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劝 质量低的土地等
:

地形很倾斜 (坡度 1 0一 1 5度 )
,

起伏大
,

」: 壤侵蚀较严重
,

土层较薄
,

土质砂或多石

砾
,

具有严重的盐化
、

碱化和 沼泽化
,

这类土地开垦

利用难
,

必须采取根本的改 良措施
,

改 良困难
。

(5 ) 不

宜农用 的土地等
:

地形起伏大或高大密集沙土包及 流

动性沙丘
,

坡度超过 15 或25 度
,

受强烈切割的地段 ;

土层极薄 (少于 30 厘米 )
,

石质戈壁以及无法利用的盐

沼和盐滩
。

在土地等 之下
,

各划分若干土地组
。

土地组
: 以上壤为划分的基础

。

同一土地组内具

有相一致的土壤肥力水平和技术措施
。

具体划分时
,

以主 导的土壤改 良措施的异同为依据
。

土地组与土地

组之间
,

没有土地质量高低的差别
。

贵 州 省 土 壤 资 源 评 价 系 统

何 同 康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最近
,

在贵州省
,

试做 了具有土地综合利用规划

含义的土壤资源评价
。

其基础资料是
,

该省历年土壤

研究成果和 1 : 50 万全省土壤图
。

土壤资源评价中
,

以是否能持久地有效利用
、

调

动和发挥土壤肥力
,

并能在利用过程中使土壤肥力不

断得到提高
,

作为评定土壤资源适宜利用方式的原则 ;

以土壤对某种利用方式所反映出的有效肥力和潜在肥

力水平的差异
,

作为在某种利用方式下评定土壤资源

质量等级的原则
。

土壤资源评价系统
,

采用以基本单元和辅助单元

相结合
,

两单元又各分两级的
“

双层 四级
”

结构形式
。

基本单元的两级
,

分别反映适宜的土地利用方式和适

于某种利用方式的土壤资源质量的差异
,

辅助单元的

两级
,

分别反映影响土壤资源质量等级的主要限制性

因素的种类和这些 限制性因素的作用强度
。

在土壤资源评价系统中
,

使各级间产生紧密联系

的主要因素是评价项 目
。

在贵州省的自然环境和土壤

条件下
,

挑选出的评价项 目有
:

土体厚度 s( ) ;
土壤

养份状况 ( n ) ; 土壤酸度 ( a ) ;
土壤侵蚀强度 ( e ) ;

土壤湿度状况 ( h ) ; 地面坡度 ( g ) ;
单位面积上裸岩

所 占比率 ( t ) ;
洪涝损害耕地的机率 ( f ) ;

灌溉水或

牲畜饮用水的保证率 ( w ) ; 气候对适种作物广泛性的

限制程度 c( ) ; 牧草的质量和产量 ( p )
。

评价项 目与利用方式间的关系
:

主要体现在直接

用于评价的项 目上
。

例如
:

农业土壤资源 A

—
二 、 e 、

h
、

f
、

、
、 e ,

林业土壤资源 F

—
s 、 a 、

g
、

t
,

牧业

土壤资源 P

—
g

、

w
、

p
。

农业土壤资源中
,

由于水耕

或早耕手段不同
,

其关系又 表 现 为
:
水 耕 土 壤 资

源 L A

—
n 、

f
、

w
,

旱耕土壤资源 U A

—
且 、 。 、

五
、

饥

评价项 目与评价标准和单项评价级别间的关系
:

每个评价项 目所代表的内容
,

在量上的差异
,

即是制

定评价标准的依据
。

评价标准的级数
,

即单项评价级

别数
。

如所划分的。一 3级
,

即表明有 四个单项评价级
。

显然
,

0一 3级的递变过程
,

即是限制性强度逐步增加

和适宜性程度逐渐降低的过程
。

因此
,

除 。 级外
,

有

其它级别 出现时
,

就应把这些级别值同时视为限制性

强度的数值
;
相应的评价项 目

,

也应同时视为限制性

因素
。

评价项 目 (限制性因素 )和单项评价级别 (限制性

强度 ) 与土壤资源质量等级间 的关系
:

在各种利用方

式范围内评价土壤资源质量等级时
,

如有关各项单项

评价均为 。 级
,

则表 明适宜性高
,

无限制性因素影响
,

列为 I 等
。

如单项评价中出现 1一 3 级
,

则需将主要的

一或二个限制性因素种类及其限制强度标示出来
,

作

为评定质量等级的依据
。

质量等级
,

分四等
。

各等与

主要限制性因素的限制强度值之和的关系是
:

I, = 。 ;

l
,

呈 3 ; 孤
,

3一 4 ; W
,

里 4
。

根据评价原则确定评价项目后
,

先以全部项目综

合评定利用方式
;

继按利用方式精选项 目
,

根据评价

标准做单项评价 ; 最后
,

按单项评价结果
,

综合评定

土壤质量等级
。

评价的全部结果
,

用符号组合表示
,

既

简明
,

也可用于制图
。

例如
: A l

,

F l
,

P 卜 A I 翔 W
I ,

F 1 5 : 9 1 ; A 皿 e : n z ,

F I 。 : a 。 ; A w n : e : ,

F w : s t :
,

等等
。

如有两个限制性因素
,

其作用强度不 同
,

数值

大者排前
;
如数值相同

,

按作为评价项目时的次序排

列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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