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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土种志》是上海市第二次土壤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它同((上海土壤》、《上海土壤资

源图集》和《上海土壤资源数据库》等成果，是对这项普查工作的全面总结。

((上海土种志》建立在上海市土壤分类的基层分类单元的基础上，通过土壤普查蔚野外调

查和室内分析，获取的丰富的土壤资源系统资料，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反映土种资源分布特点、

面积、理化性状、利用状况及农业生产性能及存在问题，经系统归纳阐述其土壤属性。并对因

土种糊宜地提出可行性的开发利用与培肥途径，因土改良利用，调整农业结构布局，合理开发

土壤资源，进行科学土壤管理，为制定农业区划，发展农业生产，振兴上海农业提供土壤科学依

据。

《上海土种志》建立了本地区以土种为单元的系统化、标准化积数据化的定性量化指标，重

要土壤基层分类信息系统。

土秭是一定景观单元内，特定土壤性状的一群土壤实体，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地形地貌，水

热条件，土体构型特征翻理化性状，是土壤类型中较为稳定的，相对稳定的独立生态样块。

《￡海土种志》翁；写工作是在全围土壤普查办公室((中国土种志))编写组的指导下进行的。

其中主要土种的土壤质地分类，除部分土种仍应用苏联质地分类制外，其他土种采用国际制与

苏联制对照应用；土种层段符号，均按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最后认定的统一规范，水稻土的耕

层——Aa、犁底层——Ap、潴育层——W、渗育层——P、脱潜层——GW、潜育层——G、泥

炭层或腐泥层——M；旱作土的耕层——A。。、亚耕层——A。。、心土层——C。、底土层——c2；

层段附加特征，以小写字母注在层段符号右下方；埋藏层——b绩核层——c、潜育特征——g、

坚实层——m、含盐层——Sa、钙质层——oa等等。

((上海土种志》的写成是根据国务院(1979)111号文件部署，在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和上海农

业局领导下，出上海市土壤普查办公室和上海市土肥站组织实施。这项工作自1986年组成编

写组，1988年10月完成送审稿(一稿)，同年11月通过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组织专家组验收鉴

定，并在此基础上又经修改补充完成二稿。痢后又按《中强土种志》编写组的要求，再进行修改

补充，最雷于1991年12月定稿。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关怀，承蒙朱克

贵教授、席承藩教授的指导和申静、彭培森、刘洪生、千风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编写过程中，

王兵同志协助进行了质地涣算，眭丽华同志也协同作了部分工作，谨此深表感谢。

《上海土种志》编写对闯较长，在此期阅农业发展很快，虽几经修改，难免有不妥之处，祈请

指正。

编 者

1 99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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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泥土

一、归属与分布

青泥土归属于潜育水稻土亚类青泥土±属，主要分布在青浦、松江和金山三县境内的湖

沼洼地碟心部位，海拔2．2—2．8 m，面积为6．1万亩。

二、主要性状

本±种起源于湖积物发育的沼泽潜育土。土体深1 1TI以上，地下水位30--50 cm，种稻

季节灌溉水与地下水相衔接，二匕体为水分所饱和，土粒分散，持水难排，还原作用占优

势，土壤长期处于潜育过程。植稻期间，土体50 cm以上还原物质总量高达2卜25 me／

100 g±，其中有机还原物为5．0 me／loo g士左右，低价铁为6—10 me／100 g土。由于有机

酸、硫化氢和低价铁的影响，所形成的毒害，常引起稻根生活机熊衰退，导致根系发黄变

黑，严重时植株死亡。冬闲田测定氧化还原电位，除耕作层。一1 cm可达100 my外，其下

常在50 mv以下，潜育层一般为一40 mV左右，更低的电位也对有发生。土壤还原状态旺

盛，积累有大量的有机物。士体潜育化程度高，层段发育缓慢，全剖面呈青灰色。剖面构型

为Aa一(Ap)一G型。

耕作层有机质贮量较丰富为3．99％(n=18)，有约大予5％，但有机质品质欠佳，c／N

比lo．51(n=26)，活性低，矿化率小。全磷全钾各为0．063％(n=15)和2．02％(n=

13)。低价铁的氧化使部分磷固定，或因施磷后，转化为有机固定磷，降低了磷的有效性，‘

有效磷的含量仅为15 ppm(n=15)，全钾含量较丰富，镩均潜在供应能力较大，缓效钾含

量为561 ppm(n=5)，是含钾矿物中钾的释放速率较大所至。阳离子交换量为19．8l me／

1 00．g土，全剖面铁的晶胶比在1以下，土体发育较差，养分贮量较高，保肥性强。

三、典型剖面

采自青浦县农科所试验场低洼地，海拔2．4 m，年均温15．5℃，年降水量1032．8 mm，

无霜期250天，≥10℃有效积温2658℃，湖积母质，人工植被水稻。

Aa层：0一15 crfl，暗灰棕色(干，5YR 4／2)，壤质粘土，块状结构，松软，多根系，根孔

内有棕色氧化物，无石灰反应。

(Ap)层：15～40 cm，暗棕灰色(于，5 YRs／1)，夹浅灰色(干，2．5 Y 7／2)，壤质粘

土，块状结构，软，无石灰反应。

G层：40～80 cm，青灰色(干，10 BG 4／：)粘土，软烂，有芦根残体，无石灰反应。

四、生产性能综述

本土种渍潜严重，土质粘韧，湿时软烂，人畜陷脚，耕作不便。湿耕土垡易成条状，干

后不易碎土。干耕阻力大，土壤熟化度低，水、肥、气、热不协调，早春土温低，养分释放

缓慢，有效养分低，作物迟发，易成僵苗或死苗，分叶期推迟。土壤还原性能强，有毒物质

易积累，根系发育受阻，易发黄变黑。中后期气温上升，养分释放较多，营养生长易过

旺，易倒伏和遭病虫危害，贪青迟熟。60年代以前为一年～熟单季稻，常年亩产350 kg左

右。以后联圩并圩，建闸防洪排涝，控降地下水位，一年改种两熟，常年亩产500—

7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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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泥土理化往状

典型剖面
项 目

Aa AP G

●

厚 度(cm) 15 25 40

2—0．2ram O-58 0．10 0．26

机械
0．2—0．02ram 16．03 14．66 13．65

组成 0．02—0．002mm 51．54 51．32 49．14

(％)
<0．002mm 31．9l 33．8毒 36．95

质地名称 1C 1C 1C

l一0．25ram 0．11 O．04 0．07

机械
0．25—0．05ram 4．29 1．41 1．8e

组成 0．05—0．01ram 34．95 37．44 33．94

0．01—0．005mm 12．89 14．90 11．46
(％)

0．005-日．001mm 21．05 16．4T 20．93

<0．001mm 28．T1 29．74 31．T4

质地名称 轻粘±-轻粘土 轻粘±

有机质(％) 8．63 。4．9T T．68

全 氮(N)(％) 0．261 0．241 0．129

全 磷(P)(％) 0．150 0．t14 0．050

全 钾(K)(％) 2．76 2．T7 2．T0

水解氮(N)PPM 12．9 13．7 4．T

速效磷(P)PPM 11．5 9．T 1．5

速效钾(K)PPM 125．0 103．4 100．0

PH(H20) 6．9 6．g 7。0

K+ 0．40 0．45 0．T6

交换
Na+ 2．15 1．65 2．15

性盐基
Ca2+ 10．77 g．01 7．91

me／
1009土 M92+ 3．54 3．47 4．T5

总量 16．83 14．58 15．57

CEC me／1009i 25．75 24．75 27．85

游离铁％ 0．99 1．04 ，1．1i

氧
化 无变形铁％ 0．81 0。58。 仃。59
铁
形 晶质铁％ 0．18 0．46 0．52
态

晶胶比 0．22 0．T0 0．83

碳酸盐(％) 0．0i 0．04 0．0i



限制该土种生产性能发挥蕊突出问题是渍潜危害，并由此造成的土壤还原性态过旺，及

有毒物质积累，应进一步控制好内河水位，降低地下水，加强完善农田排水系统，消除肉涝

和渍害，增强物质循环，发挥土壤潜在肥力，对局部积水难排的田块，可发展水生蔬菜，也

可辟为鱼塘，进行淡水养殖，发展多种经营。

青紫泥

一，归属与分布

青紫泥土种归属于脱潜水稻士亚类青紫泥土属。分布于上海市西部地区淀泖洼地边缘，。

地势低洼，海拔2．5—3．2 m，以松江、青浦和金山三县境内最为集中，嘉定县’黔西部：洼地也

有小面积分布，共有面积36．8万亩。

二、主要性状

本土种发育于湖积物，土体深1 m以上，质地粘重，多粉砂粘土或粘土，内排水性能不

良，又深受地下水影响，长期处于潜育化过程。现今已向脱潜育方向演化，发育成脱潜水稻

土，剖面构型为Aa—Ap—GW—G型。通常在土体中下部埋藏有腐泥层或泥炭层，土体中脱潜

层已发育，脱潜层土色以淡棕黄(干，2．5 YR 6／0或浅灰黄(干，2．5 YR 7／3)为主，有别j于

暗棕色和灰棕色的上下层段，氧化铁的品胶比高于耕作层和犁底层，土壤pH值和盐基饱和

度均高于其它层段，标志出潜育特征。
一’

本土种土体基本色泽为青紫色，故通称青紫泥，其耕层有机质贮量丰富，含量为4．】8

％(n=1 75)，有机质品质不佳，活性低，矿化率也小。全钾全磷含量较高，分别为2．33％

(n=90)和0．0 73％(n=165)。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为18pPm(n=169)和109PPm(n=

166)。pH值为6．5—7．8，阳离子交换量为20 me／100 g土。该土壤中钾磷贮量虽丰富，不能标

志供钾的水平，也不意味磷素供应充分，只能反映土壤中钾、磷素的潜在供应能力，速效钾

含量的高低，受矿物钾转化为速效钾：篱速率所限，只显示速效钾的中等水平。土壤中磷素多

以迟效态存在，反应出速效磷的不足。

三、典型剖面

采自青浦县城东公社城东八队，湖积洼地，海拔2．6m，年均温15．5 oC，年降水量1032．8

mm，无霜期236天，≥10℃有效积温2658。C。母质为湖积物。 ，

Aa层：o—15 cm，暗棕灰色(干，7．5 YR4／2)，粉砂粘土，碎块状结构，较松，根系密

集，有少量鳝血锈纹，无石灰性反应：

Ap层：15—20 cm，暗棕色(于，7．5 YR 3／4)，壤粘土，大块状结构，稍紧，有少量根

系，沿根孔有锈纹，无石灰反应。

Gw层：20～35cm，浅灰黄色(干，2．5 YR 7／3)，粘土，棱块状结构，稍紧，结构面

有灰色胶膜，多铁锰斑纹，有少量铁锰结核，无石灰反应。

M层：35—72 cm，黑棕色(干，7．5 YR 2／2)，粘士，垂直节理发育，稍紧，有少量

铁锰斑和结核，无石灰反应。

G层：72—100 CIYl，青灰色(千，10 YR 5／1)，粘土，无结构，软烂，无石灰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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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性能综述

本士种土质粘重，适耕期较短，耕性不良，湿耕土垡成条，潜在养分贮量较高，保肥性

较好，养分不易释放，早春土温低，易僵苗，分蘖推迟，根系发育受阻，易发黄变黑，不利

早稻发棵，后期贪青迟熟。宜采用‘‘苗期重，中期控，后期补"的养分调节施肥法，防止施

肥过多偏晚影响产量。

种植制度以往以麦、稻、稻和油菜、稻、稻，以及绿肥，稻、稻等三熟方式，粮食常

年亩产750 kg左右，油菜籽100 kg左右。为加速土壤脱潜，提高土壤内排水性能，上海

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在松江县泗联乡东查大队，应用深线沟与暗管配套排水沼渍的研

究。试验证明，在O一20cm和20—30 cm处开深线沟，土壤含水量低于对照4．5％和

7．8％，提高了土壤的抗逆性。对此种土壤都应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措施，田间沟渠配套，增

施有机肥等改土措施。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打破犁底层，提高土壤通透性，促进养分转化，

发挥土壤生产潜力。

青紫泥理化性状

典 型 剖 面
项 目 —一

Aa Ap Gw M G

孽 度(era) 15 5 15 3T 30
’ V—1

——

2—0．2ram 0．44 0．21 O．11 0．2了 0．21
机械

0．2—0．02ram 20．T4 10．Q9 14．44 8．50 12．3l
组成

0．02—0．002mm 48．02 44．36 44．88 43．18 40．64(％)

<O．002mm 30．8i 4i．铋 40．58 48．G4 48．8l

质地名称 1C LC LC C C

1—0．25ram 0．00 0．00 0．00 0．00 0．00
——

机械 0．25—0．05ram 6．2i 2．87 1．42 3．80 2．90

0．05—0．01mm 38．18 31．73 34．40 22．49 2T．46组成

0．0i一0．005mm

——

13．28 11．95 11．03 11．10 8．79

(％)
0．005—0．0(}imm 15．39 18．0l 16．T6 21．72 18．68

<0．001mm 28．06 3T．44 36．39 40．89 42．1T

质地名称 重壤土 轻粘土 羟粘土 轻糍土 轻粘i

有机质(％) 4．69 2．23 1．07 3．35 2．12

全 氮 (oA) 0．281 0．09T 0．064 0．162 0．120

全 磷 (P)(％) 0．070 0．054 0．050 0．031 0．034
’

全 钾(K)(％) 1．89 1．96 1．92 1．89 1．78

水解氮(N)PPM 174．04 99．81 43．56 124．72 口8．95

速效磷 (P)PPM 6．7 4．0 2．9 i．7 3．5
—

速效钾 (K)PPM 110 129 i21 148 145
—

PH (H。0) 8．7 7．8 7．7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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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型 剖 面
项 目

Aa Ap Gw M G

K+ O．32 0．35 0．44 、0．33 ／

交换
Na+ 2．03 1．88 1．61 1．44 ／

住盐基
Ca 2+ 8．6i 8．36 6．99 4．63 ／

me／ ——

M92+ 2．92 2．99 2．99 2．i4 ／1009土
——

总摄 13．88 13．58 12．03 8．54 ／
———1

CECme／1009士 24．66 21．08 26．28 23．25 ／

氧
游离铁 ％ 1．11 0．99 1．30 2．16 ／

化 无定形铁％

～ ——一—— ——

铁
0．T2 0．68 0．38 0．17 ／

——

形
晶质铁 ％ 0．39 0．31 0．92 1．99 ／

态 —

晶胶比 (％) 0．54 0．矗6 2．42 11．71 ／

碳酸盐 (％) 0．02 00．3 0．02 O．03 0．02

黄斑青紫泥

一～、归属与分布

黄斑青紫泥土种归属于脱潜水稻土亚类青紫泥土属，主要分布于上海市西部青浦、松江

和金山三县的淀泖地区，碟形洼地边缘的低平田，海拔2．8～3．2 CIll，面积26．7万

亩。

二、主要性状

本土种发育于沏积物，±体深1 m以上，通体质地偏粘，多粉砂粘土或粘土，土体粘

闭，无石灰反应。剖面构型为Aa～Ap—Gw～G型，或Aa～Ap—Gw—M—G型。土体基色为

“青紫色"，中部脱潜层已形成，层内棱块状结构发育，结构面胶膜清晰，垂直节理较明显。

内排水性能改善，渗透牲增强，脱潜程度较深，层内有占优势的，色泽呈淡棕黄色(干，2．5Y

6／4)，或浅黄色(干，2。5 Y7／3)斑状氧化淀积物，pH值和铁锰结核高于和多于上下层

段，潜育层降至80cm以下，泥炭层和腐泥层通常埋藏在土体中下部，潜育作用仅存于底，

部，土壤向脱潜潴育方向演化。

三、典型剖面

采自松江县良种繁育场，洼地边缘地势稍高处、海拔3．2 m。年均温15．5℃，年降水

量1064．4mm，无霜期237天，≥10℃有效积温2657o(3，母质为湖积物，水稻土。

Aa层；o一14 Cm，紫灰色(干2．5 YR 6／2)，带灰黄色(干，2．5 YR 7／3)，粉砂质粘

土，疏松，碎块状结构，无石灰反应。

· 5 ·



Ap层：14—22 cm，紫灰色(干，2．5YR 6／2)，带灰黄棕色(干，10YR 4／3)，粉砂质粘

土，大块状结构，紧实，无石灰反应。

Gwl层：22一-38cm，淡棕黄色(干，2。5 YR 6／4)，粉砂质粘土，棱块状结构，结构面有

灰色胶膜，少量铁锰结核，无石灰反应。

Gw。层：38～58 cm，灰棕色(干，5YR 5／2)，带灰黄色，(干，2．5 YR 7／3)，斑块，粉砂

质粘土，稍紧，大棱块状，结构面有胶膜，铁锰结核较多，无石灰反应。

M层：58—90 cm，黑棕色(干7r．5 YR 2／2)，夹棕色(干，7．5 YR 6／1)斑块，粉砂质

粘土，结构不明显，稍松，无石灰反应。

G层：90 CID．以下，青灰色(干i0 YR 4／1)，带淡灰色(干，5Y6／1)，粉砂质粘土，软

烂，无石灰反应。

四，生产性能综述

本土种是淀泖地区生产性能较好：的水稻土，经多年水早轮作，土壤熟化度较高，耕性

较佳，具有起发性，潜在养分较能发挥，养分较丰富。作物苗期能早发，中期稳长，后期不

易脱力。在二水一早三熟制条件下，常年亩产可达607kg，后季稻平均亩产220 kg左右，三麦

平均亩产180 kg左右。由于土壤浸水时问较长，耕作不当，易产生渍害，土壤易僵结，

宜进行麦稻和玉米水稻轮作，也宜棉稻及二早一水萄轮怍方式。应用秸秆还田，增加土壤确

机质，治僵改土，整治农田水系，防涝排渍，培肥改土。

赞斑裔紫泥理化性状

机械

组成

(％)

机械

组成

(％)

项 目

厚 度

质

(cm)

2—0．2ram

0．2—0．02ram

0．02—0．002mm

<0．002ram

地名称

1—0．25ram

8．25—0．05ram

0．05一O．01ram

0．01—0．005ram

0．005—0．001mm

<0．001mra

地 名 称

PH(H20)

有机质 (％)

Aa

0。71

23．15

50．OT

26．07

SiC

0．00

1．65

毒9．50

11．T4

典 型 剖

Ap {GⅣ。

一————————l————————I8 16

0 68 【0 5n

—ii-卜啊—ii～f
49．24

26．80

SiC

0．00

O．59

48．07

i2．52

—1⋯6．23．一一i一1—5：生I
21．88 23．14 ＼

一矗囊≯一l¨主囊王一：
T．8 7．9

3．16 2．68

47．69

29．11

SiC

0．00

0．08

49．16

11．53

13．69

25．54

回

GWz M

32

0．50

12．05

51．15

38．30

SiC

．{ 0．00 0．03

i．i3 o．1l

——1————～一——{ ～
-一

50．21 {45．38

—1一——一一 一

10．T6 11．12

重壤土

8．1

1．95

全氮(N)(％) 0．186 0．145 0．125。1～～～—————————————————一～，——二—————。—。—二一⋯～

12．1丁

25．T3

i．16

0．072

15．20

28．1G

重壤土

7．8

3．68

0．153



续袭幻⋯—⋯—⋯⋯——⋯———⋯⋯恂曲删酬H-_憎雎一-崔由蚰_——址一___—删___蝴即呷州—一
项 目

全磷(P)(％)

全钾(K)(％)

水解氮(N)PPM

速效磷(P)PPM

速效钾(K)PPM

CECme／1009土

碳酸盐(％)

典
^—

黄底青紫泥

一、归属与分布

黄底青紫泥土种归属于脱潜水稻土亚类青紫泥土属。主要分布于上海市的青浦和金山两

县低洼地，海拔2．8—3．2m，面积0．7万亩。

二、主要性状

本土种发育于埋藏黄土性沉积物上昀湖积物。土质粘重，多为粉砂粘土。土体粘闭，

上部有机质贮量丰富，土色呈“青紫”，无石灰反应，中性或偏酸。中部层段结构较发育结构

面有灰色胶膜，垂直节理较清晰，有黄氧化物淀积，碱性反应。底部为黄土性沉积物，紧

实，透水性极差，剖面为Aa～Ap～Gw一ⅡC构型。

据5个耕层样本统计’，全量养分贮量较高，有机质为4．4％，全氮为0．246％，全磷和

全钾二个样本数值为0．094％和2．26％。速效养分中的水解氮含量为185 ppm，速效磷为

27 ppm(n=5)，速效钾因受矿物钾转化速率较差盼限止，其含量仅为94 ppm(n=2)。阳离

子交换量较高，为’20．35me／1009土(n=2)，有利土壤保肥，pH值6．8—7．0，碳酸盐含量

仅为0．16％。

三、典型剖面

采自青浦县境内青东农场低荡田，海拔3．0 In，年均温15．5。C，年降水量1032．8 m m，

无霜期250天，≥lo℃有效积温2658。C。母质湖积物，水稻田。

Aa层：o一1 8 cm，紫灰色(于，2．5 YR6／2)，粉砂质粘土，块状结构，较紧实，无石灰

反应。

Ap层：1 8—25 cm，紫灰色(干，2．5 YR 6／2)，带暗灰色(5 Y 4／1)，粉砂质粘土，块

状结构，较紧实，无石灰反应。

Gw。层：25～60 cm，晴灰色(干，2．5 YR 5／2)，粉砂质粘土，块状结构，结构有灰色胶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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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有铁锰斑纹i稍紧实，无石灰反短。

Gw2层：60一90 cm，灰棕黄色(干，2。5 YR 6／4)，带紫灰色(干，2．5 YR 6／2)，粉砂

质粘土，块状结构边缘不清晰，稍紧实，无石灰反应。

C层：90 cm以下，淡棕黄色(干，7．5 YR 6／4)，带暗红棕色(干，5 YR 3／6)，粉砂质

粘土，块状结构不明显，紧实，多铁锰结核，无石灰反应。

四、生产性能综述

本土种土质粘重，耕性不良，适耕期短，潜在养分较高，早春土温较低，往往苗期迟

发，后期土温升高，养分释放较快，作物贪青迟熟。为防止施肥过多和偏晚影响产量，施肥

宜采用中期控，后期补的养分调节法。为加速土壤脱潜速度，控制地下水位宜在田面-Flm，

可进行暗沟排水与明沟降水相结合，提高土壤内排水性能。该土种以往多种三熟制，粮食常

年亩产650--700 kg，．油菜籽100--120kg。

赞廉裔紫泥理化性状⋯哪—衄唧日霹—呷删霸H咄瑚—_岫曲———_—髓噼d蟹辈毒粗田高常_d-—怍_●_蜊咿_一啾—嘣_州_⋯’∞嘲向—-一
典 型 刹 面

喇 目

Aa AP GWl Gw2 C

厚 度(cm) 18 7 35 30 10

2一O．2ram O。7l O．88 0．50 0．55 0．50

机械 12．050．2～O．02ram 28．15 23．28 22．70 12．79

组成

(％)
0．02一O．002 mm 50．0T 49．24 47．89 51．30 51．i5

<0．002mm f2J3．25 02 26．S0 29．il 35．36 36．30

质地名称 SiC SiC SiC SiC SiC

1—0．25ram 0．25 0．2T 0．24 0．Z4 0．24

机械 0．25—0．05ram 3．85 2．96 i．03 1．80 1．25

0．05～3．Oimm 45．35 46．55 4e．56 34．03 34．gT

组成

0。01一O．005mm 11．50 11．41 11．86 14．33 15．t3

(％) 0．005—0．001ram 17．22 15．qi 14．84 18．8了 16．44

<0．001mm 21．83 22．90 25．4T 30．73 3i．8I

质地名称 重壤土 重壤土 盈壤土 轻粘土 轻稿土

PH(HoO) 7．80 7．i T．7 T．5 T．3

有机质(％) 4．B 4．‘8 1．63 3．丁2 0．58

全 氮(N)(％) 0．2fi2 0．260 0．083 0．226 0．04i

一_～一一 ，
一

————

全 磷(P)(％) 0．090 0．080 0．049 0．035 0，052

全 钾(K)(％) 2．35 2．25 2．13 2．29 2．35

水解氮(N)PPM 138．24 1i4．32 163．T6 129，64 e8．70
一——

速效磷(P)PPM 38．5 37．3 2，7 2．5 2。0

速效钾(K)PPM 93 98 i07 i2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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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裹

典 型 剖 面
项 目

Aa AP GWl GW2 C

CECme／1009土 20．5 18．T 18．2 20．4 16．1

一‘‘
碳酸盐(％) 0．16 0．14 0．24 0．05 0．10

青紫土

一、归属与分布

青紫土土种归属予脱潜水稻土亚类青紫土土属。主要分布于上海市青浦、松江和金山三

县境内!笥湖沼平原，以及上海、奉贤二县境内的低洼圩区。海拔2．4—3．2 m，面积8．82

万亩。

二、主要性状

本土种发育于河湖相沉积物，稳定地下水位50—80 cm。土体有弱度石灰反应，中下部层

段内常有小粒状石灰结核出现。表层呈微酸至中性反应，随土层向下逐步加强，呈碱性反

应。土体上部质地以粉砂壤土居多，其次为粉砂粘壤土，中下部层段多为粉砂粘土和粘土，

剖面为Aa—Ap—Gw—G型。Gw层，由青紫色转变为黄棕色或浅黄棕色，块状或棱块状

结构，结构面有灰色胶膜，氧化铁均晶胶比高于上下土层，耕作层有机质贮量丰富，含量为

4．5％(n=70)，全氮含量0．263％(n=48)，其它养分也较丰富，全磷为0．079％(n=48)，全

钾2．31％(n=37)，阳离子交换量18．93 me／t00 g土(n=41)，土壤潜在养分较丰富。

三、典型剖面

采自松江县洞泾乡砖桥村低洼地，海拔2．6 m，年均"7鼎15．50C，年降水量1032．8 mE，

无霜期236天，≥lO℃有效积温2658Y：。河潮摆沉积物，水稻田。

Aa层：O～15 cm，暗灰棕色(干，5 YR 4／2)，粉砂粘壤土，块状结构，较松，根系较

多，沿根孔有少量鳝血锈纹，弱石灰反应。
’

Ap层：15—23 CITI，暗灰色(干，5 YR 4／1)，带黄棕色(干，10 YR 5／8)，粘壤土，块

状结构，紧实，弱石灰反应。

Gw。层：23—59 cm，浅黄棕色(干，2．5 YR 6／4)，粉砂粘土，棱块状结构，结构面有

灰色胶膜，稍紧，小型石灰结核和／j、粒状铁锰结核，石灰反应明显。

Gw。层：59—72 cm，浅棕灰色(干，10 YR 6／2)，粉砂粘土，棱块状结构，结构面有灰

色胶膜，少量铁锰结核，石灰反应明显。

G层：72 cm以下，淡灰色(予，5 YR 6／】)，带青灰色(干，(10 YR 4／1)，壤粘土，软

烂。

四、生产睦能综述

该土壤易耕怍，适耕期较长，适种性较f“，保肥性好，因受潜渍影响，养分释放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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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往往出现僵苗，后期养分释放迅速，施肥不当会导致贪青迟熟。施肥采用期苗重施促苗

发，中期控施保稳长，后期补肥防迟熟。种植制度一般为麦一稻一稻，或油菜(绿肥)一稻一

稻三熟制，在有种植青玉米的单位，采用麦类套种玉米后种水稻的二旱一水种植方式。麦

(绿、油菜)一稻一稻三熟制常年粮食亩产800 kg，油菜籽90kg，绿肥750一1000kg，二早一

水三熟制常年粮食亩量700kg，青玉米2500 kg左右。渍潜是制约本土种生产力的主要因素，

因此必须在现有水利建设的基础上，建全农田排灌系统，消除渍潜危害，还需科学管理土壤

与投肥，增强物质循环，以提高土壤熟化度，变低产田为高产吨粮田。

青絮±理化性状

典 型 剖 面
项 目

Aa Ap GWl GW2 G

厚 度(cm) 14 7 12 22 34

2—0．2mm O．i9 0．21 0．15 O．11 O．30

机械
0．2—0．02mm 32．68 35．24 32．92 33．38 41．36

组成
0．02—0．002ram 50．03 48．9T 48．20 50．6l 52．25

(％)

<0．002mm 1T．10 15．58 18．72 15．90 6．09

质地名称 LC LC LC LC SiC

1—0．25mm 0．07 0．07 0．04 0．02 0．11

机械 0．25—0．05mm 0．99 1．10 1．13 1．01 1．52

0．05—0．01mm 61．61 65．1T 62．87 64．26 T5．83

组成

0．0l一0．005mm 11．0l 7．93 10．97 10．40 10．70

(％) 0．005—0．001mm 12．24 12．1T 8．35 11．21 T．65

<0．001mm 14．05 13．56 16．64 13．10 4．18

质地名称 中壤土 申壤土 中壤土 中壤土 中壤土

有机质 (％) 3．41 3．21 3．01 3．46 1．38
—

全 氮(N)(％) 0．256 0．233 0．088 0．058 0．0i7

全 磷(P)(％) 0．098 0．075 0．050 0．0Lil 0．051
—‘

全 钾(K)(％) 1．9T 1．49 1．90 1．83 1．65

水解氮(N)PPM 179．75 138．01 100．02 72．54+ 30．12
—

速效磷(P)PPM 10．5 6．4 4．T 2．5 3．6

速效钾(K)PPM 14l 84 131 147 150

PH(H20) 6．9 7．0 T．1 7．O 7．0

K+ 0．18 j 0．13 0．13 0．21 0．17

交换
Na+ 0．46 0．85 0．了3 1．02 0．95

性盐基
Ca2+ 6．89 T．40 7．36 8．38 14．12

me／

M92+ 1．T4 1．82 1．63 1．95 1．88
1009土

总量 9．2T 10．20 g．85 11．56 i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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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裹

典 型 剖 面
项 目

Aa AP GWl GW2 G

CEC me／1009土 20．T0 18．20 20．03 19．01 21．90

氧
游离铁 ％ 1．34 i．33 1．34 1．39 1．52

化 无变形铁％ 0．46 0．43 0．37 0．23 0．56
铁
形 晶质铁 ％ 0．88 0．90 0．97 1．16 0．96
态

晶胶比 1．91 2．09 2．62 5．似 1．T1

碳酸盐 (％) 1．41 1．53 1．54 1．59 5．8T

黄斑青紫土

一、归属与分布

黄斑青紫土土种归属于脱潜水稻土亚类青紫土土属，主要分布于上海市淀泖洼地圩区

边缘，以金山、松江和青浦三县面积最大，上海县马桥乡也有少量分布，海拔2．6-3．2 m，面

积为8．85万亩。

二、主要性状

本土种[发荨予河朗暗况鼹纫，土体荐石灰反应，呈中性或中性偏碱，剖面型为Aa～

Ap—GW—G型。土体深lm以上，脱潜层发育，层段较深厚，棱柱状结构发育，结构面有棕

灰色胶膜，层段内沉积有大量的浅黄棕色铁锰斑纹和结核，土色呈灰黄色或灰色带浅黄色，

明显区别于棕灰色和浅灰色的上下层段。潜育层在80cm以下，土体已向脱潜潴育化方向发

展，初具爽水特征

据耕作层分析样本绕计，全量养分贮量丰富，有机质含量为4．27％(n=38)，全氮o．25％

(n=29)，全磷全钾分别为0．077％(n=34)和2．29％(n=24)，速效磷19．91ppm(n=39)速

效钾97．68PPm(n=37)，pH值7．2—7．5(n=34)，pH值为8．3也有少量出现，阳离子交换

量18．15me／1009土，保肥性能较好。

三、典型剖面

采自松江县五里塘低荡田，海拔2．8m，年均温15．5℃，年降水量1064ram，无霜期237

天，≥10℃有效积温2654Y]，母质为河湖相沉积物，水稻田。

Aa层：o一16cm紫棕色(干，5 YR 5／4)，粉砂粘壤土，粒状结构，疏松，弱石灰反

应。

Ap层：16—31cm，棕灰色(干，5 YR 5／2)粉砂粘壤土块状结构，紧实，有少量石灰结

核，弱石灰反应。

Gw。层：31—57cm，淡棕黄色(干，2．5 YR 6／4)，粉砂粘壤土，块状结构，结构面有灰

棕色胶膜，稍紧，有石灰结核。石灰反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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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2层：57—85cm，暗灰色(干，5YR2／I)，次带浅黄色(干，2．5Y7／3)，壤粘土，大棱块

状结构，结构面多灰色胶膜，稍紧，有铁锰斑纹。
b层j 85一100cm，浅灰色(干，5Y6／I)，夹棕色(干，7．5YR5／6)，粘壤土，结构不明显，

软，多铁锰结核。

四、生产性能综述

苗期较易早发，后期不脱力，养分较丰富。熟制麦一稻一稻种植方式为主，早作也种植

油菜绿肥作物，粮食常年亩产750--800kg，油菜籽lOO～120kg。宜水早轮作，仍需进一步完善

农田排灌水系，合理施溺+化肥，防止表土板结，增加有机肥料投入，进行秸秆还田。
黄斑青絮±理化性状

典 型 剖 面
项 目

Aa AP Gwl GW2 G

巨 度(crn) 16 15 26 28 15

2一O．2ram 1．23 2．00 0．28 0．39 16．64
机械

0．2—0．02ram 18．96 31．28 29。12 15．85 33．20
组成

(％)
0．02—0．002ram 60．57 50．88 43．02 44．25 32．24

<O．002ram 19．20 18．08 22．58 39．51 1丁．92

质地名称 SiCL SiCL SiCL LC CI。

1—0．25mm 0．00 0．00 0．00 0．00 0．00

0．25一O．05ram 3．95 5．95 2．08 1．66 28．89

机械
0．05一O．01ram 58．06 56．i5 55．T3 38．3了 35．17

组成 —L

0．0l一0．005ram i0．64 12．33 9．68 11．81 8．83
(％)

0．005—0．001mm 14．75 12．4l 13．22 14．1l 9．92

<0．001mm 12．60 13．16 19．29 36．05 17．19

质地名称 壤中土 壤申土 中壤土 轻粘土 中壤土

PH (H20) 7．4 8．0 7．垂 7．5 8．0

有机质 (％) 5．36 《．65 1．07 2．55 0．40

全 氮(N)(％) 0．311 0．281 0．067 0．118 0．034

全 磷(P)(％) O．89耋 0．08‘3 0．059 0．010 0．05T

金 钾(K)(、％) 1．89 2．34 2．55 2．52 2．46

水解氮(N)PPM 183．21 171．32 41．23 81．0i 32．5l

速效磷(P)PPM 18．3 19．5 2．T 2．3 2．2

速效钾(K)PPM 105 84 123 94 111

CEC me／1009土 16．9 16．3 14．1 24．4 9．5

碳酸盐 (％) 0．10 0．58 1．23 0．1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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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粉青紫土

一、归属与分布

小粉青紫土土种归属于脱潜水稻土亚类，青紫土土属，分布于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和练塘乡

低洼圩区，海拔2．4—3．0m，面积1。1万亩。

二、主要性状

在土种发育于河湖相沉积物，剖面为Aa—Ap—Gw—G构型。

脱潜层已由紫灰色逐渐转变为灰黄色或淡棕色，棱块状结构，结构面显有灰色胶膜。全

剖面质地偏砂，土壤颗粒组成中粗粉砂含量较高，一般在60一70％。碳酸盐明显淋移，土体上

部无石灰反应，中部石灰反应逐频明显，下部石灰反应强烈。二仁漆．I部显有青紫色，故称小

粉青紫土。

据五个样在统计，有机质含量为2．30％，全氮为0．119％，金磷为0．062％，全钾

为1．73％，水解氮为104．40ppm，速效磷为17．75Ppm，速效钾为97ppm，阳离子交换量为

13．50me／lOOg土。

三、典型剖面

采自青浦县小蒸公社芦花村洼地，海拔2．8m，河湖相沉积物，水稻土。年均湿15．5℃，

年降水量593．1ram，无霜期236天，≥lO℃有效积温2658。C。

Aa层：0--15crn，紫棕色(干，5YR5／4)中壤土，碎块状结构，无石灰反应。

Ap层：15—25cm，紫灰色(干，2．5YRs／2)。中壤土，块状结构，弱石灰反应。

Gw层：25—92cm，灰黄色(干，6．2Y7／3)，中壤土，多锈色斑纹，石灰反应稍强。

C层：92-一iOOcm，浅灰色(干，5Y6／1)，轻壤土，结构不明显，强石灰反应。

四、生产性能综述

本土种质地较轻，通气爽水，耕性较佳，但湿耕水耙易淀浆板结，耕作措施适当，作物

易起发。该土种：或种性较广，水早作皆宜，最宜适种水稻，三熟制常年粮食亩!产一般在

750kg左右。此种土壤速效钾含量偏低，应注意钾素的补偿，增施有机肥，培肥土壤，提高

绿肥产量，改善淀浆板结不良物理性状。追肥不宜一次多量，防止倒伏和贪青迟熟。

小粉裔紫±理化性状

典 型 剖 面

项 目

Aa Ap Gw G

厚 度 (cm) 15 10 67 18

】一0．25ram 0．24 0．33 0．33 0．11

机械 0．25—0．05mm 10．74 5．1T 4．68 8．70

0．05—0．Olmm 58．6B 62．09 60．86 69．80

组成
0。0卜一0．005mm 10．48 7．5l 9．39 5．39

(％) 0．005—0．001mm 0．125 10．29 9．67 5．30

<0．091mm ：116．1 14．6i 15．07 10．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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