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常认为
,

用 O l s e n 法侧出的土 城 速 效 磷 (P ) 含

t < s p p m 时
,

是属于缺磷的土城
,

磷肥对作物有 显

著的增产效应
。

当速效磷含量在 5一 10 p p m 时
,

是磷

素供应水平中等的土坡
,

一般施用礴肥可能有增产效

应
。

当速效磷含量 > 10 p p m 时
,

说明磷素供应充足
,

一般施用磷肥没有明显增产效应
。

但 是 由于 0 1s e n

法则定土壤速效磷含量时
,

受提取温度
,

提取时间
,

振

荡速率的控制
。

因此
,

在寻找速效磷含量的临界指标

时
,

尤其要严格控制测定条件
。

它的标准条件是 , 提

取温度为 25
O

C
,

提取时间为半小时
,

振荡机的振荡速

率为每分钟 16。次士 10 次
。

这些条件中
,

温度条件是比

较不易控制的
,

在不具备恒温设备的条件下
,

根据以

上结果
,

认为可 以在不同的磷素含量范围内
,

乘以校

正系数
,

求得一致的结果
。

由于我们的试验数据代表

面还很窄
,

这些校正系数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

还有待

进一步验正
。

当然
,

影响碑素释放的因素很多
,

在未种作物的

土族上
,

不同温度的季节变化所得结果的差异虽然不

大
。

但是
,

如果栽培了作物
,

结果可能是相反的情况
。

许多文献都表明
,

根系吸收磷素受温度影响极大
。

如

小麦从 O
O

C 到 16
O

C
,

磷的吸收率可以由 20 % 增加到

S Q%
。

由于作物吸收率的差异
,

也相应地对土坡中速

效磷的释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

此外
,

水早轮作等环

境条件都可能有所影响
。

因此我们认为
,

速效磷指标和侧定方法的选择
,

都

只能是一定条件下的相对结果
,

是从作物对礴肥的箱

求角度出发而确定的指标
,

在实际应用时必须考虑到

这些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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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土壤分类
、

分布和森林土壤研究概况

(
南斯拉夫马其顿科学院副院长格

·

菲利波夫斯基

( G e o r g i F i l i p o v s k i ) 院士和波一黑科学院秘书长

米
·

契里奇 ( M i l i v o z e C i r i e ) 院士于 2 97 9年 22月 2 0

日至 24 日在我国进行了为期二周的参观访问
。

在此期

间
,

他们曾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林业土坡

研究所以及北京市土族学会等单位分别作了关于南斯

趁夫土族分类
、

分布及森林土壤研究的学术报告
。

兹将

有关内容整理如下
,

供大家参考
。

一
、

南斯拉夫土幼分类概况

1
。

土堪分类的历史回顾

南斯拉夫 196 3 年以前
,
主要沿用苏联土壤分类原

则与系统
,

但在实践中发现这种分类原则与系统并不

适合木国的实际情况
。

南斯拉夫总面积只有乙万平方

公里
,

山地占三分之二
,

气候及其他自然条件差异甚

大
。

仅用生物气候带原则
,

不能说明南斯拉夫土壤的发

生和分布规律
。

1 96 3年以后
,

南斯拉夫开始引用美国和

西欧的土壤分类原则和系统
,

特别是引用土壤诊断层

段的概念
,

以此丰富该国土坡分类的具体内容
。

1 9 6难

年
,

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八届 国际土坡学会上
,

菲利

波夫斯基和契里奇院士等共同提出了南斯拉夫第一篇

有关土壤分类方面的论文
。

1 9 7 2年
,

他们又根据美国

及西欧分类原则重新修订了全国的土壤分类原则与系

统
,

并曾提交全国土壤学会及土镶分类委员会讨论通

过
。

针对过去土壤分类上的混乱现象
,

在新的分类系

统中
,

特别强调土坡分类的标准化
,

要求每一个土城层

段
、

土壤类型都有严格的科学定义
。

当前
,

南斯拉夫全

国的土壤调查和制图都是以此统一的 J二壤分类原则和



系统作为规范的
。

联合国根农组织与南斯拉夫共同编

制的该国百万分之一土壤图
,

也同样以此作为分类依

据
。

2 、
土壤分类的原则

土壤是有机质和矿物质二者结合的自然体
。

因此
,

上壤分类应遵循土壤形态学及土集发生演 化 两 个 原

则
。

土城形态学是上壤分类的重要基础
。

这是因为
,

第

一
,

土壤分类主要是在田间条件下进行
,

而不是在实

验室内进行的 , 第二
,

土壤形态是土壤形成过程及其

性质的综合反映
,

它是土壤分类的综合指标
,

也具有土

城发生学的意义
。

土壤分类主要应考虑土壤剖面形态
,

不应过分重视实验室的分析数据
,

后者仅是说明土壤

分类客体性质的一种参考
。

土壤分类的另一个原则是土壤发生阶段
,

即根据

一种土壤在土壤发生演替系列中的地位来确定其在分

类中的位置
。

总乙
.

南斯拉夫土城分类原则是建立在土壤诊断

层段的理论及形态学
、

发生学及土坡演化系列基础之

上的
。

这种分类原则
,

反对单凭植被或生物气候条件

对土壤进行分类
。

3
.

土壤分类单元及分类系统

南斯拉夫土壤分类单元共分六级
:
门 ( id vi s io n)

,

纲 ( e l a s s )
,

土类 ( t y p e )
,

亚 类 ( s u b t y p e )
,

土 属

( v a r i e yt — 可译变种 )
,

土 种 ( f o r m

— 可译 土

型 )
。

门与纲是高级分类单元
,

土类为基本分类单元
,

土属及土种为低级分类单元
。

高级分类单元的分类依

据承统一的
,

但 自土类以下
,

特别是土属
、

土种可 以

根据多标准进行划分
。

这是因为
,

单元级别越低
,

其

区别越小
,

因而其划分标准应有所不同
。

例如 上属及

土种主要按生产特性
,

如 A层厚度
,

土体 ( S ol u m )厚

度
,
机械组成等划分

。

对揭土 ( C i o n a m o n i e 5 0 11)
,

可按表层 ( 自然土壤 O一 25 厘米
,

耕作土壤0一 30 厘米 )

的机械组成划分土种
,

但对变性土 ( V e r it s
ol )

,

因其

整个土体均甚粘重
,

所以
,

用机械组成这一标准就毫无

意义了
。

兹将各单元的划分原则叙述如下
:

土仃
:

`

依据土壤水分
、

湿度状况进行划分
,

共分四

个土门
。

( l ) 自成土门 ( A u t o m o r p h o u : d i v i s i o n )
,

其

水分来源主要靠降水
,

土城通透性好
,

一般不演水
。

( 2 ) 水成土门 ( H y d r o m o r p h i e d i v i , 1 0 。 ) ,

其

水分来源除靠降水外
,

尚靠侧流水及地下水
。

季节或

全年演水
,

水分状况 以饱和为主
。

夏季降水所补给的

水分与地下水相连接
。

(助 水下土门 ( S u b h y d r o m o r p h i e d i v i s i o n )
,

整个土雄全年均在水面之下
,

但仍具有生物活动与植

被生长
。

这种土坡在南斯拉夫研究甚少
。

( 理) 盐成土 门 ( H al o m o r
p h i e d i v i s i o n )

,

主要

特点是具有可溶盐分积聚
,

一般与水成
_

卜门交 替 出

现
。

土纲
:

依据土壤演化阶段及 土壤层次排列顺序进

行划分
。

同一土纲具有相同的演化阶段及剖面层次排

列顺序
,

不同土纲则处于土壤演化序列的某不同环节

或不同阶段中
。

如图 1
,

腐殖质土纲 A一C 型剖面层次

AAAAA

AAA CCC

CCCCC

AAAAA

((( B )))

CCCCC

!!! 司, {{{

AAAAA

EEEEE

BBB ttt

CCCCC

腐殖质土纲
(黑钙土 )

雏形土绸

(棕簇 )

淋淀土纲
(灰化土)

图 1 土壤演化系列图

卜

的黑钙土
,

由于淋溶作用加强
,

起初可演变为雏形 ..J

纲 ( A一 (B )一 C )的棕壤
,

然后变为具有 0 一 .\ 一 E一

B t一 C 剖面层次的淋淀土纲的灰化土
。

土类
:
土城分类基本单元

。

同 一土类具有相同的

剖面形态
,

具有相对一致的理化性质
,

反映相同的土

壤发生特性
。

如石质土具有 ( A )一 R 土层
,

粗骨一具

( A )一C 土层
。

亚类
:

按土类间过渡性质划分
。

实际上
,

划分亚

类的原则和标准并不是单一的
。

不同的土类
,

其亚类

划分标准可以不同
。

如发育在石灰岩上的黑土 ( B l a ck
5 01 1) 可以分为矿质黑土和有机质黑土等亚类

。

土属
:
可以根据众多的原则划分

,

但大多以母质

特性为主要依据
。

土种
:
可以根据众多原则

,

但大多以质地差异为

主要依据
,

它应更多地反映生产特性
,

并作为大比例

尺制图的基本单元
。

4
.

土堆分类系统简述

自成土门下分五个土纲
:

( z ) 幼年土纲 ( U n d e v e l o p e d 5 0 11)
:
处于初期

发育阶段
,

土壤形成过程刚开始
,

土壤剖面层次未发生

分化
,

土坡形态特征不明显
,

有机质含量低
,

一般只具

有 ( A )一 C
,

( A )一 R
, ( A )一 D剖面层次

, A 层尚未



发育
。

① 粗骨土 ( R e g。 , o1 ) ,

它是侵蚀作用的产物
,

发

育于古老母质上
,

遭受侵蚀后
, A层重新开始发育

。

② 石质土 ( L i t h o s ol )
,

发育于致密母岩 ( R )或松

散碎屑母质 ( D )上
,

A 层未能很好发育
,

不宜农业利

用
。

⑧ 崩积土 ( C o l l u v i a l 5 0 11) 及洪积 土 ( D e -

l u v i a l 50 11)
,

发育于坡积
、

崩积
、

洪积物上
,

母质可

出现多层重蚕
.

A层发育不好
,

具有 ( A )一 C :

一 C Z

一

C 3剖面结构
。

④ 风砂土 ( E o l i a n : a o d 5 0 11 , a r e n o s o l )
,

即

风成砂土
。

( 2) 腐殖质土纲
:

即A 一C 土纲
,

开始有腐殖质

A 层发育
,

土体层 段 结构 为 A一 C
, A 一R 或 A一

A C一 C

① 薄层土 ( R a n k er )
,

有机质 A 层很薄
,

下即为坚

硬母岩( R )或松散母质 ( C )
,

具有 A 一 R
,

A一 A C一 C

层段结构
。

有些高山草甸上属于此类型
。

② 黑色石灰土 ( R e n d iz in e )
,

发育于松散母质

上
,

为成份不纯的石灰岩上发育的土城
,

具 A一 A C一

C剖面构造
。

人 + A C 可厚达 80 厘米
,

其下部为碳 酸

钙或石灰岩碎核层
,

厚 20 厘米以上
。

⑧ 发育于致密石灰岩上的黑土 ( B l a c k : 01 1 o n

c o m p a c t l im e s t o n e )
,

多分布于喀斯特 ( k a r s t ) 地

区
,

主要特点是具 A一 R 构造
,

A 层含多量有机质
,

但

不含碳酸钙
,

其下是纯度极高的致密石灰岩
。

④ 黑钙土 ( C h e r n o z e m )
,

发育于大陆性气候草

原区的黄土母质上
,

具 人一 A C一 C 构造
,

A层超 过

4。厘米
,

A C 层中含破酸钙并有动物穴
。

除 碳 酸 钙

外
,

其他物质均未发生淋移
。

⑥ 变性土 ( V er it s ol ) ,

母质枯重
,

枯土矿物以

蒙脱为主
,

具膨胀收缩性能
,

有裂晾
,

裂隙表面具有明

显的光滑摩擦面
。

( s ) 雏形土纲 ( C a m b i e 5 0 11)
:

其特点是具有雏

形 B 层
,

粘粒不发生移动
,

,

B 层不具有 胶 膜
,

具 有

人一 ( B )一 C 剖面构造
。

① 揭土 (C i且 n a m o n i e 5 0 11)
,

具 A一 ( B )一 C 构

造
, B 层粘粒比 A

,

C 层略高
,

但它是就地粘化的产

物
。

② 棕色森林土 ( B r o w n f o r e s t 5 0 11 )
,

具 A一

( B )一 C 构造
,

粘粒无明显移动
, A , ( B ) 层粘粒含量

相差无几
,

但其颇色有很大差异
。

⑧ 红色石灰土 ( T er ar r o ss a)
, A层以硅酸盐为

主
,

土体下为致密而纯粹的石灰岩
,

对上部影响不大
。

④ 发育于致密石灰岩上 的 棕族 ( B r o 份 n 5 01 1

。 n e o m p a e t l i m e s t o o e )
,

它具有较高的 S*0 : / R : 0 :

比值
。

( 4 ) 淋淀土纲 ( E l吐 v i a l
一 i l l u v i a ! 5 0 11)

:
具有

A一 E 一B t一 C 构造
。

具淋溶作用而形成的 E 层
,

并

具淀积作用形成的 B 层
。

最常见的 B t 层
,

是因 A
,

E

层的淋移粘粒淀积而成的
。

① 琳洛土 ( L u vi :
ol )

, E ,

B层质地突变
,

B 层

淀积了 A
,

E层机械淋移的粘粒
,

E层缺乏有机质
。

拉

西维土 ( 5 0 1 l e s s i 7 ` )属此类
。

② 灰化土 ( P o d 艺0 1 )
,

具有灰化 E层及 B 、 (房殖

质淀积层 )或 B , (铁质淀积层 ) , B b ,

B f 也可兼有
。

如

只出现 B五 层
,

称腐殖质灰化土亚类 , 只出 现 Bt 层
,

称铁质灰化土亚类
。

两者同时出现
,

称典型灰化土
。

③ 棕色灰化土 ( B r o w n p o d z o l )
,

E 层不明显

地呈现白色
.

或 A / E 交替出现
,

其余性质与 B 层均与

灰化土相同
。

( 5 ) 耕作上纲 ( A n t h r o P o g e n i e 5 0 11)
:

① 园林土 ( R ig 。 , o1 )
,

在种植柑桔
、

葡萄的园地

中 ,其耕层 ( P )深达 70 一 8 0厘米
,

此耕层已将原表土及

心土完全混合
。

② 菜园土 ( H o rt i s ol )
,

靠近城俄
、

村庄
,

有滋撅

条件的土城
,

通过高度施肥
,

具有深厚肥沃的耕层
.

长

期以种植蔬菜为主
。

③ 水稻土 ( P a d d y 5 0 11
,

R i e o s ol ) ,

发育于冲

积母质上
。

南斯拉夫水稻种植年限一般为 10一 20 年
,

种植面积仅 8 万公顷
,

水稻土未进行深入研究
。

但发

现水稻灌水排水后
,

引起周围土城发生次生盐溃化
。

水成土门
:

( 1 ) 幼年水成土纲 ( U n d e v e l o p e d h y d r o m o r -

p hi o 5 01 1)
:
未有典型的 A 层

,

但具备 G 层
,

A层下有

某种淀积现象
。

( 2 ) 半水成土纲 ( S e m i h y d r o m o r P n i e : 0 11 ) :

地下水位在一米左右或以下
,

A层受毛管水作用
,

但

还原过程不强
,

地下水位变动
,

出现氧化还原交替的

G
: 。
层

,

此层以下有常年潜育的 G R 层
,

地下水位以上

尚有一层未经地下水淹没的 C 层
,

其剖面结构是A一

C一 G so一 G a 。

( 3 ) 潜育土纲 〔G l e y 5 0 11)
:

地下水位在一米以

上
,

常年演水
,

有时淹没表层
,

A层受地下水影响极大
,

它不具心上 C层
,

只具 A一 G 构造
。

其下可分两个上

类
,

即潜育土 ( g l e y 5 0 11)
,

有机质层 ( 50厘米 , 腐猜

质潜育土 ( h u m i g l e y s o l )
,

有机质层 > 50厘米
。

( 4 ) 假潜育土纲 ( P s e u d o g l e y 5 0 11)
:
季节性潜

育
,
发生表潜现象

,

水份主要来源是地面水而不是地

下水
,

具有 A一 E g一B g 构造
。

( s ) 有机土纲 ( H i : t o , 0 1)
:

表层潜育成长年潜

育
,

表层含泥炭 t 大于30 %
,

厚度 > 6 0厦米
。



水下土门
:

未深入研究
。

(2 ) 碱土纲 (S o l o n e tz ): 具有柱状碱化 J二三 Bt Na 。

盐成土门
:
土壤中含可溶性盐

、

代换性钠或硫酸 5
.

关于土坡命名的问题

盐等
。

南斯拉夫土壤命名采用连续命名与分段命名相结

1 () 盐土纲 S (ol o n c ha k)
:
具有 Asn 一G 构造

.

合的方法
。

兹以揭土为例
:

层次分异不明显
,

含盐分高
。

土 类 亚 类 土 属 土 种

1
.

褐 土 11
.

典型褐土 1 1 1
.

发育于基性岩 1 1 1 1
.

粘性的发育于基性

( C i n n a m o n i c ( T y p i e a l e i n n a m o n i e 的典型褐土 宕的典型褐土
5 0 11) 5 0 11) ( T y p i e a l

e i n n a m o 一 ( C l a y t y p i e a l e i n n a m o o i e

n i e 5 0 11 o n b a s i e 5 0 11 o n b a s i e r o e k s )

r o c k s ) 川
2

.

壤质的发育于基性

岩的典型褐土

( L o a m y t y P i e a l c i n n a m

n i e 5 0 11 o n b a s i e r o e k s )

1 1 1 3
.

砂质的发育于基性

岩的典型褐土

( S a n d y t y p i e a l e i n n a m o n i e

5 0 11 o n b a s i e r o e k s )

11 2
.

发育于杂岩

上的典型揭土

`

12
.

漂洗褐上

( B l e a e h e d e i n n a m o n i e

5 0 11)

13
.

变性褐土

( V e r t i e e i n n a m o n i e

5 0 11)

根据上述命名
,

褐土的一个土种可称为
“

粘质的发

育于基性岩上的变性褐上
”

( C l a y v e r t i c c i n n a m o -

n i e 5 0 11 o n b a s i e
r o e k s )

。

但作为制图单元时
,

可

以根据制图原则及比例尺大小分段取舍
:

可不用全名
。

例如
, “

砂质粗骨性不饱和的棕壤
"

( S a n d y r e g o l i c

d y s t : i e b r o w n 5 0 11)
。

二
、

南斯拉夫土城分布概况

南斯拉夫土壤分布是东欧土壤分布的一个 缩影
。

首先
,

南斯拉夫的气候受东
、

西
、

南三面不同大气环流

的影响 ,东面是来 自欧亚大陆的大陆性气候
,

西面是大

西洋暖湿气团
,

南面则是典型的地中海型气候
。

境内多

山
,

地貌类型复杂
,

母质变异大
:

基性岩
、

酸性岩
、

沉

积岩
、

变质岩均有分布
。

植被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
:

海拔 7 00 米以下是以橡树为主的阔叶林 , 7 00 一 1 3 00米

为橡
、

桦及冷杉等组成的棍交林 , 1 3 00米以上是 以松树

为主的针叶林
。

地中海沿岸为石灰岩地区
,

有典型的喀

斯特地貌
,

主要植被是常绿阔叶林及地中海型植被
。

兹将南斯拉夫全国分为五个土壤区
,

各区的土坡

组合情况如下 (见图 2 )
。

尸

、
_ _

/ 产“

图 2 南斯拉夫土壤分区示意图

I 北部平原区 【

U 南部地中海沿岸 区

中北部河谷地 l
,

扣部山地区

V 东南部断块 山地区



1
.

北部平原区
。

又可以分为东
、

西两部
。

东部
:

年降水量为6 00毫米
,

年均温 10
O

C
,

草原植被
,

主要分

布黑钙土
,

低阶地为草甸潜育土
,
最东端由于干燥低洼

,

出现盐演土
。

西部
:

年降水量 900 毫米
,

年均温 1 0
“

C
,

出现森林植被
,

气候湿润
,

以分布假潜育土为主
。

1
.

中北部河谷区
:
东部较干

,

西部较湿
,

在粘性

母质上
,

大多发育以蒙脱石为主的变性土 ,壤质母质上

发育为褐土
。

1
.

中部山地区
:
海拔 8 0。一 2 8 0 0 米

,

降水量随

海拔增加由8 00 毫米 /年增加到 1 50 0毫米 /年
,

年均温

从 10
O

C 降至 5
.

C
。

本区土壤发育深受母质影响
,

随

海拔由低到高
,

依次出现淋溶土 、 棕壤、 黑土
。

低缓地

区
,

随母质斑盖由厚到薄
,

也可相应 出现上述系列
。

在

富含石英及硅酸盐的母岩上
,

一般形成棕色森林土 ,在

基性或超基性母岩上
,

出现接近中性的饱和的棕色森

林土
,

在粗母质地带
,

则发育各种灰化土
。

丁
.

南部地中海沿岸区
。

年降水量 1 5 0 0 毫米
,

母

质主要为石灰岩
。

以红色石灰土及黑色石灰土分布为

主
。

V
.

东南部断块山地区
。

年降水量 < 5 00 毫米
,

年

均温 13 一 15
“

C
,

山区土壤受侵蚀影响很大
。

山龙 为

崩积土
,

山坡为花岗岩上发育的棕壤
,

山顶为 A C 型薄

层土
。

河谷地区
,

阶地上分布变性土或褐土
,

近河床

地带为冲积土和盐演土
。

南斯拉夫石灰岩分布很广
。

这种母岩上发育的土

镶主要有两种类型
。

一种是发育于致密而 纯 度 甚 高

( C a C 0
3
含量 > 99 % )的石灰岩上的土壤

.

这种石灰岩

形成于三叠纪等较古老地质时期中
,

土壤剖面中往往

出现古风化壳残留特征
,

属于岩溶风化型
。

在此情况

下
,

一般发育为黑土
,

即 A一 R 型土
,

这种土壤进一

步发育成红 色石灰土
,

经过淋溶作用可进一步发育成

具有 E 层的淋溶土
。

另一种是发育于软性石灰岩母质

上的土坡
。

这种灰岩形成年代较晚
,

杂质较多 ( C
o

C O :

含量 50 一 70 % )
,

母岩上形成一层疏松的风化壳
,

逐渐

开匀戎A一 C一 R型土壤
,

进一步发育为 A一 B / V一 C 型

的黑色石灰土
,

最后仍可发育为具有明显 E 层的淋溶

土
。

图中
,

主要根据土被结构概念作为制图理论荃础
。

具

休考虑如下四点
:

1
.

土被系列 (即土被复区特性 )
,

即按下列不同组

合规律制图
:

( l) 地形系列
:
因地形变化引起土城垂直分布系

列
,

形成特殊土壤组合
,

如在石灰岩地区
,

由高到低

可以形成黑土一棕壤一淋溶土系列
,

则可构成一个上

壤图斑
。

(2 ) 母质系列
:

由于不同岩性重复出现所构成的

土城类型的组合变化
,

如致密与疏松石灰岩交替出现

而形成的黑土与黑色石灰 土系列
。

(3 ) 层状系列
:

由于层状阶地地形所引起的土族

分布组合规律
,

也是特殊的土壤图斑
。

2
.

变异度
:

即反映同一图斑中各种不同土 城类

型分布面积的百分数
。

3
.

镶嵌度
:
即反映同一图斑中各种不同土 城 类

型分布状况与重复排列的状况
,

可通过直线穿过图斑

所截取不同土壤类型的长度来表示
。

4
.

对比度
:
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土坡类型 在 生

产特性上的差异程度
。

例如淋溶土和黑土
,

两者土体

的厚度差异甚大
,

而淋溶土与棕城之间的差异较小
。

这两种组合在生产利用上的对比度就极不相同
,

因此

需用不同的图斑来进行制图
,

三
、

南斯拉失土滚制图方法

南斯拉夫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协作
, 已 完 成 全 国

1 / 1 0 0万土壤图
。

此外
,

正接近完成全国 1 : 50 万土坡

图
,

有些共和国 已完成 1 :
60 万土坡图

。

大比例尺制图
,

在林区以 l : 2
.

5万为主
,

农区以 l : 1万或 1 : 5
,

0 0 0为

主
,

灌区 以 1 : 2
,
5 00 为主

。

南斯拉夫自然条件复杂
,

土壤变异很大
,

在小比

例尺制图中均用土城复区作为上图单元或图斑
。

在制

四
、

南斯拉失森林土雌研究概况

南斯拉夫森林土壤具有明显的粗骨性
,

层次不均
,

根系发育不匀的特点
。

因此
,

单凭一般的土城分析结

果并不能反映森林生长率与土壤肥力的相关性
。

在此

情况下
,

除进行土坡分析外
,

必须进行树冠与叶片的全

量分析
。

此外
,

由于森林土壤80 %均位于山坡地
,

在

土壤分类上必须考虑水蚀
、

崩积等作用的影响
。

森林土

壤具有不同的层次
,

生产力与土壤层次的关系至为密

切
,

在此情况下
,

可用石英 / 5 10 : 比值来判断土壤的

均一性
。

这是因为这两种成分均由风化产生
,

不受坡

积影响
,

它们可作为判断指标
。

森林生产力与土壤
、

气候及植被三者的关系甚为

密切
,

森林土坡分类主要考虑土壤发生形态与森林生

产力相结合
。

一般说来
,

以林型 ( F o er st yt p e )作为

土城分类的依据
,

不同林型可出现不 同的土集类型
。

森

林土坡命名采取
“

植被群落 十 土坡
”

命名法
,

例如欧洲

松棕集
、

冷杉林灰化土等
。

林型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
:

1
.

立地指数 , 2
.

土坡水分
,

其中分干
、

湿
、

潮
、

季

节湿四级 , 3
。

养分状况
,

其中分贫
、

中
、

高三级 , 4
。

不

利限制性因素
,

其中包括抗机械性
、

杂草
、

抗风
、

抗侵蚀

等
。

根据这些因素在不同林型的表现
,

可决定不同林型



下的土壤类型
。

此外
,

在森林生产力与立地条件关系的研究中
,

南

斯拉夫最近已逐渐开展数学棋式的研究并取得一定进

展
。

在森林土壤施肥工作中
,

一般在种植床上施用
,

并

创造在砍伐前五年集中施肥
,

获取森林高产的先进经

验
。

最后
,

菲利波夫斯基院士对灰化土 ( L es is ve 知
-

11 o r p o d z o l )
,

假潜育土 ( P s e u d o g l e y 5 0 11) 及潜

育土 ( G le y 5 01 1) 三者之间土壤剖面结构的差异进行

说明
。

从图 3 可见
,

灰化土具有明显的有机质层
,

酸

性
,

质地砂
,

有淋溶 E 层并具明显的有机质或铁的淀

积层
,

这种土壤的改良关键在于增肥
,

改良酸性
。

假潜

育土在土体中出现不透水 B 层
,

因此水分仅在不透水

层上部积聚
,

即出现假潜育层 g( )
,

两层交接处沿裂隙

可出现灰白色还原条纹
,

有时出现毒害性物质
。

改良

关键在于假潜育层的排水
,

并可采用
“

老鼠洞
”

排水方

式
。

至千潜育土
,

不透水层仅出现在深层母质中
,

整

个剖面大部受水所及泡
,

具明显的漪育层及潜育层
。

这

种土壤的改良措施在于全面排水
,

并注意进行深翻晒

生
,

促进养分不断活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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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灰化土
、

假潜育土
、

潜育土剖面结构的比较

(赵其国 熊国炎整理 )

会议简讯
今l滩匆岁 洲之减洲洲沙二成鱿又到洲洲洲

“

东南亚湿润季候风地区生态系统中氮素

循环学术会议
”

情况简介

朱 兆 良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

`

“

东南亚湿润季候风地区生态系统
,
朴氮素循 环 的

学术会议
”

于 1 9 7 9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在泰国北部清 迈

市举行
。

会议由
“

国际氮素研究组织
”
(系由

“

国际科协

的环境间题科学委员会
”

与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联合

组成的 )与
“
人与生物圈委员会

” 、 “

泰国全 国 研 究 协

会
” ,

以及泰国清迈大学联合主持召开的
。

与会学者共
7。余人

,

来自n 个国家
,

中国科学院嘱南京土壤研究所

派员参加了会议
。

氮素是生命活动的基本营养元素
,

随着人 口的增

加
,

人类对食物的需求量增长很快
,

这就要求增强农田

生态系统中的撼素循环
。

近年来氮肥用量 迅速 增 加
,

对增产起了作用
,

时同在某些地区也出现 了一些 环 境

污染问题
,

例如水质富营养化
,

大气污染 (特别是 N : 0

对同温层中臭氧的破坏 )
。

同时
,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
,

部分林地辟为农地
.

还引起了土壤氮素的大量损失
。

因

此
,

不同生态系统中氮素的循环是当前各国都比较重

视的一个研究课题
。

其 目的在于既能促进增产以满足

人类的需要
,

又不致引起环境污染问题
。

在这次会议 以

前
,

曾多次召开过国际性学术会议以交流这方面 的 研

究情况
。

这次会议是国际氮素研究组织 1 9 78年一 1 9 8。

年工作计划中的一次地区性会议
。

另一个地区性会议

是关于西非不同生态系统中氮素循环 方 面 的
,

已 于

1 9 7 8年 12 月在尼日利亚举行
。

这次会上共宣读论文 48 篇
,

其中 21 篇是 有关水稻

田中氮素循环的
,

几乎占论文总数的一半
,

有关森林
、

经济林木和农林轮作制方面的共约14 篇
,

经济作物方

面的 3 篇
。

此外
,

包括环境质量
、

数学模拟
、

测试方

法
、

泥炭资源的利用等方面的共 10 篇
。

大会报告历时

近三天
,

然后分为 ( l) 水稻
,

( 2) 森林
,

( 3) 农林轮作制
,

( 4) 集水区
,

和 (5 )农村水平 (指在一个村舍范围内的一

种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
,

其盆素循环基本上限于该村

舍范围内) 等五个组进行了约一天的讨论
。

我们参 n]J

了水稻组的讨论
,

这是最大的一个组
,

约有 20 余人参

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