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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南地区 山 地 丘 陵面积辽阔
,

进行山地
、

丘陵

土城调查
,

是一项量大面广的艰巨任务
。

为了缩短野

外调查时间
,

提高工作效率
,

在总结应用地质图
、

地

形图确定山地土集路线踏查和量算面积这一经验的基

础上
,

我们应用地质图和地形图资料
,

以及应用有关

科研单位
、

院校的科研成果和调查资料
,

来认识和判

别山地土集类型
。

用 1 : 5万的军用地形图和地质图作土

城类型分布图的底图
,

先室内在底图上初步勾划成土

母质和土镶类型分界线 ; 布置土坡剖面观察点位和取

样点 , 确定野外踏查路线
,

然后进行野外补充调查
。

经

多点实地校核与野外调查结果比较
,

室内勾划的山地

土族类型分布稿图准确度达到90 % 以上〔 1〕 。

应用本方

法进行山地土壤调查
,

可以大大缩短野外调查的时间
,

减轻劳动强度
,

节约人力物力
,

提高工作效率
。

资料

拱理
、

制图等工作仍按一般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进行
。

一
、

应用地质圈
、

地形圈及

有关资料判别山地土坡类型

影响自然土城形成过程的主要因素是母质
、

生物
、

气候
、

地形和时间等
。

这些因素对土壤的形成过程也

是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的
。

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土壤

及其成土因素都是一个辨证统一体
。

但影响土壤形成

过程因素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
。

在一定地 区中
,

应着重分析地质
、

地貌
、

植被等与土壤关系较密切的

自然因素
。

根据其主导因素与其它自然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秘约而综合形成的土壤差异
,

将其同一性质或相

似的土城划为一个类型
。

一般来说
,

地质条件对每个地区的土壤性质是具

有一定关系的
。

作为土壤母质的表面地层
、

地表岩石
,

对土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

如果成土母质没有经

过动力的撅运
,

那么成土母质对土集的性质更起着特

别盆要的作用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土壤的化学组成
、

物理组成和物理特性
,

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全
`

部化学一生物作用
。

我们主要是根据已有的地质资料
,

在调查区域内

研究分析各时代地层的分布
、

岩性
、

岩相方面的基本

特征
,

以便决定成土母 质类型对调查区域内地形和土

族特性的影响
。

如我区分布面积较广的林地麻沙泥土
,

即发育于花岗岩和片麻岩
。

森林植被对森林土壤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

森

林所造成的郁闭环境
,

森林凋落物和枯枝落叶层的形

成及其分解物对土壤的影响都十分显著〔2 〕
。

如母质为

千枚岩的森林红坡
,

由于植被的不同
,

可 以形成林地

粉红土和林地乌粉红土
。

乌粉红土主要是由于森林茂

密
,

而使土城形成一个较厚的腐殖质层
,

有机质含 t

达 2 % 以上
。

气候要素支配着成土过程的水热条件
。

气候因素

直接参与成土过程
,

但是作为生物特别是绿色植物和

微生物的生 活条件而间接影响 过 程 的 作 用 更 为 重

要 〔2 〕 。

气候不同
,

土壤中的次生矿物也不同
,

赣南处

于亚热带地 区
,

除脱钾作用外
,

还有脱硅作用
,

多形

成高岭土类次生矿物
。

一幅地形图是由地理要素 (等高线
、

等高距
、

海拔

高度等 )和地物要素 (路
、

村庄等 )等组成的
,

这些要素

中
,

有些是与土坡类型相关的
,

如地形图中出现 山体主

峰在 900 米以上
,

等高线呈条带状排列
,

外围较稀
,

内层

较密
,

鞍部不明显
,

说明是变质岩
。

由于变质岩组成的

山体高峻
,

森林夜盖好
,

成土母质所含的矿物质养分

较丰富
,

是盛产衫木和毛竹地区
,

所形成土壤为粉红

土和乌粉红土
。

同时可 以借助地形图所反映的地形和

海拔高度来认识和判别山地土壤垂直分布
,

如南岭山

地九连山 自下而上依次为
:
山地红壤分布于 海拔 5 00 一

6 0 0 米以下的山麓 , 山地黄红壤分布于海拔 500 一 80 0

米之间 ,山地黄坡分布于海拔8 00 一 1 2 0 0米之间 〔 3〕 。

总

之
,

成土因素在地质图和地形图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反

映
。

因此
,

我们可以通过室内判读地质图和地形 图来

获得 山地土城调查所必须的资料
,

并参照前人的研究

成果和调查资料
,

然后进行推理分析
,

判断所调查地

区的成土母质和山地的土坡类型及其分布
。

二
、

具体步 . 和方法

(一 )室内准备

l
。

室内勾划成土母质
、

土壤类型的界线以前
,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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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收集和利用有关的科研成果和调查资料
。

2
.

根据 《江西暂拟土坡工作分类系统及其 代号

表》拟定赣南山地土壤分类系统及其代号等
。

3
.

收集赣南各时代地层的分布
、

地表岩石与山地

自然土坡有关资料
。

4
.

收集现状植被群丛资料
。

如荒山草地
、

灌木林
、

针叶林
、

落叶阔叶林
、

针叶阔叶混交林等
。

5
.

自然地形划分
,

如山地
、

丘陵
、

岗地
、

坡地
、

平

原
、

盆地等
。

6
。

准备好地质和地形图
。

在判读地形图
、

收集地形图上与成土因素有关资

料的同时
,

进行描绘 1 : 5 0 0 0 0的地形图作土城类型分布

图的底图
,

为室内勾绘 山地土壤分布稿图作好准备
。

(二 )熟识地质图和判读地形图

1
。

赣南地区
,

地层发育较为完整
,

除志留系外
,

自

震旦系至 第四系各时代地层均有出露
。

熟识地质图
,

主

要是了解调查地区内地表岩石的分布
,

以认识成土母

质对调查 区域内土壤特性的影响
。

如我区东北部大部

分是由花岗岩组成的山体
,

一般是海拔 500 一 60 。米以

下
,

其 自然景观多呈圆馒头山
,

植被以马尾松为主
,

林

下生长铁芒箕
。

森林破坏较严重
,

多数地 区出现 了不

同程度的水土 流失
,

山体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

所形成

的山地土壤为有机质含量极低的麻沙土
。

2
.

判读地形图
。

判读地形图时
,

要求能熟练地辨

别出地形图上地物和地貌特征
,

并收集与成土 因素有

关的资料
。

(三 )在底图上勾划成土母质和土堆类型分布稿图

将调查区域按地形底图的编排划分为若干 个 片
,

研究分析各种 自然成土条件对土壤的影响
。

1
.

根据地质 图
、

地形图判别调查地区地表岩石和

成土母质的分布规律
,

在地形底图上勾划各种地表岩

石和成土母质的分布界线
。

首先是掌握调查地区地层

与地表岩石基本情况及其主要特征①
,

熟悉地层与地

表岩石分布图的各种图例
,

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
。

我

区山地土坡成土母质主要有七种
,

如何确定成土母质

类型
,

主要是根据已有的地层与地表岩石分布图及其

有关资料
。

在几种地层与地表岩石相连的地带勾划成

土母质分界线
,

还要借助地形图上所反映的各种不同

的自然景观和由等高线组成的不同图形所反映的地形

和高度
,

并综合其它资料
,

进行相关分析
,

确定成土

母质类型和划分界线
。

如当地形 图上出现等高线左右

不匀
,

稀密相差较大
,

并出现弯曲
、

零散现象
,

高度

在 3 00 米以下
,

可以判断为红色砂砾岩 (要以地表岩石

分布图为基础 )
。

2
。

根据成土母质
、

地貌
、

植被等的变化
,

进行分

析比较
,

判别出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

划出土种分

界线
,

勾绘成山地土壤分布稿图
。

3
.

根据不同母质类型和主要土坡类型布点
,

设置

剖面观察点和取样点
,

确定野外踏查路线
。

(四 )野外实地补充调查

野外实地调查一是检查室内判别
,

勾绘成山地土

壤稿图是否 正确
,

野外调查要注意察看地形
、

植被
、

母

质和土壤的变化
,

检查 室内布点位置是 否合理
,

然后

挖土坑进行剖面观察
。

发现室内勾划土壤分界线不合

乎客观实际
,

应立即进行修正
。

二是野外取样按一般

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进行
。

野外调查选择路线很重要
,

一

般野外调查路线应选择在能通过调查区内各种成土母

质和主要土种
,

以花费最少的时间
,

走最短的路程
,

能

观察到调查区各种土坡类型
。

(五 )土雄图成图

野外实地 调查核对后
,

进行室内资料整理
,

勾绘石

山地土壤分布图
,

土壤改良利用图等的编制与一般土

壤普查方法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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