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常因下部冰层阻隔发生季节性过湿现象
,

附加储

育过程
,

在 A ,
层出现明显 的锈纹

、

鳞斑
。

高山草甸土 自然肥力高
,

已为人们公认
。

但定位动

态研究所得的速效养分并不 十分充足
,

因此在改 良天

然草场与建立人工饲草饲料基地时
,

需提高土壤速效

养分的供应
。

高山草甸土植被严重破坏后
,

恢复极其缓慢
,

今

后
、

必须特别强调防重于治
。

已经退化的草场
,

分析

原因对症下药
,

秃斑草地
,

采用划破草皮的办法加 以

改良 ; 草皮斑块脱落地区
,

实行封滩育草 ;黑土滩 (或

黑沙滩 )围圈草库伦
,

建立人工饲草饲料基地
。

凡是改

良草地应特别注意消灭鼠害与合理利用
。

风 沙 土

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沙漠研 究所沙 漠室

风沙土是风沙地 区风成沙性母质上发育的 土 壤
。

主要分布在我国北半部 的半干早
、

干旱和 极端 干早地

区
。

其形成是在风蚀
、

沙压
、

淋溶过程和生物 固 沙
、

聚集营养元素过程 的对立统一作用下发生发展的
。

它

出现在不同的气候带
,

受 自然地带性环境因素的影响
。

一方面成土过程不可避免地打上地带性的烙印
,

向显

域土方向发展
。

但另一方面由于土壤发育在风成沙性

母质上
,

成土条件和土壤性状在许多方面 比较独特
。

很

难把它归属于所在地带的地带性土壤类型
,

象草甸土

等一样
,

应该是一种向地带性土壤过渡的隐域土
。

风沙土形成过程的特点是成土作用微弱
,

经常被

风蚀和沙压作用打断
,

吹蚀和再堆积严重地影响着成

土过程
,

很难形成充分成熟和具完整剖面的土壤
,

一般

只发育成 A ( C )剖面
,

并往往出现风蚀和埋藏的土层
。

分布在各自然地带内的风沙土
,

因其水分条件和

盐分条件不 同
,

发展方向也有所不同
。

在不受地下水

影响的情况下
,

成土过程朝自成土方向发展
,

在地下

水位较高或有盐分来源的地方
,

成土过程向水 成 土
、

盐渍化土方向发展
。

自成土 的形成与沙地自然植物生

长和演替过程相一致
。

随着土壤的发育
,

在机械组成
、

水分物理性质
、

化学性质和生物性质各方面起着显著

的变化
。

水成土的形成也与植被滋生和有机质的积累

相一致
,

当裸露的流沙表面定居植物 3一 4年后
,

即可

分化出明显的腐殖质染色层
,

4一 5年后能形成 7一 8厘

米的有机质层
。

在分类学上
, “

风沙土
”

这个名称应用的很少
,

成

为独立的土类尚未形成统一的意 见
。

我们认为
,

分布

在各自然地带的风沙土
,

其形成过程
、

土壤性态和生

产特性上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

而且在空间分布又相当

广泛
,

把它划分成独立 的土类
,

叫做
“

风沙土
”

是适当

的
。

根据其发育阶段
、

形成特点及改造利用方向
,

风

沙土分成流动风沙土
,

半固定风沙土
,

固定风 沙土
,

草甸风沙土及沼泽风沙土几个亚类
,

在半固定风沙土

和 固定风沙土之下再按碳酸钙和易溶性盐分的积累特

点细分成普通半固定风沙土
,

碳酸盐半固定风沙土
,

盐

渍化半固定风沙土
,

普通固定风沙土
、

碳酸盐固定风

沙土
、

盐渍化固定风沙土
,

这种 区界大致与草原
、

半

荒漠和荒漠的界限相符合
,

草甸风沙土按盐渍化程度

再分成草甸风沙土和盐渍化风沙土
。

沼泽风沙土按泥

炭层的有无分成沼泽风沙土和泥炭沼泽风沙土
。

风沙土的水热状况与所在的地带性土壤相比
,

有

明显的特点
,

在我国湿润寒冷的东北部地区
,

风沙土

干燥并暖和
,

在干早的西部地 区风沙土的温度回升较

快
,

水分状况也相对优势
,

这对生产有重要意义
。

风沙土分布范围辽阔
,

是发展农林牧业的丰富土

壤资源
,

但由于基质粗松
,

容易遭受风蚀而使扩大或强

化沙漠化
,

在开发利用中必须注意防治沙漠化的间题
。

苏南低山丘陵区主要林业土壤类型及其生产力评价

罗 汝 英 厉 婉 华 郑 相 穆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 )

苏南地区内部气候差异不大
,

近代风化面上发育 的土壤基本相似
,

过去文献中把本地 区土壤分为黄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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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与红黄戮
。

由于地质地貌条件对苏南低
厂

山丘陵的土

壤类型和林木生长有很大影响
,

而这些因素在过去的

分类中常被忽视
。

我们根据词查资料
,

将这一地区林

业土壤烤其起源与剖面性态分为若千土型
,

再归纳为

儿个亚族和土族
,

并分别命名
。

苏南低山丘陵的土廖
,

除了酸性或中牲岩浆岩所

构成的低丘属于黄棕壤外
,

其余大部分是受母岩或古

风化壳影响的石质土
、

老红土
、

黄刚土
、

暗色基性岩

土
、

石灰岩土和紫色土等土族
。

(1 ) 黄沙土是近代生

物气候条件下
,

酸性或中性母岩上发育的土壤
,

剖面

中没有发现古湿热气候的残留特征
,

属弱度发育的黄

棕壤
,

或盐基不饱和的始成土
。

(2 ) 石质土广泛分布

在硅质岩柯成的低山坡地上
,

属于石质相幼年土或石

质相新成土
,

酸性
。

石块 的形成与岩性坚硬及第四纪

水期强烈吻理风化有关找 3) 老红土广泛分布于低山坡

中下部及二级阶地上
,

其主体为第四纪中更新统的红

土
,

粘质
,

酸性强
,

相当于残存湿老成土 类型
,

( 4)

黄刚土分布在山麓或一级阶地上
,

起源于第四系上更

新统下蜀粘土
,

仍保留古土壤性态
,

属于淋溶土的范

畴
,

因出露层位不同而有酸性与中性的区别
。

( 5) 暗

色基性岩土
:

分布在低丘由玄武岩或辉长岩发育的土

壤
。

除个别例外
,

剖面略有分化
,

但不强烈
,

粘质
,

近

中性
,

可认为是盐基饱和的始成土类型
。

(6 ) 石灰岩

土
:

石灰岩上发育的石灰性始成土
,

粘质
,
中性至碱

性
,

分布范围广
。

(7 ) 紫色土多属钙质紫色砂页岩上

发育的石灰性始成土类型
。

本地区林业土壤生产力评价主要根据标准地 的土

壤调查和测树资料进行
,

以马尾松
、

黑松
、

杉木
、

萌
生麻栋林分一定年龄的平均树高指示生长等级

。

在此

基础上
,

我们试用三种方法评价土壤生产力
:

.1 直接根据各土壤类型上的树高生长估计土 壤

生产力
,

具体分为四级
。

例如
,

在厚层黄沙土或壤幂

老红土上
,

l e年萌生麻栋林平均树高12 一 1 3米
,

土壤

生产力为甲级 , 中层黄沙土或石幂老红土上
,

而栋高

10 一 1 1米
,
土壤生产力为 乙级

;

厚层 酸性石质土上麻

栋高 7一 9米
,

生产力为丙级
;
薄层酸性石质土上麻栋

高度小于 6 米
,

生产力为丁级
。

2
、

根据调查资料拟订一个类似 于 克 拉 克 指 数

( cl a kr i时
e x ) 的土壤指数

。

即以土壤质地或含石量

( A )
,

土层厚度或粘盘层位 ( B )
,

地形或排水条件 ( C )

~

作为计算因子
,

从下式求出代表土壤性质和地形条件

的综合指标
,

暂称为土壤指数 ( S )
:

S = A 又 B x C

对照现有林木生长状况
,

规定土壤指数 1 2) ~ 3 00

为生产力甲级
,

5 1一移。 为乙级
,

21 一 50 为丙级
,

20

以下为丁级
。

其分级结果与第 1项的方法一致
,

可作

为今后评定林地或宜林地生产力等级的依据
。

例如
,

厚

层黄沙土计算的土壤指数为 ls 。 ,

厚层石质土计算的土

壤指数为36
,

前者生产力 属甲级
,

后者为丙级
。

因为

计算因素中包含地形和排水条件
,

所以这种评价方法

优于第 1种
。

.3 根据树高与几个土壤因子的关系
·

用复回归方

法求出从几个土壤指标
,

计算一定年龄一定林分平均

树高的公式
,

结合第 王法根据树高划分土壤生产力等

级的标准
,

用这个公式可 以从土壤指标估算其生产力
。

例如
,

我们根据 16 年萌生麻栋林平均树高 ( H
,

单位
:

狗与土壤厚度 X( l), 印厘米以内土壤质她 (X妙
,

50

厘米 以内石砾含量 ( X s) 关系的调查资料 (分级编码 )
,

求出它们的回归方程式如下
:

H = 一 .1 27 十 1
.

85 X
I + .0 68 X : 十 .0 7 1 X 。

通过方差分析和偏相关系数计算表明
,

结果是可

靠的
。

试 谈 基 层 土 壤 分 类

—
以 上 海 郊 区 土 攘 为 例

王 云
(上海 师范大学地理系 )

土壤分类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

运用土

壤发生学观点
,

并把群众性
、

生产性和科学性结合起

来
。

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发展看
,

自然因素

和人为因素总是紧密联系共同对土壤作用
,

其综合效

应影响听及
,

只能从属于决定土壤本质特征的特殊矛

盾运动
。

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的差别
,

只是自然因素

和人为因素对土壤作用相对强度不同的表现
。

按发生

学观点分类土壤
,

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应统一于 一个

分类系统
。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土壤作用的综合效应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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