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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据自己多年

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
,

并参考了国际上大量

有关文献写成的土壤微形态专著
。

早在 30 年代初
,

奥地利土壤学家 W
.

L
.

K u
ib e n a

就 开 始 利 用显微镜方法对土壤生

物
、

土壤矿物
、

土壤新生体
、

土壤垒结和土

坡微化学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

于 1 9 3 8

年出版了专著《微土壤学》 ( M i e r o p e d o l o g y )
。

一 该书的问世
,

引起了许多土壤工 作 者 的 注

意
,

认为是在土壤学发展 中首创了一种极为

重要的研究方向
,

标志着一门土壤学的新分

支— 土城徽形态学的建立
。

从五十年代 以

来
,

随着土城徽形态研究的广泛 传 播 和 发

展
,

其内容和体系 也 获 得 不 断 丰 富 和 完

善
。

澳大利亚土壤 微 形 态 学 家 R
.

B er w er

( 1 9 6 4) 的著作《 土壤的垒结分析和矿物分析 》 ,

在这方面 的贡献也是举世公认的
。

本书 以一

定篇幅详细介绍了他们 的 主 要 论述
,

连同

所涉及的其他一些土壤微形态学家的 工 作
,

对于读者了解土壤微形态学 的特点
、

内容和

方法将十分有益
。

当前
,

土壤微形态方法不

仅已广泛应用于土壤学 研究
,

而且还渗入第

四纪地质
、

工程地质
、

考古 学 等 学 科
,

因

此越来越受到有关科技工作者的 重 视 和 注

意
。

作为本书的核心— 土城垒结单位的鉴

诊 定和描述
,

以及有关微形态计量和薄片制备

等方法的介绍等
,

无疑对于我国土壤工作者

(特别是正在或者拟从事土壤微形态工 作 的

科技人员 )和自然地理
、

第四纪地质
、

工程地

质工作者
,

以及有关高等院校师生等皆具有

一定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

可 以认为是一本

关于土壤微形态学的较好的中文参考书和工

具书
。

全书除前言外共分六章
。

第一章
,

土壤

微形态的基本原则
。

主要引述 K ub ie an 所 阐

明的土壤微形态的基本特点— 形态学原则

和土壤微形态研究在土壤学中的应用
。

第二

章
,

土壤垒结的一般概念
。

阐述由 K ub i加
a

首先提出的关于土壤垒结以及土壤垒结单位

(骨骼颗粒和细粒物质 )的定义和概念
。

第三

章
,

布鲁尔 (描述 ) 系统的土壤垒结分析
。

扼

要而全面地介绍了 B er w er 的 专著中关于土

壤垒结分析
,

即土壤微形态特征的描述和分

类系统的基本论述
,

至于较为具体的部分则

分别结合本书的相应章节中叙述
。

第四章
,

土壤垒结单位的鉴定
。

是本书论述的重点
,

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
。

分别对 骨 骼 颗 粒

(矿物鉴定
、

风化状况
、

粒度等 )
、

细粒物质

(光性定向粘粒的定向型式及其成因
、

各种类

型细粒物质的特征和鉴定 )
、

孔隙
、

结构体
、

有机物质和矿质新生体等垒结单位 的微形态

特征和鉴定作了详细的讨论和 阐述
。

另外
,

还以一定篇幅介绍 K u ib o an
、

B er w “ r 等关于

土壤垒结型式的论述和作者的分类体系
。

第

五章
,

微形态计量
。

叙述在薄片中定量测定

矿物颗粒
、

团聚体
、

孔隙以及矿物风化现象
、

粘粒淀积作用的方法
。

第六章
,

土壤薄片的

制备和研究方法
。

中译本约十六余万字
,

附显微照片 1 73

张
、

插图 4 幅
。

年内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