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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土壤资源评价方法的初步研究
‘

何 同 康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贵州多山
,

地形多变
,

气候区域性特征明显
,

加之岩性斑杂
,

以致促成土壤类型分化强

烈
,

特性各异
。

因而
,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

人们选择了多种利用方式
,

以适应土壤和其它环

境条件的特点 �并在利用过程中以各种措施持续地改造着某些不利于生产的自然属性
,

使

生产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

但是
,

随着对物质产品的需要 日愈增长和生产技术的进步
,

无

疑
,

就有调整利用方式间的比例和利用方式地理配置的问题 出现
,

这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正

确解决的
。

实践证明
,

要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

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制定出有科学根据的

合理利用规划
,

并逐步实施
。

而土壤资源评价
,

就是为制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的基础工作

之一
,

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

为此
,

近年来
,

在贵州试做了一次全省土壤资源评价
。

现将所

拟方法及其依据简报于后
。

一
、

土壤资源评价原则和评价系统

众所周知
,

土壤资源评价
,

应以土壤特性和土壤生产力的特点作为基本原则
。

基本原

则
,

在任何自然区域
,

对多种利用方式
,

都是适用的
。

但在某一区域中
,

还应根据土壤和其

它自然条件的特点
,

以及经济
、

技术发展水平和利用前景设想
,

制定出具体的评价原则
。

评价原则
,

对于根据什么去评价
,

以及如何评价
,

均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

根据贵州的 自然条件和利用现状
,

以及合理利用规划的需要
,

所制定的土壤资源评价

原则在内容上具有
“

分段性
”
的特点

。

即
,

以是否能持久地有效利用
、

调动和发挥土壤肥

力
,

并能在利用过程中使土壤生产力不断提高
,

作为评定土壤资源适宜利用方式的原则 �

以土壤对某种利用方式所反映出的有效肥力和潜在肥力水平的差异
,

作为在某种利用方

式下评定土壤资源质量等级的原则
。

在土壤资源评价工作中
,

要贯彻评价原则
,

就必须拟定与评价原则相适应的评价方

法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评价原则在评价过程中起指导作用
,

并在评价结果上得到体现
。

评

价方法
,

应包括评价系统
、

评价项目和评价标准
,

以及评价程序和评价结果表达方式等内

容
。

土壤资源评价系统
,

常被称为
“
土地适宜性分类系统

”�,, ��
或

“
地力分类系统

”��� ‘�。 关于
“

土壤
”
和

“

土地
”
两词的定义和区别 �,, �� 虽为众所周知

,

但在具体应用时
,

甚至在
“� � � 的

评价体制
”
中

,

也有
“
含义不明和区分不清

”

的现象
〔�� 。

其实
,

区分的关键在于
,

评价方法及

其评价系统是以
“
土壤特性

” ,

或
“
土壤特性和土地特性

” ,

或
“
土地特性

”
为基础

。

至于以取

�
今加本项工作的尚有贵州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屈家铭

、

黄勤身
、

朱永昌
、

蒋明祥等同志 �本项研究迅褥到邹国础
、

刘兴文
、

杨云
、

徐圣锡等同志的热诚支持
,

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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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为宜
,

自应因具体情况而异
。

笔者认为
,

对范围较小
,

土壤类型和其它自然条件特点

的分异性较弱
,

利用方式 �如农用�单一
,

利用类型�如水田
、

旱地�也不复杂的区域
,

同时也

应是测制大比例尺土壤图和土壤资源图的区域
,

在拟定土壤资源评价方法及其评价系统

时
,

应以
“
土壤特性

”
为基础 � 随着研究地域逐渐扩大

,

上述各项内容的复杂程度必然不断

增加
,

制图比例尺也需要相应地渐次缩小
,

自然
,

土壤资源评价方法及其系统的建立
,

也要

次第过渡到以后两者为基础
。

显而易见
,

这是与土壤调查研究工作的精度有关的
。

根据贵州的自然条件和利用现状特点
、

土壤研究资料积累状况
,

以及新编五十万分之

一土壤图的精度
,

笔者认为
,

在
“

土壤特性和土地特性
”

的基础上来拟定本区的土壤资源评

价方法及其评价系统
,

是比较恰当的
。

据此
,

所拟评价系统为四级结构
,

分别称为类
、

等
、

级
、

种
,

其含义如下
�

类
� 反映最有利于生产力提高的利用方式的类别�以农

、

林
、

牧表示��

等
�
在同一利用方式类别下

,

反映土壤质量 �肥力水平�的差异 �以四或二个等表示��

级
�
在 同一等内

,

反映引起土壤质量差异的原因
,

即改良土壤或改善环境
、

生产条件

时的主攻对象�以主要的限制性因素类型表示��

种
�
反映不利影响的程度

,

即加以改造时的难易程度�以限制性因素的限制强度级表

示 �
。

评价系统的组成和结构表明
,

类和等两级构成了系统中的
“
基本单元

” ,

其作用在于选

定适宜的利用方式类别和判明土壤资源质量的高低 �级和种两级则构成
“
辅助单元

” ,

其作

用在于
,

既是对
“
基本单元

”
的补充

,

又是评价过程中的评价手段
。

可见
,

本系统的特点是
,

为适应对全省的土壤资源作出评价
,

而将利用方式类别的评选纳人了评价系统的组成和

结构
,

并置于评价程序的首位 �其次
,

该系统除有从上而下依次续分的通性外
,

还有根据级

和种的组合情况
,

自下而上来校定质量高低�等�的
“

逆向
”
程序

。

评价系统特点的形成
,

是与评价方法所依赖的基础 �评价因素�的特点
、

系统的组成和

结构
,

以及怎样运用这个系统的评价程序有关的
。

二
、

土壤资源评价项目和评价标准

本文所谓的土壤资源评价方法的基础
,

即赖以作出评价的因素
。

如众所知
,

土壤不仅

是作为历史自然体而客观存在并仍不断发展
、

变化
,

而且 已是人类经济活动
,

特别是农业

生产活动必不可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之一
。

也正因如此
,

才有
“

土壤资源
”

一词的创建
。

因

此
,

对土壤资源进行评价
,

不仅要考虑到有关自然属性的因素
,

也无可避免要涉及社会经

济因素
。

这两类因素
,

实际上是相互渗透
、

互相影响和制约的
,

在已开发利用的地区更是

如此
。

例如
,

水
,

在未开发利用的地区
,

不论以何种状态�雨
、

雪�
、

途径 �降水
、

泛滥水
、

地下

水� 和强度参与土壤形成并影响其特性
,

无疑都应视为自然因素的作用 �但在 已开发利用

的地区
,

则无论水的增减 �灌
、

排水�或其影响
,

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 出社会经济因素的性

质
,

如建造稻田时水的作用及其对土壤特性的影响
。

反之
,

采取这些技术措施时的难易程

度和所获效益的高低
,

又必受自然因素
,

如地形
、

水文
、

土壤等的制约
。

不言而喻
,

开发规

模愈大
、

历史愈长
、

利用的集约程度愈高
,

两类因素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就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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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进行土壤资源评价的地区
,

能析出多少因素以供评价之用
,

一般说来
,

既与该

区自然
、

社会经济条件的复杂程度有关
,

也与工作精度有关
,

而且
,

后者往往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
。

所谓工作精度
,

主要指对该区土壤发生特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

土壤分类的细度和

土壤图的精度 �比例尺�
,

以及对各种利用方式
、

利用类型所需求的环境条件的了解程度

等
。

当然
,

是否能
“
正确地挑选 出影响土壤生产力的那些特性

”
圈

,

即工作者洞察力的高

低
,

也很重要
。

在此次工作中
,

曾力图根据以下各方面来析出和挑选评价因素
� �

�

对土壤肥力和土

壤生产力有较大影响的
,

但性质比较稳定的土壤特性 � �
�

对土壤特性和肥力水平变化能

起重要作用的自然环境条件 � �
�

对土壤生产力变化有重要影响的生产条件 � �
�

对土壤生

产力甚至对土壤资源有破坏性作用的自然灾害类型出现的可能性或频率 � �
�

其它有关因

素
。

从以上各方面来考虑
,

可能是正确的
。

但根据工作精度和所能掌握的资料状况
,

仅能

析出和挑选以下诸因素供评价之用
。

土体厚度 �� �
�
表明土体的不同厚度

,

及其对作物或林木生长的适宜程度或限制强

度
。

土壤养分 ��� � 表示作物所需养分的丰歉程度
,

及其对作物生长所起的保证或限制

作用
。

土壤酸碱度 �� �� 主要指土壤酸碱度对树种选择的广泛性的限制 �在局部地区
,

也指

在农业生产上达到需要施用石灰的那种土壤酸碱度状况所起的限制作用
〔�� 。

土壤侵蚀 ��  � 表明在土壤上已经发生的各种土壤侵蚀类型及其对 土壤 的破坏 程

度
。

地面坡度 ���� 表示发生
“

加速侵蚀
”
的潜在危险的程度

。

裸岩比率 ���� 指单位面积上裸岩所占比率
,

亦即土被完整性的破坏程度
,

或土被的

缺失程度
。

洪涝机率 �� �
�
系指山谷

、

河谷
、

湖滨的耕地
,

当发生洪涝时
,

土壤生产力或土壤资源

遭受破坏性影响的可能性或机率的多少
。

水源 �� �� 既指农业生产上
,

特别是栽培水稻所必需的供水的保证率
,

也表示在适

宜建设大型畜牧业基地处
,

因人畜饮水
、

用水需求而表现出来的水资源丰歉状况
。

气候 �� �� 主要表示部分高寒地区的气温特点对农作物适宜种类广泛性的限制
。

牧草 �� �� 仅表明牧草草质和产草量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
,

及其对畜牧业发

展的保证或限制程度
。

以上因素组成状况表明
,

对反映土壤特性来说
,

是嫌不够的
,

例如腐殖质层厚度
、

耕作

层厚度
、

土壤质地
、

耕性
、

阳离子交换量
、

盐基饱和度
、

主要营养元素含量等等
,

都是可供选

用的
,

但因资料不全
,

不便比较
,

故未能选人 �还有一些环境因素
,

如地下水位
,

在某些低产

田的形成上有重要作用�� ,

可是由于制图比例尺的限制
,

不能表示出低产田零星分散的地

理位置
,

也只得舍去不用
。

这些状况的产生
,

是与工作精度有关的
。

但是
,

在路线调查与典

型区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下
,

就全省范围来说
,

以上述因素用于评价
,

仍然是可取的
。

以

上因素组成状况还表明
,

部分因素直接来自土壤特性
,

某些是与土壤特性有密切关系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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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因素
,

有的则是与社会经济状况有联系的生产条件
。

显然
,

从它们的总体看来
,

已
·

充分体现出了
“土壤特性和土地特性

”
的性质

。

评价因素
,

一般均称为
“

限制性因素
”

或
“
障碍因素

” ,

这是由于它们往往
“

在土地利用

上起着不利影响
”
的缘故�� ‘,�, ,

,

川 �并认为
,

可将它们作为土壤或土地评价的
“

诊断标准
” �,

,

,��

笔者认为
,

所谓评价因素
,

实际上起着两种作用
。

当它们在利用上起不利影响时
,

自应视

为限制性因素 �但在将其作为评价手段用于评价过程时
,

则应认为它们仅起
“

评价工具
”
的

作用
,

无所谓有限制性与否
。

因此
,

在本文中
,

当将它们用作
“
评价工具

”

时
,

称之为
“评价

项目
” ,

这样
,

能更确切地表达它们在评价方法上的重要作用
。

上述每个评价项目
,

均有一定的内容含义
,

各自代表土壤或土地的某种特性
,

但这并

不是评价标准
,

当然也不是
“
诊断标准

” ,

要说
“
诊断

” ,

只能是
“

诊断项 目
” 。

笔者认为
,

只有

评价项目所代表的那种特性在数量上的变化
,

及其对生产对象的适宜性程度的差异
,

才是

评价标准
,

或谓之
“

诊断标准
”。

例如
,

土体的不同厚度
,

及其对植物生长的不同适宜程度
,

才是土体厚度这一评价项目的评价标准
。

因此
,

所有评价项目各 自的评价标准
,

都应当根

据这一原则来制定
。

同时
,

还应说明
,

对不同的生产对象
,

例如作物或林木
,

虽可共同使用

某些评价项目
,

但评价标准却应有不同
。

这是由于不同生产对象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有所

不同所致
。

现将前述评价项 目及各项 目的评价标准列于表 �。

由表 � 可见
,

所谓评价标准
,

实质上就是将各种特性的数量变化
,

根据适宜性程度不

同
,

进行分段而构成的
。

段数
,

即是与各项特性的数量变化相适应的不同适宜性程度级 �

当各项特性的数量变化表现出对土壤肥力和土壤生产力起限制作用时
,

段数即为限制性

强度级 �在评价方法上
,

段数也具有
“

评价工具
”
的作用

,

称之为单项评价级别
,

它能综合反

映适宜性程度和限制性作用的高低和强弱
。

因此
,

可以说
,

它们是三位一体的
。

关于分段

的段数多少
,

由于工作精度不同
,

自不宜划一
,

但总的来说
,

以划分四至五段为宜��� 
。

今取

四段
,

即 �一 � 。 � 级
,

表示适宜性程度最高
,

无限制性作用或不明显 � �一� 级
,

表示适宜性

程度依次降低
,

亦即限制性作用次第增强
。

所以
,

凡有 �一� 级出现时
,

该项评价项 目
,

即

应相应地被视为限制性因素
。

单项评价级别
,

在评价程序中
,

即在决定土壤资源质量等
、

级时
,

具有重要作用
。

上述评价标准
,

是各评价项目的单项评价标准
,

主要用于土壤资源质量等
、

级的评价
。

至于评定适宜的利用方式
,

虽然并不直接利用各评价项目的具体评价标准
,

但却是通过将

它们概括起来以作为准绳的
,

可称为综台评价标准
。

所拟内容如下
�

宜农 �� �� 气候条件适于本省现有的多种作物生长
�

具有广泛的选择范围
,

但其它自

然条件的不同特点
,

也能影响到选择范围的大小 � 地面比较平缓
,

现有耕地上的土壤侵蚀

不太强烈
,

如需开垦荒地
,

则必须是不致引起强烈
“

加速侵蚀
”
的缓坡地段 �土体厚度能够

满足作物根系充分延展的需要
,

并具有保肥
、

保水能力和一定肥力水平 � 有些地方虽然地

面坡度较大
,

耕地上的土壤侵蚀也较强烈
,

但当前的技术
、

经济能力能够逐步地将其改造

为水平梯田
、

水平梯土或坡式梯土 �如栽培水稻
,

水源和灌溉设施应基本上有所保证
。

宜林 �� �
�
气候条件适于多种林木生长

,

而其它各种条件
,

主要是地面坡度和土层厚

度
,

在部分地区也有气候条件
,

不适于农业和畜牧业利用
,

而土壤肥力却能为林木所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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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

并能使土壤生产力得到不断提高的那些土壤资源
,

是为宜林的资源
。

宜牧 �� �
�
对气候条件能适应的作物种类很少

,

而用于发展林业却是可以的
,

但由于

现有的植被条件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

只有用于畜牧业生产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和提高

土壤
一
牧草生产力的土壤资源

,

属宜牧土壤资源
。

综上所述
,

评价项目
,

以及评价标准和单项评价级别
,

作为
“

评价工具
”

或手段
,

在土壤

资源评价方法上具有重要作用
,

是赖以作出评价的因素
,

是土壤资源评价方法的基础 � 另

一方面
,

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
,

又表现为限制性因素和限制性强度
,

成为评价系统中的组

成分和结构单元之一
,

这也充分反映出了评价系统与其间的紧密的相互关系
。

三
、

评价程序和评价系统中各级间的关系

所谓评价程序
,

就是运用评价项目
,

按评价系统的层次进行评价的全过程
。

所拟评价

程序如下
�

�一� 评价和选定适宜利用方式

应用前述所有评价项目
,

综合研究某一区域或地段的土壤特性以及环境条件的总体

特点
,

对已开发利用的地区来说
,

即据此研究其利用现状的合理性程度
。

根据研究结果
,

按照综合评价标准
,

评定该区域或地段的土壤资源适宜利用方式�包括肯定或否定现有利

用方式�
。

�二 � 精选评价项目
,

准备进行土集资派质� 评价

根据已选定的某种适宜利用方式
,

在所有评价项目中
,

精选出与该种利用方式有密切

关系的评价项目
,

即最能影响土壤肥力和土壤生产力的
“
主导因素

”。

这些
“

主导因素
” ,

在

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主要的限制性因素
。

在本区
,

分别用于各种利用方式的评价项目
,

有

如下的几种组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上可见
,

与农业利用方式 �� �有紧密关系的评价项目较多
,

这是由于农业
,

特别是

集约程度较高的农业
,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较高
,

以及相应分化为水耕和旱耕利用类型所引

起的
。

对此
,

又有必要作出进一步处理
,

即
�

‘水耕利用类型� � ,

�
,
�

� 呢 � … �
�

�
、 �

�
�

� 早耕利用奕型� � , � , �

�三 � 按精选的评价项目及其评价标准
,

作出单项评价

单项评价
,

就是按精选的评价项目及其评价标准
,

对 已评定利用方式类别的土壤资源

及其它环境�生产�条件
,

进行分析和比较
,

以判断对现有或将来的生产对象的适宜性或限

制性的高低或强弱
,

并用单项评价�限制性强度�级别标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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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族资派质� 等
、

级的评价

土壤资源质量等
、

级评价
,

一般需要经过四个步骤
�

�� 根据已评出的单项评价级别
,

确定土壤肥力是否受到抑制
。

如级别值均为
“ �’’ 时

,

说明不存在限制性因素或限制性作用不明显
,

即可决定评为
‘

,�” 等
,

并不再评
、

分级和种
。

如土壤肥力受到限制性因素的抑制
,

即某些评价项目的单项评价级别值出现 �一 � 时
,

则

需要续评和续分
,

并且
,

等的高低也暂时不能决定
。

�
�

进行续评和续分时
,

首先应将出现限制性作用的评价项目视为限制性因素
,

以作为

评
、

分级的依据
。

但最多只采用两个主要的因素作为依据
,

以明确改良时的主攻对象
。

此

步骤只能解决评
、

分出级的依据
,

并未决定这些级是属于何等的级 �� 等者无级�
。

�
�
将作为评

、

分级的依据的限制性因素列出
,

再结合其各自的限制性作用强度
,

即可

评
、

分出种
。

种的表示方式
,

是由限制性因素(由评价项目转化而来)和限制性强度 (由单

项评价级别转化而来)组合而成的
,

如 nl w
l,

ezn

,

……
。

4

.

采用
“

逆向
”
程序

,

评定等
、

级
。

通过对贵州地区的土壤资源评价
,

笔者认为
,

应用限

制性强度的级别值之和来评定等
,

是比较适宜的
,

至于数值有交叉的问题
,

可根据社会经

济状况来调节
。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
:

土壤资源质量等 限制性强度级别值之和

l ~ 0

11 《 3

111 3一4

IV
’

)

4

评定等以后
,

级
,

也就随之评定
。

即在某等之内
,

按不同的限制性因素类型或其不同

组合划分
。

( 五) 评价结果的最终表示方式

评价结果的最终表示方式
,

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评价原则
、

评价系统和评价程序

的特点
。

在此次工作中
,

是用符号组合式表示
,

例如
:

Al
,

F l

,

P l ;

A l l
n l

,

A l ln
, w ; ,

F l l她
:,

P l
lg

:

…… ;

Al nezn l
,

Fl
ll 如
2
…… ;

AIVnZ 勺,

F
rV 山几……

。

由上可见
,

其排列次序是以适宜利用方式为首(类)
,

次为土壤资源质量 (等)
,

再次为

限制性因素类型(级)
,

最后为限制性强度(种)
。

关于限制性因素类型在上式中的排列次序
,

处理原则是
,

如两个因素的作用强度不

等
,

强者排前
,

例如 勺n :; 如两者的限制作用强度相同
,

则按作为评价项目时安排的次序排

列
,

例如
, ” ,勺 o

笔者认为
,

用符号组合式来表示评价结果
,

既比较简明
,

又可直接用于制图
,

是一种较

好的表示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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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小 结

最近
,

在贵州省
,

试做了一次全省土壤资源评价
,

借此对评价方法作了研究
。

初步结

论是
:

1
.
首先应根据当地的自然

、

经济特点和任务要求
,

制定出土壤资源评价原则
。

评价原

则
,

对于拟定适宜的评价方法
,

具有指导意义
。

2

.

评价方法
,

应包括评价系统
、

评价项目和评价标准
,

以及评价程序和评价结果表达

方式等内容
。

3

.

由于需要同时评定适宜利用方式和土壤资源质量
,

可采用类
、

等
、

级
、

种四级结构的

评价系统
。

以分别反映评定出的适宜利用方式类别
、

土壤资源质量高低
、

抑制土壤生产力

的限制性因素类型
、

限制作用的强度
。

4

.

正确挑选评价项目
,

是保证评价精度的关键
。

在面积大小不同的地区
,

即相应需要

分别测制或编制大
、

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和土壤资源图的地区
,

应分别选择
“

土壤特性
” ,

或
“
土壤特性和土地特性

” ,

或
“

土地特性
”
作为评价项目

。

在贵州省
,

是以
“

土壤峙性和土地

特性
”
作为评价项目

。

5

.

评价项 目在评价方法上起着
“
评价工具

” 的作用
,

但当其所代表的特性起着不利作

用时
,

就成为限制性因素
,

并且是评价系统的组成单元之一
。

6

.

单项评价标准和单项评价级别
,

也是重要的
“
评价工具

” 。

单项评价标准
,

应根据各

评价项目所代表的土壤或土地特性的数量变化
,

及其对生产对象的适宜程度的差异
,

分项

来制定
。

按不同适宜程度划分出的级数
,

即单项评价级别
。

当适宜性降低和产生限制性

作用时
,

单项评价级别即是限制性强度的级别
,

从而也成为评价系统的组成单元之一
。

7

.

应当认为
,

评价项目以及单项评价标准和单项评价级别
,

是建立评价系统以致整个

评价方法的基础
。

本项研究
,

是以五十万分之一土壤图为基础
,

在野外补充调查和编制五十万分之一土

壤资源图的过程中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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