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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区土壤侵触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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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声

近年来作者从事权治黄河工作中有关土壤侵蚀的稠查研究
,

山于巢务水平的限制

和工作地区的特殊性
,

因此在整个工作难程中曾挺不断地遭受困难和走 了不少 弯 路
。

今总桔以住舰尉
,

初步韶为有关土壤侵触调
一

查的工作缺乏二个重要条件  一个比较

完整的土壤侵触分类制度
,

和 幻有关侵触区划的愿  
。

本文将就第一个阴题中的流水侵触部分加以甜希
,

莆遭者俩提供一些宝或的意见
,

以便修改
,

而使我俩今后即将全而展开的工作
,

有一个统一的韶蔽和标准
,

非但能够相

互交流耗磁
,

同时也有利于查料的比蛟和整理
。

今后的分类必游和侵蚀过程的不同登展隋段以及
‘

之溯对生淤和其他团民握济的影

响等相黔密联系
,

因此在淮行具体分类时必镇根据有关黄土区的侵触类型和演变规律
。

荞

晌户

餐

黄土区常兑的侵触类型
,

可以侵触营力的不同别为水触
、

夙蚀和重力侵触等三大类

型
。

水触作用
,

在黄土区域中的分布最魔
, ‘

色的为害也最大 夙触作用
,

谨在黄土 区的西

部和北部边椽比较题著 有关重力侵蚀
,

虽然它的聆生与演变和土壤侵触有着密切的联

系
,

但是它的作用大部属于地面成土母熨的剁蚀和物箕移动的范喘
。

水蚀过程是地箕大循环中的一个主要环郎
,

受自然界演变规律的控制
。

地面的倾

斜和水流的活动是聆生侵触的墓本要素和必要条件
,

而它们又和共他地面情况
,

如地貌

的一切性征
、

地盛裤造
、

岩性
、

植被
、

利用
、

土壤性征以及气候条件等密切联系和相互制

物
。

因此水蚀的聆展和演变过程也有一定的规律
,

同时它将在各种 因素相粽合的一定

情况下必然旱现出一定的外部形态
,

所以我佣就可以在拯大范阐内从它的外部形态来

甜淤它的内在性征
。

但是黄土 区中水触作用的外部形态非常繁复
,

因此有关水蚀现象

的深入研究和祥知分类更顾重要
。

水蚀现泉是一个非常复排的 自然过程
,

虽然它的动力是水的活动
,

刹蚀的对泉是土

壤 但是
,

水牌土壤由高处运送到低处
,

必筑首先艇过溶解
、

愿浮等作用
,

并牌土体破碎

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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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散后
,

才能利用机械的作用牌它移运
。

在移运过程中
,

由于水流速度的降低和在其

他物理或化学情况的一定的变异下
,

被推移或呈愿浮和溶解状态的物鬓
,

各个相应地下

降沉淀
,

整个过程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

从此就很明题
,

整个水触过程的方式主耍可别为

溶移
、

愚移和推移三种
,

同时它在外貌上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桔果

 地面没有变化
,

土壤姐成 中可溶性缎类减少
,

土壤性箕起了相应的变化
—

溶

触过程

助 土表知微颗粒被流失
,

置地变粗
,

土壤肥力降低
,

逐渐引起整 个土 唇的减

薄
—

片蚀过程

地面赞生大小的簿救
,

视流集中的地方
,

土体整个被冲刷
,

最后桔果将形成地

面的割裂破碎
—

薄蚀过程
。

三种不同形式
,

是由于水和土壤起了三种不同的作用
,

前一种是翠腌的化学作用
,

和土壤中某些可溶性成分的溶解度相联系 第二种是以物理化学作用为主
,

侵触情况和

土壤修体的含量
、

性宜等相联系 司时这二种作用为最后一种作用刻造了很大的有利条

件
,

但是必镇指出
,

最后一种作用是以水的机械的破坏作用为主
。

当然它也为前二种作

用开辟了新的锡所和坡大了它例的接触面
,

因此它的破坏作用
,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

完

全为视流的速度和流量所控制
。

它仍是全部侵触聆展过程中
,

前后相联系的不同形式

的表现
,

同时也互为因果
、

循环不 已地演淮着
。

根据上述情况
,

作者建哉书整个水蚀现象首先别为溶触
、

片触和簿触 或挂状侵触

三种主耍型式
。

这三种型式在名称上和目前一般常用的相同
,

但是它的内容已超有了

很大的改变 了
。

溶触作用一般不会形成什么有害的后果
,

尤其黄土区域内更较微 弱
,

因此本文将不加衬希 片触作用和人为的因素比较密切
,

同时分布普遍和为害性较大
,

胜和礴触作用一徉
,

加以比较祥韧地锐明
。

片蚀和涛触简的过渡型式是栩港侵蚀  

,

俄藉为
“

二 盆, 。
”

或
“

即 , 八
翻 助

”

等
,

作者以往和其他土

壤
、

土壤侵触
、

地貌或地矍学家一样〔。,

把它列入片状侵触的范畴
,

但是现在根据上述新

的观点来分划
,

它应当属于港触的型式
,

最近苏联 月彻 等也把它列为簿触的

一种山
。

就目前看来这个变动是此较正确和更使整个分类系统具有登生学上的意义
。

铂

,

州

现在根据侵触过程登展的不同陪段及其对于土壤肥力和圃民翘济的关系等
,

游水

石灰岩区洞穴的形成
,

也是这个作用的拮果
,

但黄土中陷穴的形成
,

主耍作用井非由于
。

的淋失
,

此点将另文申述
,

本文不拟靓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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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作用推一步分划如下

片触

黄土区内所是的片蚀现象不希在矍地或植被较差的地面 都在普温聆展
。

这些和

地面破碎
、

割切深
、

坡度大
、

暴雨多和土壤含粉砂粒较多等自然因素有密切的联系
,

但是

滥垦
、

槛樵和嵘牧等人为破坏更大大地加傅了这些侵触的聆展
。

片触是在地面视流非常分散而流量拯微弱的情况下所登生的地面 触作用
,

这种

作用对整个土壤来淤
,

是有选择性地移走 了它的微蒯和能分散愚浮 同样包括溶解矍

的部分
,

这些部分是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
,

因此对于生淤的影响特别来得密切
。

属于这

种型式的侵触在黄土区中常见的有

土壤剖面的刹触
,

啤做剖面片触
,

这种现象谨兑于垦殖时尚较短的登地和新近

遭受破坏的荒坡草地或林地等
, ‘

已们谨分布在地面拯为魔阴平坦或人为破坏作用不强

的地方
,

总的面植不大

助 在成土母霓 以黄土为主 上淮行的片肤侵触
,

大部是由于人工的耕种
,

原先土

壤剖面全部被侵触的桔果
,

小部是在新近崩梢
、

沉稍或坡梢物箕 登生
,

不过它仍一般

都位于斜坡较陡的地方
,

这种现象呼做母霓片触
, ‘

仑的分布面横最魔
,

对于生淤和水利

的为害也最大

在植被较差的地面 准行的为麟片肤侵触
,

因为它的形态和焦麟相似故名
。

颖然
,

对于这三种不同的现象我俏不可能用同一的标准来区别
,

而必筑分别地投

法对待
。

从片蚀聆展过程来看
,

上述不同现象具体地代表着三个不同陪段
。

剖面片触 或

筒称片蚀 是开始侵触的第一陪段
,

这个现象撇擅准行的桔果
,

非但土壤表面的腐殖矍

屠被逐渐流失
,

同时下部的其他登生唇段也将逐渐触去
,

最后可以曹展到成土母箕或新

近的夙化体
。

在这个陪段中
,

土壤肥力因侵触程度的增加而减少
,

因此我俏可以利用土

壤肥力的减退情况来作为侵触程度的指标
。

关于这种片蚀程度的分划
,

一般都以土壤登生唇段被触去的厚度作为标准
。

苏联

土壤侵触学家 索波列夫最初分为五般
,

后来改为弱
、

中
、

强三极
,

都以土壤腐殖直

唇被触去的厚度为标准 柯兹敏柯分为 弱
、

中
、

强
、

椒强等四般 苏尔玛奇

也采用五极
,

其中第一
、

第二蔽表示腐殖鬓唇的片触
,

第五般表示淀横屠或过渡屠的片

触情况 最近 袖扁莫夫闭总桔了以往有关片触分类方面的工作和分析
,

比较了

各种土壤腐脑唇不同深度的含量
,

以后作出了比较更和生岌相桔合的分划标准
,

他主要

把片触程度分为弱
、

中
、

强
、

拯强四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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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根据黄土区各种土壤剖面性置的分析和归袖的桔果
,

可以得出下面一些概念

土壤剖面中有机鬓唇的厚度因土类不同而有异
,

黑揭土
、

黑墉土 的有机贯唇

较厚
,

常在 米左右
,

同时 部 加 厘米上下一唇含量特高 祸色土和棕壤的腐殖璧唇一

般不超过 冈厘米
,

除 屠的含量特高外
,

其他也此较平均 淋溶揭色土的情况和黑祸土

相似
,

其他尚有生草土和高山草甸土等
,

但都有密茂的植物复盖
,

因此片状侵触非常袒

微
。

助 黑褐土
、

黑坡土和揭色土等类土壤挺耕种后
,

时常登生次生碳酸组化作用
,

同时

在耕作屠下重新聆生碳酸燮的明淤的淀稍作用
,

形成了这唇土壤的密实和较坚硬的现

象
。

一般来我
,

耕种愈久的土壤
,

表屠有机直和团粒裤造的含量愈低
。

幻 各类土壤除淋溶揭色土外
,

屠以下所含有机箕甚微
,

每一土壤当其 唇裸露

地面时
,

肥力最低
,

而尤以含有砂姜或石灰桔核的钙横唇最为颖著
。

句 同一类型的土壤含有腐殖直唇的厚度虽然变异较小
,

但其含量常因地点的不同

而有很大的差异
,

耕作履同时又因施肥量的不同
,

虽在相粼登地中也有椒大的差异
。

桔合这些具体情况
,

袖岛莫失分划片状侵触程度的原 
,

在黄土区中目前尚

不能采用
,

而境今后深入择彻研究
。

为了目前辨韶简翠和野外制圆工作方便起见
,

作者

建徽利用土壤聆生履段被流失的厚度来作为区分剖面片触的不同程度
,

共具体标准如

表
。

剖面片触珊展的最后桔果
,

成土母直即形裸露
,

但是由于黄土或黄土性物鬓等都

是疏松和富含破资养分的厚屠沉倩物
,

因此仍被不断地耕种
,

其他如裤壁上裸露的黄土

屠也被耕垦
,

因此片触作用粗被难行
,

同时其速度更形加剧
。

根据近年来的野外观察和

重点献麟的桔果推算
,

在加
。

以上的坡地上每年地面流失的土唇厚度
,

一般豹在 厘米

左右
。

因此
,

很明顺
,

成土作用的速度远远不如地面被余蚀的速度
,

舞怪乎这些地方的

耕种土壤畏期停留在和母鬓性直拯相接近的陪段
。

它的流失情况完全受黄土 的性 霓
、

雨水和坡度
、

坡形
、

坡是等控制
,

其中尤以坡度的影响最大
。

所以关于母矍片触的侵触程

度
,

暂时可以坡度为分划指标
。

同时考虑到
,

明籁的片触现象
,

自地面坡度
。

以上即形

明颖地堆行
,

坡度到达 犷 以后常昆有韧港侵触的聆生
,

因此
“

以 日沂稍的片触 已握包

括了一些栩簿侵蚀在内
。

知薄形成与否
,

虽然和坡度有一定的关系
,

但主耍可为耕作方

洲

畜

叫黑揭士即
“ , 代 , , ,

又名灰揭土
。

黑墉士是一个新的土类
,

它的形态和黑揭士相似
,

但性贸不同
,

同时也和栗钙土和灰钙土等不同
,

是黄土

区北部一个新的地褚曹性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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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黄士区土蟹剖面片触强度等粗表

。 据 指 标

片 触 屠 面币画履霄蘑丈力蘑及飞 万万二三二万一 二

等 毅 过丝臂乞的些叁喧迎一 更奥缨誉夔宋 叭 明

失 去 澡 度 二 、、 留蓬思省阴田
了爪犷 〕邵‘、 ‘ 丈 口 且为 曰 口口
、 获三王玉 砂门、

娜 度

中 度

强 度

诬强度

居吐 烈

一

一 一

未裸露

未裸露

未裸露

护户 一 一 未裸露或将裸露

裸愚

富含有机胃的 刁履大部失去

通 唇全部失去
,

过渡履被疏失

过渡唇部分或大部被流失

过渡臂大部或全部洗失

屠被流失
,

新生体残留地面

揭 色 土

亚匡亘习二鱼可垂亘平卿孽红二三二二
兰界卜竺竺一里上型一 一鱼矍

一

一生竺巡丝塑兰一 一 一一
竺

一

竺一竺望生 一竺竺竺一 一里巡 一
,

乡竺竺三些竺丝

暨
几

巴竺燮匕…
一

翌竺塑一卜宜哩邑 二隆鳖哩吧竺竺吧婴塑您
竺二竺 三型一上二竺一匕一竺邑一生塑塑鱼塑塑塑塑垦

淋 溶 揭 色 士

恤 度

中 度

强 度

侄强度

剧 烈

一 一

一  一

未裸露

未裸露

未裸露

门户脚 一 一 粘硬的 唇已裸露

粘硬的 唇失去

月。唇大部或全部失夫

疏松的有机鬓唇大部失去

过渡唇大部或全部失去

唇开始大部失去

母鬓秃露

森 林 棕 色 土

些
一

卜
三空一 二些一

一

阵里竺竺一阵量些望瞪丝生 一
、

一一
电竺 兰二竺

一 一

兰生量竺一 二塑一
一

鱼塑堕全型些整塑些塑燮全

竺竺
,

二竺二竺资一 三 二二巨一 一兰些些塑一 型竺型翌主犯竺 一
一

一 一一

竺些卜竺二生
一

卜宜旦二卫些
一

些竺些曼
一

竺些竺堕些塑燮鲤
一

一剧 烈 , 唇或母鬓裸露 耕作唇稚有多量夙化态母岩或碎石

法
、

作物种类和斜坡的畏度等所控制
。 。

以 色的黄土斜坡
,

耕锄或人畜握过时
,

即易赞

生漓溜曳象
,

雨时容易聆生土流作用
,

因此侵颇程度最衙
。

此外又极据地面坡度和生

淤
、

片触量的关系等
,

暂定地面坡度在
。

以下的为极度母箕片触
、

一 扩的为中度毋箕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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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触
、

一
。

的为强度母熨片触
、

加一 犷 的为抓强度母置片触和肠
。

以上 的为剧

烈母矍片触等
。

母矍片触准一步演准的桔果
,

凡由基岩夙化的成土母臀
、

粗砂和石瑰等渐形增加

而不利于盗作
,

因此被迫停耕
。

黄土或黄土性沉横物的地区
,

期因其他侵触现象的同时

聆生
,

致使地面变小和更形破碎而荒磨
。

由于植被的渐形恢复
,

停耕荒燕的地面流失减

少
,

待地面完全被密茂的植物复盖后
,

有害的土壤侵触基本停止
。

同时土壤形成过程不

断准行的桔果
,

七壤剖面渐形恢复
,

所以这个陪段的登展方向完全和前面二个陪段相

反
。

但由于人畜的破坏和植被分布的不匀等
,

地面上的流失作用撒擅准行
,

形成了所胡

麟片状侵触 圆
,

为
。

州

目 揭色土型粗骨土上所准行的麟片状侵触

石灰岩区 山西
,

神池
、

属家山

圈 黄土清壁上所兑的麟片状侵触

山西
,

五寨

有些工作同志和作者一样
,

过去曹把这种侵触现象列入知港侵触的范嘻山
,

但现在

看来是不对的
,

当初错改地把没有植被而裸露的和被家畜 主耍是羊 践踏而不生或生

是植物极差的地面和由于地面褪流的冲刷作用所造成的韧簿相混淆
,

这是缺乏深入了

解的必然桔果
。

表 场片状侵触等极

星竺翌一缨
些鲤

一

一一鲤竺鲤鲤竺一
理 度 夕 , 咬

史 度 …
”一 一

强 度 一 “ 一

伍 强 竺
“一 乡一

剧 烈 咬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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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片状侵触既然和植被的恢复或破坏有密切的联系
,

因此关于它的侵触强度
,

就可

以用被复度或地面裸露的面植来作指标
。

本文所似定的标准如表
。

满触

在一定的斜坡上地面诬流集中到一定量以后
,

即将地面刻划成一些微知的涛枚
,

这

种侵触呼做韧腾侵蚀
,

这是港状侵触开始的指标
。

这个时候被移走的土壤
,

不限于分散

怒浮的物直
,

在礴较所出现的地方
,

欺然是整片土体的刹触
,

其中一定包括很多没有完

全被分散的小土瑰在内
,

因此这个时候的侵蚀型式已不限于愿移
,

在很大程度 已规是

推移作用了
。

虽然栩礴侵触所能移走的土壤谨限于疏松的表土或耕作屏
,

但它已 明颖

地标志着视流的活动已达到另外一个新的陪段
,

它 巳趣使土壤的剁触
,

由此校有选徉性

的搔移作用突变为劲字整瑰土壤侵触的推移过程的开始了
,

因此现在我俏应当改正过去

的看法
,

而把它列入涛触的范畴
。

关于港肤侵蚀现象的分类
,

本文将就涛触的登展隋段 主要是以侵触簿的 切深

度
、

稚断面和斜坡断面的一致与否和礴床表面的性征作指标
、

演变时期 主要依据侵

触港横断面的形肤 和侵触强度 以涛道面植所占地面的百分数 为 指 标 等分划 如

表
。

从表 可以很明翩地看出
,

所有簿触的聆展都是由知簿
、

浅簿而到
一

切港
, ‘

白们横成

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

地面水流必先挺过它俩
,

然后注入港谷系统的各个环筋
。

由于地面

视流集中程度和集流面植大小的不同
,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胜地面刻划成不 司大

小的清枚
,

作者根据它仍椎断面的特征和对于耕种等影响别为三个陪段—
韧涛

、

浅港

和叨簿
,

其中浅清是其他二个陪段的过渡形式
。

每一陪段中又可根据它侧在登展性征

的较小差异
,

别为若干分段
,

同时每个侵触陪段或分段
,

又因地面情况 主要是坡形

和土壤成土母箕及其岩性等差异
,

形成了各种涛触现象在形态上的不同
。

各个侵触现

象在它 自身的演变过程中
,

又
一

叮别为三个时期
—

初期
、

中期和末期
。

不管它俏的变化

怎样复排
,

但是前一附段的侵蚀现象在地面侵触不断准行的过程中
,

必 阶句后一附段过

波 司时后一皓段的丧物必然是前一陪段赞展的桔果
。

黄土区域中所见的簿蚀现象
,

在外表形态 是多种多样的
,

但是这些现象不外是地

面视流活动和其他地面情况简的粽合桔果
。 ‘

已俏有一定的形成过程和演变规律
,

我俩

通过这些阴题的深入研究
,

不难掌握各种簿触现象的本箕
,

同时也就嫂得了准行对于防

止这些侵触现象的合理措施的理希根据
。

这些对于每个从事有关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

作的同志来魏
,

都应孩努力争取
。

可惜
,

道到 目前为止
,

我例对于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

黄土区中畏触祷的形态非常复雄
,

本文谨谨就标准形态加以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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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区土壤侵触的分类 1盯

很差
,

本文所萧的是非常初步和不成熟的意尾
,

游来在实际工作中必然有不断的补充和

改正
。

( 1) 拿韧港侵触来瑟
,

褪流集中呈知股肤态在地面流动的时候
,

虽然在局部地点游

土壤冲开一个缺口
,

甚至冲刷成一个较畏的槽痕
,

晋西一带老榔称这种痕迹为
“

分日道
” 。

但如这些韧小的股流谨谨能在耕作履的上部活动时
,

那末它仍的力量很小
,

在地而局部

平坦
、

透水校快的土体或被建留在地面的土瑰和窟坑等截留时
,

很快地透入土中而消

失
,

因此那个时候所登生的知礴是断擅不速的
,

它仍是在暴雨强度不大或暴雨时简很短

和地面艇过新耕耘的情况下才 会登生
,

同时这也和黄土性箕疏松透水和土屉深厚相联

系
。

这种侵触对于畏巢已趣起了一定的有害作用
,

如裸露种子和作物根系等
。

但是由

于褪流的时断时擅
,

因此土壤被冲刷后即将在离开原地不远地方沉覆下来
,

对于附近礴

道中的流量和含砂量没有什 么影响
。

翘股诬流流量被大和流速较强
,

同时愈向下流
,

其流量和流速愈形壮大
,

在地面情

况的微小变异已不能阻援或消诚它的时候
,

地面所形成的涛枚
,
已
_
L 下贯通而流入下

方或附近较大的侵触簿中
。

这种情况在暴雨较大
、

地面土壤曹被雨点打击多少比较密

突和地面糙率较小时最易聆生(这里同时也具体地我明了雨后中耕对于水土保持 的 功

效)
,

或者从原有翎簿中癸展起来
。

这个时候的港床多少已粗切入犁底履中
,

对于簇巢

的为害较大
,

非但能将大量的土壤养分和泥砂冲刷
,

同时作物根系的裸露面祯和深度也

大大增加
。

这种侵触现象不谨在黄土母置的簇地中出现
,

而且也可在紫色百岩的夙化

面
.
L聆生(圆 3

,
4

,
5
)

。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
,

断植不建的知港和
_L下相速贯的知清

,

在形成过程的次序
_
L有

气

次蓄它
�
、

一、

橄"界牛协

圆 3 翌生在黄士区耕作土星中的故状韧港
,

( 山西兴既前趟家坪谷子黑豆简作地)

圆 4 虽生在紫色夏岩夙化体上的故状韧祷

(山西河曲
,

巡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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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之别; 反映在登巢生谨和水土流失的

情况上也有很大的差别
。

因此我俩在比较

祥知的工作时
,

一定耍把它仍分开
,

因为只

有这样
,

才能使我仍对于侵蚀量的补标
、

侵

触对于登巢为害的程度和采取防止侵蚀的

措施时更为正确
、

合理和切合实际
。

栩薄侵蚀在整个水蚀过程中是标志着

由片蚀作用推一步赞展成为另一个新型的

侵蚀陪段
,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变
,

同时它随

圈 5 在震地中廷生的断值糊礴(山西) 着侵触作用的撒植聆展而必牌通过浅清侵

触这个过程陪段而成为切簿侵蚀
。

但是从翩清的形成开始武到它登展成切清为止的登

展过程中
,

必筑超过一个相当畏的时简
,

在这个期简它井不静止不动
,

相反地
,

它时常在

不断的变化着
。

这种演变过程
,

从它表现在磷身形态性征的不同程度来看
,

可以大别为

三个时期、

甲
.
初期栩清的横断面呈栩小的

“

日
”

槽形
,

港膝和斜坡的分界非常明顺
,

簿床表面

光措而凹凸不不
,

呈波杖状
,

意味着这个陪段的下切作用仍然相当强烈
。

由于耕作屠和

犁底以下土屠周疏松
、

抗触和诱水性能的颖然不同
,

因此那时能够将耕作唇冲刷的地表

攫流
,

已不能很顺利地下切
,

同时那时地表褪流中已爽带着大量泥砂
,

它的流速颖然也

蒲大大地降低
。

不过泥流顺坡下降的动能
,

井没有什么颖著的降低
,

因而港床被磨擦成

凹凸不平的形态
。.

从谷释曲折的情况看
·

来
,

那时向二侧的冲掏作用也很强烈
。

乙
.
中期的彻清侵触

,

清壁 已塌落
,

礴释已模糊不清l)
,

礴身加宽
,

底部登生淤梢
,

凹坑常被填苹
,

这些都标志着下切作用已很微弱
。

礴坡变援而和斜坡渐相融合
。

这个

时期的栩灌一般谨在不巡行中耕的橇地上才易见到
。

丙
.
末期翩清侵颤

,

整个翩藩在地面上已超不易歌别
,

清壁完全和斜坡相融合
,

横

断面巳呈概开朋的
“
V

”

形
,

同时底部登生颖著淤稍现象
。

这时因为地面相当 光滑和板

桔
,

所以榴叼
丫
的股流不易特它割切

。

这种现象一般由于耕作的关系
,

清痕多被渭诚而不

易兑到
,

只有在丢荒的畏地上才能被癸现
。

上面所淡的三个时期
,

就是知薄在聆展过程中
,

对于地面冲刷程度的变迁
,

明确地

指出了它们的演变过程和登展趋势
,

同时这个过程
,

由于耕作唇的渐变聚密而是衰退砚

象
。

但是对于目前登案生崖和团民粗济来瀚
,

又和这些侵蚀现象的分布情况
,

也就是在

1) 夙
、

雨等直接打击薄壁也加速了这个过程
。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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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L的表现

,

聆生密切的关系
。

因此建碳应用栩港在斜坡上所占面棱的百分此来作为

分划地面侵触强度的标准
,

目前暂分
:
握度
—

韧簿占煌地面覆不到 10肠; 中度—
占

10 一20形;强度
—

占 20一50 乡公;剧烈
—

占 50 肠 以上等四蔽
。

这种分般的办法
,

我仍

骨在嗡东和晋西的普查中已趣采用
,

到 目前为止
,

它和畏巢上的揖失完全相符合
,

同时

葬于一般扣裤的割切深度和宽度也有一定的范圃
,

所以在普查工作中倘若在时简不够

时
,

也可用一定距离内所兑的韧清数来表示知港的侵触程度和蛊巢
_
L的损失情况

。

(幻 如上所述
,

浇簿侵触是一个过渡的隋段
,
它的外部形态也和内部桃造 (地鬓土

壤性征)和地面情况等相聚密联系
。

这种侵触现象的逢物
,

在黄土区中
,

大部地区称做
“

水道
”

或
“

寰道
”

等
。

这种侵蚀在初期主要也在耕作屠中聆展
,

但后来就切入母矍屠中
。

其实这种侵蚀大部是在坡度相当大(一般超过15
。

) 的斜坡上聆生
,

那里土壤片蚀已准行

得相当剧烈
,

一般已由剖面片蚀变成了母宜片触
,

因此耕作屠下
,

除有时 甩有薄履的呈

犁底唇形式的稍鼓萦密的土唇外
,

即为母臀唇
。

在非黄土地区
,

助主耍在土壤登生屠段

中聆展
,

但也很快切入夙化态母岩
。

这种侵触簿 已相当固定
,

虽然耕犁还可以从它上面

横过
,

但已和栩瞬不同
,

它的痕迹已不再被耕作所消减
,

相反地
,

稚玻的耕作将更促淮它

的下切和成是
,

因此有翘墩的登民常常在横过它的耕作时将犁捧提起
,

只使犁踵着地视

鲤地滑过去
。

栅状港 (圆 6
,

7) 是洗薄侵触中最主耍的一种形态
,

它是在比较平整的黄土梁坡及

糠畔城地l). L聆展
,

薄形大体作平行的排列
,

由于坡式梯田的地畔或地厦的交叉
,

故呈栅

睽扮人牲入廿‘

画 6 砰职上脚兄的邢状男反四
,

下邵匕变成切姆
(山西

,

偏关
,

曹家村)
固 7 黄士丘圈上所见的珊状称反四

(甘庸
,

跟原
,

兰岔)

i

味

默
。

这种形肤在具有较完全的土壤登生唇段或非黄土地区
,

很难聆生
,

同样在没有硬畔

的地面nlJ 谨呈平行状;在凸弧形斜坡
_
卜常呈放射状

,

在凹弧形的斜坡
_
L HIJ 为枝状

。

犷 1) 板畔到达河岸简的斜坡大部有梯田盆施
,

当地名
“
场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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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清的下切深度一般豹在 0. 5一1 米简
,

薄竟在初期也常不超过 1 米
。

它的外部形

肤虽然很多
,

但是演变过程也可大别为初
、

中
、

末三个时期
。

初期的形态完全和糊薄侵创l的初期形态相似
,

不过它的港身比较竟魔
,

下切较深
,

横断面呈拯扁平的
“

LI

”

字形
,

能槽中部部分已切入母鬓履
,

附近坡面
_
巨的诬流注人浅

港
,

磷床的渐渐增加
,

但在这个时候的流楼还相当畏
,

也就是保持一定的较小的貌角流

入
,

那时的下切作用因为清床开阴
,

水流分散
,

因此拜不太强
。

但是侧向的冲淘和清壁的

塌落HlJ 很强烈
,

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

是同样 由于耕作屠和犁底唇等性鬓不同的桔果
。

但这个平魔光滑的薄床一握切穿后
,

下切作用就突然地增加
,

所以在这个时期的任何耕

作都孵促使这种情况的登生
。

在中期的时候
,

平魔港床已被破坏
,

横断面反呈 V 形
,

坡面
_
L 的流楼变短

,

知小股流

常早较大貌角或直角肤注入没簿
,

因此水流集中在此较狭小的港道中
,

所以下切作用就

加强起来
,

桔果也相应地加速了清坡的塌落
。

但在另一方面
,

由于地面褪流的有限
、

下

部疏松母暨透水速度的增加
,

以及不断耕犁作用等
,

很快把被冲刷深的沸槽旗平起来
,

不过清的宽度已大大地 如宽 了
。

这样演变的桔果
,

本来平整的斜坡逐渐具有瓦背肤起

伏的形态
。

中期以后的浇港
,

不管任何原因
,

只要流过它那兄的诬流一有增加
,

就很容易变为

切港(兄圆 6
.
下方)

。

但是一般因为耕作威党不便而丢荒
,

那末植物首先在薄床中生畏
,

基本
_
仁阻援了下切作用的准行

,

待植被恢复后
,

淤棱作用就顾著地增加起来
,

簿坡也渐

变平援
,

等到和斜坡完全融合以后
,

浅簿的输廊也就非常模糊
,

最后谨谨斯示出稍较低

凹的趁迹罢了
。

(
3

) 切港侵触开始以后
,

簿床的下切至少在 1 米以
_E ,

深的也可达 加 米和百米阴
,

这个时候
,

横过耕作已被完全阻
一

止
。

又因它已很深地切 入母鬓或疏松的基岩很深
,

甚至

没没地切人了坚硬基岩的表面
,

这些也是它的糙断面不再和坡面相一致的基本原因
。

甲
.
小切涛陪段的侵蚀薄是直接由浅港演变而来

,

因此它的上部还多少保留有浅

清的性征(简 6 )
,

如它的桃断面还和斜坡的撇断面相似等
,

但这时它已带有一个很明颖

的潺头
,

脸来这个簿头的向分水徽侵触
,

就直接引起了它的溯源侵触
,

我们称这个现象

为
“

磷头前逆
” 。

小切港中
、

下地段的桃断面虽然还保留有相当大的倾科
,

但是耍此斜

坡的坡度小得多了
。

小切裤的下切深度
,

一般以 2一3米 的最为常见
,

薄身宽豹1一5米
,

簿身主要在黄土母盛中聆展
,

常常分布在斜坡坡折的地方和谷坡上
。

这种侵触清
,

当地

称做
“

渠
” 、 “

渠渠
” 、 “

水渠
”

等
。

在平面圆上
, ‘

白的撇断面的外部形态常呈枝状
、

放射状和

平行状等
,

但以枝肤为丰
,

因为这时的斜面
,

已不再开宽平整
,

而 已很明颖地被划分为若

阅

.
洲呵

}

~ ,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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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个集水的翠位
。

同时每个小切簿就成了其中集水凹道的主干
。

在这个陪段中
,

侵触强度的演变过程也可分为三个时期来改(圆 8 )
:

初期时
,

下切作用非常强烈
,

虽然薄壁的坍塌也相遭应地加强
,

但还较差
,

因此这

个时期的横断面
,

还可短期保留狭畏的
“
V

”

字形状; 在非黄土性的地区和沙黄土的地

区
,

这个形态保留得更是些
。

那时的薄床非常不固定
,

同时也充满着陷穴和崩塌堆稍

物
,

港壁光滑然植被
。

这个时期很快地就被中期所代替
,

那时
,

下切作用已渐减弱
,

相反地薄坡基部的冲

淘作用此较强烈
,

大部陷穴已棘变为天桥
,

磷宽也相应地加大
,

港床已被堆拔物所旗平
,

谨带有很韧狭的水流槽
。

同时由于黄土柱状筋理的关系
,

港壁直立或非常陡峻
,

因此那

时的横断面是呈狭
“

日
”

形
。

这个形态
,

倘若没有人为作用或因礴头前推所引起的变化
,

尽管簿壁
_
E没有什么植被

,

但仍可保持非常畏的时简
,

因此这个时期是切簿侵蚀的穗定

时期
,

在黄土区中这种侵蚀清的翰廓最为常是
。

诊 诊 丫
·

尸尸
.

圆 8 小切湃的各期演断面

甲
.
初期

; 乙
.
中期

,
丙
.
未期

。

根据上述情况
,

我们同时可以断定
,

韶为在黄土区中所有
一

切涛的横断面
,

一开始就

呈
“

口
,

字形的概念
,

实在是一种错党
。

中期以后的小切簿
,

因其底部比较平坦
,

同时簿深也不大
。

因此很快就被耕种
。

这

些非常小瑰的矍地
,

因为水分情况较好
,

走量往往比大片坡地为高
,

同时那时港壁上已

生畏了一些植物
,

土壤中含有有机鬓较多
,

所以不断被括取肥田(当地哗做溜崖)
。

这样

一来
,

港身不断摘大
,

港底慢慢变斜
。

下切较滋的簿道
,

在这种人为影响下
,

有时可以完

全消失遭立的港壁而形成了港椽和斜坡相融合的现象
。

乙
.
中切清的下切深度

,

常在 6一10 米左右
,

簿身大部已切入古土壤黄土1)
,

全部簿

床中出现土跌水很多
,

因此桃断面呈多叛陪梯式
,

但部分平援的潺床仍保持相当大的斜

坡
。

这种侵蚀港主耍聆生在簿坡上
,

但有时也可伸入顺地和耕种斜坡
。

这类侵触薄
,

当

地称做
“

涛壕
” 、 “

壕
”

和
“

壕壕
”

等
。

中切簿冲刷强度的演变过程
,

也和小切涛一样
,

不过在初期时因为和它鳌展借段相

遭应的视流量较大
,

冲刷力强
,

下切剧烈
,

因此礴底陷穴常联成串珠肤
,

灌椽多裂徒
,

簿

l) 含有很多揭色土型古土里埋藏剖面的黄士
,

地置学家曾名杠色士
。

尸�r
.
沙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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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更易崩塌
,

因此横断面很难保持
“
V

”

字形
,

谨在底部切入古土壤黄土中的一段尚能保

持短期的
“
V

”

字形
,

这个时期的簿竟常在 10 米以内
。

中期的礴壁不能形成上下一致的

陡壁
, “

日
”

字形常从古土壤黄土 开始变狭
。

同时更因谷坡较畏
,

谷椽部分受斜坡地面流

来的攫流的冲刷
,

很易形成憋港
。

这种怒簿在坡面集流面精相当大的时候
,

就可促成这

个侵触清的分岔
,

这时的港竟一般豹在 10 一15 米
。

末期的形态
,

只能形成一个呈梯毅

式的竟底横断面
,

上部直立的簿壁仍保持陡削的状态
,

谨谨薄床中出现麓覆物罢了
。

同

时它的聆生原因已不是人工的影响
,

而拉粹是 自然的演变
。

相反地
,

人工的溜崖和破坏

植被的工作
,

牌促使其保特直立状态的有力因素
,

这个时期切港竟豹在 15一加 米简
,

因

其簿床此降较小
,

登民常在那里修作小土场来栩泥蓄水
,

变倾斜谷底为平地
,

当地称做

捻窝地
。

丙
.
大切簿下切更深

,

一般豹在加 米以上
,

簿头一段也在 10 米左右
。

桃断面和黔

面的断面已有颖著的差别
,

整个i荐道主耍在古土壤黄土中聆展
,

有时也可切入杠土或疏

松的基岩
,

这些物鬓的柱状筋理
,

不如黄土来得登育
,

因此横断面的形状将和小切薄陪

段有所不同
。

这种侵触清一般都见于拥畔或平整染地的谷禄以下
,

但薄头都已伸入糠

面和梁坡
,

在上部黄土较厚的情况下
,

很易形成簿头此较开朋和薄身狭小的形式
。

这种

侵触簿当地已称做
“

清
”

了
,

但有些地方仍称
“

壕
”

或
“

大壕
”

等
。

大切薄在形成初期的侵蚀强度
,

也以下切为主
。

那时簿头呈半圆筒肤
,

大部wlJ 刚切

入古土壤黄土
,

因此薄壁陡削儿近垂直
,

底部为塌下不久的黄土柱状土瑰
。

薄身下切较

深
,

大半在古土壤黄土中聆展
,

由于黄土和古土壤黄土柱状筋理的不同 (前者常垂直
,

后

者较偏斜)
,

因此;
,

簿道横断面上部呈
“

口
”

形
,

而下部呈
“
V

”

形(图 9 甲)
。

这个时期下切

作删是强
,

所以在底部形成了很多的陷穴和土跌水
,

土跌水的形成是和较密实的杠色古

土壤有关
。

礴床的不断下切
,

燕疑地直接引起了古土壤黄土的坍塌
,

桔果也就促推了上

部黄土的崩塌
,

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港壁都很光滑平整
,

枪物抓少
,

谷禄附近裂键密布
,

清

壁椒不稳定
。

中期以后
,

港头的谷坡已渐由垂直肤变为陡坡
,

因此可兑有韧港的形成
,

麓横物更形

增加
,

而有小瑰斜坡的出现
。

干清部分
,

涛床已加竟
,

同时土跌水的高差堵加
,

跌水简的

薄床比降更趋平媛
,

局部儿近水2乒
。

但在这个时候
,

冲淘港壁基部的作用加强 了
,

因此

坍塌的现象更较硕繁
。

由于礴壁上缺乏植被
,

故所有的$lJ 蚀土瑰都堆横在港槽中
,

横断

面虽仍保持近似
“

日
”

字的形肤(圆 9 乙)
,

但由于簿壁的接强
,

谷坡面横相应地增加
,

因

此谷坡上的流水侵蚀作用也就开始加速地登展起来
。

同时和其他切港一样
,

由于清身

和它的郑近地带总要此相郡的斜坡来得低些
,

所以在姆形中引来了原来拜不流向这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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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甲
.
大切沟各期横断面和橡查图 甲一初期

多习黄生 圈 古土垠黄土 口

乙一中期 丙一东期
玻积翻积黄土

广

侵蚀的地面攫流
。

在这种情况下
,

更由于港椽以下突然变为陡崖的关系
,

因此很容易形

成怒礴
。

这样一来
,

原来比较平滑的谷坡
,

就变成了凹凸不平的表面
。

中期大切礴准一步的登展
,

就变成了末期的
、

横断面呈多极梯式和隐隘二簿坡不对

称的形态
。

这个时期
,

由于谷坡已趣不再直立
,

同时植物也逐渐地恢复起来
,

因此崩珊

现象基本上已粗没有
。

但是由于黄土和古土壤之周透水速度的差别
,

它仍之简在雨季

或解冻的时候
,

有暂时的拯少量的潜水面的存在
,

古土壤下部坚硬砂姜唇或石灰硬盘屠

的存在
,

也促准了这种情况的形成
,

因此簿壁的滑坡作用逐渐加强
,

桔果就形成了横断

面具有多陪的翰廓
,

隆除坡上 由于植被恢复和侵触堆猜情况的差异
,

就逐渐地形成和加

深了踢坡较陡和隆坡较援的不对称砚象
。

关于地面上侵触程度的分般
,

我仍还是按照栩簿的指标推行
,

因为不管那一种礴

触
,

不盼从水土流失的大小和地面破坏的情况来看
,

侵触薄的密度和它仍所占的面横
,

辗疑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

上述关于清触的分类系统
,

在重点地区可以在比例尺较大的地形圆上具体地分别

划出来
。

在普查工作中可以帮助系统地了解和韶载实际的情况
,

这对于侵蚀分区的工

作和水土保持分区等来挽
,

都将是一个主耍的部分
。

由于工作的需耍和地区的特殊性
,

因此对于黄土区砚代土壤侵触的分类是橄为重

耍的了件事
。

尽管我仍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

但是不得不大胆地提出
,

因为只有这样才

可以有一定初步的依据
,

和以后的工作才可以从已有的基磅上提高
,

同时更可以暴露以

往工作的缺点
,

便于听取覆者的意兑和争取大家的帮助
。

这个分类系统
,

一方面考虑到侵触现象的聆生规律
,

各种侵触现象对于登巢和其他

困民艇济的影响
,

同时也考窟到 目前和不久游来所具有的工作条件
,

以便很快地能为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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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从事土壤侵触工作的同志们所应用
。

本分类系统首先根据被侵触土壤或它的一部分在流水中所存在的状态分为三种型

式
:
溶触
—

翠种的化学作用
,

被移走的谨限于能在水中溶解的物箕
。

片触
—

主耍为

物理化学作用和较少机械作用
,

被移走的是能在水中怒浮或分散的栩小部分
。

港触
—

主耍为机械的作用
,

除能带走能溶解和分散的翩小颗粒外
,

同时也将大小的土瑰和石瑰

带走
。

根据上述的情况
,

把已粗一般韶为屑于片触范圆的翻簿侵触
,

改属于堵触的型式

之中
。

其次
,

根据不同侵触现象在登展过程的不同陪段演变情形和地面的侵触程度等加

以雀一步的划分
。

和黄土区的特殊情况相桔合
,

建靛游片肤侵触别为
:
剖面片蚀

、

母鬓片触和麟片状

侵触等三个陪段;然后以土壤登生唇次(主要根据腐殖鬓履的厚度)
、

斜坡的坡度和侵蚀

地面的植被度等为指标
,

分别将各个陪段的片触登展强度别为袒度
、

中度
、

强度
、

板强度

和剧烈等五个等亲甄

根据侵触薄的聆展顺序
,

和它俩的外部输廓和地面情况以及侵触港的下切深度和

断面橇造等
,

别为韧礴
、

浅港和切港等三个主耍陪段
,

按照下切
、

冲淘
、

清坡坍塌等强度

的不同别为初期
、

中期和末期等三个不同的登展时期;最后又按照侵触港分布的密度和

簿身所占的面横为指标
,

将地面侵蚀程度别为翅度
、

中度
、

强度和剧烈等四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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