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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山区人民公社土壤详测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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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素有 “东南山国
”

之称 ; 山地丘凌的面积

约占 95 %
。

因而
,

农业生产受地形条件的制约显

得尤为突出 ; 耕地利用率仅占总土地面积的 12 %

强
。

主耍分布于沿海的千原和山地河谷两岸的阶

地
,
而在闽西北一带的中山地区

,

则多散布于山墉

谷地之中
,

显得十分破碎
,

土地利用率一般只有

5一10 %
,

甚或不足 5 %
。

在这种山多田少的条件

下
,

农业生产全面发展中对于土地资源的了解
,

以

及因地制宜地采用各种技米措施的要求
,

都需耍

提供大盈的土竣资料
。

自人民公社成立以来
,

这

方面的耍求就更为迫切了
。

1 9 , 9 年的群众胜土壤

普查居动之后
,

对于全省的耕地土维调查虽曹进

行过总结
。

但由于地域条件的差异
,

各地编制的

土维图幅详简不一
,

分类单元差异很大
,

造成了井

图和实用上的许多困难
。

尽管在当前的土壤调查

中这些问题的解决颇为复杂
,

但我们认为
,

在一个

省属范围内的公社详测中
,

如能使比例尺的确定

有一较为具体的数置依据和统 一 的 分类方 案
,

对于提高制图的精度
,

以及应用于生产和科学方

面的交流将是有签的
。

为 此
,

我们 从 1 9 61 年以

来
,

在结合专业教学的同时
,

曹先后于沙县茅坪
、

龙海佛宅
、

千和膺址
、

莆田漏头和本院实习农场的

=I= 维详测中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

现拟将工作

中的点滴体会
,

就这方面提出一些肤浅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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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白 淀性白斑土土 2 444 222 1222

斑斑斑 韧性白斑土土 斗lll 333 l弓弓

土土土土土土土

杏

一
、

土续制图比例尺选择的定, 依据

根据本省不同地区的土集详测经验
,

尽管各

地人民公社或生产队规模的大小不一
,

但在土集

详测中比例尺的选择上
,

一般都可找出共同的定

量依据如下:

1
.

土壤的成片性依据
: 系指在调查地区的范

围 内
,

某种土维的总面积与其自然地理分布的成

片数盆之比
。

如表 1 所示 : 土壤成片性数值的大

小可以明确地显示该种土攘在地区范围内的成片

分布状况 ; 数值越小
,

说明土级的分散性越大
,
而

成片性则越差
,

地理分布状况越复杂 ;反之亦然
。

根据土壤成片性所得的数值而选择比例尺的

方法为 : 从表 1 所计得的土壤成片值已知
,

在调

查地区的范围内
,

土集分布状况以深层烂泥土的

成片性最差
。

因而
,

为了使这一级分类单元的所

有土集都能在详测图中得到反映
,
显然

,
制图比例

尺的选择就应以能表现出这一成片性最差的土维

类型为下限
,

因为凡是能清晰地表现它的比例尺

范围也必然可以表现其他成片性较好 的土 维类

型
。

据此
,

我们已知 ‘
.

5 亩的面积约相当于 4 3。。

多平方米
。

设该土攘类型 自然存在的地理分布形

状为圆形
。

则根据圆面积的公式求得其最大直径

约为 75 米
。

据此而计得的制图面积
,

在 1 : 2 0 0 。

图中约为 10
.

8 平方厘 米 ; 而 1 : , 0 0 0 图 中 则 为

1
.

76 平方厘米
。

当比例尺小于万分之一时
,

就近

乎无能表示了
。

因而
,

根据成片性的特点所确定

的制图比例尺范围就不应小于五千分之一
。
而考

虑到该土维类型的实际分布面积还有比这成片值

更小的可能
,

以及其自然地理分布形状的多变性

和为提高室内成图的质t
,

减少误差
,

则用为野外

工作图的比例尺当以 1 : 2 0 0 0一 2 , 00 为宜
。

必须指出
,

土城成片性的根据与上图的分类

学单元之选择具有密切的关系
。

例如根据表 l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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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片值
,

如果把上图单位再提高一级分类单元
,

那么
,
调查地区范围内成片性最差的土族类型就

不一定是烂泥土
,
而可能是白斑士了 ; 同样

,

分类

系统不同
,

土滚成片性的数爱根据也可能不一样
。

但无论如何
,

土维成片性的特点总是客观存在的
,

它是土族地理分布状况的自然特性之一
,

尽管各

个调查者的土维分类依据不同
,
而当其分类学的

制图单位一经确定之后
,

土维的成片性特点也就

桑露了
。

2
.

最小的地形单元依据 : 在地貌相当发育的

福建山区
,

许多地形
,

如闽西北一带的山坡和闽东

南低山丘陵中之坑沟的分布都十分破碎
。

它们共

同的特点是呈明显的条带状延伸
,

纵长可达数百

至上千米
,
而宽度仅有数十米

。

巳供农业利用的面

积最小甚至只有 1。。。平方米左右
,

并且田址面积

很小
,

如在顺昌石澳大队的十几个山城总耕地面

积只有 2 20 多亩
,
而田块却达 4 7。。多址

,

平均 21

址才有一亩田 l)
。

类似这种耕地
,

在闽西北一带

占有 50 % 多的面积
,

高的可达 7 。% 以上
。
因而

,

即使在中比例尺的土维调查中
,

也耍求有适当的

制图形式给予表现
。

所以
,

在详测中
,

如何通过比

例尺的选择而把这一特点充分显示出来的耍求就

更为迫切了
。
因此

,

详测比例尺的选择就必须考

虑到这类最小地形单元的特点; 它们的溯源侵蚀

的纵深虽可很远
,

但宽度最小者甚至只有 20 米左

右
,

这段距离在二千分之一的图上约为 l 厘米大

小
。
当缩尺为五千分之一时

,

表示就很勉 强 了
。

如果耍表明其中土维类型的分布状况就更不可能

了
。
因而

,

根据这一特点所选择的详测比例尺只

能大于五千分之一 ; 如果为了较清晰地标出其中

的土维分布状况
,

往往需耍选择在 1 : 1 0 0 0一2 。。0

的缩尺
。

根据在本省不同地区的土维详测中
,

应用这

两个定量依据选择制图比例尺被证明是适 用 的 ;

一般都在五千分之一以上的缩尺范围
,
而在闽西

北一带往往由于土竣的成片性更差
,

和地形过于

破碎
,

一般野外工作图宜用 1 : 1 0 0 0 或 1 : 1 5 。。的

缩尺
,

但为应用上的方便
,

可根据不同的调查任

务
,

将室内成图缩制为 l : 2 。。0一5 0 0 0; 如果图幅

太大
,

尚可考虑按照地形单元进行分幅
,

装订成

册
,

以利于应用和阅读
。

位的最蓦本耍求
,
乃在于能够适应墓层指导和安

排生产的需耍
。

以使调查工作成果能尽快地应用

于生产
,

使所测绘的土竣图真正地成为墓层领导

策划农业生产斗争的蓝图
。

为此
,

根据我们工作

中的体会以为
,

比较合适的土集制图单元是采用

分区分类相结合的办法
。

也郎在土族墓础分类的

荃础上
,

根据它们的自然组合特点
,

进一步区分出

不同类型的“土区
”

或“土片,’a

在土地的利用中
,

我国农民也早已有区域分

区的习惯了
,

如根据不同的利用和地形特点
,

就有

田
、

园和书卜(坡地梯田 )
、

坑(山垅田 )
、

坑(坑田)
、

洋

(千原田 )
,

以及冲田
、

漆田
、

开田等的划分
,

在签层

的生产安拼
,

以及制定各种工分定额
,

利用方式或

作物布局等等
,

也大多是以此为根据的
。

根据我

们几年来在生产队的土维详测中
,

深感到有继续

裸入研究这种分类与制图单元划分的必要性
。

因

为从人民公社或生产队的规模和生产角度看
,

土

维类型的分异是具有一定的地域限制的
,

井且对

于土维详测的要求乃在于能更简练而清晰地显示

出该范围内的生产特点
。

为满足生产的需要
,

根

据土维的农业利用状况及其地理组合特点加以概

括归井
,

以提供制定阶段性较长的生产规划之用

还是十分必耍的
。

下面对分区分类制图单元作具体讨论
。

土区的划分依据乃是墓本土维类型的地城性

概括
,

是具有同一的地貌条件
、

土维水文状况和农

业利用方向的墓本土维类型的地域组合单元
。

在

人类的耕作活动中
,

其变异性较大
,

因而
,

它一般

是比较强烈地反映土维地区性的生产特点
,
而少

有发生学的联系
,

如岗地果园
、

丘陵荒地
、

坑沟水
田等

。

所谓
“田

’

,’’园或瓣
,

的概念井不是纯指农业

利用或土维水文状况等的单一要紊
,
而是带有几

定的地域性综合体含义
。

在划分时
,

要从作物对

其生活条件的要求出发去确定某些墓本自然耍素

(如水
、

热状况等 )的地域性差异
。

土片是作为划分中之一辅助单元
,

是在同一

土区范围内出现的水文状况或其他生境条件的局

部差异而导致农业利用上有所不同的微域 单元
,

如在洋田中出现的牛扼湖型低洼田或河滩地等
。

土属是指在地方环境条件和各种农业耕作措

施综合作用下
,

土壤个体发育中所反映的性态和

生产能力上的阶段性差异
。

它耍求能尽可能地反

吞
’

介

遨

二
、

土城分类与制图单位

在人民公社的土维徉测中
,

拟定分类制图单 l) 福建农业厅技术工作队 : 石溪土壤
。

1 9 6斗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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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调查地区的群众分类法
,

在命名上也应尽量采

纳当地习用的名称
,

要求简练而又能突出其生产

上的差别
,

如鸟泥土
、

黄泥土和烂泥土
、

漏砂土等

等
。

土种是指在土攘个体发育阶段中反映在其性

态和生产上的不同特点
。

为详测中的基本制图单

位
,

其命名必须能形象而突出地反映该种土攘生

产性能的特点
。

尤其耕性
,

以及其他突出影响生

产的因素如盐演
、

石格
、

铁盘和土层的厚薄等 ; 变

种是在土种范围内土梁性态或生产能力的数量差

异
。

在制图内容比较完备的情况下
,

井不一定需

要重行划分
,

为制图时的辅助单元
。

效举平和盾

坛大队暂拟的土攘分区分类制图单元说明如下 :

平原田 洋田 鸟沙土 油性 ;鸟沙土(一般)

河滩地 漏砂土 漏砂土(一般) ;石质

坡地排田 黄泥土 淀性 ;垃性 ;绵性 ;石格

白斑土 淀性 ;韧性

坑田 烂泥土 浅层 ;深层

低山荒地 红泥土 薄层 ;厚层

土集制图单位的概念一般包括分类单位和图

斑几何单位
。

在调查中对于制图单位的选择首先

是根据调查任务的 目的要求确定其分类单位
,

如

土种
。

而后在这基础上参照土壤的自然分布形状

确定其几何单位的大小
。

为选择一较为合适的几

何单位
,

调查者往往必须在踏勘中预先反复观察

和进行必要的目测工作
。

诚然土攘自然分布的儿

何形状确是多种多样的
,

但根据在福建不同地区

的调查结果着来
,
绝大部分土壤的自然分布形状

多表现为近似于长方
,

拟圆形或三角形
,

尤以长方

形系的最多
,

如浅层烂泥土
、

黄泥土
、

漏砂土等多

呈条带状
,
而深层烂泥土和一般受人为影响较深

,

熟化度高的土集类型则多为拟圆形
,

而小部分呈

三角形或月牙形分布
。

在相同的土集面积情况下
,

长方系的几何形

状较之圆方系的所选择之几何学制图单位可以小

些
,

也郎长方形的比之圆方形的能较容易被显示

在图上
。
因而

,

在本省的详测中
,

我们一般所选择

的圆方形系的基本制图单位大小约为0
.

28 一。
.

32

平方厘米
,

在千分之一缩尺中
,
约相当于 。

.

05 亩

的实际面积
。

这样小的单位
,

在闽西北一带的山

墉土攘调查中是必须的
,
只有这样才能跟详测中

所选择的制图单位相适应
。

影响制图单位确定的因素除比例尺和土壤的

自然分布特点外
,

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所拟定

的分类单元能不能把当地各种土壤中最突出的生

产性能充分暴露出来
,

井尽量使之在某一基础分

类单元中得到反映
。

一幅完整的土壤图不仅能够

充分体现调查区域范围内的土壤自然地理分布规

律
,

而且耍能清晰地暴露各种土缓的 农 业利 用

特点 ; 前者表明了土攘图的科学性
,
而后者则体

现了它的生产性
。

在成图中二者都必须而且可能

获得同时反映
,

但有人往往由于片面地强调所谓
“

生产性
”
而把目前暂时还未被利用的土攘排斥在

制图之外
,

从而使地区范围内土集自然分布的规

律性得不到体现
。

成图后
,

有些地方土攘成片性

很差
,

显得十分繁琐破碎
,

而有些地方则室旷无

物或者成片性被过分夸张
,

土攘界限十分单调
,

图

幅内容轻重不一
。

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制图单位

和几何单位不相适应而产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