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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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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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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红土过去曾定名为热带稀树草原土
、

红棕壤
、

红褐色土和红棕色土等
,

对它的形成特

点及理化性状
,

前人曾做过大量工作
,

但对燥红土的成因
,

特别是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
,

阐述

得不多
。

本文试从燥红土的形成条件
、

理化性状及其改良利用作初步探讨
,

供研究者参考
。

一
、

燥红土的分布范围

燥红土分布于元江 (红河 )两岸及其支流和冲谷坡地上
,

呈树枝状伸展
,

大致 位 于 东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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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I’ed 的狭长地带 (不包括上游的新平县和下游的红

河县 )
,

据统计
,

其面积共 80 余万亩
,

约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21 %
。

二
、

燥红土的形成条件

生物气候条件是形成各类地带性土壤 的主导 因素
。

元江的燥红土是北热带半干旱型元江

区稀树灌丛草坡生物气候条件下的产物
。

元江低热河谷区的地貌特殊
。

由于红河大断裂和元江 (红河 ) 的强烈下切
,

元江在县境内

始终在海拔 40 0米以下穿行
,

最低海拔仅 32 7米
,

而元江两岸的海拔则逐渐上升
,

形似阶梯
,

直

至高原面
,

其四周被众多的海拔 2 0 0 0米以上的山峰所环绕
,

县境南部第一高峰阿波里山海拨
2 5 8。米

,

北部第二高峰小哨山海拔 2 5 2 5米
,

相对高差达 2 2 5 0余米
,

而元江的西南岸又横卧着

高大的哀牢山山脉
,

这样
,

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都很难进入元江河谷区
。

这种特殊的地形地

貌
,

构成了元江低热河谷区的特异气候类型
,

即气温
、

地温高
,

日照强
,

雨量少而集中
,

蒸
-

发 t 大
,

焚风效应强
,

夏
、

秋酷热而持续时间长
,

冬
、

春温暖而特别干早
。

据元江气象站

(海拔 4 00
.

9米 ) 1 9 5 4一 1 9 8 5年的气象资料统计
,

年均气温 23
.

8 ℃ ,

最高月均气温 2 7
。
7 ℃ ( 7 月 )

,

最低月均气温 16
.

5℃ ( 12 月 )
,

年均地表 ( O厘米 )温 27
.

5 ℃ ,

最高月均地表温 32
.

6 ℃ ( 5 月和了

月 )
,

最低月均地表温 1 9
.

6℃ ( 12 月 )
。

年均降雨量 7 82
.

7毫米
, 5一10 月为雨季

,

其降雨量 占全

年总降雨量的 77 %
,

最大月降雨量可 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42 %
,

最大 日降雨量可 占全年总降雨

盘的1 3
.

5%
。

年均燕发量为年均降雨量的 3
.

5倍 (最高年可达 6
.

1倍 )
。

年均 日照百分率为 52 %
。 .

在这样特异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使河谷土壤向操红土化的方向发育
,

构成 了谷地垂直带谱中的
·

基带土壤
。

* 元江 气象 站提供气象资料 , 白雄昌
、

杨林涛等同志参加外业调查工作 : 土坡 分析由杨林铸
、

白雄 昌
、

杨惠萍同志
.

完 成
,

周竹华同志参加部分 分析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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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区海拔700 米以下多为第四纪花岗片麻岩洪冲积物
,

剖面的不同深度普遍埋藏磨园度

较好的卵石层
,

其厚度一般大于 30 厘米
,

埋藏深度因地形部位 和坡度大小而异
。

元江西南岸

的哀牢山山脚为第三纪地层
,

以花岗片麻岩居多
。

此外
,

尚有部分第三纪湖积层
。

由于水湿条件的制约
,

特别是冬春干早
,

极大地限制了各类植物的生长
,

加之过度放牧
,

使该区植被甚为稀疏
。

除沟谷水湿条件稍好
,

长有较多乔木外
,

其他多为稀树灌丛草坡
,

援

被率不足 50 %
,

海拔越低和坡度越陡的阳坡
,

覆被愈少
,

表土普遍裸露
,

雨季水土流失严重
,

导致这部份土壤发育始终处于年幼阶段
。

三
、

燥红土的理化性状

,

(一 )燥红土的理化性状

在上述生物气候条件及各种成土 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
,

元江干热河谷区的土壤剖面形态及

其理化性状明显不同于热带季风气候区
。

1
.

剖面构型
:

全剖面发育层段不甚明显
。

发育于阶地上 的燥红土比较完整
,

表土 ( A )

层在 12 厘米 以上
,

一般在 1 米以下始现母质层
。

缓坡地 的表土层厚约 10 厘米
,

一般在 1 米左

右始现母质层
。

植被比较稀疏的陡坡地
,

各层段 的厚度极薄
,

表土层仅数厘米
,

一般在50 厘

米左右即现母质层
。

裸露的陡坡地
,

A 层被冲刷
,

仅存 B
、

B C
、

C层
,

甚至仅存 B C
、

C 层
“

根据 1 9 8 4年的土壤侵蚀定点观察
,

坡度 3 0
。

的裸坡地一年可冲掉表土层 3
.

3厘米
,

有时仅一次

大雨就冲掉 1
.

0厘米
,

在坡度 40
。

的高密草坡地上
,

一年亦要冲掉 1
.

0厘米厚的表土层
。

2
。

土壤有机质
:

由于植被稀疏 (一般约 50 %左右
,

稀者 < 30 % )
,

土壤侵蚀严重
,

有机质

的积累比较 困难
,

一般表土层为 1一 2%
,

随着深度增加
,

下部 的含量缓慢下降
。

3
.

土壤 p H
:

燥红土除个别剖面呈酸性外
,

一般均呈微酸性至微碱性
,

剖面上
、

下部的

变幅也较小
,

部分地段
,

即使发育于花岗片麻岩上的自然土
,

其表土结皮上具石灰反应
,

甚

至强石灰反应
。

从分布部位看
, p H的高低具有区域分布的特点

,

一般海拔较低的大于较高部位
,

元江下

游大于上游
,

湖积物母质大于洪冲积物母质
,

这是由于在成土过程 中
,

碳酸盐类物质随流水

带入聚积所致
。

燥 红 土 的 基 本 性 状
*

表 1 元 江 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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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片麻岩

花岗片麻岩洪冲积物
。

0 7 3

。

1 1 7

。

0 7 4

* 1
.

取土深度均为表土层 ( O 一20 厘米 )
。

2
.

分析方法
:

土壤 p H
:

酸度 计法
,

水土 比 1 : 11 有机质
:

重铬酸钾一硫酸酸溶一铝锑抗 比 色 法 , 全 钾
:

组氧化

钠碱溶
,

火焰光度法 , 碱解 掘
:

扩散吸收法 , 速效礴 , 碳酸氢钠法 . 速效钾
:

IN 醋酸按提取
,

火焰
,

度法 , 阳离子代换

t
:

醋酸铁法 , 机械组成
:

简 易 比 重计法
,

苏 联卡庆斯基分类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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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土壤质地与粘粒 淋淀
:

燥红土的质地除部分层次为重壤土外
,

大部均为轻壤至 中 壤

土
,

粘粒是否淋淀不仅取决于母质类型
,

而且与所处的地形部位有关
。

一般在陡坡地上发育

的和局部阶地上由花岗片麻岩洪冲积物发育的燥红土
,

其剖面中部或下部的粘粒含量显著高

于上部
。

局部陡坡地
,

剖面的结构面上包被着具有光泽的粘粒胶膜
,

并且裂隙间填充有极细 勿

的石英砂粒
。

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地表径流或土体上部的粘粒随剖面内水的

渗漏向下淋移而成
。

5 二 阳离子代换量
:

燥红土的阳离子代换量均较低
,

从表 1 看出
,

表层的代换量均小于 10

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这与有关文献差异较大
,

其原因可能与粘粒含量较低和有机质含量较少

有关
。

(二 ) 成土母质对澡红土理化性状的影晌

1
.

对土壤颗粒组成的影响
:

一般发育于泥岩
、

片岩和板岩上 的燥红土
,

土壤质地多属

中壤
,

其物理性粘粒的含量一般30 一 40 %
,

剖面上
、

下部 的质地较为一致
。

发育于花岗片麻

岩和花岗岩上的燥红土
,

土壤质地为轻壤一重壤一中壤
,

表土层的物理性粘粒约 30 % 左右
,

心土层骤增至 56 %
,

底土层又降至 35 %左右
。

花岗片麻岩洪冲积物发育的燥红土
,

绝大部分
·

质地多属中壤
,

物理性粘粒的含量
,

表土层 20 一 35 %
,

心
、

底土层约 40 %左右
,

较低部位高

达 50 % 以上
,

这可能受沉积过程和粘粒淋淀双重 因素的影响所致
。

2
.

对土壤 p H的影响
:

一般发育于泥岩
、

片岩和板岩上的燥红土呈中性
,

表土层 p H 6
.

5一

7
.

。
。

发育于花岗片麻岩和花岗岩上的燥红土呈微酸性
,

表土层的 p H 6
.

o左右
。

发育于花岗片

麻岩洪冲积物上的燥红土
,

极少部分呈酸性
,

大部分呈微酸性至微碱性
,

局部地段的剖面下

部具石灰反应
。

.

3
.

对土壤钾素含量的影响
:
由花岗片麻岩及其洪冲积物发育的燥红土

,

其全钾含量均

较高
,

这与成土母质中的原生矿物富含钾长石和黑云母密切相关
。

由泥岩
、

片岩
、

板岩和非

花岗片麻岩洪冲积物发育的燥红土
,

其全钾含量均较低 (表 1 )
。

四
、

燥红土的改良利用

元江河谷燥红土区有着热量丰富
、

光照充足和冬季温暖的良好条件
,

一年可三熟
,

除可种

植二季水稻外
,

还是糖料作物
、

各种经济作物
、

水果和冬蔬菜的主要产区
。

但它也存在气候

干热
、

早季长
、

雨量少
、

自然植被稀疏
、

水土流失严重和水资源贫乏等不利因素
,

因此
,

合

理开发利用燥红土必须扬长避短
,

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

(一 )植树造林 绿化荒坡

这是改变元江河谷干热状况和迅速恢复生态平衡 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

陡坡严禁开荒
,
已

经垦植的应逐步退耕还林还牧
,

大力营造风景林和水源涵养林
,

杜绝乱砍滥伐
。

该区造林以耐早的阔叶树种为主
,

宜种乔木和灌木
,

灌丛下可种量高质优的各种禾本科

和豆科牧草
,

有计划地轮牧
,

并提倡果树上坡
,

以取代坡度 > 2 0
。

的蔗地
。

在坡度陡
,

土层薄
、

植被稀的裸坡地
,

应大力种植龙舌兰
,

既能固土又可提供纤维原料
,

有利于尽快改观干热河

谷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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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兴修水利 减轻草灾

,

元江河 谷燥红土区
,

除了冬
、

春季早象严重外
,

雨季六个月中的降雨 日数也仅 10 0 天左

右
,

而且 日降雨量大于 10 毫米的多年平均仅 2 4
.

5天
,

加上气候干热
,

蒸发量大
,

雨季中也常

患早灾
,

作物产量受到严重威胁
,

为此
,

除植树造林和种草增加植被外
,

还应采取拦截河水
、

修筑山塘水库的工程措施
,

大力发展灌溉
。

元江水位过低
,

提水灌溉耗资过 巨
,

在经济上得

不偿失
,

不宜提倡
。

此外
,

为弥补水资源不足
,

应特别强调节约用水
,

改大水漫灌为细水润

灌
,

这样
,

既可减轻水土流失
,

又可使有限的水量灌溉更多的土地
。

(三 )等离耕作 保持水土

等高耕作是防止水土流失 的有效措施之一
,

虽然修筑水平梯地 采用等高耕 作 费 工 多
、

投资大
,

改土初期肥力不均
,

一度影响作物的产量
,

但有利于保持水土
,

只要培肥措施跟上
,

是完全可以迅速改变面貌的
。

此外
,

固定耕地
,

改土培肥
,

增加地面覆盖度
,

以减少水份蒸

发和防止水 土流失
,

亦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

( 四 )增施有机肥料 培肥地力

长期以来
,

该区刀耕火种
,

耕作粗放
,

广种薄收
,

土壤肥力 日益下降
,

土层普遍变薄变

瘦
,

所以
,

在等高耕作
、

固定耕地的基础上
,

应开辟肥源
,

增施有机肥
,

用养结合
,

培肥地

力
,

尽快改变仅靠化肥维持产量的现象
。

(五 )充分发挥自然优势
·

扩种优势作物

.
元江燥红土区的热量优势

,

最宜于热带
、

亚热带经济作物和果树的生长
,

因此
,

扩大这

些作物 的栽培
,

才能充分利 用该区的自然优势
。

榨糖业已成为元江县国民经济的支柱
,

该区

既没有东南沿海的台风侵袭
,

又无内地的霜冻冷害
,

甘蔗不但产量高
,

而且品质优
,

出糖率

高
,

除了坡地种植甘蔗外
,

应适当缩小水稻的面积
,

继续扩大甘蔗的栽培
。

例如
,

元江盆地

的水稻土
,

由于 长期连续渍水
,

上壤普遍向次生潜育化方向发展
,

剖面内普遍出现较厚的青

泥层
,

影响水稻产量 的继续提高
,

因此
,

在适当地区改种甘蔗
,

进行水
、

早轮作
,

可以改善

土壤的理化性状
,

夺取蔗粮双丰收
。

该区还应大力发展热带
、

亚热带的各种水果
,

如忙果
、

菠萝等
。

甜橙和柑桔亦应逐渐扩

大
,

这些作物可提倡上 山
,

亦可在路边
、

宅旁
、

空地
、

田头地角见缝插针
,

以达到美化村容
、

恢复生态系统平衡和满足 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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