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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漳浦县基 性岩土壤具 有养 分高
,

保肥力强
,

土质粘重和耕性差 的特点
,

提出了相应地改 良措 施
。

漳浦县基性岩土壤
,

系由第三
、

四世纪喷发的玄武岩发育而成
,

是赤红壤区的一种特殊

土壤类型
。

自然土壤包括基性岩暗赤红壤
,

基性岩赤红壤
,

基性岩侵蚀红壤和基 性 岩 粗 骨

赤红壤等四个土属
。

早作土壤 由缓坡地农垦发育而成
,

包括黑赤土和暗赤土土属
,

坡脚及冲

积地带水耕种稻
,

形成淹育型水稻土 (黑赤土田 )
,

储育型水稻土 (灰泥田 )和醋育 型 的 冷 烂

田
。

基性岩土壤的特性是
,

养分含量较高
,

保肥能力好
,

但土质粘重
,

耕性差
。

一
、

土体剖面性状

自然土体剖面土层分化不明显
,

典型剖面具有 A一 B一 C 层
,

A 层厚度 10 一 15 厘米
,

但

. 因多数植被遭受破坏
,

A 层受到侵蚀
,

B 层裸露
。

A 层
、

B层色灰黑
,

成核状
、

屑块状结构
,

多裂隙
,

土体松散
,

C 层色较深
,

为棕黑
、

棕褐色
,

块状结构
。

土体中可发现褐色胶膜
、

铁

核等新生体
。

早作土层深厚
,

由自然土体中的 A 层或 A 层受侵蚀后的 B 层发育而成
,

特征与

自然土体相似
。

淹育型水稻土土体结构为 A一 P一W C型
,

储育型为 A一W一W一 C 或受次生潜育化影

响形成 A一 P一W G结构
,

潜育型为 A一 P G型
。

耕层厚度 15 厘米左右
,
A

、

P层多为深灰
、

暗

灰色
,

核块状结构
,

具锈纹锈斑
,

W层色较深
,

为暗褐一棕褐色
,

核状一柱状结构
,

多锈纹

锈斑
,

G层为暗青灰色
。

二
、

基性岩土壤理化特性

( 一 )粘粒含铁量与硅铁铝率 基性岩土壤粘粒含量较高
,

一般在 30 一 60 %
,

表层受淋溶

作用的影响
,

粘粒含量较心土层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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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为 20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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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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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养分含量与阳离子代换量 基性岩土壤有机质和铁
、

钙
、

镁等养分含量较高
。

早作

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为 1一 2% (表 1)
,

水稻土耕层有机质为 1
.

6一 2
.

5% ; 全氮 。
.

1一。
.

15 % ;

, 磷钾含量较低
,

早作土壤速效磷含量仅为 1一 Z p p m
,

速效钾含量 40 一 6 o p p心 水稻土速效 磷

含量为 2一3 p p m ,

速效钾为 5 0一 7 o p p m
。

阳离子代换量高
,

旱作土为 1 5一3 o m e
/ 1 0 0克土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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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 性 岩 土 壤 理 化 性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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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方法按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 中的土壤理化分析方法
。

稻土为 1 5一 2 0 m e
/ 10 0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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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盐基饱和度和 p H值 盐基饱和度大
,

多高于 60 %
,

高的达 90 %
。

盐基组成中 以 钙

离子和镁离子占多数
,

土壤呈微酸至中性
, p H值 5

.

5一 7
.

0
。

`

(四 )质地及耕性 质地粘重是基性岩土壤的重要特性
。

机械组成中直径 < 。
.

01 毫米的物

理性粘粒含量占50 % 以上
,

高的达 87 % 以上
,

质地类型多属重壤
、

重粘土
。

土粒胀缩性很大
,

湿时吸水膨胀而成粘烂状
,

干时龟缩成硬块
,

耕性差
,

适耕期短
。

三
、

农业利用情况及改良利用措施

本区农业生产以水稻
、

地瓜
、

大
、

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
,

占总生产面积的70 % ; 花生
、

甘

蔗等占25 % ; 果树等其它作物占 5 %
。

水稻单季产量 5
.

33 吨 /公顷 ; 花生 1
.

6一 1
.

88 吨 /公顷
;

甘蔗 75 吨 /公顷
。

耕作制度旱地较为合理
,

多为春花生或早大豆 (套高粱
、

玉米 )— 晚地 瓜

(套玉米 )

— 大
、

小麦
。

水田则多为稻— 稻或稻— 薯制
。

改良利用措施有
:

,

(一 )改善土壤生态环境 由于植被遭受严重破坏
,

造成水土流失
,

多数山坡岩基裸露
,

土

壤生态恶劣
,

荒山造林应选用速生 的相思树种
。

缓坡地可开垦成剑麻基地
,

既可保持水土
,

又

增加经济收入
。

(二 )改善水利条件 本区地处沿海
,

年降雨量 1 1 0 0一 1 2 0 0毫米
,

但由于水利设施不完善
,

易受早灾影响
。

1 9 8 6年晚季
,

前亭乡受旱面积 5 80 公顷
,

其中水稻田 33 3公顷 ; 晒死绝收2 2
.

2公

顷
,

半收 67 公顷
;
粮食受早减产 1 84 2

.

5吨
。

因此
,

改善水利条件
,

是促进本区农业生产的首

要措施
。

( 三 )改粘避粘 土质粘重干时结成硬块
,

湿时泥泞粘韧
、

难于耕作
。

需客砂和增施有机

肥以提高土壤团粒结构
。

但由于砂源不足
,

耗工量大
,

难于大面积实施
。

避粘就是要抓紧在

适耕期犁耙耕作
,

降低耕作难度
,

提高耕作质量
。

如稻— 薯轮作田
,

在晚季收割后
,

须及

时翻犁培畦备用 ; 早地应在土壤处于松脆结构态时耕作
。

( 四 )增施有机肥
、

磷
、

钾肥 除提倡稿秆回田外要发挥本区冬季多种菜用豌豆 的传统优

势
,

扩种菜粮肥兼用型绿肥
,

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

合理施肥
,

提倡

多施磷钾肥和氮磷钾配合施用
。

目前
,

氮磷钾施用比例大约为 3 : 0
.

5 : 1
,

磷钾不足
,

多年来

的水稻肥料试验说明
,

该区合理 的比例是 1
.

0 : 0
.

75 :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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