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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档案是在土墩利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带永

久性的
、

连续性的技术性档案
,

可供上壤利用
、

土城改

良
、

土地技术管理等参考
。

土地档案在农业生产和土

城科学研究中都有重要价值
。

1 9 5 9年第一次全国土集

普查后
,

曾有不少大型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建立了耕

地条田的土地档案
,

对农业生产曾起过有益的作用
。

新

获塔里木中上游地区十几个大型军垦农场
,

当时在近

10 。万亩耕地 上建立 了条 田土地档案 2 千多卷近万分
。

对了解条田土壤演变规律
、

上城改良
、

作物合理布局
、

作物田间管理等各方面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

并在建

档中有不少好经验
。

笔者曾参加过上述土地档案的建立工作
,

现根据

自己掌握的情况
,

就土地档案的建立
、

应用等技术性

间题
,

作一简介
。

对土城肥料技术人员
、

化验员
、

土地档案员应定

期进行交流经验和培训
,

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

对

某一块条田在生产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技术间题
,

可

组织专业人员现场参观
,

提出解决方案
.

二
、

土地档案的内容

一
、

准备工作

(一 )土城普查开始时就应当进行土地档案的准备

工作
,

特别是耕地
,

每个条田
、

地块除丈量土地
、

观

察土坡剖面
、

采土化验等外
,

还要调查访问土地利用

情况和生产情况以备归档
。

现在
,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

查尚在进行
,

各地应在积累大蚤土地资料的同时
,

建

立土地档案
。

(二 )建立 土壤化验室
。

每个农场
、

每个县都应建

立一个中心试验室
,

每个公社也应建立简易化 验 室
,

这对指导农业生产
、

建立和完善土地档案 都 是 必 要

的
.

(三 )统一印制土地档案表格或卡片
。

各地区 自然

条件不同
,

对土地档案的具体要求也不同
,

因此不可

能有统一的土地档案棋式 , 但每一个县或农场应统一

印制衰格
,

以便统一规格填写
,

以利于统计和应用各

项致宇
。

(四 )应有一个业务系统或专业人员专门抓这项工

作的开展
。

目前一些县 已建立了土肥站
、

土肥所
,
农

场也有土城肥料专业人员
,

这是有可能建立土地档案

的重要保证
。

生产连队应由农业技术员兼任此项工作

每个条田都应有人负责土地档案的草表填写工作
。

(一 )土壤和环境条件 1
。

条田或地块所处 地 形

部位 , 2
.

土地面积 , 3
。

土坡主要物理 性 质 , 4
。

土

壤主要化学性质 , 5
.

土奥有机质及 p H , 6
.

地 下 水

位及水质 , 7
。

灌概水质
。

(二 )田间管理 1
.

土壤耕作
:

犁地深度及其它作

业 , 2
。

作物名称及品种 , 3
.

播种
:

播种面积
,

时间
,

播种量
,

播种方法
,

播种深度 , 4
。

肥料
:
肥料品种

,

施肥方法
,

次数
,

时间
,

施肥 t , 5
。

灌水
:

灌水时间
,

次数
,

灌水童 , 6
.

病虫害
:
出现时间

,
面积

、

防治方

法及效果 , 7
。

主要生长发育阶段的时间及主要性状 ,

8
.

收获
:
面积

,

时间
,

产皿 , 9
.

自然灾害
:

冰忿
、

箱

冻及其它灾害面积
,

发生日期 , 10
。

考种
。

土地档案

分正页和付页
,

正页应标明 x x 县 又 x 公社 x x 大队

(或 x x 农场 x x 生产连队 ) 及条田地块名称或 顺 序

号
,

土地档案建立年月
,

填写人姓名
。

在正页反面应

画出条田比例简图
。

每一季生产完毕后应填写一次付

页入档
。

土地档案不包括成本和经济核算项目
,
那是

属另外一个范璐
。

三
、

土地档案的登记和 , 班

(一 )档案登记 1
。

每进行一次田间作业
,

条田或

地块负责人 (承包人 )应用铅笔在土地档案草表上进行

登记
。

2
。

各种土坡
、

肥料
、

植株化验数据由技术员分

别填写
。

3
.

在土地档案上所登记的数字
,

要求精确无

误
,

字迹清楚
。

并与草表核实
。

d
.

一季生产完毕
,

由技

术员组织各条田档案员集体汇总填写
。

(二 )档案管理 由生产连队统一保管土地 档 案
,

但条田管理者可 以借阅
。

生产连队的土地档案应当为

一式二份
,

一份自己保管
,

一份送
_

L级业务部门统一

保管
,

以便农场了解各条田情况
,

指导生产
,

制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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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花岗岩发育的黄壤

和红壤的粘粒矿物分析

杨 德 涌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用 X 射线
、

粘粒矿物的化学定量和全量分析等方

法对花岗岩发育的广东阳春黄集与阳江赤红坡和海南

岛尖峰岭的黄城与红族的粘粒矿物组成作了综合的鉴

定和定 t 分析
。

结果表明在阳江赤红坡和尖峰岭红镶

剖面中
,

< 2 徽米粘粒部分的矿物组成变化不大
,

约

含有50 一 55 %的高岭石和 20 左右的非晶物质和三水铝

石
,

还有少量水云母
、

水云母与 14 孟矿物的夹层矿物

和 14 1 矿物
。

此外
,

海南岛尖峰岭的红壤中有少量蒙皂

石存在
。

黄城与红城的粘粒矿物组成有明显的 不 同
,

不论是海拔高度为 14 00 米的阳春黄城还是海拔为 800

米的尖峰岭黄坡都含有较多的 14 1 矿物和水云母
。

尤

其是海拔较高的阳春黄坡中 14 孟矿物的含量自下 向上

递增
,

在表层高达 43 %
,

而水云母含量则相反
,

在底

层可高达60 %
,

表明这一黄壤中的14 孟矿物是在成土

过程中由水云母变来的
。

另外从粘粒中高岭石含量低

于 15 %
,

电镜中只看见短棒状或稻粒状的埃洛石
,

也

说明其风化较浅
。

尖峰岭黄壤粘粒中高岭石增多
,

约

含 40 %
,

14 五矿物和水云母各占20 % 左右
,

电镜中可

看见结晶良好的棒状埃洛石
。

黄集和红坡的粘粒部分去游离氧化铁后
,

用O
.

SN

N a O H 处理
、

再分别用 p H S
.

0和 p H S
.

2的醋酸按一醋

酸缓冲液测定阳离子交换量
,

结果表明不管是黄壤还

是红壤其阳离子交换量值几乎一样
,

这说明此时样品

中没有可变电荷存在
。

但是 N a 0 H处理后黄坡粘粒的

阳离子交换量较处理前都有一定量的增加
,

尤其是 阳

春黄城表层粘粒
,

每百克由原来的 2 9
.

7毫克当量增至

5 6
.

7毫克当量
,

说明每百克样品大约含有27 毫克当量

带正电荷的非交换性轻基铝等聚合物离子
。

X 射线衍

射分析也指出
,

黄坡中的 14 人矿物属于虹石层问夹有

非交换性径基铝等聚合物的14 五过度矿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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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措施
。

土地档案应有专门卷柜存放
,

并有人负责

管理和借阅
。

不能将土地档案和土地资料与其它表册

混放
。

要建立严格的借阅手续
。

对土地档案上的原始

数据不能 轻易 改动
。

人员调动时土地档案要妥善移

交
。

四
、

土地档秦的应用

建立土地档案的目的在于应用
。

利用土地档案中

积爪的有关资料
,

经过认真的综合分析研究
,

从中总

结出规律性的资料
,
以指导生产

,

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和经济效益
。

土地档案是进行区域规划
、

用地养地
、

轮

作倒茬
、

作物布局的重要科学依据之一
。

通过多年对

土地内在情况 (水
、

气
、

热
、

肥
、

盐分等 )和 外在情况 (土

城耕作
、

田间管理技术 )的研究
,

可基本上达到对土地

的变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

做到心中有数
,

使技术管

理
、

种田科学化
。

从而有可能避免
“

一刀级
”

和
“

瞎指

挥
” 。

土地档案是制定农作物栽培技术
,

土壤耕作技术

和田间管理技术的依据
。

什 么作物在不同土壤上什么

时间播种最好 , 不同作物
,

不同化肥的施 用 技 术 如

何… … ,

这一切都可 以从历年生产中的经验和教训中

总结出来
,

从而提高了新的技术要求
。

土地档案是制定土城改 良方案的基本依据
。

例如
,

针对地块中什么地方缺苗
,

什么地方一直长势不旺
,

从

而提出了深翻破除板结层
,

施用有机肥料
,

掺沙等不 同

的方法予以改良
。

土坡在生产活动中反映出的情况变

化很大
,

只有通过较长年分耕种的观察
、

记载
,

才能摸

清土地的底细
,

提出科学可行的改良方案和技术措施
。

土地档案是 土地利用过程的历史资料
,

也是土地

最完善的技术资料
,

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开展农业科学

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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