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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土被特点的初步研究

赵 决 建

(安徽省桐城市土肥站 桐城 2 3 14 0 1 )

摘 要

桐城地貌类型可分为
: 山区

、

岗地区
、

冲积平原区三大类型
。

山区土维组合
:

单元土区平均面积 953
.

5 7亩
,

分割度以较复杂为多
,

土旗各级分类数 25
,

对比系数 3
.

22
,

突变单元土区界线占 90
.

3%
,

单元土 区邻位数 2
.

1 ;

岗地区土壤组合
:

单元土区平均面积 4 54
.

31 亩
,

分割度以较简单为多
,

土壤各级分类数 24
,

对比系数 5
.

06
,

突变

单元土区界线占 69
.

0%
,

单元土区邻位数 2
.

9 ;平原区土城组合
:
单元土区平均面积 17 14

.

26 亩
.

分创度以极简

单为多
,

土壤各级分类数 13
,

对比系数 9
.

37
,

显变单元土区界线占 6 3
.

3 %
,

单元土区邻位数 1
.

6
。

关健词 土壤组合 ;单元土区 ;分割度 ;对比系数 ;邻位关系

桐城市海拔最高的山地达 10“ 米
,

最低处只有 9 米
。

地貌类型可分为
:
山区 (属大别山南

麓
,

地面组成物质主要为花岗岩
、

花岗片麻岩等酸性岩
,

占本区面积 95
.

9% )
,

岗地 区 (地面组

成物质主要为下蜀系黄土
,

占本区面积 87
.

5 % )冲积平原区 (地面组成物质主要为河流冲积

物
,

占本区面积 98
.

1% )三大类型
。

为了给予农业区划
、

土地资源评价
、

土地规划
、

土被演变和土壤生态系统研究提供科学依

据
,

特按地貌类型和成土母质分布状况
,

选择有代表性的山区酸性岩母质土壤组合 (以下简称

山区土壤组合 )
、

岗地区的下蜀系黄土母质土壤组合 (以下简称岗地区土壤组合 )和平原区河流

冲积物母质土壤组合 (以下简称平原土壤组合 )
,

探讨三种地貌类型区土壤分布的各种模式
。

1 不同土壤组合单元土区的平均面积

单元土区的平均面积 (把土种一级分类单元在自然界所占据的空间作为单元土区来探

讨 )
,

山区土壤组合为 953
.

57 亩
,

岗地 区土壤组合为 4 54
.

31 亩
,

平原区土壤组合为 17 14
.

26

亩
。

平原土壤组合 > 山区土壤组合 > 岗地区土壤组合
,

说明地形对单元 山区的平均面积影响

较大
,

地势平缓单元土区平均面积大
。

2 不同土壤组合的分割度

单元土区的形状是不规则的
,

同真正的圆形相比较
,

则出现一个不规则程度
。

根据 K p =

5/ 3
.

5 4勺仄 ( s = 单元土区的边长
,

A = 单元土区面积 )公式 [` 1计算出不同土壤组合的分割度 (表

1)
,

山区土壤组合分割度以较复杂为多
,

岗地区土壤组合以较简单为多
,

平原区土壤组合以极

简单为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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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土坡组合分创度( % )

土鲤组合类型
极复杂

>5
.

5

复 杂

3 7 一 5
.

5

较复杂

2
.

3 一 3
.

7

较筒单

1
.

7 一 2
.

3

简 单

1
.

3 一 1
.

7

极简单

1 <
.

3

山区土壤组合

岗地区土壤结合

平原区土壤结合

15
.

8

1
.

7

3 1
.

9

18
.

6

2 2
.

4

4 0
.

7

15
.

9

3 0
。

5

3 1
,

2

9
.

7

6
.

8

月片内」,̀
.
1l05

,
口月、ù叮曰1ù,̀,̀

3 不同土壤组合各级分类的总数

各种土壤组合虽然成土母质单纯
,

但各

级分类单元总数有差异
,

山区土壤组合 > 岗

地区土壤组合 > 平原区土壤组合 (表 2 )
。

因

此可以认为地形对土壤定向发育起了一定的

作用
,

地形起伏大
,

发育的土壤类型多
。

表 2 不同土坡组合各级分类数

土壤组合类别 土类数 亚类数 土属数 土种数 合 计

山区土壤组合

岗地区土壤组合

平原区土奥组合

3 5 8 9 2 5

4 不同土壤组合的对比系数

将单元土区按生产性能的差异
,

分 6 级进行评定 (级别数越大土壤生产性能愈好 )
,

不同平

价级别乘以相应面积比例 ( % )之和
,

再除以简化系数 60
,

即得土壤组合对比系数 (K 二 ( ax + b y

+ cz ) / 6的 z[]
。

据计算
,

山区土壤组合对比系数为 3
.

22
,

岗地 区为 5
.

06
,

平原区为 9
.

37
。

土壤

组合对比系数与这三个不同地区的人 口密度呈直线正相关
, r = 0

.

99 7。 , ’ 。

人类活动对土壤

生产性能影响较大
。

反之
,

土壤组合对比系数的大小也影响农业人口定居的密度
。

5 不同土壤组合的单元土区界线特点
不同单元土区构成的组合发生界线特点问题分为三类

: 即突变
,

界线明显
,

单元土区更替

距离不超过 10 米 ;显变
,

单元土区更替距离 10 一 40 米 ;渐变
,

界线不明显
,

单元土区更替的距

离超过 40 米s[]
。

经调查考察统计
,

山区土壤组合中的单元土区界线突变占 90
.

3 %
,

显变占

1
.

2 %
,

渐变占 8
.

5 % ;岗地区土壤组合中的单元土区界线突变占 69
.

9 % 卜显夔占 20
.

0 %
,

渐变

占 11
.

0 % ;平原区土壤组合中的单元土区界线突变占 8
.

7 %
,

显变占 63
.

3%
,

渐变占 28
.

0%
。

6 单元土区邻位关系

邻位关系的质量指标是
:
由土种一级分类单元构成的单元土区边界为 10 0

,

而相邻单元土

区的共有边界则是其中的一部分 (即百分比 )
,

某一成分与另一成分共同边界越长
,

百分比越

大
,

在发生上的联系越紧密
。

山区土壤组合各土种与薄层麻石黄棕壤 (该土种为淋溶土纲
、

黄棕壤亚类
、

麻石黄棕壤土

属 )之间联系最紧密
,

岗地区土壤组合土种 (除马肝土田
,

该土种为人为土纲
,

淹育型水稻土亚

类
,

淹育马肝田土属 )与上位粘盘黄棕壤 (该土种为淋溶土纲
、

粘盘黄棕壤亚类
、

粘盘黄棕壤土

属 )联系最紧密
,

平原区土壤组合各土种与沙泥田 (该土种为人为土纲
,

漪育型水稻土亚类
,

沙

泥田土属 )联系最紧密 (表 3 )
。

表明桐城土壤在发生上与这些自然土壤密切相关
。

加权平均单元土区邻位数 (单元土区与其它土种共界的单元土区数 ) :
山区土壤组合为

2
.

1 (最高为 8)
,

平原区土壤组合 1
.

6( 最高的为 6)
,

岗地区土壤组合为 2
.

9( 最高的为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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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土壤组合邻位组成特点

土壤
土 名

名称
(复 区 )

毗邻土壤共界比例 (% )

土名

编号
91 0

1 9
.

3

2 5
.

1 5
.

1 1 7
.

8 8
。

58
.

4

2
.

7 9
.

0 9
.

7 6
.

0 592 4尸J,
口

连j
.̀呜

,
汀之JRù

、 .J内j尸J月勺月ō,且川65扔797667

.25 4

8
.

7 3
.

9

8
.

4

0
.

3

4叹
úùb12

山地麻石棕壤

黄棕壤性麻石土

黄棕壤性长石土

薄层麻石黄棕壤

麻石黄棕壤

砾质麻石黄棕土

麻沙泥田

表潜麻沙泥田

青麻沙泥 田

2
.

0

2
.

1 0
.

7

1030一67
ē入ù八丫

土山区壤组合

沙泥土

沙泥田

下位沙层沙泥田

上位沙层沙泥田

表潜沙泥田

表潜下位沙层沙泥田

青沙泥田

6
.

4

9
.

9 5 0
.

3 2 5
.

8 19
.

8 9
.

0 4
.

2

9 5

8 6

8 0

6
.

3 5 9

5 8

5
.

0

8
.

9

7
.

5

八U
`
岭哎é

上位粘盘黄棕壤

马肝土

马肝土 田

马肝泥田

下位粘盘马肝泥田

上位粘盘马肝泥田

表潜马肝泥田

黄白泥田

没白土田

青马肝田

3 8
.

2

6
.

0

户J
ù
卜ùó /

平原区土壤组合

6
.

5 1 5
.

3

1 2
.

9

4
。

4o.7.136

2 5 9 2

3

4 4 7
.

5

5 63
.

4

6 2 1
.

0

7 47 5

8 3 9
.

6

9 4 1
.

8

1 0 43
.

2

1 3
.

9

0
.

2
.

5 3
.

2

17
.

7

8
.

0

6 1
.

认

18
,

5 14

34
`

9

2
.

9

12
.

3 2 5
.

5

1 7
.

8 6

2
.

3 3 1
.

9

4 1
.

2

2 4
.

7

4 1
。

2

6
.

8

峨八二̀矛b

…
内̀产七,̀0

。

5

1
.

U

4
.

5

1 6
.

6

7 9

1
.

9

5
.

6

12
.

4 0
.

4

24
.

8 4
.

7

岗地区土壤组合

7 小结

1
,

不同地形和成土母质对土被发育有明显的影响
。

山区土壤组合的分割度高 ; 岗地土壤

组合单元土区的邻位数最多 ;平原区土壤组合的对 比系数最大
,

渐变的土壤界线所占比例较

大
。

2
,

影响土壤分类单元数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地形引起的土壤定向发育 ;人为活动对土壤

组合的生产性能产生影响
,

人口密度大
,

土壤组合的生产力高
,

反之
,

土壤对 比系数的大小又影

响农业人口的定居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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