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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茜

■ ，

遵照国务院部署，云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自1‘979年开始试点，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历时12年，全面完成了全省土壤普查任务。1991年

3月经全国土办和有关专家检查验收合格，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云南土种

志》是土壤普查资料汇总的一项重要成果。

土种是土壤分类的主要基层单元，它是在一定的景观单元内，相似的地形

植被条件，相同的成土母质下的一群土壤实体。同一土种的发育程度、土体构

型、肥力水平、生产障碍因素以及土壤理化性状、生产性能等基本相似。《云

南土种志》是系统阐述云南各主要土种基本属性的专著，填补了本领域的空

白。分类系统归属根据全国和云南土壤分类编订，本书整理出284个土种，其

中农耕地241个土种。每个土种扼要叙述了分类系统、面积和分布、主要理化

性状、典型剖面及生产性能以及利用改良和培肥措施。本书的编写主要立足于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土壤资源，服务于大农业生产。同时着眼于土壤应用科学

的发展，使土种划分逐步向系统化、标准化、数量化的方向发展，为因土种植、

因土施肥、因土改良调整农业产业和种植业结构、为国土整治和区域开发提供

科学依据。本书属开创性工作，．限于经验与水平，不足及差误之处敬请指正。

编 者、

1991年8月



编写说明

一、本书是云南省反映土壤分类基层单元性状的土壤科技专著。它将具有一定微地

域自然生态条件和土壤特征相类似的土壤，通过评土归类加以组合，并以典型土种为代

表，从面积分布、理化性状、生产性能方面用文字和统计表格加以论述，全书力求基本

统一，争取做到中心概念清楚，描述规范化、数据化。 ，

二、本书是在各地州市编写的《土种志》基础上，选其符合土种划分概念，个体单

元清晰，资料信息比较齐全者加以重新整理编写。由于这项工作在80年代初期，即土壤

普查工作在面上已经铺开后才由全国土办追加部署的，省内已完成土壤普查的地县有些

指标与后期要求不完全一致，比如机械组成开始采用苏联卡庆斯基制，后又改为国际制，

最后给本书汇总带来一定困难，但能统一者，尽力保持与后期要求一致。
‘

三：本书采用的土层符号和质地名称符号统一含义是：

A一表土层或耕作层 B一心土层或淀积层 ．

P一犁底层 w一潴育层
’

G一潜育层 M一腐泥层

T一泥炭层 c一底土层、母质层

E～漂白层 I R一基岩层 ．

A。一灰化层

S一砂土 Ls一壤质砂土

L一壤土 SiL一粉砂质壤土

SCL一砂质粘壤土 CL一粘壤土
’

SiCL一粉砂质粘壤土 SC～砂质粘土

LC一壤质粘土 SiC一粉砂质粘土

C一粘土

Sa一硅铝锌 Saf一硅铝铁锌

CEC一阳离子代换量
’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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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鸡粪土田 1

一、归属与分布，

一、水 ‘稻

红鸡粪土田

红鸡粪土田属水稻土土类淹育型水稻土亚类红泥田土属。集中分布在云南省大理

(3．1万亩)、红河(1．7万亩)2州地势平缓，排灌方便的村镇附近，东川，楚雄、玉溪、

西双版纳等地州市亦有零星分布：面积6．3万亩，占全省水稻土面积的o．31％。

二、主要性状，

红鸡粪土田由红壤性母土经水耕熟化发育而成。土体深厚，呈A—P—C或A—P—

B—C型。耕层厚16—29厘米，有10一17厘米的犁底层，质地多为壤质粘土，通体呈微

酸性反应，是本亚类中熟化度较高的土种。据6个剖面分析统计，表土有机质平均

3．14％，全氮o．200％，全磷o．120％，全钾o．86％，碱解氮179．8ppm，速效磷13．7ppm，

速效钾62．5ppm。
一

三、典型剖面

， 采自玉溪地区玉溪市州城镇右所办事处13社；海拔1650米，成土母质为红壤性母

土。年均温15．7℃，年降水量914mm，≥10℃积温5105℃，无霜期249天。

A层O一29cm 灰黄色(湿，2．5Y 7／3)，壤质粘土，小块状结构，松，夹有小石块，根系多，

pH5．2。 、

。
、

P层29—4&m 灰黄棕色(湿，10YR‘4／3)，壤质粘土，块状结构，极紧实，根系中量，

pH6．1。

B层46—103cm 灰黄棕色(湿，10YR 4／3)，壤质粘土，块状结构，紧实，根系少，pH5．3。

c层103—178cm橙色(湿，5YR 7／6)，壤质粘土，块状结构，紧实，pH5．O。

四、生产性能综述 ，

’

红鸡粪土田土体深厚，熟化度较高，宜耕性好，宜种性较广，供肥性能平稳，有前

劲，也有后劲，发棵好，属中上等肥力稻田。多为一年两熟，宜种水稻、烤烟、玉米、小

麦、蚕豆、油菜等粮经作物。水稻亩产350一500公斤，小麦亩产150一200公斤。种烤

烟可获优质高产，如玉溪市右所在每亩施农家肥1500公斤、普钙40公斤、油枯50公斤、

粪水60挑的条件下，种植“红花大金元”品种，亩产烤烟165—175公斤，中上等烟叶

占90％以上，每亩产值700—760元。应注意增施磷钾肥，推广配方旋肥，改进栽培技术，

提高经济效益。

_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水 稻 土

红鸡粪土田理化性状 。

统计剖面 典型剖面

项 目

n A P B A P B

厚 度 (cm) 1 29 17 57 29 17 57

2—0．2 1 17．09 15．12 10．26 17．09 15．12 10．26

机械
O．2一O．02 1 21．38 22．35’ 24．46 21．38 22．35 24．46

组成
O．02一O．002 1 29．22 30．2l 31．15 29．32 30．2r 31．15

(mm％)

<O．002 1 32．22 32．32 34．14 32．22 32．32 34．14

质地 LC LC LC LC Lc ‘LC

有机质 (％) 6 3．14 2．75 1．58 2．14 1．11 2．14

全氮 (N％) 6 O．200 0．140 O．090 O．172 O．063 O．172

全磷 (P％) 6 O．120 O．110 O．110 O．087 O．046 0．087

全钾 (K％) 6 O．86 O．8l 0．72 O．71 O．63 O．71

，

C／N 9．1 11．4 10．2 7．Z 10．2 ／7．2

碱解氮 (ppm) 6 179．8 122．5 101．7 144．0 77．0 144．O

速效磷 (ppm) 6 13．7 13．1 13．3 ‘10．0 3．O lO．O

速效钾 (ppm) 6 62．5 48．8 48．5 46．O． 46．O 46．O

pH(H20) 6 5．9 6．4 6．5 5．2 6．1 5．3

有效锌 (ppm) 1 6．9 6．9

有效硼 (ppm) l O．39 O．39

有效钼 (ppm) 1 O．09 O．09

代换锰 (ppm) 1 7．O 7．O

有效铜 (ppm) 1 5．3 5．3

CEC (me／1009土) 1 6．5 6．5’

盐基饱和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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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砂 泥 田

一、归属与分布 、 ·

红砂泥田属水稻土土类淹育型水稻土亚类红泥田土属。广泛分布在云南省文山、思

茅、临沧、曲靖、楚雄、德宏、昭通、昆明、玉溪、西双版纳、大理、东川、怒江13个

地州市的坝区边缘、山麓及丘陵缓坡地带，以文山(23．8万亩)，思茅(16～万亩)、临

沧(14．1万亩)、曲靖(11．3万亩)4地州最为集中。面积共94．8万亩，占全省水稻土

面积的4．63％。 ，。

二、主要性状

红砂泥田由酸性结晶岩类发育的红壤母土经水耕熟化而成。呈A—P弋型。熟化度
不高，发育较浅，犁底层不明显，土体内含较多砂粒，通体为均一的壤质粘土，呈微酸

胜反应。据9个剖面样分析统计，耕层有机质平均2．50％，全氮o．130％，全磷o．060％，
／全钾1．38％，碱解氮1 07．5ppm，速效磷4．7ppm，速效钾11 2．1ppm，阳离子代换量

11．7me／100克土。有效锌2．3ppm，有效硼o．2ppm，有效钼o．1ppm，代换锰18．9ppm，

有效铜6．5ppm。
’

．
’1·

三、典型剖面一．
· “

采自楚雄州楚雄市东华乡夸苴8队，海拔1860米。年均温15．5℃，年降水量827mm，

≥10℃积温4941℃，无霜期238天。
”

．

。

A层O一17cm 灰黄色(湿，2．5Y 7／3)，壤质粘土，块状结构，稍紧实，稻根很多，pH6．3。

P层17—28cm紫棕色(湿，5YR 5／4)，壤质粘土，核块状结构，极紧实，有棕色锈斑，稻根

；·，- 较多，pH6．7。 ，·

，
2

B层28—55cm棕灰色(湿，7．5YR 5／2)，壤质粘土，棱柱状结构，极紧实，有胶膜和锈斑，

· 稻根少，pH6．3。

C层55—90cm暗棕灰色(湿，7．5YR 24／2)，壤质粘土，小棱柱结构，紧实，pH6。钆

四，生产性能综述

红砂泥田普遍水利条件差，保水保肥力弱，据临沧地区农科所土肥组测定，每昼夜

的渗漏量达77毫米，通气透水，养分容易分解释放，严重缺磷。缺硼，发小苗不发老苗，

早衰突出。宜耕性好，多为一年一熟中下等肥力田，以种植水稻为主，部分复种小麦、蚕

豆、油菜。水稻一般亩产200一300公斤，小麦75—100公斤，蚕豆100一120公斤。热

量条件好的地方可种甘蔗，亩产4—5吨。要注意改善排灌系统，增施农家肥和磷肥，种

植绿肥，补施硼肥，重视后期追肥，提高复种指数，发挥土地潜力。 ’．

～



4 水 稻 土

红砂泥田理化性状

统计剖面 典型剖面

项 目

n ．A P C A P C

厚 度 (cm) l 17 1l 62 17．O 11．O 62．0

2—0．2 1 23．31 21．64 3．22 23．31 21．64 3．2Z

机械
0．2—0．02 l 22．41 24．03 16．16 22．41 24．03 16．16

组成
O．02一O．002 1 25．39 27．89 36．98 25．39 27．89 36．98

(mm％’ 、

<O．002 1 28．89 26．43 43．64 28．89 26．43 43．64

，质地 LC LC LC LC LC LC

f

有机质 (％)’ 9 2．50 1．85 1．76— 2．20 2．00 1．46

全氮 (N％) 9 O．130 O．090 0．100 O．139 0．125 O．096

全磷 (P％) 9 O．060 O．070 0．080 O．089 0．086 O．066

’全钾 (K％) 8 1．38 1．08 1．12 1．04 1．04 0．97

●

C／N 11．1 11．9 10．2 9．2 9．3 8．8

一碱解氮 (ppm) 9 107．5 83．6 74．8 117．3 115．4 50．3

速效磷 (ppm) 9 4．7 3．9 3．§ 4．2 4．8 1．7
●

速效钾 (ppm)‘ 9 112．1 104．7 154．6 142．9 124．7 215．6

；

pH(Hz0) 9 6．O 6．O 6．1 6．3 6．5 6．O
t

有效锌 (ppm) ’15． 2．3． 1．0 1．O 0．2

有效硼 (ppm) 15一 O．2 O．2 O．2 O．1

有效钼 (ppm) 15 0．1 O．4 0．2 O．1

代换锰’(ppm) 15 18．9 14．S 15．4 4．0
＼

有效铜 (ppm) 15 6．5 4．9 4．8 1．2

CEC (me／1009土) 7 11．7 10．3 11．8 11．2 lO．2 11．8

盐基饱和度(％) 1
‘

18．3 21．O 41．4 謦 一

·’

红 泥 田 一

一、归属与分布

红泥田属水稻土土类淹育型水稻土亚类红泥田土属。广泛分布在云南省红河、临沧、

玉溪j文山、曲靖、大理、楚雄、昆明、丽江、思茅、怒江、迪庆、东川等地州市坝区

边缘缓坡地带，以红河(56．6万亩)、临沧(26．4万亩)、玉溪(14．5万亩)、文山(14．2万

亩)、曲靖(13．2万亩)、大理(13万亩)等地州面积最大。面积共167．6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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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性状 ．

红泥田由红壤性母土发育经水耕熟化而成．发育程度不深，层次分异不明显，剖面

呈A—P弋型。底土还保留母土属性，通体呈微酸性反应，pH值由上到下有增大趋势。
据思茅地区50个耕层样品分析统计，有机质平均3．1％，全氮0．139％，碱解氮159ppm，

速效磷16．5ppm，速效钾109ppm，pH5．3． 、

三、典型剖面

采自大理州大理市凤仪，海拔1997米，成土母质为红壤性母土。年均温15℃，年降

水量1070mm，≥10℃积温4865℃，无霜期232天。

A层。一13cm 黄色(湿，2．5Y 8／6)，粘壤土·粒状结构，疏松，夹碎石，稻根多，pH5．6。

P层13—33cm 红黄色(湿，7．5YR 6／8)，粘壤±，块状结构，紧实，夹碎石，稻根少，
。 pH6·3·

C层33—100cm红黄色(湿，7．5YR 6／8)，粉砂质粘壤土，块状结构，紧实，夹碎石，pH
i’ 6．6。

四、生产性能综述 ‘

～

红泥田一般水利条件较差，多为等雨栽插或提水灌溉的中低肥力稻田，保水保肥性

能好，多为一年一熟，水稻亩产300公斤左右．遇干旱年份改种玉米，亩产150一300公

斤。水利条件较好地区，年可稻一麦或稻一豆两熟，在亩施农家肥500一1000公斤，碳

铵30公斤、磷肥50公斤的条件下，水稻亩产可达300一400公斤，小麦100一150公斤

或蚕豆100公斤左右。应注意增施农家肥，逐年加深耕作层，搞好小型水利设施，改善

灌溉条件，提早栽插节令，发挥增产潜力。
‘

统计剖面 典型剖面

＼项 目

n A P C A P C

厚 度 (cm) l 13 20． 67 13．O ． 20 67．O

2一O．2 l lt．01 11．42 12．12 14．01 11．42 12．12

机械
O．2一O．02 l 28．75 26．26 20．98 28．75 26．26 20．98

组成
O．02—-o．002 l 37．52 41．72 t5．06 37．52 41．72 45．06(衄％)
<0．002 l 19．71 26．60 21．84 19．7l 20．60 21．84

质地 CL CL SiCL CL CL SiCL

有机质 (％) 8 2．71 2．40 1．53 3．02 1．87 1．27

全氨 (N％) 9 O．170 O．120 O、100 O．200 O．160 O．090

全礴 (P％) 9 O．120 D．110． 0．1lO O．070 O．070 O．070

全钾 (K％) 9 1．45 1．60 1．37 ． 3．63． 3．芍7 3．66

C／N 9．2 11．6 8．9 8．8 6．8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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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泥田理化性状

统计剖面 ，。典型剖面

项 目

n A P C A P C

碱解氮 (ppm) 9 124．5 75．8 63．2 201．O 88．0 42．O

速效磷 (ppm) 9 11。7 11．6 8．4 12．9 11。5 4．6

速效钾 (ppm) 9 81．6 79．0 82．0 123．O 51．O 56．O

pH(H20) 9 6．5 6．6 6．9 —5．6 6．3 6．6

有效锌 (ppm) 37 2．68 O．67

有效硼 (ppm) 37 O．19 O．76

有效钼 (ppm) 37 O．27 O．09

代换锰 (ppm) 37 17．59 5．DD

有效铜 (ppm) 37 7．58 6．31
，

CEC (me／1009土) 5 16．9 15．6 15．2
●

盐基饱和度 (％) 3 ’51．5 52．6 54．5

泥 田

一、归属与分布
。+

：。

红胶泥田属水稻土土类淹育型水稻土亚类红泥田土属。广泛分布在云南省保山、思

茅、大理、红河、曲靖、玉溪、怒江、临沧、楚雄、西双版纳、迪庆等11个地州，以保

山(33．1万亩)、思茅(16万亩)、大理(14．1万亩)的面积较大。面积共87万亩。

二、主要性状。 ’：一 ’．．
．

红胶泥田多为古红土运积物发育的红壤经水耕熟化而成。呈A—P-c或A—P—

B—C型。土体较厚，并具有母土的某些特性，。质地粘重，多为粘土，多呈中性反应。据

思茅、曲靖241组耕层养分分析统计，有机质平均3．01％，全氮o．138％，全磷O．211％r

全钾2．16％，碱解氮143．9ppm，速效磷5．8ppm，速效钾115．9ppm，pH6．1—7．2。有

效锌3．59ppm，有效硼o．19ppm，有效钼o．17ppm，代换锰16．17ppm，有效铜9．37ppm。

三、典型剖面 一

*采自大理州祥云县禾甸乡茨耙办事处黄豆田，海拔2000米，成土母质为红壤性母

土。年均温14．7℃，年降水量820mm，≥10℃积温4483℃，无霜期238天。
A层。一16cm 淡棕黄色(湿，2．5Y 6／4)，粘土，块状结构，稍紧实，有少量锈纹，夹油砾

石，稻根多，pH6．8。 一 、

； P层16—28crIi淡棕黄色(湿，2．·5Y 6／4)，粘土，块状结构，紧实，-有锈斑，夹砾石，稻根

中量，pH7．O。 ．

B层28～40cm灰黄色(湿，2．5Y 7／3)，粘土，块状结构，紧实，稻根少，pH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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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层40一100cm红黄色(湿，7．5YR 6／8)，粘土，块状结构，紧实，pH7．3。

四，生产性能综述

红胶泥田质地粘重，土壤易板结，通透性不良，缺水时收缩系数大，易开大裂，宜

耕期短，耕性差，干时难碎垡，湿时粘犁粘耙，群众总结为“干时一把刀，下雨一包

糟”。但保水保肥力强，供肥前劲小后劲足，作物发老苗不发小苗，属中等肥力土壤：作

物年可两熟，宜种水稻、小麦、蚕豆、油菜等。在亩施农家肥1500一2000公斤，尿素20

公斤，磷肥25—30公斤的管理水平下，水稻亩产350一400公斤，小麦150一250公斤或

蚕豆100公斤左右。应重施有机肥，种植绿肥，改良土壤结构，熟化培肥土壤}增施磷

肥，补施硼肥，提倡水旱合理轮作，调节土壤水、肥、气、热，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活

动，改良熟化土壤。

红胶泥田理化性状

统计剖面 典型剖面

项 目

n A P B A P B

厚 度 ‘(cm) 1 16 12 12 16．O 12．O 12．O

Z一0．2 l 1．42 7．92 12．56 1．42 7．92 12．56

机械
0。2～O．02 l 11．65 16．98 11．13 11．65 16．98 11．13

组成
O．02一O．002 1 33．04 29．76 28．14 33．04 29．76 28．14

(mm％)

<0．002 1 53．88 45．34 48．16 53．88 45．34 48．16

质地 C C C C C C

有机质 (％) 9 2．11 1．89 1．31 3．28 2．28 1．35

全氮 (N％) 9 O．150 O．140 O．120 O．200 O．135 O．105

全磷 (P％) 9 O．070 0．070 0．070 O．19l O．180 O．175

全钾 (K％) 8 1．86 1．66 1．81 2．10 2．03 2．06

C／N 8．2 7．8 6．3 9。5 9．8 7．5

碱解氮 (ppm) 9 121．8 108．4 79．4 155．O 100．5 63．7

速效磷 (ppm) 9 5．8 3．7 2．9 15．2 8．O 8．O

速效钾 (ppm) 9 ’161．3 120．5 115．6 137．5 105．5 96．6

pH(H20) 9 5．∥ 6．7 6．6 6．8 7．O 7．6

有效锌 (ppm) 13 s．5＼ ‘1．52

有效硼 (ppm) 13 叭f O．34

有效钼 (ppm) 13 o．11 0．26

代换锰 (ppm) 13 16．17 14．51

有效铜 (ppm) 13 9．87 11．91

CEC(me／100克土) 5 5．6 6．6 13．7

盐基饱和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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