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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的土壤制图周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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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 或生产大队 要能 因地制宜地制定种植
、

翰栽
、

施肥针划
,

以及着手土壤改

良
,

必填音先了解土壤的类型
、

性状及其变化情况
。

土壤是农业增产的基本条件之一
,

但

各地自然条件不同
,

土壤性质又有差异
。

各地农民视长时期的生产实践
,

对融土
、

辨土以

及适应这些土壤的相应措施
,

都有一套丰富的握验
。

如能把这些握验系挑化
,

又能与近代

土壤科学成果合流
,

粽合辐成各项土壤图幅
,

写成土壤查料
,

将可具体地供抬生产单位作

为发展生产及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重要依据
。

但是我国自然条件复杂
,

各不同的土壤地

带所突出的土壤科学阴题并不一致
,

要使农业生产确能办到因地制宜
,

基本的土壤图幅是

十分必要的
。

我国进行土壤稠查
,

虽已有三十年的历史
。

但在解放前大部分着重路找勘察
,

箱制小

比例尺土壤图幅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毅事业的发展
,

曾进行过
、

现在还进行着重点建

殷地区中比例尺土壤铜查
。

但是这些中
、

小比例尺的土壤图幅
,

只能表示一个地区的概况
,

不象大比例尺土壤图幅可供人民公社从事农业生产的具体参考
。

有关大比例尺土壤群潮

的工作
,

过去只在一部分地区或为了 拣干部才进行
,

并且工作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忽戒当

地攀众握验的总拮 , 年开展拿众性土壤普查时
,

重视了总拮草众的握盼
,

但如何把攀

众握验融合到大比例尺土壤图幅中
,

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简惫
。

大比例尺土壤图既要祥

栩表示这个地区的自然特点
,

也要反映农民敲土和辨土的视验
。

制图方法及分类系就都

还没有很多握输
。

为此
,

我们在河北怀来西八里人民公社握堂房生产队
,

进行了两年的土

壤群测研究
。

本文将首先甜萧土壤群 ! 制图朋题
。

至于土壤特性及分类
、

土壤薛价和改

良利用等阴题
,

将另文发表
。

握堂房生产队位于河北怀来盆地
,

是洋河所沉积的河谷平原
,

洋河与桑乾河在本区东

南部汇合成永定河
。

洋河曹在敲队境内流过
,

并屡超改道
,

形成一系列相对洼地及洼地边

徐的沙丘
。

洼地中有明显的盐分累积
,

形成盐清土
。

因此
,

敲生产队同样具有华北平原地

区旱
、

涝
、

盐清及沙的特征
。

不过
,

敲队是一个淤灌地区
,

有明显的淤灌沉积层
。

这是一个

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生产队
,

解放以来生产不断发展
,

到 年平均亩产已达 斤的水

平
,

是河北张家 口地区的先进生产单位
。

现将生产队的制图固题
,

分别尉渝如下
。

一
、

土续群图比例尺的确定和选择

生产大队土壤制 图首先要解决的阴短是 在这样的河谷平原地区究竟需要多大比例

尺 需要多大的等高简距 才能正确地反映土壤变化情况
。

国际上对这种类型的土壤工

参加工作的尚有张淑光
、

王关碌
、

何述尧
、

王鹤林
、

榭佩珠等同志
。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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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采用的图幅比例尺大多为 ,
,

如苏联  国营农锡及集体农庄土壤祥侧中通常

所用的 只有在拭阶锡才应用大于此比例尺的图幅
。

美国以及西欧国家一般应用 ,

或接近
‘ ,

英寸等于 英里 团
。

但我国地形起伏较大
,

土壤变化复杂
,

应用此

种比例尺
,

很难符合实际需要
。

例如超堂房生产队虽然位于平原地区 但由于淤灌地形及

盐清情况
,

不易用 , 的比例尺确切地反映出来
。

而且平原地 区地形高差简距也较

小
,

如引用 厘米差距的等高简距
,

也很难正确地反映出平原土壤水分
、

盐分运斡及累积

情况
。

根据我俩此次实侧地形底图表明 对这样类型的平原地区
,

应敲采用 , 此例

尺的底图为合适
,

对等高简距来靓
,

也应加 厘米的半破核
,

郎 厘米的等高简距 而我

们此次实际应用的是 厘米的等高简距 图
。

这样
,

在成图比例时
,

可精制为 乓

的各项图幅
。

测制土壤图时
,

通常应用具有等

高简距拔的地形底图
,

这种图幅如盾

量较高
,

尚可满足土壤制 图的需要 但

我国大部分地区无良好的地形底 图
。

这样不可能反映土壤类型及其分布的

复杂性
。

今后
,

有待 箱部阴重祝不

同农业地区精确地形底图的测制
,

并

拟出相应的规范
。

但是具有等高核的地形底图
,

只

能作为土壤图
、

土壤质地图以及反映

地下水状况及盐分状况等的底图
。

为

了适应人民公社或生产队生产实践的

需要
,

必填侧制地块图 图
,

反映田

块的类型
、

形状
、

大小以及沟渠
、

道路
、

居民点
、

坟墓
、

水塘等
,

并将不同地块

的当地名称标出
,

作为耕地分布
、

土地

分等
、

土地利用现状
、

土壤盐斑分布
、

土壤养分状况及土壤改良利用等图的

底图
。

生产单位可以据此安排生产
、

血血血血血血血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甲叫叫二二‘ , , 峨, , , 当‘‘ 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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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平原淤灌地形例图

布置作物翰栽以及土壤改良等各项农业措施
,

从而加张土壤查料与图件的实践意义
。

因此
,

为了搞好生产队土壤群侧工作
,

必复先准备两套底图
,

郎地形底图及地块底图
,

而且二者不能代替
。

因地块图只能反映平面方向及地块形状
,

不能反映土壤的复杂变化
、

情况
。

反过来
,

地形底图
,

虽能反映土壤的变化 清况
,

却不能与实际 田块符合起来
,

因而不

能满足生产单位布置生产的要求
。

地形
、

地块底图可以同时侧制
,

 点相同
,

而分别标出

高程与田块形状
,

在最后成图时分别糟制成单独的图幅
。

二
、

土续祥测制图内容的制定

人民公社 或生产大队 的土壤祥 
,

如何能使土壤图更符合地区特点及生产要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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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图幅中究竟应包括那些图幅 都属于这次工作中所应解决的简题
。

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土壤制图方法
,

补有以下几种方式
。

带等 料 , 父。一
地

‘ 一
地‘
械

图 地 块 例 图

一种是粽合土壤图
,

郎把土壤

变化的各填因子
,

都以符号
、

号礴标

在一幅土壤图上
,

如德国的史崔禹

 呼 ,

把土壤的盾地
、

拮构
,

甚至水分状态
,

均以符号分别表示

在图上
。

有时还把地形
、

母厦类型

也标在同一土壤图中
。

这样的 作

法
,

使得土壤图内容变化繁多
,

图幅

内容很不清晰
,

并且图例也很多
,

使

敲者不易立郎形成清楚的概念
,

因

而降低了图件的使用价值
。

另外一种土壤图
,

实际上也属

粽合土壤图的范畴
,

自美国土壤稠

查报告中所附的图幅  ,

通 常也只

附一份土壤图
。

在这份土壤图中以

土系为划分的基本单元
,

辅助以土

相
、

土粗等变异
。

将局部地形
、

土层

厚薄
、

表层厦地以及其他土壤变异
,

均列入土相范畴
。

这种方法他们已

握应用多年
,

根据最近所晃到的报

告来看
,

仍是如此
。

对这样类型的图幅来魏
,

,

必然要有祥栩的土壤报告翰助靓明
,

否 
,

很

难看
·

潇这些图幅
。

第三种是苏联常用的方法  
,

郎以一份土壤图为基干
。

这份土壤图依据土壤发生分

类为依据
,

再辅助以比例尺较小的养分分布图及其他相应的图幅
。

换句器砚
,

以土壤图为

主
,

再辅助一系列的因子分析图
。

其他 国家也有用因子分析图的作法 , ,

但有些图现在

看起来
,

尚不够完善 有的土壤图因土壤基层分类不够明确
,

也不易看懂
。

此次工作中
,

我俏基本上采用了土壤因子分析图的作法
。

但工作过程中
,

更多的考虑

了我国的具体情况及工作地区的特点
。

特别是斜对人民公社 或生产大队 的生产要求
,

企图通过不 同地区的工作
,

能反映我国不同土壤地带的土壤制 图方法及内容
,

作为人民公

社发展当前农业生产
,

或将来农业技术改造的重要参考查料
。

就握堂房生产大队情况来羡
,

是一个冲积平原淤灌地区
,

河流沉积及淤灌沉积变化较

大 又是一个盐清地区
,

盐清及地下水类型均较多
。

这些变化情况
,

在制 图时都要分别反

映出来
。

通过此项工作
,

我俩共福制了土壤图
、

土壤厦地 图
、

地形图
、

地块图
、

土地分等图
、

耕地分布图
、

土地利用现状图 年
、

地下水埋藏深度图
、

地下水等深图
、

地下水矿化

度图
、

地下水水厦图
、

土壤盐分合量图
、

土壤盐分祖成图
、

土壤盐斑分布图
、

土壤碳酸钙合

量图
、

土壤酸碱度图
、

土壤养分图
、

土壤改良利用 图等 种 图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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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列 图幅的内容和性厦
,

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图祖
,

每一个图粗包括若干图幅
。

这些图粗
,

现在分析起来 有些图祖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

无渝什么土壤地带
、

地形单元及生

产特点
,

都要求福制的 有些图祖是属于地区性的
,

因地区特点而 制的
,

现分别渝述于

后
。

 底图粗 底图祖包括地形图和地块图
,

这是土壤群侧的基础图幅
。

不同的图

幅
,

要求不同的底图
,

二者均不可缺少
。

此外
,

精栩的地形图及地块图除用作底图外
,

尚可

单独使用
。

地形图确切反映地面的高程
、

高差
、

坡降等地理因素
,

作为生产单位平整土地
、

殷置和翎整田简灌排渠系和发展机耕的重要依据
。

地块图确切地反映各类土地的面积
、

分布
、

位置和形状
,

可作为生产队补划生产
、

祖撇生产和检查生产之用
。

 土城解价和改耳利用图粗 此图祖包括耕地分布图
、

土地分等图
、

土地利用现

状图和土壤改良利用图
。

这是人民公社 或生产大队 土壤制 图的重要图祖
。

在入民公社

制图中普遍要求侧制这种图幅
。

有了这些图幅
,

生产队就可以更确切地因地制宜安排种

植
、

翰栽 稠整队内外插花地和布置土壤改良等
。

耕地分布图反映生产队的耕地分布
、

面积及非农用地的类型
、

面积
,

从而可以针算出

各类土壤面积的比值
,

使生产单位能确切地了解当前的土地利用率
,

挖掘土地潜力
,

进行

土地整理及土壤改良 并为合理利用土地
,

提供数据查料
。

如表 所示
,

握堂房生产大队

我 性 堂 磨 生 邃 大 陇 土 地 面 积 亩

卜 。

引一下干工六令鑫了一
荒 地 面 ,

、 国 ,
合 静 耕地面积

一一———
竺赘

一

堡竺竺竖竖鱼兰竺竺竺竺…巴土鳌鲤竺雄盆巫竺茎竺

鱿兰里二里里兰二二三兰竺坐里竺竺生里兰巴兰竺兰二兰燮竺兰兰型里竺丝
占总土地

, , , , 二 二 , , ‘ , , , 二 。 , 二 。 , , , , , ‘, ‘ , 二 , , ,

二‘二 , , , ‘ , 护  , 二 ‘ , , 夕 , , “ , , 工 月 ·

‘ 了

一
————————

一口 二 一

占可耕地面积
·

“ ‘
·

” ‘
· ·

” “
,

” ”
·

“ “
·

”

占荒地面积

耕地面积和其他各
类面积之比  

,
·

, ,

。

在怀来盆地来靓
,

虽然土地利用率并不算低
,

但其耕地面积仍然只占可耕地面积的
,

总土地面积的 拓
。

而沙荒及盐碱荒地
,

却占土地面积的 多
,

为耕地面积的 务
,

充分征明改良盐清土在生产队是提高土地利用率
、

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

另外
,

村

庄
、

道路
、

渠道
、

坍地等非农用地亦占了总土地面积的 务
,

可耕地面积的 多
,

为耕地

面积的
,

亦充分靓明了生产队在今后农业技术改革时
,

必填精打袖算地安排各项非

农用地
,

这是扩大耕堆面积的重要措施之一
。

土地分等图反映耕地及非耕地中各类土地的类型
,

分布及面积
,

以供生产队制定种植

舒划等粗撤生产时的参考
。

明确地指出 耕地中好地有多少
、

分布在那里 坏地有多少
、

分

布在那里 沙荒中有些什么样的荒地
,

面积多大
。

在发展农业生产及农业技术改革时
,

可

以知道土壤改良的重心在那里
,

以便因地制宜地
、

分期分批地
、

根据条件逐步进行
。

如表

所示
,

握堂房生产队 , 亩土地面积中
,

沙荒地 , 亩
、

盐碱草滩荒地  亩
、

刚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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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握 堂 磨 生 魔 大 陇 各 等 土 地 面 积 亩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垦地地 盐碱碱 沙荒地地

溉溉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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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阜阜阜阜阜阜阜阜阜滩地地地

, , 。 。

弓  !  呼 月月

占占耕地面积的
‘ 。 。

占占总士地地
。

 !
∀
####   

∀
∃!!!

∀
 %%%  

。

7 555 0

.

6 斗斗 8
.
5 444 2

.
斗999 1 8

.
5 555

面面积的%%%%%%%%%%%%%%%%%%%%%%%%%

殖的荒地 23
.
4 亩

,

共舒 42 4. 6 亩
。

在总耕地 2, 53 8. 7亩中
,

较好的甲
、

乙和丙三类为 1, 84 3. 7

亩
,

占耕地面积的 72.6 多
’

,

总土地面积的 50
.
7务;丁

、

戊和己鼓坏的三类为 695
.0 亩

,

占耕

地面积 27 .4 务
,

总土地面积的 19
.
1多

。

这是生产队争取农业增产和长期农业技术改造方

面的重要依据
。

土地利用现状图具体反映目前土地利用的现状
,

把每年所种植的作物种类
、

种植方式
_

及面积 (包括翰作
、

套种
、

简作和复种等)
,

反映在图上
,

如能逐年累积起来
,

可以据此研究

土地利用是否合理
,

将可作到科学地安排种植舒划
,

更能充分地利用空简和时背
,

使土澳
肥力不断提高

。

土壤改良利用 图是粽合 图幅
,

闷

I
l

二 ~ 二
_ 入

仁- 兰~ 目连- 里~ 之咎当, 米

图3 地下水等深例图

根据自然条件
、

土壤性状变化和发

展生产的要求
,

反映出分期地
、

逐段

逐块地改良土壤的途径和措施
。

( 3) 地下水及土簇盐演图粗

此祖图幅包括地下水等深图
、

埋藏

深度图
、

矿化度图
、

水盾图
、

土壤盐

斑分布图
、

盐分粗成图和盐分含量

图等
,

系半干早平原地区生产队制

图中的突出朋题
。

反映地下水及土

壤盐分的类型
、

分布
、

面积及其盐分

粗成
、

含量等变化
,

是研究土壤盐分

分异规律不可缺少的图幅
,

也是拟

定盐清土改良措施的重要依据
。

地下水等深图(图 3) 反映地下

水的流向
、

坡降等状况变化
,

以研究

其与土壤发生盐化的关系
,

从而为

田简灌排渠系的制整
、

殷置和进行

盐清土改良作参考
。

地下水埋藏深度 图反映各种土

壤地下水埋藏深度情况
。

据此
,

研究地下水埋藏深度与土壤水分物理特性及土壤发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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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分的动态关系
,

找出各种土壤的临界水位
,

供生产单位确定灌溉制度
、

排水沟阴距及深

度
,

为合理发展灌排作参考
。

地下水矿化度图反映地下水的盐分含量及分布范围
,

以研究地下水矿化度和土壤盐

清化关系
,

为确定各种土壤的灌溉制度
、

排水沟的密度和深度等改良措施作参考
,

并可据

此判断利用地下水发展灌溉的可能性
。

地下水水贯图反映地下水的盐分类型
、

祖成
,

以研究其与土壤盐化发生类型和特性的

关系
,

供确定因地制宜改良盐清士措施作参考
。

土壤盐斑分布图(图 4)是半干旱平原盐清地区土壤样侧制 图中的重要内容
。

它确切

地反映土壤盐斑类型
、

面积
、

分布
、

盐分合量

及粗成等变化状况
,

用以研究不同盐分土壤

盐化的成因
、

特征等变化规律
。

如图 4 中表

明 :在同一地区
,

非盐化土壤与斑状盐化土壤

在盐分含量和祖成上
,

有明显的分异
,

非盐化

土壤(图 匀盐分含量较小
,

以表层 50 厘米针

算为 < 0
.
1拓

,

盐分祖成为氯化物重碳酸钙钠

盐;而同一地区的盐化土壤(图 6)
,

其表层 卯

厘米为 0
.
17 呱

,

盐分祖成为氯化物重碳酸硫

酸纳厦混合盐
,

土壤含盐量有明显的增加
,

盐

分祖成上亦有显著的分异
。

再如图 4 所示
,

渠道南部
,

地处低平地区
,

土壤成片盐化
,

盐

分也有明显的积累
,

其盐分粗成 (图 7 ) 为氯

化物硫酸纳盐
。

从这样群相的图幅
,

可以具

体地知道不同类型盐清土壤的成因
,

从而可

以找出其相应的改良措施
。

这是其他比例尺

土壤制图所不能反映的方面
,

亦是盐化地区

土壤祥侧制图中的必需图幅
。

土壤盐分含量图及土壤盐分祖成图
,

反

区〕非州
七
姗 封

,

摊斑 〔国, 盆斑

胜= 4 舜昌鉴曰巷= 舀些
J

。米

图 4 盐斑分布例图

‘

映各种土壤土体内土壤盐分合量
、

祖成及其分布
,

研究土壤盐分的分异现律及其与盐清土

发生类型
、

特征的关系
,

也是盐清土改良措施的重要依据
。

( 4) 土续发生类型
、

分布及其特性图姐 此祖图幅包括土壤图
、

土壤厦地图
、

土壤

养分合量图
、

土壤酸碱度 图及土壤碳酸钙舍量图
,

反映土壤的发生类型
、

分布
、

面积
、

理化

特性及养分状况的变化
,

从而研究各种土壤的生成
、

演化
、

发生特征及其养分状况
,

是土壤

本身性状变化的重要图幅
。

土壤图是粽合反映土壤的发生类型
、

分布
、 面积

、

理化特性及养分状况等变化及其相

互关系的图幅
,

是研究土壤生成
、

演化
、

发生及肥力特征的重要图幅
。

过去土壤制 图只测

制一幅土壤图
,

虽然亦反映土壤的上述变异;但在不同目的下
,

使用这项图幅时
,

有时威到

不能满足生产需要
。

同时我们款为粽合土壤图仍很需要
,

可以把土壤性状的各项变异
,

粽

合反映出来
,

把土壤的各项变化有机地联系起来
。

但为了不同的生产要求
,

得测制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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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非盐化土盛盐分粗成(50) 图 6 樱盐斑的盐分粗成(sl )

其他有关图幅
。

郎使对土壤本身特性变异而言
,

也应根据地区特点
,

侧制相应的土壤因子

分析图
。

如土壤厦地是半干旱平原土壤突出的性质变化
,

不但表层质地变异较多
,

其剖面

层次排列变化亦较大
,

与土壤水分运行及土壤盐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充分反映士壤耕性

的变化
,

和土壤养分变异
,

也有较直接的联系
,

是半干早平原土壤肥力情况变异的重要因

素之一
。

好多当地攀众的敲土
、

辨土握盼
,

与土壤厦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解决半干早平

原地区旱
、

涝
、

盐碱
、

沙等重大简题时
,

首先要依据土壤厦地的变化
。

因此
,

我佣单独列 为

一个土壤盾地图
。

而且在盾地名称上
,

也尽量引用了擎众名称
,

把他们的概念及科学上习

用的名称作了对比研究 :把他们的合理部分吸收到盾地名称里来
,

作为初步尝献;不过
,

肯

有待今后充实提高
。

其他土壤性状
,

有的也单独列为图幅
,

如土壤酸碱度变化与土壤盐碱

化特征有直接联系 ;北方平原土壤中碳酸钙含量变异也很明显
,

这些特性变化均单独献福

了一些图幅
。

至于土壤中有机盾含量
,

氮
、

磷等养分元素变化情况
,

与土壤肥力特征也有

直接关系
,

是今后提高土壤肥力的基本查料
,

我们也根据分析桔果
,

编制了图幅
,

供生产单

位参考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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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桔 藉

以上只筒单地涉及了土壤图幅的种类和内容
,

有关土壤性状及其发生分类阴短
,

将另

文祥栩尉渝
,

本文不拟赘述
。

此次所福制的 4 粗 18 幅图件
,

仅仅作为半干旱平原土壤祥

侧制图的一种尝栽
,

其中尚存在着不少阴题
,

值得深入研究 ;也有待当地生产部阴与土壤

学界提出意兑
,

使我佣的工作能有所提高
。

土壤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发展农业的生产基地
。

从这一点出发
,

可以明确地看出 :必

填很好地运用和发展土壤制图学
,

才能把我 国这样复杂变化的土壤情况
,

祥栩地反映出

来
。

这样
,

不渝对研究各项土壤性态变化来观;还是对土壤学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实践来

靓
,

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

随着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
,

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技术改革的

要求
,

土壤祥侧制图将会 日盘为生产所需要
,

并随时要求在制图方法与内容上不断充实和

提高
。

我俩此次仅作了一个地区的贰点工作
,

初步得出了上述成果
,

舒底图种类及图幅比

例尺
,

以及 4 栩
.
18 幅图幅的内容等方面

,

提供相应地区参考拭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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