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 土 滚 博 物 馆 及 土 壤 整 段

标 本 的采集与制 作 方 法简 介
’

徐 礼 坦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共科究所 )

国际土城博物馆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

议于 19 66年成立的
,

它位于荷兰农业城市 W a即 n -

in g e n 。

其任务是收集各地的主要土坡
,

加以研 究
、

分析
、

参比和评价
,

并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农

粮组织
,
以及国际土城学会进行工作

,

并继续编绘

世界土坡图
。

到 目前为止
,

该馆已从 30 个国家采集

了约5 00个土城整段标本
,

并选择了其中临 个代表

性标本连同与这些标本相应的资料数据
,

展出在国

际土坡博物馆中
。

这些标本反映了世界土坡图中所

列出的主要土集类型
。

一
、

. 际土滚博物馆及其整

段标本的陈列

国际土城博物馆①展览厅总 面 积 约 16 x
20

`

32 0平方米
。

因面积较小
,

仅展出土坡整段标 本 65

个
,

约占该馆现截标本总数的 1/ 9
。

整个展览厅不

设窗户
,

全靠 日光灯照明
,

以利标本
、

图片的长期

保存并防止标本浸演剂因遭受紫外线而分解 失 效
。

展览厅一侧与整段标本制作室相通
,

内含通 风橱
、

高压气泵
、

手电银
、

油漆贮存室等设备和工具 , 展

览厅另一侧与登段标本贮存室相联
,

以利展出标本

的擞换与更新
。

展览厅中
,

除展出土城整段标本外
,

还展出了联合国农粮组织与教科文组织编绘的世界

土城图
,
以及土坡整段标本和微形态标本的采集与

侧作方法的照片与图片
。

此外
,
还展出了显示主要

土族类型
、

自然景观及徽形态特征的幻灯片
,

还配

备有一台自动幻灯机
,
以供来访者选购

。

整段标本尺寸并无严格规定
,
一般宽 25 厘米

,

长 12 5至 150 厘米
,

厚度为 2至 5 (或 8 )厘米
。

伴随

益段标本一同展出的主要内容有
:

1
。

土城命名
。

每种土城均列有三种土滚名称
,

即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农粮组织编制的世界土集

图中制图单元的名称 , 美国土城系统分类中所采用

的名称 , 地方上 (国家或地区 )所应用的土集名称
。

2
。

剖面所在地点示意图以及气候
、

母质
、

成土

年龄
、

土地利用状况等资料
。

其中包括年平均降水

量
、

年平均气温
、

气象台站名称
、

洪水泛滋情况及

作物种类
、

产 t
、

轮作情况等
。

并附有降水分布图
。

3
。

剖面所在地的彩色景观照片两张
,

通常一为

远景
,

一为近景与植被
。

4
。

反映该种土城特性的微形态彩色照 片 3一5

张及其说明
。

5
。

其它有关资料
,

包括土地评价和土坡断面图

等
。

土地评价的主要内容有
:
土集有效深度

、

水
、

气

状况
、

矿质茜养
、

抗侵蚀的能力
、

耕作性能
、

及根

系固着性能等 , 在土壤断面图中
,

不同土镶的不同

层段均采用统一规定的符号标记
,

在图的旁边注有

主要成土过程
。

最后
,

在每个整段标本的下面附有复印的活页

资料
,

内容包括
:
土坡命名

、

采祥地点
、

坡度
、

坡

向
、

海拔
、

植被类型
、

气象资料
、

成土母质
、

剖面

描述与土城断面图
、

土地利用特点及土坡理化分析

和矿物学分析资料
,

供参观者自由选取
。

每个整段标本及其有关资料的陈列设置见图 l
。

由土城整段标本
,

连同有关图片
、

说明构成了长 x

宽为 1
.

5 x l平方米的展面
,

其实物
、

图片
、

文字说

明
、

分析资料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能使访问者对

展出土城标本有一全面了解
。

亦有利于对展览厅中

各种土城进行全面比较
、

剖析
,

从地理分布
、

气侯
、

母质
、

景观
、

利用特点
、

剖面大形态与徽形态
、

以

及理化性质和矿物学性质等诸方面去了解土坡的发

. 笔者于 1 9 84年 5 月至 7 月赴衡兰国际土坡 .I 物 馆

学习
、

考察
,

本文是根据考察见闻及本人在荷期间 的 实

际操作写成
。

① 最近改 名为国际土坡参比 与信息 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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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整段标本及其附件的总体安排图

1
。

土城整段标本

2
。

标尺

3
。

土城名称
、

采样地点
` 。

例面所在 地 点 示 t 图
,

气候
、

母质
、

土地利用状况等
5

。

景观与植被照片
6

。

其它资料

7
。

徽形态照片及说明

8
。

活页资料

生
、

分布及其相互间的演变过程
。

二
、

厚层土滚益段标本的采橄与翻作

该法属常规整段标本采集方法
,

即采用活动木

箱在野外采集标本
,

然后运回室内加工
。

由于浸演

液采用土城剖面漆 (一种硝化纤维清漆 )
,

其粘着力

和渗透力强
,

无色
,

有利于保持土城原有色泽
、

结

构
、

新生体等形态特征
。

展出时标本不必存放在嵌

有玻璃的木箱甲
,

而是连底振安置在陈列架上
,

着

卜起来直观
。

具体步嵘如下
。

1
.

室外标本采集 标本采集箱由六块碎 木 压

制板用螺丝固定而成
,

其内围尺寸为 125
x
25

x
10

立方厘米
。

长度可延伸到 卫50 厘米
。

采集时先在典

塑地段挖掘剖面
,

修一光面
,

然后按木箱尺寸按 .

长方体土柱
,

再把木箱去盖后扣在土柱上
,

并用木

板
、

钢钎等把木箱固定往
。

最后 自上而下地把带有

木箱的土柱从制面上分离开来
,

且一边挖翻
,

一边

用宽约 20 厘米的软布绷带把分离土柱断吸固定在木

箱内
。

待整个土柱与剖面分离后
,

将盛有土柱的木

箱移出剖面
,

仰! 地面
,

解开绷带
,

铲除箱外多余

土块
,

加盖固定后运至标本制作室
。

2
.

室内制作 打开箱盖
,

在土柱上用铁 钉顺

序扎眼
,

深度 2一 3厘米
,

间距 i 厘来
,

以利土柱千

操和授演剂的渗透
。

该土柱在通风处 放 且 约 1 周

后
,

用授演剂 (土城剖面漆 :稀释剂 = 了: 3) 均匀浇祖

一遍
,

并于次 日用较浓的浸债荆 (土城剖面漆 : 稀释

剂 = 8 : 2 )浇灌第 2 遍
。

然后再于第 3 日灌注土城剖

面漆原液一遍
,

随即铺上厚层麻布一片
,

其尺寸与

土柱表面相同
,

并用油漆刷反复涂摸
,

使布片被油

漆浸透
,

粘合在土镶表面
。

静置 3一 4日
。

然后在麻

布上刷一层 白色乳胶 (或土坡剖面漆 )
,

益上木箱盖
,

压紧
、

固定后翻转放置
,

使整段标本重 t 压在木箱

盖上
。

静放 2一 4日后
,

旋去木箱固定螺钉
,

拆除木

箱边框及箱底
,

去除土柱表面浮土
,

然后用牙科医

疗器械精心挑出土城结构
,

再用高压气泵除去多余

松动土块和粉末
。

最后在土柱表面用压力喷头喷布

聚甲基丙烯酸甲脂
,

待干操后再将整段标木连同粘

在一起的木箱盖固定在标本展览架上
。

3
.

注惫事项

( )] 整段标本应牢牢枯贴在它所依附的木箱盖

上
,

这样才可避免展出时因其本身重盘而脱落
。

耍

达到这一目的
,

在浇斑及演剂之前应铲 平 土 柱 表

面
,

在空穴处亦可填入一些碎土
。

同时
,

在浇灌浸

演荆时要力求均匀
,

使之成一水平漆面
,

尤其是.

后一次浇灌更为重要
。

( 2) 浸演剂的渗透深度直接影响到标本 质 量
,

尤其是第一次浇灌的怪演荆渗透深度则更 为重要
。

一般说来
,

若土城结构小
,

或无明显结构
,

其渗透

深度可浅些
,

第一次浇灌的浸演剂浓度可大些 , 若

土城结构较大
,

则渗透深度应大些
,

第一次浇灌的

浸演剂的浓度可小些
,

以便充分渗透
,

并有利于尔

后结构面的修整
。

( 3) 应在土城墓本干操之后再浇灌没演剂
。

若

土镶水分含 t 较高
,

则浸演剂与水生成白色 胶 膜
,

形响标本质盆
。

( 4) 若标本过长
,

则采集
、

运输
、

陈列均不方

便
。

可分段采集
,

先挖拥上面一段剖面
,

采集土柱
。

了才J



然后再开挖下面一段剖面
。

( 5) 采集砂质土集的整段标本时
,

应防止土壤

崩场
,

在极砂土坡中可采用不锈钢金属箱
,

直接插

入土城剖面中
。

(6 )
.

在枯质土旗中
,

若剖面下部含水量高
,

则

所采集的标本千操后发生严重开裂现象
,

尤其是标

本下部开裂更为严重
,

将影响浸演剂的均匀渗透和

标本室内制作
。

为避免这一现象 , 标本采集箱内应

衬有塑料薄膜
,

防止在运物过程中失水开裂
,

亦可

通免授演荆把标本胶结在木箱壁上
。

当标本运回室

内后
,

将木箱呈一定角度倾斜放置
,

以便标本在干

操过程中
,

在自身重鱼下挤靠在一起
。

同时
,

由于

标本失水收编
,
千操后往往呈梯形

,

上宽下窄 (因

上郁含水少
,

故干燥后收缩小 )
,
影响展出效果

,

故

在野外采集时可采用上窄下宽的梯形木箱
。

( 7 ) 对质地粘重的土壤制作整段标本时
,

当施

用及演剂后
,

往往在土壤结构表面形成 较 厚 的 漆

皮
·

使结构表面充满光泽
,

影响真实感
。

对此
,

可咬

布丙酮
,

便滚皮溶解
,

然后用布将溶解 了的 漆皮

攘除
。

同样
,

在修整土城结构时
,

若浸演剂干澡过

度
,

标本过度坚硬
,

会给土镶结构面的修整带来困

难
,

这时亦可喷布丙用
,

使硬度减弱
,

然后再修整土

城结构面
。

(8) 在修井土坡结构时忌用手摸
、

刷子刷
,

以

免出现伪结构
。

板上
,

待整个漆皮从剖面上剥落之后
,

把漆皮土集连

同下面的纤维板平放在地面上
。

另取硬质碎木压制

板 (大小略小于所采标本 )一块
,

在其一面上均匀地

刷上剖面漆怀加释释剂 ), 再把纤维板上的漆皮土 ,

城移放到碎木压制板上
,

使碎木板滚面与漆皮土城 ,

三
、

土幼浓皮标本的采翔与翻作

该法简单易行
,

采集
、

制作
、

贮藏和运抽均很

方便
,

且省时
、

省力
,

尤其适用于高等学校和地方

上各标本室采用
。

标本尺寸可大可小
,

不象厚层土

族标本那祥受木箱的限制
。

缺点是土城结构不能很

好的显示出来
,

在水泥及特别粘重的土族中采集困

难 , 且采集工作往往粉要两天才能完成
。

1
。

宜外采维 挖掘土城剖面
,

按所需大小修好

光面
,

该面应向后方徽有倾斜
。

然后在光面上自左

面右
、

自上而下均匀浇洒浸演剂 `土镶剖面漆 :稀释

加二 9 : 1 )
。

待约 24小时后
,

按所需标本大小用剖面

刀翔划镶皮四周
,

使其与周围土集分离
,

再 自上而

下小心的用剖面刀剥离被浸演剂胶结在一起的薄层

漆皮土旗 (厚约 1一 4厘米 )
,

并以一张带有弹性的纤

维板紧贴漆皮
,

将薄层漆皮土城边采边贴置在纤维

的漆面贴合
,

用手压平
,

再用细齿手锯去除四周不

规则部分
,
即可平置车上运至室内

。

2
。

室内制作 用高压气泵除去松散土块
,

再以

浸演荆 (土城剖面漆 :稀释剂 = 1 : 1 0 )均匀喷布一遍
,

干后即可悬挂陈列
。

3
.

注意事项

( 1) 浸演剂渗入土壤速度与土城质地
、

孔隙度
、

干湿程度及采集时的天气状况有关
,

而渗透速度快

慢直接影响到标本制作质量
,

要通过调节稀释荆剂

量控制浸演剂渗入速度
,

使其充分渗入土城中去
。

粘

质土坡渗透性差
,

可先用稀浸演剂
,

然后再用浓浸

演剂
。

( 2 ) 浇洒浸演剂时应均匀
,

使其成一直线缓慢

下流
,

遵免在某一部分出现流速过快现象
,

以免标

本中出现伪结构
。

( 3) 在制作大型或超大型标本时
,

可在浇洒浸

渍剂的次 日
,

再浇洒一次浸演剂
,

并用油漆刷将大
,

刁
、
与标本相仿的麻布片粘贴在漆皮上

,

然后在第三 劝
日将漆皮标本连同麻布取下

。

对过湿土城应先排水
,

待剖面稍千后再浇洒浸演剂
。

(封 在从剖面上剥离漆皮土坡之前
,

应先在边

缘上取一小条进行试脸
,

看其午操及粘着程度
,
只

有当漆皮基本干旅后
,

才可能将它分离下来
。

四
、

泥炭土标本的采橄与翻作

如前所述
,

无论是厚层土城标本还是土坡漆皮

标本的制作过程都应待其干操后才可进行
。

因泥炭

土在干燥后强烈收编
,

而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
,

故

可考虑采用下述方法来集制作
。

在野外用厚度为 3

厘米的不锈钢箱
,

用娜头将其打入剖面中
,

采集标

本后运回室内
,

放入另一稍大的金属容器中
,

容器中

放入分子量为巧 00 的熔化了的聚乙二醉 ( P ol y et h
-

了 l e n e 9 1了e o l )
,

在 9 0℃下保持 3一 5天后排除多余

熔剂
,

再用压缩气泵除去表面松散部分
,

呈现出泥

炭土的原有结构
。

最后取出标本采集箱
,

待标本干

操硬化后展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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