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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抹讨了用 于土壤系统分 类的土城水分和温 度状况的简易推算方法
。

由P e n m a n 千燥度公式计算年
、

月 千

燥度间按确定土壤水分状况等级
,

公式中的 E 。位取水文站 E 6 0I 蒸发器实 侧位
,

或 由气象站 2 c0 m 口径蒸发 器 实

侧位经折算而得
。

根据当地土溢与气溢 的相关性
,

由气温 资料推算年平均 土温和 冬夏季 土温差
,

从而确定 土 壤

温度状况等级
。

土壤水分和温度状况是影响植物生长的重要因子
,

在土壤系统分类上
,

它们也是确定土

壤分类单元的重要诊断特性
。

但由于土壤水分和温度的实测数据甚少
,

常常要借助气候资料

进行估算
。

这是试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

本文拟以福建省为例
,

对这一问

题作初步探讨
。

一
、

土壤水分状况等级的估算

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
,

土壤水分状况等级是按一年各季节中地下水位及在水分控制层

段中 < 15 巴张力水的有无确定的〔 1〕。

实际上
,

水分状况实测资料很少或年限甚短
,

土壤分类

中所引用的土壤水分状况多由气象数据换算而来
,

或在土壤调查中凭农民经验估计一年中土

壤出现干早的天数〔“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3〕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

以年干燥度和月干燥 度

来确定土壤水分状况等级
。

年干燥度> 3
.

5相当于
“

干早
” , 1一 3

.

5相当于
“

半干润
” ,

< 1相

当于
“

湿润
” 。

年干燥度 < 1 且每月干燥度几乎都 < 1
,

相当于
“

常湿润
” 。

计算干燥度的公式 ( P e n m a n
公式 )如下

:
D =

。

式中
fE一P

一
一一

rù|B
一
P

D 为干燥度 ; E :
为绿草地上的可能蒸散量 (蒸发蒸腾量 ) ; P 为降水量 ; f 为随季节而异的系

数
,

n 一 2 月取。
.

6 , 5 一 8月取 0
.

8 ,

其余月份取 0
.

7 ; E 。
为水面蒸发量

。

需要说明的是
:

这里 的 E
。

系指自然水体或 2 o m “
蒸发池的蒸发数值

,

而气象站 Z o C m 口径蒸发器的蒸发数值比

水面蒸发量偏大较多① ,

不能直接作为 E
。

值
,

必须乘以折算系数
,

否则计得的干燥度会 偏大

而不符合客观实际
。

据研究 〔4〕 ,

福建古田站 2 c0 m 口径蒸发器的月折算系数最小值 为 。
.

6 6 ( 4

月 )
,

最大值为 1
.

。。 ( 1 1月 )
,

年折算系数为 0
.

82
。

据福建 16 个测站资料分析
,

水文站常用 的

E
。 。 :
型蒸发器的蒸发公与水面蒸发量相当接近

,

年折算系数 变 动 在。
.

98 一 1
.

00
,

平 均 为

0
.

”
,

尚可直接引用作为 E
。

值
。

笔者采用古田站的折算系数
,

将气象站 2 c0 m 口径蒸发器 多

① 林家蒙
, 1 9 8 5 : 福建古田水 面燕发 皿的 ~ 种气候计算方法 <油印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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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观测值折算为 E
。 ,

代入 P o n m an 干燥度公式
,

计算得位于闽东南的漳浦
、

泉州
、

箭田三 县

(市 )的干燥度分别为 0
.

6 7
、

土壤形成特点是相吻合的
,

分状况仍属于淋溶型
。

0
.

98 和 。
.

9 8 ,

均小于 1 ,

属
“

湿润
”

水分状况
,

这与景观特征以 及

福建东南沿海各县虽受到台湾山脉雨影区效应的影响
,

但土壤水

二
、

土壤温度状况等级的估算

土壤系统分类中的土壤温度状况等级
,

是根据 5 c0 m深处年平均土温以及冬夏季土温差来

划分的
。

因土壤温度实测资料不普遍
,

仍需根据气温资料来推算土温
。

据研究 〔幻 ,

美国大部

分地区 (不含干早地 区和 阿拉斯加地区
,

主要指温带湿润区 )的年平均土温相当于年平均气温

加 1 ℃
。

许多地势平坦
、

排水良好的耕作土壤或草地土壤
,

上层 l o o c m土层的夏季平均土 温

大致相 当于夏季平均气温减 0
.

6 ℃
。

kI a w a
等 〔 5〕在喀麦隆

、

委内瑞拉和夏威夷的研究指 出
,

年

平均土温与年平均气温的换算关系随纬度和海拔高度而异
。

在北纬 2 一 2 0
。

范围内
,

低海拔地

区距土表50
c m深处年平均土温比年平均气温高 5 ℃ ,

高海拔地区则高 2 一 3 ℃
。

这些研究结

果都有助于提高土壤温度状况等级推算的准确性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采取的土温状况等级与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基本相同
,

但关于土温如何

推算
,

尚未见专门报道
。

笔者拟就福建省土温与气温关系作初步分析
。

福建省 4 个气象站多

年观测的土温与气温资料列于表 1
。

从表 1 可见
,

土层深度 40
o m 以下的年平均 温 度 随 深

表 1 不同深度的年平均土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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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心山乃山,自ǹ2自勺0乙dl

……
,亩

ēUóUnù八UnUn,n.ù城ù勺山6̀勺自,目2
勺自n乙,工

度增加基本不变
, 2 c0 m 深处年平均土 温 与

4 c0 m深处年平均土温的差别亦甚小
。

这与斯

特拉勒关于
“

每一单个土体中各种深度的任

何土层
,

其年平均温度基本相 同
”

的论述是

相符的
,

我国许多气象站已有 2 c0 m 深处地温

的多年观测资料
,

可以将 2 c0 m深处年平均地

温视为与 5 c0 m深处年平均土温相当
,

用于确

定土壤温度状况等级
。

在无地温观测资料的

地区
,

则可根据气温资料来估算
。

福建 55 个

气象站的观测数据①统计结果表明
,

在年平

均气温为 14 一 22 ℃的广大地区
, 2 0c m深处的

深 度 (
e m )

0

1 0

2 0

4 0

8 0

1 6 0

3 2 0

年平均 气溢

土温观 测年数

年平均土温比年平均气温约高 2
.

5 ℃ ,

土温与气温的换算关系在南亚热 带与中亚热带之间没

有规律性的差别 ; 2 c0 m深处的夏季平均土温大致相当于夏季平均气温加 2
.

2 ℃
,

冬季平均土

温大致相当于冬季平均气温加 2
.

8 ℃ ;
由于 2 c0 m深处的冬夏季土温之差比 5 c0 m 深处大 3 ℃左

右
,

因此可 由 20
c m 深处的冬夏季土温之差再减去 3 ℃ ,

即换算得 5 c0 m 深处的冬夏季土温之

差
。

用上述方法推算结果
,

福建除中山以外的广大地区
,

冬夏季土温之差均大于 5 ℃ ,

南亚

热带地区年平均土温多》 22 ℃ ,

属
“

高热
”

土温状况
,

中亚热带地区年平均土温多 < 22 ℃ ,

属
“

热性
”
土温状况

,

但有交错现象
,

例如属南亚热带的福清
、

长乐
、

闽候等地出现
“

热性
”
土温

状况
,

而属中亚热带的永定
、

尤溪
、

沙县和永安等地
,

则为
“

高热
”
土温状况

。

仍 福建省气象局 编
,

福建省各县气候资料 ( 1 9 5 1一 1马8 0年 )
,

1 9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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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

我们就完成了营养元素在植被系统各分室间循环的数量关系计算
,

从而可以勾绘

出营养元素的循环图 (见图 1 )
,

借以形象地表示元素的循环过程 2[, 遵
,
“ 〕

。

以上提供的计算营养元素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循环和流动的数量关系的方法
,

有助人们了

解各循环途径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所起作用的相对大小
,

和评价生态系统的功能特点
。

营养

物质循环的研究
,

是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受到许多学科领域中研究人员 的重视
,

在

上壤学研究
,

尤其是在土壤发生
、

成土过程和土壤地球化学研究中
,

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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