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涪陵 红 黄壤 的利 用 改 良

甘世庆

( 四川省秀 山县农业局 )

红黄壤是涪陵地区的主要土壤类型之一
,

土色呈红黄色
,

是比较独特的土壤
,

分布于本

地区东南部边缘
,

面积达 70 万亩 (其中农田约 34 万亩 )
。

红黄壤区地势平缓
、

土体深厚
、

集中

连片
、

宜种性广
,

加上气候湿暖湿润
、

农业资源丰富
、

生产潜力较大
,

是进一步发展商品生

产
,

扩大多种经营的重要基地
。

一
、

红黄壤的自然条件与分布

红黄壤是红壤向黄壤过渡的土壤类型
。

秀山县境内分布区的地形多系 低 山 浅 丘
,

海拔

35 0一 40 。米
,

相对高度50 一 1 00 米
。

热量条件较红壤区稍低
,

年平均气温 16 一 17 ℃ ,

》 10 ℃积

温 6 0 5 5 ℃年平均降雨量 1 3 3 4 m m
,

年平均日照时数 1 2 3 1小时
,

无霜期 2 82 一 2 95 天
,

自然植被为

灌丛
,

成土母质为第四纪红色粘土
。

红黄壤的形成主要是富铝化与生物富集两种矛盾的过程长期作用的结果
。

由于地形和生

物气候条件的影响
,

红黄壤得到较好的发育
,

具有红壤的特点
。

矿物长期受风化
、

分解和淋 令

溶的影响
,

土壤中钾
、

钠
、

钙
、

镁等遭到淋失 ; 随着硅酸盐类矿物的破坏
,

硅逐步迁移
,

而

铁
、

铝氧化物在土体中却大量聚集
,

进行着较黄壤强的脱硅富铝化作用
,

但发育过程比红壤

轻
,

硅铝铁率一般 2
.

30 左右
。

因分布地区相对湿度较大
,

因此
,

在土体中又发生弱度的黄化

特征
,

反映出红黄壤的过渡特点
。

二
、

红黄壤的特证

(一 ) 地势平缓
、

土层深厚 红黄壤区地势平缓
、

开阔
。

平均坡度小于巧度
,

集中连片
,

具平原景色
。

农耕地土体厚度一般 5一 6米
;
中部土体可厚达十至几十米 ; 林地一般厚 60 一 70

厘米
,

薄 的仅 40 一 50 厘米
。

有油茶林 4 万多亩
,

是
“

油茶之多
” 。

(二 ) 质地粘重
、

耕性差 由于红黄壤水稳性团聚体排列较为紧密
,

孔隙度低
,

通透性和

适耕性较差
。

土壤质地一般为重壤一粘土
,

其粘粒含量一般为 60 一 70 %
,

高的可达 80 %左右
。

干燥时
,

土表立即结壳
,

土体干裂成很深的缝隙
,

复水裂隙不易愈合
,

土粘也不易成泥浆
,

极

易漏水
。

所以在灌水整田 时
,

必须
“

一田数牛
,

横竖耕犁
,

多犁多耙
” 。

才能整细耙绒
,

堵住

裂缝
,

即使这样
,

有时也难免漏水
,

而影响水稻种植
。

但土壤渍水后
,

又不易渗透
,

干燥后

却又板结成硬块
,

不利耕作和作物根系伸展
,

影响作物的生长
。

(三 ) 耕层浅
、

缺氮磷养分 红黄壤 的耕作层一般只有 13 一 26 厘米
。

普遍缺乏有机质
,

一

般在 1
.

5 % 左右
,

有的在 1% 以下
。

据秀山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
,

此土壤耕层全氮含量为

。
.

09 6一 0
.

12 7 %
,

一般为 0
.

10 %左右 ; 全磷为 0
.

06 7一O
,

15 8沁
,

一般为 0
.

070 %
,

且大部分磷素



呈被氧化铁胶膜包被的闭蓄态磷酸铁铝 ; 耕层全钾含量 l%左右
,

有效钾 65 一 1 86 p p m
,

一般

含量为 90 p p m ,

属低氮磷
,

高钾类型的土壤
。

红黄壤的表层多为微酸性至中性反应
,

但心土

层呈酸性反应 ( p H 4
.

0一 5
.

5 )
。

二 ( 四 ) 低产 田多 按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分级标准
,

红黄壤虽属三级地
,

但

因其低产田面积大
,

施肥量又严重不足和肥料比例不当
,

〔例如
,
1 9 8 1年平均每亩耕地施用标

准氮 (折合 2 0 % N ) 3 1公斤
,

标准磷 (折合 1 5 % p : 0
。

) 5
.

5公斤
,

标准钾 (折合 5 0 % K
Z
O ) Q

.

o l s

公斤〕
,

施肥水平大大低于四川省及全 国水平
,

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为了提高低产 田的产量
,
’

增施肥料
,

尤其是氮磷肥料是十分关键的措施
。

据秀山县土肥

站 1 9 8 1一 19 8 4年化肥试验网资料
,

亩施纯氮 8 公斤
,

每公斤纯氮增产水稻 1 5
.

9公斤
;
亩施 P

Z

O
。

4 公斤
,

每公斤增产水稻 2 1
.

6公斤或小麦 14
.

7公斤 ; 亩施K Z O 4 公斤
,

每公斤增产水稻 3
.

9公

斤
。

此外
,

钥肥在此类土壤中也表现 出良好的肥效
。

据秀山县土肥站 1 9 8 1一 1 9 8 2年试验
,

黄

豆施铂肥较未施钥者增产 15 一20 % , 花生增产 1 0
.

0一 1 6
.

7%
,

单株饱果数
、

百果重
、

百粒重

和出仁率均较未施钥者高
。

三
、

利用上存在的问题

红黄壤的生产力极低
,

至今仍沿袭放火烧荒
、

刀耕火种等习惯
。

当前
,

存在的问题是
:

(一 ) 产业结构不合理
,

农业 内部比例失调 目前
,

农业生产结构仍以种植业为主
。

以红

黄壤集中分布的秀山县为例
,

其1 9 8 4年农业总产值中
,

农业占54
.

6% ; 林业占1 1
.

。% ; 牧业

占 19
.

1 % :
副业占14

.

9% ; 渔业仅占。
.

4%
,

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不尽合理
。

红黄壤区人 均 土

幸 地 3
.

88 亩 ; 人均耕地仅 1
.

32 亩
,

属地少人多类型
。

为此
,

必须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合理的调

整农业内部结构
。

其中特别需要发展多种经营
。

(二 ) 土壤侵蚀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 据秀山县林业局提供的资料
,

建国初期
,

秀山县森

林覆盖率为 2 1
.

2 %
,

而且草山草坡覆盖度也较大
,

不少地方还保存着大片茂密的森林
。

但到

50 年代末期
,

由于滥伐森林
,

覆盖率下降为n
.

4 %
,

致使土壤裸露
,

水土流失
,

河道淤积
,

导

致光
、

热
、

降雨分布不均
,

造成红黄壤区频繁出现灾害性天气
,

伏早尤为明显
,

基本上是三

年遇两早
,

四年一重旱
。

另据估计
,

红黄壤农耕地有轻度侵蚀者占 39
.

32 %
,

中度侵蚀 者 占

31
.

80 %
,

强度侵蚀者占2分
.

88 %
。

(三 ) 产量增长速度慢 目前
,

红黄壤有两种利用方式
,

即稻作和早作
。

对稻田而言
,

是

以小麦 (油菜 )一中稻的两熟制或以冬水一中稻一熟制为主 , 对旱地而言
,

主要是两年四熟制
,

即玉米套种花生 (或间种黄豆 )一小麦一山芋
。

这种利用方式
,

影响了粮食产量增长速度
,

平

均每年仅增长 1
.

6%
,

故而单产和总产均低
。

建国初期
,

红黄壤区基本上是一年一熟制
,

复种

指数仅为 1 02 %
,

而 1 9 8 4年复种指数达到 1 60 %左右
。

四
、

改良措施

(一 ) 改革耕作制度
,

提高复种指数

1
.

稻田改制
:

红黄壤冬水田约占稻田面积的一半
,

为一年一熟制
,

复种指数低
,

光
、

热
、

水
、

土等均未得到充分利用
,

应推广小麦 (油菜 )一中稻的两熟制
,

或绿肥一水稻轮作制
。

水

早轮作使土壤干湿交替
,

有利于改善土壤通透性
、

活化养分和有机质更新
,

还能改善土壤耕

9 1



性和其他物理性质
。

如秀山县官庄乡自1 9 7 7一 1 9 8 3年期间
,

将一熟冬水田改为两熟制
,

乎均

每年增加粮食 9 2
.

3 5吨
,

平均增长率为 7
.

5 %
,

稻田 的单产也 比改制前增产 50 一 60 % 、

2
.

早地改制
:

红黄壤旱地应发展间
、

套种形式
,

实行一年两熟甚至三熟
。

改制形式有
:

玉

米套花生 (或间黄豆 )一小麦一山芋的两年四熟制 ; 或小麦间种玉米
、

山芋的一年三熟制
。

如

秀山县涌图乡乌阳村二组
,

从 1 9 7 8年推广一年三熟制以来
,

当年小麦亩产 1 44 公斤
;玉米亩产

2 3 7
.

8公斤 ; 山芋亩产 2 90
.

1公斤 (折主粮 )
,

一年三熟平均亩产 6 6 9
.

4公斤
。

3
.

因土种植
,

提高水稻单产
,

有计划地扩大经济作物面积
:

红黄壤宜种性较广
,

应在稳

定粮食种植面积和提高水稻单产的前提下
,

有计划地发展花生
、

油菜
、

烤烟
、

芋麻
、

药材等

作物
,

实行多种经营
。

根据近几年的经验
,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占地 比例以8 :2 为宜
。

4
.

增施有机肥
,

扩大绿肥面积
:

种好绿肥
,

是解决红黄壤有机肥源 的一个重要途径
。

从

大农业观点出发
,

着眼于农
、

牧结合的方向
,

实行多品种
、

多途径发展绿肥生产是必要的
。

一

般以红花草籽
、

兰花草籽等豆科固氮绿肥为主
,

也可发展既可作肥料又可作饲料的其它绿肥

品种
。

在稻 田推广
“

三三
”

制
,

即稻一 (小 )麦 ; 稻一 (油 )菜
;
稻一 (绿 )肥三种轮作方式

,

各占

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

以改变目前稻一麦两熟制的重茬面积大的局面
,

还可以解决用地与养

地的矛盾
,

提高作物单产和土壤肥力
。

除种植绿肥外
,

增施其它有机肥也是改良红黄壤的一项重要措施
,

如养猪积肥
,

秸秆还

田
、

割青沤制自然肥等改良土壤
,

都能收到良好效果
。

红黄壤区野生绿肥 比较丰富
,

初步调

查有马桑叶 (马桑科马桑属 )
,

野棉花 (毛蓑科银花属 )
,

豆屎叶 (豆科野百合属 )
,

水麻叶 (尊麻

科水麻属 )
,

糯米菜 (尊麻科糯米团属 )等 8 科15 属野生绿肥可作青肥用
。

5
.

合理施用石灰
:

为消除红黄壤酸性对作物的毒害
,

应根据土壤性质施用石灰
。

土壤耕

层 p H值呈酸性或强酸性
,

或有机肥施用量较大
,

以及在秋耕翻压杂草时
,

为促进有机质分解

和中和有机酸
,

每亩可施石灰 40 一 50 公斤
。

对冷水田
、

冷浸 田
、

深脚烂泥田
、

湿鸭屎泥田除

采用开沟排水外
,

每亩施 40 公斤左右石灰
,

也具有一定的改 良效果
。

早地一般无 需 施用 石

灰
。

(二 ) 恢复和发展油茶基地
,

保护油莱土壤资源 红黄壤区盛产油茶
,

是四川省发展油茶

的重要基地
,

但油茶老林比重较大
,

林相残破稀疏
,

少数虽已补植
,

但新植树相当幼小
,

加之

茶林普遍缺乏科学管理
,

单产较低 (亩产茶油不足 5 公斤 )
。

应在荒山迹地的土层较深厚地段
,

大力发展油茶林
。

(三 ) 有计划地发展柑枯生产 红黄壤区光
、

热
、

水
、

土条件比较适宜柑桔生长
。

可根据

市场需要有计划的发展柑桔生产
,

但在布局上应避免与粮食和其它经济作物争地
。

( 四 ) 利用宜牧土壤资源
,

大力发展畜牧业 红黄壤区草山草坡约有 3 1
.

2万亩
。

多是零星

分布
,

常与耕地
、

林地相互交错
。

适宜发展畜牧业
。

在草地和隙间草地种植 白三叶草和红三

叶草
,

既可XlJ 割作为猪
、

禽
、

兔等的饲料
,

又可保持水土
,

培肥土壤
。

必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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