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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两种不同起源水稻土发育

特 征 及 其 分 类 的研 究

刘树基 殷细宽 曾维琪 谭秀芳 邓家枯 程 宋 陆发熹

(土攘分类课题姐 )

提 要

本文研究广东省两种不同起源 ( 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坡和滨海沼泽土 )水稻土 的发育特征

及其分类问题
。

研究结果表明
:

土坡腐殖质的H /F比值随淹水时间增长有增大的趋势. 砖红

壤与滨海沼泽土发育成水稻土的过程中
,

土壤性质的变化方向不同 ,不同起源水稻土的 p H
、

盐基代换爪
、

晶质铁以及晶胶率有明显的差别
,

受起源土城的影响很大
,

相反
,

同一起源不

同水型水稻土的性质差异则较小 , 水稻土应是一个独立土类
,

土坡剖面形态
,

铁的晶胶率
,

腐殖质的 H / F比值
,
p H

,

盐基总量以及盐基饱和度等可作为鉴别水稻土发育特征和划分土

壤类型的依据 , 供试土壤可划分为砖红城性水稻土和滨海沼汗土性水稻土两个亚类
,

协个亚

类可按不同水型 ( 淹育
、

滋育
、

潜育和脱潜等 ) 划分土属
。

关 . 词 不同起源水稻土
;

水稻土 发育特征 , 水稻土分类

前 言

水稻土是由某一原土 在 种 植 水稻过程中
,

水耕熟化条件下发育形成的耕作土壤
。

不仅具有剖面形态的发育特征
,

而且土城的理化性质亦发生了根本变化
。

形成水稻土的

原土
,

一般有地带性土壤
,

冲积土和沼泽土等
。

它的形成
、

分类
,

早在三十年代就被马

溶之
、

侯光炯
、

朱莲青等注意研究
,

发表了水稻土土层分类及命名概则
’

“ ’ ,

最近 有 朱

克贵
’

` ’ 、

厉仁安
` ” ’ 、

汪汾 ’ 7 ’
等先后发表了有关水稻土的发生和分类的研究 论 文

,

提

供了许多研究成果
,

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

本文是研究广东省分布较

广的两种不同起源 (玄武岩发有的砖红壤和珠江三角洲滨海沼泽土 ) 的水稻土发育特征

和分类问题
。

供试土壤及研究方法

(一 ) 供试土镶

用珠江三角洲滨海沼泽土发育的水稻土和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城性水稻土 为 供 试 土

族
。

19 8 7牟 6 月 2 2 日 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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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犷: I三角洲的水稻
_

仁是由三角洲滨海沼 i爷土经过筑围防潮
、

成田
、

排水种稻
,

在水

耕熟化的过程中
,

逐 渐脱沼泽而成
。

根据脱沼泽和水稻土发育程度不同
,

分别采取潜育

型
、

脱潜墩和淤育型等三种不同水型的水稻土
。

潜育型水稻土指潜育层出现在 O一 50 厘

米以内的水稻土
;
脱 i竹型水稻土指心土层具有柱状结构的雏型

,

但还元现象明显
,

在 50

厘米深处
,

仍有潜育现象的水稻土 , 满育型水稻土指心土层具有柱状结构
,

地下水位在

6 0厘米以下 的水稻土
。

由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性水稻土广泛分布在海南岛
、

雷州半岛等热带地区
,

是粮食

生产的震要土壤
。

它是由砖红壤经过淹水
,

在水耕熟化的条件下发育而成
。

根据水分条件

不同和土层发 育的差异
,

分别采取淹育型
、

储育型和潜育型等三种水稻土
。

淹育型水稻土

指心土层基本上保持原有土壤特性的水稻土
,
滋育型水稻土的心土层具有柱状结构

,

而

潜育烈水稻土在 0 ~ 50 厘米以内具有潜育层的特征
。

1 9 8 5年 1月间在珠江三角洲
、

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等地采取滨海沼泽土和砖红壤起源

的不同水型的水稻土
,

在不同地段分别采取三个相同水型的剖面样本
,

并在相应的位置

采取起源土壤 ( 滨海沼泽土和砖红壤 )
,

总共采集了2 0个土壤剖面
,

60 个土层样本为供

试十壤
。

其代表剖面的主要性状见表 1
。

(二 ) 研究方法

木研究采取田问调查和室内化验分析相结合的办法
。

仔细观察记载剖面性态
,

分析

化验土壤腐狱质组成
,

土壤 p H
、

盐基交换量
、

游离氧化铁
、

活化铁
、

晶质铁以 及 机 械

组 成等理化性质
。

分 析 结 果

将分析结果按不同起源
、

不同水型 (淹育
、

储育
、

潜育
、

脱潜 )和不 同发育层次 ( A
、

P
、

w
、

G 或 C ) 计算三个剖面的平均值
,

从剖面中的垂直变异和不 同水型间的差汗看

其发育性态和分类的问题
。

(一 ) 土镶扁玻质的组成

土演腐硝质组成的分析结果 (表 2 )
。

1
.

砖红壤发育的水稻土不同水型间的土壤腐殖质总最相近 (。
.

65 ~ 0
.

7 3% )
,

但胡

敏酸碳则淹育型的明显少于瀚育型或潜育型的
,

以致 H / F比值有明显的差异
,

在水稻土发

育过程中明显增大
。

如淹育型水稻土的 H / F 为O
。

44
,

而潜育 型 的 为 0
.

78
,

储育 型 的为

0
。

8 7 ,

但原土砖红壤的只有 O
。

2 30

2
.

滨海沼泽土发育的水猎土
,

在形成过程中腐殖质 的 H / F比值 明显减少
。

潜育型

水稻
一

1: 的 H / F为 O
。

9 2
,

储育型的为 0
。

85
,

而脱潜型的为O
。

6 30

从上可见
,

淹水时间长的水稻土 H / F值较大
。

3
。

光密度比值 ( E
`

/ E
.
)

,

在不同起源的水稻十之间有明显的差 别
。

滨海沼泽土

发育的水稻土 E
`

/ E
。

大于砖红壤发育的
。

但是 在同一起源不同水型之间则无明显差异
,

即腐硝质芳构化程度差异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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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供 议 土 幼 代 衰 创 , 的 主 , 性 状
.

采样地点 土壤类型 } 原土 层次 颜 色 质地

APC
海南临高

( 礼堂村 )

淹育型

水稻土

砖 江 壤
.

淡 札哥 ( 7
.
S Y R 6 / 6 )

淡 拐佗 ( 7
。

S Y R S / 6 )

村{ ( 7
.

S Y R 4 / 6 )

,

中壤土
·

中壤土

中壤土

徐闻 ( 城南

区下窝乡 )

漪育 2锉

水柏土
`专红 壤

拐佗 ( 7
.

SY R 4 / 6 )

暗棕灰 ( 7
.

5 Y R 4 / 2 )

n音棕灰 ( 7
.

5 Y R 4 / 2 )

重壤土

轻粘土

轻枯土

APW

Apw
中 LJJ ( 沙朗

乡第三队 )

赌育型

水稻土

演 海

沼泽上

淡棕黄 ( 2
。

S Y R 6 / 4 )

拓屯 灰 ( 7
。

SY R S / 2 )

}芍龙 灰 ( 7
。

S Y R 6 / 么 )

轻粘土

轻粘土

轻粉
、
土

涂闻 ( 农科

听牛栏
一

卜 )

潜育型

水稻土

石令 红 壤

A

P / G

G

暗 棕 ( 7
.

S Y R a / 4 )

暗棕灰 ( 7
.

5 Y R 4 / 2 )

青 灰 ( 10 B G 4 八 )

业壤土

轻精上
11`毛ì土

斗门 ( 自焦

争r一大队 )

潜 育塑

水稻土

海 !
A

’

沼泽上

中山 ( 坦洲

同 胜 围 )

脱潜型

水稻土

滨 海

沼泽土

G 1
一

A
一

P 一

淡拓龙黄 ( 2
.

S Y R 6 / 4 )

淡棕黄 ( 2
。
S Y R 6 / 4 )

绿灰黄 ( zo G 4八 )

淡棕黄 ( 2
.

5 Y R 6 / 4 )

淡棕黄 ( 2
.

5 Y R 6 / 4 )

棕 灰 ( 7
。
S Y R 6 / 2 )

卜

柱壤土

电坡土

轻粘土

中粘土

中粘土

中粘土

GAG
斗门 ( 灯笼

沙东七围 )

海

沼泽土

滨 海

沼泽上

淡棕黄 ( 2
.
5 Y R 6 / 4 )

仁;笼 灰 ( 7
.

5 Y R 6 / 2 )

绿 灰 ( l o G 4八 )

重壤上

重坡上

重壤土

海康 ( 英 利 ) 砖 红 壤

玄武启

发育的

A

A / B

B

!冶 {写三红 ( 2
.

5 Y R 4 / 8 )

淡棕红 ( 2
.

5 Y R 6 / s )

i炎朽笼乡I: ( 2
。
S Y R S / 8 )

· 三丘壤上

中坡土

中壤土

.

土攘类里的伞名
,

按 全国第二次土攘香女工作分类哲行 方案的修改意见而定 ( 1 9 79 )
。

土攘

顺 色根据华中农业 大学编 的标 准比 色卡 ( 19 5 1 )
。

(二 ) 土城创面中权化铁 . 胶率的分布

土壤晶胶率的分析结果见表 3
,

并以图 1
、

2 示之
,

表明其在剖面中的分布趋势
。

1
。

由砖红壤发育成水稻土
,

各土层的晶胶率均明 显 缩 小
,

从 1 4
.

03 ~ 3 5
。

6 5降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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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2 俄试 *. 土幼. 公班段扭成
.

(三个样 *平均位 )

\严
土 。

、

灵亩
有机碳

( % )

腐殖质

碳总量

( % )

胡 敏

酸 碳

( % )

富 里

酸 碳

( % )

胡敏酸

富里酸

( H /F)

光密度比值

( E`
/ E

。 )

淹育型

水稻土
1

。
84 0

。

6 5 0
。

2 0 0
。
4 5 0

。

4 4 5 二3 7
坡红 的砖 育发

滋育型 2
。

4 4 0
.

2 70
.

33 0
.

3 80 8 75
.

6 4
坟的红育砖发

水稻土 滨海沼泽

土发育的
1

。

6 2

1
。

72

0
。

60 0
。
2 3 0

。
2 70

。
5 84

。

1 7

30一41、

一}0.
脱潜型

水稻土

海滨沼 泽

土发育的
0

。

4 9 0
。

1 9 0
。

6 3 4
。

1 9

坡的红育砖发
潜育型 0

。
73 0

。
3 2 0

。
5 8 7

。
0 7

水稻土 滨海沼泽

土发育的

2
。
0 7

1
。

42 0
。
4 6 0

。
2 2 0

。
2 4 0

。
92 4

。
2 0

砖红城二 1
。

96 0
。

80 0
。

15 ! 0
。
6 5 { 0

。

2 3 6
。

94
岩的武育玄发

.

有机《 侧定 用丘林重格酸钾法
。

腐技质组 成 用焦碑酸钠提取一重格酸钾法
1 1 ’ 。

.

一 个样本分析结果
。

1
.

9 9~ 3
.

2 0 ( 潜育型 ) 这是水耕熟化过程中
,

晶质铁不断活化的结果
。

在土壤剖面中的

分布
,

从原土至各种水型的水稻土晶胶率
,

由上层至下层有增加的趋势
,

这是耕层铁夙

活化程度较大的表现
。

2 。
由滨海沼泽土发育成水稻土的晶胶率

,

在耕层和犁底层明显增大
,

在心土层中

则明显减少 (漪育型的例外 )
。

在剖面中
,

从表层至下层
,
有缩小的趋势 (储育型的例

外 )
。

3
。

晶胶率层段系数的变化与晶胶率的变化相似
。

晶胶率层段系数 k( h)
,

是层段

(下层 ) 晶胶串与耕层 (表层 ) 晶胶率之比值
。

(三 ) 土族 . 教度
、

代换性能和机械组成

土壤 p H值
、

代换性能和机械组成的测定结果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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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3 供试土幼峨化铁的t , (三个创 , 平均位 )

游离铁 活化铁
l
晶质铁

(% ) (% ) (% )

晶胶率

(比 值 )

晶 胶 串 层

段系数 ( k h )

1
。

0

0
。

8 5

1
。

3 7

,JQ口八U,UO甘ǹ

…
2
J.1几舀

门上,上,曰月O月叹O甘

…曰口
ù勺

潜育型

水稻土

砖 红 坡

发 育 的

8
。
0 2

8
。

13

7
。
7 7

考
。

4 1 乏

。
7 2

。
8 5

自心̀
.孟

APG

qU

0270.

…
J.孟̀.孟O1̀,U.勺目O

月

4

滨海沼泽

土发育的

A J 5
. ` 7 1

.

15

P S
。

5 0 1
。
0 1

G 4
。
9 9 1

。
4 1

{
4

.

2。

1 4
。
4 9

} 3
。

5 8 2
。
5 4

脱潜 型

水稻 土

滨海沼泽

上发育的

A

P

W
,

5
。

11

4
。
9 9

4
。
7 7

1
。

14

。

34

。

7 1

3
。
9 7

3
。
6 5

3
。
0 6

。
7 8

。
5 1

8,自O甘
月吸片才月了

…
性U2
.Jl

门孟J.孟

,自nb

OQ
甘一bùflù

.

…
门二J.孟̀
.孟J五

砂 1
。

7 3 2
。

64

5
。

06
门人J
.孟

O公门孟月Oǹù勺内O

…
内ntl内bApw

一62一
内O,目

一
.

、、
-J叹O工 曰`.占

5一..44一一一1388
一

:
一20

一一
,̀,
.ù“ù,曰J马O甘

…
口合一ó口巴Apw

滋育 型

水稻土

砖 红 壤

发 育 的

。
2 4

。

18

4
。
5 6

6
。
2 7

5
。

18 4
。

39

。
4 3

。

3 3

.̀占
2

滨海沼泽

土 发育的 0
。

62

1
。
0

50R一自̀0
。

1
。

厅了J组2
no口000

…
一bJ任八O1 0

。
6 7

1 1
。
7 3

1 2
。
2 8

9
。
0 7

.

9
。
7 2

110
。
7 1

血U弓tÌ丹O八V工勺

…
明几,自,孟

ACP
淹育 型

水稻土

砖 红 坡

发 育 的

1 4
。
9 6 1

。

0

Où,̀

口00甘孟月一勺一bUg

…
ùUOùn甘

砖红族
.

玄 武 岩

发 育 的

A

A / B

B

8
。

78

8
。

8 7

1 1
。

36

J S
。
2 3

…5
.

2 5

111
。
0 5

)
“

· “ 3

3 5
。
6 5

。
9 4

。

38

滨海沼

泽土
.

珠海三角

洲沉积物

1
。
3 4

1
。
4 4

G 4
。
4 5 1

。
2 2

。
0 5 3

。
0 2

。
6 5 2

。
5 3

。
2 3 2

。
6 5

1
。

0

0
。
8 4

0
。
8 8

。

阳
l

3]|

O甘OU,口n
ó勺一勺AG

.

一个 刘面

二 k h = 层段 ( 下层 ) 晶胶率 /拼层 ( 表层 ) 晶胶率

游离铁 以连二亚硫酸钠浸提 的载化铁 l “ j
.

活 化饮 以酸性草酸 按提 取 }

长一 活化长
,

晶胶率 = 晶质铁 /活化铁
。

晶质铁
=
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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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斌土幼 p H 位
、

代挽性住和帆扭姐成 (三个创. 平均位 )

p H
;

代换量
.

一 盐 基 总 量 盐基饱和

( H Z O ( ) tn
.

e /10 0克上 ){( m
·

e /10 0克土 )度 ( % )

粘 粒

< O
。
OO 5m l n

( % )

扣一项

粉 砂
粘 粒

1 9
.

7 5

19
.

4 0

19
.

9 0

9 8
.

0 5

9 8
.

7 3

9 8
.

4 2

4 2
.

9 8

4 7
.

3 0

0 5
.

7 8

0
.

7 2

0
.

6 6

0
.

5 5

\ǔ APG

4 4
.

9 6

4 6
.

5 8

4 9
.

9 8

0 nC n一 nó八”月.占二心月上
7

.

6

8
.

2

8
.

4

3 5
.

17

3 3
.

6 1

AGP

…
砖 红 。 .

`” 育型…发 育 的

水稻土 }
一 _

…

{滨海
`“ 泽 }

}上 发育的 }

一

22
.

习

APW脱潜型 滨海沼 泽

水柏 上
,

上发育的

6
。

6

6
.

6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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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不 浏代换黄
,

二 两 个钊面平均值
, · , ·

一 个 .al 面分析结果
。

盆基代 换

釜 用有效 交换 釜法
.

以 IN 中性醋 酸按浸提后 用火 焰尤度法 浏 定 K
.

N a ,

用原 子吸收 尤 借 浏

定 C a 、

M g
, `

之们之 和 即 为盐基总蚤
。

用 I N K C I 滨液浸提土样
,

刚 定 交换性酸蚤
。

盆墓 总

量 十 交换性酸童
=
有效交换重 t ` ] 。

机械纽成 用比玄计速浏法
。

土攘 p H
、

土 水比为 卜 5
.

用

自交度计沮1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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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土壤 p H 的变化
。

土壤剖面中 p H

从表层到心土层逐渐增大 (滨海沼泽土发

育的满育型水稻土例外 )
。

由滨 海 沼 i杀

土发育成水稻土
,

表层 p H 由碱性 ( p H S
.

0)

向中性 ( p H 6
。

6) 变化
,

各土层间的变幅为

6
。
6~ 8

。

幻由砖红壤发育的水稻土表层 pH

在 5
。

5~ 6
。

1之间
,

各土层间的变幅为 5
。
4

~ 6 .

5均属 酸性
,

变化较小
。

2
。

代换性能
。

滨海沼泽土发育成水

稻土
,

代换性盐基总量有降低的趋势
,

如

滨海沼泽土表层为 28
。

34 ( m
· e

/ 1 0 0克土 )
,

滋育型水稻土为 2 0
.

52 (m
· e

/ 1 0 0克土 )
,

这是脱盐基的现象 ; 由砖红壤发育成水稻

上
,

代换性盐基总 量 明 显 提 高
,

由 2
。

32

( m
· e

/ 1 0 0克土 ) 提高到 1 9
。
7 5 ( m

· e
/ 1 0 0克

上 )
,

这是复盐基现象
。

至于盐基饱和度

亦是同样的趋势
,

如 由滨海沼泽土发育成

水稻土
,

盐基饱和度由 1 00 %降至 9 1
。

18 %
。

3
。

粘粒在水稻土剖面 中的分布
。

粘

粒含量从耕层到心土层多有逐渐增大的趋

势 (脱潜型水稻土例外 )
,

而 粉砂 /粘粒

比率则相反
,

从耕层到心土层有逐渐减小

的趋势 (淹育性水稻土例外 )
。

显然
,

这

是在水耕热化过程中
,

粘粒淋溶淀积的结

果
。

图 2 滨海沼泽土 发育的 水稻土 晶胶率

讨 论

(一 ) 水稻土是否一个独立土类

水稻土作为一个独立土类
,

各国土壤学者仍有不同看法
,

如 日本松井健
` “ ’ 指出 : 水

成水稻土 目被看作是自然水成土的异名
,

因为这些水稻土的形态与相应的水成土 (泥炭

土
、

腐泥土
、

草甸土
、

潜育土和未成熟汗田土 ) 无本质的差别
。

根据本研究结果
,

水稻

土应是一个独立土类
。

因为不论是滨海沼泽土或砖红壤在水耕熟 化
,

千涅交替的 过 程

中
, 」:壤性态起了本质的变化

,

产生了新的特有的特征特性
:

1
。

剖面形态特征的变化
。

由丧层转变为耕作层
,

土壤结构以微结构为主
。

耕作层

之下
,

出现了比较紧实的犁底层
,

并有氧化铁的淀积
,

犁底层之下的心土层
,

亦受水耕

熟化的影响
,

与原土相比
,

不论是剖面构造
、

土壤结构
、

土壤颜 色等均有明显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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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铁质在土城剖面中重新分配
。

由于铁质在淹水条件下还原成为低价铁
,

随水分

移动而转移
,

遇干早时则暇化淀积
,

因而铁质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起了很大变化 (表 3 )
。

3
。

理化性质明显变化
。

土壤 p H 向中性方 向发展
,

如滨海沼泽土发育成水 稻 土
,

表层的 p H值邮
.

0降至 6
.

6~ 7
.

6
。

腐殖质组成的变化
,

如砖红壤发育成水稻土
,

其 H / F

值由 0
。

23 增至 O
。

“ 甚至 0
.

87
。

盐基代换量的变化如砖红壤发育成 水 稻 土 表 层 由2
.

32

(m
·

e/ 100 克土 ) 增至 19
。

75 (m
·

e/ 1 00 克土 )
。

水稻土出现粘粒的淋溶淀积
。

(二 ) 鉴别水摺土应根据的主要项目

鉴别水稻土类型
,

必须根据水稻土中比较稳定而且有规律变化的特征特性
,

才能作

出较准确的鉴别
。

根据本研究结果
,

土壤剖面形态
、

铁的晶胶率
、

土 壤 腐 殖 质 组 成

( H / F比值 )
、

p H
、

盐基总盈以及盐基饱和度等六个项 目在不同起源或不同水 型 的 水

稻土中比较有明显的差别
,

甚至有的呈规律性的变化
。

因此
,

这六个项 目
,

可作为鉴别

水稻土类型的根据
。

(三 ) 水粗土亚类划分的依据

关于水稻土亚类的划分
,

近几十年来有过不少的争论
,

各有不同的划分方法
。

目前

就高级分类单元 (如土纲
、

土类
、

亚类 ) 而言
,

有按气候耕作制
、

水分 状 况
、

起 源 土

壤
、

诊断层
、

土城生理性和土壤化学特性等几种分类法
【 . ’ 。

根据本研究结果
,

认 为 应

按起源土城划分亚类
。

供试土壤
,

可划分为砖红壤性水稻土和滨海沼泽土性水稻土两个

亚类
,
其理由有三

:

1
。

不同起源的水稻土形成过程中土壤性质的变化方向不同
。

由砖红壤发育成水稻

上是在水耕的前提下
,

由干早状态变为干湿交替以至长期淹水
,

因而易氧化还原的土壤

物质由氧化态逐渐转化为还原态
, p H从酸性向中性方向转化

,

盐基代换量和盐基饱和度

逐渐增加
,

晶胶率降低
,

土壤颜色由暗棕红 (2
.

SY R 4 / 8 )转变为暗棕色 ( 7
。

S Y R 3 / 4 ) ,

由滨海沼泽土发育成水稻土是在筑围成 田
,

排水脱沼泽化的前提下
,

水耕熟化
,

逐 渐加

强氧化作用
,

还原态物质不断转化为氧化态
,

p H从碱性向中性转化
,

盐基代换量和盐基

饱和度下降
,

晶胶率提高
,

表层土城颜色变化不明显
,

但心土层则由绿灰 ( 10 G 4 / l )

转变为棕灰 色 ( 7
.

SY R S / 2 )
。

2
。

不同起源水稻土的基本颜色不同
,

而同一起源不同水型水稻土的基本颜色较相

近
,

从表 1中可见由砖红壤发育的储育型水稻土和潜育型水稻土耕作层 ( A ) 的颜色分

别为棕色 ( 7
.

S Y R 4 / 6 )和暗棕色 ( 7
.

SY R 3 / 4 )
,

犁底层 ( p )均呈暗棕灰 ( 7
。

SY R 4 / 2 )
,

而由滨海沼泽土发育的则均为淡棕黄 (2
。

SY R 6 / 4 )
,

犁底层 (P )分别为棕灰 (7
.

S Y R S / 2)

和淡棕黄 (2
.

S Y R 6 / 4 )
。

可见
,

水稻土的基色受起源土壤的深刻影响
。

3
。

不同起源水稻土剖面间的性质差异较明显
。

如土壤 p H
、

盐基总量以及晶质铁 等

在不同起源的水稻土 剖面间有明显的差异
。

从表 3 中可见晶胶率 ( 比值 )
、

由砖红壤发

育的滋育型水稻土和潜育型水稻土分别为2
.

64 ~ 5
.

06
, 1

.

99 ~ 3
.

2 0 , 由滨海沼泽土发育

的则分别为 3
.

6 6~ 8
.

52
, 2

.

5 5~ 4
.

4 5
。

从表 4 中可见砖红壤发育的潜育型和储育型水稻

上 p H为 5
.

4~ 6
。
3 ,

而滨海沼泽土发育的则为 7
。

3~ 8
.

4
。

从盐基总量 ( m
·

e/ 1 00 克土 )看
,

砖红壤发育的储育型水稻土和潜育型水稻土分别为 1 1
.

74 ~ 1 3
.

95
, 19

.

40 ~ 19
.

9 0 , 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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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译土发育的则分别为20
.

2 5~ 22
.

0 1 , 2 2
.

3 8~ 35
.

1 7
。

相反
,

在同一起源不同水型的水稻

土创面间的性质的差异则较小
,

可见起源土壤对水稻土性质的影响较大
。

因此
,

供试水稻

土亚类的划分
,

应以起源土坡为依据
。

这与熊毅 ( 19 4 1 ) ’ “ ’
提出以起源土城作为水稻土

分类的依据是相符合的
,

与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分类课题组
【” 19 8 5年发 表的意见亦有

近似之处
。

但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分类暂行方案的修改意见是不一致的
。

(四 ) 水箱土土 . 划分的依据

土属为基层分类的最高单元
,

又是亚类和土种间的过渡单元
。

土属的划分一般主要

根据母质类型
、

风化程度
、

水文状况以及盐分组成等等
。

根据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水型

水稻土的性态有一定的差异
,

特别是剖面形态的差异最明显
,

在水源不足
、

地下 水位低

的条件下
,

只产生耕作层 和犁底层
,

心土层

没有明显的变化
,

可划为淹育型土属 , 在水

源充足
,

排灌便利的条件下
,

则产生耕作层
、

犁底层和储育层
,

可划分为储 育 型 土 属 ,

在地下水位高
,

排水困难的情况下
,

则产生

耕作层
、

犁底层和潜育层
,

可划分为潜育型

土属
。

因此
,

潜育层 G (呈青灰 或 绿 灰 黄

色 )
、

储育层 W (柱状结构
、

晶胶率较高 )

以及原土层 C
、

可作为划分土属的依据
。

根据上述分类意见
,

暂拟供试水稻土的

分类系统列如表 5
。

裹 6 , 推供城水 . 土的分类系旅

土 类 } 亚类 土 属

砖 红城性
砖红坡性淹育型水稻土

砖红坡性滋育型水稻土
水 稻 土!砖红城性潜育型水稻土

滨 海 沼 …滨海沼泽土性潜育型水稻土
泽 土性 {滨海沼泽土性脱潜型 水稻土

水稻土
{

滨海沼泽土性滋育型水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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