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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土壤的形成和分类陶题是当前我国土壤学界注意的中心
,

各方意兑很多
,

肯未获得洲

恕雯滚蒙
_

瓤织粼舞篡泉粼粼纂霖添粼
地土壤形成和分类方面的一点初步体会整理出来

,

以供前豁
,

并清批评指正 、

_

/

(一 )耕地土壤的形成因素

耕地土攘的形成和演变
、

一 ( 3 ) 雨量集中
,

强度大
。

全省宝要农耕地

黑龙江省是我国开发比较晚的省分之一
,

耕地并垦不久
。

据农民反映
:
二般耕地的历史

i孤麟摧{
下歹时 L种

:
一 「

-

_

以) 上壤粘重
,

透水不良
。

在主要耕地中

除少量鬓地较袒的土壤外
,

艳大部分都是发育

于第四起的粘土优积物
。

机械分析桔果表明气
大部分表土为中或重粘壤土口乙土或底土则为

鲤粘土到粘土示根据我所九兰及院河定位站

的透水试输
,

黑土在距地面 4 0一60 厘米以下

透水极弱
,

7C 一加 o 厘米则不透水
。

自奖土除

最表层 (人 )透水瞬快外
,

其余各层均不透水或

透水极弱
。

( 2 ) 出壤拮冻深
,

融化慢
。

由于冬季寒冷

少雪
,

土壤冻桔深达 2一 3 米
。

我所 九三定位

站 1 9 5 8 年冻王现测 拮果表朋
: 5 月底黑土融

化邸
.

8 厘米于6 月下旬化到 12 G 厘米
,

) 月中

旬化到 18 仓厘米
,

直到 8 月 丁日才化到 20 。厘

米
。

由于冻土管只装到 2 米
,

不能撇糟观 ifflJ
,

到底何时化通霸无拮添
。

举然
,

南部黑土地区

化冻可能较早 八鱼也不致太快
。

区的降水量大致是 4 00 一5如一6 00 厘米
,

但分

布极不均匀
,

豹有 75 一80 外的降水集中在 7
,

毯 9 三个月
。

雨量咄度 也较大
。

根据 克山县

的兢熟 19 5 7年 7 月中旬有一坊暴雨
,

冲
。分

撞内就降雨 1 60 毫米
。

(4 ) 地势起伏不平
。

这里一般号称为
“ 东

北平原
” ,

但实际上大部分却是起伏不平的岗

地
,

具正的平地不
.

多
。

耕地的 坡度以 2一 3度

居多 ; 石一 6度的较少 ; 6一功 度以上的多半没

有耕种
。

东部山区少数
`

料画地
”

的坡度较大
,

可到 1 5一20 一3 0 度
。

总的看来
,

基本耕地的

坡度井不算大
,

但坡距较是: 水量集中
,

也容易

形成驭大的地表篷流
。

娜 ) 风大
。

以西部草原及其挪近的地区

此较严重
,

春季表土吹失斡多
。

中部黑王地区

较鲤
,

东部山地影响不大
。

`

·

柳 耕作粗斌 广种薄收
,

缺乏必要的护

理
。

筵里扯去号称分
“
北大荒

’

伙土肥
,

地多
,

人

少
。 `

畏时期以来人们对于土壤的培育 和管理

多不关心
。 “
反正咱仍好地 有的是

,

这块种乏

了
,

再另外换一块
” 。

一般都习惯于翘耕粗作
,

广种薄收
。

除村屯附近或耕种较久 的 上地和

施土黄粪外
,

大部不施肥 ;岗地多顺坡打堆
,

听

任水土流失
。

解放以来
,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
,

大力号召精耕糊作
,

多施粪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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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注意水土保持和改良土壤
,

情况已有所改

变
。

由于大部 ; }耕地土壤的臀地比较粘重
,

季

节性冻层深而融化慢
。

形成心士 或
一

底土透水

不良
,

春季融雪及夏秋过渡集中的雨水无法下

渗
,

在玻地形成强大的地表翠流
,

造成水土流

失
。

又因土壤耕作粗放
,

提期缺 乏 必要的护

理
,

更促进了这种侵触过程的加速发展
。

据竟

山县西大毒治理委具会农第艇的甜查兢针
,

莎

地黑土开垦 4 。年来表土每年 平均 i充失 。方一
工 1 厘米厚 ; 冲潺平均每年延伸 2 米

。

西部章

凉地区地势较平
,

雨量校少
,

地表篷 i充不大
,

但

风触较重
,

表土吹失较多
。

据枉尔伯特蒙古旗

自治县新屯乡工农联盟砒的腕融
,

截献砂土地

在春季大风时表土往往 被吹走 ?勺
一

多厚
。

全

砒有 2印 炯受风威胁 的 好地
,

在 扮4 7戒。如

年尚就有 1压均减产 7。多
。

因此黑龙江省的土

壤一趣开垦以后便在不逸)人为 和自然因素的

交互影响之下迅速变化
,

形成目前各种各样的

耕地土毓
` -

、

(二 )耕地土壤的基本特征和演变效程

蚕省的耕瑰土廖如果按大的类型薄
,

种类

并不算多
,

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六种
:

J

一

(助 黑土 包括黑土型草甸土
、

典型黑

土
、

.

破酸颧黑土以及部分潜育化草甸士
,

分布

于全省各地
,

估耕地面积两最大部分
。

鬓
,

通称黄土
。

因分布的地形不同又有不 l爵的

名称
,

如黄土岗
、

黄土包
、

黄士撅子
、

拉拉尚
,

等

等
、

,

”

’

典型黑土一般由四个基本土层粗成 (图 1

扔 )
,

此较特别的是第三层为石灰淀积层
,

农

民鲜栗粪土或石触
,

·

这丽种王壤的发展和演变主要受 地形和

不戮黔派
型草甸

演变迂

令黄土

平地没有侵触
,

或很鞋微
,

黑土层滦厚
,

有

时可到 3 尺以上
,

变化不大
,

农民称为
“
百年不

薄的地竹
。

但由于耕种 时简最久
,

有机箕 日颇

减少
夕

团拉拮雄遭到破坏
,

握化为黑黄土
。

原来的黑土也落琳

这些土壤的剖面拮磷冕图 1
。

典型黑土的黑上层一般鞍熟有机臂也较
少

。

由于分布地区气候被旱
,

地势较平
,

篷流

大
,

但受风触影响
、

一般变化过程只到黑土

黑黄土分止 、
-

艘酸噢黑上的基本剖面拮橇可晃图士 ( 3
、

。
·

黑土层最薄
,

黑土以下紧接着黄土或黔粪
,

没有遂渐过渡的土层
。

石灰淀积层的部位

地区耐不同
,

安达一奈分布较低
,

在黄土的

下部 ; 齐齐哈尔一带分布较高
,

在表土下部
。

黑土与巍粪土之简有一层呀犁滓土
,

郎黑王不

多
,

一犁郎能爵出鹅粪土的意忽
。

廷雨种土壤

’
一

`

一

豁
_

雕臀黔
的发展变化以受风煞影响为主

,

其变

化过程如下
:

( 1 )黑土今破皮黄令黄

_

图 1 不同黑土的剖面箱稀图
`

·

黑土型草能
, 2

`

典塑黑土 , 失 `
·

`
谬鲤黑土

。

黑土型草甸土有三个基本土套粗成
:

( 1 )

表土
,

有机矍多
,

黑色腌
,

农民呼黑土 ; ( 2 )过

渡层
,

有机矍逐渐下降
,

土色较淡
,

有三种不同

的名称
:
上部黑土多

,

黄土少声斗黑黄土 ; 下部

黄土多
,

黑土少
,

哄黄黑土 ;最下部接近黄土母
鬓

,

一犁杖郎可翻
几

出黄主
,

则称破皮
一

黄 ; ( 3 )每

土 ;
、

( 2 )黑土今犁摔土令孺粪土
卜

各种黑土开垦以后的变化都比

较迅速
。

根据嫩江寡署土壤普查 委

员会不完全的乒流舒
,

在当前耕地中已

越变成黄土 尚
、

黄土撅子乏破皮黄
、

黑

黄土的
,

北安估 牙外
,

嫩江 1 4外
,

融河

拓 .6 外
,

俄安 2 3多
,

竟东 23
.

4奚
_

,

拜泉 盯
.

5多
,

克山 3峭 % 大体可以看出
,

越南 开垦越早
于

退化也越重
·

-
· `

.

-
·

产
(黝

_

白凝土 廷去曾琳灰化土或生草灰

化土 犷多晃于东部季风两较强的地区
; 北部及

中部只有零星分布
。

趁种土壤 也 由兰个基本
。

5
。



息砂土成灰砂土

砂士

竟砂士

图 2 白粱土部而桔撰图

土层被逃 (图 纷
:
以)表土 (气 )

,

一般呈灰色
,

戴愁憋鬓棘答嫉注
紧十

。

柳亚表层 ( A z), 有书 L鬓 急剧下降
,

是

白色率自色或淡章黄色
。

这层有静多不同的

名称
,

如自维士
、

白土
,

白粉十犷自干十
,

狠屎

泥
、

鹅粪土
、

豆瓣泥
、

黄自缝土
、

等等
。

侈 )淀积

层和母矍 ( B伪
,

粘紧板枯
,

井有棱柱状及层状

桔桃
。

农民呼蒜瓣土
、

戮板泥
、

敛锈土
、

黄士
、

死

篡镰辣
: ;麟粼跺

果
,

其变化过程大致是盆样
:

黑白 l夔土 (戈 )今灰白桨土 ( A , 一

卜人必令

的桔果
,

有机臀减少

发加强
,

所以
“
返夔

,

砂士剖面钻橇图

,

桔磷破坏
,

地面板枯
,

蒸

发粘
” 。

髻鑫圭
(

「

姗分蒜
疵卿

)

.

开是此校久的地区士攘冲刷越重
,

有时在

一个距离不畏的坡地 (图 2 ) 郎可昆到 它的蚕

部演变效程
。

- 4

平地的百紧土如果黑土层比校厚 ( 2。十黝

或 邓
。厘米沐弃垦后变化不大幼如果黑土层

薄 ( < 10 一厘米 )
,

则 黑自紫土租快就变成灰

紧士
、

白奖土
,

但一般兑不到蒜瓣土
。

(街 鞋碱土 包括碳酸颤草甸土和蚁度

化草甸土
,

分布于西部草原地区
,

唤碱地中

蔚器蒸毓…)

(哟 砂土 以表层或底层含有碳酸聊的

风积砂土为全
,

西部地区比较集中
。

脸种土壤

一般由三个基本土层粗成 (图 3 )
:

(」
一

)为有机

臂不多
、

厚度不大的黑 色或灰色表土
,

一般歼

黑砂土或灰砂土 ;
( 2 )林砂土 ; (衬黄秒土

_ 卜 `

砂土大都释过自然固定
,

但开垦以后因受

风触影响
,

变化很大
,

一般迎风坡是必刹触过

程为主
,

其演变顺序是
:
黑砂土分灰砂土

一 )棕

砂上令黄砂土
。

背风坡则以堆积过程为全
,

由

迎风面吹来的砂士就洽着背风 面的斜坡堆积

下来
,

越向低处堆积的布西也越系田
、

越厚
。

因

此从坡顶到玻麓就顺次分布着黄砂土
、

称砂
土

、

炭砂土
、

黑砂土
。

哟 河淞土 包括各种泛慌地殉土壤
,

分

布于黑龙江及其主要支流的雨岸
。

因樱念受

河泛影响变化较多
,

但多半屡于地箕过程
。

哗 ) 黄土
一

包活各种薄层石鬓的粽色森

林土
、

灰化棕色森林土以及部分草甸棕壤
、

大

都分布于 东 部 海拔 3的一 4 00 米上
一

乒的山坡

灿气孩种土的基本特点是
:
坡度大

,

土层薄
,

石

碟多
。

一般具有
一

1 0
一

厘米上下的黑土层 (或 腐

殖臀层 )
,

下为黄棕色半风化的岩屑才打釉)士
,

再

下则为母岩 ; 这种土壤开垦容易
,

头 几年收成

好
, “
现得利气但因所处坡度大

,
、

科
`

刷快
,

3一 5

年后郎变成为黄砂土或黄砂石土
。

从上述主要耕地土壤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看
,

出壤肥力是以退化为全
,

我俨仍应刹霆系壹大

力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

以保持和提高耕地士壤

的肥力
,

壤疏松
,

地面蒸发不大
。

开垦后由于畏期耕种
、 ’

6
.



二
、

农民对耕地土镶分类命名 原刻

农民对土壤的分类命名
,

不管是耕地或荞

耕地多以表层为依据
。

形式多种多样
,

内容曹

翠实用
。

下面就我仍所了解到的
“

土名
”
归钠

起龙为
”以牌翠的靛呱

` 、

五 “

土名
”
中以土壤颜色腐魂的较多

,

豁有
’

黑土
、

黄土
、

灰土
、

白土
、

叙土
、

紫土 ;黑黄土 (二

黑土 )
、

黄黑土 (二黄土 )
、

、

灰黑土
、

黑灰王
、

灰自

土
、

白灰玉
、

白黄土 ;玉花土
、

花花土 、等等
。

全省土壤的颜色此较傲翠
,

以黑
、

自
、

黄为

主色
,

因此农民的命名也以黑
、

白
、

黄及其互相

祝合的颜色居
.

多
。

一

用 雨种颜色命名的与一般

科学上的习惯相反
,

主色在前
,

副色在后
。 、

’

“ 黑土所指的范圈很广泛
,

凡土色较黑
、

黑

土层较厚的都称黑土
。

具体礴
,

包括土层保待

完整的黑土型草句土
、

典型黑土
、

碳酸楠黑土
、

草甸土级及部分黑土层此较厚的自桨王
*

黄

土一般抬出地薄层石臀棕色 森林土
,

但黑土
、

白紧土的底土以及部分自紧土 中淡 黄色的亚

表层也砰黄土
。

白土多 指 白鉴土中的亚丧层
2
)

,

个别的地方则指高徽土
、 、

膨消土
、

矽藻
,

等等
。

灰土 一般指自紧土的表层
。

肛土
、

紫土指古扛色或紫色岩层所形成的土壤
,
为数

一

不多
。

黑黄土
、

黄黑土是 黑土与黄土的混合

体
,

指黑土中阴的拉渡层一灰黑土
·

黑灰土
、

灰

自土
,

白灰土则指自浆土
」

中表层与亚表层 (A
;

)

不同程度的混合体
。

土色棍杂的都称五花土
、

~
。

.2 按土壤鬓地
_

命名 也 此校普 遍
,

补有
一

粘

土
、

鳅土
、

砂土
、

石头土
、

石子土
、

石 头包
,

等等
。

粘土
、

鳅土一般覃地粘重的黑土和 黄土
。

砂土

所指的范圃很广
,

如河山
、

山砂
、

风 积砂都在

内
·

石头土
、 ’

石子土
、

石头包多指 l业地含有不
一

向石碟的土壤
。

3
.

按形象命名 的有铁板砂
、

面儿砂
、

瞪眼

砂
、

白眼砂
、

响砂
、

焉牙砂
、

豆瓣砂
、

白桨土
、

白

粉土
、

白干土
、

狠屎泥
、 ,

孺粪土
、

梁肆土
、

石灰

土
、

蒜瓣土
、

瞪维泥
、

驹肉地 ;
,

麦灰土
、

枪砂土
、

灰包土
、

铁锈土
、

铁板泥
、

豆瓣泥
、

毽黔巴土
、

黑替

土
,

等等
。

一铁板砂为族锰腰体所腰拮的砂碟导止般

多早刹中积层的底部
。

面儿砂
、

瞪眼砂
、

白眼

砂沙向砂
、

焉牙砂
、

豆瓣砂乃指不同粗釉和不同

形肤的砂土
,

一般在土层的
一

F部或由风积
、

冲

积和坡积所形成的小面积的砂土
、 自案土

、

自

粉土
、

自于土
、
狼尿泥

、

鹦粪土
、

豆瓣泥都指白

缓导 豆瓣泥如猎黄色白紧层的桔橇 ; 而黯粪

土
、

掌摔土
、

石灰王
,

又指西部碳酸吻黑土
、

典

型黑土中的石灰沉积层
,

。
蒜瓣土

、

铁锈土
、

敛板

泥指白桨土中的淀积层
, 、

蒜瓣形容其拮磷 ; 敛

锈
、

铁板形客其颜色和紧实程度
.。

麦灰土
、

灰包

土指粉劣犬辘桃
。

灰包士多种多样
,

在黑土
、 自紧

土
、

草句上
、

健碱土中都有同徉的名称
,

它的尘

要特点是馨
,

无桔橇
,

状如尔旅堆
,

天旱到地时

好
“

起灰冒烟
” `

酱巴土和黑酱土都指黑粘土
。

瞪旋流,旨底土有不透水层
,

雨后土层中含水而

艇久不干的泥层
,

在耕地中不多
。

驹肉地是指

坏地中零星分布的好地
,

如西部婉碱地区碱斑

中的小块草甸土 ; 河流泛磕地中的小块耕地 ;

黄土或黑黄土中的小块黑土 地都是
。

坡地黑

生圆中刷或风散而露灯刁
、

块 黄土
,

黑黄相固
,

状如云彩的刻称云彩地
。

黄土
`

层下部第三耙

杠色土层局部露出地面 黑杠或黄缸相简排列

的则称
“
火烧云

” 。

“

4
·

按形象和颜色命名
!

的 有鹅 肝土
、

杏黄

土
、

瓦灰土
、

元黑土
,

等等
。

杏黄土
,

指谈贫色

棕色森林土
。

鹅肝土
,

指嫩枉 一带棕色森林土

中叙棕色淀积层
。

无灰土
、

瓦黑土多指白嫂土

的表层
。

.

.

尔按颜色和鬓地命名的 有 黄砂士
、

黑砂

土
、

灰砂土
、

白砂土
)

肛砂上 ; 黄粘土
、

黄蕉泥
、

黑扒土
·

黑鳅土
、

肛粘丰
,

等等
。

,

黄砂土多指臀地比较鲤的徐色森林土 ; 草

甸棕色森林土和泛濡地土壤
。

黑砂土
、

灰砂
_

十

多觅午西部风积砂土区及部分河泛地中
。

杠

砂士
、

杠粘土发育于古来〔色岩层上不同臂地的

土廖
。

黄粘土二黄焦泥多晃于黑土或白紧土的

底部
。

黑粘土
、

黑鳅土是分布于二霆地
、

窿地

仆土

的粘臀潜育化草甸土
。



扮漪…
也很高

。

拼井…
说拼砂二流子和土二流子是 百风吹若再堆积起来

:苏麟蒸典翁
黑龙江省尤为明显尹与农巢生 产有密切关

羹彝纂澎髦黔 {胭
,

漆重{粼翼努魏擂狱魏
粽宝辈罗攀补

遥

黑狱继
土壤 (如嫩江粘簧暗色草甸土 )

。

火岗指砂碟母
,

土壤寮地靶
、

透水快
、

含水少
、

土温高的土
如嫩江一裕的粽色森林土

。

尿坑地或因底
矍廖

土不透永或因局部地势低寒
,

土镶含水柳多
,

泣凡七摆寡纂翼纂篡纂豁篡毖黔
盆豁淤瓢毅妙礁

的砂才办王
。

(

摘怒黔蹂半纂箫黔翼
黔盆黯毅酬触黔姗冰

瞬碱是指地面有白色熊霭聚集的土廖
,

般指苏打瞬土 ;暗碱妇反
,

地毒晌气题墩霜
,

一般

指碱化苏打草甸黝土

甸土或谈酸鞭草甸士

铿碱宇指斡
_

度鲤化草

碱巴拉是明碱趣一种
,

指两部鲡碱地宁的碱斑
,

又称 l斌艇奢或堆靡奢
口

哈

滚淄忿

11
·

按植物种类命名约有柞树城
、

播柴岚
、

}渗纷协攀
甸

缨

未
愈

攫都有明显的差奥
。

农民选挥荒地多看这种

草色
、

例如擦柴满
、

玉花章塘便是好地 拿柳毛

尚
、

黄花岗则水分过多
。 _

:誉i纂鳝黑黔号
砂

、

河流石土
、

淤积土
、

江淤泥
、

滚江土等剧猎

露架瓢翼瑟辈私蒸七
从上孤岗地冲来一层黄土的则称黄土盖

。
.

1乳按土壤侵人体命名的有队牛石土
、

黑

石头土等
。

都指黑土中含有各种石头的土壤
。

且 按人力活动命容的有房框土
、

姆火地

摹{立参盈漂曝镖霭蒸装
的王

扳的
。

土地
,

粪肥足
。

二氧化碳多
,

作物生畏良好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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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还有一些特殊的成 土母簧所形

成的土壤
,

如 由火山喳 出物所形成的火山土 ;

在石龙熔考上所形成的石塘土或石 岗土
,

等

等
。

从上远 农民 耕地土壤分类命名的原则看

来
,

可似视是丰富多彩
,

娜翠实用
。

’

它的基本

特点是 : 生产性强
,

而
_

且粽合地反映了土壤的

生产特性
。

过去的土块分类 系航裕合生产不

够
,

土壤分类命名的原员i1多考虑大的自然形成

条件
,

很少涉及土壤农巢生产特性
。

农民的分

类命名都是从生产实跷中来
,

生产性特别 强
,

低极分类群韧具体
,

不仅考虑了土您本身的蔡

件
,

井且还涉及到土壤与
,

各 种生产条件的关

系乳咧如黑油砂这 个名徐就充分反映了这些
特点

。

黑龙江省的土镶就自然肥力甜
,

以黑土

最高
,

但由于簇地粘重
,

雨量集中
、
士壕过湿

,

土温较低
,

植物营养元素搏化较慢
,
肥力不亨耸

、

充分发挥作用
,

有时在多雨的年头较成还不及
`

资地较轻的棕色森林土和泛盗地土壤好
。

因

此
,

在这样一 个具体条件下
,

.

最好的王镶不仪

要黑
,

耍油 (肥力 )
,

还必须有一定量的砂
。

只

有这样
,

`

它在生产上才能表现为抗旱
、

杭澎 ;保

水
、

保肥
,

热潮
、

散落
。

因而侍弄方便
,

作物各

期生畏旺盛
,

成熟决
,

收量高
,

子粒沉
,

鬓量好
。

第二是通俗
、

生动
、

易懂
。

我们过去土壤
.

学中所用的名祠多从外文释来
,

生硬难懂 ; 有

时一个土名畏达十余字
,

不切合我国命名的习
`

惜
,

不易为广大擎众所掌握
。

农民的名称则是

土生土畏的
,

比较筒 明
。

例如踢牙砂描写花岗

岩风化的砂子 ;豆瓣泥形容白紧土中淡黄色的

亚表层
。

这 雨个名称是用摹众日常生活中所

熟悉的东西来形容王壤的颜色
、 形状和土块的

的
,

到北安地区可能呀黑黄土 ; 在安达地区哄

黑仙砂的
,

到克拜地区别可能变成黑砂土
。

但

大个
`非常生动确切

,

一目了然
。

犷第三
,

合乎科学规律
。

在黑土分类命名中

过去我俐也考虑过土壤肥力
,

按黑土层厚薄划

分土种
。

农民采用黑土
、

黑黄土
、

黄黑土
、

破皮

黄等表示土种
,

既反映黑土 层 的厚薄
,

有机

鬓的多少
,

又指出了土壤的演变过程
,

意义更

为完备
。

农民的分类命名也有不足之处
,

主要是地

逗局限性比较大
,

例如李哈尔 演 地 区哄 黑土

在同一地区还是有一定的 标准 ; 其次 同名缪
土

,

具名 同土的现象较多
,

系航性木够强
。

低

毅分类中的土种此较群细
,

变种 iFJ 不完全 ; 高

粗分类中十奥大致有些眉 目
,

亚类 lRJ 很不 清

楚
。

’

土埃分类要为生产那务
,

井要 求 简 明 易

懂
,

便于摹众掌握
。

但分类是反映土壤科李发
’

展水平的标称
,

要求在短时简 内刻造出一套十

分完善的分类系兢也有一定为困难
。

因此我
俐想从生产出发

,

以农民擎众分类的挺脆为基
础

,

先把各种王攘按不同 性直系就地排列起

绒 并确定它仍的农巢生产特性
,

完成初步分
`

伪

类系兢
。

一方面作为 当前各地指导深耕改土
、

因土施肥
、

因土种植
、

因土耕作
、

因土排灌以及

总品和整理攀众生产趣殷的依据 ;另一方面也

是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基础
。

为 了保留发民原来的名称
,

并使各种不同

性赞的土壤能清楚地区分开来
,

我们曾挺试用

分区排表的办法进行分类
,

例如破皮黄依旧不

动
,

只在不同分区中表明它的不同特性
。

但后

来发现名称重复太多
,

系优苦棍不清
,

因此我

俩又改用一般分类的办法
。

这样一来
,

为划倩

各种土攘的性臂
,

就不能不在原来的名称上增

减或改变若干字眼
,

但力求不失原意二

分类等拔可因土壤复杂程度 而不同
。

目

前所晃到的分类表中最多的采川六毅 ;最少的

为雨毅
。

黑龙江省 内的情况也不一样
,

有的尊

市用三毅 ;有的用四极
。

从全省的土壤条件石
,

如果只分土类
、

亚类
、

土种三粗
,

根据嫩江地区

分类的艇脸已娜包括不了
,

土种以下必须再分
-

变种 ; 如果只分土类
、

土种
、

变种三极
,

不仅在

分类系兢中缺少一毅
,

而在小比例制图上也有
、
二

一定的困难
:
用土种上图面积太小 ; 用土类上

-

图又嫌太粗
。

因此
,

我佃韶为作为省毅的分类

茶兢
,

目前看来采用四毅分类比较合适乞 县社

以下的土壤图以用土种为全
,

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分变种 ; 县社以上的省
、

再各毅则用土类和

亚类
,

上 种分布面 积校天的也可用一部分土

种
。



土种一极充分反映了土澳的 农 巢生产特
性

,

又为广大摹众所畏期习用的名称
,

在生产

上作用最大
,

作为我俩分类系兢麦的蓦础
,

尽

可能地保持原来的面貌
。

变种按土种的微度变奥划分
,

一般可根据

微城地形划分
。

亚类从土种中归讲出来 儿 个士神中有一

个共同特点
,

井在发生上或土镶肥力上有嫂 的

变化者 lRJ 划分为且毯类
。

黑龙江省耕地王滚的特点 与 关内各省不

安是开垦历史短
,

自然特性保持较多
,

所

黝划分仍须考虑王像的 自然形成过程
`

表中所划分的土类大致 与 过去所韶发生学的
土类相近

,

不过人工影响斡大
,

在生产上具有

特殊意义的土壤
,

如水稻
:

L则划为独立的士

类
。

此外
, ·

幼
,黑土

、

白紧土的底土因冲刷而露

出地面
,

在土壤肥力上发毕了查的变化
,

我仍
·

也划为独立土类
。

`

目前所收集的分类命名材料很不平衡
,

有
.

的土类较祥棚
,

如黑土
、

白紧土等 ;有的此校简

略
,

如杯碱李认黄土
、

砂土等
。

因此
,

在我佣的

分类表中从砚实情况出发
,

能分到那一极就分

到那一耗
, 一

不必要求整齐画 一
。

现在没有分出
一
的部分留待今后逐步补充

。

同
.

以

一
、.

一
、二

` 址七举 一 , 年 一 * 一
*

一
* 一弃

二一
*

一

幽 二一* 二一 六飞 由 * 挤
一

* 二 一 , 一 * 一由 一 由 一 泊

武清县农民对土壤的命名点滴
·

刘 作 敛
·

自踌书什
卜̀召·11书
咨节
认

血 』 自 _ 血
,

由 * _ 诀 _ 血 * 。 * 二 贡 : _ * 二 _
奋

二 自
育

二

涣
知自 二 自 *

_
, 血` * 孔 人习 阅 之

* _

.
_

!
农民对沂土壤的命名是权据 上竣的农集生产特性

作为华础的
。

它用筋翠
,

通俗
、

易懂的祠汇来夫达 I马土

嚷的性片
。

例如农民所称爪缸谬泥 七
、

黑腰泥上
、

二合

土
、

黑上漏风地
、

登空地
,

以及山西农民所称的二色土
、

黄游上等都能粉人一个较清楚白勺舰念
,

使人们 一听到

上壤名称
,

便能联想到它的农劳鸳生产特性是些什么
。

笔者在武清参加上壤普查工作时
,

对 农民的生壤

命 名有些粗浇体会
:

农民的上壤命名在科学上虽未尽

成熟
,

完善
,

但对生产已有瑕深刻的意义
。

士仁如
,

登空

地的性鹭是有 4一 5寸熟化很好
、

夕州生很高的好土层
,

以下便是较深厚的砂上层
。

因此在农集生产上就显出
“

养小不养老
” 。

从科学道理上能也是挺合理
.

〕勺
、
因为

作物在幼苗时
,

根还是扎企很浅的土层里
,

它拜不感到

养分的缺乏
,

因而
’

生长得很好
、

很壮
。

但是作物长大

了
,

根系仲狡了井伸入到砂土层
,

养分就不能涌足作物

旺盛生狡的要求
。

显然这是因为砂土层
二
士介乞午不好

、

保
`

肥性差不l用巴力太低所造成的
。

因此
,

在 这种上实上种

的奄根作物感溃污要深翻深施肥才能改善作物的营养环
咙

,

又如二合土中又可分为沙腰土
、

二合土
、

砂性二合

土
,

这不但表明它俏资地有所区别
,

而
_

巳也表明在肥力

上有所差界
,

很明显
,

沙腾上是粘性鞍大 (冬为中接赞

或更钻些 )厂团聚余淤较好
,

肥力较高
,

后劲也较大
,

农

。

1 0
·

。

民喜欢这种 仁壤
。

共余二种就较差劲
。

不子如饰做土农

民常分二种
:
郎 油哑碱和瓦干碱

。

前一种故收斑上 tJ’.

似有一层油谭现象
,

地表呈灰色或灰黑
,

一返溯 ; 对作

物危害很大
,

保苗困难
,

不仅影响出苗
,

而 l[
.

当反大了
,

也有可能被碱死
。

笔择怪牙观察在这种陇碱吸卜的作物

有完全缺苗或 0S % 以
_

曰亦布白勺现象
,

武清县万庄公社旧州管区刚 J寿营及李伤村农民反

映
,

油咙傲上植棉
,

在保靓全苗
、

注意田阴管应时能获

得籽棉李手亩 2 00 佘斤
。

不是师碱地棉花 也不过是协亩

1 50 一
,

160 斤
。

所以 油咙碱的喻臼
,

俘不仅因为有返公况
呈现油斑

,

而且也夫示了有油性的意思
,

在河务公耐

速测的钻果
,

咙碱上 (黑碱
、

灰碱 )的速效性养分此其他

很多上壤都高
,

这就能明了 它的肥力情书己
。

瓦干碱则

不同
,

不西朝井且易干
,

掀壳而影叮识1几苗
,

但如出苗后

则能迅速地生长
,

嫩碱对作物影响不甚大
,

所以农风况

它
“

爱狡
” 。

从上面几个例个可以看出
,

农民对土壤命名谚重

要的特点

国农类王

义农巢生产情祝而决定的
,

因此它对我

重要的意义
。

当然
,

农民对七壤命名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
,

需要

进一步的补充
、

修正
,

加以科学分析
,

才能使其更臻完

善 ; 更好地反耿实际和更好地为农类生产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