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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制图中的应用

以红攘生态站土攘详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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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 究所 )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所 )

土壤分类是土壤调查制图的基础
。

应用土壤分类进行土壤调查制图却是对土壤分类进行

验证
、

修正
、

补充使之更趋完善的过程
。

一
、

土壤分类单元与土壤制图单元的相互关系

土壤分类单元是指由某些具有某几种特性相似的单个土体所组成的群体
,

亦称聚合土体
,

它是系统分类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
。

因此
,

土壤分类单元是以其有无某几种特性而划 分 的
,

其边界常常是落在一种或多种成土因素 (如气候
、

母质
,

生物有机体
,

成土年龄
,

以及主要

影响到土壤水分状况的地形等 ) 有显著差异之处 ; 虽然这种边界并不总是截然变化的
,

有时

候甚至是渐变的
,

渐变的幅度或 以米汁
,

或以公里计山
。

测制土壤详图时
,

有可能直接应用土壤分类单元作为土 壤制图单元
。

而编制土壤概图时
,

则往往是把在某一 自然地理景观或地形单元内所存在的各种土壤单元进行概括
,

并以其最主

要的土壤名称命名和构成制图单元明
。

这种制图单元的边界常与自然地理景观或地 形 单 元

的界限相一致
。

因此
,

一个土壤制图单元往往不是只含一种土壤分类单元
,

而是二种或更多

土壤分类单元所构成的
。

例如在一个称为典型红壤的土壤制图单元内
,

实际上除典型红壤外
,

还可能含有草甸土壤
,

耕种红壤
,

红壤性土
,

甚至紫色土
,

水稻土等土壤在内
,

只不过这些

土壤分类单元所占的面积比典型红 壤小
,

或者小得很多
,

在制图概括时被省略而已
。

以往的某些土壤分类
,

由于对土壤本身的特性与成土因素空间变异的关系研究不够
,

常

以数量不多的典型剖面土壤形成过程与自然景观或地形单元的联系性推断土壤类型
,

这样划

分的土壤分类单元
,

实 际上与上述土壤制图单元相类同尔
。

如果应用这种土壤分类单元与土

壤制图单元混同的土壤分类进行土 壤详测
,

则所制的土壤详图
,

就很难确切反映客观存在的

土壤类型情况
,

从而影响土壤图的实际应用价值
。

例如
,

我们详测的中国科学院红壤生
」

态实

验站
,

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附近
,

地处我国中亚热带地区
,

气候温热多雨
,

干湿季节较为明显
。

地质地形上为第四纪红土低丘
,

起伏和缓
,

坡度不大
,

但因位置偏离都阳湖盆
,

红土层厚度

不大
,

加上原有森林植被破坏后
,

地面受长期侵蚀切割
,

下伏的红砂页岩地层常有出露
,

增

加了成土母质的变异性
。

按照上面混同的土壤分类
,

该实验站较高级土壤分类单元可能只有

红壤和水稻土两个土类
,

红壤中只有典型红壤
,

草甸红壤
,

耕种红壤
,

及 红 壤 性 土 4 个亚

类 ; 水稻土中有黄泥 田 (地表水型水稻土 )
,

湖泥田 ( 良水型水稻土 )及油格田 ( 地下水型水稻

土 ) 3 个亚类 〔 3〕如果仔细观察研究土壤特性及其与各种成土因素空间变异尔关系
,

按照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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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系统分 炎( 耳的 ) i亥实验站高级 卜峨分类 单元旬
!

归斤口
`

}初行 卜
、

伙硅 侣 卜
、

铁错 }几
、

及

潮湿 上成 广 l几纲
。

初仃
_

l :指向无 B层发育邝土壤
,

包拈不饱和薄坛 }:
,

小饱和半旧寸 l: 紫色

粗竹
_

卜
。

及 不饱和红色土 理 个亚类
;

铁硅铝 L指具有铁硅铝 B 层的土坟 侧 活贫寸洲否黄棕壤
.

表蚀一 贫盐琴负棕 努、
、

潮
一

贫盐从黄棕找
、

一带水一 贫盐基黄棕琅
、

阱淀关林叭
一

拼淀 潮黄

棕壤
、

拼淀一洋水黄棕攘
、

普通准红壤
、

粘淀难红壤
、

滞水难红攘
、

拼淀对随 I 坟
、

拼淀一滞

水准红壤 ] 2个亚 龙
;

铁铝
_

L指且 了f铁铝 B 斌的 卜壤
、

仑三括普通红效
、

粘淀红 叹
、

潮夕〔尽
、 、

拼

淀红壤 通个亚类
:

潮沉上指其有常潮侃或潮祝 或人为过潮湿土壤水分状况
.

(几友个一米深

度的范闹内有潜汀 )
:

{成斑纹特初的 卜饭
,

〔二括淡潮 上 i电育水稻 }
一

沙通水们汀 卜
,

潜水稻

卜卜补亚类曰 』。 ;
尸心亚类都汗有共

一

与
_

} 攘 发
`
卜

、

成 上囚索相土汰奈的 诊断 ): 沙玩i全断千与寸
一

仁 生冬体

定义在所测制仔
’
八 0 0() !几址详图说明中另 汀陈述

。

二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二稿 )应用于土壤制 图的可能性

一个 二
L壤分类系统能否应用于土壤调查制图

,

取决于该分类系统的分类 单元 址否具 们 `

制图恒
。

如呆一 i’.
一

!: 壤分类系统中的分类单后卜
`

异限不能在一定比例 J泛的 L攘卜} !几勾 绘 出

来
,

则 i亥 !
_

址分炎系统使无应用价位
。

`
!

.

卜卜卜 J襄系统分类中的高级土壤分类 单
_

J以 包括 土纲
、

亚纲
、

}
_

炎
、 、

!!
·

尤 ) 匀足
_

以 肠龙特

定的诊断层或探儿种诊断特性而划分的
。

这些诊断层或诊断特性与上壤发生相联系
, `

已们是

过去和现在成土作 J}j及成土 }域索的综合表视
。

如前所述
,

根据这些诊断层或诊断特性 的
一

有无

所划分的土壤分类单元
。

其边界总是落在一种或多种成土 kIJ 素 有显
一

著差异之处
,

只 要我们仔

细观察研究 (包括野外和实验室 ) 调查范川内土壤特性及其
一

与件种成土囚素空问变斤的关系
,

就不难把所 划分 邝土壤分类单元在一定 比例尺的土壤图 卜勾绘出来
。

即这个分类 具 l’J 可制图

性
,

也就能应月j于土壤制图
。

举例而言
,

红壤生态实验站内的初育上的形成是与 土壤受严重浸蚀冲刷 后使 毋质或
`

}介风

化毋岩裸搽地表相联系
,

尚无土壤音」面层次发育 ,

因此
。

它分布在侵蚀严 该的 丘 }咙顶部或陡

坡地上
。

铁硅铝
_

犯的形成与成土物质受侵蚀影响
、

成土时间短以及 产娜; 针几化强度较弱等情况

有关
。

虽然游离厂。 2
0

。
含从均 ) 2 %

,

或游离 F e :
O

。

/全厂。 2
0

。

比值乡 0
.

10
,

但川公 :lJ 襄E C E
-

C /粘粒比率却》 0
.

1 8 0 或玉热可降至 。
.

12 。~ 一 0
.

1 79 之 间 但 51 0
。

/ A l
:

O 分
一

j七率仍 ) 2
.

理
。

它

分布在地表较为破碎
、

红土为红砂页宕风化物交错存在
。 :戈受明显刹蚀的红 曰孔陵池

_

匕 铁

铝土的形成与地表相对稳定
,

红土毋质居厚度较大
,

成
_

日讨同悠久
,

京铁铝化程度较强情 况

相联系
。

B居
_

仁壤 E C E C /粘粒比率在 0
.

12 0一。
。

1 79 之问
,

S 心
:

/ A l
:

O
。
分子率 2

。 厂

,

!川此
,

它分布在地友比较完整
,

红 卜层较厚的丘陵地上
。

潮湿
_

创沟形成则与其份地 厂水成 已竹 ; 升

水影响或人为修筑梯田
,

灌溉种稻
,

耕作施肥相联系
。

多分布在错水库周围低阶地
,

丘间沟

谷地
,

或丘陵坡麓与谷坡相毗连之处
。

_
_

仁述铁硅铝土
,

根据反映其富铁铝化程度特性的差异划分为黄棕壤和准红镶二个 卜类
,

二者的成土因素也显然不同
。

黄棕壤是地表受强烈侵蚀
,

第 },功纪红土层全部流失
,

山红砂页

岩风化物或坡积物直接发育的土壤
,

富铁铝化程度低
,

B层
_

L壤 E C E C / 粘粒比 率 ) 0
.

2 5 0
,

51 0
:

/ A 1
2

O
。

分子率 》 2
.

注
,

分
.

布在坡度较陡的丘坡或第四纪红土受产 电剥蚀的缓坡 以及 丘陵

沟谷下切的斜坡面少
。

准红壤是 由残余第四纪红土与红砂负岩风化物棍杂母质或受剥蚀尚保

持一定厚度连片的第 四纪红 }J 寸质发育的铁硅铝 }几 官铁铝化程度比 前 行高
,

13层 E C E C /粘粒

比率在 0
.

1 8 0一 。
.

抓。之间 SI U :

/ A 1
2 0 。

分 于率
·

、

2
.

几
飞

或 E C E C /粘粒比率降至
, `

.

论。一 0
.

1 7 9

1 5 0



之间
,

5 10
2

/ A 1
2
O

3

分子率 》 2
.

4
。

分布在第四纪红土层不厚
,

但地表尚较完整
,

坡度较缓的

丘陵地上
。

所以
,

这些具有不同特性的土壤分类单元虽然处于相同的气侯条件下
,

但其它的成土因

素有所不同
,

使我们有可能在一定比例尺的土壤图上
,

根据成土因素的差异勾绘出各 自的边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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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水土保持措施强度的预报设想

水土保持措施的强度
,

与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可能有着密切关系
。

这

就是说
,

首先要根据要求和可能定出该地区的土壤容许流失量 T值
。

然后
,

按照 U R L E在假

定 C P = l 时
,

计算出土壤的最大流失量 A m a x 。

依 A m a x 计算出必须的植被覆盖因子 C
`

和保

持措施因子 P
产

的综合数值图
,

为

C
,

P
` =

`

f / A m a x = T / R K L S ( 2 )

例如
,

当
厂

I
’

= 5 0 0吨 / (公里
“ ·

年 )时
,

C
`

P
产 = 2

.

2 32 / R K L S
。

)村C
`

P
`

综合数值图减去由卫星

遥感数据处理获得的 C因子值和 P因子值的乘积图
,

则可获得供预报保持措施强度用 的△ C P

差值图
,

为△ C P 二 C
`

P
` 一 C P ; 凡是△ C P图出现为负值或零信的象元

,

则不需采取保持措施

之处
; 而凡是为正值的象元

,

为水土流严重的危险区
,

则需加强保持措施
。

△ C P的正数值愈

大
,

则说明保持措施的强度越大
,

不仅需要乔灌草的生物措施
,

以减少 C 因子值
,

且还需增

加工程措施
,

才能达到使土壤流失量小于 T 的值的要求
。

显然
,

这种保持措施强度的全面预

报
,

极有利于水土流失治理规划的制订
、

落实和修改
。

总之
,

随着遥感数据处理与 U S L E 的结合
,

实现预测预报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

必将促进

水土流失调查制图与水土保持两项工作的密切联系
,

大改已往重查轻治或只治不查
,

顾此失

彼之局面
,

使水土流失的危害得以防治或减小到最低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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