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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丘陵红壤利用方式对

交换性铝分布的影响

陈福兴 秦瑞君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坡肥料研究所 北京 00 018 ) 1

摘 要

对湘南丘陵地区红壤交换性铝的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
.

结果表明
.

湘南丘陵红坡交换性铝分布差异较

大
.

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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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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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分布特点主要取决于土坡母质的性质
.

各种母质发育的土壤交换性铝 的大

小顺序为
:
页岩 > 第四纪红土 》 砂岩 > 石灰岩

.

植被与人为作用对土城交换性铝的影响也很大
.

与同一母

质同一地形部位的裸地相比
,

草灌乔自然植被的存在可使土城交换性铝降低
,

而人工种植湿地松
、

茶园却

具有使土壤交换性铝增加的作用
.

交换性铝在裸地土壤剖面上各个层次的差异不大
.

但在草灌乔下随土壤

探度增加而增加
.

在湿地松区
、

茶园下随土壤深度增加而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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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全球环境 日益恶化
,

许多地 区出现酸雨的危害
,

我国南方许多地 区也不例

外
.

酸雨的频繁沉降
,

加速了土壤的酸化
,

导致了土壤铝大量活化
,

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植物

的生长
.

所以铝毒及其改 良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广泛重视
.

我 国湘南红壤由于母质
、

植被的不同
,

加之人为活动的影响
,

使得其土壤交换性铝的分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

本文对

湘南丘陵红壤交换性铝的分布进行 了调查研究
,

为开发利用红壤
、

防止土壤铝毒害的发生
,

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在湘南试验区中国农业科学院红壤实验站进行
.

在不同母质发育的红壤上取样分析
,

测定其交换性铝的含量
.

取样标准部位都为同一地

形部位
,

按 0一 2 0c m
,

20 一5 0c nr 分层取样
,

共 54 个土样
.

其中砂岩 16 个
,

页岩 16 个
,

第四纪红粘土 14 个
,

石灰岩 8个
.

另外
,

对红壤实验站内同一丘陵红壤上长期种植湿地松
、

茶园
、

柑桔园
、

以及草灌乔次

生林区几种利用方式下的红壤进行取样分析
,

测定交换性铝的含量
,

并结合无植被覆盖的裸

地进行 比较
.

取样层次 为 0一 2 c0 m
,

20 一 5 0c m
,

50 一 10 0c m
,

I O0c m 以下
,

将土样风干
,

过筛
,

然后进行测定
。

交换性铝
: l

.

Om ol / L K CI 淋洗浸提
,

水土 比 25
: 1

,

中和滴定法
.

有机质
:
重铬酸钾外加

热法
.

p H 值
: 水浸

,

水土比为 2
.

5 : 1
,

p H 计恻定
.

阳离子交换量 ( C E )C
:
中性醋酸钱法

.

2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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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母质发育的红壤交换性铝的分布特点

湘南丘陵地区红壤的主要成土母质为砂岩
、

页岩
、

第 四纪红粘土和石灰岩
.

对所取的

54 个 土 样 的分 析结 果表 明
,

不 同母 质 发育 的红壤交换 性 铝 分 布的 差 异较大
,

从

0
.

1一 16
.

c2 m ol / k g
.

其中
,

石灰岩上发育的红壤交换性铝含量最小
,

无论表层还是底层
,

都

小于 1
.

co m ol / k g
.

砂岩上发育的红壤交换性铝平均值
:

--0 2 c0 m 为 4
.

c7 m of / k g ; 20 一5 c0 m

为 .5 c2 m ol / k g
,

在第 四 纪 红粘 土 上发育 的红壤交 换性 铝
:

--0 20 cnT 为 .6 7cln of / k .g

2 0一 5 0 c m 为 6
.

4 e m o l / k g ; 页岩红壤的交换性铝均值
: 0一2 0 e m 为 1 l

.

o cm
o l / k g ; 2--0 5 0 e m

为 10
.

7 e m o l / k g
.

由此可知
,

不同母质发育的红壤交换性铝的含量不同
,

其顺序依次为页岩 > 第四纪红

粘土 > 砂岩 > 石灰岩
.

其原因与土壤成土母质的性质有关即与母质含铝量不同 〔`刃 及其风

化程度的差异性有关
.

.2 2 自然植被搜盖对红壤交换性铝的影响

自然植被的存在与否对红壤交换性铝分布的影响也很大
.

分析表明
,

在草灌乔次生植被

覆盖下
,

砂岩红壤交换性铝分别为
: o一20 cm 为 3

.

cs m ol / k g ; 20 一 5c0 m 为 5
.

OC m ol / k ;g 与

其相 比
,

在同一母质下的裸地 0一2 0c m 为 5
.

6c m of / k g ; Z--o 50 cm 为 .5 4 c m of / k g ; 在第四

纪 红 土 中
,

植被稀少 的裸地 土 壤交换性铝 在 --0 20 cln 为 .8 7c m ol / k g ; 2 --0 50c m 为

.8 gc m ol / kg
.

而 在 有 自然植 被覆 盖 的 红 壤 中 于20 cm 为 .6 2c m ol / k g
,

2卜 5 c0 m 为

.6 gc m ol / k g
.

因此
,

在自然植被覆盖下 的土壤交换性铝要 比在同一地形部位下的没有植被

覆盖下的土壤要小
.

而且在自然植被下土壤交换性铝表层 比底层低
.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自然植被覆盖 表 1 不同利用方式下第四纪红壤交换性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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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由于生物小循环的作用
,

土壤表层有机

质大量积累 ; 另外
,

草灌乔植被下的植物枯

枝落叶中含 C a 、

M g 等基性元素较丰富
,

而单宁
,

树脂都少
,

从而使得土壤的有机质

品质较高
,

而且土壤表层的盐基饱和度也较

高 〔’ 〕
.

盐基和有机质是影响土壤交换性铝

活度的重要因素
,

它们的累积可以导致土壤

交换性铝下降
.

此外
.

无论砂岩
,

还是第四

纪红土
,

在自然植被覆盖下
,

其土壤的有机

质比裸地要高得多
,

而铝的饱和度却比裸地

的要低
.

在自然植被下的土壤也表现为有机

质表层高于底层
,

而铝饱和度表层低于底层

的现象
.

.2 3 不同利用方式对土壤交换性铝的影响

在湘南丘陵荒山地上
,

一般有人工种植

湿地松
、

茶园
、

柑桔园等利用方式
.

各种利

用方式下的土壤 由于其植被的特点及人为的

作用
,

其土壤交换性铝含量差异较大
,

见表

土城层次 有机质 C E C 值 交换性铝 交换性酸

( em ) 妞 / k g ) (
e m o l / k g ) (e m o l / k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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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
.

同一母质上的荒山土壤经长期种植湿地松后
.

有进一步酸化的趋势
.

其交

换性铝随土层深度增加而减少
,

在 10 c0 m 以下与裸地土相一致
.

这是 由于针叶林的枯枝落

叶中基性元素含量小
,

且单宁树脂多
,

容易为真菌所利用
,

导致土壤酸性淋溶强烈发展而酸

化 川
,

使得土壤铝大量活化
,

表层交换性铝累积
.

茶树下的土壤交换性铝分布的特点表现为 0一5 c0 m 土层较高
,

其下逐次减低
.

也呈上层

(0 一50
c m )相对下层而累积的特点

.

茶树属喜铝植物
,

可 以大量地吸收
、

利用土壤铝
,

其植

株体内也积累了相 当大量的铝
,

平均含量达 1 5 00 m g / k g 以上
,

在其老叶中含量最高
,

达几

千 二 g / k :
,

甚至几万 二 g / 地 (4, 6〕
.

因此
,

当茶树的残落物归还土壤后
,

经过分解转化
,

必然会引起土壤表层铝的富集
〔 7 ,

.

柑桔园下的土壤交换性铝水平为最低
,

当土层深度 l m 以下时
,

其交换性铝与裸地土渐

趋一致
.

这是由于在种植柑桔过程中
,

通过施加石灰
,

种植绿肥
、

施有机肥等
,

增加了土壤

有机质及矿质元素
,

土壤交换性铝减少
.

这种效果在 O一5c0 m 更为显著
.

3 结 论
1

、

不 同母质 上发育的红壤
,

其交换性铝含量不同
: 页岩 > 第四纪红土 > 砂岩 > 石灰

岩
.

2
、

由于 自然植被草灌乔的覆盖
,

土壤有机质和矿质元素富集
,

交换性铝降低
,

其剖面

中
,

交换性铝呈现上层低
,

下层增高的趋势
,

1
.

Om 以下交换性铝含量与无植被覆盖的裸地

对照区相一致
.

3
、

同一母质发育的红壤
,

利用方式不同
,

土壤交换性铝含量变化很大
.

人工长期种植

湿地松
、

茶 园
,

上层土壤交换性铝增加
,

并有酸化的趋势
,

土壤交换性铝随深度增加而减

少
.

柑桔园地由于人为施肥等措施的调控
,

土壤交换性铝明显降低
,

5 c0 m 以下渐趋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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