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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哈伦博士介绍土壤整段标本的采集及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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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
、

荷两国科技合作计划
,

荷兰国际土坡陈

列馆斯巴哈伦 ( 0
.

C
.

S p a a r g a r n )博士于 10 5 3年 6月 2 9

日至 8 月 26 日到南京土坡研究所讲学
,

并在我国华南

地区采集土壤整段标本
。

斯巴哈伦博士在土壤地理研

究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

这次在华期 间
,

介绍了有

关国际土城陈列馆土壤标本制作经验
,

并对我国标本

陈列与土壤分类 间 题 提 出了 自己的看法
,

兹整理如

下
。

一
、

关于国际土滚陈列谊的概况

国际土壤陈列馆是世界粮农组织和科教文组织委

托荷兰建立的一个国际性土城标本陈列分 类 研 究 机

构
。

它创建于 1 9 6 6年
。

主要任务是收集世界各国土壤整段标本
,

并在此

羞础上对土壤分类系统进行研究
,

企图逐步建立 一个

世界性的土壤分类系统
。

现在
,

该馆已在世界上 50 个

国家
,

采集了近 50 0个土坡整段标本
。

国际土坡陈列馆分科研
、

技术
、

行政三个部门
,

下

设 5 个系
。

即土壤整段标本采集系
、

实验室系
、

微形

态系
、

计划系及教育系
。

除馆长外
,

人员仅 17 人
。

该馆 20 年来
,

分析和说明了各种土壤资料和分析

数据
,

确定了土坡理化分析方法和土坡整段标本采集

与制作技术
,

进行了学术交流
,

并公开出版和发行了

有关刊物
。

协助世界各地建立土壤陈列馆与进行土城

标本的采集工作
。

该馆的陈列标本均是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土城剖面
。

这些标本全部经过浸漆
、

喷涂处理
,

剖面

层次清晰
。

在陈列中
,

各个整段标本并附有土壤剖面

照片
、

景观照片及相应的各种理化分析数据
。

同时对

于每个采集的土坡剖面均需同时附有详细 的 剖 面 描

述
,

其中包括地形
、

母质
、

气候
、

植物
、

土地利用等
。

成薄层标本
。

木盒内径长
、

宽
、

厚为 1 2。 又 25 又 8 厘

米
。

采土程序为
:
铲平剖面

,

修出土柱
.

套上木盒
,

用

绷带布包扎土柱和木盒
,

然后将土柱木盒平放
,

修平

土柱
,

订好木盖
,

最后将木盒包扎牢固运往室内
。

完

成上述采集全过程
,

两人协同约需 6 小时
。

采集中要

求修出的土柱其大小和木盒内径 完 全 一 致
,

土柱正

面必须 绝对 平 整
。

如遇石块
、

洞穴等
,

需作特殊处

理
。

标本运到室内后先将标本干燥
。

为防止土壤干后

收缩
、

开裂
,

应先用钢针在土壤整段标本背面钻许多

l一 2厘米深的小孔
,

间距为 l一 2厘米
。

然后
,

开始灌

注硝化纤维素漆及稀释剂
。

如为沙性土
,

上述漆与稀释

剂之比为 9 : 1
,

粘性土则比例为 7 : 3
。

灌漆后
,

标

本应干燥 1一 2天
,

然后再灌第二次
,

再千 l一 2天 后灌

第三次
。

最后用黄麻布覆盖
。

干燥 1一 2天以后
,

再在

黄麻布上涂一层原漆
,

将一块与土壤标本大小一致的

底板 (碎料板或刨花板 )盖在黄麻布上
,

加重力压 紧
。

待

土坡标本
、

黄麻布与底板互相紧密枯连后
,

再将木盒

翻转
,

除去木盒
,

使土柱脱胎而出
。

经过对 土柱的修

整
,

并用稀的保护剂喷雾
。

最后即制成完整的整段标

本
。

二
、

国际土旅陈列馆采制整段标本的方法

该馆在制作整段标本过程中
,

除砂质土使用薄层

漆皮法在野外就地采集外
,

一般土壤均使用木盒法
,

即

先在野外采得木盒土柱
,

然后再在室内用浸漆处理制

三
、

对我国土滚标本陈列的建议

斯巴哈伦博士认为我国土地辽 阔
、

土壤类型繁多
,

因此
,

南京土壤所应大量收集和陈列中国的主要土续

类型整段标本
。

以供国 内外来宾参观和进行国际间科

学交流
。

现在
,

南京土城所陈列馆已有标本 100 多个
,

除其中部分标本可继续展览
、

陈列外
,

尚有一些标本

因时间过久需重新修整
,

有的甚至 需要重新更换
。

同

时为了便于交流
,

每个土城剖面应同时附有土壤剖面

照片
、

景观照 片及相应的土壤理化
、

矿物
、

微形态等

分析结果
,

与土坡整段标本并行进行陈列
。

此外
,

随

着土坡整段标本数量的增加
,

必需建立标本的制作室

与贮藏室
。

并可与国际有关土城陈列馆及土壤研究机

构建立土城整段标本的采集交流计划 不断增加世界

有关地区的土壤标本
,

供研究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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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对我国华南地区有关土滚分类的意见

斯巴哈伦博士认为红色石灰土只能在热带
、

亚热

带气候条件下
、

在纯石灰岩风化物上形成
。

如果石灰

岩风化物上重新覆盖了其它洪积
、

沉积物
,

则其上所

发育的土壤
,

不能称为红 色石灰土
,

而 只能称红壤或

其它土壤
。

我国桂林喀斯特峰林区坡麓台地的红色石

灰土
,

划入淋溶土 网 ( A l f i so t , )
,

称棕红色淋 溶 土

( C h r o m i e l
u v i s o l ) ( F A O z 9 7 4 )

。

这是一种具有棕色

表土层
、

盐基饱和度较高的土壤
。

按美国农部土壤分

类 ( U S D A 19 7 5 )
,

称典型薄层湿润淋 溶 土 ( T y iP c

h a p lu d al f )
。

对于我国长沙附近第四纪红色粘土 发育

的红壤
,

他称为 网纹强淋溶土 ( p l i n t h t i e a 。 r i s o l )
。

按美国农部土壤分类 ( U S D A 1 9 7 5 )
,

称 网纹潮湿老成

土 ( P l i n t h u d u l t )
,
该土盐基饱和度较低

。

对于我国

广州市郊罗岗公社花岗岩母质上发育的赤红城
,

他命

名为典型强淋溶土 ( O r t h i e a e r i s o l ) ( F A O ] 9 7弓)
。

按

美国农部土壤分类 ( U S D A 1 9 75) 称典型薄层湿润老

成土 ( T y p i e h a p l u d
u
l t )

。

对于在紫色砂页岩母质

上发育的紫色土
,

因全剖面均有 C a C O 3反应
,

并具明

显暗色表层
,

向下过渡不太明显
,

土城发育较为微弱
,

他认为 应属始成土纲 ( nI ce p it s ol , )
,

称中性始成土

( E u t r i e e a m b i s o l ) ( F A O z9 7魂)或称典型饱和淡始

成土 ( T y p i e e u t r o e h r e p t , ( U S D A 1 9 7 5 )
。

总之
,

斯巴哈伦博士这次来华
,

在标本采集
、

陈

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并对我国土壤标本陈列工 作提

出了改进意见
。

这将对我国的土坡标本陈列工作起到

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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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 结

关中地区属典型的华北季风气候
,

一年中干湿季

分明
。

当 7
、
8

、
9月雨季过后

,

土壤水分由集中恢复阶段

进入消耗阶段
。

因此
,

小麦播后
,

土坡水分常处于田

间持水 t 以下
,

有时表土接 近凋萎湿度
,

这时耕层水

分运动主要是扩散作用
。

因此镇压措施的运用
,

有明

显改变土坡孔隙状况
,

减弱通透性的作用
。

从而可 以

收到保墒提墒的良好效果
。

土壤镇压对土壤养分有效性也有良好作用
。

从而

能改变作物生 长的土坡条件
,

促进小麦生长发育
,

提

高产量
,

一般可增产 6
.

5一 1 2
.

3%
。

群众对镇压措施的运用
,

目前仍不普遍
。

随着生

产的发展
,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

运用综合措施以获

得高产是必然的途径
,

小麦镇压措施应该是其中不可

缺少的环节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