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土壤内部运动的影响
,

必然反映在具体的土壤属性

上
。

土壤属性是土壤分类的物质基础
,

是主要依据
。

基层土壤分类直接为群众应用
,

分级简单
,

可按群众

俗称命名
。

基层土壤分类以土种为基本单元
,

土种之

下可续分变种
,

土种之上可进一步归纳
。

上海郊区土壤分类
,

主要根据群众对土壤剖面特

征
、

耕性和生产特性的认识
,

认土培肥的经验
,

以及

对土壤分类的命名
,

确定类型划分和命名
。

按土壤发

生发育过程将各类型纳入统一 的分类系统
。

上海郊区土壤分类系统
,

分土类
、

亚类
,。

土种和

变种四级
,

而以土种为重点
。

现有十个土种
,

即盐土
、

沙土
、

夹沙泥
、

黄泥
、

沟干泥
、

潮泥
、

黄泥头
、

青紫泥
、

黑

泥头和小粉泥土壤分类系统的各级单元
,
各有服务于

生产的 目的
,

上种可作为市县一级的土壤制图单元
,

为市县农业规划
,

治水改土规划提供依据
,

变种作为

社队土壤制图单元
,

为社队合理轮作
、

合理用肥
、

改

良土壤
、

指挥生产提供依据
。

基层土壤分类应反映各土壤类型在发生发育中的

历史联系及其在空间的表现形式
,

以便了解土壤的过

去和现在
,

予断土壤的未来
,

为定向改良土壤提供科

学依据
。 _

巨海郊区
,

生物气候带的分异不显
,

微地貌

起伏引起水热条件的差异对土壤的发生发育影响却很

深刻
。

因此长江三角洲前缘地区地貌的发育过程
,

一

方面决定了现代地貌的特点
,

同时也决定了上壤的年

龄
、

土壤发育方向和分布规律
。

在距今 约 5一 6千 年

前
,

上 海地 区原为海洋
,

以后由于 长江南岸和钱塘江

北岸形成的沙咀相接
,

太湖地区形成泻湖
。

以后随泥

沙淤积
,

古沙咀两侧陆地不断出露水面
,

分别向东西

两面扩展
,

逐渐形成现在的形式
。

古沙咀一带
,

成陆

最早
,

地势高
,

称岗身
,

属蝶缘高地
。

土壤年龄最大
。

成陆初期可推知当属盐土
、

沙土
,

以后随土壤脱盐和粘

化过程的发展而逐渐演变成较粘重的沟干泥
。

东部滨

海平原
、

沿海多为新近围垦
,

土壤年龄小
,

主为盐土

和沙土
。

从此向西
,

土壤年龄由小到大
,

脱盐
、

粘化

以及熟化作用逐渐增强
,

盐土
、

沙土相继由夹沙泥
、

黄

泥代替
,

最后为沟干泥
。

发育图式为盐土令沙土今夹

沙泥 、 黄泥 、 沟千泥
。

西部淀湖低地
,

随湖水不断退

却
,

最早发育的是受潜水作用的青紫泥
,

随脱沼过程

发展
,

向黄泥头和沟干泥演变
,

发育图式为青紫泥、

黄泥头 、 沟干泥
。

上海郊区土壤这种发生发育过程在

空间上的反映
,

则表现出土壤略成南北伸展
、

东西排

歹叮的带状分布规律
。

土壤分类不是目的
,

也不是认识土壤的终结
,

而

是进一步认识土壤
、

研究土壤的手段
。

上海郊区通过

1 9 5白年的土壤普查
,

曾提出一个土壤分类系统
。

近二

十年来
,

随郊区耕作
、

施肥
、

轮作制度改变而引起土壤

的变化
,

以及有关单位对土壤进行的多次调查
、

研究
,

上海郊区土壤分类尚须进一步研究
,

如
:

黄泥头土组

中黄泥的划分 ; 沙泥或潮泥的命名
;
沟干泥的特性和

评价 ; 菜园土是否作为土种提出等等
。

这些问题
,

将

进一步促进郊区土壤分类的发展
。

上海淀柳地区青紫泥水稻土分类的初步研究

汪 超 俊

( 上海市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

淀柳地区位于上海市西部
,

太湖大碟形 注地边缘

的东部
,

属太湖水系
。

该区原为泻湖
,

后因卦淤使洼

地地貌发生变化
,

许多小湖群形成洼地
。

由于长期种

植水稻
,

土壤内部进行强烈的还原 作用
,

低价铁锰使

土体呈现青紫色
,

故名为青紫泥
。

青紫泥水稻土深受原母质土壤残存特性和地下水

的影响
,

为此以地面高程
,

地下水位埋藏深度
,

潜育

化的强度
,

腐殖层埋藏深度等作为分类依据
。

青紫泥水稻土的分类系统中
,

根据成土条件
、

成

土母质
、

水文状况
、

原母质土壤残存特性等划分出土

组
。

再根据土壤分布地面高程
,

地下水位的埋深
,
潜

育层出现部位
,

腐殖层埋藏深度
,

淋溶层发育的程度

等划分土种
。

土 种范围内由于肥力水平的差异而划分

出变种
。

青紫泥水稻土的演替图式
:

沼泽青紫泥芍 - 兰脱沼

泽青紫泥芍

已黄化青紫泥
。

沼泽青紫泥的地面高程为 2
.

2一 2
。

6米
,

地下水埋

深约 20 厘米左右
,

潜育层出现部位 1 5一60 厘米
,

因土体

终年为水所饱和
,

全年进行潜育化过程
,

剖面中下部
,

通常呈现暗青灰色或浅蓝灰色
。

脱沼泽青紫泥的地面高程为 2
、
6一 3

。

。米
,

地下水

位为 5 0一 80 厘米
,

潜育层出现在 60 一 80 厘米处
,

犁底

层发育较差
,

为淋溶现象
。

氧化层增厚达 4。厘米左右
,

有不同程度的锈纹
、

锈斑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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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化青紫泥的地面高程在 3米以上
,

地下水位为

t 00 厘米左右
,

潜育层下降到 80 厘米 以下
,

耕作层围旱

后
,

由还原状态的棕灰色
,

转变为氧化状态的浅黄棕至

黄棕色
,

有鳝血状 出现
,

蚕砂状结构
,

音叮面发育完整
,

淋榕作用增强
,

斑纹层形成
,

全剖面呈浅黄色或黄棕

色
。

耕层土壤的机械组成
,

沼泽青紫泥粗粉级含量约

为卿 %
,

粘粒为23 %
。

脱沼青紫泥粗粉级为50 %
,

粘

粒为 22 %
。

黄化青紫泥粗粉级为 51 %
,

粘粒为 2 2 %
。

由于青紫泥脱沼过程较长
,
耕种历史久

,

长期施用河

泥和草塘泥
,

使粗粉级含量逐渐提高
。

青紫泥水稻土的土壤水分状况
:

土壤中的有效水

分
,

取决于凋篓含水量和田间持水的大小
,

而凋萎含

水量
,
一般随土壤质地粘重而提高

。

田间持水量除受

土壤质地影响外
,

还受有机质
、

孔隙度的影响
。 _

沼泽

青紫泥处于较低的地形部位
,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丰富
,

粘粒含量
一

也偏高
,

因此耕层的吸湿系数
,

凋萎系数
、

总孔隙度以及田间持水量
、

土壤收缩率都具有较高的

数值
,

所以它具有较强的囊水性能
。

脱
一

沼青紫泥所测

定的土述数值偏低
,

而黄化青紫泥则更低
,

可见土壤

水分
,
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

,

还与地形变化
,

土壤理

化性状有关
,

特别是受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
。

因此随着

水早轮作的发展
,

提高了土壤的熟化度
,

改善了土壤

性质
,

使囊水 由变为爽水田
,

使沼泽青紫泥向脱沼青

紫泥
,

黄化青紫泥熟化方 向演变
。

青紫泥水稻土养分状 况
:

据测定
:

沼泽青紫泥含有

机质为 5
.

6一 6
.

7% ;脱沼青紫泥为连一 5% ;黄化青紫泥

则为 3一4%
。

有机质的含量
,

是随土壤熟化度提高而

相应减少
。

从河定有机质氧化稳定性显示出
,

沼泽青

紫泥氧化稳定性 > 脱沼青紫泥 > 黄化青紫泥
。

氧化稳

定数值的大小
,

反映土壤有机质矿化难易的程度
,

数

值大有机质则不易矿化
,

可见沼泽青紫泥和脱沼青紫

泥有机质含量高
,

形成潜在养分高
,

而有效养分低
,

黄化青紫泥雄定系数小
,

潜在养分低
,

有效养分高
。

有机质与全氮的关系
,

反映碳的平衡间题
。

就 C厂N 比

而言
,

沼泽青紫泥> 脱沼青紫泥 > 黄化青紫泥
,

磷素

含量与土壤熟化度的高低 密切 相 关
,

全 磷含 量 可

从。
.

08 %增到 。
.

22 %
,

有效磷的含量由` 了4 p p m 可增

加到 60
.

7 5 p p m
,

可见不同类型青紫泥
,

具有不 !司的理

化性状
,

反映土壤养分供应强度的差异性
,

为此在研

究土壤分类时
,

同时要研究土壤的属性
,

确定土壤类

型
,

从而相应的提 出适合不 同土壤的农业技术措施
,

改良和培肥土壤
,

建立高产稳产农田
。

福 建 耕 作
一

土 壤 的 基 层 类
一

型

福建农学院土壤组

根据本省土壤发育的地域性特点
,

在农业土壤的

葵层分类中
, 以土壤中物质运动的形态学特征为主要

依据
,

如层理发生特点
,

新生体的性状以及心土层的

特征
,

特别是 3。厘米 以上的土层特点
,

对本省的水稻

土
、

红壤
、

滨海沙土和滨海盐土 进行分类
。

水稻土可大致分为十一种
。

(1 ) 乌泥田有桔红色

锈理锈纹并按其心土层的性状续分为乌泥田
、

青格
、

黄

格和沙格乌泥田四种
。

( 2) 乌沙田有褐红色一黄褐色

锈斑纹和
“

夜潮
”

现象
,

并根据下层母质的特点续分为

黄底
、

青底
、

和典型的乌沙田三种
。

(3 ) 灰泥田有渍状

黄锈斑纹
,

根据心土层的性状和生产上的障碍性续分

方 (典型 )灰泥田
、

青格
、

黄格
、

沙格和盐斑灰泥田五种
。

汉 ) 烂泥田的主要特点为
,

冷
、

烂
、

锈
、

酸
,

可根据不同

障碍因素续分为 (典型 )烂泥田 (浅底的 )
,

锈酸田
,

冷浆

田 和沙底烂泥 田四种
。

(5 ) 黄泥田中含有黄色的氢氧

化铁
,

全剖面以灰黄一土黄色为主
,

再按不 同的生产

性状续分为典型的黄泥田
、

浅格
、

淀性和核状黄泥田

四种
。

( 6) 白鲜土田具有黄白
,

红白色相间的心土 网

纹层
,

(7 ) 沙质 田为河流冲积相母质发育的土壤
,

土层

分化不明显
,

淀浆性强和养分缺乏
,

特别是钾素缺乏
。

再按土壤中铁化物的存在形态和剖面构造特点续分为

沙质 田
、

灰沙 田
、

漏沙 田和白沙田
、

青沙田五种
,

前三

种铁化物呈黄色
,

而白沙田则
_

明显缺铁
,

青沙田 呈乌青

色
。

(8 ) 红泥田由红壤发育而成
,

底层铁化物保持其原

有的形态
,

根据铁的变化续分为典型的红泥田
、

青格田

和 红沙 田三种
。

(9 ) 紫泥 田主要发育于紫色砂页岩母

质
,

土壤中的矿物质以锰居主导地位
,

根据其农业性

状续分为紫泥田
,

香灰紫泥 田和紫泥沙田三种
。

( 10 )石

灰泥田系石灰岩地区的水稻土
,

全剖面均有石灰反应
,

根据钙的不同积聚形态续分为典型的石灰泥 册
,

石灰

板结田和锅 巴 田三种
。

( 11 )青泥 田
,

全剖面为灰青色
,

根据低铁和不同物质的结合形态续分为乌青泥 田 (主

要与腐殖质类结合 )
,

盐渍青泥田 (主要与硫化物结合 )

以及典型的青泥 田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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