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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土系的应用实践 
占 一  c?一 以典 系为例 

／ 至鏖至 张海涛 贺纪正 ，’ } 于 

摘 要 本文探讨了碎北岗地不同土系的施肥效应和茸肥技术；期北省环境毒害性土系的分布、形成 

及治理措茸；以及一些名、忧、特农产品的适宜性土系的形成条件和利用管理选径。 

关键词 期j喧；典墨土系；应用 ’ ’ 

土系是客观存在的土壤实体，它有特定的地理分布、形成条件和特征特性．向上可以与高 
一 级土壤分类单元衔接，向下直接与生产应用相结合．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_l_2 J。因此探 

讨土系与施肥效应、环境保护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对于指导生产经营者合理利用土壤、促 

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鄂北岗地主要土系的园土施肥效应 

1．1 因土施肥的依据 

因土施肥又称配方施肥或曩I土施肥，是根据土壤的肥力状况，有针对性地施肥以获得良好 

效果的施肥方法。鄂北岗地各土系主要分布于平缓丘岗，海拔在200m以下，母质主要为下蜀 

黄土或晚更新世黄桔土。北亚热带季风气候，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水稻，普遍缺磷少氮，不同 

的土系在傲域景观、肥力状况等方面则又有所差异(表 1)，传统的施肥方法未能考虑因地制 

宜．产量普遍偏低，是湖北省典型的中低产区。通过小麦的田间试验表明(表2)：根据不同土 

系采用不同的氮磷配方，就能收到增产增收的效果；古驿系(岗黄土)为表蚀粘盘湿润淋溶土， 

黄集系(料姜黄土)为砂姜粘盘湿润淋溶土，都是鄂北岗地低产土壤．严重缺磷．增磷配方，效果 

显著，因此对鄂北岗地各土系采取因土施肥、科学管理，增产潜力很大。 

1．2 最佳因土施肥效应 

以鄂北岗地种植小麦为例，根据不同土系的肥力状况和性态特征，最佳肥料配比的一般技 

术如下： 

1．土壤碱解氮在90 kg以下，有效磷吉量小于Smg／kg，速效钾含量大于 100mg／kg的 

土壤，种小麦时，凡是氮、磷配方施肥的都比单施的增产．平均亩增 50kg，一般增产率15％～ 

36％。瘠薄土壤增产幅度在50％以上。 

2。氮与磷的使用比例1：0．3～1：1都增产，在投资不大．磷肥缺乏的情况下．中、低产田以 

I：0．5～O．6的配方为最佳(按有效成分计)，经济效益最高。 

3，当土壤速效氮、磷含量都属低量．而速效钾吉量大于12Omg／kg时．单施氮肥或氮磷配 

合都增产。若增施钾肥却会降低氮、钾的增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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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了以上土壤、肥料、作物、茬口为依据，按地级定产，以产定量的配方施肥技术要点。 

提出了按正常年景，中、低产田小麦3O00～3750kg／hra2计算．需施氮、磷肥的用量。 

衰 1 ■北岗地几种主要±系的傲域量观和表最±的理化性质 

衰2 小壹因±配方的增产效应 

·CA为曩譬．Pc为过肆酸钙。 

2 具元素毒害的土系形成与防治 

2．I 具。氟害 的土系 

2．1．1 分布及其形成 

湖北省氟害最严重的地区是恩施市沐抚镇一带．在来凤、成丰等县也有发生，这些地区的 

土壤在湖北省系统分类中归属恩施系【 ，地处石灰岩区或夹煤系(石煤)的灰岩区．形成的土 

壤土层较薄．质地粘重，钙质丰富，含氟量高 

(249～889 ng／kg)，当地都有以石煤灰渣作 查 兰： ：竺圭墨!里苎至!圭竺 苎皇 
肥料的习惯．因此更加大了土壤的含氟量。 

恩施系是一种典型的具氟害的土系，表土总 

氟量达 774．5~w,／kg，水溶性氟为15~w,／k 

多数氟害土壤水溶性氟>lSmg／kg(表3)。 

2．1．2 “氟害 土壤的治理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地方性人、畜氟中毒十分严重，必须加以治理．其途径如下。 

(1)发展或改种低氟和抗氟性作物。振兴水利，扩大水稻面积。种植具有抗氟性强的向日 

葵和茄类。 

(2)绿化。氟害”区，净化大气。夹竹桃、棕榈、泡桐、构树、山茶、女贞、苦楝、枣树、石榴、香 

椿、法国梧桐等为耐氟性较强的植物，扩大种植，既可以减少氟污染，又可发展地方性特产。 

(3)杜绝和改革烧石灰炉灶和烘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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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处理好石煤灰渍，不作肥料。 

(5)对酸性土壤，施用适量石灰，使氟形成难溶性钙盐，降低作物对氟的吸收。 

2．2 具。铝毒”的土系 

土壤铝离子含量过高，对植物产生不同程度的毒害，通常土壤中水溶性铝含量 10--20vg／ 

kg时，或土壤pH~．5．5，交换性铝>60％对，作物可能出现铝的毒害。植物遭受铝毒的主要症 

状是根系呈褐色、短粗、根冠脱落，抑制根对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吸收．表现出各式各样的缺 

素症状，生长受阻．严重者死亡。有鉴于此，以湖北省土系数据库为基础_3J．探讨土壤交换性 

铝的地理分布以及与pH．盐基饱和度等的相关性，为作物铝紊的区域治理提供依据。 

2．2．1 土壤铝的分布 

富铝土壤主要分布在铝质湿润雏形土(原棕红壤地带)、多数铝质的土系，脱盐基富铁铝， 

盐基饱和度<30％，pH(KC1)≤4．0．交换性铝4--9cmoljkg，铝饱和度>60％．对铝敏感作物 

(如黄豆、大麦、番茄)表现出铝毒现象； 

铝质湿润雏形土(原棕红壤地带)、多数铁质的牯磐的或简育的土系，盐基饱和度 30～ 

70％，pH(KC1)4．1--5．0，交换性铝<2emol／kg，铝饱和度<50％，作物未发现铝毒现象；个别 

铝质的土系．其铝饱和度>60％。具铝毒潜在可能性。 

2．2．2 铝毒防治措施 

铝饱和度>60％，作物就会发生毒害现象．特别是铝敏感性作物(黄豆、大麦、番茄等)。铝 

饱和度在50％左右，有潜在铝毒的可能性。铝饱和度<50％，一般无铝毒现象。对铝离子含 

量高的土系可采取：①种植抗铝毒较强的作物，如茶叶、柑橘、水稻、花生、玉米等；②适量施用 

石灰，中和土壤酸度，降低铝离子强度；③选用钙镁磷肥、磷矿粉，使之形成难溶性AlPO4，达到 

“以磷降铝”；④增施有机肥，使之形成络台态铝，缓解铝毒。 

3 名、优、特农产品的适宜性土系及其利用管理 

3．1 富硒的土系与富硒茶 

硒与人类健康有密切的关系。土壤缺硒和过量对人类健康都会发生不利影响。硒毒土壤 

则高达n×to~,／kg或更多。硒素韧始来源是母岩．植物从土壤中吸收．通过食物链进人人 

体。近年已探明缺硒能导致人类多种疾病，富硒食物被认为有很高的保健价值，富硒茶就是其 

中一例。 

3．1．1 富硒土的分布及其形成条件 

湖北省硒土壤集中分布于思施自治州的恩施市、鹤峰一带。恩施市沙地、新圹、双河一带 

土壤含硒量为0．78--16．69rag／kg．平均6．32~,／kg，大大超过一般土壤含硒量(O．1-2．O 

kg)。该地区土壤中过量的硒来源于二叠纪硅质页岩，特别是石煤(含碳硅质岩)含硒量极高。 

硒在成岩时与硫化矿(特别是黄铁矿)伴生，本区地势起伏大，煤层表浅．黄铁矿风化强烈，硒溶 

解迁移，加重了硒在土壤中富集(含硒的水和难溶残渍物质)，如Se9D4。 

3．1．2 富硒土壤含硒量变异 

在同一富硒母质带上形成的土壤。其含硒量差异甚大。研究表明  ̈J，由细砂质页岩发育 

的土壤低于碳硅质岩发育的土壤，前者一般<2n kg．后者一般>10mg／kg。相同的母岩，因 

所处地形部位不同，风化和淋溶作用强弱不同．也导致富硒量的差异。 

茶叶含硒量与土壤含硒量密切相关【5 J。土壤环境条件制约着硒紊的有效化。各种形态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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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游离铁含量密切相关，说明R2 控制着硒的淋溶迁移和影响硒的形成转化与吸收。影 

响硒有效化另一因子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因有机质有富集和活化硒的作用。富硒土区因环境 

不同，影响茶叶的全硒含量(<a-4mg／kg)。 

3．1．3 富硒的土系及其利用和管理 

裹4 富硒的土系的自然条件和主要性质 

湖北省土壤系统分类将恩施自治州富硒土壤分为般园系和福宝山系二个土系，这二个土 

系为同一母岩，土壤pH,有机碳和全硒都基本相似，而茶叶古硒差异极大，可能是低海拔缓效 

态硒含量较高，其转化有效硒窖量也大有关(表4)。如富硒茶质量标准以古硒而定，则般园系 

比福宝山系品位要高．因此在低海拔区发展富硒茶叶较高海拔区为宜。 

富硒土壤上种植作物和野生植物．硒都能在植物茎、叶、果实中富集，如玉米达23--43mg／ 

kg，马铃薯8．32rag／kg，油菜耔达268mg／kg．野紫云英达132mg／kg，大大超过了一般植物的正 

常台硒量(0．05～1．Sine,／kg)。因此，在富硒土区．人和家畜存在着硒中毒的地方性病症．富硒 

土区成为疫区。当前．在发展富硒茶的同时更应加强防治和控制硒中毒和土壤治理。 

(1)查清土壤古硒量的分布．调整利用结构。 

(2)科学开采和利用高硒石煤．防止硒的间接污染。 

(3)发展用材林、薪炭林和不作食用的经济林，加大森林覆盖．控镧水污染。 

(4)适当调进一部分粮食和副食品．使富硒区农民安居乐业．保证茶叶生产。 

3．2 西陵峡河谷区宜柑土系 

西陵峡河谷区柑橘土壤种类多样，有秭归系(紫色土)、巴东系(石灰岩土)、黄陂系(花岗岩 

黄壤)、孝感系(第四纪粘土黄棕壤)等。不同土系与柑橘的产量和品质有密切关系(表5)。 

3．2．1 柑橘土壤的主要性态特点 

(1)秭归系 母质为侏罗纪紫红色砂页岩残坡积物，古有碳酸钙，土层厚度>100era．表土 

层 15~20cm,夹有一定数量的半风化岩块．对柑橘生长无害。通透性良好。根系分布深。 

(2)巴东系 母质为石灰岩残坡积物。土层厚度在60cra以上．表土层15cra左右．小块状 

结构，质地粘重，特别是表下层结持紧实，通透性差，影响根系生长。全剖面有不同强度的石灰 

反应。 

(3)黄陂系 母质为震旦纪花岗岩及其变质岩残坡积物。风化壳可达 lm以上，表层和表 

下层厚40～50 b表土层15cm左右．粒状结构．结持松散，通水爽气．保水保肥性弱．扎根性 

好，土壤抗蚀性弱。 

(4)偏嵌系 母质为页岩和砂页岩．土层厚度 100cm左右．土壤中多半风化岩屑．表层和 

亚表层达50--60cm．表层 10--15cm,粒状结构，结持骧松，壤质，透水保肥适度，扎根性较好。 

4个土系pH除巴东系偏高外，其它 3个系都较合适(p}I6～7)。全磷、钾是继承母岩，黄 

陂系(花岗岩)偏低，巴东系(石灰岩)则偏高。有机碳和有效磷、钾与施肥管理差异其变幅较 

大。土体厚度赊巴东系外．都在 100cra以上．根系密集层厚度(活土层)除巴东系外．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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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m以上，达到柑橘生产高产优质要求(表5．6)。 

裹5 不同土幕对撬叶橙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3．2．2 柑橘高产优质的土壤条件 

柑橘在上述土系都能生长，但要达到高产优质的要求，土壤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土体和活土层厚度是影响柑橘高产、优质的基础．由花岗岩和紫色砂岩发育的土系．先天 

性风化壳较厚，而活土层则须靠保护和培肥才能增厚，有效养分变化较大．与母质有关系．主要 

受投入的影响。 

3．2．3 西陵峡河谷土壤资源开发 

西陵峡河答区，气候条件优越，是湖北省发展柑橘生产的理想基地。开发柑橘生产，土壤 

是基础。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水位升高 100余米，水体增大而橘园土壤部分被淹没． 

橘园要向上迁移。因此．西陵峡柑橘区面临着老柑橘土壤复壮和新橘园的兴建问题。 

①据调查分析．宜昌、兴山、秭归3县有足够的宜柑土壤后备资源6万余 hm2，但应优先开 

发原黄壤和原紫色土系列土壤，约占宜柑土壤的 52％．包括秭归系、黄陂系和偏嵌系及其土 

相。 

②建园时要保证土体厚度≥100口nl活土层≥30era,做好园地基本建设．建石坎永久性梯 

地。 

@不论老橘园或新辟柑园，应大力发展柑园绿肥，即利用坎边、行间种植豆科绿肥。一般 

印度豇豆、柽麻、决明、田菁等鲜草产量达 1万～1．5万IW,／h'n2，起到良好的护士、增肥和保水 

作用。 

裹6 西陵峡河答区土壤主要性态特点 

3．3 宜捕竹的土系 

楠竹又称毛竹(尸J州h蛐 t,u~ ens)，是湖北省特产之一，盛产于鄂东南部成宁地区 

约占全省楠竹面积(8万 h-n2)的70％。 

3．3．1 土壤类型和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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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竹可以在多种母岩发育的土壤上生长．主要母岩有泥质页岩、石英砂岩、花岗岩、碳酸盐 

岩类等．但泥质岩类为主要成土母岩。成宁地区主要的宜楠竹的土系有崇阳系、绿岭系、黄龙 

系和大冶系．分布于海拔100～800ro．的区域(表7)。 

楠竹生长立地条件十分重要。要求土层厚度60--80cm,表层厚度>loom．质地以壤土为 

优．有机碳音量>10g／l【g，结持疏橙，容重1．1～1．2g／∞^ 从而有利于竹鞭伸长，鞭笋(秋笋) 

和春笋茁壮繁衍。 

裹7 发育于不同母岩裹晨土壤的养分杖况 

·括号中为二次土壤警壹土种名 t-A、B层 

3．3．2 竹园土壤管理 

(1)合理施肥 楠竹生长快，产量高，养分需要量大．提供足够的养分是楠竹高产的保证。 

施肥量根据采伐量决定，一般亩施尿素(或等氮的其它形态的氮肥)10--15l【g，过磷酸钙 10kg 

或钙镁磷肥 30--50kg，宜在夏季，结合蔓青和堵土施用。 

(2)合理采伐和更新 竹园保护和建设是保护竹园有旺盛生产力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有 

下面几方面： 

①护笋养竹 严禁挖掘鞭笋(秋笋)和冬笋，春笋出土后严禁^园挖掘和放牧，保证竹园密 

度 3000-3750根／hm2。 

⑦老竹园更新 老竹园地下系统(鞭和竹蔸)充塞表层土壤，妨碍新鞭、新蔸生长，应进行 

垦复更新并结台施肥。 

③合理采伐、采培结合 采伐年龄以低产林6～8年生竹．集约林8～10年生竹为宜；采伐 

季节宜在晚秋或冬季，其力学性能好，无虫蛀：按照竹度进行采伐。即采伐时每亩要保留1年生 

(一度)、2-3年生(=度)、4--5年生(三度)和6～9年生(四度)各占1／4，保持稳定合理立竹 

度的竹林，阳光、水分和养分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同年龄的竹株都能良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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