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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板点上怎样做土壤翻查制图和规划工作

徐 盛 荣

(南 京 农 学 院)

议

衡

土维调查制图和规划工作过去结合国家任务

(或同学的生产实习 ) 也确实做得不算少了
,

但真

正体会它在生产中的必要性以及真正在生产中起

作用还是从参加样板点工作开始的
。

回忆起过去到一个地方搞土维 调查的时候
,

是从纯技术观点出发的
,

到了就是选点
、

挖坑
、

比

土等等
。

这样做了
,

攀众不了解我们
,

冷冷清清
,

当地的干部对我们也是敬而远之
。
而我们自已也

只是通过调查
,

采些土样
,
绘些图件

,

写一份调查

报告提几条意见
,

就算是任务完成
。

这次我们下到江苏省兴化县的人民公社样板

点 (木塔大队及严家大队 )来
,

一开始井浚有马上

就搞士维调查
,
而是先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

,

了解

当地的社会和生产情况
,

关心攀众生产
。

经过一

段的生产劳动过程
,
与攀众特别是黄

、

下中农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
,

我们的思想改变
,

工作也革命化

了
。

现将我们制图的情况
,

简约汇报
,

以求指教
。

4

.

叮

一
、

怎样具体做土城调查制图工作

过去搞土壤调查
,

多是围绕自然条件和土集

做文章
,

按照地形
、

母质等自然条件布置主耍剖面

点
,
而后就是挖坑观测

,

比土评土
,

找线崛图
,

凭主

观想象作土壤利用改良规划
。

诚然
,

土壤的形成

和发育
,

确实受到气候
、

地形
、

母质
、

水文地质等因

案的影响
,

但仅看到这方面的因素是很不全面的
。

特别是耕地土壤
,

长期以来受到人为的耕作
、

施

肥
、

田间管理等活动的影响
,

土集性质同原来的自

然状态相比较
,
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

,

甚至完全不

相同了
。

就拿里下河地区的一些土维说吧
,

原来

的沼泽土
、

草甸土经过长期容泥施肥变成人为堆

积的土壤
。

因此
,

土壤不仅是个历史自然体
,
也是

人为劳动的产物
,

土续的肥力特性和人的社会活

动有很密切的关系
。

况且
,

一个地区的农民攀众

总是长期地耕种在自己的土地上
,

对自己的土集

脾气了解得很清楚
。

鉴于这种指导思想的启示
,

我们觉得搞土壤 调查首 先耍对人 的活动进行了

解
,

而后再做自然调查
。

我们利用了长期蹲点的有利条件
,
白天同社

员一起参加劳动
,
了解各种田块的生产和作物生

长情况
,
发现了有好些种土壤

,

如果按剖面形态是

无法识别的
,
而通过生产实践和接触攀众却可以

识别了
。

例如
,
当地有一种红沙土和另一种小粉浆

土
,

从土壤剖面构造上看
,

都是耕作层一备耕层一

斑纹层一古斑纹层等层次排列
。

耕作层的厚度也

都在 16 厘米左右
,

乍一看就很难分得出来
,

可是

它们的耕胜
,

对作物的反应和对肥料的反应是有

区别的
,

初耕翻后
,
虽然两种土壤都可以起酥(早作

季节 )和起绒冰稻季节)
,

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

小

粉浆士就渐渐地起板而板结
,
红沙士就不是这样 ;

作物反应上前期生长都差不多
,

到后期小粉浆土

就显出是黄脱力
,

但谷粒的质量却是很沉实而油

腻多 ;对肥料的反映是小粉浆土吃壮
,

多施肥不 见

得收效好
。

又如 : 当地有一种使秧苗戴
“
红帽子

”

的“反碱田
” ,

平时跟其他沤 田土鲤一样很难查别
,

但通过同攀众一起劳动和系统实践
,
了解了戴

“
红

帽子
”
的现象和 田块

,

井初步探知到这种现象产生

的原因 ;还有一些沤 田
,
在我们看起来都是差不多

的
,

可是攀众却分得出来那块田底气阴
,

属于迟 发

田 ,

种早稻不发等等
。

至于用土改土拿众中也有

丰富的经验
。

例如
,

新沤改早田次年种棉花
,

攀众

认为可以使土集千透
,
阴气消透

,

棉花也可以长

到一人高
,

这种经验就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
。

又

如
,

沤改早土壤暴千初期由于土体急剧收缩
,
确有

一个恶化过程
,

但攀众却掌握了通过干湿交替创

造土维结构的原理
,
将沤改早田土维耕翻后晒透

,

再容水化垫
,

在很短的时间以内就可消除土攘恶

化的过程
。

在同拿众一起劳动的实践过程中很自

然地就能把这些经验学到手了
。

再通过参加生产

队的队务活动
,

一起订生产规划
,

讨论生产技术

措施
,

就不但只学到一些孤立的经验
,

还学到怎样

活用这些经验
,

使之在生产实际中得到不断的丰

富
、

发展和落实
。

通过对人的活动如耕作栽培
、

施肥等的了解

后
,

再结合自然因素对土维进行系统的调查
,

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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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更全面地了解土竣发生
、

发展和士族特性的细

徽变化
,
既可以提出一个地区土续利用改良方向

性的原则意见
,

也可以提出逐块田的因土种植和

因地制宜的具体措施
,

这是过去土竣调查难以做

到的
。

我们还体会土 续调查工作一定耍不断地去

做
,

在作物的动态活动中去描远士族的形态变化

和观测其理
、

化性状指标
。

过去调查土续
,
只是从

静止中获得一些土续性状指标
,

就作为钊定一种

土续好坏的依据
,

现在看来
,

这样做是很不辩证

的
,

因为
,

土维的性状是随季节和利用状况而不断

变化着的
。

例如
,
里下河地区的沤田土族

,

在改旱

后性状变化很大
,

磷案严重固定
,
土维物理性质恶

化
,

但经过晒贷
,
绿肥作物生长以后

,

土维性状又

很快的变好了 ;郎使同一种土维
,

在不同种类作物

生长下其性质变化也是很显著的
,

有效氮紊就随

时在变
,

土竣容重
、

孔隙度也在变
。

为此
,

欲完整

地认识土维
,

必须对它们进行系统的观测
,

找出指

标
,

抓住规律
,

作为鉴定某种土集好坏的标志
,

进

而为合理利用和改良它们提供全面的依据
。

协

二
、

应该作出那些成果

土维调查的结果
,

应该制出那些图件
,

作出那

些规划
,

这是不能由主观想象决定的
,
而耍看生产

实际中需耍什么
。

也就是说
,

应该为用而做
。

也

许有人认为这样做似乎太简单
,

不太完整了
,

但它

是比较实用符合当前生产的需耍
,

也容易为攀众

所接受
,

同时对长远的生产也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

根据我们的初步体会
,

在规划图件方面
,

逐季

的作物布局规划图及其措施说明书
,

土攘改良(当

地主耍是将沤改旱)规划图及其措施说明书
,

三五

综合规划图及其说明书等资料是生产大队所迫切

需耍的
,

事实上有些社队已经自行绘制这方面的

图件应用到生产上去了
。

逐季的作物布局规划图及其措施说明书就是

生产队最现实的资料
,
因为当季的作物布局是常

年的农业生产活动
。

各个生产队为了底得高产
,

都

要求有一个合理的作物布局规划
,

能够因土种植
,

因地采取水
、

肥
、

管等各项技术措施
。

例如
,

我们

在木塔大队落实的秋播布局规划
,

就是按三麦
、

绿

肥
、

油麻菜
、

蚕豌豆等作物种类分成若干区 ; 而同

一种作物又往往分配在不同的田块上 (郎不同的

土维种类上)
,

再按水
、

肥
、

管等技米措施续分成若

千亚区
,

这样的图
,
虽然很不完整

,

但却可以把技

术措施落实到每个田块
,

既具体又能用
,

甚受攀众

欢迎
。

沤改旱规划图及其措施说明书是里下河地区

实施改土的专门资料
,
而我们所在的木塔大队和

严家大队今秋都有较大面积的沤改旱任务
,

前者

几乎全改
,

基本消灭沤田
,

后者改掉原有沤田的

”%
。

欲取得大面积沤改早的成功
,

除了耍考虑

社会生产力条件和一般自然条件而外
,

很重耍的

是怎样因土改制
,

因土制宜
,

各项技术措施跟上
。

例如
,
严家大队就是按改早士续的类型分成若千

区 ;而同一种土维上往往分配着不同的作物
,

再因

士按作物品种采取的 各种措施续分成若干亚区
,

这样也把措施落实到每个田块上了
。

三五综合规划图及其说明书是一个队在第三

个五年计划中全面发展生产的综合规划
。

一个队

耍根本改变原有的面貌
,

使粮
、

棉
、

油全面获得丰

收
,

使林
、

牧
、

副
、

渔等多种经营得到迅速发展
,

使

社员的经济收盆和文化生活能得到显著的增长和

改变
,

则需耍进行许多荃本建设和各方面的规划

工作
。

它包括稳定的轮作制的建立
、

墓本农 田的

建设
、

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田园绿化等等
。

我们

在木塔大队
,

也已经同样板点领导和当地干攀一

道规划井已逐渐实施着某些墓本建设
,
如农田水

利化
、

方整化已经签本搞成
,

目前正在摸索稳定的

四 四二轮作制度
,

以及其他一些工作
。

欲做好上述几种规划
,

所衬要的几幅最墓本

图件
,

我们觉得
,

象地形地块图
、

利用现状图
、

土维

图
、

肥力等级图
、

地下水等深图等是有用处的
,

有

了它们
,

可以使规划做得更切实际
,

应用意义更

大
。

地形地块图是最墓础的图件
,

一切蓦本图和

成果图都是耍以它为底图表现出来的
。

它反映出

了队界内的形状
、

地势高低
、

地物
、

田块大小等等
,

给很多工作提供了方便
。

利用现状图是一个队原 来生 产状况的反映
,

它提供了大队本来的蓦本情况
,

告诉我们那些布

局是合理的
,

那些布局不合理
,

在原有的纂础上应

该怎样调整
,

特别是逐季作物布局规划图必须耍

以它作为重耍的依据
。

土级图是根据调查
、

访问和对各田块进行系

统观测而得出来的反映土维种类分布的图件
,

它

是一切规划中因土种植
,

因地制宜的重耍依据
,

逐

季作物布局规划图
、

沤改旱规划图
、

稳定的作物布

局规划中逐块田块的技术措施
,

都是耍以 上维差

少

人

.

,



徐盛荣 : 在样板点上怎样做土续调查制图和规划工作

欢

异为转移的
。

肥力等级图是根据土级种类
、

养分状况
、

作物

生长反映及产t 等因素而划分的
,

它对确定布局

规划和措施指标
,
而特别是对成片种植的可能性

和施肥种类及指标的参考价值是较大的
。

地下水等深图是里下河地区采取水利土级改

良措施的一项重耍资料
,

在一个较大的坪子内
,

要

开多深的沟渠
,

沟渠间的宽度和长度多少
,

各级沟

比降若何
,

就能使积水畅排
,

地下水位降低到无害

于作物生长的限度
,

都是需耍有原来地下水深度

的资料的
。

当然跟土壤和成土物质的性质也有关

系
。

冲

三
、

对签层土级分类的一些认识

搞土族调查的时候
,

就需耍将各种形形色色

的士族进行综合和归纳
,

整理出一个系统
,
确定制

图单位
,

这也就是土壤分类的工作了
。

目前做这项工作最感困难的是怎样综合和归

纳士维
,

使土绒分类能紧密地结合生产
,

成为提供

生产依据的一项技能
。

在这些会议上 (土壤调查

制图现场会 )许多同志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

如土

壤分类是否与分区结合
,

士维分类的级别是否简

化等等
,

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

自已在这方面也有

一些设想 : 土维分类应该首先耍体现出两条
,

郎

第一
,
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

第二
,

符合人

为的农业生产活动过程
,

分类体系应与各种农业

技米措施一致起来
,

作为各种措施的依据
。

例如
,

在荃层分类中已有的土种
、

亚种
、

变种

三级
,

能否也这样尝试一下呢?

土种 : 在里下河地区可以是因为地下水和灌

溉水而引起的土绒演水强度影响到土壤的湿润程

度
、

冷热状况
、

土滚的氧化还原状况
,

可以作为水

利土维改良措施的依据
。

如该地区的鸭屎土种区

和黑粘土种区
,

对开挖沟渠的深度
、

间距就是不

一样的
,

一般是前者应深而密
,

后者可稍拢而疏

些
。

亚种 : 由于耕层的厚薄和耕性的好坏
,

影响

作物的根系活动和耕层水
、

肥
、

气
、

热状况
,

可作为

耕作管理和施肥的重耍依据
。

如两热田中的红沙

土和黄沙土
,

前者耕层厚达 16 厘米而疏松肥沃
,

后者耕层厚仅 10 厘米而板实黄清
,

两者在耕作深

度和培肥上肯定是不能一致的
。

变种 : 在里下河地区
,

某些沤田土壤中由于

季节性气候条件和地势低洼的影响
,

表现出在水

稻生长季节有使稻苗土
“

红帽子
”
的受毒现象

,

对

这样一些局部问题
,

郎考虑划成特殊的土维变种
,

作为采取某种特殊改土措施的依据
。

如里下河中

部的供性鸭屎土
,

东部的盐演黑泥土等等
。

冷

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