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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镶资源评价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

.

因为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膨胀
,

粮食的舫求量 日

益增长
,

解决温饱问题成为人类面临的挑故之一
,

不论从提高耕地生产潜力
,

也不论从合理

开发土城资源来讲
,

研究土坡资源评价
,

并据以制订土坡合理利用方案都是不可缺乏的
。

,
.

土城资源评价的方法 目前正在探索
,

所有的方法虽然力求更客观的反映土城资源的特点

及其同植物生长的关系
,

但由于土集资源种类多
,

植物或作物对土壤条件的要求又千差万别
,

所以任何一种浮价方法都难以适用于多种目的
。

一
、

耕种土壤资源的特点

土族资源是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一种资源
。

它并非绝对不能再生
,

但它的再生能力

极为缓慢
,

例如分布于热带亚热带的红城及其下的风化壳一般认为是从第三纪末开始形成的
,

而温带暖温带地区的某些土坡
,

发育成为一个完整剖面也猫要上千年
,

甚或上万年时间
。

通

过长蚀
、

搬运
,

再沉积而招致的造陆过程也是一个役长的历史过程
。

由于土城具有空间分布特点
,

生物气候方面的地域差异也导致风化与成土速度上的差异
,

一般盲之
,

热带与亚热带土攘的形成速度可能比很带土坡快几倍
,

甚至几十倍
。

最明显的例

子是四川盆地的紫色沙页岩
,

可以不断风化
,
由岩石变成土

,

以弥补表土的流失
,

维持可耕

种状态 , 而这在暖温带或温带地区的同类岩石上是不可想象的
。

至于耕种土坡
,

不论早地
,

果园或者稻田
,

其最大特点是在人类干与下
,

随着利用时间延

长
,
地力消耗越来越大

, 只有投入大量肥料
,

始能维持并提高地力
,

不管土攘起源如何
,

它

的肥力消长完全为人为调节措施所左右
。

起源土壤的残余特性与人为定向培育的特性
,

共同

构成了土城的生产性能及其肥力演变规律
。

耕作制度是人类借以增加生物产品的主要手段
。

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同适应自然和改造自

然分不开的
。 ,

开垦之初多以土宜为原则
,

适应土坡条件的特点
,

种植耐性强的作物
,

以达到

较理想的生产水平
,

例如黑土开垦时
,

首先参照植被类型确定初垦时节
,

以争取当年 开 荒
,

当年收益
,

作物布局亦因之而异
。

热带或亚热带山地广泛采用的刀耕火种
,

尽管自然条件比

较好
,

可满足多熟制要求
,

但农田的人工性差
,

只能一年一熟并定期轮荒
。

随着土城改良与农

田蕃本建设的开展
,

某些不利于作物高产与提高复种指数的土坡障碍因素不断消除
,

土壤适

种性变广
,

合理的耕作轮作制度得以建立
,

从而为用地养地打下基础
。

随着作物品种培育与

改 良
,

越是高产的作物品种对土壤条件的要求也越高
,

因此只有不断改善土坡条件始能适应

作物高产稳产的要求
。

新中国成立之后
,

大规模地改土培肥与农田基本建设工作得取了很大成绩
,

沤改早
,

早

改水
,

盐碱土与红壤的改良
,

沙瘦田的合理利用 以及某些缺素土壤的合理施肥
,

显著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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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壤条件
,

粮食产量成倍增长
。

近年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

条件不断改善的结果
。

江苏省的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较快
,

就土壤资源的现状而言
,

既是政策的威力
,

也是生产

不论高产的太湖地区
,

也不

匆 论由低产变高产的徐淮地区
,

均存在一些同高产稳产不相适应的土坡障碍因素
,

’

良
,

因此对土城资源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

需要加之改

二
、

耕种土壤资源的评价指际

土壤资源评价是以土壤分类与土坡图作为基础
。

通过土族普查对耕种土坡的质与里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
,

某些省区完全有条件以土种作为土壤资源评价的基础
。

土种作为基层分类单

元而言
,

虽与土系同属一个等级
,

但在分类意义上并不等同
。

土种强调土体构型作为区分指

标
。

土体构型反映了土城发生特点
,

也反映了土壤肥力水平
,

同时也是土坡地理分布单元
。

因

此
,

以土种作为土壤资源评价的基础是可行的
。

目前
,

世界上所通用的土壤资源指标多考虑以影响作物生长的主要土城性质为依据
。

经

过筛选
,

定等分级
,

并将等级给予一定的数值意义
,

而后采用加和或乘积法
,

以数值大小评

定等级
。

不言而喻
,

选取的土坡性质及其意义
,

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

关于土城资源的评价等级也不尽一致
,

有的定为三等
,

有的定为四等
,

有的定为五等或

更多
。

对于农业集约地区而言
,

采用五级较为合适
。

为了兼顾水田
、

早地与果园 (或菜园 )土

城的共同特征与不同作物的要求
,

同一土壤评价指标的评价意义是不同的
。

考虑到影响土壤资源生产性能的因素是各式各样的
,

逐一排列十分繁杂
,

因此概括为土

城容蚤因素
,

土壤强度因素与环境因素三大类
。

呼 现将土壤资源评价指标分别简介如下
。

(一 )容 , 因索

1
.

耕层厚度 ( g) :
耕层是作物根系主要活动层

,

耕层厚薄对作物稳产高产关系密切
。

作

物或果木种类不同所要求的表层 (耕层 )厚度并不一致
,

现划分为五等 (表 1 )
。

2
.

土层厚度 ( hd)
: 土层厚度

,

尤其细土层厚度不仅影响根系生长
,

而且也影 响保肥保

水性能
,

如果下垫的砾石层
、

岩石层或硬盘层层位高
,

便对作物生长十分不利
。

亦可分为五

等 (表 2 )
。

表 1 土滚表层 (耕层 )厚度划分标准 表 2 土层厚度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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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二 )强度因索
:

3
.

耕性 ( g x)
:
耕性不仅决定于土坡质地

,

而且决定于有机质含量及土城结构性
,

干湿
、

冻融对结构性形成也有影响
。

耕性好坏决定了土壤的适耕期与耕作的难易
,

进而影响水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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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供保能力
,

目前尚无测定耕性的理想指标
,

质地
、

抗压强度与适耕性均可作为指标
,

可

任选其一
。

4
.

渗透性能 ( s
)

: 土壤渗透性能不仅影响养分的供保能力
,

而且影响根系呼吸及抗演害

的能力
。

·

渗透性能差的土集
,

水气不协调
,

易遭受演氰 在水早灾害已经控制的农 田上
, ’

渍 .

害往往是导致作物减产的因素之一
。

目前对土壤渗透性尚无理想测定方法
,

下列指标可作参

考 (表 3 )
。

以上指标需要进一步研究
,

不仅作物种类不同
,

抗渍能力不一 (例如蚕豆
、

油菜比三麦抗

演能为强 )
,

而且果树的抗演能力也千差万别
,

例如梨树比苹果桃的抗演能力大等
。

_

民 抗早保墒性能 k( b) :
它决定于土城结构与保水能力

。

在平原地区尚决定于毛管 水 补

给能力及土城凋姜含水量
,

前者与质地剖面有关
,

后者则决定于耕层质地与有机质含量
。

应

根据木同土坡
,

选取达凋萎含水量时间与毛管水补给能力作为指标 (表 4 )
。

衰
.

3 土族渗汤且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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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早保墒性在早作地区十分重要
,

经验

证明夜潮土具有较高的生产性能
,

同毛管水

补给能力有关
,

目前尚缺乏更科学的指标
。

6
.

保肥性能 (b )
: 土壤保肥性能决定于

一系列物理化学性质
,

例如代换量
,

盐基饱

和度和对养分的吸收固定能力
。

土壤质地
,

粘

土矿物与腐殖质种类均起着巨大作用
,

可以

代换量作为指标
,

分为三级 (表 5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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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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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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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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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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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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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标可归纳为三等
,

即肥沃 ( I )指氮磷钾含量较丰足
; 肥 ( I )指各种养分并不缺乏 ;

夜 ( I )指各种养分缺乏或其中缺乏 1一 2种
。

8
.

毒害物质 ( h )z
:

主要指盐分
,

酸孩度及其他致害物质
。

可分别分为 5 级
,

而后再归纳

兰等
。

毒害物质种类多
,

对作物的危害程度并不一样
,

应分别对待
,

例如多数作物对 p H成值

的适应幅度宽
,

而条树适宜 p H值为 5一 6 ,

所以对不同土攘
、

不同作物可分别选用等级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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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障碍土层 (z c ): 障碍土层既起容量因素作用
,

也导致强度因素强化或削弱
,

如沙层
、

粘层
、

白土层与青泥层等可按土壤类型不 同分别选取
。

按障碍层层位 > 50 厘米为 I 级
,

30 一50

厘米为 I 级
,

< 30 厘米为 l 级
。

气 以上指标
,

除 1
, 2 两项为容量指标外

, 3一 8项均为强度指标
,

而且有些指标系复合的
,

.

其中列举的某些因素可单独应用
,

亦可归纳成综合指标
。

(三 )环境因素

至于谈到环境因素
,

例如坡度
、

侵蚀类型及其侵蚀程度 , 水早灾害频率与土壤的抗逆能

力对评价土壤资源
,

尤其是耕种土壤资源评价更是十分重要
,

既可全面的评价土城资源
,

又

可为建设基本农田提供依据
。

10
.

坡度 ( p )
:

包括 自然坡度与人工坡度
。

坡度陡缓对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意义 重 大
,

按一般标准可分为五等 (表 7 )
,

对不同作物而言
,

其意义并不等同
。

1 1
.

水早灾害 (
s h )

:

水早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大
,

通过农田基本建设
,

防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已大大提高
,

但仍有水早灾害发生
,

导致作物减产
,

可以几年一遇 (灾害频常 )作为指

标 (表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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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等 轻 ( I ) 中 ( I ) 盆 ( l )

涝灾翻率

早灾孩率

10

5

l 5

1 0

参

在旱涝灾害已经基本控制的地区
,

土壤演害成为影响作物高产稳产的主要因素
。

演害程

度取决于地下水位高低
,

土壤内排水能力以及人工附加措施 , 在土质粘重的平原地区尤为突

出
,

这一灾害性指标正在摸索
,

上海土肥站采用常年产量水平与受灾年产量水平的比率作为

区分指标是很有意义的
,

分为三等
,

即一等减产幅度 < 10 % , 二等 10 一 20 %
,

三等> 20 %
。

根据以上级
、

等的划分指标
,

进行归并后即可进行评价
。

三
、

耕种土壤资源评价例举

以上列出的评价指标可以对土种进行逐项评价
,

用各项指数的加和法或者同类项目消除
法

,

得出评价土种的标准
,

以便作图或者合并公而一个土类内的各土种有些评价项目是共同

的或者无实际评价意义的
,

便可省略
,

突出具有评价意义的指标
。

例如黄泥土与黄泥白土两

个土种
,

很多指标系相同的
,

均属一类土壤资源类型
,

只是速效养分— 全氮与速效磷有差异
。

价泥土

黄泥 白土

h z z C

0 0

0 0

P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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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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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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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b
1.百二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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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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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皿

, 上两个土种的评价指标可以缩减为如下形式
:

I y x , . : 一等一级 ,

xyI
: . 3 一等二级

。

据此可在大比例尺图上标出
,

作土壤资源评价图
。

值得提出的是农田种类与土壤种类的关系
。

在某些地区
,

农业技术措施给予土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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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
,

在土种的基础上参照耕层养分状况即可评价等级
,

而在老稻区
,

情况就比较复杂
,

在

丘陇或抒区
,

岗
、

垮
、

冲田或头进
、

二进
、

三进田基本上与土壤种类一致
,

可以田代土
,

参

照耕层某些指标
,

即能分等划级
,

而在平原地区除局部挖高垫低或挖低垫高的农田外
,

长年

拼作技术措施可能影响剖面构型
,

特别是水肥状况
,

例如在平原地区经常看到这种情况
,

相户
邻两块田

,

一方田高出几寸或低下几寸
,

作物生长状况相差悬殊
,

高田出水好
,

易控易调
,

水

稻
、

早作物均易高产
,

而另一低田水稻易疯长
,

难控制 , 早作物易受渍害
,

因此这种地区在

进行土镶资源评价时
,

考虑土种评价指标的同时
,

田类却十分重要
,

往往田类可看作是土城

容 t
、

强度与环境诸因素的综合
。

可 以田类定级别
,

例如滨河的头进田以及 田面低湿的盆子

田
、

天井田等等
。

至于谈到土种的归纳问题
,

可依据其近似性进行归纳等级
。

在一个较大范围进行土壤资

摊制图时
,

如果土种太多
,

可以土属或亚类进行评价
,

可以环境因素
、

容量因素与强度因素

的次序进行对比分析
,

在相同指标进行抵消的同时
,

决定级差的因素逐渐显出
,

从而作出不

同等级的划分
。

根据上述指标
,

在评价土壤资源级等的基础上
,

通过归纳综合评价类级
。

其分级评价依

据可概括如下
:

土城资源级 主要考虑强度因素
,

尤其是综合性指标
。

土坡资源等 主要考虑容量因素与某些强度因素
。

土族资源类 主要根据环境因素以及与环境因素有关系的强度和容重因素归纳
。

现将土坡资源类的特征
,

简述如下
:

一类土
:
主要作物在一般措施下可获高产稳产

。

二类土
:
无任何障碍 因素

,

唯某些养分含量不足或耕性较差
,

在一般措施下可获平产稳

产
。

三类土
:
有一定的障碍层或限制因素

,

经一般改良措施可 以消除
。

四类土
:
存在较重大的障碍层或限制因素

,

经重大改良措施方可发挥地力
。

五类土
:
存在的障碍因素或限制条件

,

如不经过重大改良措施无法利用
。

土城资源评价分个体与群体
,

或者称为局部与整体
,

那么势必涉及到土壤资源等级组合

问题
,

这一问题 目前研究不够
,

但客观上十分重要
。

在农业地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

一个乡
,

一个场或一个队
,

一个农户均拥有面积大小不同
,

等级组合不同的土壤资源类型
,

仅以比例

表示只说明表观现象
,

而未说明实质
。

例如两个农场所在地区生物气候近似
,

各拥有土地 1。。 0

亩
,

其中土滚资源等级比例相似
,

甲场土地连片性强
,

而乙场地形破碎
,

地块小而零星
,

那

么甲场土城资滚定优于乙场
,

因此在土坡资源评价时
,

也需考虑单元土区面积及其边界特点

(几何图形 )
,

这在大型的实行机械作业的国营农场尤为重要
,

不仅决定产量
,

尤其影响农业

生产中的产投比
,

所以很有注意的必要
。

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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