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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地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
。

地处张广才岭

东侧
,

大陆性季风气候
。

冬季寒冷漫长
,

夏季温暖多

雨
,

季节性冻层分布广泛
。

中生代以来 ; 由于合升
、

凹

陷
、

断裂的地质构造运动
,

构成了低山
、 .

庄陵
、

平原地

势
。

自西南向东北
、

山
、

岗
、

谷
、

注交叉相间
。

植被从高

到低
,

分布着针阔混交林
、

次生阔叶林
、

疏林草甸
、

沼
泽群落

。

这些成土因素对现代成土过程起董妻彭晌
口

成土作用主要有腐殖化
、

棕壤化
、

自浆化与潜育化四个

过程
。

形成了暗棕壤白
一

浆土 、黑土
、

草甸土
、

沼择土
、

水

稻土
、

火山灰土等七个王类
,

二十五个业类友其下的各

土属与土种
、 各类土壤分布

,

发生演变都有一定规律
,

从而构成了该区土壤系统夯乡客的基础可 一
土壤分类来用五级分类制

。

士类
、

亚类护生属
1

土

种与变种
、
高级分类单先的划分原贝愧条件

、

过窟
、

属

性
,

相渡间具有质的差异、 并与利用途径或改良利用

方向相联未 士属主要根据土层厚度
、

质地
。

水热状祝

差异划分
,

于般与改良利用措施相关
。

土种屯变种的

主耍依据是土壤发育程度或表层的熟化程度
、

质地
、

耕

性差异
,

是量的变化
,

与具体耕作利用措施相联系
。

挑种士壤除水稻土外
,

早地由子新垦厉史较短
,

耕垦

后 、 性质虽有一定变化
,

但仍较多保留着自然土壤起

源的特点子 划分成独立的士类的条件尚不成熟犷故将

其妇午相应的自然土类中
,

这对其合理利用改良
,

可

更具实际意义
。 1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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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资源评价是在发生分类及肥为特性基础 上
,

进行士壤资源类型(土壤类型的组合)的质量评价与数

量统计
,

为农林牧合理布局
,

充分利用土壤资源提供科

学依据
。

根据各业用地对土壤的不同要求
,

首先按照环

境条绪生与各类士壤的生产特性丈理化性质
、

肥力将性 )
,

结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

将各类土壤相应归类分成农
、

林
、

牧业用地
。

在各业用地中
,

又 以土地利用现状进

一步将农用地分为耕地与荒原 ; 林用地分成林地与宜

林地 ; 牧用地包括刘草与放牧地
。

在不同利用方式范

围内
,

以潜在肥力和有效肥力为基础
,

生产力水平为

标志
,

选择合适的指标进行土壤资源分类
。

质矗评价

是数量统计的基础
,。

在农
、

林
、

牧用地划分与评定各类

土壤资源肥力指数以洽 、 结合全区二十万分之一土壤

图
、

土壤分区图
,

对各类土壤面积进行
;

统计
,

得出综

合友映数量
,

质量特征的各区各业用地的一
、
二

、

三类

土壤资源地力指数
,

地区肥力指数
,

地区生产力指数
。

上述指数相互
,

比较即可反映出、 全区农林牧利用方向

与发展潜力 ; 分区各亚用地的生产力水平
,

卜

农林牧三

者之间的比例
,

以及合理配置
,

利用爱岌的布局
;

各
业用地在不同区域的生产力比重和相俭发展生产潜力

的差异 ; 各区农林牧比例变化是土壤资源分区的重要

依据
,

随着地势升高
,

全区州匕到南
,

从东到西
,

有

以农牧亚为主
,

逐渐发展圣)农林结合
,

以至演变为林

业基地的趋势
。

一 、

、

土壤资源评价的数量化仅仪是一个初步尝试
,

由

于诊及的因素多丽复杂
,

如土壤利用的多宜性
,
资源

类型钓分级评分等间题均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一

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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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质草甸暗徐色

砂质 草甸暗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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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棕壤 性 白 浆 土

上位 白浆土

中位 自浆土

下位 白浆土

上位 白浆土

中位 白浆土

上位 白浆土

中位 白浆土

中层黑土

薄层黑土

岗地 白浆土

具有白浆层
、

淀积层 (蒜辨层 )

上位白浆土
:

30厘米 内出 现白浆层
。

中位白浆土
:

30一 50厘米间出现 白浆层
.

下位 白浆土
:

50厘米 以下出现 白浆层
。

草 甸 白 浆 土 平地白浆土

潜 育 白 浆 土

潜育白浆土

沼泽化 白浆土
低 地白浆土

壤质黑土
黑 土

黄 黑 土

黑土层厚度 30一 50厘米
。

黑土层厚度 < 30厘米
。

幼

岗地幼黑土

坡地幼黑土

平地幼黑土

破皮黄黑上 黑土层厚 <20厘米
,

下为徐色土层
。

白 浆 化 黑 土

甸 土

壤质 草甸土

砂质草甸土

粘质草甸土

黑油沙
、

黑油 土

黑沙土
、

砂 土

黑朽 土

白 浆 化 草 甸 土

潜 育 草 甸 土

具有不 明显的 白浆层和淀积层
。

壤 土层 > 50 厘米
。

50 厘米内 出现砂砾质
。

粘土层 > 50 厘米
。

具有不明显白浆层
。

具有兰灰色斑块
。

草 甸 沼 泽 土
草甸子 土

洼甸 土

塔头 土土土土土

泽泽

泽沼炭沼

炭泥

沼泥泥腐

水 草 甸 性 水 稻 土

稻

一
幼 年 火 山 灰 土

一暗棕壤性火
山灰土

}草 甸 性 火 山 灰 土

1沼泽 性 火 山 灰 土

壤质草甸性水稻土

砂质草甸性水稻土

粘质草甸性水稻土

招 泽 性 水 稻 土

白 浆 化 水 稻 土

石 岗 地 水 稻 土

石岗子土

石岗子土

泥炭层厚度 < 10 厘米
。

泥炭层厚度 10 一30 厘米
。

泥炭层厚度 30 一阴厘 米
。

泥炭层厚度 > 50 厘米
。

淹水层下有20 厘米左右腐泥层
。

壤质草甸土起源
。

砂质 草甸土起源
。

粘质草 甸土起源
。

草甸 沼泽或沼泽土起源
。

草甸 白浆土或 潜育 白浆土起源
。

石岗子地培育的水稻土

玄武岩残积风化母质土层厚度 < 10 厘 米

玄武岩残
、

风积
、

坡积物发育
。

玄武风化和河流冲积物发育
。

常年或季节性积水

火山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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