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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 建议将土壤 有机质活化度和有机碳腐殖化度作为晶胶率的铺助指标
,

共 同作为水稻土分类的依据
。

晶胶率作为水稻土主要诊断指标在区分水稻土与母土间的特性以及鉴别水 稻 土 4个类型

上① 虽有较好的作用
。

但是
,

有时会受母土中原铁锰淀积层对晶胶率的干扰
。

即使用水稻土

各层次的晶胶率与 A层晶胶率的比值作为大致鉴别水稻土类型
,

但也因为缺乏对最大采土深

度范围的统一规定
,

此指标在应用上也有一定的困难
。

因此
,

在晶胶率作为主导指标的前提

下
,

还必须辅之以其它一些指标予以补充和制约
。

笔者近来通过水稻上和早作土分析数据的归纳整理
,

发现土壤有机质活化度和有机碳腐

殖化度可以作为辅助指标
。

一
、

土壤有机质活化度

土壤有机质活化度是指用稀释热法测定的活性有机质 (简作A
.

O
.

M
.

)与用丘林法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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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 以往水稻土分类中的淹育
、

渗育
、

褚育
、

潜育等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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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 (简作 O
.

M
.

)〔 2 〕的比值
,

再乘以 1 0 0
。

即
:

土壤有机质活化度% = A
0

0
o

M
。

O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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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看出
,

水稻土在氧化一还原交替出现的条件下
,

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和活性有机

质的增加
;而旱作土则以氧化状况为主

,

因而不利于有机质的积累和活性有机质的增加
。

因而

水稻土的有机质活化度为 ) 75 % ; 早作土则 < 75 %
,

似可以此作为区别两种土壤的一种指标
。

二
、

土壤有机碳腐殖化度

土壤有机碳腐殖化度是指土壤腐殖质总碳量 ( H + F )② 除以有机质的全 碳 ( 0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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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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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以下

由表 1中可见
,

水稻土的有机碳腐殖化度

( 除淹育型外 )远远低于旱作土
。

就现有资料
,

可取 29 %为界
,

即水稻土一般 < 29 %
,

而早作

土则 》 29 %
。

位于较低湿部位的早作土 (如

剖面 4 号灰潮土 )
,

虽然其有机碳腐殖化度 <

2 9%
,

但其有机质活化度 < 75 %
,

故仍属早

作土
。

淹育型水稻土 (如 8 6一 4 3剖面等 )的腐殖

化度均 > 29 %
,

与早作土相似
,

其值为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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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机质活化度大于 75 % 为

8 6%
,

故仍属水稻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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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综合指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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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水稻土和早作土在分类上相互交叉

问题的较好方法是组成以晶胶率 为 主 要 指

标
,

以有机质活化度和有机碳腐殖化度为辅

助指标 (其中又以有机质活化度为主 )的综合

指标组进行区分
。

按以往水稻土的分类
,

淹育

型水稻土的晶胶率比值应 < 2 ;
渗育型应 > 2 ;

漪育型应具备两个以上 > 2( 表 2 ) ;
潜育型或

脱潜型水稻土不在此限
。

但 A 层和 G层 的有

机质均应大于 1
.

7%作为限制因子
; G 层 的品

胶率应小于 1 ,

脱潜型应大于 1( 表 3 )
。

(下转第1 6 3 页 )

① 测定提取时应注意控制在规定温度范围内
,

不能加热煮沸 ; 分离胡敏酸碳 (H )和富里酸碳 ( F )时
,

应将 P H 调至 1 一 1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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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潜育型水稻土的有机质在剖面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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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综合指标进行水稻土分类仅是初步尝试
,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

另外
,

对最大

采土深度范围也需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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