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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茶园土壤物理性质研究概况与展望 

鏖 五 矗 

‘安蕾省农业科学陆祁门茶叶研究所 柞n 24 600 

，口 ．f 

摘 要 』 

回顾了我国茶园土壤物理性质的研究氟况．将所取得的结果归纳为4十方面：(1)韧步撵孵茶同土壤 

的发生、发展丑其变化规律；(2)提出了肓产茶园适宜的土壤物理指标l(3)韧步探明低丘虹壤茶同土壤 

水分运动规律和特性；(4)针对茶同密植．研究了密植免耕茶园土壤物理性状的变化．为密I盘建戚茶园寨 

约化首理提供了依据。同时．还分析了过去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挺出了当前拽国茶园土壤物理性质研 

究应重视的4个方面；(I】茶园土壤物理性状与施肥效果；(2)茶园土壤溶质咎动与土壤鞋化；(3)垃地 

茶园土壤水分动力学与土壤侵蚀；(4)低产茶园土壤物理库爵与宅力谓节 

美键词 茶园土壤；土壤物理性质 

土壤物理学是土壤学中最早的6个分支学科之一。我国对茶囝土壤的研究，迄今为止， 

大部分都是以茶园土壤化学性质为主．关于物理性质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有许多 

问题急待解决。对于茶园土壤来说，由于其所进行的特殊栽培和管理，与其他旱作土壤相比 

有很大的特殊性，因而茶园土壤的物理性质研究较其他农耕地土壤复杂，研究进展也比较缓 

慢，大部分成果仅是原始调查所总结的一般规律。因此，为适应当前发展高效持续茶业的需 

要，我国茶园土壤物理性质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本文将在回顾我国茶园土壤物理性 

质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当前的主要研究任务。 

1 研究概况 

I．I 茶园土壤的发生学特征 

由于茶树是多年生深根系作物．一旦栽植即长期固定，因此，植茶土壤是一个单作土 

壤。随着茶树生长、采摘面积的不断扩大，茶行之间的土壤覆盖率逐渐提高．刭成年后，只 

有行间可勉强作为施肥、采茶等管理作业的通道。因此，行间土壤长期受人为的影响很大， 

而株问土壤在定植茶树后．没有经受过耕翻等人为影响．有比较稳定的理化性质，与普通早 

作地的表层土壤相比．普通旱作地土壤由于培肥等管理而变得不一致时，可由每茬翻耕等作 

业使其重新一致。然而茶园土壤却不同．它随着树龄的不断增大．行间不同位置的土壤性 

质，尤其是物理性质的不一致也就越来越明显，这就形成了茶园土壤发生过程中区别于其他 

旱作土壤的重要特征之一。 

众所周知，茶树属热带和亚热带喜酸作物。因此．在我国植茶土壤主要是红壤、黄壤和 

黄棕壤，也有部分紫色土和冲积土等。这些酸性土壤在植茶前均经历过脱硅富铝化的地球化 

学过程。植茶后，随茶树的生长、茶园施肥、茶树对养分的吸收和茶树落叶的生物富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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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茶园形成了特殊的营养元素小循环。由于茶树是聚铝作物 】，其生长过程中每年要从 

土壤中吸收大量的活性铝，而这些铝大部分又进入老叶中聚积起来，当老叶脱落后，这些铝 

又重新归还到土壤，随茶树生长和根系的发育，把土壤深处的铝逐步在茶园土表聚积。与此 

同时，钙、镁等盐基物质虽也参与表层富集，但钙、镁等盐基元素迁移能力强，从表层又被 

雨水淋洗到深处。据南京农业大学宋术兰等人【 】对下蜀系黄棕壤茶园土壤的调查研究，植 

茶80年的茶园土壤与未种茶荒地相比，铝的饱和度从6．38％增加到71．46％。因此．茶树 

自身物质循环促使了茶园土壤富铝化进程，从而使茶园土壤随植茶年限的增加酸化逐步加 

强，盐基元素大量淋失【2-4]o这就是茶园土壤发生学的显著特点。 

1。2 茶园土壤的物理结构 

1．2．1 土层深度与茶树的生长 

茶树是深根系作物，其根系的垂直分布深度可达1m以上，其中吸收根主要分布在10— 

20cm的土层内。因此，植茶土壤的有效土层厚度至少要达60cm以上f5】。大量调查表明， 

茶园土壤有效土层厚度与茶园的生产力和茶叶产量呈正相关【 。高产茶园土壤的有效土 

层厚度要求在80cm以上【5】。 

1．2．2 土壤质地与茶树生长的关系 

不同质地的土壤，有不同的水分、空气、养分、热量和力学状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左右着茶园土壤肥力的高低和茶园生产潜力。虽然茶树能在不同质地的酸性土壤中成活，但 

以生长在砂壤土到带砾石的重壤土中产量最高，品质最优【 。所以，土壤质地是茶树长 

势及产量高低的主要土壤限制因子 J。浙江省杭州茶场等9个单位 对红壤高产茶园的土 

壤颗粒组成的调查结果表明，物理性砂粒 (粒径 1-_0．Olnun)占有比率在3O一70％，粗粉 

砂 (粒径0．05—0．Olmm)的数量常多于粘粒 (粒径小于0．O01nun)的数量 王志华等人调 

查结果说明 J，龙井茶区主要土壤的各项性质中，以土壤质地对茶叶品质影响最为明显． 

物理性砂粒和物理性粘粒含量的比值与茶叶品质呈正相关。罗影霞等人 对安徽祁门红黄 

壤茶园的调查表明，茶园土壤机械组成中的粘／砂比以1—2为最宜，粘／砂比大于2时，影 

响土壤的通透性和根系的伸展，小于0．5时．又因矿化作用强烈，不利于保肥保水。 

1．2．3 茶园土壤容重与茶园生产力的关系 

土壤容重固质地、结构和松紧度的不同而变化，容重的大小不仅能反映土壤孔隙容积的 

太小，而且能反映土壤的松紧度。钱时霖等人“ 对浙江大面积高产茶园栽培技术研究提出 

的土壤容重指标为：O---40cm土层 L2—1．3r,,／cm ；40--60crn土层小于L4r,,／cm3。罗影霞 

等人 对安徽祁门山地红黄壤高产茶园土壤调查表明：O--60cm土壤容重在1．10-'-1．63g／ 

Ⅱ 。罗瑞君 对四川20多个县的代表性茶场土壤肥力调查结果表明．凡干茶在25ok~／亩 

以上的黄壤茶园．O一20cm土壤的容重在1．16—1．28g／c ；20--40cm土壤容重在1．21-- 

1．36g／cm3。而干茶在 ]00--200~'亩的黄壤茶园．0--2Ocm土层．容重在 1．21—1．32g／ 

cm3；20--40c~-'n土层，容重在1．28—1．45g／cnl3。综台各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高产茶园土 

壤容重一般表层应以1．o0—1．20g／∞ ．心土层以1．20—1．45g／c 较为适宜。 

L2．4 高产茶园对土壤三相比的要求 

土壤中的三相 (固相、气相、液相)分布．是土壤物理性状 (容重、孔隙度、水分古 

量、空气容积)的综台反映。钱时霖等人“ 对浙江省高产茶目的调查提出，O--40cm土层 

中固相：液相：气相以40：30：30为宜。罗瑞君对四川黄壤茶园调查结果 lu：亩产干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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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kg以上的茶园，O一20cm土层中固相：液相：气相为43—50：22—19：35—3l；20--40cm 

土层中固相：液相：气相为43—54：25—21：31～25。林心炯等人[12]对福建省高产红壤茶园调 

查提出：0—20∞L土层中固相：液相：气相以42—46：33—24：25—30为宜。综合各地调查资 

料[ ，高产茶园表层土壤中固相：液相：气相大致以50：20：30左右为宜，而心土层则以55： 

30：15左右为宜。 

1．3 茶园土壤的水分 

茶园土壤水分是目前茶园土壤物理性质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颁域，进展也较快。其一是初 

步探明了茶树生育的适宜土壤含水量。据前苏联A．Ⅱ．奥夫恰联柯对老茶园土、新茶园土 

和未经垦殖的生荒土等长期研究结果_1 ，产量较高的熟化茶园土，在0—50cm土层中，土 

壤容重为1．02—1．34g／cm ，总孔隙度在52—6O％时．水分物理特性参鼓是：最大吸温水 

6．5％一n．9％，凋萎湿度20．5％，最大持水量 32．2—40．4％。茶树生长的有效水分为 

17．7％。据研究[13]，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为60—75％时，茶树地下部生长最好，根粗而长； 

而相对含水量为105％时．根系生长较差，只在近地表部分有一些新根；当相对含水量达 

30％时，根系不能生长。我国赵晋谦、许允文等人研究表明 j，红壤茶园以土壤含水量达 

到田间持水量的90％左右时，茶树生长最好，产量最高；土壤含水量降低到田间持水量的 

70％时，就需要灌溉补充水分。据壬晓萍等人“”研究，当土壤相对含水量为70—90％对． 

根系在土壤中分布范围最广．根系总量和吸收根的重量最大．反映根系活力的脱氢酶活性最 

强；当土壤含／-kt为50％和110％时．根系发育受到严重抑制，从而降低了根系吸收和利用 

土壤养分的能力。其二是探明了茶园土壤有效水与土壤物理结构的关系。测得茶园土壤有效 

含水量与土壤总孔隙度量曲线相关．与有机碳呈直线相关；饱和渗透率及累计渗透率与大孔 

隙率呈指数相关[1 。其三是探明了我国低丘红壤茶园土壤的持水特性及水分循环特征。许 

允文等人“ 对浙赣地区第四纪红壤茶园土壤调研结果表明，此类茶园持水量与粘粒含量和 

毛管孔隙 (<0．05mm)的数量呈高度线性相关，田间持水量可达32％以上，然而有效水含 

量仅为11％左右，且50％以上的释放量在0．1—0．3MPa的高吸力段内，对茶树供水力差。 

红壤茶园虽然在1m深土体中的贮水量可高达500mm左右，但在旱季能参与土壤水分循环 

的仅约1／4，这就是红壤茶园易受干旱威胁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我国红壤茶园 

土壤．'-k9动态特征与该地区的水文气候特点一致，大致可分为贮水高峰期 (3—6月)，蒸散 

消耗期 (7—10月)和补充恢复期 (11月一第2年2月)等3个阶段。由此可见，充分利用 

低丘红壤茶园水资源是该地区茶业生产的首要任务。 

1．4 免耕茶园土壤的物理性状 

7O年代开始，我国提出了在茶园中实行密植免耕．很自然地把高度密植与免耕法结合 

起来进行茶园密植免耕对土壤物理性状影响的研究。姚国坤等人【 】研究表明，与现行条栽 

耕作茶园相比，密植免耕茶园的表层 (O--lOan)土壤容重增大10—13％，大于0．1Ⅱlm的 

太孔隙减少5．6—8．4％，总孔隙度减少3．9～7．8％，而其它层次土壤的大、中、细、楹细 

的孔隙及容重较接近，与现行条栽耕作茶园相比，密植免耕茶园O一20cm土层的透水系数 

(K值)低得多，持水力明显降低，但20--60cm土壤的透水系数及持水力差异甚小。刘继 

尧、张亚莲等人“ 的结果表明，红壤常规茶园免耕与耕作土壤相比，0--45cm土层中> 

0．25ram的水稳性团聚体增加27％．在丑降水量达50ram以上时，土壤冲刷量仅为常规耕作 

茶园的21．5％，水土保持能力加强。据我国贵州、浙江、湖南、江西、湖北等省的大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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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免耕法作为密植茶园土壤集约化管理方法之一是可行的．但在茶园实行免耕时，对 

树体和土壤物理指标都有一定的要求。因此，要因地制宜。灵活掌握。 

2 存在问题和展望 

以往大部分对茶园土壤物理性质的研究仅停留在田问调查阶段，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 

很少把茶园土壤的一些重要物理性质作为影响茶树生理代谢的因子进行列项专题研究。因 

此，为适应当前发展高教持续茶业的需要，我国茶园土壤物理性质研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1)茶园土壤物理性状与施肥效果的研究及其调控 

长期以来．茶叶生产中一直都是片面的从土壤化学性状的角度，强调通过培肥来提高茶 

叶产量和品质，大量施用化学肥料，忽视了对土壤物理性质的保护和改善，以及土壤物理性 

状对产量和品质的作用。从我国、日本、前苏联和斯里兰卡等主要产茶国来看，由于大量 

偏施化肥．已导承土壤酸化、板结、水土流失、有机质古量锐减等障碍因子的出现．从而降 

低了施肥效果。因此．首先应研究不同施肥措施对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以及不同土壤物理性 

状对茶树营养元素的吸收利用和调控技术。 

(2)茶园土壤溶质移动与土壤酸化的研究 

无论是茶园生态体系中的物质循环．还是由于盐基元素的大量淋失，茶眉中铝元素的表 

层聚积而造成的土壤酸化，它们都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物理过程，即溶质移动。如果过分强谒 

茶园土壤中物质的化学转化，而忽视导致土壤养分流失和酸化的过程，就很难保持茶业的持 

续高教。因此，我们必须注重茶园土壤中的元素迁移及茶园土壤酸化的防止和调节措施的研 

究。 

(3)坡地茶园土壤水分动力学与土壤侵蚀的研究 

南方丘陵红、黄壤坡地是我国茶目的主要分布区．该区土壤侵蚀严重。如安微的皖南茶 

区土壤侵蚀模数巳达3000吨／平方公里．年左右，而在皖西茶区则高达5000吨／平方公里 ． 

年“ 。因此，研究该地区茶园水分运动规律．控制该地区茶园的水分、土壤和养分的流失 

将是当务之急。过去，水文学家主要注意集水区内的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流的研究．土壤物理 

学家则主要注意农田非饱和带一维垂直水流的研究，而忽视了坡地土壤水分动力学的研究。 

坡地土壤水分动力学与农田水分动力学相比有其不同的特点．除了土壤水分运动必须考虑在 

三维的复杂体系中外，还应研究坡度与径瘴、人渗的关系和侧渗与土壤水分的补给关系。 

(4)中、低产茶园土壤物理障碍因子与肥力调节的研究 

中、低产茶园是我国宜茶土地利用中的主要问题。中、低产茶园除茶树本身衰老外，绝 

大部分都是由于土壤肥力下降而造成的。决定土壤肥力高低的四大因子 (水、肥、气、热) 

中．其中有三项都属于物理性因子。因此，创造一个具有良好的水、气、热相互协调的土壤 

结拘，从根本上提高茶园土壤的整体肥力水平．是当前发展节源高教持续茶业的主要研究内 

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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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方案”中增设了富铁土纲．这是我国土壤系统分类工作的重大变革。该土婀中的原红 

壤的最大特点是具富铝特性，交换性A1~5cmd (+)，kg，A1饱和，是铝毒甚重的低产土 

壤．为喜铝的茶叶的主要产地。因此．建议将富铁土更名为富铝土 (或铝质土)．相应将富 

铁特性改名为富铝特性，主要特征是：有粘化B层或粘化现象、粘粒CEC(24cmoi(+)／ 

kg，Bs<50％ (p}r7．0)、AI饱和度≥60％ 以更体现我国实际与特色。 

参 考 文 献 

[1 J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攘秉撬分类谭题组、中国土囊幕抗骨奠课题研究协作蛆，中国土壤系娩分羹 

(首次方案)。科学出版牡．1993． 

f2】 中国科学黼 京土壤研究所土壤系鼢 娄谭题组、中国土壤系坑舟类课题研究协作组嗣，．中国土壤系坑分类 

(隹订方案)．中国表韭科技出版社．1孵5． 

[3】 (美)sod Surrey Std'i《钟较平、张风幕译)。土壤熏坑分共检索，新疆大学出版扯，l994。 

(4】 联台国粮农组织缩，1988；n 卜UNESCO世界土壤圆腰铡 ‘修订版}。鞭农组筝}中文舨。北京印刷，199o。 

[5】 ‘中国土壤系坑分娄研究丛书>嫡委台．中国土壤系垅分类进展．科学出版牡，1993。1 。 

(上接第124页) 

宋木兰辱．繁叶科学．1990．10《2)：1 26。 

吴商等．茶叶文摘．1 1．(1)；i-"6。 

事庆康，土壤通报，1987．(2)： 9—71 o 

中国袁科院著叶研究所主编．中圆蔫树藏培掌，上海科技出麓牡．1986．258--2~。 

陈选中．茶叶，1979．(2】：15-"20。 

车且满，茶叶通讯．1钾O，(‘】：11--14。 

就传宙．安徽蓑叶科技，l螂 ，(4)：趋一28。 

罗髟霞等。安羹茶叶科技，1986．(2，；I--7。 

戗时霖等，中国著叶，l986，《6)：22—25． 

罗蔫君，茶叶科技．1 9，《1)：18—22． 

林心娟．茶叶科学筒擐．1989，(3)；l_I5。 

扬氍华等．国外敢学一蓑叶，l"7，(2)t 1--5。 

壬骁萍，中国蔷叶+l992，f4)；10--I1· 

许允文等。蓑叶科掌．1钾l，1l(1)t f~'-10． 

蝙国坤尊．中国蓑叶。l987，《2)t 24—27。 

射缝尧等．篆叶通讯．1991．(3)，4-"9。 

张亚莲．蓉叶通讯，19∞，(2)I 14一l 

最建真等．安毒蓑叶科技，1988．(3)：1一“ 

⋯ Ⅲ Ⅲm m m m m 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