 一 3〕 (表 3)

,

交换性阳离子以钙和镁为

主
,

盐基饱和度很高
,

接近饱和 (表 3)
.

但全剖面已无石灰反应
.

.3 4 氛化铁 泥垫旱耕人为土的游离氧化铁约 l o g k g一 `
左右

,

铁游离度为 27 一43 %
,

铁活

化度 20 % 左右
,

这些值在土壤剖面上 下较为一致
,

变化不明显 (表 2)
.

1 5 养分状况 不同地区泥垫早耕人为土的养分状况有所差别 (表 4)
,

但养分含量一般

以耕作层最高
,

向下减少 (表 5) ; 这显然与人为培肥有关
.

耕作层速效磷在 10m g k g 一 , 以

上
,

但均小于 80 m g k g 一` .

表 4 不同地区泥垫早耕人为土表土养分比较

地 区
有机质
( 9 k g

一 l )
全 盆
g( k g一 )

全 磷
g( k g一 )

速效磷
(m g k g

一 ,
)

速效钾
(m 名k g一 )

杭 州 ( 3〕

弃 兴 `刀

湖 州
.

18
.

4

( n 二 4 3 )

16
.

6

(
n 二 3 7 )

19
.

0

( n = 2 94 )

1
.

30

( n , 4 2 )

1
.

18

(
n = 3 7)

1
.

2 0

(
n 二 2 52 )

0
.

8 5

(n , 7 )

0
.

6名

( n = 3 6 )

0
.

5 9

( n = 2 0 )

4 8
.

0

( n = 2 2 )

12
.

6 3

(
n = 64 9 )

2 5
.

9

(
n = 2 0 5 )

1 2 6

( n = 4 3 )

1 0 5
.

2

( n = 64 9 )

1 0 7
.

8

( n = 2 5 8)

.

湖州市农业局
,

湖州土城
.

1 9 8 7
.

表 S 泥垫早耕人为土的养分含里

剖 面
深 度

(。m )

全 氮
住枯一 )

全 磷
(B k名

一 l
)

全 钾

g( k名
一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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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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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k忍

一 l )

速效钾
(m g k`

一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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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1 36

吕
.

吕 吕3

4
.

1 1 17

4
.

3 7 2

5
.

9 6名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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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5 6 8

4
.

7 60

3
.

6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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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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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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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7 1 8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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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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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中国土壤系统中的归属

综上所述
,

浙 江省杭嘉湖平原的泥垫早耕人 为土堆垫表层厚度大于 S Oc m
.

且在颜色
、

质地
、

结构等方面剖面上下较为一致
.

堆垫表层土表至 50c m 内有机碳加权 平均值> 4
.

s g k g 一 ,

土
,

且具锈纹锈斑等新生体及螺壳
、

砖瓦陶片等侵人体
,

能满足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人 为土

纲
、

早耕人 为土亚纲
、

泥垫早耕人为土土类的诊断要求 闭
.

因其 p H > 5
.

5
,

盐其饱和度

> 50 %
,

且无石灰反应
.

因此均属于普通的泥垫早耕人为土亚类
.

( T 转第 27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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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值变异在 0
.

36 0 s e
刃

.

429
,

表明其熟化程度较高
.

比较泥垫早耕人为土中腐殖质的 H A / F A (即胡敏酸 / 富里酸 )
,

各剖面间差异可见
:
堆

垫表层的 H A / F A 值以高基最高
,

中基次之
,

而低基较低
,

表明地下水位低的剖面土壤有

机质分解较为彻底
.

在同一剖面不同层次的 H A / F A 值变幅较大
,

这主要是由于堆垫时间

不同及人为耕作影响等造成的
.

3 小 结

上述分析结果可见
:

( l) 泥垫早耕人为土 的堆垫表层
,

其有机质含量虽受潜水位高低影响
.

但全层的有机碳

含量加权平均值均不低于 4
.

59 / kg
,

证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中关于堆垫表层诊断

层的有机碳含量所定诊断指标是合理的
.

(2 )堆垫表层有机质含量及其剖面分布特征均有别于同一地区
、

相同母质发育形成的自

然土和其它耕作土壤
,

反映了堆垫表层形成发育的特有性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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