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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处东经 118--123 0 ，北纬 27........31 0 30'，陆域面积为 10 . 53 x 104 k m 2 

(据 1982........1984年土地资源概查)，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 06%，是我国陆域面积

最小的省份之一。在土地总面积中，丘陵山地占7 1. 6%，平原占22.0%，河湖水

面占 6.4% ，俗称"七山一水二分田"。在海域面积中，浅海陆架海域为 22 X 104km: , 

相当于陆域面积的 2 倍多 s 海域辽阔F 海岸线曲折p 港湾众多，近海岛屿主罗棋

布，据第二次土壤普查F 全省共有岛屿2251个F 约占全国岛屿总数的 1/3; 有 31

个县、市位于沿海和岛屿地带F 占全省县、市总数的40% 。

全省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西南部山高谷深y 主要山峰多在海拔 1500m 以

上，最高峰为龙泉县的黄茅尖，海拔1929m; 中部则遍布低山、丘陵和盆地z 东

北部为近代堆积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全省可分为六犬地形地貌区 z

1 .浙北平原区。它包括杭嘉湖和萧绍宁两大平原，是全省最大的近代河湖
相沉积平原，沉积体深达数米至数十米，质地匀细p 问或有腐泥层或泥炭层。

][.浙西山地丘陵区。区内天目山脉和千里岗山脉由北向南展布于浙皖边

界，而钱塘江谷地贯穿中部，河系发育，地形玻碎，以低山丘陵为主，其岩性以

砂岩、页岩等机械沉积岩和石灰岩为主，是全省溶岩地貌发育的主要地区。

Jl[.浙中丘陵盆地区。区内主要的红色盆地有企衙盆地、浦江盆地、永康盆

地、江山盆地等，系由红砂岩、紫砂岩构成的低丘、岗地，呈波浪状起伏，地形

开阔。低丘顶部多为第四纪更新世红土所覆盖，现在残存的厚度自数十厘米至数

米。红色盆地被衙江、金华江、浦阳江等水系所贯穿，形成了众多的河谷平原F

其总面积则次于河网平原。

N. 浙东盆地低山区。区内以低山丘陵为主F 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和大

盘山耸立其间 p 其低陷处则为诸暨、新燥、天台、仙居诸盆地。本区基底岩层除

火山岩和变质岩系外，红砂岩与紫砂岩亦有广泛分布F 而残留的更新世红土面积

则甚少。本区另一特点是山顶台地比较发育，尤以不同高度的玄武岩台地面积较

大。

v. 浙南中山区。它在省内所占面积最大F 海抉最高 F 著名的括苍山、雁荡

山、洞宫山、仙霞岭诸山雄峙F 海拔多在千米以上F 同时，其山顶夷平面发育，

如庆元的荷地、举水，景宁的大漂、上标p 文成的南田等F 均以高、平、开朗而

著称p 平畴沃野，景观迥异。在眼江中上游还分布着丽水、碧湖、松古、遂昌和

绪云诸盆地，是本区重要的农业区。区内主要基岩属火山岩系，在庆元、龙泉、

遂吕一带则有变质岩和花岗岩裸露，洞官山南段还有少量紫砂岩分布。

，1.东部平原和丘陵岛屿区。它濒临东海，地域狭长F 包括温(j'I'] )、瑞〈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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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川、乐(清〉平原F 椒江、黄岩、临海等平原和舟山群岛及浙中、浙南诸岛

屿。丘陵岛屿的岩性属火山岩为主，舟山群岛和泪头群岛则有花岗岩穿插其中。

区内的港湾有象山港、三门湾和乐清湾等较著名，可发展水产养殖。

浙江省倚陆面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夏季风交替明显，年温适中，四季

·分明 F 热量充足，商量充沛;但全年灾害性天气时有发生。天然植被带属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动、植物种类繁多 p 资源丰富。

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农耕历史悠久，早在7000 年以前就已种植水稻(据余

姚河姆渡及桐乡罗家角古文化遗址〉。在浙南丽水地区就发现过早在4500 多年前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农业遗迹p 在距今4000年前的余杭良洁文化遗址中还出土

了大量形状各异的农兵。通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如兴修塘库非11 坝，开凿运河洪

渠，垦种低洼荡固 F 因垦海涂p 修建梯田、梯地F 创建"桑基吁田"和"桑基鱼

塘"以及轮悖、培肥、改土等，既推进τ社会发展，也对土壤的演变产生了巨

大影响。目前，圣省农、林、牧、渔、副五业俱全F 粮、棉、油、糖、桑、茶、

果、烟、药、菜十犬生产均占有一定比重，形成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综合农业经

济区。

土壤资源是农业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必须积极进行调查研究。据此F 浙江

省遵照国务院[ 1979 J 111号和浙革 [1979J15号文件精神，以查清土壤资源、促

进生产、发展土壤科学为宗旨 p 开展了全省第二次土壤普查。 1979年成立了浙江

省土壤普查委员会，具体组织和指导各地土壤普查工作的开展。从1979年初富阳

县土壤普查试点起，到 1985年底景宁县最后一个验收点止，历时 6 年，完成了全省

县级土壤普查工悖。尔后F 就转入地、市级和省土壤普查资料的整理和汇总 F 成

立了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汇总编辑委员会p 具体组织、实施省级土壤普查资料

的整理、汇总和各项成果的编制工作，又历时 5 年半。

这次土壤普查的主要成果有E ①绘制了各县和各地(市)1 : 5万及 1 : 20万或

1 : 25万土壤图、土壤养分团、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全省共计

806幅 F ②完成了各地、县土壤普查报告、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和专题调查选编，

共计180份p ③绘制了全省 1 : 25万及 1 : 50万土壤图， 1 I 100万土壤、养分、土壤

改良利用分区、土地利用现状图(计16幅b 和 1 : 185万土壤普查图集，④编撰了

《浙江土壤》、《浙江土种志》、《浙江土壤普查论文集》、《浙江土具利用现

状调查报告》和《浙江省土壤普查数据手册》等 5 种专著，都将陆续刊印出版。

土壤普查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生产。在这次普查中，坚持边普查、边试验、

边推广应用普查成果，为因土调整种植，因土配施磷、钳肥，增施微量元素肥料

和有机肥(含秸杆还田) ，以及因地制宜地制订中、低产田改良和改土方案等，

提供了科学依据。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却江省进一步建立了较完整的土壤分类系统，将全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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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壤划分为红壤、黄壤、山地草句土、基性岩土、石灰(岩)土、紫色土、粗骨

土、湖土、滨海盐土和水稻土等10个土央及其下属21个亚央、 99个土属和 277个

土种(分类系统表列于本书附录〉。

土种是土壤基层分类最基本的单元F 代表着一组土壤实体。它们所处景观部

位相同，主要的剖面性态或属性特征基本一致。这就是说，一个土种所包含的各

个土壤实体占有相同或近似的小地形部[立y 其水热条件也相近似，并具有相同的

"土层类型" (母质类型或组成物质类型) ，其形态特征和理化特性相同戎相近

似，因而可反映出较为一致的生产性能(适种性、限制性及生产潜力〉。由于土

种是具有特定土壤性状的一组土壤实体，所以在具体划分时，须因土制宜地分别

考虑以下一些特性，并在土种名称上予以反映。

.土壤质地。一般分为矶、(砂质及壤质〉、泥〈粘壤质及壤粘质〉、粘〈粘

土质)三级。如黄泥砂田土属分为黄泥砂田、黄粉泥田和黄犬泥田F 淡涂泥田土

属分为淡涂砂田、淡涂泥田和淡涂粘田，等等。

2. 障碍土层及层位。主要障碍土层有白土层、砾石层、粗砂层、泥炭层、青

泥层或腐泥层、铁钙结核层〈泥汀〉和焦砾层〈铁锤结核与砾石胶结硬盘层〉

等。层位，在土壤剖面中出现 o ~40厘米范围内的称":!~"在40厘米以下的称

"心"。如泥质田土属中有白埔泥质田、青埔泥质田、砂心泥质田等土种F 黄斑

田土属中有泥炭心黄斑田、泥汀黄斑田等土种。

3. 土壤颜色。以颜色描述土种的，如红粉泥土土属有红粉泥土和紫粉泥土两

个土种。

4. 腐娃质层的厚度和含量高低。腐殖质层的厚度在20厘米以上，有机质含量

在 5% 以上，才单独列出土种。如山黄泥土土属中的山香灰土F 石砂土土属中曲

乌石砂土F 粉泥土土属中的乌松土〈杭州市郊的菜园土〉等。

5. 母质异源。土壤剖面中常有两种不同来源的母质相叠加的情况，它常能体

现出土壤类型之间的过渡关系。覆盖在上层的物质，若厚度不足40厘米，则称为

"头"而以下层母质类型确定其土属F 如果覆盖层的厚度超过40厘米，则按该

层母质类型定出土属，而将其下垫的母质层类型称为"心"。在一个土属中p 如

果其剖面出现异源母质时，则应划出不同土种F 并按前述原则，分别冠以"头"

或"心"字反映在土种名称上。如青紫泥田土属的黄心青紫泥田土种〈上段为厚

度超过40厘米的青紫泥土层，下段为黄斑土层〉、泥砂头青紫泥田土种(上段为

厚度不足40厘米的泥砂土或黄泥砂土层，而下段为青紫泥层〉。

6. 某些化学性状的差异。土属中出现某些化学性质的改变而影响土壤改良

利用或土壤发育程度 et，应区分为不同土种。如成泥土土属应根据盐分含量的高

低，分为轻成泥土、中成泥土和重成泥土等土种P 江涂泥田土属中全剖面呈碳酸

钙反应的称为江涂泥田土种 F 而剖面上段已脱除游离碟酸钙，下段尚未脱除碳酸

旬的则称脱钙江涂泥田土种等。

土种的命名有直持采用群众名称的(俗名) ，也有采用经过整理提炼的土壤

名称命名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其特点是 z

t.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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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词根。土种名称中，沿用群众习惯称呼，将"泥"与"土"二词根并用，

但"泥"与"土"二词并无本质区别。其次是对水田土壤，即水稻土的土种名

称，其词根采用"田"字，以区别于其他土壤。

2. 词头。土种名称冠以"头"、 "精"、 "心"等词头，是表示剖面中出现

特殊层次或异源母质F 借此反映土种的"中心概念"和"边界概念"之间的主从

关系。

3. 土种命名中采用"红"、 "黄"、 "青"、 "紫"、 "黑"、 "白"、

"灰"、"棕"等颜色{(砂"、"砾"、"泥"、"粘"、 {(扮"等质地，

"油"、"松"、"板"、"筋"、"硬"、"缸"、 "汀煞"、 "泥汀"、

"黄斑"、 "烂"等理化性状来组合命名，能较明白地反映土种突出的属性和生

产性能。

4. 在土种名称中反映土壤区域分布特征。如由凝灰岩风化物发育的各个土壤

亚类，可采用个别词头来命名土种，以区分这些土种所属的亚类。如红泥土土种

〈红壤亚类) ，黄泥土土种〈黄红壤亚类) ，红粉泥土土种〈红壤性土亚类) , 

山黄泥土土种〈黄壤亚类〉等。滨海平原的滩涂土壤各土种的命名为 z 自海面向

海岸顺次分布泥涂(属潮滩盐土亚类〉、成泥(属滨海盐土亚类〉、淡涂泥〈属

灰潮土亚类〉。这些土种名称可以反映滩涂土壤发育的不同阶段。

为了描述土壤剖面的方便，本书对各种土层采用以下符号来标记。它们是E

1.一般发生土层。

Ao: 枯技落叶层。

A: 地表矿质土层或耕作层。

B: 淀积层。

[B J: 铁、铝残余积聚层(红壤与黄壤〉。
V: 网纹层〈红壤〉。

C: 母质层。

R: 基岩。

E: 漂洗层或白土层。

M: 腐泥层。

T ，泥炭层。

Ca: .碳酸盐积累层。

Sa: 盐化层。

U: 山地草甸土的锈色斑纹层。

2. 水稻土发生层。

A: 耕作层。

Ap: 犁底层。

P: 渗育层。

W: 滞育层。

Gw: 脱潜层(脱潜瑞育层)。

1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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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z 潜育层。

3. 潮土发生层。耕11层、亚耕层、心土层、底土层。

4. 过渡土层和混合土层。过渡土层采用代号并联方式表示，如 AB， BC 

等，混合土层采用代号并列，其间以斜线分开表示，如BjC前一字母标记优势土

层。

5. 主土层的各个亚层采用后缀符号标记。对主层进行细分时，在主土层代号

右下角注一个阿拉伯数字为后缀，如 Bh B: , Ch C 2等。主土层特性的描述，
可在主土层代号右下角用反映某种特性的小写符号来表示，如Aca 、 Csa 、 Ce 、

Bg等。

6. 剖面中不同发育序列用罗马数字为前缀来标明。在1m土体内，若出现岩

性问断或异源母质相叠合，构成一个剖面中二个或多个土壤发生序列 at，则采用

犬写罗马数字作为前缀来标记其序列的不同，但最上段的序列F 其前缀 I 字则省

去不写。如剖面A-B-I C (母质异源) , A-Ap-W-][ M (底垫为湖沼腐泥

而为异源发生序列〉等，标明剖面中具有上下两个土层序列但无发生学上的直

接联系。

《浙江土种志》是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中的重要文献之一p 是建立土

壤分类基层单元的基础资料。它较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全省土种资源的现状和潜

力，有重点地列述了土种的理化性状和生产性能s 并因土制宜地提出了各土种开

发利用及改土培肥的途径，记述内容较为广泛。本书不仅是奠定土壤分类系统

化、标准化和数据化的基础文献，而且是建立土壤信息系统的重要素材F 能为因

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调整农业结构布局、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和促进农

业生产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本书的编写是在系统整理全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提供的浩繁的土种文献、数据

资料的基础上F 参照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关于编写《中国土种志》的规格要求，

采取省、市〈地〉二级协作编写的原则p 以求取长补短，取精用宏。首克分别由

各市〈地〉根据《浙江土种志》编写提你~，对已有的土种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并

充实提高，确保资料准确、齐全，以便对有关及全部土种进行评比和审定。各市

(地〉对审定的201个土种共编写出 326份初稿。随后F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对这些

土种资料，进行分项统计、分析、汇总，并由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汇总编辑委员会

组成土种评审小组p 对全部土种逐个进行最终评定。协作编写工作严格做到五个

统一z 剖面观察描述规格统-;相同土层的名称与符号统一F 土种编号、命名原

则与方式统-;化验分析方法与报告规格统-;规定性态量级指标与具体划分标
准统一。

这次土壤普查建立的浙江省土壤分类系统，共划分出 277个土种。根据宁缺毋

滥的原则，本书汇编了其中 161 个土种，对一些资料尚不齐全的土种，有待以后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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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充实资料后再行发表。

《浙江土种志》的编写是在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汇总编辑委员会的直接领

导和俞震豫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执笔编写人员陈一定负责红壤、黄壤、山地草

匈土类，严学芝负责紫色土类、饱和红壤亚类，王深法负责右灰岩土类，陆景冈

负责基性岩土类;吕仁焕负责粗骨土、潮土类，冯志高负责滨海盐土类，魏孝孚

负责永稻土类。

本书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关怀和指导;本书初稿承蒙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席承藩研究员、杜国华副研究员 F 南京农业犬学朱克

贵教授、马同生教授，以及江苏省农林厅喻长新高级农艺师等华东地区各兄弟省

〈市〉有关专家审阅，谨表谢意。

编者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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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筋渥

一、归霹与分布

荒第泥属红壤亚类黄筋注土属，分布在

全锤、新l蝶等盆地及富春江两岸的蹄地上，

海拔多数在50-100 m之间，面积49.15万亩。

豆豆1 25 . 87 I~不可 5 口 I 0.66 

二、主要性农

该土特的母质为第四纪中更新世红土

( Q2红土〉。黄筋混土壤发言良好p 剖西

为A一[B]型。土钵深厚F 达 1m斟上F 呈

红棕色〈干土2. 5YR4/8 )至橙色〈干土

7.5YR6/俨) , 质地为壤茨韬主至枯土F 于

时坚硬板结F 湿时糊化"子时像扭刀p 温

时一器稽纱。表土层徽团聚体发达，呈核拉

状结持辛底土紧实而呈块状结构。强酸性

反应， pH (H20) 大部<5.50 [B]层发育

较好，土壤风化度和红化度均较高F 粉/站

比值为0.98，红色率为 8.5，有效隔离子

交换量(ECEC) 为7.55-21.61me/l00g 站

糙，交换性铝占交换性酸的91. 7% ，盐基饱和

度24.9% ， <1μ 粘桂的硅铝率2.3，硅铝铁

率1. 9。或土层有红白网纹或鼻石。表土患有

抗震1. 24%，全氨0.078%，速效磷3ppm ，

速效愣80ppm( n 均为150) ，有效微量元

素锢O.68ppm、镑。 .96ppm、铁21ppm、每

36ppm( n 均为3日、住lO.19ppm(u =6)、确

壤

O.17ppm(n =1日。

三、典型部百

剖面采自费:好i十里丰在场二大鼠，母或

为Qz红土，保丘F 海拔85m，植被为茶树。

采挥自期 1985年 3 月 24 1:10 剖面编号z 黯

金33。

A J.三 o ,...., 18cm ，亮红棕色〈干土

5YR5/8) ，壤犀粘土F 核粒状结构，茶叶报

系密集F 稽紧实，紧实度3. gkg/cml。
[ B1J层 18-40cm，亮红棕色〈子土

2.5YR5/8) ，壤康拉土，大块状结楠，有较

多接系F 紧实9 紧实度8.6kgfcm3。
[ B~J层 40........80cm o 亮红棕色〈子土

2.SYR5f8) ，壤反粘土，大块状结抬p 少

量提毛F 紧实p 紧实度6.2kgfcm3o
[BvJ层 80--100cm，红白陪纹层，亮红

棕色〈干土2.SYR5/8) ，壤质结土，块状

结构。

店、生产性能综述

该土替土体深厚F 徽图聚体发达F 海拔

较低p 坡度平缓。吕前大部分己垦殖为水

目。在现有黄筋混撞上F 利起比较好的=一

是茶园、果园。据金华县汤溪区统计，黄筋据

上开垦部1. 86万亩茶园，亩产干茶81.5kg，

高于金华市平均单产40.3%; 街州市30万亩

捂霞，有30%种在黄筋混上F 产量较高。如

1982年十里丰农场自艺队的温如蜜带亩产达

3500kg。二是种植甘薯、西血、草莓等旱粮

及经济作物。籍州市十里丰2立场，旱地接食

年亩产可达600多泣。三是种植杉木、毛骨、

角竹、火炬松等适生树种。据新江省林科所在

兰溪市永昌赵村林木试验结果F 造林12--15

<10-H)C 
·红色?中{采用《标准主色院i ))比色， RR=一一一一一公式计算，其咛2日为色词. C为影皮.V为色恒。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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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筋混土壤理住佳状

绞 il 部 面 典 型 告j ÏÌlÍ 

项吕

[B 1J [B2J 人 [BvJ 

厚度(cm) 纫 18 48 34 18 20 

机械 I 2~0.02mm 20.85 20.57 18.90 
组成 I 0.02~队。在2mm 36.68 36.74 37.41 
(%) I <O.OOZmm 42.47 42.69 43.69 

17!:二 i::

8.2 

Iff jJ尘;1旦:i;二且pH 4.8 5.0 

4.1 4.2 

5.0 4.8 

4.3 4.2 

:i:il::;li 日+

交换位毅
AP+ 

(rn'e/100邑土)
总窒

0.32 1.32 

5.41 4.16 

5.73 5.48 

0.16 3.32 

6. 岳1 4.12 

岳 .77 7.44 

Ca 2+ 7 1.岳3

交换位盐基
Mg2+ 7 0.41 
K+ 7 0.24 

(m'e/l00g土〉 Na+ 7 。 .03

总量 7 2.31 

ECEC(m'e/ 土体 7 6.42 

100邑土〉 粒幸主 6 20.2 

粘

<1= 己s

全 铁

氧化铁(% ) E穿离铁

无定形铁

年，亩蓄京量为7.3-14.5m 3 ，茹合亩产木材

4.4-8.7m 3 ，亩产值纯收入1760---3480元。

黄筋泥具有酸、粘、瘦及易受夏、秩干

旱威胁等特点，在改良上应注意增施有机

肥p 提高土壤服力F 攻善土壤结构多大力扩

1.31 0.84 0.91 
0.25 0.27 由 .16

0.22 0.12 0.06 
0.10 0.01 0.02 
1.88 1.24 1.15 

7.55 

20.6 16.71 I 14.27 

一一
白.30

0.06 
0.05 

0.01 
0.42 

7.19 

15.40 

0.22 
0.0岳

0.04 

0.01 
0.33 

7.77 

15.96 

3.33 

0.147 

种冬去录ne及园地套种大英裔舌豌豆F 达到以

园养园F 搞好水利没施，增强拉旱能力.对

部分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嚣，应撞树种草F 固

土保土。在水利条件改善的地方，可通过

"平泼水"的方法F 如速土壤攻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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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斑黄筋混

-、归属与分布

褐斑黄筋涯属红壤亚类黄筋混土属，分

布在丽水、松吉、天台、金衙等盆地海拔

50--250m之闰p 面积2.06万亩。

嚣江省握握黄筋速土曹公布罩在

池、市|部水!台州|街州|金华|绍兴
iIií积 n '0 
〈万亩) I V.VV I 叩

二、主要性就

该土种的母厦为第四纪中更新世<Q2)

红土F 主要特在是由于所处地形较抵乎?受

地面滞水浸渎p 二í-f卒水化， ï可呈淡黄色(于

土2.5Y7!ü 至亮黄棕色〈干土10YR7/6);

部面中有较确显的铁锤斑纹层。该土种土体

深厚，达1m以上。全'iltJ面质地基本一致，为

壤质粘土，结持较紧，呈大块拭结构。4 酸性

反应， pH5.3-5.8.o [B]层精/站比较低F

ECEC6.25m.e/100g土，交换性酸中交换铝

占97.7骂，盐基饱和度为28.97% ;粘粒<<1μ〉

Sa为2.71 ， Saf2.1 o 表土层有抗震1. 37% ，

全氮0.076% ，速效磷5ppm，速效挥119ppm

( n 均为10);有效微量元素铜0.56ppm、镑

。.72ppm、铁32ppm、镇19ppm~

三、典型茵茵

采于金华县泽2乡泽口村F 假丘y 海拔

60m, Q2红土F 植被为茶树。采样自期z

1983年 9 月 14 日。音tl面编号z 海金 2 号。

A层 o -15cm，浊撞色〈干土2.5YR

6/仆，壤质粘土，碎块状，辑紧F 容重

1. 27g/cm3，根系密集。

[B]层 15-30cm，亮黄棕色〈于土

10YR7j6) ，壤员粘土，大块状结构p 紧

实，容重L32g/cm3，少量根系。

[Bv]层 30----100cm，橙色〈子土 2.5

YR6/8) ，壤质粘土F 大块状结构，见红白

网纹及小桂状铁锤结核。

四、生产性能综述

泼土种所处地势保平F 抗旱能力比黄筋

混强， EJ前革中檀早粮或果木。今后应增施有

机肥料，扩种冬季绿HEh 园地套种印层绿

豆、大英箭舌豌豆等旱地绿肥，培胆地力z

在水利条件攻善的地方p 可逐步挂广"早改

水"如速土壤攻良。

揭嚣黄黯嚣土壤理位佳状

项目
统 计 苦§ 商 典 2璧 部 面

E A [B 1J [B2 J 人 [ BJ [BvJ 

4 15 36 4争 15 15 70 

21. 76 23.57 32.91 
44.84 40.92 33.65 
33.39 35.51 33.44 

厚度(c也〉

机被 12-0.02mm 
组成 I O. 02~0. 002n:rr: 

(%) I <0.002mm 
-84hr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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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0.039 
0.017 
0.97 
8.33 

pH 
H 2 0 

71|三21一」-U二LULKCl 

3 

3 



[4J 

江令 3 0.085 
交换位酸

A1 3.+ 3 3.岳05

〈缸'e/100在主〉
总量 3 3.6雪

z 
Ca2+ 3 3.67 
Mg2+ 3 0.56 
K+ 3 1.55 

〈恕'e/100g土〉 Na+ 3 0.42 
总量 3 6.20 

ECEC(m'e 土体 3 

/100&主〉 粒革主 3 18.77 

盐基饱和皮(%) 3 62.7 

粉/1抬 1岳 1. 30 

Sa 2.37 
粘 草草

Saf 1.91 

' ' 
<1mm 岛s

斗庐左、二阜 铁 2 
淤窝铁 2 

氧化铁0，0
游离庭 2 
无完形铁 2 0.195 

砂站震红堤

一、据理与分布

砂黠质红泥属红壤亚类砂粘 E走红泥土

属。分布于结兴、宁法、丽水等市〈地〉的

纸也丘E支援境地上9 海按 45--550m 0 共有

50.2万亩。

浦江蜜砂黯嚣红远土种公布菌京

地、叫绍兴|宁叫丽水 i 制 i 舟山 I it :m I JIlfl\ 

〈副主8.52 115.67 I 9 缸 12.80 /2 旦 1 0 . 6斗。 26

二、主要性就

读土种的母员为祖晶花岗岩、花窍斑岩

风化的残攻积物。由i国为A-[B]-C型。土

体(A层 +[BJ层〉厚度在50cm以上，>lmm

的琢石含量在20--70% ，并常有1m至数m的

e 

署意江土著争志

0.10 0.10 0.10 0.10 

4.337 4.29 4.34 4.97 

4.437 4.39 4.44 5.07 

1.21 0.11 止 13

0.190 0.21 0.08 0.04 
1. 0岳 0.29 0.18 0.07 
0.147 0.04 0.03 0.04 
1.81 1.75 0.40 0.28 

' 5.27 4.78 5.43 

18.48 18.77 ~ 16.20 20.76 

28.97 岳 .67

1.08 1.16 1.01 

2.71 2.37 2.47 3.06 

2.10 1. 雪1 1.99 2.42 . z 

3.8岳 4.00 4.13 3.59 
3.61 3.81 3.99 3.50 

手3.52 95.25 96.61 告7.4争

0.132 0.181 0.137 0.084 

半风化层。土律以桂鱼为主〈干土7.5YR

6/6) ，石英1tÞ含量高达48--54%，怯粒含

量则为25---31%，质地为壤质粘土，故为砂

i白皮红混。土壤的只记度较高， [B ]层粉/

勒比值为0.67( n =38) ，红色率较高为

6.2 (立= 7 订同时Sa与Saf也均较低。粘

土矿物以高岭石为主F 盐基饱租度仅为

14.0%，表明该土富铝化程度较高。表土层

有机庚2.34% ，全氮0.101% ，速效磷7ppm，

速效怦93ppm (江均为94 ) J 有效微量元素

铜0.54ppm、镑。.79ppm 、铁 20ppm 、短

28ppm( 红均为14) 、铝O.09ppm、黯O.14ppm

( n 均为 7 )。

三、典型鲁Gm

剖面果自景宁舍族白治县鹤溪镇林科

所F 丘睦F 海拔250血，母或为租品花岗岩风

化物F 植被为茶裙。采样日期 1985年 3 月

24 日。剖面编号z 前丽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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