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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层分类是土壤发生分类系挑中的基本单元
,

它 是构成整个土壤发生分类系就

的重要粗成部分
,

不可张予机械割裂
。

不过由于工作范围的大小
,

工作精度的差别
,

研究

时可分别有所侧重
。

如在人民公社 或生产大队 土懊群侧中
,

与小比例尺土壤翎查研究

中郎有所不同
。

大地区土壤研究
,

着重于了解土壤的地带性演化规律
,

对比士壤性态上重

大 的差异
,

主要研究土类
、

亚类特性
。

但人民公社的土壤差异
,

是在小地区 内发生的
,

应着

重了解土壤性态上的微小差异
,

更多研究土类
、

亚类以下
,

土壤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
。

而

这些土壤性态变异情况
,

握常可以具体作为 因地制宜安排生产的指标
。

我国土壤变化比

较繁复
,

各不同地带中
,

土壤基层单元的划分指标并不尽同
,

如果能把不同土区 的基层分

类单元有明确的划分指标
,

将可栩致地研究土壤发生分类 而且也可使土壤研究成果
,

更

好地与农业生产情况精合起来
。

为此
,

我俩在河北怀来西八里人民公社握堂房生产大队

进行土壤群侧 时
,

也着重研究了土城发生
、

特性与土壤基层分类周题
,

用以反映半干旱平

原地区土壤的变化情况
。

一
、

土族基层分类研究概况

从现有土壤查料来看
,

土壤分类研究中有关土壤基层分类单元
,

究竟应如何划分
,

国

际上尚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

如果和土壤的上层分类系扰

  ! 比较起来
,

科学基础还要薄弱
。

因为土壤的上层分类
,

郎对上类
、

亚类划分上
,

虽

然存在着很大的争渝 但可以看出
,

从第一屈国 际土壤学会对道库恰耶夫土壤发生分类传

播以来 ,

各国土壤学家对土类
、

亚类划分原 与指标
,

逐渐有一致的趋向
。

郎主要根据

土壤的粽合发生特征进行分类
,

而不是以个别性厦划分土壤类型
。

尽管在土类
、

亚类的划分上有趋于一致的趋向
,

但是土类
、

亚类单元概括性很孩
,

它只

表明 了大地区土壤性态上的差异及地带性演化规律
,

尚不易作为具体地区安排农业生产

的基本分类单元
。

为了更好地解决某一局部地区土壤性态差异与农业生产的联系
,

就要

求在土类
、

亚类以下更多研究土壤基层分类的划分
。

关于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
,

在解放以后
,

我国土壤学界逐渐采用了道库恰耶夫学派的

速按命名法
。

在土类
、

亚类下以土壤发育程度
、

地形
、

母盾以及其他土壤变化因子
,

作为土

种
、

变种单元
,

这种划分方法重视了分类的系枕性
,

但对土壤基层分类单元仍缺乏明确的

参加工作的偷有范本兰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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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

对土壤的一系列生产性状
,

也没有加以确切反映
。

这方面苏联土壤学界也有一些

衬萧
, ·

有人主张更多地研究土壤的耕植特性 刀 ‘, 。

至于敲到以土系为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方式
,

首先 由禹博特 
,

开

始
,

以后有些国家也采用这种划分方法 , , 。

我国在解放前曾一直应用
。

首先土系是根据

土壤剖面性状的差异划分的
,

除以地名命名外
,

再附以土壤厦地名称
,

如南京粘土
、

 

砂壤土等
,

并以地形起伏
、

土层厚度等情况划分土相 以表层厦地变化划分土粗
。

这种土

壤划分方式
,

是起源于地质学的地层分系方法
。

但应用于土壤时
,

因土壤的粽合性及可变

性均被地层为大
,

土壤类型较地层繁多
,

必然划分出很多的土系
。

据最近查料 ,

单美国

已确立有 夕
,

个土系
。

由于土系单元之简缺乏联系性
,

从而分类系挑性不孩
,

概念不清 。

而且土壤的生产特征
,

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来
。

至于靓到欧洲分类系就中 的基层单元分为  盆 变种  
一

 亚变

种 二极
,

其分类依据大致有三方面 均土壤祖撤
—

主要根据土壤微桔构形态
,

土

壤石灰含量及土壤反应
,

土壤母厦等
。

这些土壤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
,

同样存在着上

述的阴题
。

因此
,

土壤基层分类划分的原 及指标
,

至今尚未很好解决
。

我俩应根据我国

的土壤情况
,

深入研究土壤基层分类 的划分
。

在我国条件下
,

完全有必要而且可能更好地研究土壤基层分类
。

因为我国是一个地

跨热带至寒温带的大国
。

不同地带上
,

土壤性厦是不一样的
。

又是一个农业古国
,

我们的

祖先耕耘这些土壤
,

有几千年的历史
。

各地农民
,

翘长期的生产实践
,

对当地土壤有一套

丰富的趣输
。

年的土壤普查运动
,

重祝了农 民握瀚的总枯
,

但还有大量土壤科学工作

值得深入研究
。

二
、

半干旱平原地区土族的发生
、

特性及基层分类的依据和指标

土壤基层分类
,

应根据土壤的发生演化情况
,

将一个地区 的土壤作栩致的划分 每一

个基层单元的拟定
,

既要有明确的土壤性状指标
,

又要能反映出这些土壤的生产性状
。

因

为土堆基层单元可作为耕作
、

施肥
、

翰作以及土壤改良的基本依据
,

同时亦能反映土壤的

发生演化序列
。

因而划分时
,

不应单钝依据某一个别特征
,

而应根据土壤的粽合变化特

征
。

在我国情况下
,

首先应总桔拿众的款土
、

辨土挺骇
,

在此基础上
,

桔合进行一系列观

察
、

拭盼工作
,

依据土壤发生特征及生产特征
,

划分土壤基层单元
。

而拿众的扒土
、

辨土握

阶
,

是因地区而不同的 ,
在研究过程中应重砚这些特点

。

此次工作过程中
,

曾反复与晕众

尉渝及现锡观察
,

桔合系抗地进行土壤剖 面研究
,

收集了大量的水样
、

土样
,

进行土壤及地

下水的盐分以及土壤养分合量分析
,

还在田简进行了水分物理性测定
。

将以上这些拿众

趣嗽和观察拭翰研究精果粽合考虑
,

辐成各项图幅
。

据此
,

研究各填成土因素对土壤性状

及生产特性变化的影响
,

使土壤分类有可能与生产情况密切的联系起来
。

洋河淤灌平原的沉积特点

趣堂房生产大队位于怀来盆地
。

这是永定河上游的小型河谷平原
,

由洋河与桑干河

皿 刀岛, 习 胎 一字
,

作者的意觅应改释此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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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汇流而成
。

这些河系趣多次摆动
,

淤积为一系列故河道洼地及洼地边徐的砂质沉

积物
。

洼地边椽沉积层次变化较大
,

砂质沉积物并趣风力搬运堆成砂丘
。

本区 自明 万历

年简开渠灌概
,

已有 四
、

五百年历史
。

洋河水含砂量很高
,

达 一 务 这样长时期淤灌

后
,

在平原中沉积了厚薄不等的淤灌沉积层
,

最厚可达 米
。

在河流沉积物及淤灌沉积物

直接影响下
,

土壤质地层次变化复杂
。

这种淤灌耕作方式是在无排水条件下进行的
。

淤

灌种稻地段的淡水能冲洗脱盐 但又导致了邻近地段以及渠道两侧地下水位提高
,

引起盐

分的移动和累积
,

使耕地中出现了大量盐斑
,

而且盐斑随淤灌地段而迁移
。

从沉积物盾及地貌特征来判断
,

洋河曹在这一带流过
,

形成一系列洼地及洼地边椽的

砂丘
。

淤灌后平原地段地势被高
,

沉积层较厚
,

耕作活动亦较弦烈
,

因此在淤灌平原地段
,

虽然种稻
,

但仍可充分排水
,

因而盐分情况也较微弱
。

愈接近洼地
,

沉积层变薄
,

地下水位

亦有增高
,

地下水矿化度及土壤盐化程度也逐渐加重
。

至洼地中心
,

就成为长期或季节性

积水的盐碱滩地
,

洼地四周分布着盐化很重的盐土
。

因为土壤盾地层次变化较大
,

因而也

值接影响到土壤中的水分运行及盐分分异
。

这种淤灌耕作与水早翰作交互进行
,

决定了本地区作物品种的选择和安排
,

以及一系

列翰作
、

套种
、

施肥等耕作措施
。

因此
,

在土壤单元的划分上
,

应更多地考虑这些特点
,

郎

沉积层次复杂
,

上壤质地变化较大
,

地势起伏也较明显
,

影响到土壤水
、

热
、

盐分动态
,

而这

些土壤特性的变化
,

直接关系到土壤适耕和宜种性状
。

他是本区研究土壤基层分类时
,

应

着重考虑的土壤特性
。

土城质地及其层次排列是平原地区土城器层分类单元划分的皿要指标

平原地区土壤性厦的变化
,

翘常与土壤厦地有关
。

草众的款土
、

辨土趣盼也与土坡质

地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

表层土壤盾地的变化是耕作
、

施肥的主要依据 而心土以下的

底层厦地层次排列的变化
,

又直接影响着土壤中的水盐动态
。

在相同的条件下
,

土壤的盐

分状态
、

耐早耐涝的特性
,

挺常与土壤厦地的层次排列有着值接的联系
。

土壤的层次排列

与河流的沉积条件有关 而在淤灌条件下
,

又因局部地势的高低以及土壤渗水性能的差

异
,

使土壤具有特殊的淤灌层状特性
。

这种土壤表层厦地以及底层层次排列的变化
,

直接

反映土壤的宜耕适种的特性和耐水
、

耐肥的能力
。

因此在平原地区进行土壤基层分类 时
,

首先应把土壤厦地及其层次排列单元
,

划分得恰当。

平原土壤厦地的划分
,

应符合地区特点
,

才能很好反映实际情况
,

根据分析精果的枕

针查料来看
,

此种半干早平原地区 的土壤特征之一是很大部分土壤颗粒接近于 毫米

粒径
。

如按 卡琴斯墓粒极分类标准 表
,

会把黄砂
、

河砂两种不同厦地的土壤
,

归入同一厦地
,

郎砂壤土 也会把粘砂和两合土归为同一厦地
—

斡壤土
,

但在实际情况

下
,

拿众根据生产实践的翘骇
,

是把它俩区分开来了
。

这 四种土壤厦地所以发生很大的差

异
,

和它 的沉积情况是分不开的
。

黄砂位于砂丘边椽比较平坦的地段
,

是河流沉积和凤力

分选的双重桔果 但河砂趣常出现在河流故道流趣之处
,

渠道沿核以及灌溉撇积锥地段属

于动水沉积物
。

河砂与砂丘边椽的黄砂不同之处是
,

色泽较灰暗
,

多呈粉状单粒
。

而粘砂

只分布在洼地边椽的底土中
,

从情况推断
,

粘砂可能是故河道小型洼地边徐未趣分选的混

合沉积物
,

其毛管性强
,

渗水性差
,

凡有此土层的土壤
,

地表盐化现象非常严重
。

而两合土

位于地势平援的平原地段
,

土层松软
,

通透性良好
。

假如我们在盾地分类中根据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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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一

几种握盆土翻班地与卡娜斯荃土扭熨地的比校

采样深度

厘米

土奥机械粗成 粒径 毫米
。

一 一
。

一

理性粉 卡

厦地名称 采集地点
粒径

物粒

, 。

。

一
。

。

毫兴

琴斯幕
土澳质
地名称

黄 砂 芦家地 一
栩砂质
砂典土

河 砂 大三尖 一

,

夕

。

。 粗粉质
砂缝土

粘 砂 金家坑

无梁庙

一
。 。

。

‘
·

‘ “
·

, ,
·

‘

馨鬓壁
两合土 一

‘
·

“
·

“ , ,
·

。

馥盆壁

作为物理性粘粒与物理性砂粒的分界核
,

而本地区土壤厦地的实际情况是 粘砂中合砂粒

成分较高 毫米为 外
,

粘粒舍量也同样较高 毫米 占 外 黄砂粒径比

较均匀
,

均位于 一 毫米粒径范围内 而河砂 主要集中在 一 毫米的粒径

范围内
,

这些差异情况
,

并非 。
‘

毫米分界核所能反映出来的
,

因此不符合本地区土壤厦

地的变化情况
。

获 几种握熨土姐截地的箱牲含 比校

版 粒 含 量 粒 径 落 米
质地名称 采集地点

采样深度

皿来 砂 粒
一

翩砂粒
一

。
粗粉粒

。

一
粉 粒

一
石砾

黄 砂

河 砂

粘 砂

二合土

芦家地

大三尖

金家坑

无梁庙

一

一
。

,

。

一
。

 

一
,

我 阴自己根据比重爵法测的土奥顺粒分配曲技所划分的粒级分粗
。

表 胶 泥 的 翱 杜 含

质质地名称称 采集地点点 采样深度度 颖 粒 含 量 粒 径 : 落 米)))

(((((((厘来))))))))))))))))))))))))))))))))))))))))))))))))))))))))))))))))))))))) 砾砾砾砾砾砾 砂 粒粒 翩砂粒粒 粗粉粒粒 粉 粒粒 粘 粒粒
>>>>>>>>> 222 2一0

.
2555 0

.
25一0

.
0555 0

。

0 5 一0
.
0111 0

。

0 1 一0
.
00111 < 0

.
00111

胶胶泥土土 南大滩滩 21一34444444 9
.
222 3

。

888 斗7
.
999 3 9

。

111

胶胶泥土土 小东滩滩 88一101111111 16
.
999 2

。

lll 4 8

.

888 3 2

.

222

胶胶泥土土 无梁庙庙 0一8888888 16
.
111 15

.
222 36

。

333 3 2

.

斗斗

此种半干早平原地区
,

其士壤厦地的另一特点是
,

不萧是轻厦土壤或是粘厦土壤
,

在

粒极粗成中均有大量的粉粒成分(0. 01 一0
.
00 1 毫米)(表 2 及表 3 )

,

而现用的粒极分类中
,

对这一粒极没有始予足够的重视;但拿众划分土壤时
,

却很重祝这一极粒极
,

如黄砂和河

砂根据 0. 01 一0. 001 毫米粒径合量为 :
河砂 35

.
5务

,

黄砂 15
.2务

。

至于划分粘厦土壤
,

也重

视这一粒极
。

本地区所划分的胶泥
,

爵包括卡氏盾地分类中的粘土及重壤土
。

这次划分

时
,

仍采用了胶泥的划分概念
,

而未单钝以粒极分析枯果划分
。

因为本区胶泥主要为撇灌

沉积物
,
是浅层水撇灌沉积

,

土粒未翘充分分选
,

胶泥中仍含有较多的粉粒成分
。

从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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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

各种胶泥中粉粒极成分仍占很重要的比例
。

至于根据机械分析桔果会分成粘土与

重壤土的原 因
,

主要 由于用 0. 01 毫米(物理性粘粒)粒径含量划分而造成的 (表 4 )
。

实盾

上
,

是把大量的粉粒成分筷划为粘粒而形成的簇差
,

而事实上粘粒含量 (小于 0. 001 毫米)

的差异并不明显
。

这就是忽祝了粉粒粒径的重要意义
,

并不符合本区实际情况
。

城 4 胶泥土与卡哪州荃土盛吸地的比胶

厦厦地名称称 采集地点点 采样深度度 土坡机械粗成含量% (粒径:毫米))) 物理性粘粘 H
.
A
.
卡卡

(((((((厘来))))))))))))))))))))))))))))))))))))))))))))))))))))))))))))))))))))) 鞍< 0 ,
D lll 琴 斯 基基

333333333一111 l一0
.
2555 0

.
25一一 0

.
05一一 0

。

0
1 一一 0

。

0 0 5 一一 < 0
.
00111 粒径径 土 经 厦厦

0000000000000
.
0555 0

.
0111 0

.
00555 0

。

0 0 11111

( 毫米))) 地 名 称称

胶胶泥土土 南大滩滩 21一3斗斗斗斗 9
.
222 12

。

斗斗 1 8
.
222 2 1

.
111 3 9

。

lll 7 8

。

444 中粘土土

胶胶泥土土 小东滩滩 88一101111111 16
.
999 16

。

444 1 6

。

222 1 8

.

333 3 2

.

222 6 6

。

777 粗粘土土

胶胶泥土土 无梁庙庙 0一8888888 16
.
111 2峪

.
555 1 1

。

222 1
5

.

888 3 2

.

444 5 9

.

444 重魏土土

因此
,

胶泥并不正等于粘土
,

对粘厦土壤的划分方式应因地区而不同。 因此
,

并不是

要把所有的粘土与重块土都归并在一起
,

而是要看地区特点及其沉积分选情况 来决定
。

如山区 的杠粘土及
.
大河的静水沉积的粘土

,

和本区淤灌沉积的胶泥
,

自p有显著的差别
。

本区土壤质地的层次排列差异也很大
。

不同的土壤质地层次排列
,

在性状上有显著

的差别
。

以胶泥为例
,

胶泥的不同厚度及其底层土壤厦地的差异
,

都对土壤性状有明显的

影响
,

如表 , 所列
,

厚层胶泥土壤渗透性能良好
,

撇灌效果也好
,

土壤盐分合量也低
,

耕作

性能良好
,

土壤水分合量均匀
,

千湿变幅较小
,

其中养分含量也较高
。

而中层胶泥以下夹

有沙土层时
,

这种层次排列的士壤
,

渗透性虽然良好
,

但水分在剖面中分布很不均匀
,

很不

农 S 不同熨地层次排列对土盛理化特性的形明

采采采 样样 采 样样 深度度 PHHH C aC O...烘干干 养分舍量量 阳离子子 土缝水分物理特性性 质地地
地地地 点点 日 期期 (厚米))))) (% ))) 残渣渣 (% ))) 交换量量量 名称称

(((((((((((((((% ))))))))))))))))))))))))))) ( 落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机机 全氮氮全磷磷 当 篮/// 自然然 (凳履履

总孔孔非毛毛 毛管管鲍和和和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100 克克 含水水 米

8
))) 陵度度 管孔孔 孔阻阻含水水水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量量量 (% ))) 隙隙 (% ))) 且且且
(((((((((((((((((((((((((% ))))))) (% ))))) (% )))))

厚厚层胶泥泥 武家路路 1962 年年 0ee 1222 8
.
呜555 1 1

.
1000 0

.
0 888 l

。

7 111 0

。

1 111 0

.

1 444 2 3

.

3 222 2 0

.

666
1 1 000 气9 飞飞1 0

.
111 4 9

。

222 4
5

.

333 胶泥泥

4444444 月27日日 12一2222 8
。

5 222 1 3

。

0 999 0

.

0 777 l

。

4 000 0

。

1 000 0

.

1 333 2 5

.

2 888 3 5

.

5555555555555555555 斗
。

嘴嘴53
.
444 4 7

.
魂魂胶泥泥2222222222一3888 8

.
5888 12

.
3666 0

.
0777 1

.
斗666 0

.
1000 0

。

1 333 2 5

.

4 44444 1

.

1 444 5 7

.

888888888 胶泥泥

3333333338ee 斗888 8
.
6 000 8

.
8 777 0

.
0 666 1

。

6 888 0

。

1 222 0

.

1 333 2 7

。

7 444444444444444 胶泥泥

4444444448一10000 8
.
5555 10

。

6 555 0

。

0 888 1

.

4 555 0

。

0 999 0

。

1 333 2 5

.

8 888888888888888 胶泥泥

砂砂土底中中 火烧吃坦坦 1962 年年 0ee 2222 8
.
999 10

.
02220

。

0 999
1 Q QQQ

0

.

1 333 0

。

1 555 2 6

.

8 斗斗斗斗斗斗斗斗 胶泥泥

层层 胶 泥泥泥 弓月27日日22- 月555 8
。

3 444 9

‘

8 999 0

.

0 88888888888 0

.

0 999 0

.

1 333 1 8

.

5 777777777777777 胶泥泥4444444445ee 7444 8
。

4 333 4

.

6 000 0

.

0 888 l

。

2 000 0

.

0 444 0

。

1 000 1
0

。

5 999999999999999 砂土土

777777777斗一12DDD 8.9222 1.94440.0555 0 。

6 666 0

.

0 111 0

.

0 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 砂土土

00000000000000000
.
1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粘粘沙底中中 金家坑坑 1962 年年 0一1444 8
。

999 1 0

.

5 777
1

, 气气1
.
6 000 0

.
1000 0

.
1 555 1 8

.
3222 4 7

.
999 1

.
0 111 62

.
666 0

.
999 5 0

.
000 36

.
888 胶泥泥

层层 胶 泥泥泥 4 月25日日 14一2999 8
。

999 8

。

3 夕夕夕夕夕夕 1
。

3 666 0

.

0 999 0

.

1 444 1 7

。

2 333 3 3

.

999 1

.

3 888 5 0

。

999999999 胶泥泥2222222229ee 4333 8
.
777 7

。

8 888 0

.

2
777

1 1 只只0
.
0 888 0

.
1 444 1 0

。

5
111 6 8

.

3333333333333 胶泥泥

4444444443一6666 8.666 6 。

5 111
0 1 11111

0

.

0 444 0

.

1 222 8

.

7 000 5 1

.

5555555555555 胶泥泥

666666666‘以下下 8
。

444 1 0

。

8 8888888888888888888 0

.

0 444 0

。

1 222 1 7

.

2 333 2 1

。

0000000000000 粘砂砂

000000000000000
。

0 999 0

.

6 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

OOOOOOOOOOOOOOO
。

1
333 0

.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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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早
,

地表积盐
,

不很明显
。

中层胶泥以下有粘砂层出现时
,

因粘砂的渗透性能较差
,

毛管

作用较强
,

土壤积盐明显
,

淤灌效果也差
,

表层水分含量较高
,

耕作性能不良
。

土壤的层次排列
,

在半干旱平原地区
,

对水分盐分运行
、

养分含量变化以及土壤的耕

作性能都有很大的影响
,

这些地区的土壤基层单元划分
,

不能单钝根据表层质地变化
,

一

定要考虑地下水位以上
,

底层盾地层次排列及其厚度的变化情况
,

这是半干早平原地区划

分土壤基层单元时应散特别重视的阴短
。

土壤厦地及其层次变化是土壤基层分类中的基

本单元
,

下节我佣将群相希及
,

作为平原地区的土壤变种单元
。

在这次工作中
,

参考草众划分土壤的概念
,

并根据分析枯果
,

我介, 引用了一些土壤厦

地名称
,

并将祥栩尉渝其水分物理特性及耕作特性
,

供参考拭用
。

这里
,

我们想着重指出
,

所引用的名称并不一定要代替习用 的盾地名称
,

仅仅 是为丁靓明其简存 在着 一 定 的 差

异
,

应敲区分开来
。

至于命名是否确切
,

尚有待祥栩衬希舒正
。

3

.

土滚的水分物理特性
,

也是平原地区土城垂层单元划分的指标之一

在平原地区因土壤质地层次排列 的变化
,

也因所在局部地形部位的差异
,

致使土壤剖

面中水分含量及水分动态
,

发生显著的差异
。

有时质地虽然相 同
,

因所在地形部位不同
,

其水分物理特性
,

也会发生显著的差异;不同层次排列的土壤
,

水分物理性能的差异更大
,

值接影响到土壤的宜耕适种特性
,

因此在考虑划分土壤基层单元时
,

应散重视土壤的水分

物理特性
。

表 6所列的二种胶泥
,

由于所在地形高低不 同
,

其水分物理特性发生显著的差

异
。

以同一时期的土壤含水量侧定来看
,

由高到低
,

由 25 务到洼地时达 48
.
7务

,

相对较高

的地方
,

其土壤总孔隙度
、

毛管孔隙也均较低地为高
。

由表 6所列材料表明
,

分布在较高

地形部位的二种不同盾地的土壤
,

其水分物理性盾也有显著的差异
,

以同一时期的含水量

而言
,

差异性也非常明显
。

其容重
、

总孔隙度及非毛管孔隙度
,

也相应地发生显著的差异
。

因而这两种土壤水分运行状况
,

显然不同
。

获 6 不同土砚的水分物理特性比胶

采采集地点点 采集时简简 地 形形 深度度 盾地名称称 自然含水水 容重(克///总孔陈度度非毛管孔孔 毛管孔陈陈 饱和含水水
(((((((((厘米))))) 量(% ))) 厘米

8
))) (% ))) 障度(% ))) 度(% ))) 篮(% )))

声声 家 地地 1962 年年 地形高高 0一1222 黄砂砂 3
。

000 ‘
·

4

111

斗7
.
888 4

.
666 呼3

.
222 3 1

。

000

44444 月27 日日 起伏较大大 12一277777 11
。

lll
l

。

3 777 斗9
。

333 3

。

888 4 5

.

555 3 7

.

666

222222222 7 以下下下 5
.
5555555555555

十十八亩地地 1962 年年 地形高平平 0一1444 胶泥泥 2弓
.
888 0

。

9 999 6 3

.

666 1 1

。

111 5 2

.

555 5 3

.

777

44444 月 27 日日日 14一311111 25
.
222 1

.
1111 59

。

333
1

2

.

111
4 7

.

222 4 2

.

222

333333333 1 一599999 35
.
5555555555555

5555555559一855555 29.8888888888888

8888888885一1455555 24
.
1111111111111

大大 东 滩滩 1962 年年 洼 地地 0一1777 胶泥泥 斗8
.
777 1

.
1222 5

立
000

犷犷
58666 ,

上
,,

44444 月26 日日日 17一400000 33
.
6666666666666

相同厦地
,

由于所在地形部位的不同以及地下水位高低的差异
,

使土壤具有不同的渗

透性能
。

这种情况
,

与土壤是否发生盐化
,

有直接联系 ;同时也直接影 响着土坡的淤灌性

能
。

由图 1 所示
,

由于地下水位不同
,

其渗透系数(Kl 。
值)发生很大的差异

,

较高地方的胶

泥为 0. 4 3一2.04 毫米/分钟 ; 由于渗透性良好
,

其淤灌层甚为深厚
,

土壤均不显盐化 ;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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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部位较低的胶泥
,

地下水位较高
,

土壤的渗透性能显然较差
,

K
功 值为 0. 02 一0丹4 毫

米/分钟
,

地表积盐现象郎非常明显
。

低洼地区的胶泥

...、、、.、、、、
镶
/、

,‘..吕创众、米淤
。
权必帐烧暇

时简 (分挂)

图 1 不同土级的渗漏曲翻叶匕较

因此
,

不同厦地的层次排列
,

精合其所在的不同地形部位
,

使土壤的水分物理特性发

生显著的差异
,

如表 6 所列
,

不渝其自然含水量
、

总孔隙度
、

毛管孔隙度等
,

都有很大的差

异
。

因而
,

这三种土壤的盐化情况以及宜种适耕性能
,

都不相同
。

土壤的水分物理特性的差异
,

也影响到土壤温度的变化以及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等
。

如表 7 所列
,

如以位于地形较高的胶泥与洼地边徐的夹砂土的胶泥作比较
,

两者的昼夜土

壤温差显著不同
,

前者的土壤温度虽然较高
,

但昼夜变幅较大 ;而后者在春季时士壤温度

虽然较低
,

而昼夜变幅较小
。

又如表 8 所列这两种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侧定拮果
,

高地上

氧化过程较强
,

而后者还原过程明显
。

这种温度和水分以及土壤氧化还原的变化
,

直接影

响着这些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以及土壤中有机厦的分解和累积
,

直接影响着这些土壤的

我7 不同土公的土沮 (
.
C ) 恋化比校

土土缝缝 分布布地点点

琳琳
10厘 米米 30 皿 米米

地地地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 111111111110 :0000 14:0000 18 :0000 22 :0000 2 :0000 6:0000 10 :0000 10 :0000 14:0000 18:0000 22 :0000 2:0000 6:0000 10:0000

睦睦宁肚肚地形形 大三三 1962 ,
5

,
1 3 一5,

1 444 1 8

。

000 1 9

。

000 1 8

。

555 1 6

.

555 1 4

。

999 1 3

。

444 1 5

.

000 1 3

.

999 1 3

。

777 1 4

。

222 1 3

.

222
1

, qqq 1 , 气气 1 3
.
222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注注
-----------------------------------------------------
高高高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胶胶泥泥 洼翅翅牛家家 同 上上 11
。

000 1 4

.

000 1 4

。

222
1

, 气气1 1 气气1 0
.
555 1 1

。

555 1 1

.

222 1 1

。

888 1 2

.

333 1 3

.

555 1 3

。

555
1 , 气气 1 2

.
555

土土土 边释释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表 8 不同土公的暇化还原电位比校

土土 吸吸 地 点点 分布地形形

议议
氧化还原电位(落伏)))

00000000000一20 厘米米 20一40 厘米米

胶胶 泥 土土 大 三 尖尖 地形高平平 1962 ,
5

,
1 555 3 6 999 3 6 999

胶胶 泥 土土 牛 家 坑坑 洼地边徐徐 1962,
5

,
1 555 3 9 999 6 斗999

注: 测定时天晴
,

有大风
,

气沮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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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过程
。

如土壤厦地虽然相同
,

而高地上土壤的水分合量较适中
,

春季温度回升较快
,

适于春播作物及夏收作物的发芽和返青
,

足以加速作物的生长 ;相反
,

在低洼地区的胶泥
,

由于温度低
,

过湿和还原过程张
,

土壤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
,

有机贯的分解不充分
,

致使夏

收作物返青较慢
,

春播作物的发芽迟援
。

只有在气温增高后
,

养分才能充分供应
,

自p拿众

所销
“
发老苗

” ,

不发
“
小苗

”的现象
。

根据上远情况
,

划分土壤基层单元时
,

也应重视土姨性状变化
,

水分物理特性的变化
,

与地形
、

地下水状况以及质地层次排列等的相互关联
。

这种相同胶泥因所在部位而发生

的差异
,

郎可作为变种以上
,

土种划分的指标之一
。

4

.

土城的有机厦和养分状况变化
,

也可作为土种的划分依据之一

依据土壤的化学特性作为分类的指标
,

应用已久
。

本生产队具体应用 时
,

亦足以反映

长时期撇灌耕种的土壤变化情况
。

根据化盼桔果
,

离村庄附近的土壤与离村庄较远的类

似土壤作比较
,

不渝有机厦
、

全氮
、

全磷及阳离子交换量均较高
,

相应地盐分含量及 c/N

比RlJ 较低(表 9 )
。

表 , 不同土县的葬分袱况及化学特性比较

土土 奥奥 采集地点点 采样深度度 碳酸钙钙 P H 值值 有机质质 全 氮氮 C/ NNN 全 磷磷 阳离子交交 烘干残遭遭
(((((((厘来))) ( % ))))) (% ))) (% ))))) (% ))) 换量 (毫毫 (% )))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当 量/////
11111111111111111111100克土)))))

砂砂 土土 白 家 攻攻 0一1888 3.5222 8.555 0.5666 0.02666 14.555 0.098888888

沙沙沙 丘丘 18一3999 2
.
4777 8

。

888 0

.

3 333 0

.

0 2 555 7

.

777 0

.

0 8 0000000

3333333
9 一6111 2

。

8 222 8

。

888 0

.

9 000 0

.

0 5 000 1 0

.

444 0

。

0 8 0000000

6666666 1 一8000 2
.
7000 8

。

999 0

.

3 666 0

.

0 2 888 7

.

111 0

.

0 9 4444444

胶胶 泥 土土 西大三尖尖 0一1555 12
。

2 222 8

.

222 1

.

5 999 0

.

1 0 222 9

.

000 0

.

1 5 斗斗 2 4
.
000 0

.
0 6 000

高高高 平 地地 15一3444 12
.
0666 8

.
111 1

.
呼222 0

.
0 9 555 8

.
222 0

.
1今222 2 9

.
8 222 0

.
1 1777

3333333 4一4777 10.1111 7 。

888 1

.

呼666 0
.
0 9 555 8

.
777 0

.
13 666 2夕

.
6 999 0

.
18 888

呼呼呼呼7一7777 9
.
9444 8

.
222 l

。

5 777 0

.

1 0 555 8

.

777 0

。

1 3 888 2 7

.

2 999 0

.

2 1 555

7777777 7 一12000 9.9444 8.333 1.3000 0 。

0 8 222 9

.

222 0

.

1 3 000 2 0

.

9 111 0

.

1 5 777

胶胶 泥 土土 梅 子 地地 0一555 14
。

3 999 9

.

555 1

.

6 000 0

。

0 9 888 9

.

555
0

。

1 3 000 3 1

。

1 222 0

.

1 5 444

远远远离村庄庄 5一1444 11
。

1 222 9

。

333 1

。

3 444 0

.

0 8 555 9

.

111 0

。

1 2 000 2 1

.

6 666 0

.

1 1 777

1111111 4 一3000 8
。

8 333 9

.

333 l

,

1 666 0

.

0 7 666 8

.

999 0

.

1 1 222 1 7

.

7 555 0

.

0 8 444

3333333 0 一3777 8
。

6 555 9

。

111 1

。

2 222 0

.

0 7 222 9

.

888 0

.

1 1 666 2 1

.

嘴555 0
.
0 9 666

3333333 7一5777 6
.
3555 9

。

222 0

.

7 666 0

。

0 4 888 9

。

222 0

。

1 1 888 1 2

.

7 333 0

.

0 5 666

同样属于胶泥厦地
,

分布在洼地边椽与地形部位较高的胶泥
,

其养分合量有很大的差

异
。

后者有机质
、

全氮合量虽然较高
,

但土壤水分过多
,

土壤温度较低
,

致使养分的棘化和

释放迟援 ;而且土壤合盐量又高
,

因而其生产特性就远不如高地上的胶泥
。

因为高地上的

胶泥
,

有机厦
、

全氮含量虽较低
,

但由于土壤中盐分合量较鲤
,

水分含量适中
,

早春土温回

升较快
,

养分供应及时
,

为本生产队生产力最高的土壤
。

因此
,

同样是胶泥
,

’

而其土壤的化学特性和养分合量有很大的差异
,

这是划分土壤分

类单元的另一指标
。

一般这种情况与土壤的发育程度有密切关联
,

这是划分土种的重要

依据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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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土城盐化情况是盐波平原地区签层单元划分的主要依据

土块中可溶盐的含量及其祖成的变化
,

值接影响土壤特性
。

本生产队地下水位较高
,

地下水矿化度为 < 0. 1一0. 4 克/升
,

在无排水淤灌的条件下
,

使很大部分土壤出现不同程

度的盐化
。

一种是平原地区耕地中的盐斑
,

另一种是低平地区及洼地中的重盐化土壤及

盐土
。

盐斑上土壤盐分粗成及含量与非盐斑土壤的盐分含量和粗成有明显的差异
,

如表

10 所示
,

非盐斑土壤的盐分含量以表层 50 厘米平均舒 < 0. 1多
,

盐分粗成以重碳酸盐为

主;而同一地区的斑状盐化土壤
,

其表层 50 厘米为 0. 井另
,

盐分粗成为氛化物重谈酸硫酸

角厦混合盐
。

低平地区及洼地上土壤盐化很重
,

盐土成片分布
,

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
。

其

中瓦碱都分布在局部脱盐地段
,

在袒微脱盐后
,

地表出现苏打累积
,

p
H 值高达9.5 以上

。

油碱的盐分粗成比较复杂
,

是一种吸湿性较咳的盐化土壤
,

成片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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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盐分舍量及祖成的变化
,

影响到作物种类及品种的选择
,

也影响到作物的生长

情况
,

而这些盐分的累积和分异
,

与地形
、

盾地及其层次排列
、

地下水位和水盾
、

矿化度均

有直接的关联
。

土壤中的盐清程度的变化
,

在分类系枕中用作土属划分的指标
。

而盐分

过重时
,

郎可单独划为土类或亚类
。

6

。

应如何根据土级的宜麟适种特性划分土城落层单元

过去划分土壤基层单元时
,

一种情况是 :主要根据土壤剖面性状变异
,

很少注意土壤

的宜耕适种特性;另一种情况是:只注意土壤的宜耕适种特性
,

而不注意土壤性态的变化
。

此次工作中既研究了土壤的性态变化
,

也研究了土壤的宜耕适种特性
,

更注意这两者之简

的内在联系
,

以便使土坡基层分类单元
,

更符合生产情况
。

土壤的宜耕适种特性
,

是土壤性态的粽合反映
,

具体来税
,

和土壤的厦地及水
、

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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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

也和土壤中盐分含量
、

盐分粗成发生联系
,

同时还受土壤中有机厦
、

养分含量及枯构

情况的影响
。

不同质地因所在部位不同 ,
其水分含量以及养分合量会发生很大的差异

,

土

映的宜耕适种特性
,

也随之发生差异
,

如表 n 所示黄砂土的流限
、

塑限
、

膨胀
、

收缩等均校

胶泥为小
。

这种黄砂土的生产特性是易耕
、

耐涝而不耐早
、

易 出苗而不壮苗
、

后劲差等
。

反之
,

胶泥土的生产特性是保水
、

耐肥能力高
、

耐旱不耐涝
,

其塑性上限
、

塑性下限
、

收缩均

较黄砂土为大
。

土壤的机械物理性及其适种的作物
,

也随土壤性厦而有差异
,

如分布地形较高的淤灌

胶泥土
,

由于地下水位深
,

土壤渗透性能良好
,

表现在易耕
、

不粘犁
、

耐早耐涝
、

保水保肥
、

早春温度回升较快
、

出苗整齐等方面
,

是本生产队产量最高的土壤
。

反之
,

位于低洼地区

的胶泥土
,

地下水位较浅
,

地表盐化较重
,

土壤的流限
、

塑限均较高
,

浸水容重较小
,

表现在

土壤耕作特性上是粘犁
,

也不易翻
,

如与平地上的土壤作比较
,

平地上耕地L S亩只要一个

工
,

而洼地上每个工只能耕 0. 5 亩
。

反映在适耕期上也有差别
,

平地上在雨后两天就能下

地耕作;而洼地上在遇雨后
,

要等 10 天
、

半月才能耕犁
,

因此这两种土壤在作物的选择和

栽培上
,

均有很大的差8lJ
。

平地上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很多
,

产量也较高
,

而洼地上因有

较多的盐碱成分
,

只能种葵花
、

糜子
、

高粱
,

而且常因盐碱为害或土壤过湿
,

作物不能保苗
。

因此
,

土壤的宜耕适种特性与土壤本身性状有着密切的联系
,

在研究清楚土壤性状的

同时
,

也应把这些性状所反映在生产上的一系列固题研究清楚
。

这样所划分出来的土壤

分类单元
,

能与生产密切联系起来
,

同时也能将这些土壤的攀众耕作和种植握硫
,

归钠进

去
。

可使土壤基层分类单元(土种与变种单元)的生产特性
,

更加明确
。

7

.

划分土级时应粽合考虑土城发生特征及剖面性状

上面分别叙远的土壤盾地及其层次排列
、

水分物理
、

化学及养分特征
、

盐清状况以及

土壤宜耕适种特征
,

都是划分土壤分类单元时的指标和依据
。

在划分土壤基层单元时
,

如

上所远
,

不能单钝依据某一指标划分土壤
,

而应敲把这些因素粽合起来考虑
。

因为上远各

分类因子
,

趣常是相互影响
,

蜡粽复杂地反映于土壤的性态变异
。

这些性态差异
,

是土壤

的发生特征的反映
,

因而只有深入研究土壤的发生演化情况
,

才能掌握土壤的各种性态变

异虎律及其相互关系
。

由此所划分出来的土壤基层单元
,

必然能确切地反映土壤的性态

变异及其生产特征
。

本生产队各土壤简的演化情况非常明显
。

高起的砂岗
、

淤灌平原以及积水洼地中分

布着不同性状的土壤
,

这与其沉积及撇积的地形
,

沉积及淤积的久暂
,

撇积物的厚度与特

征;水分盐分情况
,

均有很大的关联
。

砂尚上的土谈
,

从厦地来靓仍为砂土
,

但砂岗上 由于充分排水
,

土壤内外排水良好
,

形

成有机厦合量较少
,

色译深揭
,

具有假菌林状碳酸钙累积的土壤性状
,

也有袒微的粘化现

象
,

进行着袒微的褐土过程
,

生产简题是干旱缺水
。

在淤灌平原上
,

由于淤灌 的影响
,

形成了特有的沉积物及特殊的沉积地形
。

自p沉积时

既非动水
,

又非静水
,

因而沉积物分选不够明显;胶泥中
,

粘粒与较粗的粉粒一起下沉
,

形

成一种渗透性良好的胶泥
。

五年一翰的淤灌种稻与季节性的干湿文替
,

主导着此种土壤

的发生
。

每隔五年种稻时
,

总是在地表淤上一层新的沉积物
,

薄者 2一3 厘米
,

厚者可达

10 厘米以上
。

沉积后立郎耕翻种植
,

种稻时
,

土壤剖 面中充满水分
,

地下水位上升
,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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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果可能偏高
。

过程比较明显;但种稻后
,

立 郎种植旱作
,

士壤处于充分排水状态
,

地下水位下降
,

氧化过

程开始活跃
,

这样简隙性的淤灌沉积及简隙性的干湿交替的拮果
,

地下水位升降硕繁;水

位的上升
、

下降
,

又使土壤氧化还原交互进行
,

因此表层土壤色泽浅棕而具有大量绣色斑

较
,

底土中色泽灰暗
,

而且具有大量晤色胶膜
。

新沉积物复盖后
,

立郎耕作及作物根系活

动的枯果
,

其沉积层次虽然明显
,

但握根系穿插及耕翻
,

均有明 显的发育特征
,

不过
,

其发

生特征与一般草甸土尚有显然的差别
。

这种过程可以称为淤灌耕作草甸过程
。

而且这种

士壤的空气与水分运斡
,

均较良好
,

土壤盐化较袒
,

只有沿水沟及渠道两侧
,

土地不平整

时
,

才局部出现盐斑
,

这种淤灌草甸土是本生产队生产力最高的土壤
。

在低平地区及洼地边椽
,

土壤的发生特征就有很大的差异
。

虽然也进行淤灌种稻
,

但

受地下水位较高
、

土壤渗透性较差的影响
,

地表淤积层甚薄
,

土壤表层色泽自p较灰暗
,

底土

中可出砚袒微的潜育现象
,

而且愈接近洼地
,

糟育现象更加明显
。

在薄层胶泥层以下
,

郎

多粘砂沉积物
。

这种粘砂多呈灰黄色
,

渗透性甚差
,

毛管作用活跃
,

在高水位的支持下
,

土

壤盐化现象十分明显
。

在洼地中心部分
,

郎为季节性或长期性积水地区
,

土壤水分过多
,

糟育过程特别明显
,

土壤中有机质累积较多
,

土色灰暗
,

表层有机厦层以下
,

直接为灰色或蓝灰色潜育层
,

植被

以芦草 (尸石ra 脚itosco mmuoi, ) 及莎草 (ca , st enop人y zla ) 为主
,

沿植物根孔
,

尚有大

量的腐根及沿根孔的灰蓝色斑枚
。

土壤中也有明显的积盐现象
。

这种盐分分异和累积情况
,

与地形及地下水位等有直接关系
。

在较高起的洼地边椽
,

由于土壤积盐与脱盐的双重枯果
,

有苏打累积的现象
,

形成瓦碱
。

而在洼地边椽
,

由于正

好位于淤灌地段的末端
,

有 由渠系及平原较高部分随灌溉水迁移来的盐分
,

因此本地段地

下水位较高
,

水厦较差
,

土壤中合盐较重
,

土壤盐分累积明显
。

但这种盐分累积情况
,

也与土壤盾地层次排列有关
,

如底层出现粘砂时
,

盐化很重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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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出现透水性良好的砂土时
,

盐化相对较袒
。

土壤积盐与脱盐既与大的地形单元有关
,

也与局部地形变异有关
,

如在大型洼地的四周
,

盐分大量累积;而在小型洼地边糠高起的

地段
,

也同样出现盐分累积
,

这样地形和土壤厦地相桔合
,

正好构成土壤中水盐动态的主

要 因素
。

淤灌
、

耕作和施肥的反复过程
,

是在人为控制下进行的
,

在本区已有四
、

五百年的历

史 ;但这种变化情况
,

与所在的局部地形高低
、

沉积物的性状
,

有直接关联
,

也影响到土壤

中的水盐动态
。

因此
,

在洼地边徐的淤灌土壤与平原地区的淤灌土壤
,

在性状上有着明显

的差异
。

平原淤灌层厚
,

渗水性良好
,

无盐分累积
,

具有淤灌耕作草甸过程 ;而低平地区及

洼地边椽的土壤
,

淤灌层薄
,

地下水位高
,

渗水性差
,

地下水矿化度也高
,

盐分累积明显
,

是

淤灌耕作下的盐清过程
。

愈接近洼地边椽
,

土壤潜育现象也渐趋明显
。

正因为两种土壤

的成土过程的不同
,

这些土壤的性状
,

有着截然的差别
。

耕作利用
、

改良途径及措施也有

明显的不同
。

因此
,

只有研究清楚了土壤的这些粽合性状及其成土过程
,

才能更好地利用

改良这些土壤
。

三
、

土攘基层分类命名

土壤分类握常涉及到土壤命名
。

土壤命名的目的
,

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和概括这些土

壤的性态变异
。

在命名时
,

应首先根据成土过程及土壤性态特征
,

使土壤名称具有确切的

内容
。

在确定趣堂房生产大队的土壤基层分类命名时
,

首先找出每个分类单元划分的指

标
,

再据此确定其分类及命名
。

发掘和引用拿众土壤名称
,

是充实我国土壤基层分类命名的重要途径
。

但在引用攀

众名称时
,

首先必填确定这些名称的具体合义及其土壤性状指标 ; 再根据这些指标
,

确

定这些土壤名称在土壤分类中的位置
。

趣堂房生产大队过去没有进行过土壤刹查
,

仅在

19 58 年土壤普查时作过土壤类型的划分及土壤图的福制
。

当时将本生产队分为胶泥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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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土和砂土三种类型
。

在我们 196上年进行筋简时
,

攀众也是这样称呼
。

等到栩致地和

他俩甜希后
,

发现他佣和其他平原地区农民一样
,

不单钝考虑表土的各种变化
,

还考虑底

层土壤的变化
。

如前面已握提到过的粘砂层
、

砂土层并不露出地表
,

而拿众仍非常重视
,

将整层胶泥与底层有粘砂的胶泥划分开来了
,

并始予不同的名称
,

哄做胶泥土
,

粘砂底胶

泥土
,

砂土底胶泥土
。

这三种不同变异情况的胶泥土
,

其土坡性状
,

生产特征
,

迥然不同。

因此
,

根据以上所远
,

将本生产队的土壤
,

按土壤盾地层次排列
,

划分为以下基层分类单元

(相当于变种)
。

胶泥

粘砂底厚层胶泥

砂土底厚层胶泥

胶泥底厚层两合土韬中层胶泥

粘砂底中层胶泥

砂土底中层胶泥

砂土底两合土蹈中层胶泥

胶泥底中层粘砂姑中层胶泥

砂土底中层粘砂姐中层胶泥

胶泥底中层河砂稻中层胶泥

粘砂底中层河砂蹈中层胶泥

胶泥底中层河砂蹈中层胶泥

砂土底薄层粘砂皓 中层胶泥

两合土底薄层胶泥

砂土底厚层两合土韬薄层胶泥

粘砂底中层粘砂韬薄层肢泥

胶泥底中层两合土姻薄层胶泥

砂土底中层两合土韬薄层胶泥

粘砂底砂胶相简薄层胶泥

砂土底薄层两合土蹈薄层胶泥

黄砂

河砂

粘砂底中层河砂

砂士底中层胶泥皓中层河砂

砂土

这样的划分方式用以体现平原地区土谈盾地层次变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

而这些性

状又决定着土壤中水分
、

盐分运动情况
,

以及宜耕适种情况
。

划分时将地下水以上或 2一

2. 5米以上的土层变化
,

基本上划分为三段: 自p底一鹤一表层盾地变化
。

底郎表示底层土

块性状
。

韬表示中层所夹的土层变化
,

也就是表土以下一定深度的土壤厦地变化
。

至于

表层厦地应着重考虑
,

排列于后
。

其次
,

再考虑这些土层的厚度
,

舒划分为薄层
、

中层
、

厚

层三种
。

薄层系指 20 一30 厘米厚的均厦土层
。

中层系指 50 厘米(士 )厚的均厦土层
。

厚

层系指 1米以上 的均质土层
。

至于10 厘米以下的薄层单层变化
,

一般不影响水
、

盐运动
,

不予考虑 ; 但多层夹层郎予以考虑
,

以砂胶相简命名
。

在野外工作中划分土层的厚度时
,

应依据沉积规律划分土壤单元
,

而不能机械地依上列厚度区分厚薄
。

因此
,

在 30 一50 厘

米简
,

50 一100 厘米简有一定的伸缩简距
,

如 70厘米土层 出现时
,

应根据其沉积情况
,

主

要为厚层相联时归入厚层 ; 而广大地段为中层时归入中层
。

至于整个土层为均质土层时

就以胶泥
、

砂土命名
。

例如粘砂底中层河砂脂 中层胶泥
,

郎指表层中层 (豹半米厚) 为胶

泥;中夹一层构半米厚的河砂层
,

好象爵中简的循儿一样
,

其厚度与表层相似;以下为粘砂

底土层
。

又如粘砂底厚层胶泥
,

即在构 1米厚的胶泥土层以下为粘砂土层
。

从这两种厦

地层次排列情况
,

很自然地可以联系土壤中的水
、

盐运动状态
。

但值得重视的是
,

这样的盾地层次排列变化
,

并非土壤性态变化的唯一 因素
。

以胶泥

为例
,

平原中平坦开阴地段有很厚的淤灌胶泥
,

地下水位2一2. , 米
,

土壤内外排水良好
,

并

无积盐现象
,

是一种产量很高的肥沃土壤;反之
,

洼地中也有胶泥
,

因长期积水
,

色泽灰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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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排水不良
,

至今仍未耕作
。

又如平原地区
,

表层均为胶泥
,

而底部出现粘砂层者
,

较出

现砂土层者土壤盐化情况显然加重
。

因此在划分这些土壤贯地层次变化的同时
,

尚应粽

合考虑土壤的发生特征
、

盐清状况以及生产特性等
,

分别归入各不同发生类型中去
。

兹根据上远原AlJ
,

划分为以下的分类系枕:

褐土

(一)揭王性土

1.砂土

(二)草甸揭土

1.砂土

2 .黄砂

浅色草甸土

(一)揭土化草甸土

1.黄砂

(二)淤灌揭士化草甸土

1.胶泥

2 .河砂

3 .砂土底胶泥妇河沙

4 .胶泥底厚层两合土稻中层胶泥

,
.
砂土底厚层两合土铭薄层胶泥

6.砂土底两合土姻薄层胶泥

7
.
砂土底薄层两合土

(三)跪色草甸土 “

1
.

河砂

2.砂土

(四)撇灌草甸土

人
.
厚层淤潜

1 .胶泥

2 .粘砂底厚层胶泥

3. 砂六底厚层胶泥

4 .胶泥底厚层两合土姻中层胶泥

5 .砂士底 中层胶泥
6.砂士底 中层两合土韬中层胶泥

7. 胶泥底 中层两合土蹈中层胶泥

8.砂士底中层两合土韬中层胶泥

9 .胶泥底中层河砂翻中层胶泥

10.粘砂底中层河砂循中层胶泥
,

1 1

.

胶泥底中层砂土姻中层胶泥

12
.
砂土底薄层粘砂蹈中层胶泥

B. 薄层淤灌

1.两合土底薄层胶泥

2 .砂土底薄层胶泥

3 .胶泥底中层两合土胭薄层胶泥

4 .砂土底中层两合土韬薄层胶泥

,
.
粘砂底砂胶简层薄层胶泥

(五)盐化草甸土

A. 袒度盐化

1.河砂

B. 中度盐化

1 .砂土

(六)盐化淤滋草甸土

人
.

视度盐化

1.胶泥

2.粘砂底厚层胶泥

3 .砂土底厚层胶泥

4 .胶泥底厚层胶泥

,
.
粘砂底中层胶泥

6 .砂土底中层两合土韬中层胶泥

7
.
胶泥底中层粘砂韬中层胶泥

8.砂土底中层粘砂婚中层胶泥

9 .胶泥底中层河砂韬中层胶泥
10.粘砂底中层河砂蹈中层 肢泥

B. 中度盐化

1.胶泥

2 .粘砂底厚层胶泥

3 .沙土底厚层胶泥

4 .粘砂底中层胶泥
.
5. 砂士底中层胶泥

6 .砂土底中层粘砂蹈中层胶泥

7 .两合土底薄层胶泥

8 .粘砂底薄层胶泥

9 .粘砂底砂胶相简薄层胶泥

10 ,

砂士底两合土姑薄层胶泥

c .强度盐化

1.胶泥

2 .粘砂底厚层胶泥

3.砂士底厚层胶泥

呼
.

粘砂底中层胶泥

5.砂土底中层胶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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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胶泥底 中层粘砂韬中层胶泥

7.砂土底 中层粘砂鹉 中层胶泥

8.砂土底薄层胶泥

9 .两合土底薄层胶泥

三
、

湿土

(一)盐化草甸湿土

A. 强度盐化潜育湿土

1.粘砂底厚层胶泥

2 .砂土底厚层胶泥

3.砂土底中层粘砂婚中层胶泥

4.粘砂底薄层胶泥

,
.
砂土底薄层胶泥

6.粘砂底 中层河砂

四
、

盐碱土

(一)苏打盐碱土(瓦碱)

1 .砂土底厚层胶泥瓦破

2 .粘砂底中层胶泥瓦碱

3 .胶泥底中层粘砂韬中层胶泥瓦碱

4.砂土底中层粘砂蹈 中层胶泥瓦碱

5.砂土底薄层粘砂蹈中层胶泥瓦碱

(二)潮湿盐土(油碱)

1.粘砂底厚层胶泥油破
2.砂土底厚层胶泥油碱

3.粘砂底中层胶泥油碱

4.砂土底中层胶泥油碱

(三)潜育盐土

1.胶泥底中层粘砂韬中层胶泥

分类系挑中所列举的褐土
、

浅色草甸土
、

盐碱土及湿土等为土类概念 ;揭土性土
、

草甸

褐土
、

撇灌草甸土
、

苏打盐碱土
、

潮湿盐土等为亚类概念
。

以下 郎全属基层分类单元
。

其

中1 ,
2

,

⋯⋯厦地层次排列均属平原土壤的基层分类单元
,

相当子变种单元
。

但不同土类
、

亚类下的胶泥
,

其发育程度及有机质含量已有差异 ;而且同一土类下厚层胶泥
、

中层胶泥

与薄层胶泥的土壤中水
、

盐运行及肥沃情况
,

均有差别
,

应属变种以上单元
,

相等于土种

概念
。

至于张度盐化
、

中度盐化及袒度盐化
,

可看作是土属概念
。

因此
,

本分类系枕仍以

四极分类为主
,

必要时采用五极分类的方式
。

而其中以厦地层次排列作为基层分类单元
,

依其发育程度
,

划分土种
。

基层分类单元
,

均引用拿众土壤及土层名称
。

但攀众土壤名称
,

并不 肯定都是土种
、

变种单元
,

如油碱
、

白碱和瓦碱
,

是盐清土的三

个类型
,

在上节已挫群栩敲过
。

瓦碱具有苏打盐碱化特征
,

而 油碱具有潮湿盐土特征
,

白

碱的性状并不固定
。

因此
,

当这些土垅的发生特征研究清楚后
,

将油碱与瓦碱归为亚类单

元
,

属盐碱土范畴 ;而白碱名称未予采用
。

至于土类
、

亚类命名
,

不一定都 由基层分类名称中归钠 出来
。

此次我们也应用了揭土

概念
,

这是半干早地区研究得较清楚的发生土类名称
,

可以粽合地反映土壤性状的特点
。

举凡褐土既无盐化现象
,

又无盐化威胁
,

其生产阴短是干早威胁较大
。

此外
,

也还划分了

盐碱土名称
,

而在这个土类以下
,

就引用了拿众通用的油碱
、

瓦碱等
。

最后
,

应涉及土壤基层分类与土类
、

亚类的联系阴题
。

在应用时
,

以胶泥为例
,

不能单

钝锐这种土壤是胶泥
,

而应区别这些胶泥是否盐化? 其盐化程度如何? 是否下湿或内外

排水良好? 这些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胶泥的发育程度与肥沃情况
。

因此
,

分类表所列

的名称
,

如厚层淤灌胶泥和袒度盐化胶泥
、

中度盐化胶泥
、

强度盐化胶泥
,

同属盐化淤灌草

甸土
,

其土壤性状及生产简题是有显著差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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