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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地区石灰岩区茶园土壤
与因土种植的研究

’

吴新民

(安徽省池州师范专科学校 贵池 2 4 71 00 )

陈德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着重阐述了池州地区石灰岩分布区茶园土城的类型
,

并就不同茶园土城的因土种植和植茶利用提出

了建议
.

关健词 石灰岩区 ; 茶园土坡 ` 因土种植

茶树是热带亚热带地区重要 的经济作物之一 在北纬 45
。

以南至南纬 34
`

以北均有种

植
.

茶树生长需要特定的土壤环境条件
,

一般茶园土壤都属酸性和强酸性土壤
,

上壤中活性

铝浓度较高
.

皖南池州地区虽然光照气温雨量等自然条件适宜茶树生长
,

但该地区的成土母

质和土壤特性
,

却影响了茶树长势和产量
.

自 1992 年 5 月至 1993 年 5 月我们对该地区石灰

岩分布区茶园土壤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

为该区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
、

低产茶园土壤的改

良提供依据
.

1 池州石灰岩区茶园土壤类型

池州地 区石灰岩地层出露错综复杂
,

成土母质种类繁多
.

本文根据野外调查 室内分

析
,

结合本地区的土壤普查成果
,

依照 19 7 8 年 《 中国土壤分类暂行草案》 分类标准
,

将本

地区石灰岩分布区内茶园土壤分成 3 个土纲
、

5个土属
,

即富铝土纲中的黄红壤土属
、

扁石

黄红壤土属
,

淋溶土纲中的黄棕壤土属
、

山地黄棕壤土属
,

岩成土纲 中的石灰岩 上属
.

现对

各类型土壤的成土过程
、

剖面形态
.

理化性状和生产性能逐一描述如下
.

L l 黑色石灰土和棕色石灰土 这二种土壤分布于单一石灰岩裸露的山脊
、

山坡地和 山

麓谷地
,

约 占石灰岩分布区面积的 5 %
.

该土壤类型系由碳酸盐岩类风化发育而成的岩性

土
,

成土母质是石炭纪黄龙组
、

船山组石灰岩风化残积母质
,

母质化学成份单一 吸热率和

膨胀系数变异小
,

物理风化弱
.

一般以化学风化为主
,

形成重碳酸盐淋失
,

残留物质少
,

成

土过程十分缓慢
,

一般认为 2一 3 万年才形成 1厘米厚的土壤
.

根据发育程度不同
一

般可分

为黑色石灰土和棕色石灰土两个土类
。

其中黑色石灰土主要零星分布于高山岩隙和 L月坡凹处

或排水不畅的低地上
,

土壤发育程度低
,

富含碳酸钙和腐殖质
.

历年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

与钙结合
,

形成的腐殖质层不易淋失
,

土壤养分含量高
.

据青阳县在堡乡的分析资料显示
:

土壤 p H 为 7一 8
,

有石灰反应
,

碳酸钙呈假菌丝体或粉末状
,

有机质含量为 6叭 速效钾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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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
,

速效磷含量不足
.

土壤质地较轻
,

物理性砂粒 占 80 % 左右
,

且结构性好
,

土层疏

松
.

由于土壤零星呈小块状分布
,

坡度大
,

土层深浅不一
,

因而可耕性极差
,

植被多为 自然

灌木丛
.

棕色石灰土主要成片分布于石灰岩地层出露的坡地下部
,

土壤发育程度较黑色石灰

土为高
,

含一定量碳酸钙
,

但一般无石灰反应
,

富含有机质
,

土壤质地粘重
,

常有粘结层
,

土层一般小于 1 米
,

大都开垦为耕地
,

土壤普遍缺磷
,

是磷肥特效区
.

L Z 黄红壤 黄红壤是本地区地带性酸性土壤
,

该类土壤占当地石灰岩分布区面积的

25 % 左右
.

广泛分布于石灰岩
、

花岗岩
、

泥质岩混合出露的低山丘陵岗地上
,

成土母质为

第四纪黄土和红色粘土
.

其间虽有大块石灰石
,

但土壤基本上是在黄土母质或红色风化壳上

发育的
.

土壤发育脱离了石灰岩岩体及其水文地质的影响
,

无积钙过程
.

土层深厚
,

无石灰

反应
,

整个土壤剖面呈酸性或弱酸性
.

据徽州土肥站在石台县境内采集的 15 个土样分析结

果
,

p H 约在 4
.

5一5
.

5 之间
,

仅在与石灰土接壤处或与出露的石灰岩接壤处才显中性或碱性

反应
.

土壤弱富铝化
,

硅铝率为 .2 2 9一
一
2 .4 3

.

心土层质地粘重
.

由于人为开垦
,

茶园土壤有

机质含量不高
,

表层为 15 一25 克 / 千克
.

L 3 扁石黄红壤 这类土壤分布于石灰岩与泥岩
、

砂页岩相间相伴出露的丘陵岗地
,

占石

灰岩区面积的 25 % 左右
.

成土母质为泥岩
、

砂页岩风化残积一坡积物
.

该土壤类型分布区

石灰岩与泥岩
、

砂质页岩交错出露
.

残积母质多为泥岩
、

砂质页岩风化物
,

成土矿物为次生

铝硅酸盐等 ; 坡积母质为山顶泥质岩的坡积物
,

主要分布于山体的坡麓
,

受山坡出露的石灰

岩的影响较弱
.

扁石黄红壤分布的地形海拔高度一般在 200 米以内
,

坡度较平缓
,

一般小于

25 度
.

土层较浅
,

且砾石含量多
,

剖面呈弱酸性
,

p H 为 .5 5一 .6 0
.

表层质地中壤至重壤
.

人为开垦植茶后
,

有机质含量较低
,

土壤养分贫痔
,

易产生水土流失
.

L 4 黄棕壤 这类土壤主要分布于石灰岩山体周围相对高差在 50 米以下的低丘上
,

占石

灰岩分布区面积的 35 %左右
.

成土母质为下蜀系黄土
.

土壤土层深厚
,

质地为粘壤质
,

整

个土壤剖面呈弱酸性
,

p H .S 5一 .6 5 左右
.

土壤弱富铝化
.

心土层较粘重
,

且有粘盘层
,

易

影响根系生长
.

该类土壤植茶后一般生长较好
.

1 .5 山地黄棕壤 这类土壤主要分布于石灰岩与泥质页岩呈夹层状出露的地区
.

成土母

质为与石灰岩相 间成层分布的各类泥岩的风化残积物等
.

由于各岩层风化速率的差异
,

泥质

页岩易风化残积
,

而石灰岩风化较弱
,

残积少
,

因而形成梯地地貌类型
.

梯面上即为泥质页

岩风化形成的山地黄棕壤
,

其母质的成土矿物多为次生铝硅酸盐
.

山地黄棕壤占石灰岩分布

区面积的 10 %
.

石台县该类土壤占石灰岩分布区土壤总面积的 “ %
,

面积达 1
.

5 万公顷
,

是耕地和林地的后备土壤资源
.

这类土壤多半是由泥页岩经物理风化而成
,

化学风化程度不

高
,

因而整个土壤剖面无明显的硅
、

铁
、

铝氧化物的分异
.

硅铁铝率高
,

脱硅富铝化作用缓

慢 ; 但有较明显的粘化作用
.

土壤胶体性能好
,

保肥力强
.

土壤土层深厚
,

有机质含量较

高
,

剖面呈弱酸性
,

pH .6 o 左右
.

2 池州石灰岩区茶园土壤的因土种植

石灰岩地区因成土母质不 同
,

形成的土壤类型复杂多样且零星分布
.

根据土壤资源的特

点因土种植
,

对于搞好石灰岩分布 区的种植业和林业
、

发展本区经济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

有积极和现实的意义
.

现根据土壤资源的特点
,

提出如下建议
:

.2 1 石灰土的种植利用 这类土壤的障碍因子是早
、

碱
、

浅
、

粘
.

土壤水分易蒸发
、

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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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损失
,

因此茶树生长缓慢
,

易受早
、

冻灾害的威胁
.

其次是土壤 p H 值高
,

多呈弱碱性
,

有的呈石灰反应
,

不适宜喜酸性植物如茶树
、

杉木的生长
.

此外土层浅
、

粘性重
,

也易影响

根系的生长发育
.

这类土壤的种植利用应选择耐早
、

耐碱性和根系活力强的植物
.

在坡地
、

岗地土层浅处应以封山育林保持水土为宜
,

可种植柏木
、

棕桐
、

斑茅等植物 ; 谷地土层较厚

而母岩出露较少处以封山育林鱼鳞坑穴种植为宜
,

相应地可种植栗
、

枣
、

刺槐
、

泡桐
、

乌

柏
、

枫香等适土性较强
、

耐早耐痔薄的林木 ; 在局部平坦地可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
,

但

应以保持水土
、

提高抗早能力为前提
.

应特别注意的是
,

此类土壤在利用方面
,

即便是在土

层较厚的平坦地带也不宜种植茶树和杉木
.

在石台
、

东至
、

青阳等县都有典型的杉木林生长

缓慢甚至枯死的事例
.

1 2 黄红壤和黄棕壤的种植利用 石灰岩分布区的黄红壤和黄棕壤
,

其成土过程部分地

受石灰岩基岩分布的影响
,

阳离子交换量相应地较非石灰岩地区该类土壤为高
,

养分也较丰

富
,

土壤结构较好
.

因此这些地区的茶园往往较非石灰岩地区同类型土壤上茶园更易获得高

产
.

但在低洼处受含重碳酸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影响
,

茶树生长易受伤害
,

产量和品质都呈

下降的趋势
.

分析冲沟冲积物和低挂地表土土样
,

p H 都高于 7
.

如在河林茶场沟头冲积物

pH 为 8
,

低洼地 p H 为 7
.

5
.

这表明在这些地段
,

茶树的立地环境受到石灰岩基岩及其水文

地质的影响
,

沟谷源头和与石灰土接壤处主要受石灰岩山坡地表水的影响
,

而低洼地则受富

含重碳酸盐地下水的影响
.

采用茶园外围挖沟垒坝等措施
,

可有效防止石灰岩山坡地表水对

茶园土壤的冲刷侵蚀
,

减轻富含重碳酸盐的地表水对茶园土壤的影响 ; 低洼地采取深沟排水

措施
,

一方面可防止茶园渍害
,

另一方面也可防止碱性地下水对茶树的不利影响
.

此外黄红

壤和黄棕壤心土层粘重
,

特别是黄棕壤含有粘盘层
,

严重影响茶树根系的生长
,

吊槽压青是

茶园低产改良的最有效方法
.

1 3 扁石黄红壤的种植利用 该类土壤 的特点是土层较浅
,

扁石质多
,

土壤粘重
,

适合

于耐瘩植物生长
.

如池州
、

石台等地
,

在这些地段营造的马尾松林生长较好
.

而大多数地区

因山体低矮
,

现 已开辟为茶园
.

植茶后
,

有机质含量较低
,

土壤养分缺乏
,

且易造成水土流

失
,

特别是顺坡种植的茶园表现更为突出
.

这类茶园一般表现为生长缓慢
,

产量低
,

迫切需

要进行改造
.

应垒石造梯地以发展等高种植
,

保持水土 ; 同时配合茶园低产改良
,

采用开槽

压青等方法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1 4 山地黄棕壤的种植利用 该类土壤的特点是土层深厚
,

质地粘细
,

地势平坦
,

养分

含量高
,

土壤呈弱酸性或中性
,

适宜多种植物生长
.

这类地区现多已人工种植针叶林
,

生

长茂盛
.

如石台县占大林场的杉木林
、

樟木林生长良好
.

另有许多地形平坦的坡地梯地及岗

地现已开辟为茶园
.

这类土壤上多为老茶园
,

是优质茶的重要产区
.

在坡地
、

梯地和岗地
,

茶树生长良好
,

茶叶品质优 ; 但在谷地茶树生长较为稀疏
,

品质也差
.

这说明在谷地仍然受

到山坡石灰岩碱性风化液的影响
.

建议在谷地改种喜钙耐碱性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
.

如青

阳
、

石台等县在石灰岩谷地的这类土壤上种植棉
、

桑等经济作物和林木
,

其经济效益非常可

观
.

3 结 语

池州地区石灰岩分布区
,

成土母质多样
,

形成的土壤类型也相应呈现多样性
.

除石灰土

(下转第 5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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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Dl

一试样的
’
t 蜕变数 ( DP M ) ; D。

一空白的
’月 c蜕变数口 P M ); K一吸取倍数 ;

A一
`

t 标记有机物料的放射性比度 B ( q g一 , ) ; w 一” 标记有机物料的加人量 (;5) 60 一 B q

换算成 D p M 的系数
.

.4 2 有机物质中
’ Z c 分解率 (% )的计算

C (% ) =
( V , 一 V 。 ) x N x o

·

o o 6 x K 一 W Z x A x B x l o
x 10 0

砰 一 x C x 10

式中
: v l

一试样的 H CI 滴定量 (m ;l) vo 一空白的 H CI 滴定量 (m ;l) N一 H CI 标准液的摩

尔浓度 (m ol L一 , ;) .0 00 6一相当于 1 m m of H CI 的碳的 g 数 ; K一吸取倍数 ; w
Z
一 14 c 有机物

料的加人量 (g ) ; A一
’ 峪c 有机物料的分解率 (% ;) B一

`
弋 有机物料的碳含量 (9 k g一 ,

;) w
l

一

供试土样重量 ( g ;) c一供试土样的有机碳含量 ( 9 k g
一 1
)

.

上述结果也可换算成培养不同时期后土壤中残留的
` ZC 和 ’ ` C 量

,

换算结果可用一级反

应动力学方程 ( Y 二 A x e 一K )t 进行拟合
,

求出土壤中
’ Zc 和 `月c 的分解速率

.

例如
,

应用本法

研究红壤 (p H .4 9
,

有机碳含量 3
.

33 9 k g 一 , ,

粘粒含量 35
.

3% )和潮土 (p H S
.

3
,

有机碳含量

9
.

1g5 k g
一 , ,

粘粒含量 41
.

1%
,

C a C o :
含量 6 g9 k g

一 ` )中标记有
`
4C 的黄花首拾的分解速率

时
,

在 28 ℃恒温条件下
,

培育 200 天后
,

测得红壤中
’

t 的分解速率为 1
.

88 x 10
一 3d

一 , , `Z c

的分解速率为 4
.

73 x 10一d
一 ` ,

潮土中相应的值分别为 2
.

8 3 x 1--0
3 d

一` 和 3
.

74
x 1 0闷 d

一 , .

试验

处理重复间平行误差 的平均值
’ 4 e 为 9

.

7 2 0’0 ( n = 16 )
, ` Ze 为 10

.

6 00/ ( n =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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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发育于石灰母岩风化物外
,

其它土壤类型
,

虽然分布在石灰岩基岩之上
,

或多或少受石

灰母岩及其风化物的影响
,

但已不属于岩成土纲
,

而是发育于其它堆积物和风化物之上
,

与

典型的石灰土相 比有很大差别
,

已不具有石灰土的性状
.

黄红壤
、

扁石黄红壤
、

黄棕壤
、

山

地黄棕壤属地带性土壤性质
,

土壤几乎无积钙过程
,

具有不同程度的弱富铝化作用
,

各类土

壤剖面均呈酸性或弱酸性
,

适宜于茶树等喜酸性植物的生长
,

这也是本地区石灰岩分布区有

大面积茶园且茶树生长良好的原因
.

然而由于地形部位的不同和石灰岩基岩的存在
,

以及土

壤本身的特点
,

使得各类土壤的植茶利用效果不一 因此应根据土壤本身的特点
,

合理分

区
,

适土种植
,

从而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