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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缸壤北部丘隆沟谷地区航空象片的土壤判彼
*

戴昌达 刘兴文 蔡茂德
(中国科学院土傻研究所)

亚热带杠壤在我国长江以南有广泛的分布
,

主要觅于低平丘陵地区
,

是当前垦殖利用

的主要对象之一
。

这个地区由于地形割切破碎
,

耕种历史悠久
,

土壤分布十分复杂
,

在很

小的范围内常常可以晃到多种土壤
,

抬土壤稠查制图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

不仅野外勾

箱土坡界枝的劳动孩度大增
,

而且还不易把自然界土壤分布的状况真实地反映到图幅中

去
,

难于保征图件的精度与质量
。

因此
,

应用航空摄影mll 量技术改进土壤铜查制图方法
,

以便快速地福制出高厦量的土壤图
,

作为杠壤粽合利用规划的依据
,

并供基层生产单位直

接指摊生产之用
,

这对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就具有迫切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

本文报

道在杠块北部丘陵沟谷典型地段开展土壤航侧制图拭输研究所取得的 有关航空象片土

城判蔽方面的初步桔果
。

我们曾指出
,

象片判渡是土壤航侧制图研究的三个主要环节之

一 [ 11 0

所利用的航摄查料系 1% 0 年 10 月上旬摄影
。

航空软片为黑白全色 片
。

比例尺 豹

1 : 7, 0 0 0 。

在工作中还使用了 1 : 2 8, 0 00 的象片攘辑复制图和 1 : 7
,

00 0 的象片略图
。

一
、

成土条件和土族类型概述

研究地区属中亚热带北部
,

温暖多雨
,

年均温豹 1 7℃
,

年有效积温达 6, 0 0 0 “

以上
,

年

雨量 1
,

7 00 毫米左右
。

但雨量分配不均
,

有明显早季
。

冬天受寒潮影响
,

气温可降到零下

6一10 ℃
。

原始植物当以常椽阴叶林为主
,

目前均遭破坏
。

长有多种栽培的常椽树如 : 油

茶 (T‘
e a o le o , a

)
、

樟木 (c 衍
。a m o m u m c a o p 石o r a

)
、

抽子(c ‘tru
了 g ro di ,

)等
。

部分被平援的

丘陵坡地垦为果园或旱耕地
。

此外
,

广阴的丘陵 山坡大多覆盖着幼龄禺尾松护肠
“ , m

~
-

瓜。二
)及以茅栗(c att 。“ 摺g “t’n it’)

、

胡枝子 (Lo Pe * 二。 sp
.

)
、

营草(介
e m e‘a sP

.

)
、

白茅 (材‘

sc 二动“ , ; ac 动a
琦le “。 )占优势的草灌植物

。

研究地区从大的地貌类型来看
,

都归属于剥触丘陵
。

但为了合理利用土地和便于迸

行象片判蔽
,

我们把它进一步区分为石厦低山 (相对高差一般在 10 0一2 00 米 )
、

砾石一粘

土高丘(相对高差 50 一10 0 米 )
、

杠色粘土低丘(相对高差均在 10 一30 米左右)和丘简沟谷

等
。

石厦低山省由粗晶花岗岩粗成
。

高丘的基础也系花岗岩
,

上复薄层第四耙杠粘土
。

不少地方杠土触去
,

花岗岩出露
,

故花岗岩风化物和第四耙杠粘土混杂是高丘祖成物厦的

特点
。

低丘一般都盖着深厚的杠粘土
。

少数低丘的顶部或坡麓
,

露出枣杠色花岗岩风化

.
席承藩先生指导

。

参加本项工作的尚有本所卜兆宏
、

南京地理研究所陈月娥和南京气象学院范锦华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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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

及主要由石英块粗成的砾石层
。

丘简沟谷在研究地区十分发育
,

把丘陵分割成各种形

状的孤立圆丘
。

沟谷的长短
、

竟窄
、

深浅不一
,

粗成物厦也稍有差异
。

大部分沟谷直接发

育于第四耙杠粘土
,

少数沟谷Rlj 在座积母厦的基础上又淀积了冲积性物厦
。

在上述成土条件痊制下发育的地带性土壤系杠块土类中的黄杠壤亚类
,

由于耕垦
、

侵

触
、

成土母盾及地形部位等因子的差异
,

可将锢查地区的杠壤进一步区分为
:
灰色

‘)重壤

盾黄杠壤
、

灰色砂砾厦黄杠壤
、

灰色粗骨黄杠壤
、

灰色
“

水化
” 黄杠壤

、

浅色耕种黄杠壤
、

暗

色耕种黄杠壤
、

浅色面触黄杠壤
、

斑淀侵触杠壤
、

网杖侵触杠壤等 9 种
。

丘简沟谷
、

坡麓及部分平援噢丘开垦为水田
,

种植水稻
。

趣长期的浸水耕作而发育为

多种多样的水稻土
。

杠壤区水稻土的性质与分类 简短
,

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土壤工作者

的广泛注意 LZ一习。 我们拭图以草众澈土握验为基础
,

并考虑土壤发生分类原HlJ 及在航空象

片上的影象特点
,

把研究地区的水稻土区分为 : 杠壤型水稻土叹黄泥田 )
、

泥质型水稻土3)

(包括泥田
、

二泥田
、

沙泥田 )
、

板桔型水稻土们 (包括沉板田
、

沉沙 田
、

黄板田
、

枯板田 )及冷

浆烂泥型水稻土 ,)( 包括翻泥田
、

泛田
、

冷浆田
、

夹砂田 )等 4 种基本类型
。

关于本区土壤的发生
、

分类
、

命名等简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现着重就
_

七述各种杠

壤和水稻土在航空象片上的影象特征及其判蔽方法
,

分别举例叙远如后
。

二
、

杠族 的判 菠

(一 ) 通过地貌与母度利浪区分灰色孟城质黄杠魏
、

灰色砂砾度黄杠城和薄层粗一黄

杠城

分析象片 I 和象片 m
、

Iv ,

不难发现两者影象有明显的区别
。

象片 I 反映了石质山

坡的影象特点
:
色铡多变

,

色漪斡换的交接核清晰
,

构成树枝状图型 (I
:
)
。

树枝状的弯曲

竟带系山坡上的切沟
。 “
树枝

”

上攀满着暗色微斑点
,

表明山沟已握稳定
,

开始复被草灌植

物
。

山沟背除了由焉尾松构成的
“

红子
”
形黑点影象外

,

还可晃到半明半暗
,

形状和大小都

不甚一致的粒点 (lz)
。

在立体镜下清楚地看出它是岩石露头
。

趣实地查明这些是凸 出在

地面的花岗岩块
。

在这种花岗岩山地上发育的土壤为薄层粗骨黄杠坡
。

土层一般都不超

过 50 厘米
,

全剖面含多量石砾
。

局部援坡及山麓高丘
,

可能聚积较多的土状花岗岩风化

物
,

并可能座留着未全部触去的第四耙杠色粘土
,

故兹处土层增厚
,

岩块碎屑的含量也有

所减少
,

发育的土壤称之为灰色砂砾厦黄杠壤
。

这种土壤的影象特点 (Is) 与薄层粗骨黄

杠壤的类似
,

但侵触沟和岩石露头都大大械少
,

色碉梢换也比较不清晰
,

如果在立体镜下

恢复了地形其貌
,

就更能有把握把两者分开
。

l) 土奥命名冠以灰色
、

浅色
、

暗色
,

一方面是根据表土颇色深浅
,

更重要的是以腐殖质含量做指标
,

浅色指腐殖质

含量在 1% 以下
,

灰色 : l一 2%
,

暗色 : 高于 2%
。

2) 过去文献中的红奥性水稻土常泛指红奥母质发育的各种水稻土
,

概念比较含混
。

此处所称红攘型水稻土仅指

红典母质上初期发育的水稻土
,

相当于过去所称
“

俺育性水稻土
”
的一种

。

3 ) 泥质型水稻土可包括在
“

蒲育性水稻土
”中

。 “
泥质

”
是农民形容土缝耕性良好

,

比较肥沃的术语
。

采用此名
,

既

通俗易值
,

生产性也比较鲜明
。

勺 板结型水稻土与
“

表潜水稻土或漂洗水稻土
”
的概念接近

。

采用此名可以突出反映这种土奥在生产
_

L易于板
、

结的主要矛盾
。

, ) 冷象始泥型水稠土
,

相当于文献中的
“
潜育性水稻土

”。

但比它的范围稍广泛一些
。

如部分冷浆田
、

夹砂田只在

奋夏雨攀多水土沮低
,

部面中并不见明显的潜育层
,

故不取潜育性水楷土的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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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象片 I时
,

我们还会注意到在象片的中上部
,

有二支
“
剥了壳的竹笋

”
交叉成

“

人”

字形的影象 (功
,

呈灰色翻
。

其中简隔的暗色弧形核条
,

二边基本上光滑整齐
,

显系田埂

的反映
。

因此可以肯定这是山墩水 田
。

大小共舒 18 址(其左上方的水田不升在内 )
,

在斡

褚成 1 : 5, 00 0 的平面图 [6] 上量算得知
,

最小田块仅 2 分多
,

最大的一址也不过亩余
。

这种

散布在山沟中的零星田块
,

只有借助于航空摄影
,

才能一觉无遗
。

由此可晃
,

运用航侧法

清查和兢针土地查源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

象片 m 和象片 Iv 的影象(1111
,
Ivl )完全不同于象片 I,

既看不到树枝状的侵触沟
,

又

不兑半明半晤
、

粒点状的岩石露头
,

也没有色铡斡换的现象
。

除了 由松树构成的
“
钉子

”
形

黑点外
,

基本上是均一的灰色
。

这些都轰明这里土层深厚
,

地表比校平整
。

是覆盖厚层第

四耙杠粘土的低丘
,

其上分布的土壤为灰色重块质黄杠城
。

(二 ) 纽过土地利用方式利蔽各种耕种杠城

铡查地区划分出二种耕种杠壤
,

一种是作为菜园地的暗色耕种黄杠壤
,

另一种是果园

和一般早耕地的浅色耕种黄杠壤
。

判敲晤色耕种黄杠壤可以通过菜园特有的栅栏状图型(Hl )和靠近居民点与水源的分

布位置等简接标志来确定
。

勾箱浅色耕种黄杠壤的分布范围
,

4lJ 根据果园所特有的棋盘

状图型(n
Z
)和早耕地的影象特点 (n

3 和 n功 : 灰白色铜
,

具有规Al] 的几何形状
,

边界枝角

度明显
,

但又不同于水田田埂影象那样光滑整齐来进行
。

分析象片 n 时
,

我们还发现
,

有的果树行简呈暗灰色翻 (2
’

)
,

达是尚未收获的秋作物

(杠薯)的影象
,

实行果粮简作 ;有的果园背景为均匀的淡灰色制 (2’’ )
。

显然
,

株距行简都

松过土
,

tll 除了杂草
,

除果树树冠遮阵外
,

土表全部直接反映在象片上
,

靓明这是管理及时

的果园
。

还有的果园和上述两种情况都不相同
,

背景呈现暗淡不均
,

零乱似涂有污迹的色

润(2’’
‘

)
,

表明这里管理粗放
,

果园中杂草丛生
。

(三) 低丘诬触杠城的钊蔽

杠坡低丘面积辽阴
,

垦殖利用的趣济效益高
,

是当前开发利用的主要对象
。

但开垦杠

城低丘必复特别注意因土制宜
,

制舒合适的垦
、

植规划
,

防」七水土流失
。

因此
,

掌握土壤侵

触状况
,

并把土壤侵触的形态和弦弱程度作为土壤分类 的指标之一
,

我们献为是杠壤丘陵

区土城制查制备必填贯彻的原AlJ
。

航空象片在这方面也能发挥它的作用
。

象片 m 就清

楚地反映了制查地区两种重要的侵触土壤 : 网杖侵触杠壤和斑淀侵触杠壤
。

所稍 网杖侵触杠壤就是在张烈的面触和沟触同时进展的情况下
,

不仅疏松表土
,

而且

粘重的
、

枯构面上富有麟杠色斑状胶膜淀积的心土也已触去
,

底层的网杖杠土直接裸露地

表
,

切沟纵横密布
。

因此
,

在象片上得到一种特殊的
、

类似一盘葱生聚根的图型 (m
Z

)
。

每

条
“
戮根

”
就是一条侵触沟

。

这种土坡非常贫膺
,

养分含量极低
,

透水蓄水性能也很差
,

直

接开垦种植农作必遭失败
,

造林也相当困难
,

甚至焉尾松的成活率都不 高
。

对这种土壤应

效采取工程和生物措施相枯合
,

先制止水土流失
,

然后通过栽植耐瘩早的灌木
、

育草被等

措施逐步改良利用
。

斑淀侵触杠壤比网杖侵触杠壤侵触程度袒一极
,

仅疏松表土触去
,

地面露出斑状胶膜

淀积的杠色心土
。

这种土壤在象片上获得类似菌落状的图型 (n ls)
。

白色 “
培养基

” 是直

接反映这种侵触土壤的影象
。

影象色翎如此之明亮
,

靓明这种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很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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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片 I (1 : 7 0 0 0
,

黑白全色片)

1
.

山地灰色粗骨黄红澳(长稀疏马尾松
、

茅栗
、

管

草等)
。

2
.

花岗岩露头
。

3
.

山地灰色砂砾质

黄红奥(长稀疏的幼龄马尾松
、

茅栗
、

胡枝子
、

白茅

等)
。

4
.

山钩中的冷浆烂泥型水稻土(夹砂田 )
。

象片111(l : 7 0 0 0
,

黑白全色片)

1
.

灰色重盛质黄红奥 (长马尾松
、

营草
、

胡枝子等)
。

1
‘ .

灰色重咬质黄红堆(长油茶林)
。

2
.

网纹住蚀红竣(几无

植被的裸礴地)
。

3
.

斑淀住蚀红澳(长稀疏的刺玫
、

胡枝

子等)
。

斗
.

浅色耕种黄红盛(早耕地)
。

,
.

红嚷型水稻

土 (黄泥田 )
。

石
.

泥质型水稻土(泥田)
。

7
.

玲桨烂泥

型水稻土〔翻泥田)
。

7
夕 .

冷浆烂泥型水稻土(冷浆田 )
。

象片 11 (l : 7 0 0 0
,

黑白全色片)

1
.

暗色耕种黄红奥(菜园)
。

2
.

浅色耕种黄红维

裸园)
。

2
‘ .

间种秋作的果园
。

2’’
.

管理精细

的果园
.

2’’
‘ .

管理粗放的果园
。

3
.

浅色耕种

致红城(举耕地)
。

斗
.

浅色面蚀黄红俊(早耕地)
.

5. 堵色桥种黄红班(苗圃)
。

6
.

灰色重晓质黄红

盛债地
,
长少教油茶

、

马尾松及管草
、

胡枝子

钧
。 7

.

橄田中的泥质型水稻土(二泥田 )
。

8.

娜田上的泥质型水稻土 (二泥田)o

象片 Iv (l :7 00 0
,

黑白全色片)

1
.

灰色重奥质黄红城(长马尾松
、

曹草
、

胡枝子等)
。

2
.

泥

质型水稻土(二季晚稻已全部收割的泥田)
。

2
‘ .

泥质型

水稻土 (二季晚稻肯未全部收创的泥田
。

才
.

泥质型水

精土 (二泥田)
。

3
.

板结型水稻土 (沉板田 )
。

斗
.

红澳

型水稻土(黄泥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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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当干燥
。

暗色
“
菌落

”

状体lllJ 是散生在斑淀侵触杠壤上的植被的反映(主要是刺玫
、

小

焉尾松及胡枝子等)
。

靓明这种土壤尚有一定的肥力
,

不少耐膺
、

耐旱的草本灌木和乔木

还能生长
。

但开垦种植农作物或握济林木
,

BlJ 必须大量施肥改良
,

否 nlJ
,

成活率既低
,

生长

也很援慢
。

还有一种分布在已耕地上的侵触杠壤
,

我们称之为浅色面触黄杠壤
。

这种土垠主要

是由于耕作利用不当
,

土壤拮构破坏
,

且顺坡耕
、

植
,

引起较剧烈的片状侵触
,

把地面雕刻

得凹凸不平
,

并出现一些栩沟
。

它反映在象片土获得色稠不均匀的影象 (n
;
)

,

看起来抬人

一种紊乱不洁的威觉
。

(四) 纽过地形利蔽勾粗
“

水化
”

黄杠典
“
水化

” 黄杠壤在剖面中
、 一

卜部的不同深处一般都有一层厚度不一的铁锰桔核聚积层

(当地农民称为岛煤子层 )
。

这个层次的存在既会影响植物 (特别是握济林木和深根作物 )

根系的伸展
,

也妨碍土壤内排水的通锡
,

使上部土壤樱常处于过湿的状态
,

从而影响某些

植物的正常生长
,

但对于一些喜湿
、

耐湿的草本植物却很合适
,

生长茂盛
,

所以它常常是良

好的牧塌
。

由于茂盛的深椽色植物和过湿的表土大大降低了光藉反射能力
,

故这种土壤

在象片上的影象色蒯很暗
。

另外
,

这种土壤在刹查地区
,

大多以面积不大的粪箕状分布于

山塘水池上部凹坡及丘陵的局部低洼易于滞水或排水过道之处
。

利用这种独特的分布部

位
,

可以在立体规下根据地形正确无睽地勾箱它的分布范围
。

三
、

水稻土的判菠

(一 ) 杠城型水租土的利蔽

杠壤型水稻土(当地农民称黄泥田 )是杠壤淹水耕作演变为水稻土的第一阶段
。

剖 面

中
、

上部的性态已发生明显变化
,

而底部RlJ 仍然保持着杠壤母质的特征
。

这种土壤表层呈

灰黄色
,

有机质含量下降到 1多上下
。

落干耕翻后形成大量的大块状枯构
。

这时摄影的

象片就得到在灰白色制背景上散布着由大块状精构所产生的微阴影的影象(111
5 ,

Iv
;

)
。

这

是利敲这种土壤最重要的直接标志
。

由于在水耕条件下土壤发育演变的速度很快
,

所以这种土壤在老水田区并 不 多见
。

只在杠城丘陵边椽的畔田
‘)或小壤

2) 的墩头 上
,

因缺乏水源
,

全靠降雨灌溉
,

不能保征年年

可以种植水稻
,

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发育阶段才停滞较久
,

保持相对稳定
。

这种特殊的分布

位置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简接判蔽标志
。

据此
,

并参照影象色制
,

使我们能够容易地确定

它的存在与否
。

(二 ) 泥度型水相土的利蔽

泥质型水稻土是杠壤型水稻土向肥力提高方向演变的桔果
。

耕层土壤酥软
,

精构性

良好
,

既不易分散
,

也不桔成硬块
。

有机食合量达 2 %
,

表土呈深灰色
,

水分状况甚佳
,

灌

溉条件一般有保征
,

土壤的蓄水保肥能力较强
,

是当地 高产稻 田
,

也是种植双季稻的主要

l) 畔
—

系当地一种土地名称
,

也畔垮田或高排田
,

指丘陵间沟谷边椽的水田
。

上边劣小丘
,

下边与坪或墟毗连
。

其田块一般均较碎小
,

布局常与坡向一致
,

如 川
。 、 Iv’即为畔田的影象

。

2 ) 棍
一

—也是一种土地类型
,

指丘陵间沟谷主体听发育的水田
,

常呈
“

脱了壳的竹笋
”

状或
“

蛆恻
”

状
,

如影象 I‘ 、

xx , 、 l一: 、 Iv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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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

根据酥软耕层的厚度和机械粗成等因素的差别
,

泥盾型水稻土可有三个变异
,

0IJ
:
泥

田 (典型的泥质水稻土 )
、

二泥田 (酥软耕层稍薄
,

肥力水平稍低的泥厦水稻土 ) 和砂泥田

(耕层土壤中夹有一些花岗岩块凤化的石英粒
,

其它性状与泥田相同 )
。

这三种土壤在象

片上具有基本上是共同的影象特征
,

都呈比较均匀一致的暗灰色稠 (n几
,

IV
Z

)
,

以此可与

杠壤型水稻土及其它水稻土相区别
。

但三者分布的部位彼此有所不 同
,

影象色翎也稍有

差异
。

泥田一般都分布在较大的瑰的中
、

下部
,

且色稠稍暗 (如 Ivz 和 Iv玉
。

IV
:

是水稻已

收割
,

表土裸露的泥田 ; Iv三的双季晚稻尚未全部收完
,

黄熟的稻禾使影象色翎变得明亮
.

其中白点系刚收割捆扎起来的稻禾
。

收割后露出的田面
,

其色铜就与 I叭 的相似
,

但因新

群稻茬的影响
,

其色稠较 Iv Z

稍淡
,

可是总比二泥田的影象 IV 犷要暗些 )
。

二泥田常处于居

民点附近的小埔及比较开朋富有水源
,

耕作施肥水平较高的坪
l)
上

,
_

且色稠稍淡 (如 Iv玉
‘

)
。

砂泥田 RlJ 无例外的都分布在靠近石质山地的大堆中
。

根据上述分布规律
,

可把三者互相

勾划开来
。

(三) 板桔型水稻土的利蔽

板枯型水稻土是杠壤型水稻土向肥力衰退
、

耕性恶化方向演变的赫果
。

根据它发生

板精的原 因
,

可以区分为沉板和桔板二种
。

发生沉板的动力可能以物质外移作用为主
。

在不良的耕作管理条件下
, : 仁壤有机质

消耗
,

桔构破坏
。

泡水后
,

土体完全分散
,

除了垂直方向和旁侧方向的渗漏淋溶作用外
,

还

由于串田灌i既和过田排水的恶习
,

更加剧了土壤中粘粒及可溶性物厦的大量棋失
,

造成粉

砂粒极在表土中占压倒优势
。

因而土壤松散
,

精构不良
,

泡水耕耙后发生分选而造成严重

的沉板现象
,

它是稠查地区最主要的低产士壤
。

这种沉板型水稻土大面积的分布在坪及部分稍宽阴的畔
_

t:
。

由于板桔的表面大大增

弦反射光枝的能力
,

具有很高的亮度 [ , ] ,

因此
,

它在象片上常常反映为明亮的
、

均一的灰自

色铡(I妈)
,

并且没有杠壤型水稻土块状枯构所产生的那种微阴影
。

根据沉板现象的强弱
、

耕层厚薄及机械粗成的变化
,

沉板型水稻土还可再分为
:
沉板

田
、

黄板田及沉砂田等三种变异
。

沉板和黄板是沉板型水稻士发育的二个分段
,

后者沉板

的程度稍视
,

是初期或趣初步改良好褥的沉板田
。

沉砂田 RlJ 是含石英粒较多的沉板田
,

它

多兑于靠近石厦山地的坪或畔上
。

这三种土壤在象片上直接钊菠比较困难
,

需依靠地面

稠查及其分布位置来确定
。

发生精板的原因
,

当然也是由于耕作管理不良
,

有机质消耗
,

土壤拮构破坏的桔果
。

但是这种 土壤在发生物厦外移过程的同时
,

又得到大量物质 (主要是粘粒)的补抬
,

使得粘

粒成了主要的胶拮剂
,

造成土壤紧实
、

枯板
、

耕性恶化 t8 一91 。

它也是稠查地区的低产士壤
。

精板型水稻土的分布部位和所属的土地类型不同于沉板型水稻土
,

它都兑于远离村

庄
、

施肥管理不便的墩田中
。

枯板型水稻土虽然在壤中
,

但由于有机贯贫乏
,

表土枯板
,

这些都加强了光藉反射能

力
,

从而在象片上可获得较明亮的色锢(淡灰色)
,

以此可与泥田型水稻土区别
。

可是也不

l) 坪一一- 此种土地类型见于较开阔而被割切的丘间沟谷
,

与祝田的区别在于: 田块布局不垂武于沟谷的主坡向

(即不横切钩谷): 与畔田的区别在于 : 田块间的高差减少
,

分布范围护大
,

如影象 IIs
、 Iv 。

等
。



土 续 学 报 1 2 卷

应忘祝
,

嫌田常常是汇集丘陵山地的地表径流和侧流的锡所
,

因此
,

地下水位一般较高
,

表

土湿度一般较大
,

水分会降低光藉亮度和总亮度 [l0]
,

从而在象片上可能获得偏暗色制的影

象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应根据它的分布规律(远离居民点的墩中)来进行判断
。

(四) 冷浆烂泥型水稻土的利蔽

冷浆烂泥型水稻土包括冷浆 田
、

翻泥田 (郎有泉水溢出的水田 )
、

泛 田 (常受泛滥的水

田 )和夹砂田 (合有石英粒的冷浆田 )等四种主要变异
。

这些士块有薛多共性
:
受水演作

用张烈
,

特别在春夏两季
,

土壤必鲍和水分 ;在长期过湿的情况下
,

士壤还原过程占艳对优

势
,

胶体不絮固
,

完全成溶胶状态
,

造成士体稀烂
,

泥脚加深 ;有机质聚积不易分解
,

有效养

分释放援慢
。

它也是低产土壤
,

但比较不怕天早
,

种植一季晚稻较稳产
。

冷浆烂泥型水稻土因湿度高
,

聚积多量有机质
,

泥脚深厚
,

土体为嫌气性分解物质染

成暗色
,

故光猎反射能力很低
,

在象片上的影象色翻 (l.1 , ,
I场

,

I玛)
,

一般比任何其它水稻

土壤都暗
,

而其中翻泥 田的色翎又最暗
,

几呈黑色(III, )
。

冷浆烂泥型水稻土不仅具有特殊的影象色翻
,

因而易与其它水稻土相区别
,

而且它的

儿种变异都各有其特独的分布位置
。

据此
,

在判蔽时互相也不会混淆
。

例如
,

泛田必分布

在溪港旁的低阶地或漫滩上
,

洪水期易受泛澄淹没 ;翻泥田都出现于山撒田中上部坡降显

著稗换的部位 (郎相当于泉水溢出带的位置
,

如影象 U石) ; 而冶浆 田PlJ 多半在低山或高丘

简的坡头 (叫)遇见
,

因为那里的 日照短
,

且不断承受坡上下来的流水
,

使土温不易增高
.

尤其是早春土温回升很慢
,

影响早稻秧苗生长
。

夹砂田4lJ 必分布于伸入到石山中的墩头

(取)
。

四
、

桔 藉

通过上述判敲实例的尉谕
,

可以获得如下几点献融 :

1
.

我国亚热带杠壤北部丘陵沟谷地区的各种主要土壤
,

如多种多样的杠壤和水稻士
,

大多可根据航空象片的影象分析判敲出来
。

2
.

利用航空象片铡查研究杠竣丘陵区的土城有极大的优越性
,

可以确切地勾箱土壤

界技
,

全面地了解士城分布
、

变化的规律
,

并把土块分布和田块
、

地块联系起来
。

这样辐制

出的土壤图能够指示每址田块或地块的土壤类型和性厦
,

很易为攀众所掌握
,

且能满足生

产单位清查土地变源
,

因土制宜地安排生产与指挥生产的要求
。

3
.

杠壤丘陵区航空象片土壤判敲的特点是
,

首先根据水 田的特有影象形状区分开水

稻土和杠壤
,

然后通过母质
、

地形
、

侵触状况
、

利用方式等因子的判蔽
,

融别 出杠壤的各种

变异
。

至于水稻土的钊蔽
,

RlJ 可根据影象色铜
、

图型微阴影等宜接判赘标志
,

以及所属的

土地类型(如墩
、

坪
、

畔等 )
、

分布位置等简接判菠标志来判断土壤的各种性状
,

从而 区分开

各种不同的水稻士
,

并勾枪出它们的分布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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