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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整段标本是土壤剖面整段状态及土体原有结

构的真实反映
。

它是研究土壤发生分类及土壤剖面形

态的基础
,

同时可作为展览
、

陈列和教学 示 范
。

目

前
,

国外采集土壤整段标本的方法一直沿用浮伊格特

(V io gt ) 等人提出的硝化纤维素漆皮法
,

这种方法仅

适用于沙质土壤上
,

而对粘质土壤和地下水位较高的

潮湿土壤一般仍用木盒法
。

我国过去采制整段标本也

一直沿用木盒法
。

1 9 7 6 年笔者曾首先使用乳胶 (聚醋

酸乙烯乳液 )粘结土壤获得成功
,

并曾运用此法采集过

白浆土及水稻土
。

1 9 8 2年开始改用铝框胶粘法
,

并对

栗钙土及滨海草甸盐土进行了整段标本的制作
。

现将

近几年来使用过的整段标本制作方法
,

特别是铝框粘

结法
,

介绍如下
。

一
、

土壤整段标本的采制方法

1
.

木盒厚层法 此法系用长
、

宽
、

厚为 100 X 21 x s

厘米 的厚木盒装土
。

这种方法所采集的土壤剖面厚度

大
,

其自然结构面保存完好
,

但因过于笨重
,

搬运不

便
,

长期保存较为困难
,

此法现 已辽渐淘汰 (附图 照

片 l a )
。

2
.

木盒薄层法 此法系用长
、

宽
、

厚为 10 0 X 21 x 4

厘米的薄木盒装土
,

并采用乳胶粘结
。

这种方法采集

的剖面土层厚度小 ( 2一 3厘米 )
,

自然结构面保存良好
。

此外
,

取材容易
,

制作方便
,

剖面标本较轻 (约功一 15

公斤 )
,

能长期保存
,

特别适合对水稻土剖面进行采集
。

其操作步骤为
:

先挖出土坑
,

铲平坑壁
,

按木盒大小

修出土柱
,

套上木盒
,

铲离土壁
,

包扎牢固后运回室

内
,

然后在室 内用小刀挑修出毛面
,

使结构
、

层次显

露
,

并将剖面修薄至 2 厘米
,

稍干燥后再用 50 %或75 %

的乳胶掖充分浸演王壤
, `

干硬后即可 (附图 照片 b1 )
。

3
.

木板粘结法 此法系将土壤用乳胶粘结在薄木

板上
。

即先用布袋采回土壤标本
,

然后在室内粘结
。

操

作步骤
:
在长

、

宽
、

厚为 100 x 21 x Z厘米的薄木板上
,

均匀地涂上一层 75 %浓度的乳胶
,

将 已采得的袋装土

壤标本
,

按剖面发育层次自上而下地逐渐撒粘到木板

上
,

待胶干后
,

再用 50 %的稀胶浸渍
,

干硬后即可 (附

图 照片 I c )
。

这种方法适用于沙质土壤或边远地 区的

土壤
。

4
.

铝框胶粘法 这是当前使用的一种新方法
。

系

用角铝框架装土
,

乳胶粘结
。

这种方法适宜于各种土

壤类型
。

标本厚度较薄 (1 一2厘米 )
,

重量较轻 (5 一 10

公斤 )
,

并可悬挂陈列
。

由于角铝框架薄而发光
,

陈列

时显得美观大方
。

具体制作步骤如下
。

( 1) 工具和材料
:

铝框采样盒系 由 3 又 3 厘米角铝

制成的长
、

宽为 1 2 0 x 2 5厘米的框架
,

用同样长
、

宽的

三夹板作盒底
,

并用螺丝固定成长方形铝边薄盒子
。

制

作框架时角铝规格应视所采标本的土壤结构体的大小

而定
,

结构体大的土壤选用 4 又 4 厘米规格的角铝
,

结

构体小的土壤则选用 3 x 3 厘米规格的角铝
。

另外
,

尚

需准备乳胶一瓶
,

毛刷一支
,

大
、

小刮 土刀各一把
,

修枝

剪
,

土铲
,

泡沫布
,

塑料布
,

绳子
,

铁丝等物
。

(幻地点选择
:

采集土壤整段标本应在典型剖面上

进行
。

土壤必须具有代表性
,

可利用路边
、

沟边的自

然剖面
,

但这类剖面必需代表原始状态
。

招 )挖掘土坑
:

土坑长
、

宽为 Z x l
。

5米
,

深 1
.

4米
。

剖面坑壁必须平整
、

光滑
。

在采集面上按铝框采样盒

大小挖出一个长方形突出土柱
。

( 4) 涂刷乳胶
:

用毛刷将 75 % 的乳胶均匀地涂在土

柱面上
,

待土体稍干后 (半小时左右 )
,

再在铝框采样盒

底板
_

L涂一层原汁乳胶
,

随即将侣框采样盒套在土柱

上并紧紧压实 (附图 照 片 2 )
。

( 5) 分离土柱
;

用力抵住铝框采样盒
,

沿盒两侧及

底部向坑壁挖小沟深约 10 一 15 厘米
。

先从土盒顶端剥

离
,

用快刀切断3G一 40 厘米范围内根群
,

并用一块纤

维板慢慢插入分离沟
,

小心倾倒土柱
。

搬上地面后用

大刮刀削去多余土壤
,

使厚度达 3厘米 (附图 照片 3 )
。

( 6) 包装及运输
:
用塑料布将土柱紧紧包好并用绳

子扎牢
,

安置在有防震 泡沫垫的木箱内即可运往室 内

(附图 J累片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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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室内修饰
:

将标本向后倾斜 10度靠在墙上
,

用

小尖刀挑修土壤
,

傀层次
、

结枚显解
,
同时用刀修出

剖面毛面
,

并将碎土屑欢掉 (可用小型空压机吹气 )
,

保

持土层厚崔达 1一多凰米
。

由于乳胶不能渗入粘土的毛

管孔隙
,

而只能停留在团聚体表面
,

所以喷洒乳胶前
,

应先使土坡干燥至表面形成细裂缝时
,

再将 50 %的稀

乳胶浸演
,

债土坡充分浸泡乳胶后
,

重新千燥变硬即

可 ,
一

{这种干燥常需几天时闻 , 如急需时可使用电吹风

或涵红外快速干燥法干燥 (附图 照片 l d)
。

于
。

禅
整段标本的陈郁与保存

皿`土墩整段标本陈列
.

木盒土壤整段标本由于重

量大卜
常以 4 5度角斜放在陈列架上阵列

。

陈列架上方

为陈列屏
,

悬挂景观照片
,
每个标本底部瓦有标签

,

注

明土瑰名称
、

采集地点
、

【

采集 日期 、 成土母质
、

地形

植被
、

利用改
卜

良等 (附图 照片 5 )
。

_

陈列时
,

标本排列

次序库有娜律性
。

例如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标本陈列

馆的整段标本和玻璃纸盒标本的排列
.

次序
,

是 按 照

1 9 7 8年中国土壤分类暂行草案的分类系统来排 列 的
,

即富铝土纲
、

琳溶土纲
、

.

半谁溶土纲
、

钙层土纲
、

石

膏一盐层土终
、

盐成土纲
、

、

岩成土纲
、

半水成土纲
、

水

成土练 水稻土纲及高山土纲等11 个土纲
。

各地市
、

县

级土攘陈列馆可根据当地土壤分类系统中的土壤类型

来排列
。

如上述各种类型土壤剖面
,

均可采用铝框胶

粘法制作整段标本
,

并在两米高的展览屏上悬挂陈列
,

这样不但整齐美观
,

而且便于对不同土壤类型的靓面

性态进行对比研究 (附周 照片 6 )o
、

2
.

土壤整段标本的保存 铝框薄层标本由于不使

用玻璃盖
,

长期陈列易积灰尘
,

需随时进行清扫
。

夏

季勿使阳光直射标本
, 以防标本退色

、

开裂
、

变形
。

暂

不陈列的标本
,

可平放木箱内妥为保存
。

保存时
,

标

本间应垫以棉絮
、

泡沫之类软物
。

当整段标本逐渐变

干或颜色消退时
,

可喷洒 25 %的稀乳胶液进行修复
。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
:
应用乳胶枯结土壤

、

制作整

段标本的方法
,

虽经初步实践 f 取得成功
,

但其中一

些具体问题如胶类的选择
,

浓度的标准及快速干燥方

法等均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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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试 谈 我 国 土 壤 的 高 级 分 类

蔡 凤 歧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奥研究所 )

土类 以上的土壤高级分类问题
,

迄今在我国还很

少进行讨论
。

1 9了8年全国土壤分类会议拟定的中国土

城分类暂行草案
,

在土类之上仅根据土类间的发生和

性状够井性初步归纳出富铝土
、

淋溶土
、

半淋溶土
、

钙

层土
、

石膏
一
盐层土

、

盐成土
、
岩成土

、

半水成土
、

水

成土
、

水稻土
、

高山土等U 个土纲〔 1〕
。

前一阶段曾将

土纲称为木土类或土类系列〔“ 〕
。

但是土纲之上以及土

纲本身划分的依据尚未及时进行研究
。

后来在
“

土壤

分类研究途径的初步探讨
”

中① ,

虽将生纲列入分类系

骆 但在划分依据上仅概略提出根舞球土雄程的共性

进行归纳
,

与分类暂行草案无多大差列呀 鼠际上不少

国家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其内容也各不相伺
。

美

国 1 9 75年正式发表的第七次土攘分类草案
,

在土类以

上区分出新成土
、

变性土
、

始成土
、

早成土
、

松软土
,

灰化土
、

淋溶土
、

老成土
、

氧化土
、

有机土等切个土

纲和 47 个亚纲②
。

土纲为分类系统中最高级单元
,

根

据土舞诊断层的有无
、

不同特性及主导形成过程划分 ,

亚纲根据土纲内土壤的水热状况
、

成土物质
、

腐殖质

染色
、

矿物组成
、

风化及熟化程度等差异划分 〔3〕 , 这

种分类方案
,

虽有规定的指标依据
,

但包括的土钱范

围过宽
,

性质差别也较大
。

如成土年龄短暂
、

缺少发

① 赵其国
、

雷文进等
:

土坡分类研究途径的初步 探 讨

(未刊稿 )
,

1 97 9。 ,

② 中国科学院甫京土集研究所土旗地理研究室编
:

国外

土搜地理 1
。

1 4 6一 1 5 3页 , (资料 ) 1 9 7 8
.



蒋正琦
:
土滚整段标本的采集和陈列 (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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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不同采制方法的整段标本 照片 2 上胶后的铝框盒套在土柱上

户

照片 3 用刮土刀削去盒面多余土壤 照片 4 铝框薄层标本的包装待运

产

照片 5 木盒整段标本的陈列 照片 6 铝框薄层标本的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