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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乾瀑樊昊舆片状桔裤的玻展

睦 景 同

浙 江 食 擎 院

片状桔椿是土壤桔裤的基本形式之一
,

主要出现粉土壤的上部屠次或表屠中
,

其分

饰深度通常在表面下至数厘米虚
,

深者一般亦不遏十除厘米
,

少数土壤如在生草灰化土

及淋溶黑土中则出现在 屠中
,

其深度可能校大
。

有片状桔搏的土壤
,

含有楼臂常较
、

少 臂地不一 桔槽性不强 地势一般低平
,

水分来源叠富
,

但又不艇常猜水 是核土壤植

被常较稀疏或竟缺乏植被
。

片肤拮楼癸育的屠次
,

植物根株及髦根都较少
。

在 自然情况下
,

片状拮祷常出现粉土壤之薄屠表面桔皮之下
,

桔槽横帕平行放表

面
,

随着表面地形的起伏
,

其片状屠女亦作相膝的起伏
,

例如在簿遥上
,

土壤之片肤屠次

即平行龄直立的簿壁表面
。

徙桔皮屠至片状桔椿屠通常有一遏渡屠次
,

在道通渡屠次

中夹有部多椭圆形的耙孔
,

直怪多在一毫米以下
,

一般上部较大
,

下部较小且较密
。

其

形成大艘保土壤在棍渊特
,

其下灌卜七中所含氧瞪因水的侵入而向上排出
,

待水分移勤至

桔皮屠下受阻滞而停留
,

乾援即成圆形糊孔
。

在表屠具有圃粒桔礴或含有楼臀较多的

土壤中
,

土壤不易糊化
,

因之桔皮屠的形成较葬
,

而遏渡屠中的圆形扣孔亦较少
,

或完全

没有
。

由强渡屠向下
,

孔隙的密度较大
,

孔视褥小
,

形状由椭圆而裤篇扁圆形
,

最援出现

横向裂隙
,

而形成片状拮橇
。

片肤桔椿之每屠片厚度不一
,

大艘愈近地表厚度愈小
,

表现亦愈篇清晰
,

向下厚度

逐撕增大
,

在某一深度虚就曹突然消失
。

屠片表面雕不平滑
,

但界限顺著
。

如自断面上

溉察
,

可癸现各唇片均篇横向裂隙所隔成
,

而裂隙业不莲履
,

因之屠片在横轴上的延展

也就有一定的限度
。

徙野外溉察来看
,

片状桔横是比较易龄形成的一核土壤桔祷
,

它不谨有较魔泛的分

怖
,

业且其形成所需的峙简也常常是较短的
。

例如我俩癸现在杭州奉家池浙江震拳院

的食锡耕地中
,

簿壤简短期内即形成了片状桔礴
。

朋焚片状桔裤形成的修件
,

至令筒缺乏系就的魏明材料
。

蹄钠一般的甜法
,

通常有

本文英文稿曾在 年 月在巴黎召朋的第六居圃隙土壤鬃官上提出
。

本文在室内试脆及篇稿遏程中
,

蒙朱祖祥教授的指示哄修正业代篇外文摘要
,

特此赫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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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龄沉猜形成 靓篇片袱拮裤是不同峙期的水流搬逮物臂在湖泊
、

海洋或河

流蓬椽屠屠累猜而成
。

由赞厘力形成 豁焉是在屡力修件下形成
,

例如一些耕地在耕作屠下部由趁

犁底翘常施以屋力
,

可以形成片状拮裤
。

此外
,

在  的工作中曹阴明了片状拮磷的形成舆土壤腰艘的核翔有阴
。

也有人豁焉土壤在凉桔待
,

由龄水瑰朋展的作用
,

可以形成片状桔椿 。

根棣肇者的溉

察
,

在土壤表屠常晃的一植片状桔撬
,

常戴以用上述甜原因满意解释
,

因而推想可能有

其他形成的原因
。

本工作即在粉研究土壤乾棍夔具舆片状拮褚形成的阴保
。

寅 脆 部 分

在探封片状桔椿的成因待
,

我们首先注意到了在平整地形上片状屠次是依水平方

向排列的
,

疽罄示了我们阴龄片状桔椿的形成可能和土壤中水分的翅具有朋
。

由朴和

地表等距雌虑之土壤
,

常常有相等程度之乾很夔具
,

所以我们就在育脆室内封土壤巡行

了乾摄的交替虚理
,

溉察是否由龄土壤的乾漏交替桔果
,

可以癸展出片状桔椿的特徽来
。

献胶一 片状桔褚形成典土壤乾很燮具的阴保

献株共分丽翔

夙乾土碾翻捅 遏道侄 毫米土筋
。

此翔土包括 杭州苹家池冲梢屠上部栩砂壤土
。

杭

州玉皇山下石抓岩上夙化之杠色粘土
。

杭州麟塘江篷粉砂霄脱盛土
。

杭州玉泉杠土上黄育

之缸壤表屠粘壤土
。

杭州奉家池冲镇屠底部栩砂土
。

杭州净寺缝石唇上夙化之缸色粘土
。

田简自然土瑰
,

切取徒尚稍潺消
,

完全保留原 自然肤憨
。

此绷土包括
,

杭州苹家池冲梢屠

日邻栩砂壤土 热精搏
、

含少量有楼臂
、

较整箕
。

杭州辜家池冲横屠下部韧砂土 期殊吉椿
、

椒少量

有掇臀
、

教散
。

献娥洲寺取胡盒
一

铜盒
,

高
·

厘米
,

道理 厘米
,

盒底有孔
,

盒底先放滤藏一

眼
,

将碾栩士株装入盒内
,

每装入少静即在桌上轻擎敷下
,

使之密置
,

装满援
,

刮平上部
。

如献檬震自

然土瑰
,

则切取舆盒容梢大小相同之土瑰
,

安放盒内
,

盒底亦先置滤机一强
。

将装土俊翎盒放龄平底

水槽内
,

使盒值高出龄水面
,

浸泡 一 ,
、

畴
,

使建水分鲍和
,

然俊置赞 一 下乾操之
,

乾燥舆

浸泡交替淮行数次
,

最徒将土瑰烘乾
,

用刀欲切篇二
,

毅察之
。

由藏脆桔果可见
,

任何供藏土镶挺乾很交替虑理徒均崖生不同明孤程度之片状拮

橇
,

形熊 卜舆田简 自然片状桔褚非常相似 圆 知碎土楼较 自然燕桔礴之土瑰更易龄

蓬生明颖之片状桔横
。

焉了淮一步明催片状拮褚的形成奥乾棍燮界次数和程度的朋保
,

我们又做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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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自然片肤桔裤典人工片状桔祷之形馨此鼓 自然片状桔棒 室内艇三次乾藻嘘理徒所

得之人工片肤精稀
。

餐侗贰脆
。

献旅二 乾潺燮具次数封片状桔裤形成的影馨

取杭州玉泉杠土上硬育之杠壤篇供熟 匕株
。

按团隙制楼械分析桔果
,

含砂 粒 。
· 、

粉砂
、

粘粒  
,

履壤胃粘土
,

值 石
,

含有楼臀少量
。

土檬握凤乾援磨韧
,

通道孔握 毫米

的土筋
。

歌输寺按前逃方法将士橡装入胡盒内
,

然炭将铜盒按不同要求
,

遨行下述各幢乾燥舆潺消之虚

理
。

潺溯
—

在平底水槽内浸泡 水面低赞盒值
,

乾燥
—

在烘箱中推行
。

虚理 将装入士檬之胡盒五夔
,

置盛水的平底水槽内浸泡
,

每次浸泡畴咫焉一警夜
,

使建水分鲍

和
,

然俊取出
,

赘  一即
”

温度下烘 小畴
,

使之乾燥
。

蔓胡盒分别用此幢方法做一次
、

二次
、

三

次
、

四次
、

五次乾潺燮界
,

最援比较其片肤桔椿登育之明黝程度
。

桔果颖示 释一次乾潺燮具虚理者
,

片状拮椿趣乎不癸育
,

谨具有梅少数横向裂隙
,

士瑰骼猜不膨月易 释二次乾潺燮具虚理者
,

已有相常明颖之片状桔裤
,

士瑰骼猜亦有颖

著膨眼 三次
、

四次
、

五次乾潺燮界虚理者
,

片状拮磷依次随次数增多而簧育更焉颖明
,

五次乾潺燮具虑理者
,

最援膨胀高度焉 厘米
。

圈

‘歌筋三 乾潺燮具程度当片状桔磷形成的影馨

一 充分乾燥
,

不 同的混谓程度比较
。

所用漾品
、

胡盒及操作方祛均同歌撇二
。

将装入铜盒之土谁篆各做四次乾潺燮具
,

每次龄 。一
“

温度下烘至恒重
,

但每次用不同的浸泡

峙简
,

使具有不同的潺摺程度 表
,

虚理四幢
,

重棋二次
,

最俊烘乾颧察
。

拮果表明片状拮椿癸育之明颖度随乾橇燮具程度 即每次浸泡特简的畏短 遮增
,

乾潺燮具程度愈大者
,

膨胀度愈大
,

片状拮椿生成亦愈明欺 表
。

二 充分潺消
,

不同的乾燥程度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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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少 口少

少

气 少 〔

圆 乾俱燮界次数野片状精祷形成的影瞥 一次 二次 三次 同圆 四女

五次
。

注意片状桔裤之登展舆土瑰之膨服度均随土瑰之乾混燮吴次敷遍增

表 充分乾操舆不 同的操润程度断土攘片袱枯摘形成的影婆

檬 品 耽 数 每次在水槽内浸泡的畴圈 分撞
最俊一次混消俊土瑰膨服的
高度 毫米 片状精磷的登展

抖
二姗份一

月

泡至土全瀑立即取出水槽
,

构 一 分撞

同 上

一

一

一

檬品
、

胡盒及操作方祛同斜敏二
。

将装入铜盒之土株各做三次乾潺燮具
,

每次潺消降浸至鲍和
,

然俊在
“

温度下用不同畴简乾

燥之 表
,

使具不同之乾燥程度
,

虚理四踵
、

重棋二次
,

最俊烘至恒重级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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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充分混消奥不同的乾燥程度勤土壤片状枯横形成的影婆

漾 品 糯 教
在 温度下每次遨行乾燥的
畴 胡 小 畴 片状桔磷的矍展

一 一肠肠一一一一

士一十一

了

第三次藻稠佳土瑰膨胀的高度
毫米

一

十

由表 可兄
,

片状拮裤的明顾程度随乾潺燮奚程度 即每次乾燥峙 简的畏短 通增
,

乾潺燮具程度愈大者
,

膨服度愈大
,

片状拮椿形成亦愈明髓
。

献脆四 乾混量具中脱水速率货片状桔裤形成的影馨

檬品
、

翎盒及操作方法同熟输二
。

料联入胡盒之土毛羡做二次乾潺曼界
,

每次潺润畴浸至鲍和
,

乾燥畴分另以不同温度控制其脱水速

率 表
。

温度低者脱水慢
,

须债量延辰乾燥峙简
,

最俊直至恒重 小数俊一位 焉止
,

剖朋土瑰颧察
。

虚理共三踵
,

重棋二次
。

表 乾操熨昊中脱水速率划片状桔裤形成的影续

漾 品 髓 数 乾燥畴挫制其脱水速率之温度
。 第二次湃消徒土瑰膨胀高度

毫米
片肤精裤的登展

士

八曰八州一‘勺‘心

由表 可兑
,

脱水速率快者
,

膨胀度大
,

片状桔横癸育明颖 表
,

脱水速率慢
,

昔
,

情形相反
。

此检圃保在雨次乾瀑燮具援已很颖明
。

歌肪五 土瑰所受壑力大小 即代表土瑰操润峙艘猜膨服之可能性 纤片状桔橇

形成的影馨

檬品演同盒及操作方法同熟脆二
。

菊装入铜盒之土檬予以各方面生成片肤耗橇之良好像件 次乾潺燮具
,

每次以
“

温度充

分乾燥及浸泡一叠夜充分澡澜
,

谨土木篆上部徨有平底瓦片
,

使勇翰去膨胀
,

最俊乾燥之
,

剖朋数察 泥

土烧掣之瓦片
,

外部燕釉
,

赞土瑰乾潺遇程中
,

瓦片亦能随之乾潺
。

在此贰脆修件下
,

土瑰内谨有拯少量横向裂隙
,

没有片状桔裤形成
。

献戮六 乾潺燮具前原土壤桔裤野片肤拮裤形成的影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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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用上述同一土檬
,

一部分磨韧遏筋
,

另一部分保留原有圃瑰肤桔橇
,

将丽部分同畴置龄一较大

的铜盒中 底部有孔
,

盒高韵七
、

八厘米
,

形肤舆土述胡拿相似
,

谨容横校大
,

使之乾潺量奚五次
,

每

次以
“

温度充分乾燥及浸泡一叠夜充分潺渭
,

最援乾燥之
,

颧察精果
。

拮果颖示片状桔椿谨形成粉原土檬被磨韧煞桔磷的部分
,

原有桔橇庭不形成片状

桔横
。

歌脸七 断田简片状拮裤的贰肺

焉了撩解田背片状精捞舆室内人工片肤桔褥春的生成原因是否一致
,

以及片状精搏生成俊是否含

再清失
,

我俏取杭州辈家池冲横唇上部袖砂壤土‘翌育微易动之自然土瑰焉供藏
二匕檬

。

熟脚寺将田简

具有良好片肤本古橇之土瑰凤乾
,

然役小心切成舆
一

伽盒容横同檬大小
,

置赞盒内

盒底先放入滤机一张
,

一瑰使 片肤桔稀横朝舆盒底平行
,

一魂使横朝典盒底垂道
,

另切取土壤相同

但不具片肤精橇之田简土瑰一瑰
,

装入铜盒
,

做震封照
。

将三土瑰分别乾潺燮纂二次 浸泡至充分潺

消及
“

烘箱内充分乾燥
,

颧察其燮化
。

藏脆拮果可概述如下

片状拮横横朝舆盒底平行之土瑰
,

在第一次潺消峙即膨眼甚快
,

高 出铜盒连 毫

米之多
,

雨次乾握燮具俊
,

片状桔橇较原有者癸育更篇良好
、

清晰
,

屠片厚度多在 毫

米左右〔较原来稍薄 圆
。

圆 田尚原具有片状桔稀之士瑰艇遏乾湃燮显 虚理俊之形馨 使桔携之横朝典盒底于行
,

挫虚理俊片状桔裤较原有者登育更妈良好
,

屠片翰原来更薄
,

使精裤之横朝典盒底

垂直
,

挫虚理俊
,

原有之片状精裤大部消失
,

但新形成 了横朝平行龄盒底之片肤桔磷
。

,

片状拮磷横翰舆盒底垂直之土瑰
,

在第一次瀑润峙亦能膨服
,

但膨服较慢
,

尤可

注意者
,

其膨服自雨端朋始
,

遏程如圈 所示
,

最援膨服高度亦豹 毫米左右
。

在雨次

乾握燮具俊
,

原有横朝垂直粉盒底之片状拮裤大部消失
,

谨保留若干不明霜之痕跻
,

而

新形成了横朝平行龄盒底之片状拮裤
,

屠片厚度多在 毫米左右
,

筒相常颖明〔圆
。

不具片状桔橇之自然土瑰
,

雨次乾褥燮具援
,

膨服很少
,

片状拮裤形成不明颖
。

就旅八 片状桔椿横朝生成方向的研究

根檬上面所遨行的贰瑜
,

翎盒内所形成的片状桔椿其横轴大致水平 如圆
,

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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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寸门 户 自 斤角 币
二
二
斗

圆 使自然片状箱梅之横轴垂直龄盒底
,

将土瑰派消峙膨服之摄程示意圈

雨端及近盒底渔缘庭有替曲
,

捉是裹可以看出片状桔裤的屠片方向似和土壤的燕截面

平行
,

橙褚野外溉察中所癸现的屠片排列和地表平行的事臂
,

也彼此符合
。

篇 了逆一步

蹬明片状拮楼屠片排列方向舆土壤蒸癸面形状的朋保
,

我们又遨行了下面二佃栽肺
。

在第一侗贰墩裹
,

所用土楼
、

酮盒
、

乾漏方法均舆贰脆二相同
,

只是把土表形状切割

成下陷的三角形 如圆
,

将此盒艇三次乾漏虚理
,

拮果形成了片状桔礴
,

其横轴方向

如圆 所示
。

匕
圆 改燮土表形状封所形成的片状桔裤的横帕方向的影

咎 箭豉表示水分蒸余的方向

在第二侗拭殷裹
,

所用土楼
、

铜盒
、

乾很方法也舆前相同
,

只是在土壤表面的中央安

置一圆形玻片
,

以防止水分的直接蒸登
,

因玻片重量不大
,

常土檬撮消待仍可向上膨服
,

但乾燥待水分只可沿玻璃舆盒椽简之趁隙逸出
,

如圆 所示
,

握三央乾漏夔界援
,

生 成

片状桔橇
,

其横轴方向如圆 所示
。

,
“ ” ” ’

一
‘

一

夔巍

圆 土檬上方盖有玻片封所形成片肤桔稗的横轴方向的影髻

箭硕表示水分蒸登的方向

最援
,

篇 了研究土粒形状和土粒排列方向舆片状桔褚简的阴保
,

我俩又把片肤拮裤

在 倍顺微镜下淮行毓察
,

根谏溉察桔果燕希 自然生成典人工形成的片状桔撬土瑰
,

其土粒排列均燕一定规刻
,

桔捞屠片之简篇朋窄不一之裂健
。

封 渝

一 形成片状枯槽的原因很多
,

地表常兑的片肤桔椿可能不是因沉清
、

永谏或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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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造成
,

而保常翘乾混燮兵的桔果
。

理由如下
‘  疽核拮稀横朝的方向

,

常平行

龄地面
,

但韭不一定水平
,

假如是沉覆或厘力等原因造成
,

是些倏件不曹恒舆地面平行
。

 是踵桔橇常只兑龄距雕地面不深的土屠中
,

假如是沉猜或厘力等原因造成
,

疽些倏

件不谨存在龄表屠土中
,

甚至下屠曹较上屠的修件更好些
。

(
3
) 就是桓桔横的形熊靓

,

屠片舆屠片之简业不完全脱雕
,

而只焉一些不痊擅的横向裂隙所隔成
,

此外唇片常常愈

近地表愈篇清晰
,

向下屠片渐厚
,

屠次不颖明
,

是些均非沉碴或赓力等原因所可满意解

释
。

( 二)在乾很夔具修件下逢生的片状桔礴分怖地匾甚魔
,

其形成可能舆土壤桓频燕

直接朋保
,

而主要受下列规方面倏件的限制
: (l) 地面植被情况—

在多数地面植被情

况良好的琪境下
,

土壤由焚植物根的作用形成圈粒桔梅
,

因而乾混夔具的程度较小
,

又

因士壤艘既形成圃粒拮楼援
,

不易膨眼
,

遣楼均致不易彦生片状桔橇
。

(
2
)原土壤拮横

情况
—

如原有土壤含有楼鬓或其他腰拮物登富
,

因桔稀牢固
,

HlJ 不易形成片状桔椿
。

(
3
) 地表裸露待简的畏短及乾潺夔界楼含的多少—

如待简遇短或缺少 乾棍燮 具楼曹

的地方
,

不易形成
。

根谏上述
,

凡地面少植被
、

原缺乏拮椿的土壤
,

如不受人篇翻勤
,

露

粉地面一定待期徒
,

多半曹崖生不同明顺程度的片肤桔裤
。

( 三)土壤在乾操燮吴修件下崖生片状拮椿可能篇一筒翠的楼械作用
,

即赏土瑰棍

摺膨服待
,

髓猜夔大
,

再涯乾燥
,

艘猜不能恢腹
,

必然留裂隙粉土瑰中
,

此桓裂隙常垂直

龄水分逃逸的方向
,

在士瑰乾燥遏程中逐屠生成
,

因横向裂隙逐唇甲卜列
,

莲成片状拮裤
。

推想其形成步墩如下圆‘圆 7):

t !

巨二习 肇耀瓢 癫薰巍 {赢赢赢 霆羹馨}

0 -一 工 餐一
亚 自

-
一

皿

圈了 乾混燮吴中土褒片肤桔裤形成步舜之推想 (I) 示乾燥土瑰
,

( 1 1) 示

瀑溜便之上瑰
,

(
1 1 1

) 示形成之片状箱彬
。

(箭硕表示水分向上蒸登)

片状桔横之每一屠片 中业搜有特殊的谬裕物
,

因而杨不稳固;易粉破壤
,

徒顺微镜

下颧察的桔果
,

屠片 中的土粒排列也没有文序
,

看来大概凡遇水能膨服的土壤均有生成

的可能
,

疽些都因篇疽檬片状拮裤的形成只是一商翠的乾袱燮具舆瞪猜膨服的遏程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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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研究之各因子中
,

乾褥雄具文数多
、

乾漏攫吴程度大以及乾派燮具中脱水速率

快均能促使土瑰膨眼程度增加
,

所以均能使片状桔椿的形成更焉明顺
。

因篇片状桔裤

的形成常舆土瑰的膨服相珊繁
,

所以如果纷土壤施以厘力
,

使之不易膨服
,

HlJ 维题乾潺

夔界依然不能形成片状桔椿
。

土瑰在乾漏燮具遇程中
,

因能膨服而崖生片状桔裤
,

同待崖生片状拮梆俊
,

内部留

下较多孔隙
,

再艇棍消峙
,

能更好地膨月畏
,

此瑰象焚不同乾很攫弄次数的比较藏段中
,

可

明颖地看出
。

在货田简具有片状桔裤的土瑰的拭脆中
,

使之撮消
,

一次便可有较大的膨

服程度
,

靛明是植拮礴舆室内因乾棍燮具而崖生的片状桔裤有相同的特默
,

厢然
,

也可

能具有相同的成因
。

在货田简具有片状桔椿土瑰的潺润藏脆中
,

桔搏横轴舆盒底平行者
,

向上膨眼快而

均匀
,

横轴舆盒底垂直者则慢而不匀
,

援者膨眼自雨端朋始
,

是裹首先孟明了膨脸情况

舆片状拮裤催有朋保
,

否nlJ 雨者患有相同的膨服清况
。

其次盆明着垂直趁片状拮礴横

轴的方向曹有较大的膨服度
,

似也表明着屠片的登生舆膨服有密切朋保
。

此外
,

援者在

雨次乾派夔具筱
,

原有片状桔裤大部消失而形成另一方向的新片状桔拂
,

遨一步橙明了

疽核拮裤的不稳定及易龄破壤
。

但如修件遭富
,

形成也不困戴
。

( 四 )此核片状桔橇因保乾燥待土瑰收精崖生横向裂隙形成
,

所以它的横轴方向主

要决定放水分的蒸登面而艇常舆之平行
。

在一般 自然情况下
,

水分多向上蒸登
,

重力水

多垂直向下流失
,

因而片状桔猜的横轴一般后水平方向
,

但接近地表虚
,

因地面常不艳

封水平
,

水分垂直粉微有起伏的地表蒸登
,

故片状桔捞横朝亦平行砖地表生成
,

此橄现

象在各地野外所兑非常颖明
。

在室内研究待
,

酮盒内桔裤横轴的方向大致水平
,

需明因水分向上蒸敬造成
。

但因

在烘箱内温度上异待
,

接近铜盒篷椽部分先熟
,

蒸敬较快 ;最俊在盒底角落部分水分向

外傅送面小
,

乾燥较慢
,

因而造成土瑰上部舆底部近篷椽虑桔橇的横轴方向微有臀曲
,

然非篇各部分乾燥的文序不同所致
。

在改趁土瑰形状及改趁乾燥倏件的雨武肺中
,

横

轴形成的方向均明颖地典水分逃逸方向垂道
,

也就明了是栩朋保
。

此外
,

桔礴横朝形成的方向舆土瑰佩润待水分馗行的方向可能也有阴保
,

道方面遣

填遨一步的工作加以肯定
。

( 五)通常所兑的片状桔裤每愈至深虑愈不明顺
,

至一定深度上曹完全消失
。

根镶

此核片状拮裤形成的倏件
,

推测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
(l) 一般在地表因能接受隆光

,

水分子易向大氟中逃散
,

易龄乾燥
,

降雨待又首先接受水分
,

易龄潮漏
,

土壤下屠月d不具

有疽些修件
,

乾漏燮吴的程度较小
。

(
2
) 通常地温的雄幅愈至深居愈小

,

土壤下居在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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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易上异的修件下
,

乾燥特必然脱水速率也慢
。

(
3
)下屠土壤接受上部土屠的屡力

,

在潮撮暗膨服的可能性也小
。

在挑重原因的影馨下
,

使遣核片状拮横只在距雕地表很

近的士屠中方能登现
。

‘

( 六 )片袱桔裤在冲猜母置的土壤上易焚登现
,

但在不少情况下
,

可能其成因业非由

龄冲猜
。

根慷推测
,

在冲猜地上常地势比较平坦
,

水分易放停精;有待新冲倩地植被筒

未繁茂
,

均篇形成片肚拮搏的有利倏件b

演海镬土地带也焉片状桔裤最易癸现的地匾之一
,

可能除地势平坦一因子外
,

因土

壤缺乏桔礴
、

少有楼臂
,

加以植被稀疏
,

同待是些地匾雨量也较登富
,

土壤有乾操夔具的

楼曹
,

使片状桔裤有充分癸展的可能
。

在碱土地遥
,

地表癸现的片状桔橇每梅篇清楚
,

可能不谨因土壤缺乏枯椿
、

地面植

被稀疏
,

而且碱土下屠因有壑育之 B 屠
,

水分不易下渗
,

使上屠燕拮磷的土壤有充分混

栩的楼含
,

疽漾便容易形成良好的片袱拮棒
。

在灰化土及生草灰化土地逼
,

A
:

屠中翘常有良好的片肤桔椿
,

焉一般人所熟知
,

是

否具有上述同横的成因遗不能肯定
,

但有些倏件很值得注意
,

例如 A
:
屠均缺乏有樱臂;

不具良好拮横 ;下面有一壑育的 B 屠
,

水分易在此停猜;同待 A
Z
屠一般距地表业不很

速
,

具有较大乾棍燮具以及膨腹的可能
。

假如靓含粉砂较多的土壤
,

在乾摒夔具中易粉

形成片肤枯裤(觅下筋)
,

A
:

屠恰巧也是含粉砂较多的屠次
。

疽瓮明它的片状桔横也可

能是乾棍燮具的拮果
。

在黑能江省虎林嚼的生草灰化土上
,

肇者曹癸现被侵触地愿混

入表土的 A
:
屠土瑰能翠镯形成片状拮椿 (根檬每一土瑰桔搏的横朝均平行粉地表

,

歌

明片状拮礴是混入表土援形成的 )
,

且在形熊上舆下屠者非常相似
,

靓明了上屠舆下屠

的片状拮裤可能有相同的成因
,

而上屠的疽些零碎士瑰能翠镯形成片状拮裤用沉猜
、

厘

力
、

水谏等原因均不易解释
,

可能仍是乾振夔具的桔果
,

赏然是方面也遗须淮一步的研

究
,

方能肯定
。

( 七 )片肤拮椿在形成上舆臂地的朋保
,

根檬室内室外的一些初步溉察
,

砂性土 (尤

其是粗砂土)土粒简缺乏粘性
,

潮混援梅少膨眼
,

所以不易形成片状拮椿 ;粘性遏强的土

壤雄容易膨眼
,

但有待易粘桔成圃
,

亦不易形成片状桔橇
,

工作中初步的印象是
:
含粉砂

或翘砂较多的土壤易焚形成片状拮椿
。

在本次工作中曹癸现 自然土瑰舆同一土壤被磨

栩者雕同檬可形成片状拮椿
,

但前者较援者焉攀(表境在镇较多次的乾褥燮具或形成者

不孤明)
,

尤其臂地较粘者
,

遣植现象更篇顺著
。

另一现象篇臂地较粘之土檬
,

有待跟趣
,

一 ,

遇筋(孔握 2毫米 )
,

但多半粘成小颗粒状熊
,

其铜盒中靛麟桔果舆粗砂挑乎相同
。

捉疽

些现象均使我俩镶疑到土粒简粘桔力遏强者(有特由龄臂地
,

有待由放其他腰桔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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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
,

在乾橇夔具中可能形成片状桔横较弊
,

通些均需粉准一步的工作中加以系就研究
。

臂地在桔横形成上很可能也是影馨较大的因子之一
。

摘 耍

一
、

片肤桔橇形成的原因很多
,

但在地表常兑的一桓可能不是沉猜
、

水谏或厘力等

原因造成
,

而保常艇乾握夔具的桔果
。

二
、

在乾撅夔具倏件下崖生的片状桔礴分怖地匾甚潇
,

可能其形成舆土壤核翔姆

直接朋保
。

凡地 面少植被
、

原缺乏桔裤的土壤
,

如不受人焉翻勤
,

露粉地面一定峙期援
,

多半曹崖生不同明顾程度的片状桔椿
。

三
、

土壤在乾棍燮吴修件下彦生片袱拮裤可能篇一筒罩的楼械作用
。

即土瑰漏润

侍膨服
,

髓猜燮大
,

再趣乾燥
,

艘猜不能恢腹
,

留下横向裂隙龄土中
,

遂成片状枯裤
。

在

所研究的各因子中
,

乾撬夔具次数多
、

乾潺燮吴程度大以及乾很壑具中脱水速率快均能

促使土瑰膨胀
,

所以能使片状桔横形成更焉明颖
。

如野土瑰施以屋力
,

不予膨服
,

雄土

瑰具有各方面生成片肤桔梆的良好倏件
,

仍不能形成片状拮椿
。

封田简具片状桔褚土瑰的贰肺中
,

靓明它可能舆室内人工片状桔礴有相同的成因
,

一方面也靓明了是核枯橇的不稳定
,

易龄破壤
,

但如修件滴合
,

形成也不困靴
。

四
、

此核片状桔礴因保土瑰乾燥峙彦生横向裂隙所形成
,

所以桔裤横朝生成的方

向主要决定龄水分的蒸登面而趣常舆之平行
。

疽核朋保在野外具艘表现焉桔横横轴常

舆地表平行
,

在室内的挑项贰肺桔果舆此也相符合
。

此外拮裤横轴形成的方向是否舆

土瑰棍渊峙水分遨行的方向有眼
,

篷待准一步的研究解决
。

五
、

通常所兑的片肤桔横每每愈至土壤深虎愈不明颖
,

推测其原因可能是下屠土

壤具有以下特性
: ¹ 乾握燮具程度小

,

º 乾燥待脱水速率慢
,

» 受到上部士唇的厘力
,

很

峙不易膨服
,

是挑方面生成上的不利倏件粽合影馨下的桔果
。

六
、

片状桔椿容易在冲猜母臂的土壤上
、

演海陇土地带以及碱土地匾等虑表土上

癸现
,

道可能舆
:
地势平坦

,

水分易粉停猜;植被稀疏;土壤缺乏桔褚;或下唇壑臂
,

水分

常猜粉上部
,

使表土能充分棍润等因子有阴
。

在灰化土及生草灰化土地愿
,

A

:

唇中的片状桔梆是否具有上述同横的成因
,

遗不

能肯定
,

但有些倏件很值得注意
,

如 A
:
屠缺乏有楼鬓

,

没有良好拮棒;下面有一壑臂的

B 屠
,

水分易在此停猜;一般 A
:
唇距地表不速;同待在臂地方面含粉砂较多

,

靓明其片

状桔榕也可能是乾很烫吴的桔果
。

七
、

臂地在片状桔梅的形成上也可能是影智较大的因子之一
,

工作中初步的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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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粉砂或耙砂较多的土壤易聆形成
,

土瑰内粘拮力遏强待不易形成
,

但迄熟充分橙慷
,

遗有待淮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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