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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蚀等级计分法在土壤住蚀

制图中的初步应用

李 士 成

( 宁夏省农 业厅综合勘查 队 )

宁夏固原地区 (包括固原
、

海原
、

西吉
、

隆德
、

径源五县 )和盐池
、

同心二县的南部
,

为

我国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

土壤侵蚀严重
,

已成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

影响农林牧业发展的主

要因素
。

在土壤普查中调查研究土壤侵蚀
,

编制土壤侵蚀图
,

对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发展农
、

林
、

牧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
。

我们在西吉
、

海原
、

盐池和固原等县的土壤普查中
,

编制这些县的土壤侵蚀图时
,

应用

了怪蚀等级计分法
,

现简介如下
。

一
、

编制侵蚀图的因素及其分级

1
.

植被
。

调查植被种类
、

覆盖度及生长状况
,

以六月后调查数据为准
,

这时雨季到来
,

植被生长已定型
。

编图时将植被覆盖度分为五级
,

依 次 为 80 % 以上
,

8。一 60 %
,

创一 40 %
,

40 一 20 %
,

小于 20 %
。

对于六月份以前调查的植被状况
,

应根据类似条件的地在六月后调查

的数据进行订正
。

2
.

地形坡度
。

分为五级
,

依次为平坦地 (包括川阶地
、

沟阶地
、

盆淌地
、

沟坝地及河滩

地 )
,

徽坡地 (小于 7 度 )
,

缓坡地 ( 7 一巧度 )
,

中坡地 ( 15 一 25 度 )和陡坡地 (大于 25 度 )
。

3
.

有机质层保留厚度和母质出露状况
,

反映了土壤面蚀程度
。

划分为五级
,

依次为
: 。 ,

平坦地
,

有机质层厚
,

土壤不发生明显 的侵蚀 , 1 ,

坡地有机质层厚度大于 30 厘米 , 2
.

坡地

有机质层厚度小于 30 厘米 ; 3
.

侵蚀严重
,

黄土或红土母质出露
,

山地红沙土
、

青沙土出落 ,

4
,

粗骨土或岩石出露
。

4
.

侵蚀沟
。

作为编图依据的侵蚀沟
,

是指耕翻后留有明显沟迹的浅沟和耕作不能通过的

切沟
。

按浅沟和切沟总宽度占整个坡面宽度的比例
,

分为五级
,

依 次为 。 ,

小于 1 / 20 , 1
,

1 / 2 0一 1 / 1 0 , 2
,

1 / 1 0一 1 / 3 , 3 , l / 3一 1 / 2 , 4 ,

大于 1 / 2
。

二
、

侵蚀因素计分

实践证明
,

耕地与荒地的主要侵蚀因素不同
,

很难制定一个统一 的计分指标
。

故分别制

定耕地与荒地的指标和计分标准
。

1
.

耕地土壤侵蚀因素的指标和计分
。

耕地土壤侵蚀因素为地面坡度
、

有机质层保留厚度

和俊蚀沟占地比例
。

由于耕地上的土壤侵蚀强度与坡度密切有关
,

即坡度增大
,

侵蚀随之增

强 (表 1 )
,

故地面坡度是决定耕地侵蚀强弱的主要因素
,

在计分中提高其级分 (表 2 )
。

2
.

荒地土攘侵蚀因素的指标和计分
。

荒地 (包括林地 )土壤侵蚀因素为植被班盖度
、

地面

坡度
、

有机质层保留厚度和侵蚀沟占地比例
。

由于植被地下根系能固结土层
,

地
_

L枝叶能避开

降雨雨滴直接溅击土壤
,

并能阻碍和削弱径流的冲刷力
。

不管地面坡度陡缓
,

其植被顶盖度

2 6 0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5. 05. 008



简 报

俊蚀等级计分法在土壤住蚀

制图中的初步应用

李 士 成

( 宁夏省农 业厅综合勘查 队 )

宁夏固原地区( 包括固原
、

海原
、

西吉
、

隆德
、

径源五县 )和盐池
、

同心二县的南部
,

为

我国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

土壤侵蚀严重
,

已成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

影响农林牧业发展的主

要因素
。

在土壤普查中调查研究土壤侵蚀
,

编制土壤侵蚀图
,

对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发展农
、

林
、

牧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
。

我们在西吉
、

海原
、

盐池和固原等县的土壤普查中
,

编制这些县的土壤侵蚀图时
,

应用

了怪蚀等级计分法
,

现简介如下
。

一
、

编制侵蚀图的因素及其分级

1
.

植被
。

调查植被种类
、

覆盖度及生长状况
,

以六月后调查数据为准
,

这时雨季到来
,

植被生长已定型
。

编图时将植被覆盖度分为五级
,

依 次 为 80 % 以上
,

8。一 60 %
,

创一 40 %
,

40 一 20 %
,

小于 20 %
。

对于六月份以前调查的植被状况
,

应根据类似条件的地在六月后调查

的数据进行订正
。

2
.

地形坡度
。

分为五级
,

依次为平坦地 (包括川阶地
、

沟阶地
、

盆淌地
、

沟坝地及河滩

地 )
,

徽坡地 (小于 7 度 )
,

缓坡地 ( 7 一巧度 )
,

中坡地 ( 15 一 25 度 )和陡坡地 (大于 25 度 )
。

3
.

有机质层保留厚度和母质出露状况
,

反映了土壤面蚀程度
。

划分为五级
,

依次为
: 。 ,

平坦地
,

有机质层厚
,

土壤不发生明显 的侵蚀 , 1 ,

坡地有机质层厚度大于 30 厘米 , 2
.

坡地

有机质层厚度小于 30 厘米 ; 3
.

侵蚀严重
,

黄土或红土母质出露
,

山地红沙土
、

青沙土出落 ,

4
,

粗骨土或岩石出露
。

4
.

侵蚀沟
。

作为编图依据的侵蚀沟
,

是指耕翻后留有明显沟迹的浅沟和耕作不能通过的

切沟
。

按浅沟和切沟总宽度占整个坡面宽度的比例
,

分为五级
,

依 次为 。 ,

小于 1 / 20 , 1
,

1 / 2 0一 1 / 1 0 , 2
,

1 / 1 0一 1 / 3 , 3 , l / 3一 1 / 2 , 4 ,

大于 1 / 2
。

二
、

侵蚀因素计分

实践证明
,

耕地与荒地的主要侵蚀因素不同
,

很难制定一个统一 的计分指标
。

故分别制

定耕地与荒地的指标和计分标准
。

1
.

耕地土壤侵蚀因素的指标和计分
。

耕地土壤侵蚀因素为地面坡度
、

有机质层保留厚度

和俊蚀沟占地比例
。

由于耕地上的土壤侵蚀强度与坡度密切有关
,

即坡度增大
,

侵蚀随之增

强 (表 1 )
,

故地面坡度是决定耕地侵蚀强弱的主要因素
,

在计分中提高其级分 (表 2 )
。

2
.

荒地土攘侵蚀因素的指标和计分
。

荒地 (包括林地 )土壤侵蚀因素为植被班盖度
、

地面

坡度
、

有机质层保留厚度和侵蚀沟占地比例
。

由于植被地下根系能固结土层
,

地
_

L枝叶能避开

降雨雨滴直接溅击土壤
,

并能阻碍和削弱径流的冲刷力
。

不管地面坡度陡缓
,

其植被顶盖度

2 6 0



稻田晒田期土坡 h E
、

rH

与土壤空气容 , 的相关分析
’

黄 伟 强

〔江苏省 昆山县农田排灌研究 所〕

稻田的土城氧化还原 电位的高低
,

主要受土壤中氧体系的支配
,

土壤中氧的含量又直接与

土城空气中氧分压的高低有关
。

土城的氧化还原电位高
,

则表明氧的含量高
,

通气性好
。

反

之
,

则低
、

则差
。

另外考虑到 E h与 p H的关系
,

用与体系平衡时 H
: 的浓度的负对数值

r H 来

表示
。

我们在水稻田排水晒田期间
,

对耕层土壤的氧化还原 电位 E h
、 r H 与土壤空气容量

的关系作了初步的研究
。

一
、

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土城的氧化还原电位 E h
、 r H与土壤空气容量的相互关系

,

对土壤的氧化 还 原

电位E h
、

酸城度 pH和空气容量同时作定位测定
。

(一 )洲定的时间地点

侧定期为 1 9 8 2年单季晚稻晒田期的 7 月 22 日至 7 月 28 日
。

测定地点为 昆山县城北公社同

心一队的三块稻田 (埋设有暗管
,

为水稻灌排制度试验的 I
、

I
、

I 号田 )
,

稻田土质为粘坡土
。

硒田期间
,

两块田 ( I
、

! 号田 )作暗管排水
,

一块田 ( , 号田 )排田面水后
,

自然落干
。

(二 )洲定方法

. 今加工作 的还有薛建祥和柏京红两 同志
。

、 . 护

、
. _ 少一 、 。夕 、 、 `

洲
呐 、 _

产
` 、 口` 、

.
护 卜 , 一 沪

. 、

95一 9 0 , I
: ,

8 5一 8 0
。

I
:

中度侵蚀
,

总分 7 5一 6 5
。

I
: , 7 5一 7 0 ; I :

, 6 5
。

l :
强度侵蚀

,

总分

6 0一5 5
。

l : , 6 0 ,互: ,
5 5

。

IV :
极强度侵蚀

,

总分等于或小于 5 0
。

F : ,
5 0 , F

: , 4 5
。

2
.

策地 . 蚀称级的划分 。 :

无明显侵蚀
,

总分大于 96
。

I
:
轻度侵蚀

,

总 分 96 一 8 00

I : ,
9 6一8 6 , I

: , 8 5一 8 0
。

I :
中度侵蚀

,

总分 7 9一7 0
。

I
: ,

7 9一 7 5 , I
: , 7 4一 7 0

。

I
: 强度

怪蚀
,

总分 6 9一 6 0
。

l : , 69一 6 5 ; 1
2 ,

6 4一 6 0
。

F
:
极强度侵蚀

,

总分小于 6 0
。

万 , ,
5 9一 5 7

F : ,
5 6一 5 4

。

四
、

划分傻蚀等级的应用和效果

上述各侵蚀因素都可在实地量测数据
,

可避免人们主观感觉的差错
,

以及人与人之间判断

的差别
。

据我们在宁夏南部八个县的编图来看
,

效果好
,

均能反映出各地区各类型的土壤侵蚀

强弱
、

特点和规律
,

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生产性
。

编图后
,

可 以量算出各县乡队各侵蚀等级的

面积
,

从而为农业区划
、

规划
,

制定水土保持措施和指导生产
,

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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