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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土是冲积平原上的主要旱作土壤
。

通过多年研究
,

我国土壤工作者已将潮土作为一个

独立土类从半水成土纲的草甸土土类中区分出来
。

并定义为
“

潮土是在河流冲积物上
,

受地下

水 活动的影响
,

经过耕种熟化的土壤
” 〔 1〕 。

并根据潮土形成过程所包含的附加过程和由此而

带来的性状与形态差异
,

续分出潮土
、

褐土化潮土
、

湿潮土
、

盐化潮土
、

碱化潮土
、

灌淤潮

土
、

砂姜潮土
、

灰潮土等亚类
。

尽管这些划分还缺乏数量指标
,

但毕竟给土壤制图工作者在

野外识别与划分潮土类型带来 了方便
。

但在潮土的基层分类中
,

目前所采用的依据及指标仍

比较混乱
。

本文试图就我们在河南封丘县所获得的资料来探讨黄河冲积物的成层性对潮土性

状的影响和在分类中的恰 当位置
,

这对建立科学的潮土基层分类系统无疑会有所帮助
。

一
、

不同质地冲积物的性质差异

黄河冲积物的质地虽以壤质居多
,

但粘质及砂质冲积物的覆盖面积仍不小
。

而且 70 一 80 %

的壤质冲积物下 (一米以内 )都有厚薄不等的砂
、

粘夹层
。

由于砂质
、

壤质和粘质冲积物的理

化性状很不一样
,

由它 们形成的土壤及其性质也必然会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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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结果表明
,

砂质
、

壤质及粘质黄河冲积物不同粒径顺粒含量很不一样
,

而且其化学组

成也各不相同
。

特别是 5 10
2 、

F e : 0 3 、
A l

:
O

: 、

C a
O和 M g O的差别更为明显

。

质地不同的黄河冲积物的性状差别还表现在有机质
、

全氮和全磷的含量上 (表 3 )
。

从表

3可以看出
,

有机质与全氮含量都随冲积物质地变粗而减少 ; 全磷含量差异不大
,

但似乎也

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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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

壤及粘质黄河冲积物的物理性质也

很不相同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三种不同质地

的黄河冲积物 (表层 ) 的容重变化规律是
:

砂

质冲积物 > 粘质冲积物 > 壤质冲积物 ; 孔隙

度及最大毛管持水量的变化顺序则相反
,

壤

质冲积物 > 粘质冲积物 > 砂质 冲积物
。

n
ù冉01毖亡d弓目J叹

…
由于冲积物的质地

、

孔隙度及最大毛管持水量不一样
,

它们的水分性质也各不相 同
。

从

图 1 可以看出
,

砂质
、

壤质
、

粘质冲积物的萎蔫系数 (巧 巴 )和田间持水量 (0
.

3巴 ) 的差别都

很大
。

因为田间持水量与萎蔫系数之间的土壤水分是植物容易吸收的
,

所以可用二者的差值

做为衡量土壤有效水分多少的尺度
,

从而可以看出
,

壤质冲积物和粘质冲积物的有效水分相

近
,

且比砂质冲积物高出15 至 20 倍之多
。

`
l
,

粘土

中壤土

松砂土

二
、

砂质
、

壤质及粘质冲积物的层位

状况对土壤保水保肥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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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质地冲积物的水分特征曲线
( 压力薄膜 法洲定 )

这里所指的
“

层位
” ,

即砂质
,

壤质和粘

质冲积物在土壤剖面中 (一米内 ) 出 现 的 深

度
、

厚度及排列状况
。

黄河冲积物砂
、

粘层次

的层位变化对潮土肥力影响很大
。

我们随机

抽样统计了 1 22 个砂
、

粘层次层位状 况不同的

土壤剖面的肥力水平
,

其变化如表 5
。

从表 5 可以看出
,

虽然土壤肥力高低受

多种因素影响
,

但肥力较高的中肥土坡主要

是腰粘中层潮土 ( 20 一 50 厘米深度内出现厚

度为 20 一 40 厘米粘土层的潮土 )
。

中肥腰粘

中层潮土占中肥土坡剖面数的 73 %
,

占腰粘中层潮土剖面数的 67 %
。

低肥土壤主要是均质砂坡

(一米内均为砂壤质冲积物的潮土 )和腰粘薄层潮土 ( 2 0一 50 厘米深度内出现厚度为 10 一20 厘

. 米粘土层的潮土 )
。

低肥的均质砂壤潮土和膜粘薄层潮土 占低肥土壤剖面数 的 64 %
,

占均质

砂壤潮土和腰粘薄层潮土剖面数的 93 %
。

此外
,

具有底粘层次结构的壤质潮土也多为低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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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砂
、

枯层次层位不同的土滚剖面肥力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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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发育在不同枯土夹层冲积物

上的潮土的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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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潮土中
,

随着粘土厚度的增加
,

透水率减小
,

壤
,

它 占了底粘壤质潮土剖面数的 80 %
。

可

见
,

具有均质砂城型
、

腰粘薄层型和底粘型层

次结构剖面的潮土多为低肥土坡
,

而具有腰

粘中层型层次结构剖面的潮土多 为 中 肥 土 娜
壤

。

除上面所讨论的砂
、

粘层次排列不同的冲

积物外
,

其它地区可能还有表粘下砂
、

全粘
、

全砂等冲积物
。

除土壤耕作层的养分自然含量和耕作水

平外
,

造成潮土肥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砂
,

粘

层次结构不同的冲积物的保水
、

保肥能力及

透水性能不同
。

发育在不同粘土夹层冲积物

上的潮土的透水性列于表 6
。

从表 6 可以看

出
,

发育在均质砂壤冲积物上的潮土的透水

率最大
,

达到平衡的时间最短 ;发育在腰粘冲

积物上的潮土透水性较低
,

透水率仅为前者

的 5 %至 23 %
,

而达到平衡的时间较长
,

为前

者的 1
.

8至 7
.

8倍
;
发育在底粘冲积物上的潮

土的透水性居于前述两种潮土之间
。

此外
,

粘

土层的厚薄对透水性影响也很大
。

例如在腰

而达到平衡所需时间却加长
。

这些资料说明
,

砂
、

粘层次的不同层位状况对土壤保水
、

保肥性能的影响是不同的
。

三
、

不同潮土适种性的差别

一般说来
,

潮土的适种性比较广
。

但当其母质的砂
、

粘土层层位不同时
,

其适种性仍有

差别
。

由质地较轻的均质冲积物发育而成的潮土
,

因其保水
、

保肥能力低
,

自然养分含量少
,

土壤疏松
,

通气性好
,

适宜种植花生
、

红薯
。

在这种土壤上进行林粮间作
,

泡桐生长良好
,

成

材快
。

但如果种植玉米等需肥量大的作物
,

不施入足够的肥料
,

不仅产量低
,

缺肥严重时还

可能出现不抽雄
、

不吐稼的现象
。

由粘土夹层出现部位高且厚的冲积物发育而成的潮土
,

虽保水
、

保肥性能好
,

但透水性

差
,

在这种土城上种植棉花 (特别是在地形低平的地方 )容易发生立枯病
。

林粮间作种植泡桐

时
,

根系下扎困难
,

成材慢且容易死亡
。

但种植小麦
、

玉米
、

高梁等作物可获较高产量
。

由粘土夹层出现部位和厚度都适中的冲积物发育成的腰粘中层潮土
,

不仅肥力较高
,

而

且适种性也广
,

只要地形部位不过于低洼
,

在这种土壤上种植什么作物都可获得较高的产量
。

四
、

砂
、

粘土层层位不同的冲积物在土壤基层分类中的恰当位置

自道库恰耶夫创建土壤发生学以来
,

成土母质对土壤性质的深刻影响已不断被揭示出来
,

.

井用它做为划分土属的依据〔 2
、

3〕
。

岩石及近代沉积物的分类与命名是地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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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都已形成 了比较完善的系统
,

但对作为成土母质的各种岩石风化物和河流冲积物的

类型划分尚无成熟的系统
,

我们认为这应从它们的物理
、

化学及矿物学性质对土城性质的影

响来考虑
。

黄河冲积物的砂
、

粘土层的层位变化对潮土的影响早已被人们所重视
。

在五十年

代进行的华北平原土壤调查中
,

土壤工作者们就将土壤质地剖面变化作为浅色草甸土的基层

分类依据之一 〔` ,
。

近年来更有文章明确提半
,

应将不同质地的冲积物作为不同成土母质类型

来区分我国南方潮土的不同土属 〔 5〕
。

尽管如此
,

更多的土壤基层分类方案中仍将冲积物作为

一种成土母质类型看待
,

这样
,

就使得潮土土属过于简单而没有反映出冲积物的复杂性对潮

土性质的影响
。

土壤发生学关于土属的定义是
, “

土属是从亚类中续分出来的
。

它指在亚类的一般 共 同

点上成土母质的特性
,

地下水的成分有所不同以及可能具有前一个阶段所遗留下来的
,

不是

现代土壤形成的趋向所固有的一些性状
” 〔 3〕

。

本文所论述过的那些潮土理化性状
、

肥力水 平

及适种性的明显差别
,

都是由黄河冲积物的砂
、

粘土层层位状况不同而造成的
。

因此
,

按砂
、

粘土层层位状况不 同将黄河冲积物分成不 同类型
,

并用它们作为区分潮土土属的依据
,

应该

是适合的
。

在此基础上
,

可再根据粘土夹层的厚度和耕层的养分含量来进一步划分土种
。

这

样
,

既符合土壤发生学的观点
,

又能反映不 同潮土的肥力状况和生产性能的差别
。

在河南省

封丘县潘店万亩示范区的土壤调查制图中
,

我们将一米以内无粘土夹层的均质砂壤冲 积 物
,

20 一 50 厘米内出现粘土夹层的腰粘冲积物及 50 厘米以下出现粘土夹层的底粘冲积物作为不同

母质类型
,

并用它们来区分潮土土属
。

然后亩根据粘土夹层厚度的不同 ( 10 一20 厘米为薄层
,

20 一 40 厘米为中层
,

> 40 厘米为厚层 )和耕作层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及全钾的含量 来 划

分不同土种
。

用这种划分方法来处理砂
、

粘土层层位多变的黄河冲积物
,

使我们较好地完成

了土壤详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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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泥炭土
,

不宜简单地用作燃料而浪费天然资源
,

可 引 进 或 研 制泥炭开采机
,

进行机械

化开采
,

并采用相应的分离
、

提炼
、

制造
、

加工的工艺设备
,

使其成为建筑
、

医药
、

饲料
、

肥

料等工业的合成剂
。

总之
,

对类似的沼泽土
,

若坚持进行单一的机械改良或化学改良
,

坚持只着眼于作牧场用
,

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改良利用效果
,

反而浪费了宝贵的天然资源
,

甚至还会直接促进植被
、

水

文
、

土城和微生物等生态因素的失控
,

破坏了草原的良性生态系统
。

由此导致一 系列难以估

计的恶果
,

将不是用一
、

二代人的辛勤劳动所能弥补得了的
。

因此
,

应当从各方面都给予高

度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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