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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楼上的土体构造及其肥力

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 刘鹏生

前
~ 」一

目

楼土是关中地区的一个重要农业土壤
,

占关中农业土壤总面积的 5 7 %
。

楼土在土

体上
,

可划分为三层
,

即复盖层
、

褐土层及淀积层
,

形成了一定 的层次组合
。

因而它在

形态方面具有独特的层次性和不同的层次间表现出不 同的特性万层次间的特性不仅形成

特有的上壤形态
,

而且对土壤的通气
、

透水
、

保水
、

保肥以及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都有

被大的感响
。 一

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于楼土的土体构造变化影响很大
,

这种变化与

凑土的肥力关系至为重要
。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前人研究尚少
,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

也
亏

,

J 畜

;
。 -

-

只能说是井始
。

本文汇集了我们的一些试验结果
,

但在研究方向及内容上是否合适
,

希

望能得到有关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

试 验 的 方 法 和 步 骤

一
、

野外调查

调查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附近约五平方华里面积内
, 土坑数及土方量

,

楼土的复盖

层的厚度
。

二
、

盆栽试验
1

.

供试土样
:

采 自西北农学院农一站西约 1 00 米处
,

分层采土
。 ` ’

_

`

2
。

作物
:

小麦
,

品种为 6 0 2 8
。

3
.

处理
:

分两组
,

每组四个处理
,

重复四次
。

( 1) 第一组
: A纯复盖层土盆 ; B 20 厘米复盖层

,

其下全为渴土层
; C 10 厘米复盖

层
,

其下全为褐土层
, D纯褐土层土盆

。

( 2) 第二组
: A `

以亩施 1 0 0 0斤优质有机肥料为标准
,

每盆施 1
.

5 两厩肥 ;
砂 春季

追肥一次
,

量 同A 尹 ; C
产

灌水一次
; D 产

中耕一次
。

4
.

观察记载
:

幼苗期
、

拔节期
、

抽穗期
、

成熟期及产量
。

三
、

室内分析

1
.

不同层次同一含水量 ( 相当于干土收 }、勺3 0% ) 之蒸发规律的研究
。

2二 速效养分分析
:

速效 P ,
N仇一 N

,

N H
;

一N
。

四
、

定点浏定田间土峨的含水盆
。

经实地调查及访问定点
,

其基本情况见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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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定点的基本情况

点点 号号 地 点点 层 次 特 点点 前茬茬 产 量量

.....
乙

`
,

万
月

`

;
、

产
’

万
一

卜
_

大织织
沙 语 ` ,,

人夏
`̀̀̀̀̀̀̀̀ 小小小小小小麦 ( 斤 /亩 )))

666 4一 0 111 梦
、 、

.

: 几

只 一孟
, 一 , l

厂
·「 、、 ,

卜
.

、
一 瓜

一一 大豆豆 1 5 000

666 4一 0 222 张家岗大队办公室附近近 褐土层露出地面面 棉花花 2 5 0 ~ 3 0 000

666 4一 0 333 夏家沟靠城壕外外 复盖层 2 5厘米米 玉米米 3 5 000

666 4一 0 444 娜 ,
...

复盖层 40 厘米米 玉米米 4 0 000

张张张家岗北约 1 50 米处处 复盖层 60 厘米米米米

曹曹曹新庄南土壕旁旁旁旁旁

( 1 )

,

试验结果及分析讨论

曦土的土体构造和特征

自然条件

气候
:

关中地区年平均温度为 招
.

6 ℃
, 一

七月价最 高
.

.

_ 一 ,
’

之̀
卜

平均 温度为 26 ℃
,

一般

一月平均最低温度为一 Z O
c

。

年平均雨量 6 45 一 : 50 毫米
,

最大可达 , 1 7
.

3毫米
,

最小为

必 7
.

5毫 米
,

雨量多集中于七
、

八
、

九月
,

约占年降雨量的 56 % 以上
,

自由水面荞发量
为11 10 毫米

,

最大可达 12 4 6毫米
。 ` ` :

八
L

( 2 ) 地形母质
:

地势由北向南倾斜
,

主要为河成阶地
,

如头道原
、

二道原及三道原

等
。

母质为黄土母质及近河一带的冲积母质
。

( 3 ) 植被
:

原为半干旱森林草原、 由子人类丧期涵
,

自然植被现 已破坏
、

为农作

物及人工栽培的树木所代替
。

.2 土体构造特征

楼土是自然成土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农业土壤
,

但人的作用在形成

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

关中地 区过去比现在温暖湿润
,

有明显 的干湿交替
,

化学风化强烈
,

矿物分解生成

大量的粘土矿物
。

粘化作用的结果
,

使上休内含有较多的粘粒
、

文因雨季的淋溶作用
,

使碳酸盐下淋
,

结果产生了粘重的褐上层
,

在其下部紧接着形成碳酸盐淀积层
。

由于次

生淋溶淀积
,

在
.

渴土层的结构表面有石灰菌丝
。

人们在渴土层上长期进行种植
,

大量施用土粪
,

使土壤 的发育过程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
,

复盖层逐渐地形成
。

复盖层就是人类生产活动
,

特别是大量施加土粪的结果
。

心 l ) 原上的土壕和复盖层的关系

木区域的土壕到处可见
,

有不少人把它作为复盖 土 层 形成原因的论 据
,

但 未 作

具体调查
,

缺乏资料
。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

我们在西北农学院附近约为五平方华

里的地区内对土壕进行了调查
,

其范围西起社寨
,

东到北扬村
,

南接西北农学院
,

北至

崔西沟
。

经调查
,

该地区内共有上壕3 4个
,

其土方量大者达 6 8 1 6立方 米
,

小者 为 67 0立

方米
。

土壕总土方量为 4 6 7 5“ 4
·
5立有米

。

技复盖房平均厚度为“ “
冥米计算

,调查地区复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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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量为 50万立方米
,

两者土方数相差甚微
。

这也说明复盖层就是人类生产活动中施加土

粪的产物
。

同时人们的耕作
、

风积及水蚀等作用
,

在复盖层的形成过程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

凋查结果还表明
,

距村庄愈近
,

复盖层愈厚
,

土壤熟化度愈高 ( 见表 2 和图 l

崔崔 东 沟沟 曹
` ·

新 庄庄 杜 寨
`̀

村村 南南 村 西西 村 南
,,

村 西西 村 南南 村 西西

距距离离 复盖盖 距离离 复盖盖 距离离 复盖盖 距离离 复盖盖 距离离 复盖盖 距离离 复盖盖
((( 米 ))) 厚度度 ( 米 ))) 厚度度 ( 米 ))) 厚度度 (米 ))) 厚度度 (米 ))) 厚度度 ( 米 ))) 厚度度

((((( 厘米 ))))) (厘米 ))))) ( 厘米 ))))) (厘米 ))))) ( 厘米 ))))) ( 厘米 )))

222 OOO

…
5 5

,,

3 OOO 6 222 峪峪

吻吻
~ 000 9 444 1 0 000 9 000 1 2 000

_

8 000
111 2 000

…
` 999 1 3 000 6 111 000 7 OOO 1 555 8 555 1 7 000 7 444 2弓000 6 000

222 2 000

}
` 888 2 3 000 5 555 1 5 000 5 000 2 0 000 7 555 3 0 000 7 OOO 3 5 000 5 222

333 2 000

{
` 555 3 3 000 5 555 2 0 000

《《
_ {{{{{

4 0 000 5 555 理5 000 4 777

理理Zddd

{
` 5 ::: 4 3 000 5 000000000000000 5 5 000 3 555

含含 叮叮

{
` 000 5 3 000 4 2222222222222222222

555 2 000

…
` “

___

6 3 000 4 0000000000000000000

666 2。

{{{{{
7 3 000 3 7777777777777777777

、 ,J

履飞夕

蛇离叫
}

图 l 距离村庄远近与楼土复盖层厚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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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体构造的理化性质

西北农学院北门外楼土土体构造的特征 (表) 3
:

0 一 22厘米
,

棕灰色
,

团块状
,

中壤
,

有陶片侵入休
,

强石灰性反应
,

微碱性
.

22 一 52 厘米
,

与下层有明显区别
,

棕色
,

稍紧实中壤
,

下部有新生体
,

微碱性
。

52 一 10 5匣米
,

褐色
,

有许多假菌丝
,

棱柱状结构梦重壤
,

紧密
,

石灰反应弱
。

10 5一 1 25 厘米
,

棕褐色
,

中壤质
,

紧密
,

假菌丝特多
,

棱柱状
,

石灰反应不明显
,

和

下层有明显的界限
。

1 2 5一 1 55 厘米
,

浅黄色
,

中壤疏松
,

有强烈的石灰反应
,

有较多的石灰新生体
。

分表 3 剖 面 左 析

层次

(厘米 )
P H

C a C O

( % )

机械组成 ( % ) 盐基代换量

毫克 / 1 0 0克土

育颤 {
5 10

2

{5
10

2

2 {
5 10

2

2

`% ’
)

`”` ’
{
A ,

2
0

2

1
we

.

全些
-

勺̀̀..l es且̀... eseses,̀es二,es,es.

叮了O自,白口自甲̀1一叮̀
`

左ōOdt了n口。̀

……
几Jod八000八j,10 一 2 2

2 2
一

5 2

5 2 一 1 0 5

1 3
。

1 4

1 2
。

4 3

1 3
。

8 0

1 0 5 一 1 2 5 1 3
。

3 7

2 5 一 1 5 5

1 5 5
一

2 0 0

1 0
.

6 5

1 0
。

5 9

1 4
。

4 5

1 2
。

9 0

1 0
。

8 0

1 0
。

7 0

9
。

3 7

9
。

5 3

刁|川||1
.

1

…
由以上资料和分析结果

,

楼土的土体构造特性可概括 如下
:

复盖层 (0 一52 厘米 )
,

结构 良好
,

质地轻
,

疏松 ; 褐土层 (52 一 12 5厘米 ), 质地粘重
,

紧密 , 、
淀积层 (1 2 5一 20 0

厘米 )
,

质地最轻
,

石灰含量最高
。

这样就构成了楼土的
“
黄盖沪

”
土 体特性

。

它具有

托水保肥
,

耕性良好的一系列特性
,

成为该地区获得高产稳产的农业土壤
。

由于成土因素的差异
,

使楼土在很小的范围内也看很大的变化 ) 表现为复盖层的厚

度大不相同
,

甚至没有复盖层
,

有的渴土层或淀积层直接暴露于地表丁这种土体的层次

性对于楼土的性质及肥力有着明显 的影响
。

二
、

楼土的土体构造与其肥力的关系

楼土的肥力是土壤水
、

肥
、

气
、

热特性的综合表现
,

它 的最直接反映是 农 作 物 本

身
。

现仅就对土壤肥力有关的速效养分
、

水分
、

作物生长及产量方面作一些初步分析
。

1
.

楼土土体不同层次
,

组合下雌养分状况

由于土体层次组合不同的土壤
,

其水
、

热状况及生物活性的不同
,

所以从土壤中释

放的速效养分含量也不同; `
而发生有规律的变化

。

三次活性磷测定结彩
口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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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 1 元月份测定活性磷的结果 ( P P M )

、 、 、

_ 、 土号 6 ; 一 。 : …6 ;一。 2

…
6 !一 。3

}
6 1

一

( 匣 ;长)
\ \ 、

{ } : }-

一
’

\ !
’

一 {

2 0 … ’
·

5

… …
3 一

…
2 5

…
_

「

2
.

`

… …
6

.

7

` O … 2
.

乏’

…
_

… 2
.

6

…
“

.

4

5 。

… l
’

`
4

J …
6 0

1
2

’

g
J …

`
·

6

{
2

·

〔,

7 5

… 一
`

.

7

…
_

…
8 0

… … {
2

’ 。

{
4

`
2

9 0

… … 3
.

2

… …
`

.

7

` , O

{ … { {
, 2。

」 l …
`

·

`

…
表 4一 2 四月份测定速效养分的结果 ( P PM

深度
{

6”一 0 1

流乳)丙6兀…
{ 、 ,

’

一 、 扩 {犷

}一
、̀

…一
、̀

…

6 4一 0 2 6 4一 0 3 6 4一 0 4

(厘米 ) 州州呱
N 0

P 2 0 。 N H
;

一 N

N O 3

一 N
P 2 0 。3

N一
0
1ù丫

习一一

222 000 4
。

9 000 2
。

0 555 7
。

0 777 2 0
。

000 1 1
。

6 000 5
。

7 999 2 1
。

6 000 3
.

0 00000 2 0
.

3 000 7
.

0 000

222 555 5
。

2 000 3
。

0 000 5
.

2 444 夕9 9 门门 1 , n ooo g
。

0 222 2 3
。

0 000 J
.

7 00000 2 4
。

0 000 8
。

6 555

444 000 5
.

0 222 2
。

1 000 1
。

8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9
.

0 222 2 2
.

3 000 4
.

5 00000 2 0
.

6 000 5
。

8 000

555 OOOOOOOOO 2 .1 5 000 一一1 2
.

」222 夕 () I nnn 3
.

9 00000 1 9
。

5 000 {{{

666 OOOOOOOOO 1 6
。

6 555 9
。

5 00000000000000000 7
.

0 00000 1 9
。

6 555

……777 55555555555 7
.

6 00000 一
’

一 …………… {{{

888 000000000000000 {{{{{{{{{ …」
·

` 。。

999000000000000000 2 2
.

0 000000000 4
.

1 000

111 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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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一 3 六月份测定速效养分的结果 ( P PM )

6 4一0 玉6 4沁0 2 6 4一0 36 4一0 4

深度
(厘米 ) N0 3

一 N
P:

O 。

H N
`

{
一 N{

N0 3

一 N
P:

O
。 NH

;

一 N
}

No 3

{
} 一

N
{

P20 。
H N

`

一 N

N0 3

一 N
P20 。

r L 4 NH I -N
一

.

!
l

w ell
.

l eeee

…
ll

s e
.

s e
.

l
s es e

s e

l
s es e
s eeel !! w e

lO 口 ;
.

))九匕ù刽冶巧旧甲
`

5 1
。

6 4

4 8
。

0 56 5}6 5

6 4
。

4 7

2 4
。

0 4

` 4J 比任月J 任 9自n 丫
ù

二JJ .一

:
啥侧拓

l
s el

J 6 75. 81llll s e
| 冲|

ee

吩
s e

十尘7 4 115

0 6 } 1孚

7 9} 9

2 7} 4

14 {工I

6 3} 7

|
.

匡
,

困卜
,

一|睡l|
esl

l34||t34||||||||

|
|
es

l

八U内扭nō日八ULanUùOQ自Q山通几亡d八ot才OOQ产

1 1 0

1 2 0

厂 , ·

飞 ; 、
·

八
`

以上结果表明
:

` 一 ’

( 1) 速效养分含量受季节变化的影
、

响很大
。

在冬季速效养分含量低
,
春 季开 始 增

高
,

’

夏季达到较高水平
,

这和各季节的水热变化有关
,

温度变化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
。

冬季气候寒冷
,

生物活性及化学反应都差
,

土壤释放的挂效养分必然很低
,

到了春拳气

温逐惭升高
,

土壤中微生物开始活跃
,

化学反应亦 日益强烈
,

因此
,

土壤中速效养分含

量就随之增加
。

1

(2 ) 在同一季节
,

土壤中速效养分含量又受楼土土体层性的影响
,

一般是随着复盖

层的厚度加大
,

土壤中速效养分含量也随着增加
,

这在楼土复盖层
、

特别性耕层中表现

较为明显
,

如以六月份测定活性磷为例 ( 表 5 )
, 。

2
.

楼土土体不同层次组合下的水分状况

我们仅就楼土土体不同层次组合下的蒸发情况和水分状况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

( 1 ) 不同层次土层的蒸发情况
。

试验是在室内迸行的
,

采回各层土样
,

通过 1毫米

筛子
,

称 扣 克装入铝盒
,

同 时 测 定水分含量
,

然后加水
,

使 土 壤 含水 量达 3D %

( 称重 )
,

放在室内蒸发
,

每隔 8小时称重一次
,

每个处理重复三次
,

其结果见表 6 及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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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复盖厚度和速效磷的关系
一

单位
:

PPm( p Z。 。
)

土 壤 深 度

( C m)

” 土层

…
“ 盖 2 5亡 m

6 4一 1 0一 6 4一 02

复盖 4 0e m l复盖 6 0e m

6 4一 3 06 4一 04

555 555 5888 7 777

2222222 999

甲 /
一口尸

J护 .一 一 ~

才

蔽冰ù性被失落í矛ee l于̀e w士卜 J l

ll
11e w .

居万玲件 I’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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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土层在同一含水量下的蒸发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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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不同土层燕发试验结果 (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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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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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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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 一

宜
宁聋

下

今 =鹭丫

宜 i每次水分 1杏分损失 )每次水分 1水分损失 1每次水分 1水分损失

二溥冬邑阵里膺斗鱼全些熟译二垦月鱼生星}
~

多」狂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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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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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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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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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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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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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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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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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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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1
`

·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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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里止
每隔 8 小时测定一次

,

共测27 次
,

表中所列为前 1 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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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层次组合下的水分状况

楼土土体层次性的特点是上轻下粘
,

有利于土壤的透水
、

蓄水及抗旱保墒
。

测定结

果见表 7一 1
。

从表 7一 1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

第一
、

晴天测定结果表明
,

各层次组合下
,

土壤在褐土层以上的土层中的含水量
,

都是随着复盖层厚 度的增加而增加
。

例如
:

表 7 一 2

土壤深度
( Cm )

1 2月 3 0 日测定结果 ( % ) 表 7 一 3

土壤深度
( C m )

5 月 4 日测定结果 ( % )

6 4一 0 2 6 4一 0 6 4一 0 4

1 7
·

` 5

…
` “

·

` 2

1
1 9一 5

{
1 7 : 7”

,

}
_ “ 。

·

2 1

2 O

4 O

一 2 1
.

1 9

1 9
。

3 6

6 4一 0 2
、

6 4一 0 3
、

6 4一 0 4土号
、

其复盖层厚度分别为 2 5
、

4 0
、

6 0厘米
。

2040一注

这说明复盖层越厚
,

土壤熟化程度越高
,

壤蓄水保墒能力越强
。

第二
、

在降雨后测定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

层 ” ,

它的含水量比其相邻的上
、

下土层都低

“
稍干上层

”
出现部位见图 3

。

土壤结耕越好
,

腐殖质含量越多
,

所以土

在各点的剖面中都出现了一个
“
稍 干 土

( 见表 7 一 1 )
。

不同层次组合下土壤中

,,

纂纂从瓦
,,

次次*

渡渡馨馨馨馨馨馨馨馨馨馨长长长长长长澎岑凉凉凉
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

暴暴暴暴暴暴暴暴暴暴暴
JJJJJJJJJJJJJJJ

撇撇
{{{{{{{{{{{{{{{{{{{{{{{{{{{ 断断断断断二二飞二二二!!!

权权权权权发父咬写多多

lllllllll

图移J

圈 乍抓
图 褐`忌

目 称媳

口 交就凰

深
一

度”妇少扣州

图 3 “
稍干土层

”
部位示意图

我们初步认为
“
稍干士层

” 是雨水下渗的下限
,

它可以说明土壤渗透浸润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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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复盖层的加厚
, “

稍干土层
” 出现的部位越深

,

这可能与褐土层的透水性比复盖层

差有关
。 “
稍干土层 ” 出现部位浅

,

则水分容易蒸发散失
; 出现部位深

,

则水分不易蒸发

散失
。

因此
, “

稍干土层
” 出现部位的深浅

,

可以反映楼上透水
、

蓄水
、

抗旱保墒能力

的强弱
。

当然
, “

稍干土层
”
出现的部位不是固定不变的

,

雨水的多少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

素
。

3
.

楼土土体不同层次组合下的作物生长发育状况

作物是土壤肥力的直接反映者
,

楼土的不同层次组合下的肥 力状况
,

也必然表现在

作物的生长发育上
。

( 1) 土体不同层次对于小麦生长的影响
:

从盆栽试验结果可看出复盖层土盆小麦的

长势和产量都比褐土层上盆高 ( 见表 8 )
。

表 8 不同土层小麦生长发育状况

处 理 出 苗 期 抽 穗 期 分孽数 产 量
(生物学产量 )

复盖层土盆

褐土层土盆

1 1月 1 5日

1 1月 1 8日

5 月 1 9日

5 月 1 5日

6Oc m

7 4 c m

12 个 /盆

l 个 /盆

3 0
.

2 5斤

1 4
。

0 0斤

L序牛一ū了月性

一
护

朽
J

住

.

l
.. .

esr
.一

l`
..

es
es
.

esl

( 2) 不同层次组 合下小麦生长状况

表 9

处理

不 同层次组合下小麦的生育 期

生苗期 日/月 }抽穗期日 /月

1弓八 1

1 5 / 1 1

1 5 / 1 1

1 8 / 1 1

1 9 / 5

1 8 / 5

1 5 / 5

1 5 / 5

从表 9 可知
,

就出苗期讲
,

A
、

B
、

C
、

相

同
,

均比D三早天
。

这是由于 A
、

B
、

C
、

有复

盖层
,

小麦发芽条件相 似
,

而D 无复盖层
,

褐土层的水
、

肥
、

气
、

热状况均比复盖层差
。

而抽穗期 C
、

D
、

较早
, B 次之

, A最迟
。

这是

由于C
、

D主要或完全是褐土的缘故
。

不 同层次组合下
,

小麦的生长发育状况也

是不同的
。

在苗期 由于小麦需水
,

需肥量少
,

土壤状况对其生长影响不大
,

所以差别不大
。

而在小麦返青后
,

对 水
、

肥的 需要 量 日益增

多
,

与土壤问的矛盾日益尖锐
,

所以 小麦生
一

民状况的差异 日益明显 ( 见图 4 )
。

不 同层次组合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 见表 1 0 )
:

从表 1 0可以看出以下间题
:

第一
、

小麦产量随着复盖层的加厚 ( 在一定范围内 ) 而增加
。

第二
、

人为作用对楼土肥力影响很大
,

但这种影响对于复盖层与褐土层是不同的
。

复盖层敏感得多
,

只要人为加工就迅速增产
; 而褐土层却较为迟钝

,

因此
,

为 了提高褐

t 层的肥力
,

加强人为措施是必要的
,

也是可能的
。



刘鹏生
:

关中楼土的土体构造及其肥力

表 10 不同土壤层次组合下小麦产量表( 克 /盆)

川蕊票李刃口二燕叮…

·

矛才…
一

目
4 。

一

臼
5
一

栩州爪仁
升价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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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小麦苗期与返青后植株高度

小 结

1
.

关中楼土的土体层次性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

但人 的作 用

越来越起着显著的作用
。

2
。

土休的层次性对楼土肥力水平影响很大
。

土体层次性不同
,

则 楼土 的肥力水平

也不 同
。

一般讲
,

有复盖层的比无复盖层的肥
。

在具有 复 盖层 的楼土中 ( 复盖层厚度

。 一 60 C m 范围内 )
,

则其肥力随着复盖层厚度的增加而提高
。

所 以
,

应不断加强 耕 作

措施
,

特别是深耕
、

施肥
、

生物养田
,

以提高楼土的肥力
。

从水分状况看应不断改变褐

土层性质
,

提高其水分的有效性
。

对具有复盖层的楼土及淀积层露出地面的坑地白塔土
,

应加强抗旱
、

保墒措施
,

减少水分的蒸发散失
。

3
。

复盖层的厚度是楼土肥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

它可作为进行楼土分 类
,

划 分

月巴力等级的依据之一
。

4
。

本试验中复盖层厚度范围为 。一 60 C m ,

在这一范围内越厚越好
。

但是超过这一

范围后
,

是否仍符合这一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5
。

关于
“
稍干土层

”
的概念的提 出及解释是初步的

,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探 讨
。

但
“
稍干土层

” 的出现及出现的部位
,

这对我们研究楼土的生产性能及其特性方面也提

供了许多值得 引起注意的一些问题
。

如褐土层直接露于地表的情况下
,

由于褐土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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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水的渗透下
,

性粘膨胀率大
,

常造成地面的径流
,

大量的水土流失
。

这样渗入土层

的水分最少
, “

稍干土层
”
出现的部位就浅

。

而较厚 的复盖层由于土质松
,

熟化度高
,

透水性好
,

这样雨水渗入土层的量大
,

渗 的深度深
,

这是很 自然的
。

再加上有褐土层的

托水作用
, “
稍干土层

”
出现在土层的较深部位

。

总之
,

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
,

,’f 肖干土

层 ,是和当地的雨量及土层的质地有关
。

其出现的部位
,

也就是常年水分在土层中下渗的

最下线
,

一般是在褐土层下或褐土层之内
。

这和复盖的厚度有关
。

一般无复盖层的或复盖

层薄的
,

就出现在褐土层的下部
。

复盖层厚的即出现在褐土层之中
。

参 考 资 料

西北农学院土壤教研组 农业土壤学

刘鹏生 关中的婆土 1
.

楼土的形成和肥力演变过程

陕西省土壤学会 土壤论文集

刘鹏生 关中的楼土 I
。

楼土的肥力演变过程

陕西省土壤学会 土壤论文集

刘鹏生 土壤肥力指标的初步分析及探讨 陕西省土壤学会 土壤论文集

U
、

C
、

巴宁 中国褐土 土壤学报 1 9 5 8年

A
、

H
、

罗赞诺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古老耕种土
.

土壤学报 1 9 5 8年

朱显漠 楼土— 劳动产物 生 产 资 料历史自然体 土壤论文集 ( 陕西省土壤学会编

唐得琴 陕西省楼土各土层的肥力试验研究 土壤通报 1 9 6 1年

李玉山 楼土 的水分伏况和作物的生长 土壤学报 1 9 6 2年
。

马溶之 土壤的肥力是土壤的基本特性 文汇报 1 9 6 1
.

1.1

A
。

B
。

柯夫达 中国之土壤与自然条件概论 陈思键等译

冯兆林 陈玲爱 华北地区土壤水分问题 土壤学报 1 9 5 8年 .3

中国农业土壤论文集

张景略

A
。

A

土壤蒸发与抗旱保墒 中国农业科学 1 9 6 2年 8
。

。

罗杰 土壤和土质的水分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