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深度及耕性等项 目
,

可供农 田基建
,

改土等方面参

考
。

方法是用土钻分别探明各地片的全土层和耕层二

个深度
,

每亩探钻孔应有二
、

三十个
。

经统计后
,

划

分为几个深度级
,

用土层
“

等深线
”

反映在土壤图上
。

耕性图按群众经验划分制图
。

质地图用机械分析 (结

果 )资料编制
。

5
.

土地利用现状图组 包括地类
、

利用现状
、

地

力等级等项
,

可分幅或合幅编制
。

6
.

灌排及抗旱能力图 图上应标示渠系
、

机埠
、

灌排方向
、

水源
、

地下水位
、

抗早排涝能力等
。

可供兴

修水利
、

调整渠系
、

机埠及平整土地等参考
。

了
.

特殊土搞分布图 南方稻区常有砾石塌
、

流沙

塌
、

白土编
、

铁锰塌等
,

不利耕作和高产
,

其出现高度

及厚度愈大愈有害
。

制图时
,

可利用沟渠壁面
,

及观

查土壤剖面的资料编制
。

8
.

土壤改良区划图 根据土壤详图资料
,

结合田

块的地形等
,

综合概括改土特征
,

区分为不同改土 区
,

以供拟订改土参考
。

二
、

详测制图成果在 生产上的应用

详测制图在干部
、

技术员
、

群众三结合组织形式

下取得的成果较易在生产上得到应用
。

下面举例说明

之
。

1
.

1 9 6 5年杭州市高产样板点通过土壤详测 制 图

后
,

仅据地形一田块图及灌排水利图两项成果
,

就合

理地调整了渠 系布局及机埠设置
,

将原有七个抽水机

埠合并为一个排灌站
,

实现了全样板区 自流灌溉和三

个洼地排涝
。

既节省电力
,

又减少机械配备
,

同时降

低了农业成本
。

2
.

富春江的一个江心洲
,

自地改田后
,

水稻产量

猛增
。

几年后产量锐减
。

1 9 7 6年进行土壤详测
,

查明

由于多年来偏施化学氮肥
,

不施有机肥和磷钾肥
,

使

耕层变浅到三寸
,

下面形成了铁钙场
,

滞水
,

稻根展

不开
。

根据这一详查成果
,

实行破隔深耕和增施有机

肥及磷
、

钾肥后
,

当年早稻亩产增61 斤
,

晚稻增69 斤
,

有的 田全年增产2 70 斤 /亩
。

第二年区委将这一成果向

该沙洲全面推广
,

立即变成水稻高产区
。

3
.

1 9 7 6年作者详测了富阳县松溪公社上山 大 队

9 00 余亩稻田土壤
,

制出土壤农化性状图
,

并根据此图

实行因土施肥
:
酸性土宜氨水

;
石灰性土避免施氨水 ;

冷烂 田宜增施钾肥 ; 对缺有机质的土应减少石灰施用

量
,

补施厩肥等 ; 针对性好
,

增产达一成以上
。

4
.

衡县三 口阪七千多亩低田经土壤详测后 编 制

了土壤改良区划图
,

在后来的农 田基建及改土中起了

一定的作用
。

1 9 7 6年作者在富阳县大源公社前进大队
,

从详查土壤入手
,

对塘子贩拟订了改土规划
,

实施后
,

头年 1 3 0。亩早稻亩产增 11 6斤
,

晚稻增 1 73 斤 ; 其中典

型高产田年亩产增加 4 38 斤
。

1 9 7 7年前进一队早稻
,

平

均亩产超 80 0斤
,

高产 田达洲 4斤

土壤制 图及其成果在生产上应用的实践
,

说明了

专业研究工作和群众生产实践相结合
,

最能检验土壤

详测制图的作用
。

当前
,

应在积极加强新技术和理论

研究的同时
,

紧密和广大群众结合
,

进行实地详测土

壤
,

编制生产上可直接应用的各项图幅
,

仍值得重视
。

新 疆 荒 地 大 比 例 尺 土 壤 调 查 与 制 图

蒋 寒 荣

( 新疆农垦总局勘测 大队 )

新疆地域辽阔
,

土地资源丰富
,

宜农荒地有一亿

六千万亩
。

解放以来
,

已建立了几百个国营农场
,

其

中我们进行大比例尺土壤调查的总面积有 六 千 多 万

亩
。

为了交流经验
,

改进工作
,

把我们在大比例尺土

壤调查与制图方面的工作作个小结
。

根据新疆荒地连片
,

地形较平坦和新疆农业必须

灌溉的条件
,

大比例尺土壤调查制图以 1 :: 1万比例

尺为宜
。

新疆荒地土壤调查的特点是没有可 利用的大

比例尺地形图
,

所以
,

我们都是在白纸上进行土壤调

查
,

其中采用了方格调查与三角控制调查
,

在有 1 /万

航空相片图的地区
,

也利用相片判读进行土壤调查
。

由于新疆荒地面积大和需
_

要进行流域汇编
,

以及缩编

不同比例尺的土壤图
,

方格调查 (它是 自由坐标 )不能

适应工作的需要
,

我们主要采用了三角控制调查
。

但

通过相片判读进行土壤调查的实践
,

证明它是最优越

的一种方法
,

是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
。

荒地土壤分类的原则
,

是采用发生分类的方法
。

新

疆荒地土壤的分类工作
,

我们曾经过 三 个 阶段
,

到

1 9 63 年后基本上采用新疆综考队 1 9 6 2年发表的平原部

分的分类系统
。

该分类系统共分17 个土类 (黑钙土
、

粟

钙土
、

棕钙土
、

灰钙土
、

荒漠灰钙 土
、

灰棕色荒漠土
、

棕

色荒漠土
、

龟裂土
、

残余沼泽土
、

残余盐土
、

灌溉一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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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古老绿洲耕作土
、

灌溉一水成型古老绿洲耕作土
、

草

甸土
、

吐加依土
、

沼泽土
、

水稻土
、

盐土 )和 4 7个亚类
。

我们在大比例尺调查中和该分类系统不何的
,

主要是

盐土和吐加依土中的亚类
,

我们
、

从形态上租植物类型

上把典型盐土分成疏松鳍皮盐土
、

结壳盐土
、

灌木林

盐土和胡杨林盐土 ; 吐加依土分成琐琐林土
、

荒漠化

琐琐林土
、

红柳林土
、

荒漠化红柳林土
、

胡杨林土
、

荒

漠化胡杨林土
。

另外在盐土和残余盐土间分出荒漠化

盐土的过渡类型
。

我们认为这样便于野外鉴定和土壤

改良利用上区分等级
。

在低级分类中主要根据盐分的

含量来划执
我们建立野外检查制度由专人负责

,

主要检查的

内容有
;

土壤类型的区分
、

质地鉴定和土壤界线等误

差
, 以保证图件的质量和精度

。

土壤图清绘时
,

除土

壤代号和土壤界线外
,

为 了便于使用
,

对土壤剖面要

求注上质地
、

盐分
、

肥力和地下水的资料
。

对每个测区
,

除完成土壤图外
,

一般要求完成质地图
、

土壤改良利

用图
、

地下水埋深图
、

矿化度图和水分类型图
。

二十多年来
,
我们担负了不少大比例尺土壤调查

工作
,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场建设的需要
,

但 也存在

一定问题
。

比如
,

为正确地认识调查区土壤的发生和

演变
,

特别是土壤改良的措施
,

应扩大研究调查区的

范围 ; 为更好的积累经验和改进工作
,

加强对成果资

料生产鉴定的调查研究
,

专业间的
「

学习交流
,

新技术
、

新方法的应用等
,

是今后改进的方向
。

附 会 议 交 流 资 料 麟 录

土壤发生与分类

〔 1 丑中国古代土壤分类简介
~

·

一…
。 · · · · · · · ·

o’ · · · · · · ·
~

· · · · · · ·

~ … 山
· · · · · · ·

~
,

…… ,’’
·

江 西共产主 义劳动 大学

仁 2 习东北地区土壤发生分类原则及分类系统 ~

〔 3 〕土壤分类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土壤分类途径

中国科学院林业上壤研究
·

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上攘研究所

王云森

宋达泉

席承藩

〔 4 〕从世界主要地植物学派关于植被分类的某些观点
,

略论土壤分类中所存在 的相关间题

[ 5 〕我国土壤分类的商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科学院植肠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攘研 究所 龚子 同 赵其国 雷 文进

侯学坦

徐琪等

〔 6 〕对于我国土壤分类间题的探讨 (以河南省土壤分类为例 )
.

…
。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朴学院 河南地理研究所 张汉洁 王秀成

仁7 二有关我国土壤分类简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 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所 王占华

〔的 关于土壤分类问题的几点初见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1·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 米易县 农业局 石 承苍

〔蛇对中国土壤分类草案的儿点意见 … ,’o ...
·

… … 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湘林学 院 林伯群

口 。」土壤发生分类研究方法雏议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攘研究所 宋达泉

「1 1 ]关于群众性土壤分类命名经验简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 祀水土保持生物土攘所 怅淑光

仁1 2」试论中国农业土壤分区分类系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川省渡 口 市农科所 李万

仁1 3」再论农业土壤在土壤分类中的地位及其分类原则和依据间题— 兼介吉林省土壤分类系统
二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 农科院土肥耕作研完所 杨 国荣

〔 1 4〕论现代土壤形成因素与土壤分类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完所 谕向荣

「1刘浙江省土壤分类间题商讨一 ,’
, · · ·

~ … 爪
· · · · · · · · · · · · · · · · · ·

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 农业 大学 俞震像

{:场口东北东部 !
_

l互地原始林土壤与次生林土壤发生分类探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叙
匕林学 院 林 伯群 许联吉 祝宁 关继 义 陈善全

以自对东北地区盐土与碱上分类间题的商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盐土组

18F 〕黑龙江省土壤分类及其资源评价
·

,’’
· · · · · · ·

~ 一
·

… … 中国科学院南京上攘研究所 赵其国 王明珠
_

熊国炎

仁1 9二论黑龙江省土壤分类与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黑龙江省 国营农场总局勘测设计院 颜春起 李建才

山叼关子大兴安岭西坡丘陵漫岗区土壤分类问题
_

二
, ,
二 ~

. .

… ~ … …
1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 国营农 场总局勘侧设计院 颜春起 李建才

仁2 1〕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土壤分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攘研 究所 雷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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