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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延边农业科学研 究所分析

发生贪青迟熟造成减产
。

本类土壤在正确栽培管理条

件下
,

亩产可达 75 。一 800 斤
。

根据这种土壤土温低
,

粘

性大
,

潜在肥力高等特点
,

最好每隔 2一3年进行一次秋

季深耕
。

并多施黄粪
、

厩肥等热性肥和炉灰渣 以改善

土壤的物理性质
。

还应采取水耕粗耙
,

早追底肥
,

巧施

移肥
, .

浅灌晒田等方法
,

来促进水稻生育和早期成熟
。

(三 )稻田灰粘土 (即白浆土或酸性黑黄土 )
。

本类

土城是白浆土经过栽种水稻形成的
,

其分布面积占稻

田土壤总面积的巧%
。

主要分布于河谷平原台阶地及

丘陵坡地下缘
,

其剖面特点是表层有一层由原来生草

层转化而来的耕层
,

在耕层以下即为原来的白浆层
。

此土层中水解性酸度显著增加
,

养分含量低
,

有机质仅

有。
.

5一 1
.

0 %
,

全氮量 0
.

05 一 0
.

1 5 %
,

全 磷为 0
.

03 一

0
。

0 5%
。

这种土壤的特点是土性粘重僵硬
,

耕耙费力
,

通气

透水差
,

早春地温冷浆不发小苗
,

易烂秧
,

水稻亩产只

达 400 一 5 00 斤
、

据多年试验结果
,

大量施用优质粪肥
、

氮
、

磷化肥
,

适当掺进砂子
、

炉灰确有增产效果
。

(四 )稻田泥炭土
。

本类土壤仅占稻 田土壤总面积

的 5 %
,

主要分布于丘陵山谷低地及河谷低地
,

是在泥

炭土的基础上
,

经过种稻培育而来
。

其剖面特点是在表

层有一层厚约 10 一 20 厘米的耕层
,

由于水 田耕种管理

本层土壤呈现一层多腐殖质的松软泥浆层
。

以下为黑

灰色粘土层
,

土壤潜在肥力很高 (表 4 )
。

由于稻田草炭土耕层土壤过于松软泥
`

j
二 ,

对 拼作

和插秧极为不便
,

往往陷牛陷人
。

插秧后
,

秧苗不易扎

根
,

到后期贪青迟熟
,

产量很不稳定
。

遇到高温年份
,

亩产可达 6。。斤
,

遇到低温年份亩产只有30 0斤左右
。

其

主要原因是土壤中水多气少
,

地冷浆
、

养分供应 不协

调
。

因此
,

群众采用挖排水沟
,

降低水位
,

洒水灌溉
.

早

撤水
, ,

多晒田并掺砂子
、

炉灰和黄粘土等改善土壤物

理性质
,

提高有效养分释放量满足水稻生育需要
,

据

延边农科所多年研究
,

在施用一定数量氮
、

磷肥的 墓础

上配合施用钾肥 20 一 30 斤
,

增产作用很显著
。

总之
,

延边地 区的稻 田土壤
,

是属于 自然土壤租早

作上壤向水稻土发展演化的过渡类型
。

从剖面形态和

生产特性看
,

带有明显的早地土壤特点
,

但经过20 多年

来精耕细作栽培管理
,

土壤正向着具有松
、

软
、

肥
、

厚
.

的耕层
,

不紧不松的犁底层
,

通气爽水的斑纹层及埋藏

较深的淀积层和潜育层 (稻田泥炭土除外 )构成有利于

协调水
、

肥
、

气
、

热的土壤整休构造发展
。

这就具 备了

有建成稳产高产 田的优越条件
。

贵州省五+ 万分之一土壤图编制方法的初步研究
,

杨 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

研究大
、

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编制方法的目的
,

是

为了能更好地编制出各种比例尺的精确的土壤图
,

为

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的不同要求服务
。

随着我国国民

经济的不断发展
,

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

对全国上壤

肥力状况
、

土壤有害因子 以及土壤资源潜力等
,

都需要

作全面地调查研究
,

以便进一步改良
、

培肥土壤
,

合理

* 本 文承何同康
、

邹 国础
、

李锦
、

刘兴文
、

周慧珍
、

周 明极等同志 提出宝 贵意见
。

参加 编图的单位有
: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城研 究所
、

贵州省农业局
、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

贵州农学院
、

贵州省林业勘察 设计院
、

炭州省福泉烟草科学研究

所
、

遵义 地区 农校等
,

在 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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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坡资源
。

因此
,

不断研究如何编制更具有科学性

的
、

能够更好反 映客观规律的土壤图
,

长期 以来都是土

壤科学研究中极为重要
.

沟一 个课题
。

贵州省五十万分之一土壤图编制工作始于 1 9 7 7年

4 月
,

到 1 9 7 3年11 月定稿
,

历时一年又八个月
。

在编图

工作开始之前
,

我们收集了全省解放前后
,

尤其是 1 9 5 8

年以来的全省综合考察
,

土壤普查和有关农业科研方

面的土壤资料
,

以及过去在野外编制的土壤图草图等
,

作为编图的主要依据
。

同时
,

以五万分之一地形 图
、

五

十万分之一和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
、

五十万分之一卫

星照片等资料
,

作为编图和校 图的基础资料
。

编制过

程是
:

用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作底图
。

根据上述各种资

料
,

编制出二十万分之一土壤草图
,

经过复查
、

审校和

修改补充后 清绘复照缩制而成五十万分之一土壤图
。

一
、

贵州省土坡形成分布的特点和

编制土滚图时应注意的问题

贵州 省位居 云贵高原东部
,

地势由西向东
、

南
、

北

三面倾斜
,

海拔从 2 0 0。米左右的高原面
,

逐步下降到

7 00 米以下
。

除高原边缘的斜坡地带切割较破碎
,

地势

起伏较大外
,

高原面的主体一般保存较完整
,

起伏较

缓
。

由于整个高原面由东向西呈梯级抬升
,

而且受纬

度地带性的热量变化和经度地带性的干湿差异 影 响
,

因此
,

可明显地划分出两个土壤地带
:

即中亚热带黄

壤
、

红壤地带和北亚热带黄棕壤地带
。

同时
,

位于高原

腹部的山地
,

因地势相对起伏小
,

加之基带海拔较高

( 1 0 0 0一 1 2 0 0米 )
,

所以垂直带谱结构简单
,

如大娄山和

苗岭山地等
,

在其基带土壤黄壤之上仅有一个黄棕壤

带
,

从而具有帽状特点
。

高原边缘地区的山地
,

由于地

势切割强烈
,

基带海拔较低 ( 6 0 0一 70 0米 )
,

因此
,

如凡

净山
、

雷公山等的土壤垂直带谱结构就较完整
,

表现出

塔式层状特点
。

高原山地土壤的这种水平分布和垂直

分布的规律
,

在编图时都必须着重反映在图面上
。

高原山地土壤的形成和分布
,

不仅受大气环流影

响下的气候特点所控制
,

而且常因地貌类型的变化
,

又

受到区域性生物气候的影响
。

如黔南南部的砖红壤化

红壤
,

就呈串珠状分布于向高原腹部延伸的河谷盆地

间
,

植被属南亚热带河谷季雨林
。

吴征谧教授把这些

地区的植被称之为
“

热带性植被
” , 马溶之教授将这种

高原面 以下的河谷土壤分布特点
,

归之为
“

负地带性
” 。

因此
,

毫无疑问
,

在编制土壤图时
,

也必须充分反映出

这些特色
。

该省大地构造复杂
,

从震旦 纪至第四纪各个地质

时期的多种岩性的岩层均有出露
,

岩层的性质往往直

接影响着上壤的形成和分布
。

如黔东南的榕江
、

黎平

一带
,

有大片的震旦系变质岩出露
,

岩性软且易风化
,

残积物层深厚
,

以致有大面积的厚层或中层黄红壤与

黄壤形成和分布
,

是全省主要的用材林
、

经济林产区 ,

加之气候条件优越
,

一年可以三熟
,

所以也是省内的

主要产粮区之一
。

黔北的仁怀
、

赤水等地
,

有成片的

侏罗 系紫色砂岩
、

页岩出露
,

l习岩性软易风化剥蚀
,

因

而水土流失严重
,

多发育成粗骨性紫色土和黄壤性土
。

此外
,

该省石灰岩广泛分布
,

尤以独山
、

长顺
、

安顺

等地比较集中
,

由于岩性较硬
,

风化残积物少
,

土层

薄
,

致使石质山地和耕地呈斑块状交错分布
。

而且
,

石

灰土的形成发育
,

常因地形条件
、

水分状况
、

植被疏

密和组成的不同
,

而形成黄色石灰土
、

黑色石灰土和

各种耕种土壤等等
。

因此
,

编制高原山区小比尺土壤

图时
,

如何准确地判读地形变化和岩层的性质
,

在保

证制图精度和质量上极为重要
。

高原山区耕地土壤的分布特点
:
一是以居民点为

中心呈放射状分布 , 二是依河流水系而呈脉状 分 布 ,

三是早地又多插花分布于 自然土壤之中
,

群众称
“

挂花

地
” 。

在编制小比例尺土壤图时
,

对高原山区耕种土壤

的这些分布特点
,

也必须客观地
、

尽可能地在图斑上

反映出来
。

二
、

编制五十万分之一土城图时对

几个问应的处理原则

根据影响贵州高原山 区土壤形成分布的综合自然

条件
,

农业利用和发展的特点
,

我们在编图时
,

对小

比例尺土壤图的编图原则和方法
,

作了初步研究
。

(一 )关于土壤图图例系统和土壤分类系统的关系

土壤制图
,

必须在土壤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

只

有具备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土城分类系统
,

才能保

证所编制的土壤图具有科学性和生产性
。

但是
.

虽在土

壤分类系统中出现
,

而在图面上却反映不出来的土壤

类型
,

在图例系统中就不能列出
。

所以
,

土壤分类系统

又不能代替土壤图的图例系统
。

图例系统是根 据 大
、

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的编制原则 (规范 )而确定的上图

单位及其排列系统
。

因此
,

土壤制图单元和土壤分类

系统
,

是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
。

即制图单元的确

立是以土壤分类系统为基础的
,

但其具体划分原则又

要根据比例尺的大小
,

研究工作的精度和制图的 目的

而定
。

我们采用了制图单元的级别和土壤分类各级相

一致的原则
,

并根据五十万分之一土壤图的精度要求
,

确定图例基层单元
,

一般相当于土属或土种
。

即对自

然土镶以土属 (土层厚度 )作为图例的基层单元
,

因不

同土层厚度对宜农
、

林
、

牧地的选择有一定的意义
。

划分标准也与土攘分类的土属划分指标一致
。

例如
,

薄

层 < 6 0厘米
,

中层 60 一 10 0厘米
,

厚层 > 1 00 厘米
。

耕

种土壤
,

则以土种 (熟化程度 )作为图例的基层单元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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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熟化程度
,

表示 土坡肥力的高低不 同
,

农作物的

产量也不同
。

划分标准与土壤分类系统中土种的指标

一致
。

例如
,

黄泥田分为
:
高度熟化的小黄泥田

,

中

度熟化的黄泥田
,

轻度熟化的死黄泥田和寡黄泥田等 ;

大土泥分为
:

高度熟化的龙凤大泥
,

中度熟化的大土

泥
,

轻度熟化的岩泥土和石卡拉土等
。

我们根据五十万分之一土竣图编制规范
,

以及该

省土壤资源的客观情况和分布特点
,

在图例系统中
,

将

该省自然土坡按土类分为
:
砖红壤化红壤

、

红壤
、

黄

城
、

黄棕壤
、

山地灌丛草甸土
、

石灰土和紫色土等单元
:

水田土城按亚类分为
:

黄泥 田
、

红泥田
、

胶泥田
、

大眼 泥

田
、

潮泥田和烂泥 田等单元 , 早地土壤按亚类分为
:
黄

泥土
、

红泥土
、

大土泥
、

灰泡土和紫泥土等单元
。

以上

单元作为图例系统中的高级单元
,

以下则以亚类和土

属 (自然土坡 ) ,

土属和土种 (耕种土壤 )为组成图例系

统的基层单元
。

从而排列成该省五十万分之一土壤图

的图例系统
。

我们认为采用一个系统两种细度的图例

系统
,

既具有土壤制图单元和土壤分类系统相一致的

科学性
,

也具有一定的生产性
,

而且也是根据高原 山区

土壤资源的形成和分布特点而确定的
。

(二 )关于上图的基层单元和图斑大小的关系

关于大
、

中
、

小比例尺 土壤制图各自的上图基层

单元和图斑大小的原则和标准
,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统

一指标
,

而且高原山区耕地土壤不连片
,

即使是自然土

城
,

也因地形的变化
,

岩层性质的不同
,

各种土壤类

型常交错分布在一起
,

如何在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上 更

准确地反映这一特点
,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贵州省内属于万亩以上的山间盆地不多
.

仅有惠

水坝
、

余庆坝
、

旧州坝
、

三穗坝
、

天柱坝和车江坝等
。

而约有 8 0 % 以上的耕地分散于 山坡沟谷中
。

因此
,

编

制小比例尺土坡图的精度和规范
,

应根据贵州高原 山

区这一实际情况来确定
。

如果基层单元划分过细
,

图

斑过小
,

会使图面内容过多
,

图面不清晰
,

判读困难
,

使用不方便 , 反之
,

又不能客观地反映高原山区的特

色
。

所以
,

在拟定五十万分之一土壤图制图规范时
,

既

应考虑到上图基层单元的科学性和生产性
,

又要尽量

反映高原山区土坡资源的分布特点
。

例如
,

在地形起

伏不大的砂岩
、

页岩地区
.

在以林牧为主的 山地
,

上图

的基层单元相当于土 属
,

划分指标为土层厚度
,

图斑

可以适当划大些
。

对地形 比较破碎的石灰岩地区和以

农业为主的丘陵盆地
,

耕种土壤上图的基层单元相当

于土种
,

划分指标为土壤熟化程度
,

但无论是耕地或非

耕地
,

图斑都应尽量划小些
。

此外
,

在耕地比较集 中
、

工作精度较高的地区
,

图斑也应划小些 ,反之
,

以林牧

业为主
,

工作精度较低的地区
,

图斑就可以适当划大

些
。

根据这些原则
,

在制图规范中规定
:

五
一

l
一

万分 之一

土壤图
,

自然土壤成图的图斑不小于 刁平方厘米 `二十

万分之一土壤图草图不小于 8 平方厘米 ) ; 耕种土壤成

图的图斑不小于 1平方厘米 (二十万分之一 土壤图 草

图不小干 2 平方厘米 )
。

由上可知
,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

主要是由于地 区

特点
,

农林牧利用和发展 方向的不同
,

以及工作精度和

资料丰欠的差异
。

但也是从高原山区土壤制图的实际

需要来确定的
。

实践证明
,

根据五十万分之一 土壤图的

精度要求
,

用我们所拟定的图例系统和 图斑的最小限

度
,

所编制出的小比例尺土壤图
,

对省
、

地两级领导指

挥生产
,

进行农
、

林
、

牧综合规划
,

以及供科研
、

教

学部门参考使用
,

均可满足需要
。

(三 )关于图斑内容的综合和取舍

小比例尺土壤图的编制
,

不同于大比例尺土壤图

的测制
。

小比例尺 土壤图要求科学地
、

全面而系统地

概括土坡形成
、

发育和分布的规律
,

反映出土壤资源的

特点及其利用方向
,

并能比较准确地反 映到图面上
。

根据贵州高原山区地貌类型复杂
,

土壤种类繁多
,

耕地 比较分散的特点
,

我们在制图规范中
,

规定了图

斑内容的综合和取舍的原则是
:

在同一块图斑中
,

如

有两种以上土壤类型
,

其中一神主要土壤的面积 比例

> 80 %者划单一图斑
,

< 80 %者划复区图斑 , 凡 白然

土壤面积比例不足 20 %
,

耕地土壤不足 10 %者 则舍去

不予表示 , 属于 特殊土壤类型或耕地比较分散的地区
,

则 以夸大图斑的方式表示
。

但夸大部分不得超过实际

图斑面积的三分之一
。

根据以上原则
,

我们在编图时
,

认真分析和判读 了

不同比例尺的地形 图
、

地质图和有关土壤资料
,

并结合

野外调查来确定每块图斑的内容
。

例如
,

不同的山地

具有不同的土壤垂直带谱
,

砂岩
、

页岩构成的 山地丘

陵
。

因所处的生物气候条件不同
,

形成不同的地带性的

土壤等
。

在分析和综合图斑内容时
,

既要保持 土壤垂直

带谱结构的完整性与地带性土壤排列的规律性
,

又要

综合地反映土壤资源的客观实际情况
。

又如在石灰岩

地区多形成各种类型的石灰土
;
紫色砂岩

、

页岩地 区则

形成各种类型的紫色土等等
:

这些
,

都必须根据图斑综

合和取舍原则
,

予以表示 出来
。

耕种土壤
,

一般在居民

点周围和沿河流水系分布比较集中
,

但在小 比例尺土

壤图上很难如实地反映
,

另外
,

有些特殊的土壤类型
,

如砖红壤化红壤
、

山地灌丛草甸土等
,

前者分布在河谷

地区
,

后者分于高山的顶部
,

虽然面积较小
,

但是在生

产上
、

科学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

所 以
,

我们采用

适当夸大图斑范围的方法
,

将它们反映在 图面上
。

这

是高原 山 区小比例尺土壤制图的特定表示方法
。

(四 )关于复区图班的划分和表示方法

根据制图和量测面积的要求
,

应尽量划 出单
,

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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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图斑
。

但是在山区
,

尤其是在农
、

林
、

牧综合利用

的高原山区
,

编制小比例尺土壤图时
,

就很难达到这

一要求
。

在这种情况下
,

就需要用复区图斑或符号来

表示
。

例如
,

遇到有两种以上的土壤类型分布在同一

块图斑范围内
,

而每一种土壤类型的面积都小于规定

的上图面积
,

我们就采用其中两个主要土壤类型的代

号来表示
,

面积大的土壤的代号在前
,

面积小的 土壤的

代号在后
,

并用百分数表示两种主要土壤的面积比例

关系
,

如
“

5 十 4 ( 40 % )
” 。

这样使复区图斑的内容更

能够反映实 际情况
,

而且可以使图面整洁清晰
,

易于读

图和用图
。

(五 )关于高原山区耕种土壤上图的标准和面积统

计

高原山区耕种土壤分布零星分敬的特点 在中小

比例尺上坡图 上如何恰当地 反映出来
,

还需要进
一

步

研究
。

我们在编制贵州省五十万分之一土壤图时
,

在制

图规范中规定
:

将耕种土壤上图的基层单元划到相当

于土种一级
,

图斑最小限度为 1平方厘米
,

复区图斑
_

L

图的面积比例> 10 %
。

据据这样的原则
,

对图斑的内

容采用综合和取舍的方法
,

将耕种土壤表示在图面上
。

例如
,

在居民点周围和河流水系地 区
,

适当夸大图斑内

容
,

但夸大部分不得超过实际图斑面积三分 之 一
。

如

果在图斑中的耕地面积所占比例不足 10 %
,

就舍去不

予表示
。

采用这样的编图方法
,

经过量算 (称 重 法 )面

积的结果
,

耕地面积一般较实际面积大 30 一 40 %
,

若扣

除 田埂
、

道路
、

河流
、

岩山等非农用地所占面积 (根据过

去多点调查和前人的经验
:

村寨较集中
、

人 口较密的

地区扣除40 %
,

反之
,

扣除 30 % )
,

则基本上可与实际面

积 (丈量亩 )接近
。

但是
,

当地一般采用的耕地面积数

字均为习惯亩 (统计数字 )
,

而且各地习惯亩与丈量亩

比例标准并不一致
,

相差也很大
。

一般习惯亩与丈量

亩之比为
:

水田是 1
.

3 : 1 , 早地是 3 : 1
。

凡是耕作技

术水平较高
,

人 口密度较大的地区
,

比差较小 , 土地多

人 口少的边缘山区比差就大
,

甚至可高到 5 : 1或 8 : 1
,

尤其是早地更突出
。

我们在进行面积统计时
,

将耕种

土壤面积同时用丈量亩和习惯亩表示
,

自然土城则用

丈量亩表示
。

显然
。

对 山区土壤资源统计的方法
,

也还

需要进一 步探索
。

三
、

贵州省五十万分之一土旅圈的

内 容 特点简介

(一 )反映高原山区土壤分布的特点

从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贵州高原土镶形成和分布

的特点
,

如黔东南榕江
、

从江一带
,

海拔多在7 00 米以

下
,
年平均温度在 18 ℃以上 ,

年降雨量在 1 2 0 0毫米左

右
,

冬无严寒
,

夏无酷暑
,

一年可以两熟或三熟
,

地带性

土壤为红壤和黄红壤 , 黔西北威宁
、

赫章一带
,

海拔高

达 2 0 0。米以上
,

年平均温度在13 ℃以下
,

年雨量在 1 0 0 0

毫米左右
,

年仅一熟
,

以洋芋
、

燕麦和苦荞为主
,

地带性

土壤为黄棕壤
。

又如
,

位于黔南地 区的南盘江
、

北盘

江
、

红水河等河 谷地 区
,

属南亚热带砖红壤 化 红 城 地

带 , 而位于黔北地区的乌江
、

芙蓉江等流域
,

则为中亚

热带黄壤地带
。

此外
,

即使在同一土壤地带内
,

同类土

壤在不 同区域中形成和分布的海拔高度也 有 显 著 差

异
。

如地处中亚热带的大姿山东段 (正安一带 )
,

黄棕

壤分布在海拔 1 3。。米以上 , 而西段 (习水一带 )则抬升

至 1 5 0 0米以上
,

相差 2 00 米左右
。

在南亚热带砖红城化

红壤地带内
,

东段 (望漠
、

罗甸一带 )砖红壤化红壤分布

在海拔 5 0 0米以下
,

红壤 5 0 0一 7 0 0米
,

黄红坡 7 0 0一9 0 0

米
,

黄壤 9 00 一 1 4。。米 , 西段 (兴义
、

安龙一带 )砖红坡

化红壤分布在海拔 8 00 米以下
,

红壤 8 00 一 1 1。。米
,

黄红

壤 1 2 0 0一 2 3 0 0米
,

黄坡 1 3 0 0一 1 8 0 0米
。

一般西段地区

同类上壤
,

均较东段地区抬高 3 00 一 4 00 米
。

此外
,

在不

同的生物气候带内
,

山地土壤的垂直带谱结构也不同
。

如位于中亚热带的雷公山
,

海拔 2 1 7 9米
,

土壤垂直带谱

的结构是
:
红坡 (海拔 40 。米以下 )

,

黄红壤 ( 4 0 0一 70 。

米 )
,

黄壤 ( 7 0 0一 1弓0 0米 )
,

黄棕壤 ( 一4 0 0一 1 9 0 0米 )
,

山

地灌丛草甸土 ( 1 9 0 0米以上 ) , 位于北亚热带的乌泉山

(白雨山 )海拔 2 5 8 0米
,

土坡垂直带谱的结构是
:
黄城

(海拔 1 8 0 0米以下 )
,

黄棕坡 (一8 0 0一2 4 0 0米 )
,

山地灌丛

草甸土 ( 2 4 0 0米以上 )
。

显而易见
,

贵州高原土壤的形成和分布
,

除受大气

环流影响的气候特点直接控制之外
,

还往往和地区性

生物气候条件
、

地貌类型和岩层性质等的变化密切相

关
。

着重反映出这些影响所引起的土壤分布特 点
,

是

贵州高原 山区土坡制图与平原地区土壤制图有所不同

的重要标志
。

(二 )反映高原山区土堆资源的特点

区域性小比例尺土坡图
,

是编制同一地区土坡资

源图时必不可少的基础图
。

从贵州省五十万分之一土

壤图上
,

可 以看出该省土坡资源的分布状况和特点
,

资

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

以及农林牧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的潜力
。

此外
,

从土壤图上还可 以清楚地看出该省农
、

林
、

牧业生产的基地和发展方向等等
。

如黔东南地区
,

是用材林和经济林发展基地
,

粮食作物一 年也可以三

熟 ,黔中地区位于高原面的主体部分
,

粮食作物一年可

以两熟
,

省内主要的产粮区 (当地称为坝子 )大多分布

在这一带
,

经济作物以烤烟
、

茶叶为主
。

黔西地区
,

地

势高寒
,

是全省发展畜牧业的基地
,

粮食作物则以草

作为主
,

而且产量低而 不稳
。

从土城图
_

L量算 (称重法 )面积的结果
,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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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省土集资源的数里和质量
,

如黄壤占全省土地总面

积的 3 7
.

2 % , 石灰土 2 4
.

8 % , 红壤 1 0
.

9 % , 黄棕坡

5
.

9% , 紫色土 4
.

5% , 山地灌丛草甸土 0
.

3 % ,砖红集化

红城 0
.

3 % , 石质山地 2
.

4%等
。

在耕种上壤中
,

水 田 占

耕地总面积的 3 1
.

4 %
,

其中一等田占水田面积 的 2 1
.

9

% ,二等田 43
。 。 % ,三等田 35

.

1 %
。

早地占耕地总面积

的 6 8
.

6%
,

其中一等土占早地面积的 13
.

8 % , 二等土

3 8
.

8 % ,三等土 4 7
.

3%
* 。

此外
,

从图斑的分布情况也可 以看出全省主要土

坡类型分布状况
,
土城资源利用现状及其发展潜力

。

如自然土坡以土层厚度上图
,

耕种土壤以熟化程度上

图
,

这样
,

就比较容易看出该省土壤资源的利用率和发

展潜力
,

同时又可 以看出该省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的

分布情况等等
。

关于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编制方法的研究
,

目前开

展的还不多
,

方法和标准也不尽一致
。

例如
,

在高原山

区编制小比例尺土壤图时
,

河谷
、

沟谷和槽谷
,

以及石

灰岩溶蚀洼地等不同地貌类型的土坡分布状况
,

如何

在图面上准确反映
,

图斑内容怎样表示
,

尚有不同的作

法
,

有的研究者试用土壤组合作为上图的基层单元
,

我

们认为也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方法之一
。

另外
,

如对山

区立体农业的表示方法
,

耕种土壤上图的基层单元细

度和面积的统计方法
,

以及适合高原山区中
、

小比例尺

土城图编制的统一规范等等
,

都必须进 一步研究解决
。

* 各类土城面积的百分比
,

是在二 十万 分之 一土英 图 草图上 量算的结果 (称重法 ) , 田
、

土等级 比例
,

是 根据在 该 省

多次试点调查 统计结果的 平均 值
。

西 安 市 污 水 灌 区 汞 的 污 染 概 况
’

李 香 兰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上保待生物土类 研究所 )

汞对人体有很强的毒性
,

在人体中有累积作用
,

中

毒轻者
,

病状不十分明显
,

重者丧命
。

据浙江省调查
,

人食用含汞为 0
.

2一 0
.

3P p m 的大米
,

一年后可引起 慢

性中毒
。
日本水误市

,

由于食用氯化甲基汞污染的水

和鱼类
,

中毒四万 人
,

死亡率40 % 〔 1〕 。

汞通过土城
、

饮

水
、

粮食
、

蔬菜
、

果树等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们的健康
,

所以了解和研究工业城市和有关工矿区汞 的 污 染 状

况
,

对加强环境保护
,

保护人体健康是急为迫切的
。

我们在西安郊区就汞对土壤和作物污染的 情 况
,

进行了一些分析研究
,

现小结如下
,

提供有 关 方 面 参

考
。

所有分析均用 F一7 32 测汞仪
,

灵敏度 10
~ l 。 。

重复

误差均在小数点后第四位
。

鱼和灌溉农田
。

污水总出口处的含汞 量为 o
.

4 p p m **
,

高出国家排放标准 4 0 0倍
。

东郊电机厂工 业污水**
*
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
,

经抽样分析
,

含汞量为 1
.

1 5P p m
,

为

国家排放标准的 1 1 50 倍〔2 〕。

污灌时间
,

短者两年
,

长

者达十八年
。

二
、

汞污染情况

一
、

概 况

西安市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
,

有机械
、

电器
、

冶

金
、

化工等多种工业
。

全市每日排放污水 40 万吨
,

其中

工业污水 30 万吨
,

每日仅能处理 (自然沉淀 )6 万吨
,

大部

分污水未经处理排入西安北郊的李家壕水库
,

用来养

西安污灌区集中在东郊和北郊
,

污 灌面积达 25 万

亩
。

主要土坡类型为楼土
,

成土母质为黄土
。

由 于 多

年进行污水灌溉
,

土壤严重污染
,

如东郊田 王公社二

小队污灌 6 年及路家湾一块莲菜地耕层土壤含汞量分

BIJ 为 o
.

5 4 0 0 p p m 及 4 2
.

0 0 0 o p p m
,

北郊贾村大队污灌

3年及北玉丰大队污灌 18 年
,

耕层土壤含汞量分别为

。 .

22 5 o p p m及 o
.

73 0 0 p p m
,

分别为武功张家岗黄土母

质 (深度为 5 米及 9 米 )含汞量 。
.

O 1 6 5 p p m的 33 一 2 5 4 5

倍和 1 4一 4 4倍
。

1
.

污灌区汞的水平污染概况

同一污水源
,

在一般灌溉条件下
,

耕层 土壤汞污染

此工作 在 张椒光同志领导下进行的
,

张与贞
、

王志忠及刘雪香 同志给了帮助
,

特此感谢
。

系 北郊污水管理站分析结果
。

电机 厂有 关部门
,
已停产

,

改革工艺
,

回收汞
。

*** *见才

*介口

下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