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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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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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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