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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要 a 4 

ABARLANG LOT ECE EM, NEO ER N 
EEA ME EAT A + RAE, ASD RRM BA tT Hy 避 
SL, 士 壤 利 用 的 规划 奥 报 告 编 富 等 。 田 PF REACT IEA Se 
成 因素 , WES HO AEA. ee 
资料 收集 的 方法 , Mea 
和 步 从 事 土壤 工作 者 有 所 参考 。 
AAT SNR, 举例 画 量 用 本 国 和 材料 。 因 考虑 到 客观 

要 ,手册 内 容 及 附录 尽量 详细 , 可 供 从 事 士 壤 农业 、 宁 业 工 作者 参考 。 

y We j ev ’ 1 A * ee Oi iy Fe e's PRP ORR AR oo 
€ . ¥ ‘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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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Ls ten My Veh he a ee LY PY i: Ue OF gh Bai y 让 “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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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9 

maa ELI he Fees re ae 

(—)AAWRPEASAY ee sith iendiirihinsifedichin als ahetohdaiian iad <a 

oe Pe (Pee RAI TOM IMS ee NO sey ety a 

1, RET Leet 1 
2. EAE i ‘toe 

3, 参考 资料 的 收集 这 
4, POAERRAOALME : aS 

8 AER AR | : ae 

= ESI MDE Fe Wat (gusta pe SR ay MARL Satta 10 
Ca 

MA: —) SAY UTR A SORTS OO Le ayeednainin 10. ea 

1, EES} HORI AEH: | ‘he 
2. 1-H Fa ARETE : 
3. IZA PARE ee 

4, ASR AYRE SEHE Gu: | “s 
ef ie, ES BURL ‘ae 
(二 ) 自 然 秆 物 寿 会 的 先 罕 与 筷 直 iden Si ie didi ceca i calcia ack ones powcou'ed Pit 4 *y 

a 1, BENE 。 eg 
2. ARE — eS 7 a 
8, BREE Si O MN: a 

es 桓 物 标本 的 记载 wide me 
1S: DSRS LORIE HT SE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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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R tn EA BF 
2， 上 土壤 母 贤 与 岩石 
3 成 土 峡 质 的 特性 
4 成 土 母 质 的 田间 利 别 法 

(四 ) 闻 形 和 排水 情 渴 和 ee se cesecevecces teevevseves 86 

1. HOIFN BEM R 

2. 地 形 的 类 别 

3, 土壤 水 分 和 王 壤 排水 

( 五 Le He 7) LEREAN BS Sv evedes cee nepeus vce cdvie ecules Ge 人 全 让 44 

1. - SEMI REA BZA ac kk 

2, 土壤 性 质 的 时 外 测定 

3. 土壤 层次 的 狗 定 和 命名 
(六 ) 土 壤 利 用 及 侵 合 ; ASRS eax ee sent eaudaetaraaenee 67 

EE fal 4) BU A: ee 芭 79 

(一 ) 路 远 土 壤 图 的 调 葵 方法 

(二 ) 各 种 土壤 概 图 的 测 委 方法 

三) 土壤 棋 图 .示例 图 、 土 坊 话 图 测 坚 方法 

(四 ) 方 格 章 量 卉 到 土 琉 话 图 方法 

(Fz) Fl) Fs AA I es 

Bl 2 Es ase HY SR PE) AS ET BEB eee tee eee 91 
(一 ) 国 车 农场 和 荒地 土壤 勘测 规划 的 重要 性 
(二 ) 国 营 农 场 的 类 型 .特点 及 规划 的 主要 会 据 
(三 ) 国 营 农 场 和 荒地 土壤 的 期 测 和 规划 

希 查 奏 料 的 整理 和 报告 的 编写 ……… oon sss matdbalea igs wane 106 ar 

(—) 土壤 标本 的 分 析 工 作 tie 

(=) SHEE 



pale 
(OU) aes Pe 

(A) ERAGE AR BMS 
ne 

1. 莓 联 土壤 习 查 比例 尺 的 大 小 和 人 农业 方面 各 个 措施 的 特点 个 量 
土壤 和 地 形 的 复杂 性 的 关 傈 
土壤 昼 查 记载 去 
。 芹 用 中 国土 壤 分 类 系 芒 
.土壤 理化 性 质 田 间 测 定 法 
.中 国 各 主要 土 天 上 常见 的 植物 名 录 
. 植物 因 营 养分 缺乏 而 引起 的 病 象 
.简易 测量 本 
， 主 要 矿物 岩石 识别 法 
.各 种 水 土 保 持 方 法 及 保 土 植物 种 类 

10。 野 外 常用 仅 器 使 用 法 
11， 单位 换算 卖 

GD 印 愉 史 吨 必 有 WY 



om 4 we 明 

1. 33%--LSESSAE FH, FB 1953 年 3 A Aaa, 党 年 底 完 成 初稿 。 

- 因 担 任 握 辑 人 员 低 攻 习 碍 任务 , FHA AO SL AR BE EH aE 
FR, 内 经 局 部 修改 ,但 祖 积 仍 不 够 恕 密 。 

2 本 书 是 集体 的 入 车 ,取材 比较 广泛 ， EAU AED 
土壤 分 类 田间 土壤 理化 性 质 测定 、 各 土 类 常见 植物 名 录 . 测 量 方法 、 野外 
记载 卖 等 项 ,都 分 别 饮 入 附录 中 , 以 增加 参考 资料 。 

3. 本 书 的 取材 除 在 各 章 、 各 和 节 中 分 别 诗 明 参考 文献 外 ,其 他 多 根据 
VAC Rees H, RAC ANGE A MII 
源 。 

4 第 四 ̀ 五 章 材料 傈 摘 娃 自 蓝 多 南 尼 科 夫 所 车“ 士 壤 导 查 及 到 图 "一 
书 , 第 一 .二 章 亦 有 小 部 分 材料 由 读书 取材 组 纵 在 全 书 中 。 因 篇 辑 在 起 画 
AR ZR, 需 季 省 时 间 计 , DUAR RAs AR See Se Re 
写 。 

5, ABER OA RCH DOH TT ATES SP BER, 
SAVE EL, MT REMI ACEIE. ARETE IDE. 
(Es SEERA AS ERE, Ts RG TH» 以便 再 版 时 更 正 。 

6. ABA GALAGA, MPI, LAR RI 
7. SPS RE ER, BRAS BUR EL 

BEM ALEMAE BOR AL MRR PSS 
收集 资料 等 工作 , SUNT BER RA. SRO Wee 
家 洪 同志 供给 较 近 的 土壤 物理 分 析 法 , 均 此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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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让 —s i 

Dit Fr 

HD ALA RA, RE TE TSE EIDE, AO RE RHP 
ROHR. RA IES ZSA EE ME, Teh BG ae 
SEN AN AE A ROSSA BEEF, ACTA Be TR A BY 
EIA EM, (SRA EEE , RAAT, HR 
RP ASE VERN EO RR. 

3 SPEEA BAY EE, PYRE ME TS BY BS 
PRY AEE, WAAR, tk — APOE SAN BPE 
地 的 利用 和 国营 农场 的 规划 。 

需 了 提高 土壤 肥力 和 夫 加 单位 面积 产量 , 必须 探 用 各 种 不 同 的 措施 ， 
例如 利用 植物 和 微生物 的 方法 ,利用 楼 械 耕 作 , 创造 送 宜 土壤 水 分 和 空气 
状 驶 的 农业 物理 方法 ,改善 土壤 中 植物 营养 休 件 的 盎 业 化 学 方法 ,和 很 本 
改 丢 不 利 欠 农业 生产 的 自然 休 件 的 土壤 改良 方法 。 
垮 了 完成 遭 些 任务 , 必须 有 大 量 工作 人 员 人 掌握 土壤 届 查 多 图 和 土壤 

分 析 的 科学 方法 , 因此 , 在 二 年 前 ,中国 科 单 院 土壤 研究 所 提出 了 入 印 “上 
副 炙 查 手册 ?着 9 土壤 分 析 法 ”的 任务 , 以 求 满足 目前 的 需要 。 “土壤 分 析 
法 "已 经 入 就 出 版 , 芷 且 正 在 收集 读者 的 意见 和 新 的 资料 , 准备 修改 寡 充 。 
“土壤 疆 查 手册 是 入 者 们 根据 自己 的 工作 径 验 ,参考 苏联 的 调查 人 移 图 方 
法 ,分 工 合作 的 集体 篇 车 。 由 帮 佐 加 过 项 工作 的 同志 们 忙 认 辆 家 建设 上 
的 弱 查 研究 任务 , 所 以 过 本 书 的 出 版 略 还 了 一 些 。 

篇 印 “ 土 壤 导 查 手册 ”的 目的 , ELE HE ie BL DT AEA 
AWSS, SAFUIMANAE SSH, 包括 戎 土壤 习 查 工作 的 准备 事项 、 

由 主 季 概 测 和 话 测 的 方法 .土壤 形成 环境 的 观察 方法 和 内 容 、 遗 择 土壤 剖面 
了 机 赛 地 点 和 剖面 记载 的 方法 , 以 及 土壤 爸 轿 ek een pape 

SEAS vn HE AC Hey HB a HE IE SG BS 
RA LANE IEE, EA A HES 
chi 1 eae PASS ee, DL EAE eA th EE 

® fs 



的 需要 。 就 是 科 音 十 壤 习 查 的 人 , 老 能 掌握 它 的 基本 方法 ,也 可 以 有 休 件 
Se TIA ALES. (IE eS AY, SAE EE 
缺点 , 例如 中 国土 壤 分 类 、 土 壤 质 地 分 类 、 土 壤 颜 色 标准 .土壤 豆 图 规格 等 
傈 未 能 具体 肯定 下 来 ,尤其 是 在 如 何 使 十 壤 亚 查 和 父 图 能 够 更 好 地 需 类 
业 生 产 服务 方面 ,我 们 的 研究 和 径 验 膛 不 够 多 ,今后 必须 发 挥 创造 精神 ， 
在 实际 工作 中 努力 加 以 解决 。 

科学 研究 是 需要 实事 求 是 的 , 科学 理 论 和 方法 的 评价 必须 经 通 生 产 
实践 的 考验 ,过 本 手册 也 不 是 例外 ,而 是 等 待 着 读者 们 的 集体 叔 花 , 不 断 
的 修正 , 以 期 过 到 高 度 的 科学 水 平和 吃 有 的 实际 利用 价值 。 

Bee 
1955 #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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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h BAY ee 

(一 ) +e 
土壤 弱 查 是 研究 士 壤 的 基本 方法 ,在 实地 新 察 中 膀 解 土壤 的 性 态 及 

其 与 生物 及 其 他 自然 成 土 因 子 如 气候 、 地 形 、 成 十 物质 、 成 士 时 间 等 和 土 
下 利用 情况 的 关 傈 。 所 以 在 科学 理论 方面 , 土壤 习 查 是 要 明 脐 土壤 形成 
发 展 和 演变 的 过 程 直 掌握 土壤 在 自然 植物 且 落 和 讲 种 过 程 的 影响 下 , 土 

“下 肥 力 沟 化 的 规律 。 在 实用 方面 是 机 解决 旺 当前 农林 数 生 产 建 设 有 天 的 

各 种 二 下 问 题 , 需 土 地 合理 利用 、 提 高 土壤 肥力 和 长 还 性 改造 自然 工作 建 
DFE WE. AL, 土壤 习 查 是 研究 土壤 科 施 的 基本 方法 , 同时 也 是 解决 实际 

土壤 于 题 的 主要 措施 之 一 。 

王 直 地 理 与 余力 学 的 研究 是 齿 不 开 土 壤 翻 查 工作 的 , 遭 种 科学 是 俄 

国土 下 学 家 杜康 查 耶 夫 所 创立 下 由 苏联 土壤 户 家 普 拉 索 洛 夫 等 予以 发 展 

的 。 主 要 是 把 土壤 作 包 独立 的 目 然 体 和 生产 手段 来 研究 ,站 注意 各 年 自 

然 环境 和 人 篇 人 条件, 对 土壤 生成 发 展 的 关 傈 , 更 进一步 用 生物 ,物理 、 化 学 

等 方法 来 研究 土壤 的 人 性质。 因此, 对 土壤 形态 上 所 反映 的 现象 逐渐 多 得 

了 深入 的 正确 如 肉 。 夷 联 俐 大 的 土壤 学 家 威廉 斯 院士 诺 用 辩 称 唯物 论 的 

Tits 从 生产 里 际 出 发 , 把 土壤 看 需 不 断 发 展 的 自然 体 来 研究 , 确立 了 土 

” 搂 科 学 的 生物 路 神 , 站 根据 你 联 很 多 土壤 学 家 实地 炙 查 研究 的 精 果 , 更 进 

行 了 深入 的 试验 研究 ,创造 了 土壤 坊 一 形成 学 说 与 草 田 耕 作 制 , 各 不仅 是 

科学 理论 得 到 了 提高 ,同时 在 雁 联 的 农 烤 生 产 上 起 了 很 大 的 作用 。 上 面 

已 经 通明 了 土壤 届 查 在 土壤 科学 理论 ee a ee 
将 和 过 项 工作 的 主要 目的 分 述 如 下 : 

1) 估计 国家 的 土壤 生产 力 , 以 需 社 会 主义 农 潜 建设 设计 规划 的 傅 
所 ,以 完成 全 国 各 种 土壤 图 坑 主 要 目标 ; 

(2) 需 研 究 土壤 生成 过 程 与 土壤 分 类 的 基本 工作 ; 



(3) 需 国 家 进行 大 规模 改造 自然 的 基本 工作 , Plan A Diem Bb AF BR 
立 , 草原 地 区 的 造林 , 乾 旱 地 区 及 蜡 厌 十 的 灌溉 与 改良 , 砂 丘 的 固定 与 利 
用 等 ,都 须 首 先进 行 土壤 垃 查 研 究 芋 人 彼 成 各 种 比例 尺 的 土壤 图 ; 

(4) 坊 了 开发 利用 荒地 ,必须 进行 于 壤 习 查 研究 ; 
(5) 需 了 河流 流域 治理 规划 时 需要 先后 进行 概 测 和 详 测 兹 测 到 土 下 

图 , 作 坟 规划 的 依据 ; 
(6) 发 展 国营 农场 . 集 苯 农 莫 ,都 须 首先 进行 土壤 与 植被 的 详 测 , 作 

PRT oe HEFT SOLE RA RR 

(7) B52 PEPER HN, GE As BR AOR, eRe 
HOE hI AGS, RRM ie RY eae 

(8) EGF ASK FRR Ek PBST, AOE 
Br el FE; 

SLATES HK HUA OSE SE EE BS ep BES ES ea 
KEE EEE SHAE AES ES, RE 
PEGI. HUSA RE EN, A AES HOSE Fe 

(=) ”野外 调查 的 淮 备 事项 
1. FET AA 

FE T Bede 19 A AENSS RR, FS 5c REE ME TT i OL VE FE IES 

必要 的 。 准 俏 工 作 越 充 分 ,任务 就 完成 得 越 快 和 越 好 。 但 是 不 同 地 区 和 

不 同 的 目的 及 要 求 , 所 需要 的 工具 、 仅 促 等 也 略 有 不 同 。 人 

wit re SAI AE Fa: 

FA, 一 般 的 必 需 用 中 oA 

(1) +Hedi#racde Ace BE HERE, PK, 利用 情况 及 

RANA IEE B DEM HOB Pe BE HUT BR, a 侵 鲁 状况 ， 

Me Tae FET 

(2) Bitsgase FAD Sie i Be, Be ARR RAL 

Di hb be REE SG (DA 12 色 或 24 ee RSE). 

~ 

(3) SHVHIee FAVE HRCA, (ese eB 



ee 

SPAS Bitte, DU YRS 6 
(4) 铬 稻 仅 或 指南 针 FALSLWMSEE Ty fie, MARRIES Se AU ae TA) A 

SR 
(5) 4-988 WAS SENT ENA AN, AREAS 1 ok, 8 

”要 观察 更 大 深度 , AR ARE, RA. (A 

笃 需 宜 , 查 上 每 5 EK ABE, 以 便 记 载 所 探 土屋 深度 。 必 要 时 亦 可 用 

圆 简 式 取 土 饮 , 以 探 取 不 大 被 扰动 的 柱状 标本 。 

(6) Sage AERP HASSE FOR ee, 控 气 土 坑 用 , 以 平底 

SERS‘. 

(7) 5K 7P, DU Ar, PIE Be Te FPR AR EE 

(8) -GHfER FAD SEE, 一 般 长 度 2 米 的 最 合用 。 

(9) 锁 笔 小 刀 及 橡皮 “记载 田野 枫 察 情况 及 烷 图 时 用 ,以 硬 和 钢笔 坊 

合用 (一 般 2 吾 -5H)。 

(10) 5-12 KAGE ”用 以 观察 土壤 和 组织、 土壤 及 岩石 中 的 矿物 和 

HK, DASE | 

(11) fie PR BE Sw, Abe Lee AERIS. 

(12) 指示 剂 ” 测 定 土壤 pH 值 用 。. 

(13) (cea HUSA PERERA. 

(14) AARRSA WEAKER 

(15) rita mB (K3Fe(ON)Jiae Wet SERA. 

(16) FIG RIB = aba BAS ESE, 

(17) /) Dea. ASR FL ERA. 

QZ. PUA 

(1) SPP RARE (18x5x2 厘米 ) BBE REA 

(2) 标本 布袋 ” 探 集 分 析 研 究 的 土壤 标本 用 , 一 般 大 小 需 可 装 1-5 
公斤 的 标本 。 

(3) FBR (15 x10x5 厘米 ) 上 装 不 被 摄 动 的 和 含 天 然 瀑 度 的 原状 标 
Ax, PEAKS} RSET , 

\ > fa 



ee) ee oe 
到 . . 

(4) Auk eee 
(5) HERR BERR RETA EE 
(6) FATE (7 x 4 EK, 在 长 3 时 4 厚 米 间 打 孔 , DU) 又 在 

布袋 标本 上 , 用 作 记 载 剖 面 号 码 、 深 度 、 探 集 地 点 、 探 人 混 人 等 。 
7) 整 段 标本 木 盒 (100x20x8 JK) «= PRR BR BAS A, 如 用 

腰 粘 方法 则 须 准 储 整 段 标本 木板 布袋 (100x20 厘米 ) 及 阿拉 伯爵 。 
(8) (57) (SEA AA. 
(9) WAS ARKE.STSt SEAR, 
(10) AREA HE FERC TEES | BLAMES 
(11) 背包 及 图 夹 “ 装 置 习 查 用 具 及 图 件 用 。 
(12) 防 雨 布 “ 保 访 标 本 用 具 及 图 表 用 。 

两 . 野外 测定 土壤 理化 性 质 航 器 
(1) SHUG Ri SUSE IES SHE PRT LAR ES 

mica) (BF SEBS ERDO) 
(2) SECS Wes RES EL RDY). 
(3) 水 分 测定 器 ”测定 土壤 水 分 。 
(4) 国 粒 分析 器 ”测定 土司 围 粒 的 里 量 ( 详 见 附录 四 )。 
(5) 透水 性 测定 器 “可 用 本 手册 所 介 铭 的 方法 ,或 用 技 比 庄 厅 奇 透 
水 性 测定 恬 , 或 用 CUEIITEO 管 亦 可 。 

丁 . 生活 及 特殊 用 品 
(1) 医药 箱 及 药品 “就 所 到 地 区 不 同 的 情况 适当 准备 。 
(2) 行军 床 . 蚊 由 ， 在 人 口 稀少 地 区 及 夏季 工作 时 特别 需 用 。 
(3) WEE ZERE REDE HD ee ER RE 
(4) ZT ABER ZEA DED ENAE A ALG eae 
(5) MOU FBRES- ZELLER ARSE 
(6) 雨衣 或 雨伞 水壶 等 。 

戊 。 测 更 地 形 图 及 土壤 图 用 品 
(1) 小 平板 一 副 。 
(2) 测 坡 器 ( 手 水 准 )。 

se 4. 



Pees 

(3) sr wes. 
(4) = ARR. RA MABE OK IESC. SSE OS, 
(5) 气压 玫 DU BEATER 2 BK 5 AK, WUE PREE—ARAS 2,000 

一 5,000 AR, (ARAN EH As BE OF 

ae tp 

(6) GRFERRE JUSTE. 
(7) PUER HO EES 
2. SANE 
SP ae Le Ae SF EE, DA a A BE 

TEAS BES ROR A , SoM AY ERAN SE BRAY J: SE th BEAR Te. 
SAREE FT DLS a AE, 1 YL BR Eh 
FPL —-FOBETS ZS —, ee REO BET OS 一 至 五 十 
草 分 之 一 ,因此 出 发 前 的 准 储 底 图 工作 上 也 因 需 要 咯 有 不 同 , 一 般 需 要 的 
是 一 世 到 五 莫 分 之 一 地 形 图。 效 简 略 分 述 如 下 : 

(1) 自行 测定 底 图 的 淮 备 ”进行 土壤 详 测 和 路 穆 概 测 时 , TEE 
缺少 底 图 而 自行 浏 侈 底 图 。 坑 节省 时 间 计 , 最 好 配备 测 量 人 员 与 上 述 测 量 
Rees, STU ZEHS + BE ? 

(2) WEEDS ECHO CREAT Bas Fe 

(7A, EOLA. BREDA: GG) EW; (Gi) Ba 

AG. BS SFT BO AS, TDL A Es 
Se Ss A AAs, OBS AA 

3. 参考 资料 的 收集 
保 怀 野外 工作 做 好 须 研究 上 解 工作 地 区 已 有 的 资料 , 如 用 已 有 的 : 

DAMA (DAA, 以 查看 其 植物 特征 ; (iii) WEEE, ESB 
六 重 屯 导 、 地 质 构造 .岩石 种 类 ; (iv) PEEL. 注重 栽 二 植 物 和 产量 , 农 
PRE, 施肥 方法 和 耕作 虱 惯 等 ; (v) 地 形 及 地 文 资料 , 熟悉 其 山川 、 
PRA RR: (vi) AR, HOLE. i. EL HE RE 
ARERR. SESE Le 5 RE, WE EEA 
我 们 出 发 前 研究 参考 , 那 就 对 完成 任务 一 定 有 所 攻 助 。 

4, Jaane 



信 了 密切 配合 当前 大 规模 的 径 湾 建设 归 进 一 步 进行 改造 大 自然 的 工 
CE, RAEI Te SE ET TRS WY 
究 。 因 此 , A RETINAS Ss = A LATTE RS HL Be 
律 性 的 形式 有 所 不 同 , BLOF UALR RTE, 充分 发 挥 集 体 的 效 
能 。 另 一 方面 , 需 了 土壤 科学 理论 和 生产 建设 的 需要 ;也 有 土壤 工作 者 章 
独 组 积 的 土壤 粥 查 除 , 过 种 习 查 除 也 必须 很 据 弱 查 目的 和 要 求 ,合理 的 租 
i+ AEE HI AWS CHE. 

(1) RSPEI ERTL HERR SEME RS RT I EE 
aE, 在 进行 大 规模 改造 自然 四 较 重 要 的 经济 建设 的 祖 合 性 勤 查 工作 
b WARIS VENA BS, (SEX LEA A, HOARE Se 
SUH RAY AE Fe FE ARAB LAE, SIA BS 
少 , 视 工 作 的 需要 而 决定 , ABET eS A Hw An EE A 
MME, 共同 租 成 稼 合 性 的 工作 除 。 过 种 大 规模 综合 除 的 组 成 须 有 
充分 的 准备 工作 , 由 富有 烃 验 的 专家 与 能 担任 政治 思想 领 章 的 行政 人 员 
(EGR, 牙 请 各 考 面 专家 及 管理 事务 .会计 .医务 等 人 员 租 成 工作 委员 会 ， 
PETS RRA ERR, 站 制定 工作 方法 .工作 制度 等 。 工 作 委 员 会 的 大 - 
员 须 进行 初步 期 罕 工 作 , 膀 解 工作 地 的 概况 ,东经 多 次 讨论 及 根据 工作 任 
务 和 具体 倩 驶 , 以 礁 定 工作 除 的 具体 工作 计划 。 然 后 再 按 工作 的 需要 中 
A BSCS, 租 成 若干 工作 小 除 与 工作 小 组 , 芷 确定 各 工作 小 队 的 任务 : 
工作 地 点 和 需要 的 全 器 .用 具 、 交 通 工具 及 辅助 人 员 的 准备 工作 。 在 工作 
REA, 须 作 动员 报告 , 明确 工作 任务 ,以 鼓励 工作 数 情 ,消除 思想 顾 
上 处, 同时 也 应 分 别 报 告 有 关 工 作 方 法 及 工作 制度 等 问题 , 苹 写 成 文件 分 发 
RA, 使 他 们 仔细 学 避 诗 论 落 提出 修正 的 意见 。 如 此 可 使 每 一 工作 大 
员 充 分 膀 解 工作 任务 和 方法 时 制度 , 除 对 本 门 工作 任务 和 方法 了 解 外 , ab 
BY BARE SBE ES Pn we, 以 便 在 工作 中 容易 做 到 有 机 的 结合 ,更 可 发 挥 集 
体 的 创造 性 。 烃 过 且 案 讨论 与 修改 后 的 工作 方法 与 制度 , BS RI 
接受 。 

在 规模 过 大 的 工作 除 中 , FS HE LR, 时 当地 的 合 峻 相 
结合 , BRAN BiB. RE RRA Be, 以 得 到 他 
直人 



pho es 
‘4,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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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MI) BECOME TRB HE. hE, AER 
RAR PEM, 其 他 事务 .会 计 .伙食 .通讯 及 医疗 等 工作 最 好 有 要 
ASHE, A BORIDES HER ELIS, in ROR 
Wie 5 A rhe A oy aA, KASS AE, CETERA TCR ESE BA 

PAC SEESASHEE. VERS A BO FST, (ie a: — PF 

BATA BSL 30—40 人 坊 宜 , 芷 可 分 需 3 一 5 个 工作 组, 每 阻 除 包括 正 、 副 

PAE, EAA BN SAE ASE He. WU. AWE KC ARK ERE BA 

MAB. DEAR BURCH RS ORC, 例如 已 有 详细 地 
形 贺 的 地 区 ,不 需 浏 量 就 可 以 土壤 地质、 植物 、. 农 潜 等 人 员 需 主 ; on BI 
工作 需要 进行 测量 与 规划 , 就 需 加 强 测量 人 员 。 东 适当 地 配合 土壤 .植物 
及 农林 等 人 员 ， 担 任 组 长 或 队长 的 人 员 , WCE SESE, 对 工作 必须 
2, 使 各 项 工作 的 进行 能 有 机 弛 联系 起 来 。 至 共 设 计 规 划 及 检查 
工作 的 人 员 , 可 由 工作 队 的 领队 人 员 或 专职 人 员 负 责 。 

工作 中 需要 订 出 作息 时 间 和 工作 的 蔓 报 与 检查 制度 , 范 及 时 整理 妓 
WAITS TUR En MER eR BT EEE SE, 都 须 
THAME, URE EE LIER SE A, 
fi ALGER BETTS, AH EZ RSS BRE, HE 
行 计 花 , EER. Tee EE F PEER. ARE 2K, 
APTA HEBE EC BREN APACHE AEE AAS, TS PRA 
RK, MCAT DSHS, MMRDA ROAB 
SEAT RAT UR BR EME THER Ke, SERA FRA ES ERE 
Ave GRATE ETE, BURA RASH a , ARR 
BEE Ah FREE. 

粮 除 部 须 经 常 派 中 专家 或 行政 人 员 至 各 路 检 查 工 作 , BR ER 
表格 , 至 各 除 进 行 检查 后 , 对 工作 质量 及 发 现 的 错误 焦 可 能 用 准 稚 的 数字 

— Fe, 及 时 提出 改正 意见 交工 作 除 插 行 ,必要 时 亦 可 名 集 工作 人 员 共 同 商 

刘 以 解决 问题 。 检 查 中 革 工 作 中 的 优点 及 新 创作 的 方法 , MCP SE, 
TAR ERAT DSHS aE ARE 

We bite BASES 7 Ta ALERT, Bi RRA SOAS Oe Pee 
© 7 © 



重要 环节。 | 
(2) +-BESSRGRATHL HHH ee FS AAd ESR, 23 

Pe ETE ACAI AB TA i 3 LEME ET ERED LE UL ERR 
(i) +S ART EVRA: 
需 了 完成 全 国 及 某 一 区 域 的 土壤 普查 工作 及 某 一 重点 区 域 的 土壤 概 

测 与 详 测 , 都 须 分 别 组 成 土壤 工作 除 , 进行 赤 查 研究 。 寺 种 土壤 工作 队 的 
EL AS RAST Ve TS SAE, 偿 可 能 的 有 植物 .地 理 及 农 汪 
人 员 做 加 。 如 有 无 此 项 人 员 时 , 须 由 土壤 人 员 分 别 委任 此 项 工作 , 所 以 一 个 
CIRM RE DASE ADE, SEERA, HAMA AEE 
BPMN BEELER, SR SR 
Ky RRB AD FRE St AK ERS PA RPE, FESS 
tb ESS SIS FE LSE FE EEE 

| FRB SEE TA EE EE EE, EDT SER 
Ree Ay DA SE REAS A EES ERS, EPO Sn HOPG PETE 
HERE B, BS Lt) RRR. TERE HE EE 
务 , PALA EE A RB, BESET A BGR, 1 Ae 
LINN EE. UI AREA TR LS SY, ie LT SEB 
BREE, EBT, DRE. Sa 
PUA SIIRE AR, BR — ANWR REALE, 
TENEST HH FSS. F BSS, BE EEN, 请 领导 机 关 协 助 解决 。 

在 工作 和 进行 中 , 普查 工作 队 亦 可 酌 分 小 组 分 途 前 进 , 定期 会 合 , 如 是 
可 使 工作 和 浊 展 迅速 。 有 计划 的 普查 工作 可 按 地 区 篇 成 中 型 的 工作 队 , 再 
ASEM RSS SE BEETLE, ME EVE th GEER BT OE, HS 
Ay EBLE REAR, DUS A RBS 

(ii) 土壤 详 测 工 作 队 的 组 积 : 

过 是 此 一 个 工作 队 , 在 一 定时 间 内 须 完成 小 区 域 的 详 测 工 作 。 如 对 
oS ST OL A LI TERA 
ITAA DUDS LES ANETT ASEPTIC EL, ATLA LR 
FEES TA eI AES A SERRA A BA, HLR2O—3O A HAD, 

* 8 e ; ‘ 

a a ae 



EPA BRITE AB SERB TE A EA. SPE 
TALI 7 RAEN, SERRA PR LA Oe 
BESS RTC, HORMONE EI. NSPS 

| PO ABET TICES Rs — SE IY eB Sc vo TY 

BB MES ery ALT, 过 种 中 型 工作 除 租 积 的 主要 优点 是 能 发 挥 集体 ， 
工作 的 效能 , 分 工 明确 , 工作 进展 迅速 , 便 认 检查 工作 与 改进 方法 。 

5、 上 土壤 图 比例 尺 的 规定 
过 去 我 国 对 土壤 工作 缺乏 长 期 的 计划 性 , 对 结合 实际 应 用 的 工作 也 
做 得 很 少 , 已 发 卖 的 和 实地 习 查 的 土壤 图 , 大 部 分 需 土 壤 的 测 图 及 土壤 概 
男 , 如 全 国土 壤 图 俊 出 版 一 千 万 分 之 一 及 七 百 五 十 万 分 之 一 两 种 , 更 有 籍 
成 二 千 三 百草 分 之 一 的 (如 中 国 分 省 地 图 所 附 )。 其 他 区 域 性 土壤 图 的 比 

例 尺 芷 铺 明 礁 规定 ,已 有 土壤 图 的 比例 尺 约 有 1 :1 250, 000( 如 广东 中 部 

王 带 概 图 , 见 “二 壤 专 报 " 第 6 号 ),1: 1,000,009 (如 四 川 省 土壤 概 图 , 见 
“+ eae He” Bi 24 号),1: 2,500,000( 如 中 国 西北 部 土壤 概 图 , 见 “土壤 专 
载 ?第 12 HE), 1: 400,000( 如 陕 北 及 江苏 人 台北 等 四 县 土壤 图 , 见 专 季 第 28 
号 ),1: 2;00],000( 如 山东 斑 建 江西 等 省 土壤 概 图 ),1: 200,000( 如 福建 ， 
江西 的 区 域 土壤 图 ),1: 250, 000( 广 西柳 江 县 土壤 概 图 , 见 “ 士 于 专 报 ?第 
20 号 ),1: 150,000 (如 山西 大 同 区 土壤 概 图 , 见 “ 土 壤 专 报 ? 第 5 号 )， 

12150, 000( 四 川 成 华 区 士 壤 要 图 , 见 “ 士 壤 专 报 ” 第 23 号 ),1:100, 000(4n 
广 束 蚤 建 等 分 县 土壤 图 ),1: 50,000( 如 定 县 土壤 图 , 见 “ 士 壤 专 报 ?13 号 ) 
等 各 种 小 区 域 的 土壤 详 图 , 所 探 用 的 比例 尺 以 一 万 分 之 一 及 五 千 分 之 一 
的 坊 最 大 ,但 大 部 均 未 出 版 。 由 此 可 见 , 我 国 对 共 各 种 土壤 图 的 比例 尺 未 

| AERA SE, 因此 出 版 的 土壤 图 比例 尺 大 小 不 一 致 ,而 作 图 的 内 容 详 略 也 

不 一 致 。 由 从 近年 来 土壤 工作 逐渐 走向 计划 性 ,各 种 士 壤 图 的 比例 尺 也 
载 一 致 , 例如 全 国土 坊 图 以 完成 三 百 万 分 之 一 的 稿 尺 需 目 标 , 将 来 进一步 

可 测 锡 一 下 世 分 之 一 的 比例 尺 。 大 区 域 的 土壤 概 图 比例 尺 以 1:500,0J0 
© JA: 200, 000 Wes er, 小 区 域 的 土壤 概 图 多 测 殖 1: 100,000 及 1:50,000 

的 比例 尺 。 关 故国 营 农 场 及 林 帮 居 查 的 土壤 图 

例 尺 ,试验 声 的 土壤 图 

% Vl) HK 110,000 的 线 
SUE 1:5,000 RARER, He BOA otal 

« Cie 



且 逐 渐 一 臻 化。 但 有 些 干 副 详 图 因 eb Ie i, 就 显得 土壤 界限 寅 
A, 所 以 过 种 土 吉 图 就 可 舱 成 1: 20,000 或 1:50,090 的 在 例 尺 , DRA 

力 和 箔 张 的 浪费 。 

今后 必须 根据 实际 经 验 , 就 测 驱 土 坟 图 的 目的 和 土壤 分 伤 的 繁 简 傅 

形 , 具体 振 定 在 全 国土 壤 会 议 中 订 出 测 昌 各 种 土 坟 轩 比例 尺 的 标准 。 目 

前 可 葛 时 规定 . 坑 一 般 农 场 和 农田 水 利 等 的 规划 设计 所 用 的 主 盐 详 图 

比例 尺 需 171;, 009 到 1/50,00],， 荒 地 和 一 般 普 查 所 用 的 土壤 图 比例 尺 塌 
1/50,0)0 到 1/502;000， 分 省 或 大 区 域 需 1/30),000 Fi 171,090, 009, 

中 国 全 国土 壤 图 需 1/3, 000,000 到 1/t0,000,000, 但 各 种 二 起 图 比例 尺 

的 大 小 只 根据 对 土壤 图 的 目的 和 要 求 和 土壤 及 所 炙 查 节 区 地 形 的 特点 ， 

在 以 上 规定 的 和 范围 内 加 以 确定 。 

=. 土壤 田间 研究 方法 

(一 ) “ 土 于 的 田间 珊 察 及 标本 探 集 法 
1, 土壤 分 仿 的 规律 性 
大 自然 中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土地 ,如 平原 . 汀 谷 . 起 伏 的 匈 陵 以 及 守 稀 起 
伏 的 山地 。 在 过 些 山地 上 , 纺 是 生长 着 种 关 蒙 多 的 自然 植物 及 大 类 所 种 
HAAS RAR. BER en ee eo, SEH ESE BH, RAS 

ALES HOHE, HE Ms Se ALA, 依据 一 定 的 自然 法 则 在 发 
SIBLE. FUPIMET AEs, 就 是 首先 要 将 过 些 释 化 多 端 、 
BIER ELEY I ALAA : 

土壤 在 自然 界 分 估 有 一 定 的 规律 性 , 土壤 分 伤 受 它 周 围 休 件 的 影响 ， 
BE nA EEE EES. AWE EY EB 
风化 程度 的 不 同 , tls SA BEE A GSE CE tS ET BBB 
个 规律 ,人 需 的 力量 对 及 土壤 生成 释 化 和 分 伤 也 起 落 很 大 的 作用 。 

我 们 在 人 释 化 较 大 的 地 区 , 可 以 看 到 山 岗 上 是 森林 , 平地 上 是 草原 或 ， 
农田 , 在 过 些 不 同 的 地 形 内 , KP IRE PPE, 可 看 到 不 同 的 植 
物 和 利用 情况 。 假 若 我 们 把 土壤 结合 过 些 情 况 来 好 好 的 观察 ,就 可 能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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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土 壤 的 性 质 是 随 过 些 休 件 的 网 忱 而 有 所 不 同 的 。 邵 使 在 很 平坦 的 地 名 
上 ,如 天 平原 中 , 籽 可 看 到 土壤 经 常 在 变化 落 , 它 所 能 生长 的 植物 也 不 同 。 
所 以 当 我 们 在 观察 土壤 变化 时 , 先 更 观察 它 周围 环境 的 因素 , 凡是 足以 影 
净土 壤 释 化 的 一 些 因素 ,都 得 加 以 考虑 , PR An LK ON SU 

” 竺 全 来 研究 。 详 组 观 察 土壤 的 情况 , 考虑 它 的 发 育 规律 和 生成 休 件 .肥沃 
情况 , 牙 估 计 其 生产 力 、 合 理 利 用 的 具体 措施 。 

因此 在 桥 察 土壤 时 , 必须 研究 引起 土壤 释 园 的 自然 因素 和 人 人 坑 休 件 ， 
HEI HOT EL, SSS OE AA OS, SEAN 
土壤 砚 罕 同时 进行 。 

2、 上 土壤 的 自然 剖面 形状 
需 了 确定 土壤 的 生成 及 其 对 骨 灶 生产 的 特性 , 当 我 们 进行 观察 时 , 如 

只 在 土壤 表面 抓 一 把 土 看 看 , 很 不 易 看 出 它 释 化 的 规律 性 来 , 枫 察 土壤 时 
要 用 剖面 的 观察 来 代替 只 看 表土 的 丛 导 。 土 壤 痢 面 是 包括 由 地 雪 到 峡 质 
的 土壤 整体 , 就 是 把 在 地 平面 的 土壤 上 警 一 个 洞 或 利用 天 然 露 头 由 表面 
垂直 地 往 下 观察 ,各 个 发 育 土屋 也 就 是 由 地 表 看 到 下 面 去 的 一 个 狭 切 面 ， 

观察 的 深 贱 当然 是 看 当地 的 具体 情况 ,特别 是 土 层 的 厚薄 而 定 。 如 在 四 
AREER EHD L, 只 有 20 一 30 厘米 的 土 层 下 面 就 是 岩 导 , 那 麻 我 们 看 到 
Sik; 如 西北 黄土 原 地 上 土壤 层次 很 厚 ,我 们 就 要 看 得 深 些 。 在 一 
MABE, RIED 1 一 2 米 , 因 坑 一 般 作 物 的 通常 活动 及 吸收 善 分 ,都 
是 在 和 革 些 范 围 内 和 进行 的 。 但 如 震 进 行 森林 的 贡 查 时 另 i 枫 察 的 土 硅 厚 度 
要 加 厚 一 些 , 可 过 2 一 3 米 ,甚至 要 考虑 它 下 面 的 岩层 的 特性 , ABR 
FORE ALE A RAVE, MAS, WEAR Ke, BR 
PRBE BULA IE Ey 

自然 的 土壤 剖面 变化 是 繁复 的 , PSE ERE PRE Re, 
找 册 各 主导 相互 的 关 任 。 比 如 在 森林 下 面 的 生 草 灰 化 土 才 面 是 落 药 慎 ， 
以 下 就 是 腐 殖 化 的 黑 蜡 土 导 ,次 需 淡 色 的 灰 化 慎 , 再 下 垮 矿物 成 分 坊 主 的 
泪 研 层 。: 在 草原 植物 下 的 黑土 , 黑 蜡 色 的 腐殖质 很 厚 , 其 下 坑 矿 物质 土 
层 , 有 的 具有 俩 积 局 ( 图 1 )。 耕 有 作 土壤 常 因 耕作 而 破坏 了 天 然 植被 , 怖 人 
志 的 村 作 过 程 所 控制 ,引起 士 情 发 育 的 从 化 各 地 情形 站 不 完全 相同 ,而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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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s 

Bl 新 疆 昭 琵 墨 土 的 自然 剖面 

化 较 大 的 如 水 稻 土 , 因 受 灌溉 水 的 影响 , 因 水 分 经 常 在 土壤 中 引起 沟 轴 ， 
可 使 土壤 因 氧 化 还 原 的 情况 不 同 , 进 私 矿物 成 分 的 沟 化 ,在 剖面 中 会 引起 
BA HOSE, BASSE PE Fi eh ES A. 

3. AAAS rh oe BASES | 
AES PRAS ASSESS HH OE RY, Be PRE FTE HOE BE 

Ase, BRT MEAL, SERIE Oe CEH LB RE a ， 
AS. SRM ASE MAES Ee ALAR, Neat PS 
BOSSE: EPIC EREER BE LAUT, BI SSeS HE TRS, FRR 
察 地 点 详细 记载 下 来 , HUDDLE, 不 同 的 予以 分 开 , RAL eH Jn DL 
区 别 。 作 野外 工作 最 重要 是 使 能 够 设法 掌握 自己 已 进行 过 观察 的 现 锭 及 
规律 性 , AE LAE TRS, TSEC bee th BSR 
ESET ER CEN LE MERCER HELE PTT RI GB TT 
Bi. FEARS AR LSE LT AR WBE TEA A PE 
FAT OU fi GEAR (fl 2 )。 3 

ZEA CAST AY FEZ TB LD PSE 
相互 天 傈 , PA AR a LT SR, 以 及 其 本 因素 如 母爱 
- 12. 



图 2 ”土壤 分 优 的 情况 : 在 不 同 的 地 劳 上 油 然 
分 念 有 三 种 以 上 不 同 的 土壤 , Se = aa 

和 利用 情况 等 ,都 加 以 控 洞 详 条 察 东 探 取 标 本 , 准备 进一步 分 析 研 帘 。 
除了 代 去 剖面 外 , 倚 须 进行 检查 剖面 和 对 照 剖面 的 枫 察 , 前 者 的 目的 是 坑 
了 进一步 识 识 土壤 的 主要 特性 和 它 的 稳定 性 及 其 释 化 程度 ,也 是 决定 士 
Esp Mi ERASER: 后 考 是 饥 了 研究 土壤 分 佑 变化 规律 , 修 定 土壤 分 作 
界限， 坑 了 节省 时 间 起 见 , LT LB a, 只 要 迷 到 主要 特征 的 深度 
序 可 , Al FA LSE TT ARAL BE, 
39-5 RENE LHS ALN, NEC IRAE He Chie 

PRIA, TET BERT PS OE BERRY ATE HEE EAE 4 
“FARIA BENV EER. PADUA ACERS AES 就 不 能 代表 
SEAT LH LSS, LIES ANTENA T I, 而 且 得 不 到 正确 的 
材料 。 

利用 这 种 材料 所 坑 父 的 土壤 图 , BEAL ERE, the SHE IE RENO 
摊 作 出 正确 的 千 论 。 

， 需 了 要 去 过 出 土壤 的 特征 , 土壤 学 家 在 挖掘 土壤 剖面 前 必须 仔 炎 研 
究 所 延 掘 剖面 的 地 段 , 确定 其 地 形 . 植 物 和 其 他 成 十 因素 的 一 致 程度 。 

如 读 地 段 平 坦 ,植物 也 完全 一 样 , 那 讲 研究 这 地 息 上 的 土壤 前 面 和 决 
1i3 。 



EWE PERSE, 只 控 一 个 代表 剖面 就 链 了 。 如 果 也 是 同样 的 平原 ， 
但 面积 很 大 , 例如 在 广 上 的 分 水 高 地 或 河流 平原 的 台地 上 , £3 TE 
以 指明 土壤 的 同一 性 或 生成 上 某 些 特性 的 演化 , 则 必须 控 埠 个 代表 剖面 
和 检查 剖面 ,不仅 在 一 个 地 形 区 内 , 甚至 在 一 个 地 形 部 分 内 RS DR 
rhb thE ES AY I 

”在 此 情形 下 , ERATE TSE AE A Ee 
HOI Leia poe Ea , Ue BH He AS ad en HE 4 SB 
Ase SEE F Cn KS) EEE A Td 9 

MIE: BORER Ae OLE — BA 
A, RATA E OBR, BU PRDKA LAR RL 
微笑 出 的 平坦 地 ; WELSH LR RA I, 7 
种 情况 下 ,不同 深 度 和 不 同 大 小 的 低地 和 高 地 ,都 要 挑 扬 竺 壤 省 面 。 

出 可 坡地 特别 是 沟谷 分 割 的 坡地 上 的 土壤 最 入 复 厅 , 在 过 楼 坡地 上 ， 
党 垂直 从 沟 谷 的 乏 上 必须 控 掘 克 个 不 同 深度 的 剖面 , MERRIE 7K 
巅 上 和 不 同 坡地 上 土 下 特性 .山沟 谷 间 实 窦 不 同 的 陡 壁 上 的 土 坷 性 质 和 
平坦 低地 实 而 天 睹 的 河谷 土壤 特征 的 不 同 。 如 果 沟 谷 的 满 坡 很 甚 , IB we 
分 别 滑 垂直 帮 沟 谷 的 上 下 游 必须 观察 兹 个 剖面 ,在 某 些 情况 下 还 必须 党 
着 秽 切 浅 谷 中 间 栈 切 梨 上 观察 土壤 剖面 。 

ee A Se TEA ADEE ASE, MELEE ANGE DEUS AS BUTE TOR, DR 
ZL MELIT . HERBIE Be, TUTE AS ad ESE, FEE HE 
EV ERR Sie (FERAL FSR). UES PRR AREAS 
AML AA BRAY FLAS Be. 4S Bh TE 7S, 2 EFT 
MA. wih LAC PSA BENS, A LRA PRE A 

Scalia, LUUIREZE WIL LHW Hb Hy Oh ER ES IA Le 
Beg Eat yale be AB SER, 其 目的 是 研究 土壤 在 自然 成 主因 子 作用 

FTES ENO. ROUGE aT RECEDES cc HO Re EEE LI 
Secu, 7EBEAD LASER Me, MEER. 二 

需 了 研究 土壤 在 人 类 径 济 活动 影 兄 下 所 发 生 的 构 法 SEP Ta I ZE 
土壤 母 质 情 况 .地 劳 水 分 情况 等 都 相同 而 只 是 人 类 夺 它 的 作用 方法 或 作 
”14 。 



Bry 

FAME ASIRIAS ABS LARHEGT. aR UVES Hs ae, Me 
BEML AKAD. Ai RS he Eee eT. 

EERIE PER ANSE es LR RE, MELE RKIN PEL BS 
PPAR TA PEE FH a EH 1 , BAS EE EE A RN 

。 所 有 剖面 的 成 士 休 件 都 相同 (地 形 、 寸 壤 峡 质 、 地 下 水 等 ), 则 遭 些 剖面 的 
。 研究 就 给 我 们 一 幅 在 砍伐 森林 和 讲 克 的 影 乡下 , 土壤 释 园 的 清楚 图 画 。 

在 研究 灌溉 及 其 他 土壤 改良 和 嚼 业 技 术 措 施 对 土壤 的 影 乡 时 , 仍 须 

* 用 大 似 的 方法 滤 择 剖面 地 点 , 同时 咯 包 括 有 受 任何 措施 年 限 不 等 的 土壤 。 
研究 村 地 土壤 的 特 狂 及 其 在 各 种 农业 技术 和 土壤 改良 措施 影响 下 释 办 的 
特征 ,在 提高 土壤 肥力 方面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在 进行 土壤 弱 查 时 , 土壤 剖 
ATE, 必须 是 使 我 们 能 够 查 明 惧 实 的 博 况 , 能 够 研究 和 确定 卡 女 地 和 
耕地 土 直 在 土壤 图 上 的 界限 。 

实际 上 过 一 点 很 容易 作 到 , ABW Hee: ATTRA, Bi fa), BE 
DATE. ASR A — FA Wee ke) .草原 等 的 

FPL ALPS: Se, AI EI A ES ee 
了 一 段 时 间 , WE Ee, 

当 番 查 屯 段 的 于吉 因 受 人 类 农业 活动 的 影 乡 而 有 显著 狂 化 时 , 则 应 
PEASE LAUER HG, 例如 因 谎 流 而 释 化 的 土壤 、 施 用 大 量 取 料 的 

ASE eA aR EE Fe 
4, SAHRA IESE Us 

3 APRA, KGAA ROARS, NDE RAY bh BA, 以 便 
PRR PSEA, SER in EE: 
f (1) ARERR api HERE ACIP 4 
: (2) Zee LATE PESENY AE; 

(3) 在 土壤 生成 及 分 类 上 有 特殊 意义 的 土壤 ; 
(4) 有 关 题 不 能 解决 须 在 午 验 室 进 行 分 析 的 土壤 。 

， 探 集 分 析 用 的 土壤 标本 , 以 避 择 位 置 适 中 的 地 点 ,站 须 掘 洞 分 层 探 
HR, 嘻 避 免 在 受 捍 动 的 路 旁 剖面 及 接近 道路 .村 落 、 建 生物 附近 探 取 。 

探 集 土壤 标示 的 步 层 是 在 决定 地 点 加 以 控 洞 , 先 由 表土 由 下 而 上 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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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导 次 ,度量 深度 , 站 记载 各 士 夺 的 特性 及 其 相宜 关 傈 , 而 后 进行 标本 的 
探 集 。 如 治 有 显明 剖面 释 化 的 土壤 ,也 要 将 才 土 . 心 土 . 底 土 部 分 别 探 集 ; 

有 题 明 剖 面 发 育 的 土壤 , 就 根据 它 的 质地 色泽、 构造 .新 生体 等 剖面 发 育 
_ 特征 ,分 层 记 载 。 不 能 不 顾 发 生 土 导 而 机 械 地 规定 各 司 的 深度 ,楼 根据 发 
HE PRAMAS A ELA BEST 
探 集 标本 时 , BEL 4- FEE PTA LI 再 依次 由 下 而 上 地 探 集 

ARR, AREAS, WRAL FADER, RAS OE ER EF 
一 情 上 , DUBE, RAPER. PRUE LES JER BoP 
取 土 ; WAAR TENA), ABST. PRL 
本 的 数量 随 其 用 途 和 目的 而 决定 , 一 般 情况 是 : 

(1) MARMARA, I RUA. MABE 
BIG, 分 成 小 格 , RG RAE SE FT BG, HSE 
底 土 后 分 厨 装 入。 
(2) 如 作 分 析 用 的 土壤 ,一般 以 布 终 分 夺 盛 之 , 数量 也 随 将 来 用 途 而 、 
决定 。 通 常 作 一 般 例 行 分 析 不 作 特 殊 研 究 的 土壤 , 每 个 标本 重 约 一 斤 左 
Ais 如 作 研 究 标本 , 可 在 四 、 五 厅 以 上 。 

(3) 如 作 盆 栽 或 其 他 栽 才 用 的 土壤 , 须 依 所 需 大 量 探 集 。 
(4) 如 作 士 坊 水 分 或 围 粒 构 造 等 物理 分 析 , RAE BUI, 探 取 标 本 一 

HL FRA ASE (EVER BY GR OT) BE BB SE TE 
ST VET AAMAS, 或 者 需 教 育 普及 的 陈列 用 时 , PT PEE 

标本 。 整 段 标 本 就 是 取 回 自然 土壤 齐 面 , 序 从 才 士 直到 底 土 的 一 个 整 幅 。 
当然 探 取 的 方法 艺 不 一 致 ,中 国 科学 院 土壤 研究 所 所 探 取 的 方法 有 二 : 
《用 定 要 的 木 箱 (100x25x8 厘米 ), 先 把 二 下 章 面 在 厚 地 切 成 箱子 大 小 ， 
将 箱子 套 大 和 后, 由 表土 以 致 底 土 顺序 地 切 下 , 再 将 土 卖 加 以 修饰 , 使 新 的 
主 面 露出 站 仅 量 保持 原形 。 但 过 种 标本 很 厚 , PERE, KEIRA 
人 6) 用 阿拉 伯爵 加 水 深化 ,将 土壤 剖面 修平 整 ,用 刷子 刷 上 腰 水 ,重复 刷 上 
WK, BEE RE, 将 淮 信 好 的 一 块 白布 及 木板 附 粘 亨 面 上 , 4 EFL 
隙 申 充 满 腿 水 后 , 将 白布 先 灶 在 土壤 剖面 上 , 再 圣 木 板 粘 白 布 上 , Fa BRS 

“小心 地 把 土壤 锌 下 , 过 时 薄 计 的 土壤 色 粘 少 的 木板 上 ,如 果 有 没有 粘 好 的 
© 17 



地 方 再 修理 完整 ,部 成 薄 薄 的 轻便 的 整 段 剖面 标本 ,但 在 运输 途中 ， rye . 

小 心 , DASE. 

5. 土壤 界限 划分 的 决定 
在 自然 界 中, 土 下 分 佑 是 有 一 定 的 规律 的 , 遭 个 地 理 分 仿 规 律 是 与 土 

始 形 成 规律 和 它 与 形成 因素 的 相互 关联 , ASS) ES SE SE HR + 
分 个 规律 和 划分 土壤 界限 的 目的 , 首先 要 进行 一 系列 的 剖面 矣 察 研 究 , 二 
玉 特 隆 和 释 化 情况 及 其 对 成 士 的 因素 一 定 关 傈 。 如 果 我 们 掌握 了 土壤 形 
成 与 外 界 环境 的 相互 关 傈 , 我 们 就 易 辨 别 土壤 的 分 界 入 在 那个 地 方 。 

例如 冲积 台地 上 的 土壤 是 受 河流 影 玫 的 冲积 土 , 而 冲积 土壤 分 售 的 

和 范围 也 只 在 河流 冲积 物 所 能 到 尖 的 地 区 , wh BE ASAE SY tp BUS Te ej 
去 。 我 们 也 可 明晰 的 看 出 , 只 要 河流 冲积 物 影 纯 不 到 的 地 区 , ee ERE RE 
迎 然 不 同 。 得 榜 看 来 , 河流 洪水 到 过 的 度 是 一 个 土壤 分 界 烷 。 又 如 在 第 

WA dk FAS, ASRS IS, ZEKE LAR bY 
HRECSA, AE A ERIE LE Le, 7 
石 不 同 土壤 的 发 育 阶段 和 性 质 也 有 区别 。 

在 山地 上 的 土壤 常 因 峡 - 崇 种 类 不 同 而 释 黑 , 因此 土壤 峡 质 也 是 指示 

土壤 界限 标 蒜 法 之 一 。 植 物 的 生长 是 旺 土壤 性 质 有 密切 关 傈 , en Et 

上 就 生长 厨 哺 植 物 , 因 此 植物 也 是 土壤 界限 的 区 分 标 读 。 地 形 的 沟 化 奥 
母 质 植物 地 下 水 和 利用 情况 都 有 密切 的 关 傈 , 因此 它 对 士 壤 分 优 的 影 沁 
也 很 大 。 关 用 各 种 地 形 上 上 土 下 剖 面 的 灵 化 情形 的 举例 有 如 图 8 所 示 。 

(=) 自然 植物 社会 的 观察 与 记载 

植物 是 土 起 形成 的 因素 之 一 , 阁 有 植物 的 地 方 也 就 没有 土壤 。 主 塘 

FERS ER, 由 於 植物 和 岩石 相互 作用 的 车 果 就 产生 了 各 种 性 质 不 同 的 主 

雯 。 腐 殖 质 是 由 土壤 中 的 植物 的 遗体 所 形成 。 土 于 剖 面 中 腐殖质 的 存在 

和 分 售 , 是 土壤 与 岩石 最 显著 的 本 质 差别 之 一 。 在 植物 根 柔 的 作用 下 ,各 

PA ELSE FIRE BA. 

AA AEE FA, 1B AS A, PI ica TT AA AMS. AR 

Ph Fe SORES ASE TEED TLE, POI BAe BEA oe et. As fe 

SP 



re 村 

fy 

的 植物 社会 , BRU RSH EN WWE ARCO BE TELE BL a EAS) th 
产生 不 同 的 影响 。 

因 需 植物 影响 土壤 形成 作用 , 所 以 不 同 植物 社会 下 生成 的 土壤 便 具 
有 不 同 的 性 征 。 另 一 方面 , 土壤 和 土壤 母 质 也 深刻 地 影响 落 植 被 的 组 成 ， 
因此 天 然 植物 的 任何 购 办 ,也 就 是 土壤 侈 与 的 误 明 。 

植物 照 土壤 间 的 过 种 相互 联系 , 使 得 我 们 有 可 能 根据 植物 来 判别 土 
Sa TAB, 过 给 予 土壤 学 农 在 野外 工作 时 确定 土壤 及 其 分 念 界限 以 极 大 
的 方便 。 因 此 在 野外 工作 时 ,对 土壤 和 天 然 植物 间 的 相互 联系 必须 特别 注 
意 。 

1, 对 植物 合 落 的 讽 瞪 
植物 的 科 属 很 多 , 知性 也 各 不 相同 , 在 不 同 的 生长 玉 境 下 , 植物 社会 

也 颜 不 相同 。 植 物 且 洲 就 是 植物 社会 的 基本 昔 位 。 它 的 特征 有 三 : 
(1) 一 定 的 植物 种 闫 粗 成 : 由 放 铝 性 相近 的 种 网 聚 生 一 处 乃 构成 杆 

物 县 落 , 因此 一 定 的 植物 且 洲 必须 是 由 一 定 的 植物 科 履 所 组 成 ; 但 自然 
植物 社会 中 诀 乱 植物 种 局 完全 相同 的 可 能 , 所 以 党 以 植物 且 落 中 生长 最 
旺盛 、 占 容 间 最 大 的 植物 科 属 来 决定 。 过 些 植物 科 属 , CRS eR 
代表 种 。 丛 若 两 个 植物 社会 由 然 外 铝 和 生 访 结构 十 分 相似 或 相同 , 但 植 
物 估 的 种 不 同 , 则 仍 交 分 成 需 两 个 不 同 的 植物 且 洲 。 

(2) SEATS: 不 同 的 植物 合 落 各 有 不 同 的 外 卖 形 态 , 给予 人 们 
一 种 显明 的 印象 。 过 主要 是 由 从 研 沙 中 主要 的 植物 科 属 植物 的 焉 密 庆 、 
植 物 枝 莫 的 疾 色 (特别 是 莫 子 的 颜色 ) 和 季候 的 和 化 等 所 形成 。 

(3) 一 定 的 生态 和 结构: 所谓 生态 结构 是 指 司 落 内 部 的 组织 情况 , 例 
如 森林 植物 登 沙 中 , 有 主 未 的 补 冠 层 、 林 下 的 灌木 后 .草本 植物 导 和 宁 地 
EASA, SREY DLS AE A, SE TT, th 
AWEAEAEN TIEN. Aled WOLSEY AE 

2. ebay HEH eS 
2s EET aE LEME ASPET eS, FY Se AE a 

GL HEI WEL A HEI AH A, HER A Yn HK 
等 为 范 谎 和 土 坊 密切 联系 起 来 。 因 起 在 不 同 的 逢 物 社 会 下 的 土壤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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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它 不 同 的 特征 , 然后 在 大 秀 围 中 再 进一步 了 解 小 范围 中 的 差 姻 (如 未 未 
TEE HH LL SDE Pk TERE ERIE PE I 
AY DUS REAL MCAD eG LAW), Bele] AE op REA Hi eT 
需 两 种 , EATEN. LORE OS, RE AY, LORE AR 
Zo, LISLE (ts Ny op, CAE DUE BA, at 
ASSIS A SETAE TAD AS ERO ERAS, 3 HE BEN - e 
RU FADE AS. AGED Ti ALPE LON, [rl wee th BE 
PURINA, BME IK ACHP, BURNS MCTE NE FUERA 

SIVA F, MART, BU RO 
A YSLIE SY SU, BASAL AR REID ES 
HERI RB. ERM PHILS A Lae 
AY, TS PAELLA, 则 须 作 专门 研究 和 观察 。 

” 根据 阿 略 鼻 (B.B.Axixa) 的 意见 ,把 植物 分 坑 四 个 基本 植物 王 落 : (i 
AAS SEHEP A, HOH LSS ES TS REA IR NEIE S EACARS IDE FE A 
ACHE TAP ASAS SEE REACAS TG HD RAR AS ER SY DEAR As EH 
ii RATE PD, Fh LSP BE AAI (FRR RE 
AEE GE) BOK AE: (111) HEA, I RAE 
DE PHS PEE AD ER RE, AA 
HERE: (iv) AVENUE, Be MET eee ae me 
RS, BLAH = SBE, 
RTA Le — Bei, 主要 的 是 : AAS HLH 

YE OA EE AN HEE 
SRA AEE, 我 们 所 观察 和 记载 的 要 点 也 不 一 楼 。 
SPA AEE, 放 刀 载 主要 林木 的 种 类 .高 度 、 胸 高 .直径 、 密 度 

和 林 下 植 物 的 种 类 及 生长 情况 等 。. 
SIRS EE, OS DURA CESS A, LMA EB 

PP PAAT AE see AR POE Relig AS 

PRS sc ALE» MEST acai aOR EAR (ESB PLM RE DE A A 

AIST Mites hy [AEE Se — BEG Es EER A SR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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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Ue PE ee eISSN EA 
3. HUET ih HI: 

BT EME ERE TIL ASE, 除 上 述 一 般 枫 察 中 所 列举 的 ， 

WEES, SREY) is MaMa — 2 VE I 
A Ao 

(1) 7) BEE ABATE ETE Fe: 

甲 ， 要 从 不 同 的 大 范围 植物 社会 中 滤 择 能 具有 代表 性 的 且 沙
 ,下 必 

贫 外 括 上 上 述 植物 全 沙 的 各 种 不 同 的 特征, OR CL PE 

HEME RARER, 例如 在 草地 植物 社会 中 一 般 炉 要 蕾 度 在 709 左右 ， 

因 之 滤 定 小 型 标准 节 的 覆 玖 度 ， TEU ROS, ASE eB 

的 地 区 。 
Ze HUT DICR Uni ae RE AL EEe, METRRAT 

Bibi HiT es LZ ASTESEE BR EAL | 

i, AUS Rh Bae BAS Bik eR, 也 不 能 

Se RED. : 

(2) | Hes WAR 

pj mabe a Leen ESE MES ERAS As, RR eB ae 

MST PLETE. IRANI BOA 9» EE WTS | 

定 。 获 分 别 话 述 如 下 : 

I PE: 如 果 在 草原 地 带 , SLE EE TE 60% DA Eine ED 

面积 可 作 工 平方 炒 ， ONES OKA I. NA Ba BE TE 60% 

以 下 或 肖 特 别 情况 (如 半生 的 高 草原 了 时) 则 可 以 2 一 4 平方 米 的 面积 作坊 

置 淮 地 。 但 如 在 灌木 草地 或 森林 地 区 逮 可 稚 秆 培 大 。 一 般 在 森林 地 区 挟 ， i 

PEAT BIS 100 平方 米 。 图 6 BLA IME 5 KBE 25 7 GAR 

BTS RIS © WERE MRE A HE (<n I) BER TEE AmB 

Ge er BRAD HE, BUR ANI — i808 7 ALi 

乙 . HM: 和 楼 方 的 意义 和 用 法 是 相同 的 , Rae Re. 

MU Ha le | 

“anes 1 BG AAT A 57.7 ORES PER; 

WES 2 平方 米 可 用 81.6 ORES PES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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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 

SA Yara, 2 ” dak ed wi 3 

eK 

对 莱 荣 

AIR 

油 投 

RTE 

PRUUAL 

RAG 

Pteridium aquilinum 

Lycopodium complanatum 

Arundinelia anomala 

Miscanthus sinensis 

Eulalia speciosa — 

Eurva chinensis 

Hypericum nutans 

Pieris ovelifolia 

Pinus tabulaeformis vat. 

Rhododendron ovatum 

Rhododendron Simsii 

Vacciniwn cf. broctestum 

图 6 BL AL TLS HB RG 

an ES 4 PARA) AA 115.5 OR REE. 

PRIOR wT FAST PLL ARR Ok 3 — eS TERRI 
两 .楼 带 :也 可 褒 是 长 形 杰 方 。 一 般 多 用 在 森林 地 区 , 沿 坡地 三 般 多 

用 长 10 KE 2 米 的 楼 带 , 可 以 按照 不 同 博 况 自行 遗 定 (如 图 7 中 的 尺度 )。， 
在 小 型 标准 地 上 , SLL EH ISK edn, MEU AN IR 

值 物 的 科 属 而 分 齐 加 以 记载 生 襄 明 (记载 才 及 讼 明 见 下 区 )。 以 最 优 劳 种 
物 作 篇 斌 登 落 的 命名 , 站 且 在 楼 方 . 楼 圆 或 楼 带 图 上 广 明 社 准 地 所 在 地 
* 2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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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3 Dicrano pteris linearis 

4 4 Woodwardia japonica 

4,3 Miscanthus japonicus 

Carex stramentitia 

4 BR Pleridium agutlinum 

冬 Fy ilex purpurea “从 。 了 D g 
§ # Liquidambar formosana 

>. 8 377 
Jue wv 

三 - oh 

Sie Pinus Massoniana 
sa 

> °3 
7 @ 6 

2 3 

pK Pieris ovalifolta me vu ° 

Qa Ji HE Cuwercus acutissima 

了 4 “a A 

\ | 

7>7zzz 7 \77 Be 
i eH Quercus variabilis a dD KR 

eet FES ESE SEE RP 

Bi, Deases BE. ARERR EL FASE. 
(3) ARTE fh A EE: 
Db SSE) UE HA BS AL, 按 菩 节 形 、 土 壤 、 氧 候 等 生 

确 因 子 的 不 同 作 出 大 面积 的 植物 合 沙 分 佑 图 , 在 图 上 用 数字 或 符号 代表 
AAA. SP LEAR AS Ay] EE TE 
PE 

4， 植 物 标本 的 记载 

ek | “ 



31 | APA D> bit 45-78 SE EES 

ia 不 同 的 记载 外 , BE HE oh 
FR Nay ae i pogo | 探 个 别 植 物 标本 , 必须 分 别 瑟 载 ， 
ee a, wos -| DLE MRNA, at 
海拔 高 度 来 ”地形 | ak 古 下 人 乓 和 

ee Oe ra | 考 。 关 及 植 物 标本 的 记载 , 一 般 

植物 高 度 Mes | RACE ET (FE) 
人 效 将 必须 乱 写 的 各 项 咯 加 说 明 。 
AR IRE AS et ea (1) SSR BINEE: 一 种 是 
gi pee eae ace Sos, 是 准备 日 后 将 标本 放大 标 
四 人 

人 ART oh ACBAAHENE. HERES 
科 inna nneeeneeeeneeneneeeeeeeeeeeetencncncnntn CLEANER BE, SEA HAE HE SE 

ig ES COR ee IPG Fs Bs A 
Be Bs ic ea EC HG, 4S-JSAR AT ETT RGRE, AR ada 
组 nn Sie AA! ASE. (EAA 

Be, ESL AE I, ME ASS ea — 5 Fn AS ER) ee Eas 

HAGE» DBASE AAA ZAR o . 

(2) 地 点 : “一 定 要 蔷 明 标 环 探 集 的 详 相 地 点 , eA 

(BIB) BM AF 

(3) 拔 海 高 度 : 以 米 计 , 根据 地 形 图 上 的 标高 点 或 气压 高 度 才 上 的 

高 度 来 记载 。 
(4) 地 形 : 应 指明 是 山地 、 高 原 或 台地 等 ， WASSER IAL. be 

BEFNGE GLE RSE 
(5) 土壤 : 褒 明 读 植 物 生长 地 的 土 天. 亚 类 。 如 果 分 土 种 和 释 种 ) 最 

好 也 诗 明 土 种 释 种 的 名 称 与 所 探 土壤 标本 的 号 三 。 简单 让 明 二 起 的 地 
质 构 造 和 厚度 等 。 

(6) 植物 高 度 : 各 傈 草本 植 易 ,可 用 钢 拱 尺 或 皮 尺 来 量 。 in Bi 
的 禾 本 植物 , VU BREA AD. CME SMA MereBe, 对 
SAL, ME Ho LS AA }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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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网 高 直径 : 是 指 木 本 植物 而 言 ， CDA A BBA ES BEAR I HB SP 
直径 。 

(8) 根系 : 示 于 顺便 介 帮 一 点 关 共 一般 根 系 的 情形 。 隧 生 杆 物 的 根 
系 从 土壤 吉 吸 收 水 分 的 乱 机 晓 类 的 营 姜 物质 。 储 了 使 植物 的 到 于 部 分 能 
很 好 地 生长 发 育 , 便 必 须 保 各 植物 根系 的 正常 生活 活动 。 精 物 呈 后 者 分 
和 根 柔 是 考 在 一 年 经常 变化 的 相互 作用 中 。 因 此 便 需 要 研究 土 下 永 分 和 
植物 地 上 部 分 与 地 下 部 分 之 间 的 祖 互 关 傈 ( 在 各 种 气候 条件 及 土壤 环境 
中 植物 的 各 个 生长 时 期 ), 特 别 是 根系 的 发 育 和 活动 的 规律 性 。 过 态 面 的 
工作 过 去 作 的 很 少 , 花 联 对 植物 根系 的 研究 也 只 是 最 近 二 .三 十 年 中 才 并 
SEB). MURS LE PE LEE HH ee AR, PE Be AP 
容易 看 到 , BR tA LEAR AW) B 22.5 2K (BB), BAY 

Ss A : SG 

SN 

SS 

FSB 4 yy 8 

图 9 2p RAT fh (FERED BORE)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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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最 还 更 深 些 。 而 田 妓 植物 地 上 部 分 的 高 度 很 少 过 2 米 以 上 。 

植物 根系 不 颂 深 入 土屋 , HRUDBRR RAAB 9 ), 植物 的 闯 根 可 

(ALRMAE. MEK -KRS ARI ) BRK BR 其 

其 度 可 如 629 AR, MEAS Lee 1 1. 

TG ANS 
Als ey we 

LAW 

fi Wy A ‘4 Me 

上 ty? 

o of 

es 

ne 人 
: 让 ms aan 

‘ik i 人 

i Me 

10 K#B>BHRBSs 

1 BWKESH, 2 BHKBRPRR, 3 备 雨 水 量 少时 。 

根系 的 适 几 性 驯 DARTS, Bl 10 RARE TREKS 

PSE) ATE ALE REE RE. LARA FRE, 

inte LATS th >, RS EN SE ERS RAE 
展 。 

ii RAAB FEGEFAIN BA TR RRS 

\ SRR SRAT Ee Dl ESS i A AAR AIA, ZEISS AL, 分 枝 

ASAE Tie), He TD, Amie Til tnt Sere PhS. 

Pei Ra Ae, th SORA BRR Eo A PB. PRE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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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l 土壤 的 效 早 度 对 多 根系 生 有 长 的 影 吐 

同年 鸦 的 营 苗 在 : (了 世 效 散 的 土 雯 中 ， (2) 罕 实 的 土壤 中 。 

根系 是 分 枝 根 少 而 接 角 很 大 土壤 范围 的 根系 , 如 人 松 栅 、 棒 树 等 的 很 系 和 昔 

医 的 根系 (图 12 )。 集 中 的 根 柔 是 坑 分 枝 很 多 而 密 密 穿 入 土壤 层 的 根 柔 ， 

其 与 土壤 的 接 角 印 围 很 少 , 如 黑 麦 .小 麦 、 玫 尾 草 和 玖 茅 等 的 根 柔 。 
 SLPL, IRAE B,D, 李 印 洛 夫 所 作 的 林木 根系 的 研究 (译文 南 < 中 国 林 

3" 1953 年 3 月 号 ), 也 认 赛 了 根系 在 土壤 中 分 信和 构造 的 特性 及 其 相 五 。 
的 影响 。 希 了 研究 树木 的 根系 , 他 在 实 骏 地 区 挖掘 实 度 和 行距 相等 而 其 

度 则 等 长 株 距 的 2 一 3 倍 长 的 (63 2.828) 滞 , 当 研究 三 年 生 植物 根系 时 ， 

BMA REE. Eek REA CE TY LS Pa BR 

SE TPE RR Pe Xe Pe. PE Ae SE 

SCA ER I SER AS, AE 1 PRIS Ae Jt SY Bs Es BS PS 

"28. 

7 

eT .Llc OO a ae ee ee 



~~ 4." , * Nip 
i 
t 

t 

fl 12 BEARER 

20 厘米 。 PARRA I ER. RGD, ETS. H13 是 

FPPC ae Ea a. FE ORE PA i as TY 1 = BR SEK. 

Ft BMRA aca BEA eb BRE, 一 般 只 记载 根 

FRAC SEES AS AIRE Ty 主要 包括 深度 、 分 梳 情 形 、 粗 度 、 幅 

庆 。 深 度 .: 幅 度 和 分 枝 情形 以 自然 生长 情况 来 决定 。 粗 度 是 以 主根 的 最 

FLEW RR. 

(9) AZ: BAO, BE — A oy beat BH. 

or heh: HEM BRE, tee A 

- 29. 



深度 (厘米 ) 

图 13 十 三 年 生 人 工 才 植 的 根系 

(1) Bs; (2); (3) BK; (4) Aes. 

SB: 3 — EAD PEBE, ESAs BESS BUT Ah BE TR 
OLR, 3 LATHES ER. 

(10) 用 途 及 其 他 附 记 : TET ESE EPR Eh EY eA 
的 特 徽 (在 记载 卖 的 项 目 中 做法 填写 ); SLE a Zee, 
WHYTE BES EL, HET USE RAS RS 

(11) 俗名 : 由 田 关 得 到 的 植物 俗名 , 多 不 一 致 , 一 种 植物 在 不 同 地 
区 可 能 有 兹 个 俗名 , AS, OIE, ZEAE, RE. 

(12) 植物 标本 的 侈 定 : ALDER a RS, HER 
SARIN, PBL, 以 便 攻 有 系 训 的 研究 和 整理 。 标 本 的 储存 
sens, UAE APNE BH. 

(=) LRBAAIRR. MRR 



1, SWEDE Rn HEN) HR 
WETS PSSA ABTS LEE BU a Le, ES A et 

的 麦 面 地 层 ,对 士 壤 的 生成 更 起 着 特别 重要 的 作用 。 
表面 地 导 在 相当 大 的 笠 度 上 决定 若 土 起 的 化 学 祖 成 .物理 得 成 和 物 

理 特 隆 , 因而 也 在 相当 大 的 程度 上 决 定 靖 全 部 化 记 - 生 物 作 用 。 坦 -一 土壤 
MAME, IERIE A RMR. ZENS AS 
冲积 物 上 , BT UAE ETE aE EASE A. HE 
坚实 的 岩 导 上 土壤 形成 作用 的 初期 ,其 作用 只 能 及 闪 才 诊所 生成 的 土壤 
tht RR EER k, 土壤 形成 作用 可 如 到 礁 地 表 较 深 的 
HO 
ERECT LSE RAS J) RES EE, REL ZS AE 

RUN AFR REEL SG I A gE 19 
Ba, 

SJ ER ATER AL RAED AG A GL aR TELE BE 9 7 oP 
fFRUBRPSAEN LBA. MPL ORLA Ene, Fo eS 
(ERB A, CARB), MUL fe ea EB ET, 大 
FRINGE EN VEY At De, ARE WKS, PA, 
DiRT AE AAD EA LBZ AAA PL EG AB 

E+, 淋 i 容 作用 更 盛 一 些 。 

在 小 地 形 忱 化 的 情况 下 , VET RET Ae RS EY A RE EE Fi IE 
FILA DUBIN RAE LEE 

在 不 同 的 地 质 休 件 下 , 7k fol bn ial ee PAR Et A, 因此 就 产生 
了 地 前 不 同 的 地 面 。 由 此 可 见 , 杰 了 解 地 形 的 发 育 , 就 必须 研究 地 里 。 

土 瑟 单 家 主要 是 还 厌 已 有 的 地 质 材 料 在 调查 区 域内 研究 他 里 方面 的 
具体 特征 ,以 便 决 定 地 质 对 区 导 查 区 域内 地 形 和 土壤 特征 的 影响 。 
ARAB AW, 主要 是 根据 深厚 土壤 剖面 。 需 了 

更 充分 地 了 解 卖 面 地 司 及 其 厚度 和 决定 底部 岩层 的 特性 , 应 当 研 究 和 记 
载 弱 查 区 域内 的 岩石 露天 和 厚度 , 虑 当 研 究 和 让 截 炙 查 区 城内 天 然 的 和 
AWA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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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iaslit b, HSA. SESS. SISNNSHEA, AR 
EERE SSE. 

SSkiMe)\ TASES, SLES AS LE, SRS 
LUSESHESLSARSE. SESH RLNSS SRLS 
BATA. ESHSSKL. ESSERE AAS 
(SHRBS ES SSS). SRASHASST Les (Masten 
% PREPS ASB AE LASERS). 

$Q25 1255 —S, SSSR LATOR. DRS 
SESE LST SE. LASSIE BRA BAERS 
ZL, S04 2S SRR, 

2 +2225 
LRSHSHSRA. SARS. SSE RT ES 

#5. SHS S51 TAS. RSRSPNALE. MERRLSARGA 
#AONASS. GL SERS SSS SHER. Mapes 
RAtS RH ASSERHLSSeSSS. MIS SERRARE 
+. GER SS408s. ERRSERLS, -RESRKE. DHS 
ARSHRME. ERERICALES RRS TRALEE 
S. SSS ESSESSE MRL, SESS SRR 
Or, ZEKE tt LSE tee ZRBLE. 

RLS STUB AEE, BASERZBSREM. 
FM BEI LSAS. RPI SLS TESS ERS SBS. Let 
B-ZhATHAERIGK. HSERSE LER 
FER X, BSSS2RSeE. RTL, RAE 
US. RASSASAHSSISKRS I et ee 
Sb LZHESEPRNS GE, REBBS: 

(i) on perience: pet LAS. SUS RRAA 
等 。 

(i) BRINKS —4 BES. DE. AS. BS.ALE. 
(a BRR SH—+ZARARS. AB. BAKER. B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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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e a eae RFR. 
及 上 的 各 种 岩石 超 成 区 不 一 致 ,因而 对 基质 化 的 情形 也 不 福 同 。 如 

Kecath, DER BRED. SRRSESERER PSS 
Waa; 赂 化 时 石英 庆 化 力 鼓 用 ,而 长 石 喜 又 , DESECRAUAGS 

BEKEARGASE TEL: 负 色 粘土 部 分 就 是 以 长 石 -云母 等 
入 主 的 号 物 里 分 入 的 态 物 。 和 党 然 ,岩石 区 化 程度 的 受 要 也 和 迁 度 、 水 分 及 
生物 作用 有 需 , 如 以 化 学 分 解 集 主 的 列 区 ,和 涯 石 分 艇 的 天 序 一 般 是 : 

“a2 —— FS ERS SUS 

BMSEESHEAE SHRM. BABES 
, AABELAMEKA.HES. BR SREHEZZEAR RSE 
MERA RaZEE, CS RRS, ZEB, DASASRRE: SSE 
BASHAtRS, LOREKANASERE. RLEMRERAA 
RRASANGH, RA AARIRE, MKAS ARIE. 

PABBA BLEETAZS SRSA SME KRZRANFS 
性 ,而 是 餐 通 了 生 牺 作用 的 远程 逐渐 镇 票 了 植物 营 姜 分 共有 了 导 力 面 形 
Bi, Z2TSRASEESER LHS. BERREREZRILSRILE 
HEMEL SSLSHSe. 
+22 FI RR SET HME, RSERER 

岩石 和 成 主 母 质 有 本 质 的 不 同 , HEAPERRRRESCERRSGL 
导 。 但 是 岩石 的 特 竹 对 基 土 起 形 成 过 得 是 有 加 违 和 运 缀 的 作用 。 

3: RRA 
RiBART SARS ARR, SSSES—EH 

2, MWK E+ SESS kK TSAREU ASR, REM 
Rath. Bens Nta sa SRLSase: 

= =i) ATREAAIRLMA: (3) eh, (OBS, @ bah, OH 

Bits; 
GH) AFSRARLBR: (a) 流 砂 , (OE, @) Ht; 
GHANA RLWH: (3 )KINTESE, (6) 冰 成 黄土, (a) INDE 

& 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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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ARORA KARL: (8) VER, (0) JE RI——R 

SAA UE Re MEDEA FS REVE 22, UIE RIE LIEB 0 | 
AK FIERA X en Ss LEM AT eA EA GE, kn 

Bei Pe AK AASIE CAB IT. = FD BEA EP T,, HG FE FE 

Te ALA EI ABE, Fh Dp RUBE. A ak DT Sh BG 

BE RGHLIS SS, PURE AY HA AD BM. — fi el A RS Bt 

FEI ARS Oh » eS ALK ERO GAAS Ee. VOR RIT AN A: 

HEM 7275 AY AED, ERIE RAD C EN Js OK A td 

SST PUTT AE KA Ae, UTS ARE, PDN E09 ARES 

WEs STC RRUU RI EN S  E HE F $B 

AFRO Bes EBA, RT — 

HO BEAT HL, A PAE, ie As SEU SE Ae 

tke VEU Pao PLA, (SETAE A ee ea, 而 且 也 

KG RE RAE, He AB PENKRE. 

JLIb, TER AHIR BS HERD, RA AS 

eK TE ABB Ria kite FBR, 而 在 水 流出 口上 时 因 流 速 顿 减 , SK 

ALF Oly Fe UCR, i i at AULD» 

DT oh ee PR ABFA De BLE HEL ee HE, FS BSL FB BE DL BE 

Wy, Ais oe 1 BEES PE HERR Bi Be. Te: AD AS ee HE 

RM ESARTEA SR ARIZ. BERTI A, BE A Fi 

VSR, BPE DAR A et Ae HE AS o } 

FE ENC Pb a ie BS hs FL, PS PES Pb tr A FY 

eho RHE, ZY ER RS PERS KE, 1 ETRE 
PRE RY AL A SHERI, ieee . BRAD AY 

WRAL. EPA T SCRE, SET EAD YER fa) Be Wal Reb 

AKU, 各 对 克服 风 砂 有 所 助 丛 。 

中 国 西北 部 广大 面 秆 的 黄 寺 也 是 罗 种 物质 的 一 种 , 黄土 粒子 均 习 ,十 

PVRS, WK etd. AAR SAME. (IAP TED, Ii 

PARRA AUD, CRIB AU ARE REI) AE We AR DU BA i AE Ko 



~ 

e830 FESR EDAAN FS BE EPS CI, 5 LSE 9 EO, 
FULL Aa AE Ll TTT RAE, ZEA ea BY 
PSCOR ALTE, (78 BATA LTT AN) os, VEC La BE, 3 RB 
APRA. FER FO RAE LER, EE BB: 
We, 与 本 来 特性 人 有 不 同 。 

六 用 沉积 物 丑 在 中 国境 内 亦 有 局 者 的 分 佑 。 冰 川 沉 生 物 傈 隧 冰川 下 
移 ; BRABUS), Hb ARS AA WARE BS EE, vk BLN 
See ay DUR NSA ER. VRS BENT oh OB, 
KLE MG MAIN HR, A RITES 1 TA A, en SE 
jC. Se ete. TRL KR, 有 规模 
BE AAAI NDE RDA TTCTE, NERSTE CITE BLL DT EFA, 6 AB SPIT 
PRE ARO. LEELA HULA SS LH LR ES, PEPE 
ICU AE, ATR) RAK. SRB BE BY oP 
(if ORCAS BR, HPN WER HOT LS TSE ITD Ae THE 
展 。 
ARIE SA HE, NTI BLY AS STE BE, 其 生成 傈 

1 RAEN WA, ROTTEN RS ERAT Fi, ERE SAL Be I PEE 
SEBS HERMIT IR, ACHAT MOAT TALL, BERR BETH ESE 6. HE 4 BR 
棕色 有 机 贤 土 壤 。 有 楼 里 含 量 蔡 高 , 有 时 可 过 40-50% DLL. THAR 
UTTEVBIERRGIE. VEL SHAR, 在 腐殖质 中 佑 可 见 未 秋 
充分 分 解 的 植物 散 药 。 克 泥 分 解 较 充分 , 已 呈 极 硼 粒 充分 分 解 的 黑色 有 
wT. | 

ASEH, WALA SY Bi SOE RE BEL tab pe ES. 
VER IG IE FEN, HERS IERT AVEMLEL, 而 现在 有 很 多 
HULAD AVA, PLT. HET ATURE EE RUE BROIL, DUES 
来 重要 的 肥料 资源 。 

4 成 土 母 质 的 田 图 刊 别 法 
FA PY RA eG AS ESE Se IDA GSH SE, EA SS Sen DL 

TR BUAY. PUNE a i FATE, ESL RE, A A 



层 葡 , 灰 棕 色 , 石 灰 性 , 蜗 地 均匀 及 有 柱状 构造 等 。 根 所 二 些 特征 ,知道 踢 
样 厚 的 均匀 土 导 ,如 需 河 流 冲 来 , 一 定 有 冲积 层次 ,而 且 有 河床 确 石 ; 但 
MAYOR, 又 常 分 售 在 山顶 坡地 ; 非 风 力 而 冲积 是 过 不 到 的 。 风 积 砂 丘 
是 比较 容易 利 别 的 ,但 在 河流 冲积 平原 上 ,也 有 冲积 的 砂 里 土壤 , 其 不 同 
大 风 积 物 的 主要 特点 是 常 具 有 冲积 导 次 。 

因此 , RIES hE, REBAR ABT. MDM 
Se BURMA CRS i, ETT FT RT SR, RE 
ASS th RRA AL. TRICE RE, A, MAT 
TATE. 

ATER ELA» DUBE He 7 in BP Res 2), TG 
AT PAA UL HOT LIS LE KE LS. VE TERE 
易 , ELS BALIN, PERLE 1) ARRIETA 
OE, ARS, TULL RB 

BED ES EY BE LAE, HO DR RA TE 
来 肉 石 的 特性 。 除 此 以 外 , tara BUR PTET I YR A REE IG OE 
断 。 如 南方 山地 所 网 厚 层 未 经 授 动 ， 含有 大 量 石英 粒子 的 风化 物 ,其 下 当 
WLTE HAHA 

(四 ) 地形 和 排水 情况 

1, HOI FNAL BEAN HK 

我 们 应 当 把 地 形 作坊 土壤 形成 的 因素 , Mea Ss Se eie AI A PA 

条件 之 一 来 研究 。 因 此 , 进行 土壤 镁 查 时 必须 很 全 面 地 . a a He OT 

形 , 以 便 获 得 地 形 对 土壤 的 生成 舱 业 生 产 上 作用 有 一 明确 的 概念 。 

地 形 对 土壤 生成 的 作用 很 大 , 它 影 叶 弛 卖 的 气候 因素 、 植 物 特 性 和 地 

面 水 及 地 下 水 的 分 佑 ,因而 影 乡 土壤 及 底 土 中 的 水 分 情况 。 乱 论 在 逐 流 

的 作用 下 或 在 重力 的 影 孝 下 , hoes BAY GABE A RIG Ee 

因 需 植物 .气候 、 土 壤 和 底 土 中 的 水 分 情况 都 是 土豆 形成 的 主要 因 

素 , 它们 决定 需 主 壤 中 所 淮 行 的 化 学 作用 和 生物 作用 的 方向 和 速度, 所 以 

地 形 对 从 土 吉 特征 的 互 大 影响 是 十 分 明显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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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山区 短 距 砍 内 海拔 高 度 有 显著 释 化 的 地 方 , 地 形 对 从 气候 的 影 才 
更 是 特别 显著 。 在 山区 海拔 您 高 , 温度 和 气压 您 低 , 降雨 量 和 空气 瀑 度 则 
在 沫 一 定 限度 内 随 海 拔 的 增高 而 增加 。 在 不 同 高 度 的 山坡 地 ,气候 释 化 
的 影响 而 形成 士 壤 和 植物 的 垂直 分 售 带 。 

地 驳 高 低 对 气候 的 影响 , 不 但 是 高 度 释 化 显著 的 山区 , 就 是 地 形 微 度 
起 伏 也 影 狠 着 植 履 和 土壤 每 复 地 移民 。 

地 形 对 蕉 水 分 的 分 个 具有 特别 重大 的 意 闵 , 平坦 的 高 地 , 大 部 分 降水 
滩 透 到 土壤 中 去 ,坡地 上 滩 入 土壤 中 的 水 渐 少 , DEBE AR BE 7K OP BE ATE AR 
A>, PAZEAIGINPA SEALED, 土 起 湿度 最 大 , 因 除了 多 得 降 沙 的 两 雪 竺 
Hh, 还 得 到 附近 高 地 流 来 的 雨水 和 雪 水 。 此 外 在 不 同 地 形 上 ,除了 降水 汉 
透 到 土壤 中 的 数量 不 同 外 , 水 分 的 流失 强度 亦 各 有 不 同 。 降 到 闻 面 上 的 
雨水 是 沿 蘑 三 个 方向 流失 , 一 部 分 水 分 滚 透 到 土壤 及 底 土 中 去 , 一 部 分 流 

”到 低地 , 另 一 部 分 则 直接 由 土壤 中 藉 植 物 作用 加 以 蒸 脆 反 由 地 表 藻 发 。 
而 降水 的 大 部 分 是 沿 著 科 坡 ,特别 是 陡坡 流 走 。 

在 不 同 地 形 , 土壤 水 分 因 闵 发 而 损失 的 强度 亦 有 不 同 , 南 坡 水 分 蒸发 
KX, 北 坡 最 小 。 因 需 南 坡 的 温度 恒 较 北 坡 需 高 。 因 此 在 山地 特别 是 
莫 北 和 西北 山地 , 险 坡 植物 常生 长 茂 辟 , 而 且 多 坊 林 地 , 阳 坡 需 草 地 。 土 
壤 种 类 因而 不 同 , 如 果 把 平坦 地 区 和 分 割 的 地 区 相 上 比较 ,地形 对 地 下 水 位 
低 的 影响 特别 显著 。 地 豆 割 切 您 强烈 ,地 下 水 位 也 您 深 。 

因此 , 地 形 对 於 节 面 水 和 地 下 水 的 分 伤 作用 很 大 , ZEA I A 
件 下 具有 不 同 的 水 分 情况 。 不 同 湿度 的 地 区 内 , REN SLA AE 
的 强度 也 不 同 , 生长 起 来 的 植物 社会 也 各 有 差 慷 。 

因此 ,在 不 同 的 地 形 上 创造 了 各 种 土 类 . 亚 类 和 土 种 的 成 育 环境 , 往 

往 乱 小 的 好 形 玩 化 (小 地 形 ), Se AE AE FB PRG LAB, 便 能 使 十- 
EE Af RES, FER TEA, 土壤 的 爸 化 都 很 大 即 形成 
所 请 土壤 复 域 。 

地 形 当 及 土 体 的 移动 也 有 影响 , 以 在 山区 最 需 题 车。 山地 土 体 的 移 
Gs AIR. HSE A. BOERNE. TET 

| RR, BSA A Se, MEI hE ee 



SESE RE EE SE EAE TE RS Ey: OF 

SSPE, GEC TALE Pads AMAR. RE HA 
下 搬 渤 的 结果 ,高 地 土壤 受到 侵蚀 , 有 了 时 土壤 母 付 部 露出 地 表 。 

HOA eA Eth Se BAW SSE, 例如 以 上 济 和 不 同好 形 , 具有 不 同 
的 水 分 情况 。 以 及 南 坡 塌 北 坡 春季 来 的 早 些 , I ha an Pe 
较 之 北 坡 锅 早 。 潮 湿 低 地 土壤 的 延续 时 间 最 长 , 因 需 者 些 地 息 春 季 田 间 
CARRE HANK HESS 

ie EEN HABE EADY (ip EER AUER, BS BR aT 
FEDEDLKME ! KRABI. ARIF HeicBENWE FEPIEE RS BE ER, 必 
AACE. WMAP RE Le. Bl 
SURE PETE Bl UALR HERE ER, HI EE. HIE TEE 
水 方法 的 主要 因素 之 一 BR TC ESE HE ET EE RK 
ZTE, MLW. | 
AGS I ES RWI ED, (LEK 

多 数 博 形 下 , HU SAESSIE LH AU AO REL 
BASSE Cs 75 HB (ST, TEE AS HE 

PSG AC, HOGER LIB DORR AEST OT AoE 
地 等 ) ARCS WOH Se AHR. PRL BE oe IE 
CERI KHOR, WE BIOS I EE) a A TE 
ARAL, DUDE END RW) ES HSH LANE, 

ESE At HWA OS, IRS RTE SAL RE 
Hp Hy OL HEY BGR * 
需 了 全 面 的 了 解 地 形 一 一 土壤 形成 作用 的 因素 , 必须 查 明 分 水 高 原 

Fa Ly Sei HAR EAN ELBE, DAD SS KS ESI EAE, JE 
7 l)) 25 A RE, REE IES A EE, 如 有 中 地 形 和 小 地 形 
SLE, LFAEWVE PEARY AV) IE AA SE BE. ER 
地 时 ,首先 决定 它 的 方位 , PAR PE WIDE DLS - , 在 其 全 部 

FEE AIDE BE SE: Ge, PENA ESE PATE CL Fe 
折 等 ), 查 明 坡地 被 法 谷 分 割 的 程度 , WSEAS 

- 38. 



临 放 等 ,站 记述 沟谷 并 分 水 筑 和 岸 壁 的 形状 。 

在 河谷 平原 ,要 碍 明川 地 和 人 癌 开 的 界限 , 它 全 的 高 实 放 , a A 

兆 谷 分 割 的 程度 ,以 及 湖泊 和 老 河床 等 的 分 全 密 许 。 

2 地形 的 类 别 

关 余 节 形 的 类 别 和 和 客 名 常 有 出 大 , 篇 了 取得 一 致 起 见 , 萌 时 探 用 和 诸 委 

SENET (EAT ESE HN AIGA in HB 

(1) 一 般 的 地 形 类 型 ; PAS ARIZ ART PES FV = BA : 

FA, AAI —— Fa FESS RAN, Fo A — pt I 8 

| lig a ial pelle :到 数 百 水。 

“很 大 , 起伏 的 相对 高 度 在 1 一 1 

KZ 
两 .小 : FR HOI Bi), 从 2 一 3 平方 米 到 数 干 或 数 百 

BHA: MA EEL ARUN, ASB FEE 30 一 70 RH 

(2) 各 种 地 形 之 进一步 详 分 : 

甲 。 山 区 大 地 形 的 种 类 计 可 分 优 : 

(i) 高 地 (山区 ) 一 一 节 卖 面积 广 关 , 高 出 几 近 地 区 ,境内 高 度 起 伏 很 

大 。 

ii) 是 壬 或 山 春 一 一 呈 有 版 状 延 伸 的 高 地 ,两 侧 坊 两 休 深 切 的 平行 谷 

地 所 限制 。 

(iii) LR FAB RASH, 同一 走向 ,互相 和 平行 排列 。 

,其 长 度 和 袖 庆 大 致 相 

等 。 

(v) HLS —$ (TTA ARCH A ET AN ST 小山 来 ， 

高 地 的 各 面具 有 山 营 。 

(vi) 章 面 山 一 一 一 面 希 陡坡 一 面 储 届 和 糙 坡 的 山地 ， HUW LES 密 

(vii) L$ DO ES SESE IT TETAS HH AY LJ, 

(viii) ETA —— 8-6 

(ix) TRI Fa RTA Hb, 



(x) 2% —_ 超 温和 森林 上 限 的 山顶 。 
(Gxi) 桌 状 山 一 “面积 广 旧 而 顶部 需 平 坦 地 面 。 
(xii) 了 由 条- 一 从 平原 到 山地 间 , 略 需 高 起 的 过 滤 地 区 。 
乙 . 山区 以 外 大 地 形 的 种 类 计 可 分 仿 : 
GD) 高 原 一 一 相对 高 度 , 较 高 地 形 。 
(ii) 坡地 一 与 地 平 纤 成 任何 角度 的 地 面 。 

Gti) BA LR, RM, BT 
AMEN. 

iv) BAER — RRR A, 其 基部 大 从 附近 地 而 , 其 相对 高 度 可 
过 100 一 200 米 , 通常 只 在 40-80 KN, LEE, 

(v) 岗 地 一 高度 较 邱 陵 需 小 (10 一 25 米 ), 其 基部 直径 和 相 刍 高度 间 
的 比例 较 小 ,坡度 过 陡 。 

(4) Hk — SE iy SLPS IE EB 
hike 

(vii) Rb — Hh BRD T-ASE et IE 
(viii) 3 EI, WEL, FLITE. 
(ix) URE (ria, AS EFT Ae REE, 7 

且 成 峭壁。 
(x) Wk BE BEBE. 
A. 各 和 不 同 地 彩电 分 组合 起 来 而 形成 的 有 : 

,坡度 的 高 地 ,与 面积 相当 大 而 
Eee 

接近 高 地 , 坡度 也 很 明显 。 

(iii) 岗 抠 起 伏地 形 一 一 岗 锁 旺 其 间 的 低地 交 钳 的 地 形 

(ivr) 平 坦 节 形 一 一 节 面 完全 平坦 , 或 有 et 高 

BEG ULE), ws Slate 

Ff PE CR Abe SHA HT AY SP EE ER BD 

evi, ( ERE ELIMI | +) FN TEBE RE RED EAL (Ope Sy i PRE LL, 佑 面 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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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一 409%5 以 上 )。 
( 坷 喀斯特 地 形 一 一 地 面 有 陷落 的 低地 如 漏洞 ̀  坊 盆地 等 , & SLE 

BRR. 
T. 中 地 形 的 种 类 计 有 : 
Ci) 低 印 陵 岗 败 岗 地 , 其 相对 高 度 在 1 一 10 AN 

(ii) BA RRA 
iii) ETS FRAT, 
成. 小 地 形 种 类 有 : 

Gi) 小 山地、 印 陵 . 小 乒 和 微 度 高 起 的 地 面 。 
(ii) aR BEAL / HUE EBS 
在 研究 地 质 、 地 形 和 其 他 土壤 形成 因素 时 , 不 要 像 地 质 学 家 . 地 形 学 

家 等 一 嵌 去 研究 它 。 土 壤 学 家 必须 是 从 演 些 因素 来 考虑 , REAM 
查 区 域 的 十 直 形成 作用 、 土 壤 的 地 理 分 优 和 土壤 利用 的 影响 的 观点 来 研 
PAWL ASCH. 地形 和 其 他 自然 条件 , 因 仿 土壤 是 所 有 过 些 自然 感 史 
休 件 的 反映 ; 是 在 此 环境 中 发 育 形成 的 。 因 此 , 土壤 学 家 关 礁 地质、 地 形 、 
水 文 地 质 及 其 他 土壤 形成 的 自然 地 理 条 件 方面 的 知识 主要 的 次 从 已 有 的 
材料 中 去 取得 。 而 在 进行 土壤 弱 查 野外 工作 的 同时 , BEM PY 
土壤 性 微 的 所 有 自然 因素 , 加 以 定 充 的 研究 。 

需 了 全 面 的 研究 土壤 发 育 的 地 理 环境 , 在 土壤 队 的 成 员 中 最 好 有 174 
是 地 质 学 家 或 地 形 痢 家 和 植物 学 家 (有 天 然 植 物 地 区 ), 过 榜 将 大 大 便利 
RAMBLE, PALME AN Lp mB AE, AT 
得 更 充分 和 准确 的 各 种 必需 的 材料 。 但 如 有 上 述 各 种 专家 参加 时 , 土壤 
学 家 蓄 不 是 就 不 管 节 质 、 地 形 等 各 些 土壤 形成 因素 , 他 必须 通 逻 地质 学 
家 、 地 形 沁 家 和 植物 池 家 的 工作 , 把 他 们 所 多 得 的 资料 拿 来 与 自己 砚 察 的 
AREER 做 出 适当 的 结论 来 。 

3, 土壤 水 分 和 士 坊 排水 
(1) 地 形 及 土壤 水 分 “土壤 水 分 倩 驶 和 地 形 有 让 接 关 傈 (当然 生 杆 

物 关 傈 更 需 密 切 ) ,在 平坦 的 地 带 , 水 分 在 土壤 中 是 比较 平均 的 ;但 如 需 起 
伏地 和 驭 ,水 分 在 土 导 中 运 转 情 况 序 发 生 绝 黑 。 水 分 的 有 运转 可 分 需 土 壤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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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H ARTE PAE, LOH TR RAR EA. BA 
METH kK Sg ZE FEL AS PERE BA. WT) EE Hs BRE KAP ek a, -1- 
MEANY ES EEE ENF TH0 In. ST ARRADE ME Av TER, DEBE ARAL, 还 流 剑 
多 , PERIL ILE ND ALY ITER, EET. Palete — (ebb 
, KSAT ARB EA, AK OARS WET SRE, HF 2K SH 
ETT RATA TOS kt HES PENIS , BERS $Y 7k 
SPRUE ARLE, PAUL EES PEPE An AT Be, 必 
须 同时 收集 地 下 水 和 弛 面 水 的 资料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 变 是 根据 乌 孔 的 材料 而 测定 , ROFL SE, 则 在 记载 
剖面 时 根据 井 的 深度 、 沟 谷中 地 下 水 露出 卡 等 材料 来 决定 ;观察 水 井 蛙 ， 
认 当 测量 利水 面 和 和 井 水 底 的 深度 , 所 有 量 过 的 水 并 和 露头 处 , 旋 在 地 形 加 
于 诗 明 号码 和 特殊 的 符号 。 根 据 地 形 图 测定 河谷 中 的 中 常 水 位 及 各 航 音 
地 的 高 芯 中 常 水 位 的 高 庆 , 东 可 询问 当地 居民 ,以 了 解 河流 解 妹 期 泛 期 持 
炉 期 .各 年 最 高 及 最 低 水 位 等 。 同 时 旋 当 了 解 那 榜 的 河流 黎 年 流水 , 那 楼 
MSEC, ASS CA, 应 经 常 指出 地 下 水 位 和 天 娩出 现 
地 下 孙 的 深度 。 如 土壤 独 查 的 目的 在 礁 叙 定 灌流 计划 时 , 萌 弛 下 水 的 酚 
SEIS AST LETT | 

(2) $e H BESS RAWIKSY, SEALE A EA 
4A: 

LA fk —— fe Ee KP SE, ESRI, tn EE 
Si VES ENE STINE, A653 SR CEL A STE I TTA 
发 。 

Zit seh eS, evan Mb at em 
<gopnaggoenton siege me 

PS. PRD Zp FERRE HE BETS, ST SEEM, at EE 
LDS TERS EDM, ge i Pieler Fe PSD Be We AS 
ESL, WEIS EES RE ABT PR NE, & 1S RE 

Tei yA BRS A WORE AE, (AE, 
ke. GS 水 分 您 多 , TTR » =F FL 

于 ,到 



共 吓 坡 或 法 透 力 很 低 的 土壤 中 , 闻 常 发 生 土壤 侵蚀 。 水 中 混 瀣 夹杂 很 多 

JERS. 

LSE BITE, FS HK BE PI INR 

袖 。 

(3) 土 下 法 透 度 ”土壤 涂 透 度 指 土壤 透水 的 性 能 , 即 盟 位 时 间 内 单 

位 面积 的 土壤 中 下 汉 水 分 的 数量 , 通常 以 每 持 小 时 沙 过 一 定 土 柱 的 水 量 

卖 示 之 ( 详 见 附录 三 ) 。 

(4) 内 排水 ”内 排水 即 卖 示 土 壤 内 的 水 情况 , 此 与 土壤 、 地 质 构 造 

RAPS, 亦 可 直接 与 地 下 水 位 有 关 。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土壤 , 因 

TKS HAFAN AR BSL HEF, APPEAR Es PRK RAR, 地 下 水 位 离 

HOFER, APPKEDM BR. ISLE AER, TEM A ee 

BURRS Bi, Bek BIER) BEAK AS TR 

内 排水 可 分 六 航 : 

昨 。 无 内 排水 一 一 佐 水 分 透 过 土司 , 瀑 尘 地 区 的 水 分 臣 近 闻 才 ,无 水 

EKG IF. | 
LZ. 极 和 从 内 排水 一 一 内 排水 极 继 , 土壤 水 分 饱和 , 植物 根系 四 周 充 满 

ISPs AGA BA OATH ABET ALBEE 
AW. 检 六 排水 一 一 如 粘土 中 , 1 KBR, 7kor Ze BE RE 

AR. 

T. PEENSPK—Lb_ ELBE, 7a 5S HAAR AR. FE 

TE, ARRAS, 

WK. HEE ZK—— 7k 8 A | MR BD SK SK BR, AB 

BIA AR ZU CESS, SEE BES A Ed AA 

已 ， 梳 速 内 排水 一 一 土壤 空 陈 基 大, 土壤 不 致 呈 水 分 饱和 状态 , 土壤 

中 水 分 项 少 停留 ,水 分 篇 植物 生长 的 限制 休 件 。 

(5) 土壤 排水 程度 “在 观察 了 还 流 、 土 壤 滩 透 度 及 内 排水 后 , 通常 部 

可 坑 攻 成 需 土 壤 排 水 情况 。 土 如 排水 情况 也 反 蝶 在 土壤 形态 的 狗 办 及 理 

化 性 里 与 生物 活 副 的 差别 上 , 但 耕作 开 浴 渠 等 方式 可 改 秋 排水 情况 ,也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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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了 士 壤 基 本 性 质 的 改 弧 。 

士 壤 排水 程度 的 卖 示 计 分 下 列 七 狼 : 

甲 。 排 水 极 不 和 良 一 一 盗 水 面 扶 近 地 表 , 7ST PER, TA LMI 

策 水 或 土壤 粘 重 的 平坦 地 区 以 及 低 瀑 的 泥 几 土地 带 , 人 工 排 水 有 助 於 排 
水 情况 的 改善 。 

” 乙 . BKK SEE ER, FEIT PS, 因 土 壤 

FBR, 呈 蓝 灰色 , HRS, ML HRAA REE, A 

排水 可 以 改善 作物 生长 环境 。 

再， 指 水 不 充分 一 一 水 分 经 常 可 保持 在 土 导 中 一 定时 期 , 丛 测 辐 排 

走 , SEE HAE BRA US ES i KSB A, Ae 

的 排水 , BETES PER ATA K RR. . 

T. $k) —AR PEP, Bie okse HB EST - 

排水 状态 , 底 土 中 有 聚积 水 状态 , (109 a Sse BO Ji BY BE, 

和 经常 呈 此 种 状态 , 底 土 中 有 时 见 灰色 刚才 司 或 铁锈 班 志 。 
成 、 排 水 良好 一 一 水 分 姿 人 土 中 后 很 易 涂 透 , 停留 在 土 导 时 间 较 短 ， 

多 篇 质地 较 轻 、 无 粘 重 土屋 的 土壤 , KAR REELED a 

的 水 分 人 条件。 

已 .排水 迅速 一 一 水 分 在 土壤 中 停留 甚 草 , —eSA BIT BE 

情 驳 均 傈 砂 十 及 配 搓 土壤 。 土 壤 空 际 较 大 ,能 生长 附 旱 作物 ,但 因 缺 乏 水 

分 ,有 了 时 生长 不 良 , AG HED AER. 

Be. 排水 过 速 一 一 在 较 陡 和 斜 山 坡 或 邱 陵 顶部 蒸发 量 过 大 的 区 域 , 水 

分 甚 少 能 人 土壤 中 , JERE ETI, TKS ED. 

(五 ) 土 款 齐 面 性 驴 的 现 察 

土地 章 面 性 能 的 观察 和 研究 是 在 野外 研究 土壤 时 极 篇 重要 的 工作 ， 

我 们 砚 案 和 记载 了 地 面 一 般 情况 之 后 , 就 巍 读 更 进一步 地 把 士 坊 气 开 和 

动物 刻 家 解剖 一 个 动物 一 柑 地 去 观察 和 研究 土壤 的 剖面 。 通 常 在 田间 研 

Sc beta PEREZ ERA tea Pi = Ee: 

1. eM 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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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EC EE ERI. FLBRBE. SEALE LES 
ob a eet EG BEI, Ee PPRB SAAR A AE, BR 
ADFT AERA AIDS, 因此 都 可 在 田间 进行 比较 和 研究 。 

(1) 主 塘 章 面 ， 需 了 研究 土壤 的 发 生 和 土壤 在 农业 生产 上 的 性 贰 ， 
除了 研究 以 上 所 提出 的 生成 休 件 外 , 更 重要 的 是 研究 土 坊 本身, 而且 需 和 从 
郑 研 究 由 才 士 到 母 岩 的 土壤 整体 一 土壤 剖面 。 土 壤 剖 面 是 由 若干 技 次 
所 祖 成 : 

此 种 慎 次 通常 称 之 需 发 生 后 ,它们 除 表示 土壤 发 育 程度 及 其 淡 变 过 
程 外 ;我 们 也 可 藉以 淮 测 土 壤 的 权力 ,同时 也 是 与 他 地 同类 士 直 相 比 较 的 
必要 资料 。 因此 野外 工作 时 ,务必 由 心 分 辨 让 测 定 。 各 镍 土壤 的 发 生计 
次 的 特性 : 厚 涨 和 数目 等 站 不 一 臻 ,但 在 一 个 土 关 和 亚 类 ,都 有 其 一 定 的 
BEAL; Pili, AACA LABRET EE SRE LB 
EEA 
ESET ALE the AR, le ERASE WIA A EG 

TUBES AVR, 在 平坦 地 面 土壤 的 剖面 深厚 ,而 位 从 山坡 与 侵蚀 较 出 型 的 二 
接 常 厚 不 及 1 米 。 除 了 发 生 层 外 ,我们 也 需要 注意 其 下 的 上 霹 母 质 及 其 
与 发 育 剖面 的 关 傈 ;普通 在 材 罕 土壤 剖面 时 , 以 1 一 2 求 坑 限 。 但 研究 改 
育 剖面 性 态 叶 , 应 以 整个 发 育 剖 面 的 深度 怖 限 , 甚至 研究 到 其 下 的 正章 
TD, ZEA AAA, anh BERS Be a EK, WARD Jt HK 

BARES. Per or se 1 BE 
剖面 时 , MEE RB Kk HE 
BR 8508 Ae FTE A EA: 
BWR 

(2) 土壤 颜色 “土壤 颜色 
是 土壤 形态 中 最 易 党 察 的 一 
fi, 我 们 往往 由 此 了 和 解 一 些 有 
赤土 墟 肥力 和 土壤 发 育 的 程度 
等 。 主 擅 中 主要 色素 需 白 . 黑 、 
和 红 、 黄 四 种 。 ise 1 bee ee 



白色 来 自 矿物 质 , 如 石英 、 长 石 .白云 母 等 , 通常 砂粒 较 多 的 土壤 含 此 
PLO, PDEA RES, IS. AS eh 
白色 , RUSE SSE, BORK, Sse SA. 

Be fea fhe FY ES of AS WER, PLL ABR IE» IE Fit By 
多 , AMEE; (LABRET LIARS EE EP PT A A 
HE, AER BLE SRA OE BORE. PUL Eee, IG 
TERRE HONS ABER PE Bik TREE, SR BES) HE a 
SESH CARL ARMAS. LS, TR ee eB 
色 的 强度 , OAL, MS SOR MS 呈 色 
较 痰 。 有 些 有 楼 质 含 量 很 低 的 土壤 , 常 因 含 有 腐殖质 与 铁 的 化 合 牺 、 拷 的 
化 合 物 、 花 铁 矿 以 及 其 他 有 色 矿 物 ( 墨 云母. 辉 长 石 . 角 闪 石 等 等 ), HY BH 
或 至 黑色 。 碱土 中 常 因 诲 解 少量 有 机 里 而 显 黑 色 。 此 外 , 如 由 卷 近 煤 导 
黑色 岩层 风化 而 成 的 土壤 , 常 呈 联 黑色, HMA RS BBO 
野 中 亦 常 带 灰 色 。 有 些 紫色 土 及 海 泥 等 有 了 时 跌 呈 色 较 哄 , 但 有 机 质 含 量 
AN» 3 

ACR ABE SULA EZ, Bae LER Fe 
ANKLES, FAR. (LUILER SLSR AA, MER 
£2, WNFHEADK (2Fez0s, HO) 呈 黄 标 色 , BED (Fe. O3-2H.O) 呈 人 金黄、 棕 黄 

色 , +E (Fe. 03-H,O) 呈 黄 、 标 、. 标 墨色, ALPS UR (2Fez0a'Hz0) SELF 

AALS, 赤 缴 矿 (Fez0:) 呈 和 红色。 氧化 织 在 还 原状 态 下 更 可 呈 深 蓝 、 蓝 、 苇 、 
灰白 等 色 。 黄 色 坊 水 化 氧化 铁 所 生成 , 因此 除 与 母 内 有 关外 , 一般 呈 黄色 
的 土 让 都 分 个 在 比较 平 疼 排水 较 差 的 地 方 ,或 气候 比较 湿润 的 于 莽 旺 
抽 色 的 土壤 常 分 个 在 排水 迅速 的 科 坡 及 相对 浊 度 比较 低 的 区 域 。 土 壤 之 
篇 范 一 颜色 者 跌 有 存在 , 然 大 都 傈 四 种 主要 颜色 的 混合 色 。 

在 野外 辨 羽 士 壤 色泽 时 , FEATS LL a YF BE 
站 立方 向 (向 光 或 背光 )、 位 置 (向 上 看 或 向 下 看 ), - Beet a 
乾 湿 程 变 不 同 而 有 出 入 。 因 此 在 刊 断 土壤 色泽 时 , 必须 就 近 梦 罕 , DIRE 
生 视 觉 的 错误 。 一 般 常 与 标准 土壤 的 闻 色 相 比 ,而 后 决定 被 视察 土壤 的 
矣 色 。 一 方面 可 在 出 发 前 先行 准备 标准 土 色 , SRC BASE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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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标本 , SHR AOL, BRE Sa Ee 
SREY, SUPER, BG EPA TAR 
PER LORIE, FE ESSE StS, 再 行 测定 标准 土 色 的 色泽 D。 在 
记载 土壤 颜色 时 , 务 质 广 明 土 色 是 否 均匀 ,上 下 导 的 释 化 是 否 题 著 , 分 别 
记载 土 粒 外 部 和 内 部 的 色泽 ,构造 体内 外 的 色 涅 , 喜 瀑 时 的 色 译 等 。 

(3) 土壤 质 屯 ”土壤 由 大 小 不 同 的 土 粒 所 和 组成 , 在 某 一 土壤 中 各 种 
AAA ARIA SHE, 称 需 某 种 土壤 的 质地 。 按 照 国 际 土壤 户 会 所 
通过 的 方法 ,各 种 大 小 不 同 的 土 粒 可 分 下 列 数 种 粒 航 : 

#2 2 

莓 联 土 壤 记 家 威廉 斯 院士 将 土 粒 分 成 下 列 数 征 : 
#3 

称 大 小 (直径 :毫米 ) m 名 

石 击 

nS 

: 碟 

bh b 

-中 而 

Seb, HL am wD 0.5—0. 25 

a 砂 0.25—0. 05 

tk ¥ BD 0. 05—0. 01 Une 

a, 粗 粉 wD ar 0. 01—0. 005 
ek wD eas, a Ra : 

Riad eT Lee <0.001 2 

1) BREA AywUE, ABE MET EL PRR”, 1987 年 。 
° 47 . 



效 和 将 土壤 质地 的 等 级 及 其 所 含 粒 组 百分数 列 才 如 下 : 

才 4 Seem BIC 

”0 一 35 65 一 100 

震 利 用 方便 起 见 , 复 可 用 一 
等 下 三 角形 卖 示 之 (图 14)。 

Moi = fe TCA Ae MSE EB 
WORE TM JUS A 
FTE ee, PERE — BA 
MRL ML 19 A 

oo, PER, = 
WA eH TM Bee ， 

图 14 Lees 3 FWY HE] — RS fC RL 



分 数 。 三 角形 底 泪 所 广 明 者 需 粉 砂粒 的 百分数 , PLR TF eS ER 
“ 才 粉 动 料 百 分 数 ， 图 内 二 入 交 叉 点 代表 两 硒 料 粗 的 百分数 , een SE 
个 粒 租 的 百分数 ， 和 从 此 点 所 在 位 置 即 可 看 出 所 求 土壤 的 贤 地 了 。 例 如 其 
一 土 盐 的 粒 组 成 分 需 糙 粒 3095， 粉 砂粒 5055， 砂粒 205%5， 我 们 就 可 以 币 
A 39 Wyss IAN TTA, 再 由 底 瀑 30 Wee, BAe 
STM, ERE LS AS, 那 赛 遭 个 上 
娘 的 虹 地 就 是 务 砂 粘土 了 。 最 近 苏 联 士 壤 里 地 标准 是 探 用 喀 剑 斯 基 (Ha- 
nuncKmit AT BENS GE 5 )。 

HS BRM VLEAMTMR 

HAE <0. O1BE IK AH BIE (GW) | HED 0. O1BEK AA BI 

£ RAR 4: so 
eet | Bt | eet) Bt 

wb +: | a5 |. | 100-95 | 100—95 

wD 二 | B10 || “5 一 10 | 95—90 | 9590 95 一 90 

> me | 1-20 | 10-20 | 90-80 | 90-80 90—80 

轻 烽 壤土 | - 20—30 | 20-30 | s0—70 | 80—T70 

ABE | 30 一 40 | 30—45 | 70-60 | 10-55 

Smee | 30-50 | 全 -60 | 6o-50 | 55—x0 

em ew + | 50—70 “| “60 一 70 | 50—30 | 40—30 

bow + | 70-80 | 70-80 | 30—20 | 30 一 20 

BR + |. >80 |. >80 | <20 | <20 

| BRE EE, 过 去 都 探 用 国际 制 或 美国 制 , ARTS T Oh a 
EMT ee, EATS SEPT RL, RPA 
ROARS ORO SUH. PST, EIR ee oe 
SAVE i, LL 7 a RT ACA AE UR 
ER. PLIES, BME PRL ere TT PSE. | 



十 面 所 对 的 土壤 质地 的 求 得 一 定 先 要 知道 土壤 中 各 种 粒 组 的 百 分 
数 , AREER HEE A Pe. Aa ae 
WHF IRS ARE, SG EL Fe AH 
WEEE. 
FAFSA RACH SE Le ey, SESE eS, PR 

入 日 水 或 水 , HFT RIO EER, PKS DLAE GE A RRS 
BE ULI es ARERR IT EAS GOT. ES), 须 先 检 
HORE, ERTL AN eh, 我 们 就 可 得 出 一 些 概念 。 
BRAD, 当 手 指 运 动 时 极 易 罕 沉 , th CS SEY BO BE 

砂 。 茶 矶 粒 特 别 请 车, 和 摸 范 务 的 感觉 一 楼 。 粘 粒 混 时 易 粘 手指 ; 水 分 通 
当时 可 使 成 各 种 形状 ,能 甘 成 较 长 薄片 而 不 裂 断 , 上 且 其 卖 面 常 发 一 些 光 
亮 。 补 次 工作 者 可 先 用 已 知 质 地 的 土壤 练 必 数 次 , 即 可 得 则 要 领 来 但 在 
工作 中 还 需 不 断 电 用 室内 分 析 精 果 加 以 校正 。 乾 旱 区 域 的 土壤 , 室内 分 
析 千 果 常 比 手指 测定 的 来 得 粘 重 , RARER. SHR 
多 的 土壤 也 有 同 檬 的 结果 。 在 记载 质地 时 , SHWRS RMR Ss BY 
超 , 也 须 话 组 嗲 明 , 最 好 能 估计 其 所 佑 百分数 , 站 记载 其 在 整个 土壤 剖面 
中 的 分 伤 情 况 。 

(4) 土壤 构造 ” 土 超 册 造 是 土壤 颗粒 以 一 定 的 状态 在 土壤 剖面 中 的 
排列 情况 , 其 性 状 除 和 土壤 围 聚 作用 有 关外 , 更 需 植 物 根部 微生物 作用 及 
水 分 汉 动 等 所 左右 。 土 起 构 造 的 观察 和 研究 ， 以 在 田间 最 篇 合宜 , 观察 
时 除 注意 构造 中 的 大 小 形状 外 , 更 宜 群 粗 研究 构造 体 坚 毅力 . 精 持 力 、 租 
BCH HELENS BR Re eA FR A) ER 
HT 
苏联 土壤 学 家 C-A-Baxapon HF AVENE F UE (SSS), 
除 下 卖 所 列 各 主要 土壤 构造 外 ,在 我 国 常 见 者 从 有 屏 粒 状 构造 ;形状 

不 规则 , 珠 受 似 类 包 屏 ,分 粗 悄 粒 ( 粒 径 大 认 2 厘米 )、 中 贿 粒 ( 粒 径 0.5 一 2 
厘米 ) 组 恨 粒 ( 粒 径 小 长 0.5 厘米 ) 等 三 种 。 在 晤 碱土 区 常见 者 有 千 皮 可 
ih ME, ARE, > RILN DE, SCARE, LE. 少 转 
聚 现 象 者 ,常见 於 含 砂 较 多 或 土 粒 常 被 分 散 的 水 称 田 旱 作 时 表土 ; 无 完 

sa。 50 。 



#6 tM MR 

型 类 种 aE AK A> 

(— yeaa: | PBR | | 
st YS mt (县 、| RM eae | | 
Oi) eB Ee seni =| ARIS | > 10 厘米 

PSUR MSE 10 一 5 厘米 
ee ee ee 
| | paps = | 3 一 1 厘米 
| | FRSA HSE | 1—0,5 原 米 

| Pee sito | <0.5 Bk 

Ee eee ee ey 毫米 
| | 租 核 状 枉 造 | 20 一 10 ak 
| | 中 核 驮 构造 | 10 毫米 
| | aeacaRiis | 7 一 5 毫米 
a eee eS oe 
| Ca coe Se 
| | mana = “| 1-0. 5 a 

enna | REE ‘era 
eee | | Beara Le 
as. ae ees 

| | PSII | 53 BU 

AN BEAL AK He Sae a 厘米 

- Bl 。 



大 息 柱状 豆 造 

有 光 汪 多 与 的 类 面 ,| 小 棱柱 状 构造 5—3 厘米 

BERG | QS EESE <3 厘米 

a 5 厘米) 1 Bk 
过 | at 

F 柱状 
ey a | 8. 片 状 构造 , 呈 水 | PPI SH 

Ce a ee a 
育 | wie 

TRE, FRAN, 土 体 均匀 , DUALS ECR I 
土壤 的 构造 性 , 是 决定 土壤 上 所 生长 的 植物 路 的 大 小 的 重要 因素 之 

一 一 一 土 坊 构造 是 水 分 情况 和 空气 傅 驶 两 种 对 立 因子 的 弹 萄 作 (Trexpoim)， 

如 土壤 阁 色 需 土壤 内 部 组 成 的 标 蒜 , 那 许 构造 就 是 土壤 生产 力 最 主要 的 
因子 。 构 造 的 性 征 芭 映 了 土壤 和 每 一 土 捕 的 全 部 发 生 这 特性 一 化 这 和 组、 
成 和 物理 特此 。 因 此 构造 的 研究 是 决定 士 壤 发 生 和 士 壤 肥力 最 重要 关键 | 

。 52 。 



图 15 各 种 土壤 构造 
1, BREW; 2. 柱状 3. BAR; 4. RBA 

b. MO 6, 7, 8. Hh MDA, 

RM Bee SNL LEE: “ARE LE 
WESSMMAKE, 它 让 差不多 多 部 降水 都 滩 到 土 中 去 , 站 很 牢固 地 把 水 
分 保存 起 来 , 防止 了 无 丛 的 蒸发 ,稳固 的 构造 创造 了 满足 蕉 植物 生理 需要 
的 、 不 断 的 以 养料 和 水 分 营养 植物 的 最 好 人 条件 。 早 经 给 明 , 有 楼 造 的 土壤 
Ht, 水 分 情况 的 改善 , 是 有 杏 造 土壤 的 肥力 效果 声 无 网 造 土壤 大 的 原因 。 

WES BLS, 汞 不 是 任何 构造 都 促进 了 上 士 壤 肥力 的 提高 ,只 有 粕 固 的 粒 
ASRS BEAVER. 机 造 的 稳固 性 就 是 构造 体 单 位 抵抗 水 的 
分 散 作用 的 上 能力。 一 种 士 趋 袁 的 单独 构造 , 不 论 在 乾燥 的 或 淹 瀑 的 状 克 
下 都 是 稳固 的 (如 粘 质 黑 征 土 )。 另 一 种 土壤 的 构造 幅 , REECE WOK HE 
FARES, ARRAN, 达成 滩 有 形状 的 一 些 物 体 (如 柱状 碱土 )。 

PEPE LAS ARSE AEE, HRM B BRAS Ae BE AY 
伐 换 性 锁 的 存在 , FSR. SEBS Br aK 
GBBT, AWARE EER, PER EAE AT ES 
FEVER, SRE FR He A, BE TE BS, 

ea 5S 。 



MORE A. FESR ENO Soe, 二 些 物色 特 性 是 很 不 利 的 ,柱状 土 
A, Sch, BER, 大 大 增加 了 机 械 操作 的 困 灼 。 类 层 土壤 不 
能 提供 最 有 利 於 农作物 生长 的 物理 特性 。” 

按 构 造 体 的 形状 和 大 小 分 辩 , 不 但 各 种 土壤 中 的 构造 幅 不 同 , 医 至 同 
一 剖面 各 土司 中 的 构造 也 很 不 相同 。 决 定 土屋 的 宏 造 时 诬 按 照 土壤 构造 
分 类 表 的 命名 。 

但 是 除了 按照 构造 体 的 形状 和 大 小 区 分 外 , 其 他 情况 也 屹 记 载 , 如 构 
造 体 表 面 可 以 是 平 的 . 配 状 的 、 丢 角 状 的 .四 形 的 、 无 光泽 的 .光滑 的 , 较 之 
构造 折 损 面 要 更 蜡 一 些 或 更 淡 一 些 。 双 如 同一 土 居中 ,构造 可 能 是 相同 ， 
UA REE, FAVS ARSE SE BOWS 只 佑 少数 , SERIE HE 
构造 。 如 粒状 构造 俊 呈 集 状 或 带 状 分 优 , RRS ESS, 
都 谨 和 将 此 等 情况 详细 记载 。 

(5) 土壤 结 持 力 “土壤 结 持 力 傈 土 粒 半 相互 吸 著 力 的 大 小 , IEEE 
量 与 各 种 土壤 的 性 质 和 上 十 壤 瀑 度 等 有 关 , 因此 在 描述 时 峰 同 时 品 明 土壤 
的 乾 瀑 状态 。 普 通 描 述 土壤 精 持 力 时 ,常用 下 列 数 种 名 说: 

甲 。 粘 惠 一 雪 现 在 很 大 的 湿度 时 , 傈 土 体 附 从 其 他 物体 的 性 质 , 与 
土壤 中 所 含 粘 粒 的 含量 和 性 质 等 有 关 , 在 野外 辨识 时 , 以 土 体 与 手指 粘着 
的 程度 来 决定 又 可 分 入: 

(i) 不 粘 齐 一 一 用 手 描 压 土 , PR CR, 而 土 体 东 不 烙 手 沸 者 。 
(ii) LEE KES) IS, AEH FEL, 但 当 手 指 分 天 时, J: 
钵 不 能 拉 长 。 

(iii) 类 ”划一 一 训 压 后, 土 体 粘 闭 手指 , Hen, LAB. 

(iv) HiME, 烙 蔷 手指 其 强 , 当 手 指 分 开 时 , 能 拉 得 很 其 
而 不 断 。 

CDR Ae US Bente, BY WOME 
LIAR IBN, 目 当 外 力 移 去 后 , CREE IRATEERE. ZEEE 
PAUSE ay Wwe, 可 用 手指 将 土壤 揉 担 , 视 其 能 否 成 条 状 及 和 粮 状 等 , EE 
同时 注意 其 混 庆 。 土 壤 可 塑性 在 田 半 可 用 下 面 的 名 员 来 描述 。 

GD) 无 塑性 一 一 不 能 成 粽 状 。 
+ Se 



(ii) 3398-4: FE RAD, FLERE, 
(iii) YB AE RIK, IMATE BE) TB, PAEDIATR 
Civ) 强 塑 性 一 一 加 大 古 力 后 , HELA HHT 
WA. we RR: 

(i) Re AE, WED Ae aT a Fe TS 
性 贤 。 

(ii) 极 县 散 一 一 其 易 被 手指 粉碎 , (LE ie, HEE 
(证 ) 蕊 ”县 一 一 加 微 度 至 中 度 压 力 时 , 寺 能 使 士 体 破碎 , Ze BR ee, 

能 吸 蒂 在 一 起 。 
T. 硬 一 一 瀑 度 其 小 时 , SRR RS YE 
(i) 稍 ” 硬 一 一 抵抗 力 甚 微 , 苍 易 被 手指 破 十 。 
(ii) 硬 一 一 托 抗 力 中 等 , 甚 易 担 碎 , 但 手 此 不 易 使 之 破碎 。 
(证 ) 很 硬 一 一 抵抗 力 强 , FHS ASAE, 用 大 力 才能 握 碎 。 
(ivr) 概 ， 硬 一 一 抵抗 力 极 大 , 手 已 不 能 使 它 破碎 。 
成. 酥 “ 均 一 一 在 水 分 通 量 时 ,耕作 性 良好 的 土壤 所 具有 的 性 能 。 
(i) 酥 一 一 和 焉 峻 相似 ,但 瀑 度 稍 高 , 甚 易 被 农具 压 碎 , 具有 和 良好 的 

PEELE. 
(ii) IR AFis DFP, Set PD BE AAD ce AY eB A 

是 此 种 考 能 。 

已 . 脆 一 一 加 时 列 碎 呈 题 明 尖 鲁 的 断口 , 傈 指 具 有 腰 结 性 能 的 土壤 
=> 

Be. i Pe -— LEER, PIR KK, 

(6) 土壤 租 织 

FAL ERTL BBE «= AERA RT FF EE BA IY) ZR, 

FATE ABE AAT EAS BA To AREER XK ]>, 除 与 

SR BEY NTS. LBENNO BAT, 其 他 如 有 机 

Uryg mas > IER, BAR OR. FLEA 

ATER SES: 

Ci) FLL ME EEA al 8: 



(a) MIFLAR—— FL 1 SR, BARE. 
(6) FL BRL 1 一 3 AK, AEE 
(3) ¥é881——F LPR RK 3 一 5 AK, DIARRA. 
(r) 灾 管 状 Bech 5—10 bs ty Fe ELATED - 

(4) MID 

(e) AER —ALBRME A SHEL ‘CIRM nti (in FE) 
eT ee eee LDL LES Li 

(ii) 土壤 榴 造 焉 前 的 妥 降 : 

(a) §220R—2L EE 3 毫米 者 , 2 LA 
(6) 中 列队 -一 BZ WR 3 一 10 训 米 者 , FLEE ion KS 

造 的 土 层 中 。 
(Ga) 粗 裂 隙 一 有 孙 之 实 大 长 10 68, AA; Se 

HOARE MOR, HL BT EAE 10 厘米 以 上 ， | 
Z.. -MERSRBE FRAUEN AU EE A, Ze 

并 可 用 下 列 名 词 描述 之 。 
(i) i Sh AEE ANT IMIR III EI FPR A IE, 

JERE LA BOS UR CHEER BEE SP OP AE 
(ii) SFA 01H A RES OUEEA, ed BEE LEB 

ERRATA 
Gi) at GA, TLLe SERRE, 

(iv) 9&§ —+- HEE ABER, SE ERAN, 具有 构造 的 心 
土 及 粘土 到 (比较 混 泣 时 )。 

(v) 极 “ 紧 一 铁 链 已 不 能 人 , 土 锅 需 用 大 力 才 能 大 办) 但 速度 其 慢 ， 
取出 亦 不 易 。 取 出 之 土 带 光滑 的 外 才 , 常 需 具有 柱状 . 丢 注 状 姑 得 的 心 十 
或 硬 粘 鸽 情 , 尤 其 在 土壤 水 分 较 少 时 更 是 如 此 。 

PA, SPIRE A DL APES ALR EARS ST A 
{REAL AEH, REAR RE URE. BES HS Mt Te 
WE, TUE. AEN SPERRLE TT “BSI”, “UBER”. “TELE 
PERIZ 
- b6- 



(i) BSR 
BHM wak F. 

(ii) #84, BL FRR ES, EUS 

BABES POE iS EBT 
(ii) [El §$——DUBLR Be, 特别 坚硬 , BS DL, en Ze Be 

aE DU His LY Fi RR A DR HS DL ES 

(7) 土 墟 剖面 中 特殊 生成 体 
在 土壤 剖面 形成 及 发 展 过 程 中 , 由 共 水 分 上 下 还 动 的 影响 , 致使 其 些 

Ben RAR, 在 土壤 剖面 的 其 些 部 分 特别 堆 加 或 集中 的 针 果 ， 
生成 很 多 新 生体 , WRI AE HAL RAR A OE 
等 。 由 套 接 算 支 力 需 主 的 关 傈 ,致使 士 壤 剖面 中 有 局 部 的 沈 化 , ZS 
GEASS LOADS. WEARER MR, 可 以 使 我 们 推 知 土壤 的 演 党 
过 程 、 利 用 傅 况 以 及 不 能 从 所 控 的 章 面 中 直接 观察 的 其 他 性 状 ,因此 在 田 
Hb CSE 

甲 . 千 检 ” 傈 局 部 集中 硬 固 的 化 合 物 , URS RK Bk Bok 
状 及 树枝 状 等 , 世上 且 有 各 种 色泽 。 石 灰质 .氧化 织 、 氧 化 毛 等 常 能 集成 
知 杷 。 其 他 矿物 如 氧化 扔 , Me eR, (ADR TERME BAHT FLAN SRE 
土 外 ,其 他 汞 不 常见 。 

(i) 石灰 结核 “石灰 精 核 以 含 碳酸 略 需 主 , 除 含有 土 恕 中 的 其 他 狂 
成 外 , 有 时 常 来 有 多 量 土 秘 。 通 常见 从 雨量 较 少 淋 洗 作用 不 很 完全 的 区 
域 ; HAAR, GLA ESAT LR RA 
层 特 别 深厚 的 , 15 LAS ACE RAI RS ROT a RE EO 
wie FR RA) AAR, VERA. RE 
Wh. AAA 3c, HERRERA BE RCE RS, 沿 
BPN EAS, TEAR BRR RR BERS, SR EB 
外 部 而 将 其 包 藏 在 内 , ARS, SEM AE, Bee OSE, 且 偶 
DS SIR ANE. SHEA) IK, OB FEC 16 )。 

(a) BAK AMARA, SHER 
(6) 粒状 一 一 直径 小 共 5 毫米 , RMR KK. 

FA ABR AIS, PORE, (AE AR ES 

+ 7 。 



(2) 楼“ 状 -直径 5 一 10 SEK, PERE, 
G) 矶 蔓 状 一 一 直径 10 一 20 EK, RIERA. 

(x) 大 友 蔓 状 一 一 直径 在 20 RULE, RIERA EX. 

ce) 管状 一 一 上 下 较 长 ,有 了 时 中 空 , 更 可 由 其 湾 断 面 直径 的 大 小 分 
BK. 中 > = 9 

(下 ) 

16 Sima KARM 



(x) 枝 ” 鸭 一 一 同 (e) 项 ,但 具有 分 枝 。 
(3) . 片 “ 状 -一 在 土 导 深厚 的 土壤 中 常见 , 呈 片 状 的 石灰 结核, 其 麦 
MEME, US BREE BE. 

Ae SESE A LATTICE RULE HR TER: 
iE PeRROUE }, Bae LE AS La LE OT AE, 
AE ALES RES, ME WEL 

: > SN Mie gage 4s PIN Dirge 

. 

(F) 

ll 各 种 纵 粤 结核 



(ii) 织 粤 精 模 -- 一 土壤 中 缴 氮 等 氧化 物 常 积聚 而 成 结 杷 , 其 形状 .大 

\ EST. SBE eh AO, 其 色 较 淡 ; BRS ECS 、 

AR. ARETE, BRE, KAGE SEE, APR 

Pi, AW AK. Balk. ak BOK, A eee 

土 图 之 外 , PRK. iH 1 SKA AFB 10 RY 

. 7EsCSe ar BALES RR. Bie ZK |). S 

TERI RABE, BOG. ERNE A A, 

PULL TESS HORSE ULE. RR RA a 17 所 示 。 

GQ. eR TEAR eas EK, ie 

BERR, TRENT, ois PORE: 

(i) #% #2 —DSUiT 3 ERs A, Fo A eH CK 

体 可 分 需 两 年: —RS a SLC BEN trie MEI AEP BRE, 此 

Mts, 有 时 竟 可 过 IKE, ROR es EM BeR, Bie koe 

$i, fs LAE MAL , AR i HF ae Bi, IE BE ie Ze 1 De 

米 左 右 。 此 种 现象 除 常 见 基 红壤 区 中 外 , ZEB PS TP OSE DS 

FE Fi, ths Sad Aaa A EK DT Ga 

的 形状 有 如 图 18 所 示 。 
we NEN 0 多 

图 18 铁 m 
(ii) 石灰 质 硬 他 一 一 淋 洗 作用 不 很 完全 的 区 域 ,入 见 石灰 质 硬 公 的 

形成 。 其 形式 在 黄土 区 所 见 者 可 大 别 含 二 : Rea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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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质 二 不 同 的 二 土 辱 之 间 , 下 导 较 坚 粘 , JEBEL, DVS HE GG AN 

于 洲 液 ,下 降 过 此 计时 流速 器 然 降低 , DUST BORED, 水 流 有 了 时 畦 
向 永 平 方 同 移动 , 石灰 得 以 渐次 小 积 , 以 后 更 不 易 透 水 因而 积 水 更 多 , 久 
而 久之 可 以 生成 概 厚 的 石灰 质 硬 胡 。 其 二 人 由 土壤 发 育 剖面 中 的 伍 积 悦 
PRATT AL, HG SE RE FE, ET ITT A, ta i 
多 , 渐渐 将 排水 通道 堵塞, 以 致 积 水, AACE DUS SIREN, MEER AD 
HEH ERE, J a, 

(iii ) BES 7287 BE TE A 2 LA 

FE APRA» BE HT ALES FEE ES, ZS ALR 
(EASE IP ABTA » SAU PET pe Ze SH HR RAPT ZL 

(iv) 4} 4 FEW LM SHES AK, ALOR WEY 

BE ARS A, ORES) APABEWE SS, Hise a WY fC 
PE EAE IBE |, HL SHS, ALLER RIA Bea as 

aE PAGES Hh LS. 
A. MRR: ARH EB SUICN BIA LEM), 至 地 面 

APRA, BE A LT HG AK AAD TES. RIL 
Be SU RT. SLR ES AS HL, PRP AL 7s RAI 
TERRA LT +, RS SU RTS, Be SEER 
We RARE EFI: HSA TRIE 

RE EST PEEL A APE BE oy, ESE De db Be 
EUS BPMN, 且 需 县 散 状 性 能 , EMESIS BAA 
PUSH BS, 东 有 硬结 皮 和 软 结 皮 之 分 , 有 的 硬 缚 皮 厚 可 过 1 工 米 。 观 察 和 记 
WR, PSS LEAP. AE LIK MIE. 

T. Sr ATT PRY) on BBA. PI a 

FERRER, 形成 各 种 洞穴, MEPL BEET la) ZOE EIA EE ED BLN 
LDR. MAD ROG RARE ABA Ee Hf He BE AL, 
Hi REE BET Sk, SAS, 惟 常 集中 从 土壤 剖面 的 下 部 。 所 卉 
主 粒 的 色 滩 、 构 造 等 常生 洞 灾 四 周 土壤 色泽 .构造 等 相 轩 , UCU, PX 
Ueda S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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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 机 获 质 ， 土壤 中 有 机 物质 的 性 质 及 含量 傈 土壤 主要 特性 之 
一 , 动 植物 残 体 的 分 解 堆 积 以 及 微生物 的 作用 , 非但 能 促进 土壤 矿物 部 分 “ 

的 风化 ,下 上 且 控制 其 成 土 作 用 的 大 向 和 速度 。 土 壤 剖 面 中 有 楼 物 丑 的 分 
佑 情况 亦 坊 土壤 分 层 时 主要 的 标 茵 。 有 机 贤 的 来 源 不 外 动 .植物 及 微 生 
物 残 体 等 , 其 中 以 植物 残 体 需 主要 。 植 物 捐 部 及 地 上 部 分 均 可 供 蕉 土壤 
以 大 量 有 楼 物 质 , 凡生 长 植物 旺盛 的 土壤 , 必 富 含有 楼 物质 ; 反之 , 必 很 缺 
Z. PABA, AEN EL, HE Ee A, FET 
可 有 300 一 600 FF RE MAREE EBA TIRE; EPA SIRE Pk HE TE, 将 
有 3,000—6, 000 斤 有 机 物 的 堆 禹 。 土 壤 中 有 机 物质 可 别 需 : 

甲 。 粗 有 机 质 一 一 未 腐 殖 化 或 微 度 分 解 和 腐 殖 化 的 有 机 有 物质 , en 
{tLe bE Tee hh, 因 丛生 物 分 解 作 用 甚 强 , A 
厚 导 堆积 较 少 。 ar 

| Z.. 有 机 贤 一 一 未 府 殖 化 或 俊 微 度 腐 殖 化 的 有 机 物 瑟 体 , FEAR 
ESE, 如 在 生 草 灰 化 士 和 泥 迪 土 中 所 见 的 有 机 质 导 。 

两， 腐殖质 -一 有 机 物质 经过 微生物 的 作用 腐 殖 化 后 , 呈 黑 色 、 棕 色 
或 乱 色 的 腐殖质 , 过 种 窗 殖 贤 常 与 土 秘 相 千 合 , 使 土 起 形成 优良 的 园 粒 杰 
造 , 或 被 淋 洗 至 土壤 剖面 的 下 部 ,对 土壤 发 育 和 土壤 肥力 都 起 概 重 要 的 作 
用 。 一 般 在 温 蚂 区 域 , 有 楼 物 分 解 其 速 , PRI RPE, EIR BE 
质 大 郑 矿 物质 化 , 生成 简单 的 矿质 化 合 物 , 此 种 物质 在 雨量 较 多 地 区 ,或 
被 植物 利用 或 被 淋 失 。 因 此 在 此 种 地 区 , 土壤 卖 面 扯 有 楼 物 的 聚积 少 有 
超过 10 厘米 者 ; 在 温带 草原 地 区 划 恰 相反 , 有 机 贤 在 嫌 有 气相 菌 的 作用 下 ， 
生成 大 量 的 腐殖质 聚 棱 在 土壤 中 , Ti HUBBER PRE 1 KS, 例如 我 国 束 北 
的 黑土 。 一 般 在 整个 剖面 中 腐殖质 的 含量 是 随 深度 而 和 逐渐 减少 。 

2, 土壤 性 质 的 野外 测定 
决定 植物 生长 及 产量 的 主要 因素 等 有 三 : (i) ROR Gi) se 

素 及 (ii) 植 物 本 身 因素 等 。 土 壤 因 素 更 可 分 需 生 由 、 化 学 、 物 理 相互 依附 
的 三 方面 , 此 三 瑟 面 符合 的 具体 卖 现 即 雇 定 土壤 肥力 的 高 低 。 野 外 工作 
时 由 可 由 章 面 形 驴 的 爸 轩 和 四周 的 环境 等 推测 土壤 的 性 质 , HEA BE ee eR 
决 不 能 健 盖 四 周 环境 晤 土 壤 本 身 的 形态 所 能 刊 别 ,有关 物理 化 学 的 分 析 ， 
° 62 - . 



将 有 助攻 王 雯 性 贤 之 深入 了 解 及 刊 别 、. 革 察 、 推 洽 之 正体 隆 。 一 般 理 化 分 
PAPE, RHEE, 健 能 通 共 室内 研究 D] 。 其 能 礁 田 半 进 行者 , 除 
前 节 所 述 考 外 , 从 有 土壤 酸度 、 度 分 、 构 造 . 透 水 性 .碳酸 舌 以 及 一 些 有 效 
RE, BUTEA VEAP SEAS, ES AY a AY ER ie BL 

EERE 2 aan PF: 

CL) REGS ARR ES HI EH ETAR» AY AAA I ee 碳酸 
SoHE Ze, 粗略 的 估计 其 含量 及 其 在 土壤 章 面 中 的 分 优 情 况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下 列 诸 概 念 : (i) 从 其 不 含 游 风 碳酸 全 而 其 酸度 花 低 , 则 此 土壤 、 

WIRES GA, 因此 需要 合 质 肥料 的 施加 ; 〈ii) AES He, 则 一 般 不 需 
HEIN: Git) SMES FARSI 
改良 和 利用 。 此 外 让 可 推 知 其 钙 质 的 来 源 .积聚 与 麻 失 等 现象 , 而 推 知 读 
+E ERR, 

(2) 土壤 酸度 一 一 土壤 酸度 以 pH (LARS, pH 值 序 需 土壤 溶液 中 
SET WRENS. Di pH 7 需 中 性 , ULES ES BEAR Th SEN A 
种 只 子 的 数目 相等 , 亦 即 与 在 18° C RRRIDK ASTRA, AME Ee 
SMES IG Sie, 则 pH (HE 7 FSG, EES BRE; 当 氮 齿 子 较 炖 水 中 氨 匈 子 
DE, 则 pH MHA 7, DRED LES 

Hy SBE USE HORE IE, SRP HES — AH LEEPER FP: 
BERR ALE pH 7 UL, a Be 

AR; pH7 一 6 之 闻 的 土壤 , 在 固氮 组 菌 不 易 繁 殖 或 草 科 根瘤 不 生长 或 生长 
Fae, 施加 石灰 有 促进 的 功效 ; pH6 一 5.5 之 并 的 土壤 , 均 需 施加 石灰 ; 

5 互 小 共 5.5 的 土壤 , 则 需要 石灰 最 切 。 但 石灰 之 施用 也 以 土壤 种 类 及 地 
MABE, WEES, TRE. PURER DH ft 
中 在 7.0 以上, 但 仍 需 施加 石灰 , AT Be; 在 栽种 喜 酸 隆 的 作物 如 
茶 . 油茶. 橡 豚 栅 等 , 常 可 不 施 石灰 或 少量 施用 ; 如 栽种 草 科 作 物 , 石灰 的 
施用 量 须 较 多 , 决定 各 种 土壤 与 各 种 作物 的 石灰 需 用 量 , 最 好 先 淮 行 田间 
BUR, 然后 加 以 推广 。 

1) 其 方法 参 并 “ 士 壤 分 析 法 ”，1953 年 (科学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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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与 磷肥 的 关 傈 ”磷肥 一 般 在 pH 6.5 一 7.5 ZHIBAR: pH 6.3 
以 下 易 被 铝 、 铁 、 功 等 固定 而 降低 其 有 效 性 ; p 也 8 一 8.6 之 间 其 肥效 也 不 
高 ; 到 巡 pH9 时 肥效 更 低 。 

两 .其 他 养分 的 肥效 在 酸性 土 中 可 溶性 他 有 足够 的 存在 ; Weed 
$e An yh ik SE SS, PERL, 因此 不 能 需 植 物 所 利用 ( 克 以 营 科 最 
PSE). QUEER PEL tp BS SUPE, EH ER eB 
低 , PILE EATER. WATEMELEL BR EEE Hh SE 
成 有 效 状态 。 

丁 . 土壤 酸 吉 对 认 作 物 的 影响 “土壤 酸度 圣 认 作物 的 影响 有 二 种 : 
(i) 直接 的 影响 , 一 般 作 物 可 在 pH 4 一 3 间 生 长 ,超出 过 个 箱 围 生长 就 受 
BEBE; (ii) 间接 的 影响 , 也 就 是 由 从 pH 值 的 不 同 而 影响 了 十 壤 中 养分 的 
有 效 度 , 因此 间 悉 地 影响 了 植物 的 生长 。 基 蕉 上 述 两 个 因素 ; BL es 
共 土 起 酸度 的 通 准 性 站 不 相同 。 一 般 会 据 各 种 作物 对 共 十 盐酸 度 的 适 峰 
ts ELSE ES OS (SRS SEK), PULL PAE TU, DRAPE eS 
SGD Yn FE TN BE, DB HE es 

(3) 土壤 有 效 养分 - 一 EEO 28 7 SE, 不 外 
氮 、 划 、 钾 三 种 (测定 法 见 附 杀 )。 有 效 性 氮 素 呈 硝 酸 驴 .化 态 二 种 , 释 动 概 
Key AUSF PEE, 因此 在 田地 亦 常 不 测定 。 惟 可 参 服 有 机 
物 之 多 少 而 得 一 概念 ,最 后 吞 有 待 失 全 氮 量 之 分 析 。 磷 贤 在 土壤 中 存在 

的 状态 分 有 楼 驴 与 无 机 能 二 种 , RTE EE ANE ST, (BE 
易 需 微生物 所 分 解 而 网 需 有 效 态 , ELL 7g RE RRS HOB, (OIL RAE 
物 生 活 人 条 件 良好 者 , 划 芷 不 缺 磷 ; SIRE EH, 更 可 分 水 溶性 、 弱酸 或 稀 
酸 溶性 及 不 能 提取 者 等 三 种 。 前 二 种 极 大 部 分 需 有 效能 ,但 一 般 国 间 湖 
定 法 均 宜 酸性 土壤 忆 宜 , 瞪 性 含 碳酸 石灰 特 多 的 土壤 ,所 得 结果 汞 不 与 实 
际 相符 , PULSER RES ERE, BE BES Sp BB kA, HOH 
性 及 固定 故土 坟 矿 物 笨 中 者 等 三 类 , 前 二 种 犁 需 植 物 所 吸收 ; EE SE 
Be, 因此 其 测定 千 果 较 坑 正 确 , (OA. UU ee BSP 
(P P M) 帮 示 ,但 亦 可 改 算 成 每 区 含量 , 通常 以 每 区 仿 有效 性 钙 到 .5 一 

30 TTS Be, AT ASHI 30 一 46 WTKR, 可 以 少 施 或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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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超过 45: 市 斤 者 需 概 足 量 , 可 以 不 施 ; 12 一 22.5 市 斤 之 间 昔 需 少 ;6 一 志 
市 斤 者 需 极 少 , 均 宜 多 施 或 特别 多 施 钾肥。 

- (4)- 晤 分 -一 土壤 中 常 含 负 、 钙 、 纳 竺 碳酸、 硫酸 及 氧化 物 野 类 ,其 含 
量 过 多 者 不 利 失 作 物 之 生长 ,其 中 无 以 氯 化 钠 、 破 酸 钠 等 最 需 显 车 。 从 其 
om HELI 4- BAY 0.20% 至 0.3095,， 即 可 阻 姐 一 般 作 物 之 生长 。 个 有 
碳酸 钠 及 重 碳酸 钠 之 形成 , 则 土壤 常 呈 强 瞪 性 , SEE YASIR LE 
A, FLBE WEE, 亦 且 能 直接 兢 便 植物 根部 而 使 其 死亡 。 田 间 测 定 法 以 
惠氏 过 枉法 (方法 见 附 多 ) 较 怖 到 便 ,此 法 健 能 测定 土壤 中 蜡 分 之 疙 含量 。 
但 根据 此 种 测定 千 果 , CGR HOPE RES Be TO, 更 可 由 各 种 作 
物 之 桂 嫩 性 (网 附录 ) 作 出 较 需 具体 的 建议 。 

(5) 土壤 构造 -一 除 用 肉眼 机 察 十 壤 构 造形 态 外 , 更 可 利用 简 哩 分 
析 法 ,以 测定 其 水 御 隆 、 围 粒 之 大 小 及 其 数量 , 通常 好 需 大 於 0.1 毫米 的 
图 粒 马 有 效 围 粒 。 根 据 威 廉 斯 的 研究 , 土壤 中 国 粒 炉 量 需 在 6095 LIE ie 
能 发 挥 其 保水 抗旱、 防 创 以 及 供给 植物 和 微生物 生长 的 良好 环境 的 功 

Re (AAPM IAL, 均 鲜 有 超过 此 数 者 , 因此 岩 地 土壤 团 粒 构造 之 
如 何 增加 与 保持 , RES. WAL oT, 除 能 了 解 土壤 
性 贤 外 ,更 可 厌 此 二 筠 野生 草 类 及 各 种 作物 对 从 土壤 图 粒 构造 之 影响 , 而 
可 作坊 土 地 利用 设计 时 的 重要 资料 。 

(6) 透水 性 一 一 土壤 透水 性 需 土 壤 质 地 、 询 殖 贤 及 土 起 构造 等 的 画 
数 ,我 们 除 藉 土壤 剖面 中 各 导 透 水 性 之 不 同 来 分 析 其 机械 淋 深 与 闸 面 发 
育 的 情况 外 , 兹 可 推 知 士 壤 剖面 各 层 及 整个 剖面 中 水 分 上 下 运 吉 的 情况 。 
速度 与 保 水 能 力 , 亦 坑 士 地 利用 规划 与 决定 种 植 作物 及 林木 品种 的 主要 
参考 资料 。 在 灌流 区 域 ,更 可 正确 地 探 取 适 当 的 灌溉 措施 , 而 葛 认 浪费 水 
BRS 

(7) 水 分 一 一 对 土壤 剖面 各 层 段 中 水 分 的 测定 , 由 其 畏 果 比较 可 得 
出 有 天 鼓 土壤 毛管 水 活动 情况 .保水 性 能 等 一 般 概 念 , 如 在 两 前 、 丽 合同 
障 测定 时 , 更 可 得 出 鳞 土壤 的 透水 性 能 以 及 水 分 的 滩 透 深度 。 

3. 土壤 后 次 的 乌 定 和 命名 

每 一 主 头 或 亚 类 都 具有 一 定 土壤 发 生 导 的 排列 , SSE A J He 
a 



评 生 成 .分 类 和 肥力 的 研究 上 , 具有 很 大 的 意 闵 。 对 失 土 坊 府 次 的 镭 定 和 
命名 ,在 妓 外 工作 时 可 藉 助 失 土 吉 形 态 的 枫 察 和 简单 理化 性 贰 的 测定 ;得 
是 也 需要 室内 的 生物 .物理 和 化 单方 法 的 帮助 。 除 了 研究 各 种 土壤 发 生 
慎 的 特性 外 , 汞 且 必须 研究 发 生 司 疗 的 相互 关 傈 , 及 其 与 生成 休 件 的 相互 
PK, 如 此 才能 寻访 它 的 生成 和 发 展 规律 ,以 及 它 对 土壤 肥 力 的 关 傈 8 因 
JEPSEN, 就 不 能 俊 人 靠 一 些 形态 上 的 观察 。 目 前 中 
外 于 壤 学 家 对 从 土 居 的 研究 ,从 无 礼 一 的 分 类 和 命名 , 何 需 要 进一步 的 研 
究 。 现 在 只 能 将 一 般 通 用 的 发 生 悦 列队 如 下 : 

(1) 枯 枝 落 药 司 一 大 部 需 未 烃 分 解 腐化 的 林 未 枝 鞠 死 体 , 给 成 粗 
AURA HELPP BE RBA EASE. 

(2) 7a 4S EL} ——AP is eA LAs BEL SE AL 
Ti CNS Co J, FE LAPEER ERIE FRESE. 

(3) 腐殖质 三 一 一 需 含 大 量 腐殖质 的 黑 晤 色 土 层 , oe a] AF 
BA base 

(4). Z(t FRIAS, ER BRR EOE, 傈 灰 
CASES HAE A | 

(5) ies LEAS ELF, 也 有 
pep ER EWE FD AEA KS ET HF ALLE, DESPRE TT Be AY 
WRK. PEDAL SEG LES EB, RR a SAY 
存在 ,但 各 种 土壤 中 , JES A Hh ASR RRR, 一 般 的 名 
fia SRE ( AARNE). APRS BARRE eT Le 
URS. | | 

(6) Weep pe BUR PEAT }— 7k -L WEST a BE BR LL DS JS 
面 , ES ERASE Fe TSS, EASE ECE IR, 
Fe LARA ES LFS VK ER : | 

(7) Pes} 1A 76 LS, A ORT, Pee 
G5 4-IEIE B, PEP LA I 

(8) td eee ripe ty ae BN | 
请 土 中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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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it }—— FS iy PAO RH, AERP He 
(10) ie} CHEE RE FE He, 

+o bsth. 
(11) yy RR —— ABE HH 7k 5S URE FT SE a DSK 

Gh, REAR STA RR WN APRS GRE, 重 震 呈 青 灰色 土屋 , OK 
AT. SARKIS L RAPE LSE TE 

DUE ARICAY AEE ARE I LE A, 有 许多 
AES AAR, TG, 因此 我 们 在 弱 查 时 , 不 
能 仅 根 据 以 上 的 站 种 发 生 导 来 辨别 土壤 , 我们 要 秋 千 研究 , 以 期 逐步 搞 清 
所 有 土壤 发 生 层 的 特 上 性 和 它 的 生成 规律 。 

(A) “土壤 利用 及 侵 侧 状况 的 观察 和 读 载 、 

1. 土壤 利用 

”” 当 在 国 冰 枫 察 土壤 时 , 对 土壤 利用 情况 撩 分别 记载 , 除 贰 记 下 列 各 项 - 

外 ,站 须 注意 目前 利用 情况 是 否 合理 , 及 其 对 从 土壤 肥力 及 产量 的 影 质 

等 。 

甲 . Ab + BEA) PB RA ES 

(1) 作物 种 类 : JIZEAPA WEEE BAS, BEER E PIAS HE fe Te 

Fh, eta ESE ERP ENI AR. 

BFA Ve ——§ mk A. AAS SACS, EBRD ERE 
W)) RL. TI. CRAVED) . HS CRE) . BSE AR ERA EY) 

me 

HF VE ——§| "Pia. Se His. BR AB. ED BERG. Adie. Sipe Sai. BC De AR 

WEA) ACL TEAR. WA, AER GH En) RE ARS CED). SR SE 
CRNACRVEA ) . a. 72. BAP. ti A RAD 

AE FAYE Fs Pe LB iL oh, BEET A ABI Ey, 

BES EAE IC EEL» BOBS. HL BT SEBS ESE. 

BP ep) —§ 409 Fe. BU SH RRL, 

(2) Woe EE Rel Sh: 

| 、67 



REN: 须 分 别 记载 储 连 作 、 作 物 输 作 或 草 坑 轮作 汞 记 明 轮作 的 
次 序 及 其 效果 。 

牧草 : ACL ARIE (PAR AE). WBE RTE (AE. a 

+. A) RIA, ERE, BEA HR 

cs (EPA RL ae ie: 可 根据 农民 及 乡村 干部 的 估计 , 必要 时 可 以 

哩 位 面积 内 作物 株数 及 产量 推算 之 。 

肥料 种 类 : 

Gi) AREA A Se be BRE HEE RE SE. A, GE. 

胞 等 。 

(ii) FERS} FRR RR. UL. Be ER ZK, 

PRGBS. FALSE 
(iii) AE} Ba BA, ROS LSL ES. CEBU. ARS. 

Civ) SOE} 7K, Ba. ES. AR es FB. HH 

DES, | 

(5) 肥料 施用 量 , Te FB BO Hie: Hs. EG. FCT THB) 

(6) 嚼 具 及 宇 作 方法 一 一 使 用 农具 (和 落 黎 、 新 式 马 拉 农 具 或 拖拉 机 ) 

整地 (耕地 、 丰 了 节 、 疆 司 、 作 了 畦 及 中 耕 除 草 等 )。 

(7) WERK: 

GETLTKANTE ARUBA IKE EE BEER EDK, BRE 

TARA 

HEPES Zea Sy FA: 

(i) 地 面 灌流 一 一 引水 直接 流行 双 农 地 之 上 ; 

(ii) 倒 面 浇 流 一 一 引用 水 流 以 侧面 讶 润 农 电 ; 

(iii) eh HEE BKB et Limi BA; 

Pace, DERE EET: 

(8) FAH -LEEAIRA: | 

除 科 学 名 称 外 , UTES ES AE HG, UALS He BEY, 1% 黑 

As. BRE SE BEBE FRHME LT AEA 

乙 . Sedo Bet Aaa SH RE ASA 

Re 



————— 

a 

a “a 

(1) JUARZERIAT 2 REL, RRS, 尤其 是 加 
ets Sa sean 

(2) ShT BRE, SEER IAC, EEA TR, TE EF 
ME H:. 

(3) BREAN, FAME WH ATE ARAN eK 
(4) ERGHIAHR—, MTSE MRAM I EK 

Say) Hi, FL AHL GAL, Shwe —, 以 砍 比 较 。 
(5) 各 地 如 有 优良 的 土壤 管理 方法 或 劳模 的 高 舌 生 产 和 经 验 , YT 

neck. 
(6) 各 地 特殊 农业 问题 , 必须 记 出 。 

，(7) 工作 进行 时 , WHE, DURST 
A. POPS: 包括 牧草 种 闫 .生长 情况 和 发 展 甘 赐 , 主要 牧草 

的 百分数 , 放牧 或 收割 的 情况 以 及 牧草 对 土壤 构造 形成 的 天 傈 。 
丁 . 林地 使 用 弱 查 记 载 项 目 : 林木 种 关 可 分 : 
(i) SPHERE, SEB UR Ze PK, STE RIE Ze bk, FEDER SLBLAL, 

关 蔡 树 混 交 林 ， 竹 袜 , HEAREPK, 探 伐 中 地 , 宁 业 限制 地 区 , 裸 地 等 。 
(ii) PRAREPABE: 需 林 木 树 冠 投影 面积 与 林木 所 估 土 地 煽 面 积 之 

it, B47 0. 1,0. 2.…… 1.0+., 

(ii) ABE: 邵 以 现实 林 每 公 项 的 林木 积 蔷 量 , 以 同一 树种 、 同 林 
藤 和 同 地 位 禾 的 收获 才 上 所 记载 每 公顷 炉 生 产量 除 之 ,其 商 数 序 需 所 求 
密度 等 级 . 齿 航 。 根 据 森 林 径 营 目的 利用 、 价 逢 及 林木 生长 成 熟 的 快慢 ， 
Dibba S—10 年 或 2J ELS — PR, RE EET ELAR. > PR. HEE 
极 等 ) 以 20 FBO, BILL 1 一 20 “RES — BAe, 20—40 “FE BB AY — BS 
i URE LHC PRBIR, HABA GM LB 
WM FS 75 hes A, 5G ESAS BY Dea aR I AS 

Civ) PEPRASHEE: JNAEWTICAR PRYOR ZR PRS BE, 如 天 然 
条. 再 生 林 .人 造林 等 。 

Xt. AEFI AAS: 如 耕 田 是 个 体 农 田 互助 合作 组 织 、 AE 
合作 往 、 集 苯 藉 莫 、 国 营 农 场 等 ,以 及 耕作 方法 及 经 营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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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He ft 
HPSS Le RUBE TEE, 造成 士 壤 利 用 不 合理 的 现象 ,以致 

引起 土壤 的 恕 重 侵蚀 , 不 但 破坏 了 土壤 肥力 , Ie BREIL Ee 
原因 。 因 此 在 进行 土壤 粥 查 时 必须 注意 土壤 侵蚀 问题 , 冰 研 究 防 引 优 俩 
的 办 法 , 以 期 过 到 保持 土壤 肥力 和 根除 水 炙 的 目的 。 

I, eA gaa BB: 
(1) 自然 植物 

Ci) 自然 植物 破坏 的 原因 一 一 如 过 度 砍伐 .放火 烧 山 .水 炎 、 放 政通 
BE BSB LL HED BREN Bee 

(ii) RCPS} —— An Pe A LT ee, TL 
PERS , 由 植物 的 分 人 可 推测 土壤 侵 鲁 的 程度 。 

(和 证) 残余 植物 的 种 类 一 一 残余 的 或 再 生 的 植物 常 是 比较 而 旱 - 耐 岂 
的 植物 , 可 作 将 来 造林 植 草 恢 复 土 壤 肥 力 的 柑 种 和 草 种 。 

Civ) 滤 择 防止 土壤 侵 鲁 和 提高 土壤 肥力 的 植物 品种 。 
(2) 坡度 和 坡 长 
(i) 玻 度 一 一 坡度 水 的 流速 和 侵 鲁 力 成 比例 ,如 坡度 境 大 和 4 倍 ; 永 流 

PRBEHIG A 1 Ht; 水 流速 度 境 大 1 5, 其 侵 鲁 力 则 增 大 夺 倍 ， 
计算 坡度 方法 有 百分数 和 角度 两 种 。 人 简捷 测 坡 度 的 方法 , 是 用 百 时 

RAKES, Mb ERE, 一端 掌 握手 中 ， 划 持 水 准 能 
校正 笠 的 位 置 , 再 量 自考 端 至 坡 面 的 高 度 , MEBANE Baw Fe 

ARE DAF DP ee) 

FASE BFS ABD LAE EW ZE 

(ii) 坡 面 大 小 与 长 短 一 一 坡 面 您 大 , 流量 您 多 ; DARL, VEE AE. 

在 漫长 的 坡地 上 , BIT, 流量 越 大 , 沟 状 侵 刍 都 由 上 部 开始 逐渐 问 底 

二 人 



部 扩展 。 
(3) 土壤 性 状 
土壤 抗 仍 力 的 高 低 , 常 因 土 壤 物 理性 质 及 化 学 性 质 而 不 同 , 尤其 是 土 

MOTELS. 
HE Lb Gh FEI; 砂 士 保 水 力 弱 ; WARES, beh Hw 

弱 。 
构造 一 团 粒 构造 抗 鱼 力 最 强 ; 片 状 构造 不 易 透 水 ; 无 构造 的 粉末 

SIE 7k EDS TAS FL RUSE, AGP AREER, | 
ELA I FO PRK, LEA we DIST 
(4) 降水 : 

Gi) 年 平均 降水 量 的 多 少 -一 包括 雨水 及 雪 水 等 ; 
(ii) 两 量 分 配 一 一 雨量 分 伤 不 匀 , 如 有 雨季 和 旱季 的 好 方 ,雨季 易 引 

ewe Ah; 

(iii) REIS BE MENS BE AH OTE RR EE 
(iv) PEER ee Bias, 
(5) (EYRE: 
(i) Ve rRaS : AE —— no FB REESE, OR BS FRG SE 

生 的 地方 侵 人 鲁 可 以 防止。 
中 大作 物 一 一 如 棉花 、 玉 米 等 苦 用 点 播 或 条播, 行 闻 空地 容易 引 

HOH, 
(ii) 耕作 方式 : 坡地 直 坟 一 一 侵蚀 显著 ; 

DRAW 
MES AL] Eh 

PAEABE(E-—HED IL; 

HEY EP sai: Z Beth; 
轮作 一 一 如 与 多 年 生 牧 草 输 作 , 土壤 具有 和 良好 的 机 

ith, ARSE hh, 
乙 . 土壤 侵 鲁 的 种 类 : 
(1) 厂 状 侵 创 “其 征象 是 节 卖 土 壤 发 生 均 匀 一 致 的 流失 ,但 事实 上 ， 

« Ws 



不 是 整 块 均匀 的 冲刷 , i Fh jae eB |, BEF UA EASE BE Bh, TT 
EBLE LAK, HUE ERTS, 但 所 涉及 的 面积 广泛 ， DEA 
大 。 片 状 侵 钙 的 程度 可 用 未 耕地 原 有 黑色 表 士 厚度 需 准 , 与 侵 鲁 区 域 卖 
土 作 比 较 。 肉 例 言 之 ,表土 侵 仍 在 25% DLA, WARREN: eS Gh 
在 25 一 7522 ZA, 可 称 中 度 侵 鲁 ; 表土 侵 鲁 在 75%5 Wh, Ae fh Ze 

23% 以 下 考 , 可 称 深度 侵 鲁 ; i 4t- bh TE 25-75% 者 , 可 称 极 深度 侵 损 。 
(2) 陷 灾 侵 抽 ” 傈 土 请 底部 发 生 洞 除 , 使 士 壤 下 场 成 需 深 灾 ; 发 生 原 

AZAMARA EAM RA, UPL A, HERS AL MS SB 
HOS, SERS RSSAIL FRR 时 日 一 久 , 孔 灾 渐 大 , 土 面 陷落 ,就 易 
TERIA. AACA ABE PAIR, BAR, EAE 
陷 , REBAR 

(3) 胃 浅 侵 鲁 “ 片 状 侵 鲁 如 竹 社 发 展 下 去 , 可 在 低 陷 地 区 冲刷 成 无 
PUNE, EBS Oh, ME ARES, 一 般 在 20 KLE Fo 

(4) Sth DHS AhSRGAR US fh, 7) Anes hk — ae Ee 
的 结果 , 如 不 加 保 妨 , AA FSI, BEATE AS UAE VRE 90 米 , 一 般 
如 质地 粘 重 , 结 持 紧密 的 土屋 所 成 切 兆 , SR BR, 成 YX 字形 。 我 国 
RLELARE, ROAM PEK U 字形 。 : 

(5) HEH ISA TEIPEDE DUS PA UII Sk Fa EAR PB 
的 侵 鲁 现象 。 普 通 发 生 认 峻 坡 或 道路 两 旁 ,也 有 因 其 他 特殊 原因 的 ,如 共 
LTS AC LS TA TD AE. 

(6) 7REMEth FAB RBAINI—E, PISA IRI A WE 
“和 海岸 , PRIME SS Dy A FD YG A) TE, 河岸 因 河水 向 一 方 
流动 侵 急 较 烈 。 同 属 河 岸 , JLT PBR. TPR CEE, (GL 
BK. 

(7) 隐 苦 便便 “在 用 山水 或 河水 灌流 的 地 区 ,水 田 、 梯 田 有 此 现象 发 
生 , 所 冲 走 的 物质 以 可 溶性 中 分 和 和 家 小 的 腰 体 物质 需 主 。 此 种 物质 的 流 
JSST RBZ, BOISE EL. | 

以 上 各 征 侵 创 可 称 水 鲁 , FEARS Hh I) EBA 

(8) 风 龟 ” 因 风 的 强 弱 . 方 向 及 土壤 的 性 贤 , 尤 其 是 土壤 的 构造 和 里 
ea 7 - 



地 而 产生 不 同 的 地 够 , 可 骂 明 土壤 侵蚀 的 情况 。 
刊 老 黑色 的 才 土 ,裸露 出 板结 的 心 土 , 是 普通 的 风 鲁 现象 。 轻 微 的 风 

Gh ROO AS Ae, 风 创 占 重 的 速 土 壤 同 种 子 都 可 能 吹 走 。 有 时 从 玖 留 
的 王 桂 的 ( 柬 北 俗称 黑土 扰 子 ) 高 低 便 看 出 被 刊 表 十 的 程度 。 

pb ERI ih SE Sb | fa ay Eas JL Go AE FR] og OR SE 
bb, HIN, ANSARI, ERS ERT 
成 的 小 丘 ， 按 其 植物 生长 的 情况 来 分 , 密生 着 植物 的 称 固定 砂 丘 , 没有 植 
物 或 定 牺 生 长 株 稀 焉 的 称 流 动 砂 丘 , 介 乎 两 者 之 间 的 称 牛 固定 砂 丘 。 按 
AHA: 有 单独 的 砂 乒 和 互相 联 精 而 成 行列 的 联 钙 状 砂 乓 。 再 
接 其 砂 乓 的 高 低 又 可 分 : 小 型 砂 丘 (1 一 3 米 )、 中 型 砂 丘 (3 一 5 米 ) 及 大 型 
PEC SKE). PEAT CLEC HERR GE”, 需 乾 时 区 域 风 全 的 精 
果 , 世 天 山 之 玉 冲 积 局 形 地 上 的 土壤 , 受 山洪 割 切 冲 刷 , BEDS a dah He FF 
BAPBND AMEE TG » VERE HEL, 1 FELD EGO BL 7S BR HE BD 
Fie GE ATA ES LI ASA Se SAY ASS, TRE, 

DA BLD ths EHR AAI RNR HOTT, SE 

=. tenga 

ESET (REE TW, BEE IO A PBS BS 
WBA MBER PS WY SESE, LOAF TL A PRIS PA. Sc HS UE 
机 关 的 资料 与 提出 的 问题 , PBIB NE EASE. nD Hi 
RIAA MIS TELAT A, HUTT AS, 取得 同意 或 备案 和 后， 
然后 进行 工作 。 如 前 所 壕 , 土壤 图 的 测 八 可 分 普查 与 详 查 , 普查 的 目的 和 
方法 可 分 二 类 : 

(1) 傈 需 泣 查 研 究 全 国 或 某 省 和 某 一 大 区 的 土壤 资源 需 目 的 , 需要 
完成 全 国 三 百 万 分 之 一 土壤 图 或 五 十 万 至 百 万 分 之 一 某 省 或 某 区 土壤 
图 。 主 要 工作 方法 坑 路 各 多 测 , 在 广大 地 区 中 选 定 兹 条 代表 性 的 主要 路 
PET AAS, 东 与 重点 详 察 相知 合 , 部 选择 地 形 、 土 壤 及 植物 比较 复杂 的 
DRE TT IES, 肪 解 大 区 域内 土壤 分 佑 的 规律 以 及 利 步 获得 土壤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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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成 晕 各 的 概念 。 目 前 我 国 进行 的 三 百 万 分 之 一 全 国土 壤 图 的 构 测 ; BO 
此 大 。 汪 年 普 查 的 工作 须 按 各 地 情况 的 不 同 而 进行 , 亦 有 说 略 之 分 。 例 

如 在 人 口 密集 .交通 便利 的 地 区 , PAPE EC RS, WEE 
be Tel BRE Ae BEEN TS ARE, 如 能 掌握 已 有 土壤 坎 料 , ae 
形 图 、 地 质 图 、 植 物 图 、 农 梁 图 等 资料 进行 鼎 图 ,已 可 大 致 正 实际 情形 相符 

合 。 但 若干 地 区 如 西康 .西藏 .青海 .新 疆 和 内 蒙 的 一 部 分 , 因 交 通 不 便 ， 
GEMMA ED, AML DH, = FEA AS 
的 普查 , Bin ME ay AS RE Aas, SBA, ode 
Ab. AG RAS AT LE SRS AIP PS SETA. BP 
AN TRBSE, eH INET. SRE AY 
ELE, MEH RINE T IE, BERENS ZS wt 

(2) SETAE HE SE AT BE A a - 
Oy LEA, 需 计 划 开 发 利用 规划 的 根据 , 需要 完成 面积 的 土 
Beil 

JIN, 根据 具体 情况 , SERED OR, TERA RRR es BE 
HES, DUR BEAL ET RES RE, DIS: 
SECC 

MEAT EMA HARE, 因 地 面 情形 .交通 工具 与 底 图 情形 而 有 其 
Sh, SWE TE Ace ELT, ETT ES, HE 
不 宜 太 广 。 如 无 底 图 , RUE EAE AI, eB WOT EET 10—15 
A; kn AWE BAAS, 每 日 可 行进 25 一 30 公里 ; ASH 
让 有 腰 输 车 等 交通 工具 , 则 每 日 行进 可 巡 30 一 50 公里 ; 如 能 利用 汽车 前 
进 , 则 每 日 工作 路 欠 可 过 75—109 公里 。 

详 查 是 根据 目的 和 要 求 进行 面积 的 详细 勘查 , 花 测 到 土 壤 详 轿 , 如 各 
种 试验 站 .国营 农场 和 需 设 计 施工 所 需要 的 灌溉 区 土壤 习 查 等 。 

iH SSE LER A, FSS BEI Hl APE ART LIES ip TER 
而 诀 定 ,原则 上 上 是 单 域 . 复 域 同时 探 用 , FEREST PAGER, RP. PR 

= 

域 是 根据 土壤 分 类 单位 Ei Eh SS, 
« 74 。 

, 比例 尺 需 二 十 万 至 五 十 万 分 之 一 。 主 要 工作 方法 需 路 称 概 测 ,在 

ae 



SLL, 将 所 有 亚 天 分 天 , 就 是 单 域 的 区 分 。 若 在 十 

BEC MENT I, 在 午 幅 图 上 不 能 划分 单 域 , 而 按 分 佑 规律 将 十 个 以 上 

Aaa Ze RR, 就 是 复 域 。 至 从 各 种 土壤 图 肉 探 取 那 种 分 类 单 

位 需 基 本 盘 图 单位 ,也 要 看 目的 与 要 求 、 土 壤 分 佑 的 得 订 人 性 和 土壤 图 比例 

斥 的 大 小 来 决定 。 

人 一) Pie Ci RRA HK 

A, FIFA OIE BA ik I 
ABNER ABM OARS AS, PR SBT 

ARGS ISSA. AREAL WWE HOI BE 
Be, BEML MUSL RRS, WEE LEA OE EES, PI AEA SF HE 
SCOURS OR, NEWER SES i FURR, 在 图 上 明确 画 出 , DICK YF ET Bl 
PAPRRUSE, REPO HOE FB HEE, PSE Dh TA PE, RES LR A 
bh, HEQUAEBIDIBEA BE HAT, tn BRS EAT SMAL, PRS ST RR 
大 致 平行 的 方向 前 进 , 在 指定 地 点 集合 , SPE, WOE ORES RS 
RA, WESC In, AEE EEE, ETE ASE EER 
is, HEF TAODEBE OSGI, ES ET Dip >, (ESR 2 BES 
AAD FPR PPE BE, DERE A HU Ee fe] LE FS EB EE 
质变 愤 的 情形 , 如 而 殖 质 层 及 土屋 的 厚度 .土壤 的 透水 性 和 排水 的 情形 、 

地 下 水位 的 深度 .有 机 里 的 含量 .土壤 水 分 与 构造 的 性 质 与 地 面 植物 生长 
WAS. HAMAR, 更 可 腑 解 土壤 与 植物 的 罕 密 关 亿 , ae 
找 出 一 些 土壤 肥力 释 园 的 原因 与 如 何 合理 利用 及 改良 的 办 法 。 
FeSO, 吃 注 意 的 就 是 在 路 蔡 附 近 如 有 地 质 、 地 形 和 植 

被 特殊 的 区 域 , 工作 除 人 员 必 须 分 途 前 往 观 察 , 如 过 山地 ,也 不 坊 移 登 一 、 
SARE. BRR SEE Sap BLAS, 更 可 汗 紫 四 围 的 土壤 ,使 
A SEES ES AE, 可 储 以 后 篇 图 时 推测 类 似 区 域 
的 主 壤 情 形 作 傅 据 。 另 一 点 谎 注 意 的 是 在 卉 慨 路 粽 土壤 图 时 , 当 箱 步 让 
访 了 主要 土壤 和 类 型 后, 不 要 就 不 经 思 索 与 楼 械 地 虎 父 土壤 图 , CE TSE 
ER MAAR, TERRA ERE 

> 1b 



的 轻 凰 主义 的 产物 ,多 少 存在 车主 梦 与 唯心 的 看 法 。 所 以 过 种 工作 必须 
要 广博 的 科学 基础 , 较 多 的 实地 经 验 与 此 而 心 错 研 的 人 来 担任 ,而 每 天 在 
旅程 中 停留 桥 察 剖面 与 进行 烷 合 研究 的 上 时间, 不 能 少 套 个 天 的 时 间 。 在 
步行 .车 行 或 骑 行 的 旅程 中 , 必须 全 神 黄 注 地 看 土壤 僵 植 被 ,地 里 .地 形 的 
ERMA ATURE. 植被 及 土地 利用 情况 ， 仅 可 能 把 一 一 
填 葵 芭 路 入 图 上 ,如 此 才能 很 明 礁 地 画 出 土壤 的 界 粮 。 必 要 时 站 随时 精 
正 地 形 轩 上 距 只 .方位 、 地 物 等 误差 之 虎 。 根 据 生 种 相 级 的 路 糠 土壤 图 做 
基础 来 篇 下 比例 尺 小 基 百 葛 分 之 一 的 土壤 图 , 是 大 致 可 以 卖 示 实际 情形 
的 。 在 工作 中 询 仔 组 地 收集 关 用 土壤 利用 改良 的 办法 ,以 及 气候 的 情形 
一 一 除根 据 气 象 记录 外 , 何须 实 节 塌 闻 站 随时 观察 栅 形 导 砂 丘 的 型 式 以 
决定 风力 和 风向 一 一 都 要 一 一 粮 结 , THA AY A, SHEE BB, 
BI OEE eS, 

A sid 

223.45. FRBZRRLAATR 

图 19 土壤 调查 路 株 图 示例 

2. WPS Me MRI He 7 
Yn PAE Ye 7B EER AOI By DAS, ESE FA EAH) Ed Ps Be 

TBE AH: ACA Bet, “NER Ae A A 可 

HEA RERE He. CP RST RAE. HRA Re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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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AZ — APT » 东 旺 土壤 人 员 配合 , 附 测 一 部 分 主要 的 土壤 办 
it, ABE A A052 AE TEST BE, 自己 做 成 五 万 或 十 万 分 之 一 的 路 
REIMER AERA RTE EBA, 与 利用 闻 形 园 填 到 路 粮 土 壤 图 相同 ,但 
进度 稍 慢 , 一 般 每 日 进度 构 坊 15 一 20 公里 。 浏 至 路 粮 土 壤 图 须 用 特殊 的 
Fi BCG» MAE ST BE BS A GA, SLEPT FS FP CH A Ag BE 
YEG T Wer) S FA eR IN SE WEEE EA ABT, ME DUES BE), FISK ae 
QUES, RT AF 4 ER, WEL UU) 
HOTA IEDs WTRF, SRT 天 须 休息 一 天 , 如 在 进行 图 件 及 标本 
整理 .发 现 闻 题 时 , 亦 可 及 时 研讨 稍 正 。 

此 项 工作 一 般 坑 测量 与 二 壤 人 员 等 同时 进行 , 较 需 方便 。 人 员 较 多 

蛙 , 亦 可 分 二 除 进 行 , 即 测 量 人 员 先 期 出 发 ,预先 测 玖 路 绢 地 形 图 后 , ZEB 
BEA BSE. ne A BETTIE, HULSE A Braye 
PHU EAE ETS | (PEN PAPE LEB , MEETS SA SEI BY ES BE 
测定 。 较 潜 距 宛 的 测 点 或 山顶 , DASE RECT RE, 用 交会 法 测定 其 方位 与 高 
BE; 如 有 玉 程 视 距 仅 的 设备 (此 项 全 器 丹 带 方便 , 视 距 常 在 5 公里 以 内 )， 
则 更 可 迅速 获得 较 球 距离 测 点 的 位 置 。 在 应 用 手提 和 经 炉 人 戏 测 得 的 路 粮 土 
下 图 ,如 轻 长 期 操作 , 亦 能 大 致 淮 确 。 关 用 距离 的 估计 , 一 般 按 步 行 或 车 
行 的 时 间 加 以 估计 , 或 用 计 步 然 记 录 步 数 改 算 距 离 。 此 项 估计 的 距离 党 
不 能 十 分 准确 , PEATE 20 一 405%5, 励 以 通 过 陡 峻 的 山地 与 曲折 的 林地 

We; pat HEE PE. ICL ARE AT ESE SSSA TE, A 
Pe EBA, SERIE ED HEE, 

| FEU ATE Ee, SR 9 RE 
BEV, MOAT ABE AR TT Jn A CEE SEE, DIME ES cee, 但 一 
MENIAL RA ISLE 

WAP HZ ISSR, ZA 1H PES EA I, 站 用 等 高 

ite WIA, ASR RSET Ut TEER AE RRA A 

HUBS FEE. PE A) eA ALIS ey A ik 

时 间 与 设备 等 酌 量 规定 。 

路 各 土壤 图 的 测 允 是 土壤 地 理 与 下 图 的 基本 工作 , 无 论 对 彻 学 与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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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 猎 验 的 工作 者 都 须 径 常 的 做 。 如 此 可 党 助 在 田间 工作 时 仔 粗 梦 察 ; 使 
STAAL A PAS, 而 不 致 具有 状 个 停留 观察 剖面 
地 的 概念 。 在 测 路 祖 土 壤 时 , 先 须 决 定 作 轩 的 比例 尺 , PRR TET Rese Ea 
上 起 点 的 位 置 , 站 标记 其 高 度 , WERE NOTA GRRE, BARRE 
ARTS, A. = BEAR BAA, FHC BEAR LB AS, 

HEFT EDT LOBE. RIMEN FI A BEL ACB Le, BS RRS, aed 
tH SRG LGR, ELE DTI BEE He, EA HE DUA REED 
HERI AE BE) BU E BEE , RE TAF 
HE MAH SS: 1 一 2 公里 的 距离 , 较 球 的 山地 可 以 推测 其 王 坊 关 型 的 亦 可 加 
符号 , 站 用 推测 界 稍 志明 。 上 土壤 图 的 单位 疙 以 亚 类 及 比 亚 类 更 小 的 有 相 
似 发 育 险 段 的 土 种 震 分 类 日 位 , 有 时 可 二 者 入 用 , BEDE AY FW BA RE 
示 。 鞭 他 与 土壤 利用 改良 有 关 的 性 质 , 亦 须 在 图 中 玫 出 ,如 土壤 的 侵 鲁 情 
形 .植被 的 种 类 与 密度 .目前 主要 利用 情况 等 。 地 形 的 情况 可 用 披 向 、 坡 
BEARS AS, 或 用 概略 的 等 高 糠 来 卖 示 , JESU LUA 7K Sani IR BE 
用 记号 及 数字 才 示 。 此 外 如 池 滔 、 河 流 、 村 落 、 井 泉 . 道路 . 桥 标 .沟渠 的 位 
贤 也 须 在 图 中 一 一 才 明 。 在 行进 路 粽 中, UU, BE A 
面 测量 及 地 形 测量 的 方法 , PPR ASAPH. RUPE BE 
Bie, 因 常 按 一 个 方向 前 进 , 不 一 定 回 至 原 处 , 故 作 图 时 务 须 仔 粗 ,方向 与 
PEE ASE ASE ACRE. 

Pee — ie ESRI HERE, ROSALIE ee RAY AB ES te EY 
域 , 亦 可 分 涂 前 往 枫 察 , 然后 仍 由 原 途 或 磁道 回 至 分 路 点 , BR A atl 
Hi. SER AAS, EPMA A ISAS 
Seis A ae h, BER aE, DUA. 
AO SSE IR ESR ESE, Fa A SR Pk Be — 

K, AAA Meee a. Lea aT ea eR a ER A 
助 完成 。 
UALS AG BARGE, WAIN HI 

By Digi AI ey) aR ALBERT. CERIN » HSE hi BS Se 

SECU, Hai Te2s ASU ERME TILE LE, DIA R. FEA, A 
e 73 9 



{ 

i a> TATRA HOE, ST FAC ACHE EAC ET DI, 
量 淮 行 此 类 工作 。 但 事前 能 有 充分 准备 ,收集 各 项 地 质 、 地 形 、 气 和 象 .植物 
等 资料 , 均 有 助 基 野 外 勘查 及 篇 图 的 工作 。 

So RN, 可 使 路 狂 图 的 各 幅 能 一 臻 , WERE 

(=) SRR MARAE 

REP LEE, PAR, THE ABS, 使 能 实地 

适用 , AH MAE A oS. I RH YG 

UEREES, MOT EVIE A A EAA AZ ee AY 

HEBER BLE T BENOIT LE, 目前 仍 在 有 计划 的 进行 
申 。 我 国 今后 亦 必须 有 计划 地 展开 此 项 工作 。 过 去 我 国内 亦 有 小 区 域 的 

百 苏 分 之 一 土壤 图 的 发 才 , 但 工作 粗略 , 实际 是 不 够 百 划分 之 一 土壤 图 的 

标准 的 。 

此 外 , 各 种 重要 的 农业 区 域 ,常常 测 付 区域 性 的 土壤 概 图 ,比例 扩 有 

-1:500,000; 1:200,003; 1:100,000; 1:50,000; 1:25,000 等 土壤 图 的 测 

鼻 。 造 种 土壤 图 测 笋 的 方法 与 一 般 的 相同 , 只 是 可 按 特 殊 的 目的 (如 林 寿 、 

PEPE AR RA) TPH NE RG BR GE FA RES EAS a), 但 共同 的 要 求 
PRM RAE. BoE Pie F: 

WU 1:25, 000 3 1:1,000,000 LEP RAS LSE, UA eine 

ETERS BIZ fal, th AE te ise RAL a RES AREY Fs en YE 

ABA 2 LE HAMA 1:100,000 或 1: 200,000 和 颖 尺 的 地 形 图 。 

我 国 多 数 省 份 都 有 十 蕊 分 之 一 及 五 万 分 之 一 比例 尺 的 地 形 园 , 均 可 用 作 

天 委 土壤 图 的 底 图 。 但 若干 地 区 公有 十 万 分 之 一 的 弹 查 图 。 在 此 种 地 本 

HET LEAT ERE, 必须 自 测 地 形 图 , 才能 作出 准确 的 土壤 图 来 。 

在 原则 上 , SREP YUU as BS Se TT se 

主 于 图 的 方法 相似 。 只 是 土壤 分 类 与 图 式 的 详 略 可 因 各 种 土壤 图 的 比例 

及 与 需要 的 目的 而 有 所 差 园 。 各 种 土壤 概 图 均 可 用 分 幅 弱 查 的 方法 。 在 

工作 除 到 巡 工 地 和 后, 如 入 员 较 多 , 先 将 工作 方法 研究 讨论 后 即 可 分 组 进 

7. 



行 。 每 组 各 分 地 形 图 若干 幅 , 按 计 划 虎 轩 , 在 工作 中 可 由 检查 粗 协 助 主 . 
作 。 

按 我 国 一 般 地 形 图 图 幅 的 大 小 , 东西 实 钩 各 厘米 ,南北 甚 购 35 厘 米 。 
在 分 幅 卉 图 时 , AT AS BS SO, DAA 
工作 站 。 在 每 一 工作 站 锡 停留 5 一 7 日 ,每 日 由 工作 站 出 发 向 四 周 主 要 路 

Bie ABRAM. BT CEE, CETTE OAR 
ER STAILSE, BERR) BARR AOTTHE, Tid 
ERB PARTE BS BAY +: BE. 
Pee iy ZS HUES SE 7B ih, 使 
HUSH SEE ARS. 

FE56 RSLS AN 5 Eh, 
SE SEE i ESR 
DEFT HES RATE PE SE 
PLN, E5CRS LAT, 仍 容许 有 局 部 地 区 是 用 推 
测 的 土壤 界 稼 。 上 比例 尺 大 的 (如 百 葛 分 之 一 及 五 十 万 分 之 一 ) 土 壤 图 , 推 
测 区 域 较 大 ; 比例尺 较 小 的 (如 五 万 分 之 一 及 十 蔓 分 之 一 ) 寺 起 图 , 推测 - 
ER), RRA MLR SRA Me 
AUPE REDE, 列表 如 下 : 

表 7 卉 役 各 种 比例 尺 的 土壤 图 时 每 日 可 完成 的 工作 量 

sear | ZERIT Enos) | Beane ae) 

1:1, 000, 000 200—300 29 
1: 500,000 100—150 15 
1: 200,000 60— 80 10 
1: 100,000 40— 50 ; 7 

1: 50,000 20— 30 4 
1: 25,000 10— 15 . 2 

在 缺乏 精确 地 形 图 的 区 域 ,就 需要 附带 地 进行 地 形 测量 , BOS FR 
及 三 角 网 测量 , Me AMA Be RT EA BL, ae DA Se Be 
- 80- 



1:200,000 3 1:1,000,000 分 之 一 的 土壤 图 需 适 宜 。 ian 
在 测 玫 各 种 士 壤 概 图 时 , 常 须 遗 择 小 区 作 较 群 租 的 戎 查 , LTS 

ASEM RR, Sh th DAV AYE 

(=) LR. THR. CRRA S 

+E RIL PIR —a 1:25,000,1:10,000 及 1:5,000, 按 气力 目 

RR ERE ei. Bland) BERN AY F, 山地 土壤 图 的 比例 
PME RED, SERS BLA EAE, WH 1: 50,000 
CSESYDR, TSF LE 2 1: 25,000 + EAE. FIFA 1: 25,000 及 
1:10,000 HA RAH ee BRA E, TA i pits 
很 小 。 Eb RACWR-BAS HV EMERBRES, ERAS 
MARTH RF AAI, PL Ba ERS 

在 卉 侈 此 种 土壤 群 图 时 ， 一 般 可 将 底 国 裁 成 小 幅 , AES, 将 小 
幅 弛 形 图 条 礁 图 画 版 上 。 先 请 主 要 道路 出 发 , 然后 序 秦 开道 路 , PEPE 
FARES. A A) 
器 及 指示 剂 等 。 在 工作 开始 时 , 须 多 气 洞 观察 , Ue LES ie RR, 
决定 话 图 园 例 及 图 式 。 以 后 在 工作 进行 中 如 遇 新 的 十 壤 类 型 ,可 在 一 定 面 
MAMMA, II. HET RAW EM LEE Ee, 
FEAR RIE AE, DRE. EE 
PB A+, ets Fi ce LS ee, 如 土 
SEAGER SE BHATT. LJP AAR SAREE BBE. 7 Se ER Bik 
是 否 良 好 等 。 各 种 土壤 特性 的 差 轩 , 都 可 影 澳 作物 或 林木 的 生长 。 施 了 肥 、 
耕作 三 法 .轮作 制度 等 也 须 在 图 上 表明 , PES RIS 

吐 委 土壤 妖 图 是 比较 和 级 而 又 千 合 实际 的 工作 , BCE LSE RE 
确 , WAS SHA SH, ARERR, 掌握 植 
PoP, 小 地 形 与 土壤 的 关 傈 。 一 队 的 每 日 卉 图 面积 葛 在 2 一 1 平方 
公里 之 间 , 视 工作 的 熟 生 程 度 、. 地 形 与 土壤 的 复杂 情形 而 有 差别 。 一 般 卉 

$2 1:10,000 的 土壤 图 ,每 日 可 完成 鳃 5 平方 公里 ; 1.23,000 的 土壤 说 
图 , 每 日 可 完成 5 一 8 平方 公里 。 

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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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济 
二 

AV ERBARIO ea, a 
fy EALAUS: ESS, 用 交会 法 礁 定 停 立 地 点 , BR eR ES 

数 点 , MSIE, MILER LSE. BLAST 

HEBER, WOT ALAR IFK, ASA K Sc LE, Stee SH Yn 

图 的 工作 同时 进行 。 话 图 完成 后 , 必须 做 出 土壤 利用 规划 图 , 供 实际 利用 

参考 。 

在 虎 公 闫 图 过 程 中 ,最 好 能 逐日 整理 。 完 成 一 幅 和 后 , 序 用 墨 墨 水 重 

描 ， 站 检查 有 和 优 土 壤 办 纤 及 符号 不 明 的 地 方 , 如 有 发 现 即 行 更 正 。 另 换 新 

幅 时 , FSCS AC 5c ATARI IER PAR, BERS a, 竺 全 信和 完成 后 再 

ee TE SR ea a Fe es TEA A A RT 

eS FR SS TT A A, SC ELE BR Shia)» tis 2, ale 

We EEA FF ek OSI RTE KAI. ; 

FEA re A, A ACAI,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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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 FD Te AE Fe ES ee 
量 人 人员 归于 壤 人 员 须 密切 配合 进行 。 士 壤 界 绢 如 可 实地 测定 , 则 更 需 准 

”和 礁 。 淮 行 此 项 工作 了 时, 可 先 有 一 租 测量 人 员 进 行 六 各 测量 , 站 在 高 地 及 平 
Pee Sn aC IAC AT» 做 饲 降 时 的 三 角 点 ,站 测定 其 位 置 。 同 

LE A, 即 可 进行 全 区 的 勘测 , 世 多 掘 洞 观 察 , BEF BE 
规律 , 驳 成 于 如 分 类 .检索 去 及 土壤 图 图 例 。 然 后 与 测量 人 员 配 合 , 同时 

进行 昌 形 与 土壤 图 的 测量 。 测 量 时 最 好 用 大 平板 全 ( STU BE) , 在 平 
LIU, PT, FRE PE. BA AB RR, 在 测 区 
PAM, 以 便 测 定 其 高 度 。 道 路 .建筑 .河流 、 柑 林 等 , 亦 须 测 出 。 
皇 下 人 员 至 少 须 有 二 人 , 在 测 区 内 分 别 掘 洞 , MET EPR, SS Ae BE 

PEER, HAIER AB, 在 土壤 界 稼 上 站 点 ， 请 测量 人 员 测 定 

%, ONT L SH, 每 点 均 可 测定 其 高 度 , 以 便 划 成 等 高 烷 。 用 此 法 
测定 的 土壤 图 , 最 需 精 礁 。 在 详 租 研究 土壤 与 导 定 精 粗 的 实验 地 时 ， 均 可 
用 此 法 至 图 。 在 测 完 一 小 区 时 , 须根 据 测 点 高 度 , BASS, 二 用 防水 
SARS TA, 如 发 现 缺漏 及 错误 , 须 随时 补正 。 

(四 ) 方 格 测量 卉 钢 土 壤 详 图 方法 

TE OTE HOD, 要 测 殉 详细 的 土壤 及 植物 图 , IE I 
的 测量 ,与 农场 、 林 区 、 林 声 的 具体 规划 , 都 可 探 用 方 格 测量 的 方法 。 应 用 
遭 种 方法 进行 工作 ,最 好 是 组 成 稼 合 工作 除 的 形式 ,同时 进行 测量 土壤 、 
植物 及 规划 的 工作 , 以 得 到 迅速 与 各 项 工作 密切 配合 的 功效 。 

在 进行 广 格 测量 前 , 必须 做 好 准备 工作 。 逢 期 先 由 较 有 经 验 的 人 员 ， 
FEL FHT OPA, PSR. MKB MTB os A 
植物 与 土壤 概 图 , ME ASS Hg BSS, = BL I) IL SR Kk BER BE 
Pela, STI. ZS, UH; AOL GS 
LETT PBR LE, HE BEER AE. HE ER Br 
US, FASE ae Se eS PE dy 
AEE WEP OLY STR TT BL, BES STL VERA RE ERI 
Fe We eS, EP BE EE, 主要 作物 及 可 引用 的 牧草 种 

‘8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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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区 了 5: 
FRO AR RL K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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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 ET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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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 向 
fal 21 土壤 详 图 示例 

(BE: 此 需 欠 土 双 土 相 的 秽 图 需 方 法 ,今后 不 用 改 需 土 类 、 亚 类 i AE) 

JA, 及 对 经 营 管理 方针 、 寿 作 施 肥 方 法 的 初步 意见 , MESES aE AB 

了 Gh 



的 工作 站 及 工作 时 风 注 意 事项 的 意见 。 
如 伟 训 立 林 场 , 须 将 林 班 . 林 段 的 面积 , 林道 、 防 订 林 的 方向 和 实 度 ， 

SCTE Te ADE RRA Se, 具体 提 明 。 详 测 人 员 根 据 勘 查 人 员 的 物 结 报 
告 .土壤 植物 概 图 时 领 章 机 购 肯 定 的 任务 , 具体 伤 置 工作 。 首 先 须 膀 解 工 

AEB EDAD EEL, PMB A BEARS, 决定 椿 号 排列 方法 ， 
PEEVES, 世上 螃 解 测 区 周 界 地 形 等 情况 。 土 壤 及 植物 人 员 须 实地 疯 
罕 土 壤 , SORE ALA. ER, 站 气 洞 观察 或 作 方 柑 记 载 。 最 好 一 同 
工作 , 以 便 掘 调 时 可 详细 而 察 根系 分 佑 情形 , SG REE LB Ln A BB GR 

最 后 气 定 说 租 的 土壤 图 式 及 分 类 单位 。 待 测量 人 员 调 定 主 基 银 、 副 基 守 及 ， 
SUE PTT HS EEL ERR, AE Hn A BBD EH HR A, 
SAPUEM A REAL. SIRE ETE, 在 共同 完成 数 个 
方 格 后 , 按 划 定 区 域 分 组 进行 工作 。 先 由 基点 出 发 , PADRE, REE RE 
EAN. HFA ERT BIA OL, EB b+ Kh AL 
物 符 号 , 或 用 号 码 卖 示 。 在 土壤 释 轴 时, UREBHEE BR, [UP 3 PS, Vee 
图 , 然后 回 至 原 基部 , HALEN 2,000 米 , HUE MAL (Ea BT HE 
400 一 500 米 , 汞 沿 与 基 粮 方向 平行 的 工作 入 折 回 。 如 此 曲折 前 进 , 二 人 一 
钥 每 日 移 可 完成 300 一 400 AAI. OFA BRS, WAT CFR 

相距 各 100 一 200 米 同 时 进行 ,速度 可 以 较 快 。 
担任 测量 人 员 在 测定 主 副 基 糠 时, 必须 特别 仔 粗 , Se IE FE 

量 。 用 测 针 量 距 砍 ( 测 条 最 好 用 铁 料 或 竹 片 殉 成 ,以 名 伸 猪 ), 每 隔 100 2K 
打 一 写 有 号 码 的 木 椿 , 东 在 留 防 蔗 林 及 道路 的 位 置 也 分 别人 钉 椿 。 一 般 主 
Sy Pa) JL A TEL FS, SRG Td BLS: JL FT, (EA 
域 , FERS a sale ES AS BLE. FeUllse se 
PS, 必须 复 测 或 检查 一 次 ,如 人 无 错误 , 即 可 进行 分 组 测量 , Se EE TE 
BR MERA HS, 然后 再 测 小 方 格 。 在 地 形 起 伏 之 处 量 距离 时 , 内 根据 倾 

用 角 改 正 距 宛 , 在 起 伏地 形 , 垮 配合 合理 利用 的 规划 工作 , 最 好 将 各 百 炒 
椿 地 点 的 高 度 测定 , 以 便 测 成 地 形 园 , 东 将 主要 排水 道 . 堤 振 .池塘 等 一 一 
WS. TERR AOS, 轮作 区 块 的 佑 置 亦 可 作成 非 方形 的 形状 。 

测 区 办 的 建筑 物 、. 河 流 . 池 塘 、 积 水 地、 林地、 石 质 山地 、 陡 峻 坡地 及 其 
° 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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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 各 小 组 所 测 的 草图 及 测量 手册 的 记 锋 资料 加 以 整理 后 , 即 可 答 弄 

工作 小 组 的 测量 图 。 慈 另 委 一 幅 画 有 基 委 和 工作 可 的 草图 ,逐日 守 和 给 济 

量 的 路 祖 和 进度 的 略图 。 测 量 图 的 比例 尺 , 一 般 国 营 农 场 或 林场 认 坑 一 

划分 之 一 ,但 地 笋 起 伏 、 土 到 福 订 的 可 用 五 千 分 之 一 比例 扩 , He 

雯 简单 的 可 用 二 世 分 之 一 比例 八 。 

在 野外 帮 壮 全 器 的 地 点 , 均 须 钉 上 木 棒 , 在 道路 的 交叉 点 及 工作 入 与 

基 名 或 工作 粮 闻 的 交叉 点 ,都 机 刹 木 椿 , Mb FA PASS DHE WE, A eB 

的 次 序号 数 。 主 道 及 交通 道 的 一 渴 , 须 设 立 防 访 林 或 排水 沟 , MESES 

PIE BK EST —ACHE » 站 标明 号 码 。 

在 基 祖 、 工 作 粮 及 惕 界 绢 的 相交 点 上 测量 时 , JEST AA, 直径 多 

6 厚 米 ， 在 各 工作 绿 上 , Taf 100 ARIST) CHS, TH 3 一 4 厘米。 木料 

缺乏 蛙 , 亦 可 用 木片 或 较 租 树 枚 或 竹 笔 代替 , PAH LOR. KOA 

木材 料 , Hh SHE BCCI FT 

WHZER. ADRES Mire, FARRER, BE BE RE ST 

Ti eee AT FEET eI, BEES HE AP BE, 距离 量 平 整 米 , STEN TM WE 

Bei. 7KAP PEAR ZEIREE DSB TZ , 测量 起 伏地 形 的 等 高 

距 定 需 2 米 。 在 起 伏 较 大 区 域 , 亦 可 的 用 5 ORAS. FERS, 

ote epee OF Ty CES 1 米 或 0.5 米 ,站 宜 用 水 平 伐 测 量 高 度 , 信使 淮 礁 。 测 量 
天 员 每 日 错 和 将 所 测 原 始 图 先 做 校正 及 清 葵 工作 , 芷 将 原始 图 与 卷 图 接合 。 
Se We SEER, TESA ES RR, FETE, DE py Be ee 

图 , 供 详 宁 设计 规划 之 用 。 

在 上 项 锡 主 壤 图 及 植物 图 时 , 如 过 新 发 现 的 土壤 或 植物 爱 落 , 必须 气 洞 

BPO IS, TERA, 其 地 点 须 在 图 中 准确 标 出 。 填 叙 士 壤 详 碎 

上 时, 必须 划 清 土 类 和 土 类 以 下 的 各 年 土壤 类 型 的 界 入 ,在 土壤 式 中 须 表 明 

主 硼 厚度 、 坡 度 、 侵 便 及 排水 情况 归 有 乱 石 雁 等 , 地 面 露 岩 、 断 典 、 梯 地 、 水 

塘 ̀ 侵 侧 汪 等 亦 须 分 别 在 图 上 用 符号 卖 明 。 

植物 工作 人 员 除 研究 当地 的 草本 . 木 本 植物 的 组 成 外 , 站 须 探 集 标 

本 , Fea, 或 作 植物 且 落 楼 贺 及 根系 分 佑 图 。 对 当地 生长 的 牧草 及 可 

FA Die PRATER, 尤 须 详 组 观察 , 注意 其 生长 如 性 、 拧 种 育苗、 繁殖 等 项 。 
，87 ， 



填 抽 植物 图 时 ， 须 将 各 征 植 物 和 对 落 的 界 粮 划 清 , Nb Ze] Ee A ee 
项 。 

GE ET HA TR 须 逐 日 加 以 整理 , 站 与 测量 图 校对 , 加 以 修 

正 , ERA APA. WRI RS ACRE IE, He 

后 利用 测量 图 的 基 图 ,将 土壤 图 及 植物 图 一 一 画 上 , SAAR, 

(五 ) 利用 航空 照相 图 测 蚀 土 壤 详 图 的 方法 

ARMA, 坊 近 十 年 来 最 新 的 方法 。 航 罕 乳 相 医 
的 优点 , bse, SE LLL AL. AE BR BA SEB, EEE 
RST L—— BAHAR. ZEEE RM ERS, Ee 
BME, LOSS SOA Le LH BD EB fe ARE 
PASRAUHE CHL, SAS PST A AO RE, FRBITLA He PE 
SABLE A EA, RS Le eI, PE 
STVAL Zs EF 

进行 航空 测量 必须 同时 进行 三 角 测 量 , DEE RR. AR 
十 和 葵 土 壤 详 图 用 的 航空 照相 图 的 比例 斥 多 用 1:5,000 至 于 20;000, 苹 以 

1:10, 000 RBA. 在 工作 区 域 , 将 航空 照相 图 幅 护 合 , 画 定 其 中 间 准 聊 

部 分 , 艺人 篇 张 做 成 底 图 分 幅 玫 , 然后 取 互 相 重复 的 两 幅 照 相 图 FR a 
AEBS, 研究 地 支 起 伏 . 交 通 及 有 和 然 工 作 上 和 发生 障 笋 与 不 易 通 过 的 情 
形 , DES} SA EOE SS Ae, TSA SEA, 
PRIS BE VIEW WME, ZR SIL EAB HE AS} SE AE EL 
完成 一 幅 后 加 以 检查 ,站 上 墨 , 待 全 区 各 幅 完成 后 , A BI. 
OE AL, 亦 可 将 照相 立 置 长 轻 七 小 平板 上 , A, 以 
便 根 据 图 中 横 木 、. 房 舍 . 道 路 .交叉 点 , 以 定 出 准确 的 位 置 。 

在 使 用 航空 照相 图 时 , 须 首先 上 联 解 图 的 性 时 和 图 十 影 像 所 表示 的 地 
物 和 地 召 。 在 熟 稍 后 , 从 图 上 呈 影 的 汉 淡 遇 花 孝 上 可 辨识 地 面 被 覆 物 和 
土 束 释 轩 的 请 形 。 如 利用 航 室 照 相 图 项 葵 植物 分 佑 及 土地 利用 园 , 则 更 
HE. 
FAZER LE SE IEDR A AYE 

。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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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再 用 彩色 分 别 土地 利用 等 级 , 对 参考 诺 用 时 最 篇 方 便 。 在 飞机 桥 影 时， 
司 二 面 的 角度 .飞行 的 高 低 和 方向 都 不 可 腕 的 要 发 生 释 玛 ， 因此 服 像 图 的 
Fi FEAR AD AT ETAL SER, PAUL, 我 们 要 求 准 确 的 土壤 图 
时 ,在 霸 好 土壤 图 后 何 认 转 到 已 校对 好 的 地 形 圈 上 , BRAT IY A: 

SD, 按 航空 玖 图 法 直接 校正 清 给 比例 尺 淮 确 的 土壤 圈 。 

四 .国营 农场 和 区 地 土壤 的 融 查 话 测 及 规划 

(一 ) “ 贰 敬 农场 和 芒 地 土壤 勘测 规划 的 重要 性 

FERPA RRA SAREE F , 我 国 已 进行 农业 的 和 社会 主义 改造 ,也 就 是 要 
HSC AAS SEI SMI. BEML BORE HY | EU, TEES, 
MISEMILA EELS, INANE OPP A 
LEGRS —, MAS MLE Ie SEP GK, PREBLE 
SERSPEPE EL AGREE ASS. El aS Re 2 ee AI 
FEM (— PIAL), BAe, METAL oe ERIM FE 
术 的 经 营 , VEILS EEE NTT. PTDL ARAN, fee 
BES a ME, IST RME. BST, we 
农 在 过 滤 时 期 进行 社会 主义 工业 化 的 建设 , 对 粮食 与 工 汪 原 料 的 供应 与 
届 配 很 重要 ,国营 农场 的 生产 品 全 部 由 国家 直接 掌握 , 境 加 了 社会 主义 经 
湾 的 比重 , 在 过 滤 时 期 中 将 起 重要 的 作用 。 

国营 农场 的 发 展 在 过 滤 时 期 是 戎 年 与 建立 基础 的 阶 息 。 在 社会 主义 
建设 时 期 , 将 更 大 规模 的 发 展 。 所 以 目前 必须 有 好 的 开始 ,对 国营 农场 必 
SHR. HILT Me, 初步 制订 了 国营 农 扬 开 声 
的 各 项 措施 规程 , 对 现 有 的 国营 头 场 探 取 整 颇 洁 固 的 方针 , 不 再 作 冰 目 迅 
速 的 发 展 ; MAGA. 有 步 屋 .有 计划 的 发 展 。 关 共 国 营 农 场 的 铀 查 
SUR, 成 禽 今后 建 场 的 主要 任务 之 一 。 丰 吸 取 苏 联 先 进 和 经验 ; 适时 天 地 
Fee EE Aa RS EH All SAE RM HEME Dye, th SE Re io 
营 的 主要 环节 之 一 。 

国营 盟 声 的 规划 六 不 是 一 种 单 范 技术 性 工作 ,而 必须 以 局 列 主义 塌 
。 91. 



SETAE, 运用 米 丘 林 与 威廉 斯 生物 及 土壤 科学 的 原理 , 集合 多 种 专业 的 自然 
PALER RIE. BH AAI LIES, 根据 详细 疆 查 分 析 的 资料 ， 
者 合 和 社会 乒 自 然 休 件 ,与 农场 的 实地 经 营 者 .当地 有 和 经 脾 的 农民 及 实地 担 
任 支 测 工 作 的 人 员 , 共同 研究 计 论 , 才能 提出 当前 与 长 涉 性 具体 规划 的 因 
法 。 所 以 国营 农场 的 规划 , 是 一 种 集体 性 劳动 创造 的 工作 。 
荒地 的 勘查 与 开发 , 将 需 我 国 农 业 的 重要 任务 之 一 。 在 1954 年 的 全 

国土 壤 肥 料 会 议 中 决定 , 目前 夫 加 农作物 产量 的 方法 , MASE EE re 
产量 坑 主 , 同时 在 可 能 条 件 下 适当 扩大 耕地 面积 。 芷 决定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内, RAPHE TBM,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要 扩大 二 地 面积 一 全 
献 , 第 三 个 五 年 计划 机 扩 大 耕地 面积 三 优 故 。 坊 减少 因 事前 缺乏 详 和 导 
查 研 究 、 育 目 开 和 而 招致 损失 起 见 , FERS AR AE TT 

需 了 完成 上 项 的 任务 , 首先 要 在 三 年 内 找 出 可 条 荒 地 面积 三 估 赤 ,而 
实地 粥 查 的 面积 可 能 更 要 增加 一 倍 以 上 , 所 以 在 当前 的 土壤 习 查 工作 中 ， 
SE HAIDA BE I ee ATE, 将 需 主 要 的 工作 。 和 过 一 工 
VERE RRL EET ULE, 关 傈 着 我 国 广大 劳动 人 民 
的 物质 福利 不 断 的 提高 , 所 以 必须 由 各 方面 的 科学 工作 者 和 劳动 人 民 , 租 
成 稼 合 习 查 除 , 来 进行 集体 性、 创造 竹 的 习 查 和 规划 工作 , FRESE KB 
对 伍 的 任务 。 / 

(二 ) ”国营 农场 的 天 型 .特点 及 规划 的 主要 依据 

我 国 现 有 的 国营 农场 规模 大 小 不 等 , 较 大 的 如 东北 的 恩 三 棕 军 农场、 
通 北 农场 .二 尼 山 农场 .盘山 盎 场 、 查 哈 阳 农场 等 , 梦 面 积 都 在 三 世 至 五 万 
RACH: Be NIL, MBE TR. 
经 营 的 方式 ,有 的 以 栽 声 小 麦 、 ABB (MILER), BHUKG 

#2: (AMMA AES), 有 的 以 经 营 棉 作坊 主 COOL EE), 有 
的 以 珊 牧 坑 主 (如 蓝 丙 图 国营 牧场), PH PLAS BS SE (Ce 
HEEB), 有 的 以 经 营 特种 作物 坑 主 (YEPSSE IS BB DLR BP. ee Oi 
啡 .花生 、 永 稳 坑 主 ), 有 的 以 栽 场 特种 林 人 坑 主 (如 海南 岛 等 地 )。 因 帮 机 械 
的 使 用 , 有 的 全 部 用 机 耕作 梁 , 有 的 用 全 机 耕作 业 站 策 用 裔 力 和 大 力 , 此 
92 。 



外 各 省 各 县 经 营 的 公营 农场 种 类 也 很 多 。 
arent, 国营 农场 可 分 大 型 及 小 型 二 类 。 据 目前 国营 农场 管理 下 

局 规定 ,我 国正 规 的 国营 农 塌 的 面积 最 大 不 超过 20,000 一 25, 000 A, 

PARRA EERE, 最 适当 的 国营 农 塌 面积 是 20, 090-30, 000 公顷 。 
其 他 面积 较 小 的 都 可 称 需 小 型 国营 农场 或 地 方 国营 农场 。 

“国营 农场 的 特点 主要 是 集体 化 经 营 , 土地 .骂人 备 及 生产 品 全 入 国 家 所 
A, 从 部 作业 过 程 和 和 经营 管理 都 是 集 苯 劳动 的 组 生 , 有 明确 的 分 工 。 另 一 
HEE SERS ELE ES ERATED» 同时 经 营 管理 都 探 取 最 进步 
的 科学 技术 , 提高 产量 , 降低 成 本 。 

国营 农场 的 规划 将 直接 影响 农场 的 生产 和 发 展 的 方向 , 在 规划 时 主 
要 的 依据 是 地 形 .土壤 .农业 气象 植物 、 水 文 和 农业 经 营 人 条 件 , IGE 
国家 的 需要 与 当地 的 社会 环境 。 在 实 屯 规划 中 须 膀 解 气象 地形、 土壤、 
作 牧 .牧草 .畜牧 .造林 .轮作 、 机 作 潜 .土壤 改良 .水 土 保 持 等 基本 知识 ， 
所 以 国营 农场 的 规划 也 是 一 种 稼 合 性 的 集体 工作 , th EA BS 
论 与 生产 实践 相 精 合 的 工作 。 

(=) 国营 农场 和 范 地 土壤 的 勘测 和 规划 

我 国 的 国营 农场 主要 是 在 落地 区 域 建 立 起 来 的 。 过 去 数 年 因 国营 农 
RBI, ALTRI LA, 就 进行 胡 殖 。 需 了 使 土地 能 合理 利 
Fa, PEGA, 就 永福 做 群 测 及 规划 ; 工作 的 方法 与 荒地 习 查 基本 是 相同 ， 
只 是 前 者 须 多 考虑 从 现 有 的 基础 上 来 进行 规划 ， 和 后 者 务 可 多 按照 天 然 休 
件 来 进行 规划 。 

1. HALE: 

MRAM RARE, ZA ee RRA BE Fn 
技术 人 员 租 成 , OFS Hy HOR SE OEE A. on TE 
PVE, KES TI A A. SIRE RASA A Ba 79 
Ko 如 利用 地 形 图 进行 弱 查 填 图 , oT AR TT BE (633 态 
AB) 落 要 成 五 万 或 十 世 分 之 一 的 土壤 及 植物 图 等 。 如 每 年 进行 六 个 月 
SLOPE, 每 队 可 届 查 六 百世 故 的 面积 。 如 更 须 加 速 进 行 , F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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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勘查 , PEAT > — HOE. ROSEN, 须 配合 测量 工作 , When 
关上 比 上 述 的 须 增加 1/2 至 工 倍 。 如 能 预先 测 代 二 万 或 五 葛 分 之 一 的 航空 
照相 圈 , 对 工作 进行 更 坑 方 便 。 大 面积 荒 地 的 初步 勘查 , WT Se 20 
之 一 的 路 入 土 盐 及 植物 图 ,每 日 行程 欧 需 4 一 50 里 。 
ETE rH SE A MEER SES i IY RR 

fin X EL ASE ES PRI TIE, ME RT UE AY HB 
野生 牧草 种 类。 水 文 地 贤人 员 须 研究 地 下 水 分 候 . 利 用 及 灌流 排水 的 情 
Rio PSEA Bik SVE A Se RT ED as 
情况 。 在 各 项 屠 查 进行 中 , ZF AE. Ao) Oh Bl. 7k ea a. 

业 利 用 图 等 , 比例 尺 以 五 万 分 之 一 坑 准 , 叙 图 精确 度 误差 以 不 超过 二 厘米 
需 限 。 勘 查 时 除 注 意 各 种 专 梁 项 目 外 , ME PIE ES Be SE HY TB 
CEL LSE BOREAL, SEA AIR RR BST GG BRS. MRR ae a 
建材 料 等 项 。 

在 各 项 昼 碍 材料 彻 步 完成 合 , 闫 结合 当地 自然 休 件 .社会 情况 等 进行 
关 合 讨论 ;确定 有 和 优 开 奎 价值 ,站 提出 笛 殖 的 方针 、 步 肤 . 存 在 的 问题 与 解 
we 写成 初步 报告 , 址 探 集 土 机 .地 下 水 .植物 标本 等 , IL PE 
定 。 

2. RIE: 
话 测 以 完成 10,000 BY 20,090 分 之 一 的 地 形 男 . 二 中 植物 图 及 水 文 

图 需 主 要 工作 , 以 需 建 场 及 进行 粮 体 规划 提供 洋 租 的 资料 。 说 测 工 作 除 
到 过 工地 和 后, 序 根据 勘查 的 资料 与 报告 膀 解 全 区 地 形 .植物 . 土壤 等 自然 
情况 , 如 能 由 勘查 人 员 参 加, 协助 初期 工作 更 好 , 然后 部 划分 区 域 进 行 嫩 
测 。 如 在 平原 地 区 ,可 探 用 方 格 测量 法 , 同时 进行 测量 与 土壤 植物 及 水 文 
WO. CEPA REER EE, 可 将 彻 步 建 场 规划 (包括 道路 .林带 .排水 或 灌 
ATE EVEN SUE A SEAT, 否则 以 先 完成 方 格 地 形 测量 ,结合 测 玫 土壤 
植物 及 水 文 详 图 , 再 根据 各 项 资料 进行 设计 规划 。 详 测 工 作 的 方法 见 第 
三 章 。 

3. 国营 农场 和 荒地 土壤 的 规划 : 
ee ee ee e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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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胡 的 条 的 目的 是 杰 合 理 的 利用 土地 , 消减 农场 中 的 空间 地 , 使 任何 一 魂 
王 屯 痢 能 发 摆 其 在 生产 上 的 作用 ; 能 更 好 地 发 挥 机械 农 有 具 的 效率 , 减少 
Sree TL ABE As, 估 实 行 草 田 轮作 制 与 营造 方 田林 建立 基础 ; 嚼 林 
MER NI, FRR KA, DIES TEE Ss LBM Jy SL RR 
高 领 的 产量 。 

(1) 国营 农场 范围 的 莽 定 
Fe sie HWE TT AES, 就 可 滤 择 可 弛 面 积 约 佑 8095 以 上 , 在 地 形 、 

二 下 .水 利 、 交 通 人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区 , 按照 有 利 的 地 理 景观 划 定 国营 农场 的 
周 界 。 在 一 个 场 区 内 , 最 好 避 腕 多 数 河道 及 石 里 山地 的 贯穿 全 湿地 、 池 党 
MS, 以 便利 所 内 的 交通 与 管理 。 在 大 面 灶 荒 地 勘查 合 , PTET 
的 规划 , 仿 置 铁路 或 公路 各 , 站 整理 河道 , 进行 全 一 的 规划 , BNET 

SUS Ape oe ety 
(2) Sai (eH NIRS 
SERBS, DERE OBE BURR — zi 
TERR. EA RG, LUE), BOAT 
Se PEALE AREF. ARR PMG. BI BU AAS TE, te 
SPEEA Mesh, BRERA AAS 15 一 20 公顷 。 

全 场面 积 可 划分 坑 数 个 作 梁 区 , 每 区 的 面积 应 大 致 相似 , 如 全 场面 积 
£5 20, 909 公顷 , 划 可 分 族 全 5 个 作 当 区 , PEERS ES 4—5 个 生产 队 , 每 一 

生产 队 佑 面积 和 构 1,000 公顷 左右 。 但 各 种 较 小 的 国营 农场 ,其 作业 区 与 
生产 区 的 数量 与 面积 , 可 根据 楼 械 设 信人 条件 及 经 营 管理 情况 分 别 划分 较 
APES. PTA SIE th RSE 5 公顷 , 区 部 以 设 於 全 本 的 中 心 
地 点 比较 通 宜 ,让 拓 晤 旭 部 及 各 区 闻 有 主 道 及 交通 道 圈 黄 。 

(3) 道路 的 规划 
REPAIRER Pa TA PRR ES FT AYR, 应 很 好 的 念 
, AT IBS, DAY 1 一 29%6。 道 路 的 实 度 应 根据 
恤 更 天 小 及 上 农 业 机 械 及 运 界 情 况 而 定 。 大 型 国营 农场 的 主 道 寅 度 可 篇 22 

炒 ) 以 便 带 五 列 播 征 机 的 拖拉 机 可 交叉 经 过 。 但 修建 初期 可 把 实 度 减 少 
至 10 一 12 米 ,站 大 道 旁 酌 设 迎 车 场 即 可 。 一 般 杰 械 还 行 及 到 输 的 道路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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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交 通道 , 实 度 以 不 超过 12 米 需 限 ,最 少 不 得 小 基 6 米 。 在 轮作 区 块 间 , 可 
留 实 3 一 4 米 的 田间 道 , 以 便 汽 车 及 大 车 来 往 , SAREE HE IN. 

道路 应 设 在 林带 的 南方 ,以 便 春 雪 融 化 快 ,蒸发 也 快 。 在 我 国 南方 无 
策 雪 的 地 区 , 道路 巍 设 在 林带 的 北方 ,以 减 少 枯 地 内 的 遗 蓝 地 。 在 平坦 地 
形 汞 少 河流 的 地 区 ,道路 多 作 分 格 状 的 伤 置 ; 但 在 起 伏 的 好 形 , 与 有 河流 
BACON, ARS A EARL AURA 

(4) 轮作 区 的 规划 
输 作 区 的 规划 是 国营 农场 规划 中 主要 的 环节 。 输 作 区 可 分 作物 办 作 

区 、 蚀 料 翰 作 区 及 牧草 轮作 区 。 坑 物 岩 场 以 作物 输 作 区 需 主 , 适当 地 配合 
RACE, MRC COREA. Been 
ii EE Em Be 500—1, 000 Ai, #98) 4> B 7—10 AV) Re, 以 

(itp 7 HE. 8 TE, 9 区 或 10 HERSEY. i —/] ETERS 和 一 100 公顷 ， 
2328 F3 1,000—2, 000 米 , HF 300 一 500 米 , 成 长 方形 ; StH 

4:1 37:1 最 需 通 宜 。 同 一 轮作 区 内 ,小 区 疗 面积 之 差 以 不 超过 20% B 
宜 。 巡 浆 地 区 剩余 的 小 块 土地 , 亦 可 用 两 块 合 需 一 个 输 作 小 区 。 需 了 便 
故 楼 耕作 业 , 要 求 小 区 的 两 长 泪 平 行 。 在 起 伏 的 地 形 , 小 区 的 区 划 , 其 长 
ETAL KB ETT. WEE AAAS, Fn BEG BE 38 HE + BE 
A TSE SASH IR. ZEA RTE RASC D8 Be BE 
ACTHESE BF, 7S ERIE FB EF HE, WE OS ES 
作 制 , 如 东北 区 推行 的 五 区 轮作 , BD: 
春小麦 一 春小麦 -一 大 豆 一 春小麦 -一 休 述 
过 种 轮作 制 当 然 也 存在 戎 缺 点 ,等 掌握 牧 章 栽 声 技 术 与 发 展 畜 牧 和 后 ， 

WBA HETIL EH. BERR, 在 黑土 区 所 推行 的 草 田 轮作 制 
有 下 列 各 式 : 
七 区 输 作法 : CG) PRB) Gi) BRE) 28, (iii) eI, Civ) 

We, (wv) FUSE, (wi) ABLES EY, (vii) AER. 
八 区 轮作 法 : CG) SGARBE, (i) AVEWoINER, (ii, iv) REA 

HB, (WHE, (vi) REBATE, (vii) PREM, (wii ) 春季 
B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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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谣 坊 作法 : (这 黑色 休 耕 ，(ii) 冬 作 物 ，(iii) 春季 坑 物 加 种 牧草 ， 

(iww) 多 年 生 牧草 ，(vi) 春 小 变 ，(vii) 春 小 谢 ，(viii) 中 耕作 物 与 豆 科 作 
ty, (ix) KER. 
干 区 轮作 法 : DBE PRE, (Gi)APEPINM, Gil, iv) 多 年 生 牧 

草 ， (Wh, (vi) HREM, (vii) B/E, (viii) BAP, (ix) ALE 

By (x) KERHD. 
DES MMEGRE DEERE ALE HARKER. A 

了 时务 作 物 在 我 国 黑 土 区 不 能 栽植 . 须 改 种 春播 作物 。 获 更 举 数 种 在 我 国 
可 以 试行 的 输 作 制 如 下 : 

AETHER PALE, 可 以 试行 下 列 九 区 及 十 区 轮作 制 。 
十 区 输 作 : (i) 休 耕 ，(ii) 陆 稻 ，(iii) 玉米 ，(iv) DBS, (wy vi) 牧草 ， 

(vii) BS, (viii) 小麦 ，( 运 ) 大 豆 ，(x) 陆 稻 或 小 麦 。 
无 区 轮作 : (i) PRE, (ii) 小 麦 ，(iii) BEAK, (iv, v) BOR, (vi) JB, 

(vii) / AE, (viii) AT, (ix) MERGER) 3. 
DL bE IAS Fy 44k BSE LUA, TERR RS 
WATE.) Ee RE, We AT Rs 

豆 科 牧草 种 类 以 首 莫 的 适 诊 性 最 广 , 如 与 禾 本 科 的 禾 营 草 、 猪 尾 草 混 
$B, FG ER UE, AE EE th HT 
ASBIGA. CERISE, AEH) DIRS RIL ED, Wn Ae EK. 
FW A Ee A LSE 
SBA wah BEL. Sh RABE, 在 输 作 中 亦 可 加 大 工艺 作物 , tn he 

花 、 甜 茶 . 亚 麻 等 。 在 南方 可 加 入 麻 类 作物 、 匡 芒 等 。 
位 料 输 作 及 牧草 输 作 : 在 输 作 小 区 四 围 剩余 的 土地 ,可 以 利用 作坊 

伺 料 轮作 区 及 牧草 轮作 区 。 小 区 面积 自 数 公顷 至 二 、 三 十 公顷 均 可 ,但 每 
区 面 炽 须 大 致 相同 , 以 便 伤 置 轮作 。 刨 料 输 作 在 我 国 淋 少 径 验 , ZR AR 
所 用 的 数 例如 下 : 

莓 联 非 黑土 地 区 十 区 创 料 轮作 : (i) ARS, (ai) HR EBL (HS 
稳 )，《〈 韦 ) 中 耕作 物 和 害 茂 作物 ，(iv 一 vi) 多 年 生 牧 草 用 作 就 草 僻 料 ，(vii 
一 xz) 多 年 生 牧 草 用 作 牧 声 乌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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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黑土 地 带 八 区 角 料 轮作 : ”(i 薪 麦 加 种 牧草 ，Gi 一 ”) 多 年 生 牧 

HH, (vi), (vii) MEER PRES ENS HAE (Se Se. 

RATED. yD)» (viii) RPE, a 

Ba Hina EET ZA AEA eG & MEE BEY BB 

i, FREER PTE . 

DES} FERS ASAE, A DARE ER Be Be BE VE 

tn, Ie ay MAE, DARE, 提高 产量 。 我 国 现 有 的 及 部 将 建立 的 国营 

BiB, WY SEE EEA ER FS), FSET AE. SEH Re 

的 过 小 式 输 作 制 。 行 积累 经 验 合 , FA BEG Ei Eo 

(5) 六 田林 带 的 规划 

在 我 国正 在 发 展 的 国营 农场 , 对 镀 田 林 的 栽植 也 有 必要 。 因 藉 钉 田 

林 的 功效 ,主要 是 防止 风 害 、 塞 害 , 减少 水 土 流失 , HE GHB ak ， 

分 及 温度 。 在 我 国 受 司 风 及 受 寒 害 恕 重 的 地 方 , BS Bae AB 

需要 。 

欠 田 林 的 规划 , 与 道路 及 轮作 小 区 的 规划 了 巍 密 切 籍 合 。 在 受 风 和 害 评 重 

地 区 , 须 首 先 考虑 名 田林 说 置 的 方位 ,然后 规划 道路 站 决定 输 作 小 区 的 面 

fA. RAM POEL SHAE, 每 一 小 区 周围 都 须 设置 认 田 林 。 长 瀑 

需 主 林带 , 短 瀑 需 副 林带 。 在 平原 地 区 , 主 、 副 林带 都 须 垂直 ; CK, 

林带 也 可 成 倾 科 的 角度 。 在 侵 鲁 恕 重 或 沿 原 有 道路 与 特殊 地 形 所 个 置 的 

EH thar, Ph SERR ARE. SEPA BE BS 10 一 20 炒 , 副 林 

Heh) SBE RS S—142K. PAR PEA, RIAA, (RS SAE. 

EEE PUN F: 

A, SN BRE. Bid, BAR ESR. BUHL, GEARS BSF. 糖 租 双 么 

Bite F (RAH Bh. RL. PLT DRAB); 

te ERR SHES, BIAS BIBRA a. ati ats Pa 

SFR (Re BAL BL. pe Be) DLR); 

a EARN S, BUAR ER YE ERAS ER, EAST ER 

豆 ( 我 国 华 南 红 黄 壤 区 可 以 探 用 )。 

HE EH PRA SSE A Ss A PES, SSE Ae Fe BR 

. 到 



快 的 , GAC UAT TULARE, SORTS HOME Zee 
林带 中 ; 以 增加 收 谷 。 据 苏联 的 造林 经 验 , 透风 式 的 林带 其 效果 比 不 透风 
式 的 好 。 因 玲 田 林 的 栽植 须 费时 很 久 , 所 以 在 规划 时 须 预 灸 地 位 , 以 便 将 
来 分 年 栽植 。 广 田林 的 面积 以 不 超过 全 声 炉 面积 的 4 一 1095 EL 

(6) 灌溉 、 排 水 渠 及 黄 水 库 的 规划 

灌流 及 排水 渠 的 规划 , 按 各 种 土壤 类 型 .地 郊 而 不 同 , 如 我 国 东 北 的 
黑土 区 .西北 割 切 黄土 台 区 及 昔 南 红壤 邱 陵 区 ,都 需要 庆 当 的 伤 置 排水 
道 ,以 防止 土壤 的 冲 失 , 芷 排除 土 中 过 多 的 水 分 。 在 娩 碱 士 .冲积 土 及 可 
利用 水 源 灌 溉 的 旱 乾 区 土壤 与 水 相 土 , 灌溉 与 排水 须 同 时 规划 。 

灌溉 、 排 水 工程 的 设计 , 主要 由 水 利 工程 .水 文 地 里 及 水 利 土壤 改良 
的 专业 人 员 来 担任 ,站 须 与 土壤 .农业 人 员 密 切 结 合共 同 进 行 。 首 先 现 及 
解 有 和 无 灌溉 的 条 件 , BOK. RES ERA. TEE 
地 下 水 的 流 同 水 丑 和 水 量 . 水 位 的 升降 ,以 及 从 土壤 方面 考虑 有 和 无 碱 化 
现象 .土壤 的 质地 、 滩 透 性 及 化 学 成 分 等 。 又 须根 据 话 细 的 地 形 测量 , 与 
FIERRO NASER, 与 当地 气候 情况 等 。 在 适合 经 六 的 人 条 
件 下 进行 灌流 渠 及 排水 渠 的 规划 , ENA SS ke, ST 
ii, Sera 7k ft; we HE ZK IA, 引水 主 渠 eR ER, 又 修 梨 排水 支 渠 .干渠 

及 主 渠 , 在 各 种 引水 及 排水 渠 半 , CIS OHA, 以 导 节 水 量 。 
eM UWA HELE, BALMER. LE eB. Hk 

MEL Le SPREE AU AEE, 新 疆 的 阿克苏 的 胁 利 渠 等 。 此 
外 在 黄河 .淮河 流域 开发 后 , 灌区 的 面积 将 大 大 的 境 加 。 在 我 国 南方 著名 
的 水 稻 灌 溉 区 ,有 成 都 平原 的 都 江 找 和 昆明 盆地 的 灌溉 渠 等 。 在 铬 碱土 
区 进行 灌流 ,对 土壤 猎 碱 化 的 防止 很 重要 , 如 陕西 滩 渭 渠 和 吉林 郭 前 族 的 
灌区 土壤 , 局 部 都 有 碱 化 现象 , 须 进 一 步 进 行 水 利 土壤 的 改良 工作 。 

车 合 现 有 荒地 区 的 规划 工作 , 如 地 形 起 伏 的 黑土 区 , BEE HSS 
水 ;站 将 实 谷 中 洛 泽 化 土壤 的 水 分 排除 ;而 在 平 授 的 黑土 区 ,如 黑 性 江 的 
柬 部 时 中 部 ,就 须 进 行规 模 较 大 的 排水 及 灌流 工程 ,以 发 展 旱 骨 地 与 稻 
困 。 在 主要 灌区 和 与 排水 区 域 , 须 先 规划 灌溉 渠 与 排水 泄 , 然后 沿 渠 道 修 生 
PEMA. HEPES Ee) REBT Eh B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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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HAAR RGAE. 
在 黑土 地 区 排除 地 才 水 , 除 须 庆 当 的 个 置 排水 汇 外 , GRRE Se TTS 

地 造林 及 谷地 造林 , Diet > WSS HE, FOIA ERE, DLAI PEK. 此 

PSE y ENE aS BS BES hE ERR Kc RR 
地 形 进 行 具 体 规 划 。 

BERN) BAHN Eee, AAA. 灌溉 及 水 寺 的 保持 。 

AEH RAR EA BS UE SS SI ES) Bk 
ZA. RUSK ERMAP RANE EDR. ALS Ke 
HOE, SBS EP OA i 

(7) 放牧 地 及 天 然 林 保 育 区 的 规划 | 

Ao ee SIAM, BHR RAR PRA Hh, KA — 

EDTA EA LAL, PANE AK. AREY +: BE, 或 十 
ERG UA GUE, SHS AAA. RAL RRB. De A Sy 
BRS HEINE, Be BR ee RRB 
Ee, itRSS ea 

LLG ee aR REO, WR RRR 

PRR TE, Si 58 HS eR, DL SAE AR. PTE KPA 

AA IG i SB A, UR Bb, BA ER ee, 局 部 进行 人 工 

造林 , 以 加 速 和 森林 的 发 展 。 

(8) 防止 土壤 侵 急 的 规划 

FERAL RRL, 佑 置 轮作 小 区 , 认 特 别 注意 土壤 侵 鲁 的 纺 止 。 有 

时 可 因 土 壤 坡 度 与 土壤 侵 鲁 情形 , CREED SC. WR RARI RH,  - 

必须 顺 等 高 壕 划 分 小 区 ,面积 较 小 时 , BR) RS A eR. 

耕种 。 

抱 区 中 如 有 陡坡 或 侵蚀 沟谷 ,就 刚 长 期 植 草 造林 , 以 防止 冲刷 。 在 黑 
土 区 坡 长 超过 500 米 的 坡地 , BERENS PR ak As SEAT, 或 修 

策 排 水 道 与 土 坊 。 在 地 面 有 水 竺 或 显著 到 流 时 , Batali E/T Re SBP 

HER, 或 在 排水 道 长 期 留 草 , Beers ERLE OK, DPE 
ASAE RS HE, TRE Rae, MARAE) 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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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林 保育 地 。 已 起 侵 鲁 滞 的 地 区 , BLIGH. Ee, BRE 
GHEE ARE CAE, Ul PT RRR. ME AEE 
AEE TS. VD AE He, IA A, 
行 包 围 式 的 造林 。 

(9) 耕作 .施肥 及 先 定 适宜 作物 品种 的 规划 
须 按 当地 气 侠 .土壤 情况 ,以 决定 耕作 方法 。 如 黑土 三 厚 的 须 行 深 

St, HL iat FSS RAVER. Jo ERASE STA AER, ANAL 
物 与 土壤 条 件 分 别 规定 耕作 办 法 。 

施肥 量 的 决定 可 按 各 种 土 类 及 土壤 分 析 与 作物 的 生长 情况 , 兹 参考 
附近 农业 试验 场 试 骏 结果 和 与 农民 和 经验, 气 定 施肥 方法 。 必 要 时 可 划 定 小 
EE, ORR. IEPA ERMAN, tes SEE SB SE. RE 
肥 作 物 及 利用 当地 泥炭 、. 塘 泥 、 刍 肥 、 磷 灰 石 粉 等 , ELH FL BA He He 

- BRE. 

AMPA BABE SME, 主要 须 按 国家 的 需要 ， 
范 能 尖 噬 当地 氟 候 .土壤 的 环境 ,一 般 吉 物 农 场 应 以 粮食 作物 如 小 麦 、 水 
Fars, 在 输 作 中 适当 加 入 大 豆 、 马 给 薯 .甘蓝 .小 米 、 陆 稳 等 作物 。 芷 可 

按 土壤 条 件 及 工业 的 需要 ,适当 地 栽 二 谋 茶 、 亚 麻 、 棉 麻 、 向 日 获 等 作物 。 
BEM Fn is ATES, 以 选取 适 共 当地 环境 的 优良 品种 志 主 ,如 从 束 

地 或 国外 引信 优良 品种 ,最 好 先 径 过 试验 , We Ke 
(10) 试验 场 及 范围 的 规划 
每 二 国营 农场 均 奈 划 定 小 区 作 扎 试验 地 , 以 进行 作物 品种 .施肥 、 牧 

PA OEDEMA HAREM. RRA 
SiS, ADA ALSO (SEE, HOR KT 1, ETE PB BL ESE 
区 ，, 便 基 管 理 需 宜 。 最 好 有 防风 股 备 ,不 易 遭 受 风 害 、. 早 害 . 水 害 之 地 。 坛 
只 地 与 苗 围 地 的 德 面 策 可 自 10 公顷 左右 至 200 公顷 ， RL BE 
面 策 的 百 分 之 一 坑 限 。 试 验 地 及 苗 围 遗 定 后 , AUR 5p Bao 的 地 
形 图 及 疾 竹 说 计 规划 图 ,包括 道路 .试验 区 块 、 排 水 及 灌流 区 的 位 置 .栽植 

。 防 座 条 的 位 置 及 设立 气象 观测 站 与 建筑 基地 的 位 置 等 。 
以 王 各 项 规划 常 相互 联系 , 须 作 和 烷 合 的 分 析 研究 , 按 具 体 倩 驶 提出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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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作 需 规划 的 主体 , 然后 将 其 他 项 目 逐 一 配置 。 在 规划 时 , ET 
TUS SEA A, 泡 过 实地 复 勘 时 论 后 才 作 决定 。 对 规划 中 所 所 定 的 
规划 小 区 面积 ,各 种 作物 每 年 的 栽种 面积 ,预期 的 每 年 收 稳 量 , 以 及 需要 
配备 的 楼 械 农 具 , 基本 建设 , 防 妨 林 及 道路 营造 面积 , PERE Re 
Bi, 放牧 地 面积 , 每 年 铜 料 的 产量 , (ART DE BRT i 
的 每 人 收 丛 , 汞 佑 计 廊 肥 的 数量 , 需 用 化 学 肥料 的 数量 , RIS EB 
CERN MKS, 均 须 一 一 核算 ,才能 定 出 国营 农场 的 发 展 计 
划 。 天 帮 和 过 方面 的 工作 , 需要 农业 猎 谱 方面 的 人 员 人 参加 计算 。 所 以 国营 
农 昌 的 规划 是 和 和 娄 复 杂 的 工作 , 士 壤 工作 者 谍 担 任 的 任务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 主要 是 从 土 吉 的 性 里 和 其 他 自然 条件 , 提出 有 关 规 划 的 具体 事实 。 
对 目前 已 经 营 的 或 即将 经 营 的 国营 农场 的 规划 , 必须 依据 现 有 的 基础 订 
出 过 滤 式 的 及 长 天 性 的 轮作 方式 ;天 礁 正 规 的 牧草 大 田 输 作 制 , Fe Be 
也 不 能 普 欢 的 应 用 , 所 以 过 讶 从 我 国 现 有 的 农业 技术 基础 上 ,提出 创造 性 
的 轮作 方式 , 御 步 的 推进 。 一 方面 须 由 科学 研究 机 构 进 行 试 贩 研究 , 才能 
逐渐 建立 我 国 各 地 区 的 轮作 、 施 肥 、 耕 作 的 方法 。 

关 攻 集体 农 莫 的 规划 方法 ,原则 上 上 与 国营 农场 的 规划 相同 , 只 是 集体 
骨 著 面积 小 ,规划 时 尤 须 注意 从 现 有 的 基础 上 还 步 提 高 。 

此 外 有 关 国 营 牧场 .水 田 农 场 、 灌 区 规划 及 特种 宁 场 的 规划 等 , 原则 
上 都 大 至 相同 , 只 是 规划 重点 各 有 不 同 , ABET WT DLS, Zee 
AR Eek, RAS, BARS hn He AUP RAE eR EEE A 
Ze, ie th ESE A BBR Ep eh SE A tHe Bk TH 
械 农 具 鹿 的 原理 , RAPE RD, TEE, RE AeA HM, 
才能 作 好 遭 一 工作 。 在 我 国 各 地 分 别 进 行 勘查 规划 ,站 与 实地 生产 相 精 
Fy BATE, 才能 获得 有 系 翘 而 比较 完整 的 方法 。 
eS SE HT ELS, MU AES RS, 

BX, 以 供 实 好 经 营 的 参考 。 如 即 须 建 塌 的 , 由 测量 及 规划 人 员 按 照 具 体 
BIW, FEMUR, 交 盟 声 经 营 人 员 按 照 椿 号 更 规 草图 , 进行 施 . 
pase. : 
LAER RS TR? Be SY hw T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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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丛 联 第 一 个 妆 物 国营 农场 "一 书 摘 录 ) 附 录 锥 下, DURE, 

a AM , 

» Oe 
Key 作物 办 人 区 

> , AER 

图 26 SET RIA 



8 “RRR BB 

46,300 公顷 

农作物 输 作 地 32, 132 

附属 畜牧 场 输 作 地 ‘| 4,849 

章 原音 牧场 输 作 地 一 
蔬菜 输 作 地 

1,361 

才 9 ”土地 利用 规划 图 的 图 例 赚 式 

土地 和 用 的 额 色 标 蒜 

和 土壤 的 指示 记号 RRA Mt A | RCA 

WR A fer hy LE 

(1) SABE LAE: 

2 0 Hoek -_L JS We rh RL 

FR BE ATT LB Fe Hy. Bp 

YB TR 

(2) Reaver: 

FE) UE ak Hh FORE 

AEDS Bodh iE 



(BHD 

EDF HA BR 8 
和 土壤 的 指示 记号 

农业 用 地 和 士 壤 的 名称 | 面积 (公顷 ) 

mF (1) sep Ay bh ich SR: 
11y;—50 土壤 槛 合体 : BAEK —50%, |B 

tr 一 30 和 14vr “0 | ine pei -E CE 30%, HAIG AS 
土 类 的 、 低 地 的 类 上 质 暗 色 土 壤 一 20 儿 

SR (2) 后 的 放牧 地 土壤 : 

8—45 ESA HE: Bea POR 
1 一 和 和 1 19 | 一 全 多 , 浅 柱 状 碱 士 一 40 多 AUN L 

类 的 、 低 地 的 略 栗 士 壤 一 巧 儿 

上 新 统 粘 士 上 给 度 碱 十 化 的 粘土 质 谈 票 

oi 

9F 

EE: RIT RWLRRA EARTH BOs, FRA lel Pl A 

AE FATA), SR eS Po He BS A) Dd FY Se 

ib, MERA SR ok, 

才 10 。 EMEA BELLA 

画 | 士 | 十 | 士 | 地 | 成 “| 地 | jo te ee 玉 
a | | Me] 土 | 下 | 下 | 可 | tk 
|e Be) 及 | 休 | RE | 水 | 水 | a) de 良 
闫 | 良 | 和 良 | 其 | 件 | KR [time P Be EF wl ge am 
色 | 区 | 分 | 机 和 2. nixzl|*#eB 
二 区 ， 构 母 |R|2\/S/6/8\ 5 RI FR 

2! HE V3 se fact dove u | BE | ba ke 

和 w Ml 21Slat sls | ee 
2 “i me ol 21S) 2) |e ie 
培 的 和 
情 深 SIS{S8]S) | 
Ui BE 所 

et 过 
i 开始 的 深度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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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调查 套 料 的 整理 和 报告 的 篇 富 

乱 了 占 给 土壤 图 和 敏 述 弯 查 区 域内 的 土壤 , 读 将 所 有 野外 工作 中 所 
得 的 材料 加 以 整理 。 

土壤 标本 和 野外 记载 本 的 审查 : 将 所 有 土壤 标本 风 喜 按 剖 面 导 次 次 
序 装 大 硬 狐 盒 闪 , 然后 将 探 集 地 点 、 剖 面 篇 号 、 深 度 . 探 集 者 姓名 等 写 在 硬 
MAL. HERA CAT RATE, 开 姑 审查 标本 和 剖面 记录 笑 。 

土壤 标本 和 田间 剖面 记录 的 审查 , 其 目的 在 从 用 从 前 已 有 成 套 的 标 、 
淮 的 土壤 颜色 、 质 地、 构造 等 与 新 探 集 的 标本 比较 ,以 检查 剖面 形态 特征 
之 描写 和 野外 土壤 种 址 的 诀 定 是 否 正确 。 过 些 标准 必须 是 土壤 导 查 人 扬 阐 
考 所 选 定 ,站 须 每 年 新 狗 得 的 材料 加 以 补充 。 只 要 是 有 机 棋 分 析 和 苦果 的 
EAR, HUME EAT HE AWE AOE LU SEE ART AE, GEE BH 
(AEB, AB eA), SE A TE 
SWELLS, PASE TERRE DADE aE 

AEA MALE ES A ES PB A eR i 
PEELE 

Ae EE AEP SL GRE, LEI Se A ES 
销 误 时 , NEPA aR AS LIDIA CIE MeEBESE TP AS, 3S 
到 化 验 室 的 标本 , ES ER PR CRS, SE HET EBS 
AF RLS EAS, MEE AREAS AE A EE FETT. 

(Ee ASANTE BS YA aE LT Tae, 剖面 
ah AML See EAE EL, EMI 
Hil NLL RB RAT ALLS 

(—) DRAM TLE 

在 野外 工作 中 根据 章 面 形态 所 作 的 土壤 发 生 学 分 类 , SPT A 
果 来 检验 和 论 征 。 和 实验 测定 出 来 的 每 种 土壤 中 最 重要 组 成 部 分 的 数量 标 
BS, 使 我 们 可 能 更 正确 地 确定 土壤 的 生成 ,确定 土壤 在 例 行 的 分 类 系 忒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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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W, Bae REE A EL PA 
PST RFC Se EE EAE EER i BAPE, I 

HEFT AYE BaF: 

(1) BUS I-A ARN ODE BES Te HE APSE HH ET TF AB 
RH GARET EL, 深厚 的 剖面 需要 测定 5 一 7 (ACH AEE 

(2) 每 一 土壤 剖面 测定 5 一 7 个 标本 的 机 械 成 分 桃 居 、 亚 表土 、 底 十， 
均 须 进行 机 械 分 析 。 

(3) 夺 每 个 曾 面 的 押 导 和 亚 表 土 进 行 围 粒 分 析 。 
(4) 测定 石灰 性 土壤 中 具有 不 同 程度 石灰 性 反应 的 各 土 层 中 的 游 欠 

BAG Sk, HUE CE NBER, 均 须 测定 其 游 潍 碳酸 全 含量 。 
(8) 测定 每 个 剖面 上 部 3 一 5 EHSAN HAD CES, 无 石灰 性 反 睁 

的 土壤 , Ruse FLOP mse +, 
(6) WSR ATT IE ECA SL 
OPES EE ES ae (C9 LSE TD Be EE LT, a A 
“by A a AS I ASE CH SRT OER PTE IE EEE 
SF (LAIEREE. 

(7) WU52 AC Hate ANS LT ET. PS TPR 
SPAR PBA RS FUSE CE DASE EE : 

(8) WUseERIE ANA FN ALE LAB S—4 (ALTER 
(9) WS RHEE LSAT PATA ARS, BRUUBDSADYRE, HE RE 

fis TEASED OS A ld PT PA ERE, BS Ae SH 
Ti, BES} PARA En SE, 媒 分 聚积 最 多 和 最 少 的 各 土屋 的 深度 。 测 定 
水 咨 提 液 申 全 申 量 。 龄 度 、C0=s 瞪 度 、 水 溶性 腐殖质 量 、Cl-，SO=-，GCatt+ 

和 Mg** 等。 如 坊 嗓 请 土 , HAE TE Ee PAY Na, K 量 。 

RT TARAS, AL OT 5 一 7 个 标本 , (BBE BE AY 
FLAS, PADI, 往往 每 个 剖面 须 分 析 9 一 10 个 以 上 的 标本 。 
FEA EL HH, 坑 了 礁 定 洗 蜡 的 用 水 量 , HE SEEM TT AC ARAN TT 

刀 分 析 。 苏 析 标 本 的 数量 决定 失地 下 水 的 深度 。 如 各 土 层 底 土 、 母 质 等 
馈 清 程度 是 否 一 致 ,如 剖面 中 各 土 层 噶 清 程度 很 不 一 致 , 有 了 时 须 将 全 部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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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EVT AT AT 0 

(10) 2n¥E PR ALDESNAS A ie tk BEF TRG Zs: FH) Th ZA x 2—-3 个 

标本 进行 CaSO, 的 测定 。 

(11) 所 有 土壤 和 无 石灰 性 反 典 的 土 唇 , 均 须 进行 pH 的 测定 。 

(12) 测定 铬 基 不 角 和 土壤 的 水 解 酸度 、 代 噶 性 氢 ， 每 章 面 取 其 上 部 
3 一 4 土 导 土壤 进行 测定 。 

(13) 咯 基 蚀 和 度 可 用 下 列 公 式 由 水 解 酸度 及 代 换 性 喇 基 独 量 计算 

得 之 。 

S.100 
~ 6+H 

V: BALAI % im; 8: OE 4s 100 FEM + th 
Eve; «oH: 水 解 酸度 。 

(14) 测定 全 氮 量 。 

(15) 测定 水 解 性 氮 量 。 
(16) 测定 至 磷 量 。 

(17) 测定 有 效 磷 量 。 
(18) Wea Ree. 

S40) REAPS en +S RETF (14), (15), (16), (17), (18) 3% 

项 测定 , ASBHE LENSE FL EET LS. - 
(19) 测定 3—4 ARH AAMT. 
(20) 5S T BAITS Mi TR aa) Bee, 须 进 行 5 一 8 CSS BR AS 

量 分 析 , ABSaaiFTRee, RRA, MRE heey 

VEE BAM. B:—oT i RRNA Lik, 必须 有 1 一 2 个 章 面 的 全 量 分 析 的 材 

料 。 

除了 对 标准 剖面 须 进 行 全 套 的 分 析 外 , 还 应 挑 遗 对 有 照 剖面 作 一 些 简 
单 的 分 析 , 以 便 根 据 主 要 生成 上 的 特性 ,以 确定 土壤 的 同时 以 及 各 征 土 壤 

的 分 伤 界限 。 对 照 标本 的 数量 和 分 析 项 目 , 取决 从 土 壤 特 性 等 具体 博 驶 。 

一 般 来 褒 , 主要 的 分 析 项 目 包 括 腐 殖 质 和 机 成 成 分 的 测定 ， 铬 基 凶 和 十 

下 的 对 最 标 本 分 析 , 除 测定 腐殖质 和 楼 械 成 分 外 , SRE BS OE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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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位 的 测定 。 对 抢 化 土壤 须 进 行 代 换 性 销 的 测定 。 噬 基 不 角 和 土 璨 ( 灰 

阔 士 . 标 壤 、 征 塘 等 ) 的 对 妥 标 本 分 析 , 除 测 定 腐 殖 质 和 机 械 成 分 外 , 还 须 

进行 pH 代 换 性 氨 庚 子 、 代 换 性 噬 基 各 量 等 的 测定 。 

PBA RELA RTE, Arcee 

BU SU ARRDESEAS ES » BE Se AEN Re FI AEE 

上 的 特性 不 能 有 正确 的 了 解 。 

PRESET EARL, 必须 仔 租 研究 导 查 区 域内 已 有 的 分 析 和 结果 ,以 避 

观 重 复 而 造成 浪费 。 必 须 充 分 利用 已 有 的 和 现 有 的 分 析 顷 果 , 同时 膛 放 

PEDIATR, 正确 地 确定 土壤 剖面 的 地 理 位 置 ,站 关 明示 些 痢 面 是 位 

於 怎 檬 的 地 形 上 。 分 析 标 本 的 导 择 , AEE AS BB PAGE 

行 。 

Sys LAK, RSE RSE ES. ie Ee 
BHAA AAD Ta PT ES. JS Ge i SEA SP 

Oy: —ty A Tae AE Fn aE AR He INAS A BC) RE BE 

BREE Ss BOM S EASE SEKAI LEN BO, 

Ae iia FIBER, HBA 

Ais Sea) TE RSE. (bE SARA 

必须 仔 粗 检查 , WIA SER, ICME Ss ERA PEAT. oP 

析 千 果 和 经 检查 改正 后 ; BNA ne SE, eB BRR RR 
的 材料 , FERS HSER ERT TEBE RE EL 北 诗 明 该 剖面 的 篇 号、 地 

PRE. HEI Be AN ah AIS Yes BE HOSE, ULES aE AER 

SO -S, EIA, RPE IRE BHR 

PEIQIE IVA » Pen Jt ABE. RRR PRE . DERE PRESS, ie ERA 

大 值 和 最 小 值 。 

根据 土壤 的 化 学 成 分 、 机 械 成 分 .物理 特许 和 形态 特性 等 的 研究 来 进 

行 主 于 生成 分 类 的 研究 , EAE KT AST AACE BT SY 

水 平和 消 足 竺 会 主义 朋 沫 实践 的 要 求 。 

主 鼻 分 类 卖 的 禹 是 土壤 炙 查 成 果 中 所 需 解雇 的 重要 闻 题 之 一 。B. 

B, FLARE RG: “BAAR RIAA RS o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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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AAR, SEMEL, 土壤 分 类 是 他 们 的 重要 问题 之 一 ”。 
幢 土壤 形成 过 程 ,使 土壤 生成 上 的 特性 反映 在 土壤 的 化 学 成 分 .机 

械 成 分 .物理 特 隆 和 形态 等 许 方 面 , 千 果 生 成 了 现代 各 具 其 生成 特性 的 主 
类 、 亚 类 和 土 种 , PD ABE AES eB Re SE, 

研究 土壤 分 类 了 时, 汞 必须 特别 仔 组 地 少 虚 到 影响 土壤 肥力 所 有 的 十 
盐 组 成 者 分。 在 气 移 用 通 当 的 措施 以 消除 不 利 僚 作物 生 甚 的 土壤 特性 的 
合理 的 农业 技术 时 , 须 提高 士 坊 肥 力 , 遭 一 点 更 属 重要 。 

在 进行 土壤 分 类 时 只 考虑 到 复 订 的 土壤 特性 中 的 任 一 性 贤 炉 量 是 不 
够 的 , 座 当 揭发 棚 成 复合 体 的 各 种 质 和 量 的 因素 (从 肥力 的 观点 闭 眼 )。 
SBE Ge ARDS Ty PA CEFF, RASS Se BE 
EGEMEN, RMA AR Mae RAE a, 针 
REHEAT Pi) SHEE 0.1% SO, 环境 中 正常 发 育 ; 
而 有 0.1 多 Cl- 存在 时 , 其 发 育 就 受到 抑制 ; Ww} NO,CO; 的 00s 含量 | 

过 到 0.1% 或 更 少时 , 小 麦 就 会 死亡 。 由 此 可 见 ， PIERS ERIE 
据 嫩 类 粗 成 中 各 种 铬 类 的 数量 来 进行 妍 土 的 分 类 。 正 如 只 有 代 换 性 磨 基 
粮 量 而 没有 各 种 代 换 性 咯 基 的 百分比 一 样 ,全 旗 量 对 从 土壤 肥力 的 逢 节 
{DR B. 

(=) SHitmEoRe 

1. -L eNO 
往 借 土壤 图 的 基本 材料 是 : (i) SONHISLAD-LMER I; Gi) WARE 

部 土 种 的 剖面 说 明 、 化 学 成 分 .机 械 成 分 和 物理 特性 等 的 土壤 发 生 施 分 类 
$e; (aii) BUGS EOE RAE PAU AWE MOI ER AA) 
SVAN REPEL: LRA 
查 材料 。 

最 后 的 土壤 图 是 填 葵 在 与野 外 所 用 的 底 图 相同 的 空白 地 形 图 上 。 野 
外 土壤 图 的 全 部 资料 均 须 根据 土壤 和 野外 记录 的 审查 铺 果 及 分 析 精 果 的 
研究 和 震 给 茜 所 掌握 的 其 他 材料 加 以 检查 。 应 沼 检查 在 野外 烛 於 图 于 的 
每 个 土壤 章 面 ,看 看 壹 些 同 一 符号 的 剖面 是 否 贤 正和 相同, 是否 都 局 太 那个 
- 110: 



符 总 雪 示 的 上 类 和 土 种 , 同时 必须 仔 普 的 分 析 土 壤 界 限 和 地 形 罩 限 , 确 害 
它 个 在 形 图 上 的 正确 位 置 。 土 壤 剖 面 的 位 置 、 等 高 糠 的 分 何以 及 海 技 
高 度 等 是 指 连 此 项 工作 的 准则 ,此 外 还 可 利用 现在 地 形 、 地 质 、 水 文 地 夺 
和 植物 等 的 粥 查 材 料 作 需 做 考 。 当 清 痊 土壤 草图 共 空 白地 形 图 上 了 时, 须 
根据 野外 里 测 图 的 资料 改正 所 有 发 现 的 错 台 。 野 外 测 爸 的 草图 不 疹 作 任 
何 修改 ,如 世 不 得 已 必须 作 部 分 修改 时 ,也 必须 由 原作 图 才 用 红色 墨水 修 
改 。 震 使 土壤 图 名 符 其 实 的 作 需 发 展 社 会 主义 农 梁 的 科 贮 根据 , 它 不 仅 
PRA ABERISY Hp» 且 须 指出 最 主要 的 成 士 因 素 的 分 佑 , 正如 欲 改 造 植 物 
ASG RAN II OR, PRUE PLL, tA IE 
RRC a AA HERTS (ERLE EULER SEE IC ROE EE 
料 而 存在 的 )。 因 而 在 土壤 圈 上 除了 指出 每 种 土 类 、 亚 类 和 土 种 的 分 念 界 
BRL, 膛 忆 须 指出 最 主要 的 成 土 因 子 的 分 念 界限 。 在 规划 头 潜 生产 以 及 
用 不 同 措施 以 提高 土壤 肥力 时 , BE, 

PhP GEN Fy BR RE FA SG, EE 
灌流 或 排水 计划 , GUE RE ADL HF AK OL PRE 
及 其 化 学 成 分 等 。 
家 地 的 地 形 是 农业 中 利用 土壤 时 重要 之 点 , 不 论 在 每 年 农 潜 技术 描 

施 的 (如 洲 水 .防止 侵 鲁 等 ) 热 行 中 或 是 在 徽 底 改良 土壤 的 工作 中 ,都 必须 
考虑 到 呈 形 的 特征 。 因 此 在 土壤 图 上 地 形 界 限 的 标 出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划 

再 了 天 怨 形 区 .小 地 形 区 、 地 形 部 位 等 界限 后, 我 们 就 可 能 根据 一 系列 自 
然 丑 隆 - 一 地形 特 徽 .地 下 水 深度 和 土壤 水 分 状况 .成 土 母 质 和 底部 岩 导 
的 考 成 等 。 把 相同 的 区 划 坑 一 区 , EE EE Et, 
BARE 

在 实行 牧草 天 田 输 作 制 时 ,农业 区域 的 地 形 具 有 重要 的 意义 。 威 廉 
WEG AHH a ETL PASE BIL, Ze RE ET 
三 棚 农 地 : ka LAY Sea EAN LA, SS ML SE 
LN AAR TARA IBE, PLES BABA, SF REA 
SRR NNR TEN, 
无 六 对 农业 实践 来 府 或 对 土壤 作 进 一 步 的 理论 上 的 研究 来 襄 , 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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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成 十 因子 的 土壤 图 是 极 有 价值 的 材料 。 
无 渝 怎 柑 仔 粗 和 精巧 地 把 成 士 因子 的 地 理 分 伤 及 其 对 士 壤 性 质 的 影 

SOR ES HHI, 都 不 能 像 士 壤 图 一 檬 予 人 以 正确 而 清楚 的 观念 。 

£3 7 PTL, 因而 在 研究 土壤 时 , 无 论 是 根据 已 有 的 资料 或 是 在 
自然 界 中 进 行 实地 研究 ,都 必须 很 好 地 研究 各 成 士 因 于 。 不 可 孤立 地 研 
究 土壤 , 须 将 它 与 其 自然 地 理 环境 联系 起 来 研究 。 

地 形 、 地 费 特 征 . 成 土 母 质 和 底部 岩 导 .地 下 水 深度 等 都 是 极 重要 的 
自然 因子 。 不 仅 在 研究 土壤 时 , 就 是 在 农 潜 和 林业 上 利用 土壤 时 ;都 必须 
考虑 到 过 些 因子 。 因 此 在 土壤 图 上 就 不 能 是 各 个 因子 孤立 的 才 现 ,而 峭 
过 些 因子 的 全 够 。 土 壤 的 形成 和 随时 间 空 间 的 购 化 TEBE 

互 作用 的 畏 果 。 
因此 , 需 了 更 充分 合理 地 利用 土壤 还 渐 提 高 其 肥力 , 需 了 对 士 壤 作 理 

论 方 面 的 研究 , 必须 在 土壤 图 上 标 赫 出 下 列 各 点 (如 有 相 巍 的 习 查 材料 
上 时) 

(i) MERRBRS (ii) 水 系 ; (让 ) 土 壤 及 其 机 械 成 分 和 神 作 状 驳 ;》(iv) 成 

LAAR BA Cv) 大 地 形 区 、 中 地 形 区 .小 地 形 区 ; 《ri) 地 于 水 位 ; 

(vii) 等 高 入 ; (xiii) 村 莫 城 句 ; (ix); (zx) 行 政 区 分 ; (xi) 村 落 。 城 句 、 

河流 等 的 名 字 ; (xii) 比 例 扩 、 图 例 等 。 

土壤 谊 家 先 用 锁 笔 将 所 有 和 过 些 界限 和 符号 划 出 来 , 经 指 间 者 或 土壤 

Piers | teak, 再 用 黑 墨 并 将 土壤 界限 和 符号 划 出 来 , 地 形 界 限 则 用 

AL. BPA LEA, MR be bee A 称 的 标 

题 。 

士 壤 学 家 最 后 所 颖 肆 的 土壤 图 , 除 未 戎 色 外 , 旋 具 储 有 土壤 图 的 一 切 

‘Gi, Hate Ania oe a be AE TS 

(a ys te, WEAR A HES AAT 7a | 

FESO aS, FE ERE a A 

aT AS A AEE Sh RS OT eR AN Tes 

BHR ASEAN IARI ESPN SD IE A HH Ee TB A 

Bee bay DA se sor A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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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王 壤 性 贰 ， 农 潜 技 术 和 改良 措施 包括 : 灌流 计划 的 气 倪 .造林 、 防 止 侵 
Ge GNU Se ERE RE RS EY LF 

Ee Jk FB SE On HSH To 
2, abe FI A aR 
Pb JEFF SSE BE EF RL, TD J: BR A 

MOA Y EBL, Ne Het SUES INA ER, SE 
EIS A EMS DL BG ARH ASSP, i Hs ZEB Ze A BE 
技术 水 平 下 如 何 根据 土壤 成 十 母 质 和 地 形 等 的 特性 , WI RE Sp 
来 利用 土地 。 

逢 邢 利 用 图 必须 根据 每 种 土壤 生成 上 的 特性 旺 其 周围 自然 环境 等 ， 
按照 利用 方式 (耕地 .牧场 等 ) 把 土壤 明 们 成 组 。 也 就 是 金 , 确定 何 种 土壤 
Hebe HD ARERR EB SEE 
BIBL SHO LE, IBIS ELAS ERE, FT PRR 

FERS 2 一 3 BEE SANE, ALE EE BY 
Hii SET th HA 

NERA HA, ESE AE AE HL le 7S eI RE REY 
FA hp i ASE A Bb, SEE LR RLS T MLS Te pe Bo ne BE 
A Hb SE AEE LE TER, IDR TL ERE PES fn Be SBE, kn 
SYA SE- SEL ASPE HDI BARE, BD BERL AT eT AN BR RE By 
料 草 场 作 需 耕地 之 用 。 

3. =k ema 
git) Ec BAY BEA SEA LSE He Ei BT 

FER, Made ok Ee, 灌流 区 域 , ERE BORE. Bi 
$4 ESE OS LB EK ORAL SRE HS J Hh 
FG. Hoss He FE KAS PRBE RR BRS) Sp RAY LE. TA 

AEA Ee LO RASA, ENR Ee 
生 其 的 不 利 休 件 及 预防 因 灌流 而 产生 的 不 利 人 条件 所 必需 的 的 就 明 。 

根据 每 种 土壤 的 情况 , HE PEE Ie FOIA: 
(1) 土 直 环 境 : 包括 地 形 分 区 和 地 形 特 征 , 母 质 及 其 楼 械 租 成 ,水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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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性 质 , BLAS BRO ERIE 地 下 水 的 深度 和 品类 成 分 ， 以 及 移动 的 
方 癌 和 速度 。 

(2) 灌流 土壤 的 特 隆 : 外 括 机 由 组 成 和 水 分 帕 理 性 质 , 现 在 土壤 的 
杀 请 和 龄 化 的 特征 及 程度 。 

(3) 洪流 时 土壤 形成 过 穆 和 地 下 水 情况 移动 的 预测 : 主要 项 目 需 可 
洲 错 移动 和 聚积 的 过 程 。 地 下 水 位 上 升 形成 卖 面 水 和 洛 涅 化 的 可 能 性 ， 
当地 下 水 位 上 升 形成 表面 水 时 ,或 地 - PAIS EAT eA 灌 土 地 

时 ， = SIRE HY fe eT EE ity BembALA EFA SE BB BY 
能 ETE. 

$9: — FR EP, JR TP EI: ae 
过 程 和 地 下 水 情况 运动 的 预测 来 确定 的 。 禾 本 科 及 豆 科 秒 章 混 征 的 牧草 
大 田 轮 作 , 渠道 旁 妨 田林 带 的 种 植 , 路 旁 短 木 的 栽植 , 施用 石膏 . 洗 咯 . 排 
水 . 平 土 等 ,都 属 放 过 种 农业 改良 措施 之 列 。 

把 改良 上 性 蛙 相同 而 治 溉 时 必须 探 用 相同 改良 措施 的 土壤 ， it BEB 
fl EC , Ese LBA HK, SPIE 
FRMALMRE, Ese LMG, AChE eB. 
在 图 上 漫 须 用 闫 色 卖 示 土壤 改良 区 , 用 界 入 和 相应 的 符号 卖 示 士 坊 和 十 
壤 形 成 的 因素 ; 

除了 灌流 水 利 土壤 改良 图 外 , 其 他 地 区 的 农 潜 土 壤 改 良 图 仍 想 据 王 
培 形 成 因素 、 士 壤 特 人 和 诬 消 除 的 不 利和 休 件 及 改良 措施 等 / 竺 列 主 壤 改 良 
图 .在 图 上 标 出 土壤 和 土壤 形成 因素 , 站 划分 士 壤 改良 区 域 5 

(=) LRM 

(ee LE Ne BE LDL, AES Pee a ET, 

MAE TE 4 RABAT, LOI, (Ze Atk Fn 
PEE Plt, FUSE RE, Pees SIL SE ANT AEE AT 
ALD HIE, SNA. | 
Seiler Re oe I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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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读者 研究 土壤 图 时 ,不 须 化 费 很 多 时 间 , 也 不 必 去 猜测 究竟 那 一 个 圆 例 
是 麦 示 那 一 种 事物 。 图 例 必 须 清楚 精 级 ,不 论 控 其 颜色 或 形式 , 彼此 都 有 
是 车 的 区 别 ,此 外 在 给 图 时 手 读 膛 须 很 方便 。 

在 图 例 的 歼 定 中 , 土壤 乡 几 戈 是 图 上 最 主要 的 部 分 , 一 看 就 机 清晰 明 
膀 ， 需 此 ;各 不 同 的 土壤 界 粮 庶 读 十 上 不 同 的 颜色 ,使 之 区 分 清楚 。 同 时 
也 不 能 隧 便 取 用 颜色 , 诺 使 士 壤 图 上 的 颜色 能 反映 出 不 同 土壤 在 生成 方 
面 的 差 殿 。 在 生成 上 差别 很 大 的 土壤 , 话 分 别 十 上 两 种 差别 很 大 的 络 色 ; 
;生成 上 相近 的 土壤 , 则 用 相近 的 颜色 。 一 般 的 如 惯 ,我 站 是 使 图 上 

WOT fH BE EMEA CRG, 但 也 不 要 呆板 地 催 量 使 士 壤 图 上 的 参 
色 和 土壤 的 原色 一 致 , 因 优 生成 上 相近 的 两 种 土壤 关 的 颜色 差 轩 常 是 极 ， 
微 的 。 一 般 我 们 是 用 灰色 代 卖 灰 化 土 ( 雁 联 用 粉红 色 ), HEL +, 
PERRIER LL, MARR RFA BL, MOSSE, 红色 (RSET 
SH, Be ACS REIL, WE CS LIL, RRL, SR RS, 
土 等 。 

但 是 公国 土壤 繁复 ,要 配 幢 出 全 国 所 有 十 壤 的 土壤 图 颜色 标准 是 不 
可 能 的 。 旋 在 上 述 原 则 下 ,每 个 土壤 图 入 代 者 研究 斋 用 大 当地 的 土壤 图 

”颜色 的 滤 择 也 必须 照顾 到 整个 土壤 图 奖 色 的 协 苯 , 不 要 使 个 别 颜 色 
在 整个 轩 上 特别 突出 。 

BoE UAE nes, 谍 依 照 下 列 规格 : 
(1) 土 类 . 亚 类 、 土 种 等 发 生 分 类 的 区 分 , HB eT BE SE 
之 符号 一 般 是 有 阁 色 的 次 序号 友 。 有 时 生成 上 相近 的 土壤 , 其 符号 仍 
用 同一 数目 字 , 但 另 在 其 下 加 一 附加 标 蒜 。 例 如 , 如 果 淡 栗 钙 士 的 号 三 是 
9, ABBAS AVENUES LANE 9 MAME VE TE SS EE 
On 等 。 

“上 需 化 . 谨 化 .沼泽 化 和 侵 鲁 的 程度 及 其 特征 以 及 许多 其 他 土 类 常 有 的 
fab: , 吃 用 特殊 的 记号 卖 示 , 把 址 些 记号 写 在 十 有 相当 颜色 的 土壤 界限 
内 。 

(2) 机 械 成 分 用 特别 的 黑色 记号 卖 示 之 , BI AN ASR f= 
es 115: 

“eS oe 
ne 



FTAA, AUR ETTAN SEDATE RS Bey A 
(3) 土壤 复 域 诺 根 据 主要 士 壤 闭 色 。 槛 域 办 面积 较 沙 的 各 种 土壤 的 

百分数 , SSH AE Se a, BEA EARS EE EE 
色 。 每 一 土 下 区 填 上 颜色 , 2 BL, AB as 
( 夫 蕉 1 毫米 ) 蕉 土壤 区 内 。 如 土 吉 区 很 大 或 形状 不 规则 、 伟 延 很 还 时 , 旭 
可 视 情 形 基 每 区 内 写 上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符号 。 

土壤 复 域 中 的 符号 用 分 数 卖 示 一 分子 卖 示 复 域 中 最 主要 的 于 壤 ， 
分 母 卖 示 佑 面积 较 小 的 土壤 。 例 如 复 域内 注 层 淡 栗 便士 估 面积 605, EE 

Ri $f 2596, 低地 的 喇 色 士 1595, USER OO 其 ， 
19); —jRE VASES 1 60%, 11;>—\_ Kiet 25%, 

士 类 的 低地 蜡 色 士 15%5。 me een AL @ oa) ca 

是 主要 的 土壤 , D(A BE 23% 的 土 起 ， 口 TRE (ATER 15208948, 
如 果 土 壤 复 域 不 大 , 欲 将 由 兹 个 数字 组 成 的 符号 书 东 其 内 有 困 闪 时， 

则 可 俊 书 图 例 上 的 次 序号 三 ,而 在 图 例 上 须 将 该 复 域 的 符号 写 在 欧 序号 
码 的 旁 泪 。 

作物 情况 不 同 的 卉 段 , 周围 用 黑 虚 综 转 起 来 , 每 地 段 内 圭 明 其 符号 。 
土壤 图 上 荒地 土壤 的 标 苇 , 可 利用 地 形 图 通常 的 符号 表示 之 。 RAE 
POE POE cee Me phe: MOREA eam 

+SEE _LAS HB UR, 用 实 0.6 SDRADELCeRR. HIER PR 
7 (4, 7, BEES ELK A 3 毫米 大 小 的 符 
we, BAGS SSE _EAS 4S BS PAA HIB A eRe a SG, EE — 
Aye. (AEHID it, knSp 7k 4a. I BERS AB, AB DRBE DLR Hi 

PALAIS, URED A EER 
在 比较 小 面积 的 土壤 图 (如 集体 农 薄 和 国营 农场 ), Dee AG BES 

示 出 各 种 不 同 土壤 的 分 伤 面积 时 ,每 种 士 壤 都 认 有 其 自己 的 奖 色 . 标 款 符 
号 和 相当 的 数字 指示 记号 。 例 如 某国 营 农 场 的 土地 上 除 粘 质 黑 钙 土 外 ， 
还 HES Hh BY An aR BE SS, 在 此 种 情形 下 , 坦 三 种 黑 征 土 变 
i, 在 图 例 上 都 需 有 其 特有 的 符号 和 指示 记号 。 过 三 种 土壤 都 用 一 箱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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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任 何 附加 也 号 。 落 卖 示 兹 种 土壤 , 就 在 颜色 图 上 加 符号 ;如 优 了 表示 
炸 质 中 度 瞪 化 黑 钙 土 ,就 只 好 另 加 中 度 瞪 化 符号 ; 如 才 示 强度 侵蚀 的 粘 
质 黑 征 士 ,就 另 加 强度 侵 负 的 符号 。 

浊 种 卖 示 土 壤 炙 种 的 特殊 符号 ,在 大 区 域 的 土壤 图 上 很 不 方便 , 因 般 
遭 檬 就 会 使 图 例 的 符号 数目 太 多 了 。 
如 上 所 壕 ， 在 芝 种 图 上 只 规定 出 表示 大 的 发 生 兰 上 分 类 的 闫 色 和 符 

号 ; TED BLS EARN BERT LE TEA LAR 
度 等 土壤 特 疆 。 用 和 过 种 办 法 去 示 时 就 比较 简单 清楚 。 如 果 逮 要 考虑 到 玫 
RAMA RIEL, 那 未 图 例 的 数量 就 很 多 了 。 

前 已 述 及 , 士 地 利用 规划 图 .土壤 改良 圈 等 的 擅 至 ,都 傈 以 土壤 图 坑 
基础 , TELIA BEA EA i Ss PRR ER, LUE Ceres EE al DA 

Ait, SEAR HSL WET SEA, SL st BA Et 
4a FS — WIAA (hn EE AMT FR SEER BTR ER 
POMS HOF 2k PERE Rn Eo RE SBE nM SF) ABBE PH 
上 。 

如 傈 篇 允 十 地 利用 规划 图 , HAE HAS Ta) 
Bas kn Pe BE FS A, FR b+ BR A RR 

fei MOA FD LBL De EAR RISA IB DRS 
同 的 土壤 用 颜色 标 出 , 宜 耕 的 涂 以 棕色 , 蓝 草 场 用 力 色 ,牧场 用 灰色 等 。 

同一 利用 方式 而 等 航 不 同 的 土壤 仍 用 一 种 颜色 , 只 是 颜色 店 淡 不 同 。 
例如 最 好 的 耕地 用 深 棕 色 , 中 等 的 捍 地 用 棕色 ,不 好 的 帮 地 用 淡 棕 色 。 

党 秽 定 土壤 改良 轩 时 , Fed ay + ES AL, 
途 以 同一 颜色 ,如 其 中 须 分 成 不 同 的 亚 区 , 则 用 颜色 的 省 淡 来 区 分 。 

水 利 土壤 改良 图 的 图 例 中 诺 具 有 下 列 项 目 : 
(i) 土壤 改良 区 和 亚 区 的 逢 号 ,每 一 区 和 亚 区 的 颜色 村 读 ; 
(ii) 每 一 区 或 亚 区 的 土壤 名 称 ; 
(这 ) 每 征 士 壤 的 地 形 休 作 ; 
(iv) 每 征 土 壤 在 深度 1 一 2 米 和 2 RE NWO LE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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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 十 盐 剖 面 喇 请 的 深度 和 特征 ; 
(vi)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及 其 嫩 清 倩 况 ; 
(rii) 每 一 亚 区 的 改良 措施 。 

水 利 土壤 改良 图 的 目的 是 需 鼻 定 东 北 . 非 北 .西北 等 地 洪流 区 的 股 
图 , $572 SEG, 只 包括 土壤 的 名 稳 , 列 标 出 土壤 改良 农业 技 
术 的 措施 , 而 对 土壤 的 这 些 特 狂 和 土壤 形成 因素 站 无 襄 明 , 是 不 能 满足 要 
RAN, RE IE ae OS HR. 

水 利 土壤 改良 图 上 每 一 区 土壤 改良 的 先后 次 序 .所 需 士 壤 改 良 办 法 
(Bee Bek HEA ES)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 宦 .灌流 方法 、 作 牺 . 肥 料及 
农业 经营 类 型 等 , VAM POSSE, PINAR KA 
土壤 改良 图 的 目的 而 曼 : 如 在 设计 工作 于 始 前 入 殉 图 幅 , 其 目的 是 提供 
REL (REAL BA) PICEA HEE. HEPES OH TB 
THAR HEMSSHF BBE APR 

kA ee LE 

(Q) +RASRENS 

1s PAH TREAT R ( 献 

BA). ) 

2. He ERSA 

(1) 土壤 除 的 成 员 和 野外 工作 的 时 间 ; 

(2) 土壤 番 查 所 用 的 地 形 图 的 比例 尺 和 种 类 

(3) 野外 实际 工作 日 数 ; 

(4) 记载 的 土壤 剖面 数 ; 

(5) 探 集 的 土壤 标本 数量 ; 

(6) 野外 整理 工作 所 费 的 时 间 ; 

(7) 整理 工作 所 费 的 时 间 ; 

(8) 分 析 工 作 的 数量 和 分 析 方 法 ; 

(9) 镭 查 区 域内 前 人 所 作 的 于 壤 和 不 WAR NTE TED 述 。 

3. 于 副 生 成 的 自然 地 理 环 境 

。 了 8 - 

we 



FA Safe: 

(1) 年 平均 降水 量 和 月 平均 降水 量 ; 
《2) 最 大 年 降水 量 和 最 大 月 降水 量 , 最 小 年 降水 量 和 最 小 月 降水 量 ; 
(3) 最 大 降水 量 ; 

(4) 积 雪 厚度 (每 句 或 每 月 ); 
(5) 降雪 和 积 雪 的 日 期 ,每 年 积 雪 的 日 数 ; 
(6) 相对 淄 度 的 月 平均 数 ; 
(7) 年 平均 温度 和 月 平均 温度 ; 
(8) 最 高 温度 和 最 低温 度 ; 
(9) Sa Fa AE BB 
(10) 年 平均 士 壤 温度 和 月 平均 土壤 温度 。 
乙 。 地质 和 地 形 : 

(1) SAA ARIE, 区 域内 有 那些 小 地 形 区 和 地 形 部 

《2) 地 质 情 驶 的 简 述 ,每 一 小 地 形 区 和 局 部 地 形 部 位 内 成 士 母 里 及 

底部 岩 导 的 详 租 八 迹 , 基 岩 、 基 党 的 地 质 年 代 、 露 头 地 位 及 层 位 、 第 四 所 沉 
Pith DU BUR Zt. RAE EPA RE SP 
"iS. 

(3) Sr 7ksar Hh, Sea. TIAA WORT A. A HI)» 

AA UTE AISA ES ER AA SES A EE IS DE AR Fd 
HEED LASSE 
侵 角 作用 一 一 片 鲁 、 沟 鲁 、 陷 穴 和 风 鲁 等 。 

各 年 局 部 地 形 被 沟谷 等 割裂 的 程度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地 区 特征 与 拖拉 机 、 康 套 因 及 其 他 农业 楼 械 工 作 时 的 关 傈 。 

西 。 水 文 地 理 : 

ARE BE 河流、 湖泊 水库 .有 运河 及 其 他 自然 或 人 工具 水 池 的 敏 述 ， 

“夏季 水 源 的 乾 估 , 河流 泛 畜 的 蛙 间 和 原因 (春季 融雪 、 有 暴雨 .山地 冰雪 的 融 
化 等 ) 

*” 了 9 * 



4, 土壤 

甲 。 土 壤 发 生 学 的 分 类 。 | 7 
Zi. EV PRAWERIEST EN AAS IE PY Se - 

HELTER SS MH IRAED, 
再。 土壤 各 论 : BRSSAET AY BER, He eR 

ait, 
(1) 自 然 环 境 : (i) BRR, Gi) KARAS, (iii) HE Fok, 

(iv) 天 然 植物 ，(v) 侵 裔 作用 ; 
(2) 形态 ; 
(3) 化 学 成 分 2); 
(4) 有 物理 特性 : (i) 机 算 成 分 (站 ) MR eS); 
(5) 每 种 土壤 的 农 灶 生产 特征 旺 其 青 境 , 化 学 成 分 .楼 械 成 分 物理 

特性 和 气候 条件 等 的 关 傈 ,现在 的 利用 方式 和 恨 据 土 副 特 竹 最 合理 的 利 
用 方式 。 | 

丁 。 根 据 土 壤 的 农业 生产 特征 按 利 用 方式 (耕地 .林地 .牧场 等 ) 的 土 
BEsy HH: : 

5-—Fil HB AN LEAL BE | Pe = Be, 或 者 把 土壤 分 
B= HONE, SENS LAI Se oo 
BE ASG, ALENT Oh, 傈 根据 在 现今 农业 技术 人 条件 下 , 雇 定 土壤 
肥力 和 作物 产量 的 各 种 土壤 特性 来 决定 的 。 壹 些 特性 包括 而 将 贤 量 及 其 
在 土壤 剖面 内 的 分 念 深度 、 权 造 的 特征、 土 导 的 机械 成 分 . 代 换 性 麻 基 .有 
效 氮 ` 有 效 磷 .用 钙 、 可 滩 虹 的 成 分 和 深度 、 士 壤 龄 化 的 程度 、 酸 度 (pH)、 
侵 损 度 等 。 

将 生产 能 力 相同 的 和 必须 使 用 同一 农业 技术 措施 的 土 下 和 世 伞 需 一 
Me 

戊 .每 一 组 和 繁 一 航 土 壤 的 农业 生产 特征 需 提 高 每 二 钥 和 每 一 狼 土 _ 

1) AB EMR 
2) DARA 

3) DBtm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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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的 肥力 的 农 潜 技 术 和 农田 水 利 烷 合 措施 。 
已 。 改 释 利 用 方式 的 措施 .土壤 改良 态 面 和 防止 借 鲁 方面 的 措施 : 
研究 提高 土壤 肥力 和 士 壤 改 良 措施 时 VE Hh 地 农业 人 员 人 参加 , 167A 

盘 业 人 机构 专家 的 意见 一 致 。 
AFA PARES RM: 第 一 部 分 包括 水 文 地 质 队 的 工 

作业 果 ;, 即 地 质 、 水 文 地 质 . 水 文 和 地 形 等 的 详 副 说 明 , IES Lk 
的 图 才 、 曲 茸 和 分 析 精 果 等 。 第 二 部 分 需 士 壤 生成 的 自然 地 理 环境 特征 
的 简要 敏 述 、 话 坊 的 敏 述 土壤 情况 和 每 种 土壤 的 土壤 改良 特征 及 需要 改 
良 的 土地 面 针 。 划 一 部 分 由 土 起 单 家 孝 笔 , 在 区 分 土壤 改良 区 和 敏 述 每 
一 区 的 土壤 改良 特征 时 ,水 文 地 质 学 家 应 参加 意见 。 

按 上 迹 天 克 所 逢 写 的 报告 的 第 二 部 分 可 有 下 述 的 改变 和 补 刘 : 
在 “于 下 生成 的 自然 地 理 环境 ”一 段 内 , 锚 查 区 域 水 文 地 质 的 一 般 特 

8h, 除 地 下 水 位 外 ,还 应 鹃 明 地 下 水 的 成 分 .运动 的 方向 和 速度 及 其 与 永 
深 的 关 傈 ( 很 据 水 文 地 质 除 的 材料 )。 

在 "土壤 ”一段 内 第 (5) 项 改 敲 如下, 站 包括 下 列 部 分 : 
(5) 土壤 改良 的 特征 : 
(i) 灌流 后 土壤 形成 过 程 和 地 下 水 移动 的 预测 , PAS KR 

的 通 程 , 地 下 水 位 不 释 时 形成 地 面 水 和 地 下 水 位 上 升 时 土壤 铺 化 的 可 能 
性 , A CHEESE AL RABE Len LER (LAAT REEL, 地 下 水 位 的 改 绝 和 沿 泽 
化 的 危险 ; 

Gi) SSL ne ARE); 
(iii) AAD TH Hi (LEE. PEAKE); 
(iv) 平 土 的 要 求 及 其 对 肥力 的 影响 。 
5, 土壤 改良 的 区 划 : 
(1) 各 土壤 改良 区 内 ,土壤 . 母 质 、 地 形 、 地 将. 地 下 水 等 特性 的 标 茵 ; 
(2) 蔓 查 区 域内 土壤 改良 区 的 数目 ; 
(3) 瑞 服 不 利 共 作物 生长 的 因子 所 话 探 取 的 措施 ; 及 预防 灌溉 后 过 

些 因子 可 能 出 现 而 应 拧 取 的 措施 ; 
(4) 王 壤 改良 区 和 亚 区 各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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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小 地 形 区 和 地 形 部 位 ， 

(ii) 地 煞 和 排水 情况 ， 

(iii) 底 二 (机 械 成 分 .网 理 特 性、 申请 特征 和 工 请 程度 ) 

(ir) 地 下 水 (水 位 、 化 生成 分 .有 运动 的 速度 和 方向 . 淮 洲 后 水 位 上 逢 的 

BY HEHE); | 

Cv) ABE CRBS. Poe Ee BRT CRO AER BE); 

(vi) 须 探 取 的 土壤 改良 措施 一 览 卖 ; 

(vii) 提高 王 壤 肥力 、 农 汪 化 学 方面 的 措施 。 

6. RR EE 

(五 ) K-MSZHGSLRSASRBHANS 

一 般 简 单 的 土壤 报告 是 用 简短 明 膀 的 文字 入 写 土地 利用 图 的 褒 明 

=. 

1. 前言: DAME aT iTes 完成 土壤 粥 查 的 时 间 ; 

ESE TRAV RARER: 土壤 除 的 成 员 。， 

2、 自 然 环 境 概述 : 地 形 、 水 文 和 土壤 母 质 的 简要 和 攻 述 。 

3. 土壤 论述 : 

(1) --BERSIZe: JNA RNA AES kc FNAB A EY + BE 

Sy ti; 

(2) +SEE SAVSIORSE ide, LSP WT fl SABRI EAH 成 分 
和 化 学 成 分 , 土壤 的 农业 生产 特征 照 其 周围 的 自然 环境 , 主 壤 的 化 鹿 成 
分 、 机 械 成 分 .水 分 状况 和 气候 条件 等 的 关 作 ; 

(3) 各 钥 土壤 的 分 候 和 各 狼 土 壤 的 分 售 ; 
(4) 从 最 大 限度 的 利用 土壤 自然 肥力 靖 眼 ; 输 作 田 屯 和 其 他 地 段 内 

的 合理 分 配 , 以 及 目前 分 配 的 缺点 ; 
(5) 提高 土壤 生产 力 的 骨 汪 措施 ; 
(6) 改 爸 利 用 方式 , 土壤 改良 和 防止 侵 分 等 的 必 杰 措施 。 
附 副 查 区 域内 各 年 土壤 面积 一 览 去 
4。 疙 和 结 式 搞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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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特种 调查 报告 的 内 容 

特 箱 导 查 报告 是 根据 不 同 的 目的 有 其 不 同 的 重点 , 可 用 下 列 兹 个 例 
Fie 

1, BUPA OTE AEH: 
(1) SUI (Be) ABI ) ES AA ET BR; 
(2) H+. bk, 天 然 草 类 的 种 类 及 生长 情况 ; 
(3) 滞 流 和 排水 的 设施 , 水 的 成 分 和 来 源 ; 

(4) HERES HO RRSP IRE; 
(5) apf) BAS (oF EAI CAREER) 
2, PURI ANTE Hs PAE Se: 
(1) 发 生 土壤 侵 鲁 的 原因 : 地 理 环境 如 雨量 、 坡 度 和 土壤 性 质 等 人 

BRAM, 如 当地 士 地 利用 方式 对 侵 鲁 的 关 傈 等 ; 
(2) 王 一 侵 鲁 的 种 类 和 特征 ; 
(3) 土壤 侵 鲁 的 后 果 ; 
(4) 当地 岩 民 对 共 防 止 土壤 侵 贫 的 方法 ; ， 
(5) 党 地 能 够 保持 水 土 的 自然 植物 种 类 及 生长 情况 。 
3。 关 用 砂 莞 届 查 报告 的 内 容 的 要 求 : 
(1) 流 厂 的 发 源 地 (来 自 河床 冲 炳 层 、 冰 首 沉积 物 、 或 由 风 自 速 处 吹 

来 等 ); 
(2) 砂 荒 生长 的 天 然 植物 种 类 及 生长 情况 ; 
(3) 主要 风向 对 大 砂 丘 形成 的 天 傈 ; 
(4) 人 人 坑 影 响 与 流 砂 的 天 傈 ; 
(5) 风 砂 坑害 的 情况 ; 
(6) 砂 荒 地 地 吏 及 砂 丘 形态 的 描述 (如 砂 东 地 地 够 有 砂 乒 . 风 鲁 宕 地 

。 及 乓 癌 低地 , 丘 形 有 马蹄 形 、 丹 圆 形 及 不 规则 形 等 ), 砂 丘 的 高 度 及 地 下 水 
的 深度 也 必须 就 明 ; 

(7) 裕 的 理化 性 质 ( 如 砂 的 里 地 、 粗 租 . 有 楼 贤 及 石灰 质 含 量 等 ); 
(8) BAB Raab e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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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矶 荡 地 中 可 耕 土地 面积 的 估计 。 

4 天 共 特 种 作物 如 哩 用 甜 麻 , 土壤 的 弱 查 报告 内 容 要 求 : 

(1) Daa A ARRAY Ey ATE 

(2) 二 壤 情况 , WOBRBE tH RBE SS EE 

(3) 当地 嚼 民 种 植 甜 菜 的 情况 ; 

(4) 其 他 设立 糖 厂 的 必要 条件, 如 水 的 供 鹤 问题 .交通 人 条件 以 及 石 

灰 、 硫 磺 等 原料 的 供应 轩 题 等 都 须 涉及 。 

六 ， 土 壤 疆 查 工作 的 俩 导 和 检查 
(一 ) ”领导 和 监督 的 目的 在 其 : 

1. 解决 工作 人 员 在 土 斑 习 查 工作 进程 中 所 发 生 的 问题 ; 

2、 发 现 工作 人 员 在 野外 工作 和 整理 工作 时 可 能 发 生 的 错 襄 , 及 了 时 和 硅 

正 以 减少 时 间 和 物力 的 浪费 ; 

3. 决定 工作 计划 和 工作 定额 ; 

4。 如 发 现 工作 定额 和 工作 计划 未 能 如 期 完成 , 找 出 其 原因 , ae HE 

办 法 消除 遭 些 原因 ; 

5, 规定 重要 指示 所 提出 的 全 部 要 求 , 应 该 完成 的 程度 ; 

6, 规定 正确 的 工作 组织 (各 个 习 查 区 域 和 各 种 工作 中 各 种 专家 的 配 

人 备 、 一 般 干 部 的 配备、 路 禄 等 )。 

(二 )， 调 查 工作 的 检查 应 特别 注意 下 列 各 点 : 

1. 对 外 工作 : 
(1) 各 士 唇 的 记载 是 否 正确 , 土壤 剖面 性 能 和 决定 的 土 种 是 知 一 致 ; 
(2) 土壤 剖面 记载 的 数目 和 剖面 的 深度 与 实际 要 求 的 是 否 一 致 
(3) PATELLA, 土壤 剖面 观察 地 点 是 否 合理 ; 
(4) 烛 在 地 形 图 上 的 土壤 剖面 和 土壤 界限 的 位 置 是 否 正 确 ; 
(5) 土壤 草图 是 否 及 时 葵 出 ,其 准确 度 是 否 与 其 比例 尺 祖 适 宜 ; 
(6) 分 析 标 本 的 探 集 和 预 愤 是 否 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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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理 工作 : 

(1) PEM DAE EOE; | 
(2) 各 土壤 的 剖面 形态 记载 和 土壤 剖面 形 能 特征 卖 是 否 正 确 ; 
(3) 番 查 区 域内 各 种 土壤 的 成 士 因子、 农 梁 技术 和 土壤 改良 特征 等 

Ay pet FS Ses AMIE WE: 
(4) 弛 告 中 所 列举 的 分 析 和 结果 , FE AS EE A i L-HE 

良 特 微 的 要 求 等 一 致 ; 

(5) 土壤 改良 特征 是 否 正确 , 各 不 同 利用 方式 或 土壤 改良 区 的 分 配 
是 否 正确 ; 

(6) 土壤 图 和 其 他 图 件 短 葵 正确 与 否 ; 
(7) RUBE A, BEES 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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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Bk ee 

SEMA ZEL RASA ARIE TH 
ERAN ABT 8 BEE YD A 

(1. & BARERKE: LRWBERREA) 

: 农业 方向 

Bt 4, BE ik 

RH, HAE 
Bi, FUR, 

RE ME. 

i tn, TE HE 

Hi, HAE 
BOS, 乳业， 

FRB FE. 

st 物 , 亚 ie 

Tt Fi, Ht AS 

载 培 ,乳业 ， 

AAA Be 

we 物 , 亚 HK 

MH, HT OE 

$4, 乳业 ， 

ABBE, 

ESE BE Be or EL 
行 的 最 主要 的 措施 

农场 规划 , Re 
Sh, 输 作 田地 , 每 一 

fee TE Ui fifi oot A ee 

at, Bee A WE AY) 

ARM TAN. 

农场 规划 , RE 
地 , 轮作 田地 , 每 一 

Tie Wi fia iat a ae 

RTE 

Bei Hl, Re 

地 , 轮作 田地 , 每 一 

“ih Bie 145 a) a 

RMT 

农场 规划 , 抽 定 农 
地 , 轮作 田地 , 每 一 

Wee (fe A ffi BE wt) BE 

al, Wea HK we Wy BS 

业 技 术 描 施 。 

Be i) Re ek 

平坦 地 形 ， 

同一 土 类 的 

+. 

RR GG | memos on | rs 

1:50, 000 

1:25, 000 

1:25, 000 

1: 10, 000 

割 切 地 形 ， 

不 同 土 类 的 

土壤 。 

1; 10, 000 

1, - Ek ta 
类 很 复杂 。 

PIB HIE, 1:10, 000 

8 S pi hh 

Sas ~ 

Se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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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前 ) 

BGK, 羊 、| BH, wie | 平坦 或 徽 度 | 1:100,000 
PSPS. | 物品 种 , 盘 定 提高 | 割 切 地 形 ， 
mares, | 土壤 肥力 的 措施 。 | 同一 土 烦 的 

+3, 

强度 分 割地 1:50,000 | 
ee 
类 槛 条 。 

平坦 地 形 ， 1:50, 000 

hi Eh 

BF fffie | 

AEM on 种 , RE | 同一 土 类 的 

高 土壤 肥力 的 措 | 土壤 。 

施 。 else, | 
不 同 土 类 的 

土壤 。 

平坦 地 形 ， 

ti Ew 

F fifio 

农作物 的 灌溉 : 扎 | 地形 平 坦 或 

Bl Ra coe al (el, BE | AT EK, 

定 提 高 土壤 肥力 和 | AE 

TA SEB | 壤 \ 不 同 土 

淫 化 、 碱 化 等 的 农 | 类 的 士 壤 分 

地 改良 措施 。 fffi ETB} 

农场 规划 ,选择 优 | sae, 

1:50,000 

1:10, 000—1:5, 000 



(St 前 ) 
一 一 一 -一 

tk Sk BEE PRIA Bh BEM 

wee (i iY) Be aT, SSE 

$e Hf 4G FN 1 ET Al 

造林 木 能 发 育 最 快 

最 有 利 的 环境 的 措 

施 。 

HEL SR ip be A 
PTA 

对 未 经 调查 区 域 土 

SEWED UT HE, HL 

aE DS SES GS 

农用 的 土地 面积 。 

地 形 平 坦 或 1:100,000 
$i Ht EL 4, 1:50, 000 

同 土 类 的 土 

x, 

割 切 地 形 ， 1:50, 000 
不 同 土 类 的 1:25, 000 

+E, 

Fat EH HIV | 1:50, 000—1: 25, 000 
形 , 士 壤 种 | 1:10, 000—1: 5,000 | 

ai 7 2 HE, 

EEE ah 

FF {fie 

asec 1:2,000—1:1, 000 

ES a : ot > ff ae en 1:500 | 

地 形 平坦 或 1:300, 000 | 

割 切 地 形 | 1:200, 000 | 

Fost HE Fy El] BY 1: 100, 000 

平坦 的 地 形 ， 

AEE ig 

33 fio 

* SFROSRAAAWILAR, DEAREST LEB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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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k 二 

ERM E ie RKR 

日 “期 : . 年 - 月 日 ( 除 . 两 \ 哺 )| BS HA: 

总 发: | 田间 转 码 : 
PDE: 

土壤 名 称 : 

TEE A EE ARR: 

地 下 水 位 : | EEK RR: 

ti: ; 

“利用 方式 : 

农 作 有 及 施肥 情 沈 : 

SIKU: 

dh A RHI Sal: 

土壤 剖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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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BAP tone ， 

根据 1954 年 7 AH ee ee PO AAR, 及 中 国 科学 院 
与 中 央 农 业 部 联合 召开 的 土壤 肥料 技术 会 识 计 论 , 所 订 了 暂 用 中 国土 壤 
SRG. 主要 是 傅 据 世 联 先进 的 土壤 分 类 原则 , 结合 我 国 具 体 情 况 而 
BETH. 但 从 有 若干 未 解决 的 问题 与 十 类 名 称 , 有 待 认 实际 工作 者 作 进 
一 步 研究 ,才能 解决 。 SRSA TR, 摘录 附 列 太 后 , 以 供 土壤 工作 

”者 的 参考 与 赎 用 。 

一 . 土壤 分 类 原则 

土 于 分 类 必须 是 以 土壤 发 生 这 的 理论 人 坑 基 础 , TERME HOE ST 
威廉 斯 的 土壤 级 一 形成 学 襄 的 理 花 , 下 研究 了 蔚 联 的 土壤 分 类 制度 之 后 ， 

” 我们 坚 诀 放 率 荤 的 非 发 生 施 的 分 类 制度 , 而 依据 下 列 原则 草 所 了 新 的 分 
类 制度 。 

(1) 土 类 (Taa) 是 主要 的 分 优 最 广 的 土壤 组合 , 是 翘 一 的 土壤 形成 过 
程 中 各 个 发 育 时 期 或 阶段 。 各 土 舌 闻 的 特性 是 质 的 释 轨 。 

(2) 亚 类 (Iorrar) 是 土壤 形成 在 某 一 个 土 类 的 限度 以 内 在 贤 的 方面 
ARATE ESP BE, 是 各 个 土 类 闻 的 联 环 , 同时 也 反映 了 每 一 个 土壤 带 内 的 
土壤 形成 的 特点 。 

(3) 土 种 (Bam 是 各 个 亚 类 的 不 同 发 育 程度 ,也 就 是 土壤 发 生 关 型 上 ， 

在 量 的 方面 不 同 的 发 育 程度 。 
(4) $f (Pasnosuquocts) 是 在 土 种 内 志 示 可 能 引起 土壤 发 育 上 和 肥 

Fy EBB) ORE, SEE pa UIE DA. EE SE TT HE SE 
的 ,但 因 土 类 和 土 种 的 具体 情况 有 所 不 同 , AS RR UH LS 
PRL, 必要 时 冠 以 地 形 及 骨 质 的 差 办 等 。 

(5) 几 种 以 下 可 按 桃 性 程度 来 进一步 划分 , 或 用 图 式 法 来 过 示 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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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的 其 他 特征 , 而 按 各 地 不 同 的 具体 情况 和 导 查 的 目的 要 求 来 定 。 
我 们 趴 然 依 据 了 上 壕 原 则 ,但 在 具体 旭 分 十 天上, BIE Sp SS rae 
土壤 分 佑 的 具体 情况 , 创造 性 的 研究 中 国土 壤 的 炳 一 发 生 学 生产 实际 相 
结合 的 方法 。 散 联 的 土 类 名 称 具 有 国际 意 闵 , BES TA RE A 
国家 的 土壤 科学 资料 的 交流 ,我们 对 从 与 世 联 相同 的 土壤 , 原则 上 都 探 用 
了 苏联 的 土壤 名 称 ;但 由 太 中 国 一 部 分 的 土壤 与 花 联 不 同 ,站 缺乏 关 帮 该“ 

| 土壤 的 形成 及 发 育 方面 的 足够 资料 , 所 以 若干 土 类 和 亚 类 仍 时 引用 共 
名 ,其 发 生 学 地 位 何不 明 礁 , 过 些 有 待 今后 的 研究 及 修正 。 在 确定 某 些 土 
类 了 时, 倚 未 取得 完全 一 致 的 意见 , 因而 只 能 算是 科 步 确定 的 办法 ,同时 把 
存在 的 问题 及 不 同 的 意见 ,也 一 们 附 记 太 分 类 草案 囊 供 大 家 做 考 。 在 实 
际 工作 中 应 不 断 禹 累 资 料及 粮 结 经验 , 以 便 进 一 步 修改 和 补充 。 

土壤 剖面 特征 褒 是 土壤 多 别 和 分 类 太 面 的 基本 根据 ,但 在 进行 土 起 
分 类 了 时 , 只 看 剖面 是 不 行 的 , 必须 研究 其 自然 历史 条件 ,分 析 各 种 成 土 因 
素 的 作用 —— 在 生物 起 主 尊 作 用 下 各 因素 的 互相 关 傈 及 其 作用 , AES 
ABCA FAB ALEIE By LEE A EY OL AE 

最 后 必需 提 及 , 土壤 分 类 依据 土壤 发 生 学 的 理论 原则 是 最 正确 的 ,我 
们 深信 在 过 一 正确 理论 指 这 下 ,我 国 的 土壤 分 类 将 日 趣 完 善 。 但 目前 想 
振 定 一 个 十 分 完善 的 分 类 制度 还 不 可 能 ,不 过 需 了 便 及 进行 工作 ,我 们 又 
必须 有 一 个 初步 糙 一 规定 , 所 以 草 气 出 各 一 分 类 办 法 。 在 今后 的 实际 工 
作 中 ,我 们 再 来 不 断 的 补充 和 修正 它 。 

=. Bh PBL Brae 

1. wt | 

Se ie ay Me Be AC EIS Be BY 
2. dete | 生 章 灰 化 二 i Heo SYR a ee — SB 

we Htc: oy ee Me —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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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RAE WY AR PRVE He IE AY IF EE — FI 

3. ARR EWE AC oe 

PERLE 

PAPE LGN + YB ATE RE YG (腐殖质 层 厚 
多 JE BD ome | | RA He) YOR VAS oi eB VR ee — 

| sam go 
pL Tee 

mF -- BY IBS EC AGRA RE 
5. BEL 

eI gr 4 sie JI 33 

6. IGF: epi By $e BG ER A EIR AE 

7.。 漠 钙 填 et RE RD EDT 

B+: | 
8. it Deer Tee ee ey 

ret es ) 

Te 可 按 碱 化 层 的 深度 、 层 次 .性质 ( 包 
9. 碱 二 碱 二 括 构造 ) BEAR Ie SE 

柱状 碱 二 | eae 

10. BOL | | 

WR AReR ee | We Sa ARR eR Se 
11. 森林 内 合十 

碳酸 霹 森 林 棕 钙 士 “| 一 步 刘 分 
EI | mem Te A A Se — LP 

酸性 棕色 森 休 芋 
灰 化 棕色 森林 十 

13. 腐殖质 碳酸 | 腐殖质 碳 酸 密 十 
-” 台 二 APE PCR SL 

N+ By BEE 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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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e ace 
14. Sree sre DAML Rte -LAD 

wy ee 

| 灰 化 黄 壤 
15. 黄 培 get TRELREBBRE-EAD 

Be 

| Yer Ai dh at 

16. 山地 草 旬 土 | 生 草 由 地 草 旬 士 可 按 有 栅 质 含 最 与 厚度 进一步 昌 分 

OLS WS HI | 

17. fh: | 

19, wate | 7 

三 . 各 土 类 及 亚 类 的 简单 说 明 

(一 ) 冰 沼 土 一 是 在 极端 寒冷 嫩 酷 的 条件 下 生成 的 , 生长 车 地 均 、 营 
群 . 灌 木 或 少数 冰 沼 森林 。 其 特征 是 : 土屋 很 溥 ( 因 坊 在 其 形成 中 生物 化 
给 肖 程 的 进展 很 微弱 ), MASSA AES RIE. Ree 
究 的 极 少 , 只 在 西藏 .新 疆 等 高 山高 原 地 区 有 所 发 现 , 芷 不 分 亚 类 。 

(二 ) 灰 化 土 一 是 在 密闭 的 森林 植物 被 覆 下 所 形成 的 土壤 。 和 类 二 
HEAL ERIE FS WRAL, BEEN > = A tn BA 
Heme, BAIEGUEN BERL), Ib 2 ERI: BE PB = Ub 
UBUE, (HARPER SO, BE LER ER BS 
FEBe Be ALAR ESF A LA, ESSE Ee, SE 

NETRA PSBRBIL, PRET ROAR A, ORSAY CEL 28 IM, Me wR BS 
了 淋 洲 作用 。 Te 

在 土壤 排水 不 良 站 有 襄 温 性 植物 被 覆 下 , 可 有 语 育 灰 化 土 的 形成 ,十 
展 下 部 有 明显 的 淤 育 层 , 过 一 亚 才 在 我 国 灰 化 土 分 伪 区 的 低 平地 区 有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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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MIBK. | 
(S) Bie b— ie ESE Te A OE RRB PR 

PEAR A,  e PAL es EG, 在 灰 化 土 与 黑 钙 土 区 的 

低地 分 个 最 多 。 aati: 
FED AGEL AEB RAR ESA UD oy ME I a SL 

BPA APA PEN, 按 服 生长 植物 种 类 与 土壤 形成 过 程 的 不 

le), WY Spies = (FA, BVVE ARTA ( tia ) —— eR eee 

牧 , 牙 长 期 在 嫌 所 性 组 菌 分 解 作 用 下 生成 ,有 很 深厚 的 泥 几 层 ; 刚 殖 质 泥 

BB Fee SEH; BO eee (GLE) 是 在 生长 瀑 

Ae PA ONE FEN F OK BES CAs IIS BFE LH) PTI FIER 

的 土壤 。 

PEPER SHR, GNESI, BAK 
LA iC. 

(四 ) 黑 俩 土 一 一 我 国 的 黑 便 土 移 大 部 分 集中 在 东北 和 内 蒙 等 地 , 分 

Op RAK 239, 000 平方 公里 ,和 认 有 苏联 黑 合 土 炉 面积 的 1620, 按照 我 

Bd EGS ee ES PPA TT, 初步 可 分 饥 以 下 四 个 亚 关 : 
1. Hig. (Ayrosiie JepH0O3eMHI) 

2: HAAG + (Burmexovennie Lepnosemst) 

3 普通 黑人 鲈 土 (06arrHopeHrie UepHosemst) 

4. FH GHA (lOmusie Vepuovesmu) | 

(1) 草 名 黑 钙 土 : 见 从 东北 黑龙 江 省 东部 , SP i ACE EARL 

Hi, SSW LL SRB, 黑龙 江 以 南 。 年 雨量 一 般 是 500 一 650 & 

米 , 有 了 时 也 可 高 到 700 Sk. 4 Psa 2°C—2.5°C, 自然 植物 以 
Calamagrostis hirsuta Bor. et Skvu. 坊 主 , ESRB, 覆 邯 度 很 大 。 地 

Si, 一 般 海 拔高 度 由 50 一 100 炒 。 成 土 母 质 大 部 分 是 冲积 物 , 土壤 

到 活 , 富 含有 机 贰 , 卖 土 黑色 与 深 灰 色 ,黑色 土 慎 可 厚 到 70 厘米 , 有 显著 
AIRS MRA, PH 值 6.5 一 7.0。 由 共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 士 壤 章 面 中 有 
RAs DR, Aw A 

(2) PAR: SLR ACPA BAN LALA) Ee ei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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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A LY HeLa, LF ST. PAD EL, A Hi 

Sets. UPS. RARE ROTA. 自然 植物 则 以 多 种 草 
- FAAS FETE’ BE, ee LASHED Arundinella hirta var. Ciliata Koidz, 

Pag Sphondyodos, Artemisia sp., Carex, sp., Potentilla rugulosa “¢, 3% 

SERNA BA oe, Ae BEE 1 OR 7c AG, Bs BEE 100%, HOSA EEK 

RETRATT HL, 一 般 坡 度 不 大 , 由 工 一 3", 超过 5° DEAR, Ye tres BE 200 

一 300 米 。 成 土 母 质 移 大 部 分 是 第 四 杞 黄土 性 的 沉 策 物 或 砂 礁 唇 ,过 类 

土壤 也 很 肥沃 ,表土 蜡 灰 色 , 黑色 土 情 随 坡度 内 化 , 在 平 秦 坡地 构 在 70 厘 

炒 左 右 , 坡度 较 大 者 只 有 30 一 40 EK, ARASRMARAW SA, FE 

自然 草地 中 可 巡 10%, 耕地 则 显效 减 少 , 构 3 一 4%5。 有 良好 的 围 粒 构 造 ， 

PH 值 6.5 一 7.0。 全 剖面 泡 有 石灰 性 反应 ,但 某 些 地 区 在 1 米 以 下 的 母 质 

中 还 可 遇见 石灰 性 反应 。 在 土 导 上 部 与 底部 ,都 有 白色 粉末 , 可 能 是 过 去 

森林 灰 化 作用 的 址 踊 , ICA. TSFAL RUS Le 

FBS AM, 

(3) B+: ARAL AE, IK 
西 、 扶 余 、 农 安 等 地 , RICA STR, 年 平均 雨量 各 0 一 500 
毫米 。 自 然 植物 以 Filifolium sibiricum(L) Kitagawa, Stipa batcalensis 

Roshev 需 主 , ER RRA, 一 般 高 度 只 有 40 厘 米 左右 , BEBETI—80%, 

地 质 和 成 土 母 质 与 淋浴 黑 铬 土地 区 相似 。 过 类 土壤 的 特点 是 :有 机 机 较 、 
W(4—5% ), 黑色 土司 40 一 50 厘米 ， pH 值 7.0 一 7.5， Aa BE A aE. 

BRIEEL, FALE +A ERIE, BE RUE, Ie REE 
PI TE ADR, SLR PKU SL, 
TRS eh ae DRL BE 

(4) FH SBE: ALL eA BB OE BY TE 
年 平均 雨量 350 一 450 2K, ASANO LEBEAGBR, 以 Filifolium sibiricum, 
Stipa baicalensis 估 稳 对 优 邹 ,一 般 草 高 外 有 20 一 30 厘米 左右 , 覆 邯 度 60 
—10%, HOSMER, 一 般 海 技 高 度 100 一 150 米 。 RAAF BPR 
情 。 过 类 土壤 的 特征 是 有 楼 贤 少 , SHIRA AKER, BES 
MS BUE AAA, PH {ii 7.5 一 8.0, 黑色 土屋 和 共有 30 一 40 OR, 3H 



~ 

EER PE UBS +. 
Ha 5 LS BE RY, Ze BSS BS A, 

MPRZRAMAS LESLIE, LIL. 根据 以 后 的 进 
一 步 研 究 ,还 可 以 再 加 修改 。 

(五 ) 栗 暂 土 : 栗 鲈 土 的 分 类 体系 有 二 , 其 一 傈 根据 K. 区 格林 卡 〈K. 
I. Taanxa) 7% C. A. GEMS HESE(C. A. 3axapop) 的 分 大, WR BEGE + 5) SNe EGE 
AG PSEA, 5 SBE RYE TT. 格 
AGRA MBSE, FROLTR RS L BR EGL MRE MLSL. 
BERR AL TGS V0 ie A, 2G 5 EN SE-B, TS RSS ES 
4B EB ALE. 

BPG + EPR Pa AL FAP RES Fh ES, FURS RE Lh, 呈 
大 国 粒 及 粉末 状 , B BARS, BER, Soe R AE, bs BAY 
ARM RIE. KERR, BASARANEK. RMA RSLE 
发 育 基 黄 土 性 母 质 上 , Sh, IER —, 
的 发 育 也 不 如 天 然 草原 的 导 次 清晰 。 栗 全 土 区 最 多 的 植物 需 忆 芽 (Stipa)、 
NSF (Festuca) RSM (Artemisia) 各 司 。 栗 钙 土 分 伤 区 的 气候 比较 就 燥 ， 

年 雨量 多 在 300 毫米 左右 。 KGL BRMASEHEE, 与 植物 的 生长 

状况 及 环境 人 条件 都 有 密切 关 傈 。 根 据 我 国情 驶 , PRG BRE, ENS 
土 和 碳酸 嫩 栗 人 镍 土 。 二 者 除 腐殖质 含量 .腐殖质 层 厚 度 .土壤 颜色 等 的 差 
别 外 ,其 中 生态 上 主要 差别 , 在 从前 者 自 卖 面 开始 即 有 石灰 性 反应 ,得 麦 
DARA RIZE 

(A) RA: Hh ARBAB VS, LARA ANOS, 一 
WEF TBA AMHR E, ORS, 植物 生长 较 多 , 卖 导 有 
硝 量 有 机 质 的 积聚 ,下层 坑 灰 白色 的 石灰 各 聚 导 , BUS ARE BE, FAS AE 
竺 盆 量 不 同 而 有 了 眶 淡 之 分 ,pH 值 都 在 7.5 以 上 。 已 耕 土 壤 因 灌流 而 订 洗 
程度 较 深 , LUA I, BE 

( 扎 ) 漠 后 土 : 分 优 太 我国 西北 部 就 旱 地 区 , 在 内 蒙 及 新 疆 有 大 面积 的 
poi. 地 面 植物 稀疏 , 多 醒 旱 的 草 类 及 灌木 , 士 层 厚 清 不 一 , 常 具 漠 境 哺 
i. FORRES ee ELBE, MER RES. +f DIREC B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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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 有 的 麦 土 呈 片 状 构造 5 更 卖 土 含 红色 斑点 。 SHBG 

FREEBIE, 8 5h A RUE» 而 石灰 的 移动 不 其 明显 ,已 耕 江 钙 土 因 灌流 

而 淋 洗 程度 深 。 关 礁 并 合 土 的 分 类 , 还 吃 作 和 进一步 的 研究 , 章 不 分 出 亚 关 。 

(从 ) 曲 土 :我 国 嫩 十 分 伤 以 在 西北 .内 蒙 和 柬 北 的 乾 旱 及 全 乾 蛙 地 区 

的 低地 分 售 较 多 。 此 外 在 昔 北 平原 和 渤海 及 东海 的 深海 地 区 分 佑 亦 广 。 

苛 土 的 主要 特征 是 土 中 含有 各 征 易 溶 性 噶 类 , Me AE eT a, se 
YES; (Suaeda sp.) 等 。 

铺 土 的 分 类 方法 可 按 其 各 种 人 性质 求 进行 ， 或 以 其 媒 类 成 分 需 根 据 ; 或 

DUR Bis IR, TS ESTATE ARIES EI. «| RCS Ht 

ef) Bt EFA, VERE o 

BE 2 aT ie, a ee, Pe ee 

构造 。 
草 旬 鱼 十 的 植物 生长 较 好 , IT SER, SLADE, 地 

FARTS, FAO A aT EST 

CFL) Bae: tik CEPR HUT BP aa RRL, PRA PE SF 

HOA AST thi» HoT — ARAL eT BS ala, 如 : Ber wkze (Suaeda corniewata 
Bunge), BRA#i(Trisensata) | bjs (Kochia scoparia Schrader ) 等 。 

RRR REREAD, 2s, SERA UE A Se 2 — 

30 厘米 不 等 。 BUA, ARE RE, RETR A ae, A 

RHE ETA BEB DRS. | 低 罕 平坦 、 排 水 不 县 的 节 方 , 地 表 有 

By ARBRE. jC eT pi, 其 代 换 量 大 都 已 

超过 全 部 嫩 基 代 换 量 的 40 %, 碱土 化 过 程 傈 草原 土壤 形成 过 程 发 展 的 一 

fia 
我 们 月 前 对 从 碱土 人 缺乏 FRITS AE DSM. Aik de BE 

WRAL = HFA, BRR ENE 19 SAA, bn AE Yon 

CRS, HALE AERA. RNS RE 

Ho, 或 其 含量 极 微 , MEATS PRIS. 柱状 碱土 饥 

激 征 户 具 有 显著 柱状 构造 的 碱土。 

Ch) Aaa: DEGRA REPL EE RAD, 但 失信 位 置 较 高 ,地 



Fe FAT a Pek Sie HE, EBS oh SE Be ETTORE, 故 呈 酸性 
Sie, RAMEE BLE, PAAR. UPUREA 
很 少 ; ASCE ABS, WARS 

(pm ) FRESE (LLG RG RS TEAR IE GS Lh. ARG LANA RL): B 
By RRP A ZR SF, HR AE SS AB A BB 
RnR), PLEA ERS, WHAM ER. if 

PUA MEX, 容易 演化 , MOVERS ARRAS. TH 

PEAS HERE RS BEATE ALE, EERE LAR ZAI EA 
YP CTT AAA, 就 瀑 季 很 明显 , NTE 500 至 700 毫米 。 
在 我 国 分 优 民 娄 河 西南 部 、 莫 北平 原 西端 与 黄土 高 原 的 东南 部 地 带 ,以 及 
西北 及 西部 山地 (如 青海 .西康 ) 等 。 
森林 棕 钙 土 的 特征 是 :剖面 上 部 和 棕色 森林 土 相 似 , 粘 粒 有 移动 现 

SR, DARE, BORE BORE, TE PO RBS TR PR 
Hee (ARS HERE, BSE EACLE. BRE (E 50 一 70 
RRS) LF AAG SUE, SORLE RIE, Zee BS HE BS fa FOR AE. 
有 的 因 受 生 草 的 影响 , 而 表土 需 富 含 腐殖质 层 。 
eT LA FRA: 

(i) PARES LM AS BPR, EB RE) Re A 
SS AREER, HE FR SRS RT. 

(ii) BARB he AR NEES, SHR ARIERIE, te 
2AM, OF SEER, SORE. 
ARAN Ee BES, 1A EK, BA EEE ARABIA 

ALAR. 
REKLAMA RAS see ee kn fry, 1 
BRM A BEBMMA. 

(=) REAR (FREE): HERA (RRS TE EEE, 含 
T POR ALSE tp 1 EL, PROG RAL) ETE Ae PE 
Pek DEE. RAMEE PRES AE, th AEST ME ALI E PAY) HK BE 
FAA, FEE LAR. SE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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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莫 袜 硬 落下 的 灰 化 土 相 接近 ; IR A HSE 
温和 的 豆 爆 牛 就 燥 草 原 和 早生 森 袜 草原 方向 则 分 别 与 里 钙 土 和 森林 棕 策 
ABA. CEM ILA SIAR, 向 南 一 直到 綦江 沿岸 一 
稼 。 RE Sit, a EAE. 

棕色 森林 土 的 特征 :( 让 ) 属 化 过 程 相当 强 型 ,机 左 成 分 一 般 相当 烙 
B; (ii WMP AAR AR, (过 ) 它 可 以 是 未 灰 化 的 ;也 可 以 是 
灰 化 的 〔 但 最 强烈 灰 化 证 , 其 外 癌 和 性 质 也 和 灰 化 士 的 灰 化 导 不 同 , 不 星 

” 肯 色 而 呈 浇 黄色 ,不 是 页 厂 状 而 成 本 粒状 构造 ); Cav ) 反 话 从 中 性 到 酸性 ; 
(v ) 题 基 鸳 和 度 侈 化 相当 大 ,从 完全 所 和 到 相当 不 角 和 ; (vi) Se 
AGE, LRG. RU, 棕色 森 宁 土 的 发 展 是 具有 一 定 的 生物 铸 候 
人 条件 ,而 同时 又 是 多 种 多 柑 的 。 扎 分 以 下 三 亚 类 : 

(a) 中 性 标 色 森林 土 一 也 可 称 需 标准 和 他 和 棕色 森林 土 ;最 能 代 
JARABE, AO BISBEE PERE, ASA AR 
征 。 反 应 自 中 性 至 微 酸性 , 吸收 复合 体 大 致 他 和 。 

(6) 酸 竹 棕色 森林 士 —— 它 的 分 佑 已 经 是 接近 亚 熟 带 生 胸 气 候 休 ， 
fi, DLE BIER IES TERRE, 吸收 复合 朵 相 党 不 角 和 或 高 度 不 全 和 ;也 
波 有 灰 化 作用 ， 或 偿 蜂 灰 化 滨 中 

三 氧化 物 显著 向 下 移动 , 灰 
Pape aint Tie 2 EAS onshore, ES Gt BEM, 
JARRE, FERRER, DURA Bae, 3 GS 
以 前 所 谓 灰 梯 启 。 

由 蕉 棕色 森林 土 区 的 原始 自然 植被 大 部 已 不 存在 ,以 臻 生 草 过 程 的 
ZS LS BREAD HT eG, 因此 在 棕色 森林 土 中 不 另 分 
出 生 草 亚 类 ,而 可 以 生 章 过 程 的 强度 分 坑 土 种 。 

(二 三) 腐殖质 碳 歌 趾 十 :此 土壤 亦 称 生 草 碳 酸 踢 土 , 营 称 墨 色 石 灰 

士 , 傈 石灰 性 母 深 风化 物 在 草 类 生长 (可 能 短期 生长 森林 ) 的 影 孝 下 所 发 
PY AVA BERT is EE LAA ES EL, Sa 
质 含量 高 , ATOR, RUE TRE PREBLE, ee 
DLN. FES TEFA Ss 石灰 质 淋 失 , SENG 2 ARI Bs 
« 140. 



ES PA ET I 
(PD) LSE: ATES RR ih RD, (DR SA AAI WE 

PBT, AUER ENE SBE SI. ABO, 大 面积 的 
RRM, CHT BATS, 292) TERESA, Bie aE ER HH 
Et ANY GRASS Te 2 以 下 , 酸 隆 至 强酸 性 反 赂 ,矿质 养分 大 部 淋 失 ,因此 
AEA. Aa Pe ACRE LACES i. SE IE 
在 1.3 以 下 , ie AAT AT RE VENES, FRR PORE. HBR 
WEE; 生长 森林 , TI WEIN, DEES AUER, a Se 
Fe, PRR IN, RIMES EBS, ROE LAT 
SH TR RRALALHE, ALPEWE BERET AIO. (2 ABOEIHLE, 章 面 中 
BABS AOMZED, +SEE, 呈 一 致 的 红色 者 , PORE. 

(A) Re: HOE LAE, (A ERS PAY ERE FPR 
度 风 化 的 成 主 物质 , TEE REAR I LE, | FRE ES 
Ti REED, 生长 草 类 及 稀 践 的 杂 林 , FP a BBR 
和 精 构 的 了 B 导 ,多 呈 中 酸 至 强酸 性 反 谎 , 腰 体 的 砂 铝 率 多 在 2.0 以 下 。 在 有 
乾 密 森林 植 属 或 繁茂 的 生 草 被 覆 下 , EA BAUR, ERR mS 
的 罕 殖 村 后，B 局 亦 较 粘 重 , Ie RE ALR BER Fee el BB 
AW RASA Ze 2.0—2.5 ZH. 
ARCA TT SETAE. AACE ALES 

PERV, Tip be EA AI, HESS = A: BAT BE PE A 
PEPER. RLSM fal AEE. (i CSE REAUL LSA 
REPRESS AY EE, FR ALIRR, (HERAT WIEBE AK 
AEAAR A EAR AT BE AES B J, ULNA SEER ERIS ( ii DLE 
Bal ese ERIE, eA Le eR, 
TE AAR, AES AULD, ERS RARE RRS | (iii) ACB 
HE EG ALS bn PS WE FTO LE, J 
面 未 经过 长 期 的 生物 作用 , 没有 显著 的 发 育 , te RF. 

:也 有 人 主张 把 以 上 所 分 的 三 类 作 需 亚 类 ,而 以 红壤 一 名 作坊 土 类 。 
RGR, 则 分 需 灰 化 黄 恋 和 黄 于 两 亚 类 , 以 网 明 其 上 所 进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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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程 不 同 。 
也 有 人 以 坑 红 壤 和 黄 壤 的 形成 过 程 相关 似 , 而 主张 伞 饲 一 个 土 阁 , 以 

下 再 分 亚 类 。 
(十 六 ) 山 地 草 旬 土 : AE HA, 导 雪 糠 以 下 ,森林 糠 以 

上 ,其 所 在 高 度 随 各 处 稼 度 及 地 殖 而 不 同 , 需 高 山 或 亚 高 山地 带 。 其 气候 
特点 需 降 水 量 不 少 而 温暖 时 期 很 短 , DIES aA BAe, th RE A ES 
代表 六 章 原 景 厅 独立 形成 的 途径 之 一 ,分 佑 地 区 以 西部 及 西北 是 地 需 主 。 
氢 分 以 下 三 亚 类 : 

(i) PERE AWE fa) + —— fic Wea Bek REZ, SERS 
EREMWLR, BRVERRE aA; 

(ii) AEBS (Ly) Ab a] --—— Hr AE EFT 1S, OE 
fai, BARA 

(ii) EEE a] +-—_ BAAR, A PRET 
程度 深 , HWA BREE. 

兹 色 土 .黄土 性 土壤 与 冲积 性 土壤 在 我 国都 有 广大 的 分 仿 面 积 ; 它们 
的 形成 过 程 倚 缺少 明确 的 研究 , 亚 类 的 庶 分 也 不 能 明确 的 决定 , 所 以 在 发 
ABI SSE THIS. PGI = MA, ae ein: 

(“Pe Ab: DS, 贵州 .云南 也 不 少 ,其 他 各 省 也 有 零 
Eth. 剖面 以 紫色 坑 主 。 受 着 紫色 母 岩 的 影响 , DORE, FRE 
经 生长 森林 、 章 类 及 作物 , 所 以 不 能 把 它 当 作成 土 母 质 , 但 因 成 士 的 时 间 
晚 , 土壤 形成 过 程 倚 不 明确 。 过 去 全 分 需 酸 隆 紫 色 土 .中 性 紫色 士 和 全 里 
紫色 十, 但 不 能 谷 明 它 的 发 育 分 假 , 有 人 训 优 和 种 分 法 仍 不 妥当。 

(FA) SHEA: REO SESE, 以 山西 .陕西 .甘肃 站 省 
WE, BISA FAD BA) RAE Et ST 
ie, AP ELANS e,  L FR E. 由 及 容易 受 侵 便 ,而 
OTE LUE RCET JIB. REA 
RGAE AINE, GASSER 

(FIL) PRE SE: BS AFA ISEB AY 
HS, ARETE A. (AR AEGENY AUR. UL T AA, 
* 142- : 



具有 了 肥沃 性 ,一般 是 深厚 的 .能 选 水 .通风 和 含有 腐 殖 贰 。 RRC aR 
ERNST i 生产 上 意 式 很 大 ,所 以 暂 把 过 种 能 生长 植物 的 冲积 物 而 从 未 进 
FON RAM, EBM EAE. 
Be T 1-9 19 个 十 类 以 外 , 从 有 下 列 4 个 土 类 ,在 分 类 上 的 地 位 何不 

明 礁 。 获 将 判 论 的 主要 意见 附 列 ,以 坑 进 一 步 研 究 的 参考 。 
水 稻 土 : 是 我 国 农 业 径 营 影响 下 所 产生 的 土壤 之 一 ,分 念 在 公国 各 

Hb, TOLLS aS DEP. SERS: HSA Ee DER 
傈 , 在 各 种 成 土 母 质 上 都 重新 发 育 了 一 定 的 土壤 剖面 。 Se A OH 
流 或 长 期 积 水 的 情形 下 , 纸 水 稳 的 生长 使 士 壤 受 各 征程 度 的 洲 育 化 作用 ， 
而 有 锈 姓 . 灰 姓 或 海水 灰 粘 层 的 存在 。 SA SORA LAT SG A 
类 的 亚 类 中 , UC ABER FA LOL, PIR I 

” 亚 类 。 RUG See. (A AROS 

WAAR )\ RCE CR T ASH, 主张 独立 需 一 土 类 。 
灰色 森林 土 : 指 灰 化 士 和 黑 钙 土 带 之 间 的 森林 草原 植物 登 落下 所 发 
育 的 土壤 。 苏 联 治 用 此 名 已 久 , 现 有 两 种 意见 : 

(i) 训 需 灰色 森林 土 过 一 土 类 仍 应 保留 ,以 作 和 进一步 研究 ; 
(ii) 融 需 灰色 森林 士 的 形成 过 程 和 剖面 性 态 旺 生 草 灰 化 土 (尤其 是 

生 草 微 灰 化 土 ) 不 易 分 辨 , 库 合 们 认 生 草 灰 化 士 中 。 
PARE: MAAS PLGA A, WS Po: 
(i) Aa SSPEA ALABAMA A DAL ALE , TG DLL BERR 

rt BEZIER AR (Hs A SRR, 0 J A AS BB BE RR 
示 )。 通 去 在 棕 训 地 区 的 灰 桂 壤 , BEE EL ARES RR: ( BEAR 
化 棕 凡 ) 中 ;过 去 在 数 带 . 亚 娄 带 区 域 所 称 的 灰 棕 坊 , MPR OL AE WHE Ie 
桂 牛 的 关 傈 分 别 加 以 明代 。 

(ii) DRA AERTS AAA AB, (ERA, VE SES BAA 
玫 , 亚 数 带 范围 内 (大 致 在 长 江 以 南 ), 而 在 灰 化 土 带 , 就 根本 不 存在 这 种 
类 型 的 土壤 。 

PEt: FABRA SEAS LAE, RIVAL 
Birth. (Aaa RL — FG, HE BS: PLE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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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良 的 地 区 (主要 是 皖 北 、 苏 北 ̀ 河 南 、 山 东 的 局 部 地 区 )) 其 前 面 上 部 题 灰 或 

PRG ES , RA GARE, 而 其 下 含有 坚 便 而 不 规则 的 石灰 结 极 层 , 东 夹 有 小 型 

Fete Spee AAI TI, 如 有 饲 竹 种 土壤 吃 读 有 其 特殊 发 展 过 程 的 ,其 人 条件 

是 :温和 课 油 及 域 的 低 平 地形 部 位 石灰 性 峡 质 和 受 瀑 生 草 天 的 影响 。 因 

此 如 需 它 可 以 成 饲 一 个 土 类 , RE ok Tl FB, 北 且 今后 旋 再 淮 一 步 研 

究 其 发 生 单 上 的 实质 。 此 外 , 如 果 土 壤 剖面 中 有 敬 见 石灰 缚 楼 (或 成 层 ) 
而 形成 过 程 与 上 述 的 土壤 不 同 , 则 分 别 跨 大 其 他 土 类 (如 棕色 森林 土 或 森 
林 桂 钙 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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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0 

PASEO REECE eM 

—. 水 稳 性 团 紊 体 浏 定 
(一 ) Mi (Yoder) | Figs 

1. ERECT: LIGA ae DEE AB 
(1) Ror Arak | 

A. 网 饰 四 套 : 每 套 包 括 孔 径 坑 5,2,1,0.5 及 0.25 毫米 的 五 个 钢 

饰 , Saline 厘米 ,直径 13 厘米 。 
了. GRAN: FREE ET] AE I AL, FOZ 
— Sidi, GERBIL, FA RESET, DAL PIS 

CEDURE WOE it, 各 有 一 支架 , LAIR GME. 
B. 水 梢 :高 31 厘米 , ESBe 35 DK, 2H RSA 

(2) Vere B. | 
A. 100 287} 62 —.— (RK Sa ST Eg 

B. 洗 潍 架 由 漏斗 和 铁 架 组成 , PS Rb Hb LAS 
纲 了 入 ,漏斗 管 直径 多 4 厘米 。 

2. 土 样 的 探 取 : ASLEEP AAT, 按 齐 面 认 光 在 类 作 层 或 卖主 居中 用 
RIVERA, SUSAR EGE TDS ZEAE RY 
瀑 放 下 , FM AME, BERGA 10 毫米 的 围 聚 体 , eb 
PAPA A See (8 x 8 x 10 厘米 ) 中 , 执 回 储 用 。 

3 HUGE AAR: HA RAE TT IAS, ERE REVUE AT UE 
FBT HABIT 50 克 , VLR UPA, GUTS ie a IK BS 

DEA, ENR A ATURE, CPR PSK (RY 75 BR) HY 
51 2K) RI <1 SOR) BE LETT, EL IML 50 FE. 
TATRA EARS WER A, ARH 23K, 
1) SaRireks Rh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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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行 讽 差 ( 即 重 复 二 个 檬 本 的 结果 相差 , 如 一 需 36% 一 需 34 %, HAT RR 

FER 2% ) 不 能 大 於 2 一 3295。 

每 套 宜 饰 按 孔径 大 小 依次 排 好 (大 孔 的 包 在 上 , 小 孔 的 节 在 下 ), 然 

EAST BNE Ee BAR b, Ik ARN, 使 铜 饰 在 振 漫 上 升 时 不 露出 水 

面 。 

取 50 殉 均匀 样品 置 共 最 上 面 的 一 个 秘 ( 部 孔径 5 SOKA S OB) AN, BY 

DAF REE TF DO aR Se 

nese fate 7K ETT bs Fie, IRIE 3.2 厘米 , HERBST ELE 

下 80 2, so etic Be, dibs eT FA 
Hie 2a 5 BU tie Be RS TS EH PRE, HLH 7K, BEAK. ZEBEME 

Seb, 漏斗 的 下 口 前 100 SIRE, 取 和 孔径 5 ERAS, NA, 

利用 水 流 (可 从 自来水 苑 头 或 其 他 装置 引水 ), 进行 冲洗 大 烧杯 内 (注意 水 

Dit Hae» 水 流 过 和 急 易 将 图 聚 笨 带 出 烧杯 ), 其 他 孔径 铀 饰 亦 同 柑 冲 洗 烧 杯 。 

将 伐 杯 内 的 转 聚 体 财 乾 (可 利用 105°C 烘箱 或 收 玫 板 )) 然后 在 空气 

i ae, TE SEC, 称 重 , 减 去 空 人 烧杯 重 , ORAM 

重量 。 

4 和 结果 计算 : 得 册 各 航 围 聚 体 重量 后 , 相 加 而 得 园 聚 体 粮 量 , 算 出 全 

部 围 聚 体 及 各 级 国 聚 体 估 土 赵 纺 重 (50 克 ) 的 百分数 。 

ARREST EHD 
日 期 ; 测定 人 : 

MR tf 各 & 图 | 各 发 力 到 体 
土 号 | 分 发 | 杯 号 PEER 杯 重 | oe ee 重 | 估 士 重 百 分 | 备 Be 

(毫米 ) ( 克 ) | B%) 
>5 | 
5 一 2 

2—1 

1 一 0.5 
0.5—0. 25 

AHR RRA A TH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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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N. ete RE 

1. PERSRe Gi: 
(1) 全 饰 一 套 , LEA 10,5,3,2,1, 0.5 及 0.25 毫米 ,网 饰 直径 

20 厚 米 ,高 3 厘米 。 
(2) 水 友 一 个 ,直径 30 厘米 ,高 30 一 35 厘米 。 
(3) 磨 光 人 简 口 的 圆柱 形 玻 科 ,直径 7 厚 米 ,高 45 OK, BIAS 

口 的 然 面 玻璃 。 
2. 土 柑 的 探 取 : 土 檬 需 拧 2.5 公斤 以 上 , 其 他 同 前 法 。 

3. USE APBR: HGH 2.5 AT ARE RE, IM, ISPS 10, 10 一 5,5 一 3， 
3—2, 1—0.5, 0.5—0.25 及 一 0.25 毫米 租 , 每 租 分 别 稳重, 计算 其 估 炉 重 

(2.5 公斤 ) 的 百分数 。 
用 均匀 取 楼 法 取 柑 品 50 克 ,，50 克 中 各 组 的 比例 同 25 公 斤 。 例 如 在 

2.5 公斤 中 >5 毫米 组 估 土 重 209%5, 则 在 50 克 >5 毫米 粗 也 同样 是 2096, 
BN) 10 克 在 配 50 克 样 品 时 ,>5 毫米 组 则 取 10 克 。 其 他 和 组 级 同 ,而 <0.25 
MERA TAIL A, 3 

HS SAA TEAK ASE Ea , RE 10 PSH, SEE iE BE 
去 除 最 大 部 分 空气 是 必需 的 。 

在 倾倒 土 样 大 玻 简 1-2 PSR, FETA, FART RHA FA BR 
日 (注意 简 内 要 充满 水 ,不 能 有 空气 存在 ), 迅速 借 科 玻 简 过 水 平 位 置 , 然 
和 后 恢复 原状 。 

从 开始 放大 玻 简 经 10 分 链 合 , 从 玻 简 中 已 去 除 看 大 者 分 空气 ,用 刍 
面 玻璃 或 手掌 于 坚 简 口 , 迅速 将 玻 简 底 向 上 倒转 , 稍 停 , 待 土壤 主要 部 分 
都 已 下 沉 , 再 重新 站 倒 回来 , 如 此 反覆 进行 10 次 。 炊 过 过 柑 的 处 理 , 大 的 
与 非 称 固 的 土壤 围 聚 体 被 分 散 坊 较 小 的 部 分 。 
取 一 套 孔 径 5,3, 2,1,0.5 及 0.25 毫米 的 铜 饰 , 订 大 圆柱 形 水 桶 中 , 水 

RAPE, 上面 饰 子 的 顶端 在 水 面 下 多 5 厘米 。 
FA SRB (GLP) BVT DERIK, 1 AOKARAYKT FF. Ze 

SMELT, HOE GRTABOA (DFR), MPRA FREER. E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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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机 均匀 的 获 伟 在 世上 , 玻 简 可 在 纲 角 上 方 绥 侯 移动 (不 能 峻 出 水 面 )， 同 
时 优 使 团聚 体 不 留 附 在 简 壁 上 , 可 在 不 同方 向 倾 儿 玻 简 。 

$8 60 FRR, JEEP ATS 0.25 毫米 部 分 土 粒 全 都 已 降 沙 到 节 上 , 玻 简 
ADS TABLA RIK) BER, FEM 
其 次 , NFU ACH A, ZICH FLSA 8 BR, We OE a 1 

下 运动 3 一 4 厘米 , 持 住 2 一 3 AHL, MURATA ALT LI 3 一 4 | 
Ky 又 迅速 地 下 沉 。 示 楼 上 下 10 次 后 ,将 上 面 三 个 季子 (5,3,2 台灯 孔径 
的 ) 取 则 ,而 下 面 三 个 季子 (1, 0.5,0.25 毫米 孔径 的 ) 再 进行 上 下 振动 5 A, 
将 遗留 在 节 上 的 图 聚 体 移入 杯 中 , BRE, 称 重 。 

4. 因果 计算 : 同 前 法 

>10 Bk 

10—5 毫米 

5 一 3 2k 

3 一 2 ZEK 

2—1 2K 

] 一 0.5 毫米 

0.5—0.25 毫米 

一 0.25 22k | 

fee eee g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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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陕西 武功 探 集 黄土 性 士 壤 转 聚 体 责 种 调 定 法 ,苦果 比较 失 下 : 

| GS fA AY DR %) 
FE 地 | 深 Ty eR hae eS Sas RES 

| Tinea #1 WOE 

UHRARRE se | 3-8 hae eee 
See eH ie Fh 13—18 10.4 13.2 

SRE RRR — Pb 3 一 8 3.7 5.8 
SERIE ora RR = 4 3—8 36.0 48.1 

ae ke we) 3-8 5.2 13.4 
BEER Fi . 3 一 8 3.6 7.2 

连作 小 讼 地 4.8 

oo Sz poo ss Ts <n. 
人 

iti 
SMM ie 

=BR 

a 27 & + & 

» 149. 



夫 法 低 一 些 , 锡 德 尔 法 高 一 些 。 

=. DBE 

(—) 田间 测定 法 

1. SEAS oA: 

(1) 容 土 器 : SPEAR 28 (TH 27), 内 径 需 35.8 BOK, JAS 
断面 欧 0.1 平方 米 ,高 绝 35 厘米 。 容 器 下 端 沽 灼 音 ,内壁 歧 有 锋利 的 纲 里 
JIA, DA. Lika as, GEARED, AMPA IE 
AO bess, Sm LARA) IL, ETERS FORT) SR. TRE A 
做 成 , HEA AB, 向 上 高 起 。 蚀 布 20 OK, FSI AE: 

a 3 
Ultgree 

<<ELI7FF) 
<< 

ya 

Bis 
Se as 

eG | 
ATOM MMO 

图 28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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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DASE AALANLHMRE EL, BAA REAP RHA 

2B, RBA LE 

(2) 量 水 桶 : ASU BRC 28). AGES 25.3 厘米 ,高 多 65 

厘米 , FA Se IES ea-P7T  e  — , DIA ZK BE. FER 

管 上 标 有 刻度 , PARLOUR AEE 1/10 厘米 ,烈度 0 点 在 上 ey Fad 1, 

2,3+++++-60, FUE 1 BORM AIRE AR LIER 2 HOOK (AR A 

AS fa Lets 1:2, Baki PAS 2 BOK, MARRS 

7K 1 ER). 

Fa 7A LESH, BAA AY 6 厘米 的 口 , DGRE ZK, IER AP BE BR 

HF. Hkh FECAL, BAP — BOS, BY 0.8 厘米 。 放 

TASH in FE EEE 2 一 3 厘米 , 华 有 开关, 35 EAN > BE 

近 , 以 漏斗 形 同 上 (以 便 放 水 管 放 水 时 , 7K PEPER), PERO Eada] 

连 以 橡皮 管 ,站 附 夹子 (以 控制 水 流 大 小 )。 

oA RSA Te = WAR, Dee 

量 水桶 。 

(3) S228(i@ 29): BRE bask, 沿 名 

FBP Ih) LE PH oe EE 

支 , tHE L Bisa, GEST MEM, BE bee 

下 深 太 土 中 。 ert 
(4) ELSE, 7). Se! | B48 

(5) RRA PSFK. il 

2. 土 榜 的 探 取 : FE BH LF a PE 

径 40 BORA AMEE AS, 其 深度 可 按 

需要 而 定 。 捧 气 时 了 旋 访 非 常 小 心 , 不 能 破 =e 

POR AK AL Renta ie, 此 项 土 钵 不 需 与 原来 peered [\\ 
HAAS Fe ELS EI 3 EN 

(图 30)， 牢 国 地 套 上 区 架 ， 升 起 请 链 , GESE 、 | "i Mt iL ang 

has, cba Poy SEF 77 A BDH S35 图 29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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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周 多 他 土 壤 , 于 柱 序 进入 容 土 器 中 , 待 土 柱 进 入 到 要 求 的 深度 , 停 正 章 

by BIRR, ATS FTE, DoH EE, 
MPAA LAE HS, ZS Le, PRS HE CHER 
水 平 ), (ORL LAS. 

在 取 土 榜 时 , 如 果 在 容 土 器 内 壁 时 土 柱 的 号 触 处 发 现 裂 条 可 用 尺 标 
将 其 草 紧 ,或 用 熔 晓 封 罕 ,最 好 在 取 土 楼 前 将 容 土 器 的 内 壁 用 稀 泥 土 抹 涂 
一 下 , 以 驶 漏水 。 

3. 测定 的 步 胁 :在 容 土 器 架 专 ,水 平 放置 量 水 棚 在 三 脚 架 上 上 ;用 永 注 

rR. 关闭 开口 以 防 敬 发 , 再 检查 量 水 桶 是 否 永 平 , 待 水 平 合 ,打开 量 
水 桶 的 放水 管 ; 范 拉 开 橡皮 来, 将 水 面 导 节 至 0 BYU SEE -— Bh, DLE 
和 震 起 点 到 下 。 PA 
« 152 。 



将 橡皮 管 向 容 土 器 内 放 注 水 流 , 记 下 开始 放水 的 尘 间 , 注意 水 流 勿 使 
轮 破 土壤 结构 , 可 将 水 流 党 闫 器 壁 流动 , 水 面 过 项 蔓 上 四 周 清 织 圈 的 上 烁 

ie, 部 可 停止 注水 。 水 面 过 此 上 处 , 标 匡 水 面 有 2 厘米 高 ,检查 水 面 是 否 都 
诗 少 线圈 的 上 烁 ,如果 不 音 , 则 需 加 以 调节 , 将 容 土 器 放置 水 平 。 当 水 面 

i EP AG BUTT EAs ARE PRK TE SS ER, BS 
保持 2 厘米 的 水 柱 压 力 。 

在 加 水 和 后, 序 需 同时 注意 容 土 器 底部 有 和 优 水 清流 出 , 注意 第 一 滴水 流 

PHBE, BBCI, 站 记 下 量 水 桶 内 水 面 高 度 , 减 去 开始 时 水 面 高 度 和 2 

厘米 序 需 土 直 吸 收 水 量 。 以 后 每 经 汪 分 饶 记 载 一 次 透 过 的 水 量 , 站 计算 

5 分 甸 间 的 水 量 , 这 样 一 般 记 载 做 到 6 一 13 次 , 约 可 得 到 常数 ,结果 以 过 

WEA 
AUST UA F: 

PE AEWUE AR 

MAR: Re: oe, 
SSS Sea SE 

eno TON et, Ae 

| fa <4 AX eT 5 47 Gt A) ak iat 
(厘米 ) (EK) 

be : = > & Fi 总 | | | | | N 中 | 

«BO ARE abies | 



(=) 窒 验 室 测 定 法 

本 法 在 自然 剖面 土壤 上 可 用 ,在 田地 上 测定 引起 观 差 基 大 ,此 恺 由 记 
HDS) th DAR 

1. ERROR: 
(1) BURA 31), 7 ACES Ee, HE, TOA, 

N 

MMMM boon 

SOLU CLLLS, Z 

SSAA AN Zs, 77. dlddldledailile 

¥2 

NANAAAAAAARASS AAAS AAAAAAAANARA 

Y SS 7 ka 2 

SS 

B31 URE 
RNB ABSA, AK 4.5 厘米 ,高 3.5 BK, Sea Lie eae aie ( BA 

简 风 固定 在 氏 得 上 ) 利 用 连接 钉 相 连 , AE SO. Ze 
ST) OA SMR, A RE 
BA) = ISR RE Ee a PELL SPRY A Le, HE PE EE POE, HE 
SAPS FS 7) LASSE B/S BE Se SEE IS. SE 



32 透水 性 测定 器 

Fics, 以 备 搬 回 实验 宝 进 行 试 验 。 

(2) 透水 性 测定 器 (图 32) 一 套 。 
(3) 盛 士 网 圈 50 个 。 
(4) 100 Speer. 

(5) RMF —1E. 
(6) 25% 50 毫米 量 简 各 一 焦 。 

2. Bec: He Oc, FAK ALR ERR, PLEA TE 

SUB fit, ETRE. BURA BR = (SA, 每 
FH) PEE A) = ik AT A ee. RHE, ZA 

JS Sia HB PGES BS (DAK SPARSE) » DLE EF. 

8. HSE ABE: BORO OK ZKEES 20 厘米 处 , Isa Se, 将 盛 

i PEAS BA A SE SL AES, BOK EIB LR RE 
【使 主 桂 需 水 怨 和 ) 关 闭 水 路 。 «4 PRBEA IR KAO AN, 因此 通 往 各 
RRA EST BST, PEAS AREER KOEN, BRIA LE FP, Ii 
BSP ARS, 304; MAL., PRGA LABEM AE. 

+ ABD 。 

; 

Ah Pad 



4. 结果 计算 : AS FB IK ES FPR: 

| 
z 水 % [em games nrmalene ARR 

[ 
| | | 

>100 |100—70'70—40;40—20 ie <1 

5. SEH: BE 7k PERE SERRE RL BEES, (HB Bet Abn 

FILA RART. BERK, 但 质地 轻 晒 粒 粗 由 无 机 造 , 土 

塘 透 水 性 也 快 。 碱 土 透 水 性 最 款 。 

=. ee PURE RIRSE AYU 

ASHE ERA ARAN T PALE RADA BS BRE IR GS BY FF Ze, aie 

FARMS OP hate 

1. FEE 1:3 HCl _ ROAM LIIE L, Ai BA 

情形 可 分 下 列 四 租 : 

30 77 Sit A 5 KE ZEF) 

(2) BRAVE A DRL MLA PDs 
(3) 中 石灰 性 一 一 明显 的 发 生气 泡 , RIBHAA—5%); 
(4) 强 石灰 性 一 一 出 烈 发 生气 泡 ， FIG 2 HR Aa 

We BE(5% LE). 
2. ei: 

(1) 50 2% 1:3 HCl BRC AA) ARP 5 
(2) 1:1 HCl (#4) 1/2—1 丰 。 

DO. 土壤 酸度 测定 

土壤 酸度 各 区 域 相差 很 大 , 因此 配 鸡 的 各 种 指示 剂 只 能 适 永 太一 定 
的 区 域 。 

一 般 吉 来 ,贵州 高 原 黄 壤 地 区 及 长 江 以 南 ( 除 四 川 ̀  淹 北 及 测 南 天 者 
外 ) 昆明 以 东 地 区 ,土壤 pH 值 在 5.5 以 下 ,以 用 第 二 号 指示 剂 需 宜 ; 淮河 
+ 56 。 



J 

=> = ene OS rw CS ee 

ny} ~~ 人 a . 
zz 

以 北 和 包括 西北 . 蓝 北 .东北 刘 疝 哈 两 以 南 一 部 分 地 区 ;四 川 大 部 地 全 ,土壤 
pH (Ze 7.5 以 上 ,以 用 第 三 号 指示 剂 需 宜 。 淮 河 以 南 .长 江 以 北 地 区 ,及 
PALM RELOR PS LLAMA, BE DH (RIZE 7.5 以 下 ,以 
EVR. HELA. SURO, 或 因 地 邹 、 
母 里 等 的 不 同 ,土壤 pH (IRI LOMO, Hohe 

二 、 三 跷 指示 剂 同时 描 带 , 以 补 第 二 、 三 号 指示 剂 之 不 足 。 

C1) FRE HY 0.5 5, EASE, BA ta 

A SOS, ME. PRISE a BR 
AEE AR, SURE RIT Lie, HH HERE 

(2) Bei 
(Ci) FAs; 
(ii) 第 二 号 指示 剂 和 第 二 (或 第 三 ) 号 指示 剂 各 100 毫升 , BAe 

” 有 滴 管 的 棕色 未 瓶 中 〔 各 号 指示 剂 最 好 能 多 带 300 一 500 ZE 
升 以 供 补 充 ); 

(iii) 标准 颜色 卡片 一 张 。 
(8) FRA a 

(i) 第 二 号 指示 剂 YASH 0.4 3H JCS (Methyl Orange) 7 85 

BEF: 96% C.F FN 15 毫升 0.1 N 氨 氧 化 钠 混 合 液 中 ,将 海流 
sue FR (a ) 液 ) YA 0.4 FER ES ELE (Brom. Thymol Blue) 

R94 毫升 乙醇 和 6.4 毫 升 0.1N RA(LMIRAKH, 得 (6 ) 

液 上 HE(a), (CHAS IMAP 1,000 毫升 , 储 
REC ATL IEN Pyrex Le cel : 

ASTS 7 AER fA bis aes & i i 小 划 

vv 《站 ) 第 二 号 指示 剂 | 一 溶解 0.85 克 省 甲 酚 称 (Brom Cresol Green) 

2 公 100 毫 升 98525 乙 醇 中 ,由 滴定 管 加 大 0.1 NaOH 7.1 毫升 
1 功 蒜 馆 水 称 释 至 125 毫升 , 储存 ,用 时 加 蒸馏 水 稀释 至 原 省 

_ BEY 1/10, 

3.8—4.5—5.4 pH 
Aion bis 颜色 黄 eS 

"157 . 



(iii) 第 三 号 指示 剂 一 一 洲 0.4 32h HAAR (Meta Cresol Purple) i 

100 7+ 98% 乙醇 中 ,加 入 0.1 NaOH 105 BI+IRS, IRey 

Tite 1,000 pepe ie 
yee 

Asta 7 AYE 6 AL is Hits a i a 2, 

(iv) BAGBY 一 一 导出 土壤 pH (BT DI 3.8, 4.5,5,5.5,6,6.5, 

7, 8, 8.5,9 Wikun/ER Een HE DH RWS)» oP 

Ben bitten tea, PY See ee RS 

ABBE. ROUAAAIAGR, VERILE, TEC, FA 

ARS Se AY Ge a EG. 

(4) BSTC SE EE pH HMA. FRR AR 
26 (Brom Cresol Purple) 7% FA BP AL (Cresol Red) 4 0.025 FE, Im 0.1 

NaOH 1.5 25}, iAH 1/2 SI} TEA Kl BT, BEA +100 

IRTP » AAA KES EI HAAS, 

ta TEA RE PIR AEE BS: 

pH | | 色 | RH FS R 

4.0 腹 黄 m i R tt 

4.5 R tk 黄 - it 性 

5.0 Re RH 称 酸 性 

5.5 草 tk > RR F 

6.0 RK #k me RR tt 

6.5 R ee 最 AR tt 

7.0 gE 3B 中 性 

8.0 = 性 

方法 : 取 土 壤 钩 1 亚 ,加 硫酸 银 少 许 (用 以 使 古 液 易 基 汪清 ), 燕 溜 水 

4 毫升 ,指示 剂 3 滴 , 剧烈 括 动 , 放置 泪 请 , 侠 主 粒 这 下 和 后 ,由 

其 所 呈 颜 色 访 出 pH fh. MUA LRH ARR Ass 
#2}, 再 加 混合 指示 剂 , 进行 比 色 。 



本 

五 . 速效 磷 的 测定 

(一 ) 捞 品 处 理 一 一 探 取 耕 导 土壤 , 险 训 人 备 用 。 

(=) FAR PILAR 1 3d, HAA 18 x 150 毫米 试管 中 ,加 

10 259+ P-A AM, ELSE Fike, FA 7 ER A A 

HEREC KR A AARC AS» PUR FSCS, FE URAC EL 
FAL HH 2S RU RGAE A TE 5 SETTER BE, IMA 5 aj P-B 试 

剂 , RAAF, RUM AMTCS ES COMA 5 ia P-C 试剂 ,立即 使 之 

混合 均匀 ，15 分 链 后 , VAT BULA Ce DA RT Le, eet 

— BMA RIT. 
(=) 3x08 
(1) FAPR—AE GRE 100 克 , RHE 0.1 3K); 
(2) 18 150 毫米 试管 1 一 2 HEC REE); 
(3) 100 SHAAN 1E( ARABI), SPHBR P-A, P-By 

”了 P-C 试剂 ; 

(4) 10 毫升 量 简 一 焦 ; 

(5) mie; 

(6) 5 厘米 漏斗 一 个 , 小 漏斗 架 一 个 ; 
(7) 7 厘米 定性 沽 多 一 盒 ( 须 做 对 有 照 试 珍 ,检查 其 是 否 含 磷 ); 

(8) 标准 颜色 卡片 一 张 。 

(alee 

(1) P-A S94] 0.1 N HOI; 

(2) P-B 试剂 (SHRP SHEESH). YAM 100 TSAR (LE) 

BS 856 SIH IK HR BC (a ) 液 , 加 1, TO0ZE THIER Re 

(36% )BS 160 SEARS KP, Js FR PE, DAD 

BE (6) HR HE (8) 液 徐徐 加 入 (6 He ERE, NH P-B RA 
A, APA SER ret» A) HERR 2 一 3 年 。 

(3) P-CZA#(1 amino naphthol-4 sulfonic acidZX}#)), PF ¥L1-amino- 

naphthol-4 sulfonic acid 2.5 ti, iH Dit EH 5.0 Ve, an hie BE BA Sodium— 

» 159+ 



bisulfite) 146.25 Vi, ILIA A EET AR, PER 8.0 SEU AHA 

末 , VAST 50 SEF KH, EET 

ASAAA REG LP » T= VAR 

(3) ERE HA 

HEGERG ALAA KKH?PO40.0439 Ft, YRS 1 升 提 取 液 (0. iN HOU 中 。 此 

ABE 10 PPM (FZ +) MRT RS AE 1.68 PPM, 3 PPM, 

3.6PPM, 46 PPM, Julies 5 毫升 从 试管 中 , HERG, me 

PUA MRT Ab, Be a. HIRATA S10 21, 

如 每 均 耕 作 层 以 30 Ei T al Se, i eh SET UGE es Lk FS HY 

PPM 数 乘 上 3。 因 此 可 在 1.68 PPM, 3 PPM, 3.6 PPM, 46 PPM 的 颜色 

标准 旁 ， 直接 二 上 5 市 帮 / 献 ， 3 WIT /i> 11.4 市 斤 / 献 ， 13.8 THT /M. 

FES RFEN A) BR i ST BK 

BUBILE, WES ARR 5S ITO Tas eR, 5.97 T/iK 

Lik, 911.4 T/A PR, 11.4—-13.8 T/A, AB 13.8 
WH / WARE E. 

(六 ) 府 明 

1. 所 用 的 洲 提 剂 与 分 析 方 法 不 同 , 划 测 定 的 有 效 性 磷 量 也 有 所 不 同 ， 

因此 土壤 中 有 效 性 磷 量 的 分 级 亦 各 不 同 。 本 和 节 所 探 用 的 分 法 只 限 藉 本 
分 析 法 , 极 低 量 及 低 量 表示 土壤 中 有 效 磷 量 不 能 满足 植物 需要 , 焉 待 施 入 

磷肥 , 中 量 可 以 施 少量 磷肥 或 不 施 , 高 量 及 极 高 量 可 不 施 磷 肥 。 

2. 在 土壤 性 质 ( 如 质地 特别 烙 重 或 轻 粗 )、 糙 作 技术 水 平 ( 如 深耕 和 其 

他 肥料 大 量 施 用 ) 等 不 同情 况 下 , 可 扎 此 通 当 考虑 土壤 中 有 效 性 磅 的 情 

Shs 作 施 肥 的 根据 。 

3. 本 法 只 限 基 无 石灰 性 土壤 违 效 性 磷 的 测定 ， 抒 淮河 以 南 契 天 部 分 

HU AAA PS PS A eA AR een me 个 庆 

用 从 比 北 ̀ 西 北 等 地 的 石灰 性 土壤 。 

A. 速 鸡 性 钾 的 测定 

1. 榜 品 处 理 - -一 - 探 取 耕 有 层 土 直 , 队 就 后 研 站 至 通过 10 孔 节 人 备用。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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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 PPK 2.5 克基 小 漏斗 倾 和 人 18 x 150 豪 米 的 试管 中 ， 

Jn K-A 试剂 5 EF}, Un FER AS AR, FA 7 OK PASCUA. 

AURAL K-B, K-C ZAPATA 7k Hh, ar WIZE 16—23°C (61— 

73°F), 吸取 冷却 的 K-C AP) 2 EF}, HARRAH, 加 K-B 

试剂 6 滴 , HELLS EF CUE AES IRE AE), FA I A aK 2 Se 

”和 天 ,使 之 混合 均匀 , WE 5S 分 链 后 , ERE. 

3. axa 

(1) 粗 天 秤 一 架 ( 用 速效 性 磷 测 定 ); 

(2) 18x 150 毫米 武 管 1 一 2 E; 

(3) 比 色 管 2 一 5 焦 ; 

(4) 5 毫升 吸管 2 焦 ; 

(5) weet 1 焦 ; 

(6) 7 ROKUERL—E 

(7) 不 同 含 钙 量 的 标准 液 一 套 , BOHR KER. 

4 计算 

AVES) ARREST LES 5 级 :20 一 40 PPM FSi; 40—75 PPM 

需 上 少量 ; 75—100 PPM £3 + ar; 100—150 PPM Jee; 160 以 上 PPM #8 

pein, MDS TSA 30 BibT, WaT Hea PF: TI 

会 速效 性 钙 量 6 一 12 WTR Sin; 12-225 PTR; 22.5—30 

Frist; 30—45 TRE 45 市 斤 以 上 负极 足 量 。 

5. sar 

(1) K-A APC ERRATA). Yah 100 SeRPEERS CEERI ) HS 

蒸 瘤 水 中 , 稀释 至 1,000 毫升 。 

(2) K-B FAR) ( 亚 硝 酸 钴 钠 溶液 )。 洲 解 50 SERA BREA (化 学 夭 粹 ) 和 

300 克 亚 硝酸 俩 (化 单条 粹 ) 有 长 蒸 汐 水 中 ,加 冰 醋 酸 呈 毫升 ,加 闵 汐 水 稀释 

至 1,000 毫升 ASE 24 小 时 503 Ti » (AUER RE TELE titi FA o 

(3) K-C 试剂 95% 乙醇。 

6. FRR EE Re 

Seay ini 

- 161. 



(1) 以 KoSO4 fie 5, 10, 15, 20, 25,30 等 PPM 的 标准 滚 ， 在 进行 

测定 时 则 时 以 同 法 处 理 一 系列 的 标准 该 , AER HET Le. 

(2) AEFI LAR BOLTON LRL, DISHES LN SN, 先 
把 一 系列 标准 液 比 较 , DAME EU BRE, MEER. 

(3) 永久 标准 可 以 有 楼 贤 除 去 伟 的 土壤 腰 粘 题 液 少 许 , 加 大 2255 的 重 

SB OPT EHH , 旺 上 列 标准 液 比 较 , BC ARIE RSA» SPA 

用 ， FARA CAE. 

七 . 用 栈 酸 钠 深 近 液 测定 土壤 中 有 效 性 氮 、 磷 、 
钾 的 方法 

(一 ) 土 壤 溶液 的 提取 

提取 液 的 配 玖 : 称 醋 酸 钠 (NaAC- 3H20) 100 克 , HR 500 毫升 水 

中 , 加 冰 栈 酸 30 SET PEEK 1 Ft. 

溶液 之 提取 : aed 4 Sen BAS, 放 从 一 适当 大 小 的 试管 中 加 提 

取 液 20 毫升 ,拉动 一 分 禾 , DAGGER, WR SAR”. 

(=) BARRE AAD ANE: 

PAAR: 

(1) Ree Fie: 8 1 SEA ee ie, HAR 25 毫升 的 三 氯 甲烷 (Chloro- 

form), RY iS—fr AR, SER, 以 防 蒸发 。 

(2) 省 硫酸 (比重 1.84) 

BE: WEAR E MSR ARS b, IAA) i, AW (2) 七 

滴 , 混合 均匀 ，10 REA RIA, RHA ESM, 

(=) RRSAA RE: 

Fa APACER: ABORT (KI) 5 5, YA 15 SETA ER, DAN 

氯 化 秒 (HgCl) RHR ADMIRE, GUM 50% BAA (KOH )40 2 

Ft, Up Hee 100 9}, KEE, FLAS EAR 

HE: Wea, BOR RR E, RT — iii» — SY Sil 

和 后, 与 标准 色 卡 比 色 。 

( 焉 ) 速 效 注 磷 的 测定 : 

。162 ， 



SAC: 
(1) APRSARESS 12.5 FEGMOOSEIT- AE AB 7K FB (301K A, 1H A 

fie), HGC— 50 毫升 冰 酷 酸 与 350 SETAE ROKR, 将 铀 酸 钠 液 少 许 徐 

徐 加 入 此 稀 醋 酸 液 中 , RPE, BAER, URS 

(2) 用 一 牙 答 取出 草酸 亚 锡 (从 政和 猴 的 较 宽 一 端 起 至 长 1/8 时 处 , 作 

“二 记号 ; RAL, BREE IAL 1/8 的 范围 ) 加 醋酸 销 10 ZEST CE 
需 用 前 噬 时 配 公 )。 

方法 : 取 提 取 深 液 10 请 , BOR EE. TAC La cig Sgt 

iii» eet ;一 分 链 人 后 , 与 标准 色 卡 比 色 。 

六 ) 速 效 性 钾 的 测定 : 

0 

(1) 溶解 确 酸 钴 [Co(NOs)*.6H?0] 5 克基 47.5 毫升 蒸 蚀 水 及 25 3S 

升 冰 醋 酸 中 , RFR HL, 另 称 亚 确 酸 钠 (NaNOz) 30 SoA AR OB 7K 

中 ， 加 冰 醋 酸 2.5 SEF}, ABE 50 毫升 , FREE. WAS, 

放生 一 夜 (不 加 蔓 ) 谷 加 蔓 , 待 用 (如 有 沉没 庶 过 沽 之 )。 

(2) 965%6 乙 醇 。 
BE: 取 提取 次 液 十 滴 认 一 平底 试管 中 (内 径 移 10 SER), AC) 

fa» AR) (2) +7 8S, Ae, PLA ME RE CER 

1/4), fi F PAE, ASN IR fs ES PIA PT 

Zhe lk, FE SST SB AAR Z BLD 

K\. ABER A PE Be PH ES 

(一 ) 横 品 探 集 
fen EX, FE 0 一 100 BORE, FRI PUL, EGR NEES 

(二 ) 手 续 

1. RHR LER (含水 较 多 者 ) 100 毫升 (用 100 HIRT, Maks 

LE) DLA RHEE, 因 地 区 不 同 及 士 壤 不 同 最 好 自行 给 奥 , 先 配 各 成 分 

Ea BE ASR He, Be NA, GEA A, 然后 根据 此 标准 RR 

色 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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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加 适量 蒸 馆 水 (或 韦 阻 在 3, 000 欧 姆 以 上 的 天 然 水 或 自来水 )2 届 人 移 至 

Fi PASE (BEA 1)。 é 
2. 取 队 就 土 杰 53 一 60 克 , 加 水 25 一 30 毫升 (FLBEA 2), HMA 

iE : 

18 IIA AAT A BEDE Hy AE AS LS AB, PY Se EBD 

包括 杯 口 , EAA, (ROAR, TAR Ch LF de ih BL 

My DUBE ASA, BEG LAER SASL, ES, DNB EP 

BHR ase. al Pe bAR, Wad PUA Sie. 

(=) axis 

1. Hee, 

2. AS AM 7k ( BEEBE 3, 009 RED LAY KK 然 水 和 自来水 若干 公升)。 

3. FAK PEA (he 200—500 克 , 感 量 0.01 一 0.1 克 )， 

4,100 毫升 玻 杯 5 一 10 焦 ， 

5. 配 有 襟 皮 天 的 玻璃 棒 数 根 (最 好 较 玻 杯 多 些 )， 

6. jm BERE— EE, 

(Mts e Rae 

BCS 3%, 2%, 1%, 0.75%, 0.5%, 0.25%, 0.10% HI YER CHE, AT Ha 

ARR. HAA ROP RA EAR AH, PY 

ESERIES RGA HABA, RULES SDA BES eS Pr Ea 

REAM EAE. 

(A) REARIE 

AAAS ES BE eT eC, ED EBAY SRA Se Fe, 

“Patze 49—85°F [Hie RA SLATER, DA 60°F Wea RA ees, 

SFE DES HARZARHS Ae: ) 

例如 在 80°F BF, ATVI ABA ESAS 188 Whi aia 

60°F eke Bay, BI a PERS Ae 80° F ep 188 BRAS A 60°R WAY 150 

Baus, : 

-其 查 法 如 下 : 

Ci) 从 了 查 出 80， 然 伟 在 址 一 横 中 查 出 与 100(〈 因 局 188=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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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温度 时 的 电 胆 部 化 对 照 玫 
F° }1,000|2, 000] 3, 000 | 4, 000 | 5, 000 | 6, 000 | 7,000 | 8, 000 | 9,000 

40° | 735) 1,470|2,205|2,940|3,675| 4,410 | 5,145 | 5,880 | 6,615: 
45° 800 | 1,600 | 2, 400} 3, 200} 4,000] 4,800 | 5, 600 | 6,400 | 7, 200 | 

50° 867 | 1,764] 2, 601 | 3, 468 | 4, 335| 5,202 | 6,069 | 6,936 | 7,803 

55。 933 | 1, 866 | 2, 799 |3,732|14,665| 5,598 | 6,531 | 7,464 | 8, 397 

60° | 1,000] 2, 000} 3, 000 | 4,000 |5,.000} 6,000 | 7,000 | 8,000 | 9,000 

65° | 1,067|2, 134] 3, 201 | 4, 268|5,335| 6,402 | 7,469 | 8,586 | 9,603 

70° | 1,140] 2, 280 | 3, 420] 4, 56015, 700] 6,840 | 7,980 | 9,120 |10, 260 

*715° | 1,215] 2, 430 | 3, 645 | 4, 860| 6,075 | 7,292 | 8,505 | 9,720 {10,935 | 

80° |1; 294] 2,598)/3, 88215, 176|6,470| 7,764 | 9,058 |10, 352 (11, 646 

85° |1,376]2, 752) 4,128|5,504| 6, 830| 8,256 | 9,632 [11,008 |12, 384 

88) 最 接近 的 数 103.5 ( 即 卖 中 1035), TAS HALLETT LZ 60°, 横行 
43 800, B)) 80° F We 103.5 BK, AAS A 60° F ee 80 Bee (1035800), 

(ii) 根据 二 法 查 得 80"F 时 88 欧姆 相当 共 60°F 70 BRE ( 905.8 
700), 

(iii) 80+70=150 欧姆。 

(六 ) 土 壤 质 址 校正 

IS AATEC Ue AE, AE Eh EA 
VE MERC. SR Ee: 

| | a> + 1.4 RiSE+ 1.60 

ge ++ 1.50 4; + 1.72 

(七 ) 褒 明 
芋 以 玻 棒 粘 取 士 效 时 , 土 驳 粘 附 共 玻 棒 上 ,六 徐徐 滴 落 回 杯 中 ，1 一 2 

SSS, HM ASE AIRES, SR Bh, UE EES EE DAE 
2. (257 BREE ALARA i ILL, 所 需 加 水 量 亦 各 不 同 。 
FAB RIM He EL 50 毫升 圭 竹 。 , 
3. Sb HO SS. 
4, FABRA ANE, GA ER REE TER oh RG E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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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H 地 + & BM (5) 加 水 最 (毫升 ) 

Waa) HE + (FSCL) 55 30 

BD BASE (SCL) | 60 25 

PPE (SIL) eee 30 
¥yAD ERE (SICL) 55 30 

粘 质 粉 砂 士 壤 (CS 让 ) 54 29 

E+ (CL) 58 26 

Atk + (LC) 57 26 

Pek MBE, Dita BAAR, HER ISS, 

5. FER AEB ERR SI» RN ZEGH TPS, Pa 

时 ， 须 注意 地 下 水 位 , ab EAT ESE ABP AK ee PE 一 们 附 蕉 报告 中 。 

6. 土壤 中 如 有 大 量 NasCOs 存在 时 , 电阻 法 测定 便 大 受 干 援 ,所 以 对 

BRL, MEARE FB, 一 般 NaoCOs 含量 在 0.0595 以 下 都 可 以 应 用 。 

ye 8 ERE 

a. 8905 13 29 ht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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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多 五 “中国 各 主要 二 类 上 常见 的 植物 名 色 

(一 ) 东北 地 区 

1. Web Ace EK REE, 长 白山 及 这 东山 地 等 。 

(1) ASRS ALAR 
MERE ( HERS) Pinus pumila Regel 

Baw Empetrum sibiricum V. Vasail 

Wee CM wes) (EH) Juniperus dahurica Pollar. 

高 山 艾 Artemisia sp. 

342 Hedysarum hedysaroides Sching. — 

RS (FEB) Vaccinium vitisidaea L. 

(2) ASRS 
Sea: 
MiP Larix gmelint Ledeb. 

#-F#S Pinus sylvestris var. mongolica Litvinov. 
#LRA Juniperus regida S. & Z. 

Panes A: 
MARE Betula platyphylla Suk. 

8 Betula dahurica Pallas. 

RE Betula costata Tsaut. 

*#ERS Quercus mongolica Fisch. 

* SMA BRe—-MUS Lf, BKEAMR, 各 地 区 详 赂 的 情 

况 不 一 ,站 且 也 很 零碎 ， 收 集 比 较 困 妈 ， 同 时 和 士 壤 联系 的 也 很 少 ， 和 当然 四 个 

OE LE, BARS FA SHH. FPS, PARMAR, UE 

TERA Z Flo 

- 167 + 



上 是 褐 Populus davidiana Dode. 

SY Tilia amurensis Kom. — 

棱 子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Bits Salix viminais. L. 

林 下 植物 有 : 

1G (FIER) Vaccinium vitisidaea L. 

FAS LER Vaccinium uliginosum 

%¢5-% Rhododendron dauricum 

LEB Rhododendron mucronulatum Turcz. 

#4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A. DO, 

fEl@ Gentiana uchityamat Nakai 

325) Bupleurum falcatum L. var. scorzonerifolium Willd. 

防风 Ledebourtella seseloides (Hoffon) Wolf. 

#2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酒 鞋 白山 茶 Ledum palustre L. 

Rat Betula fruticosa Pallas. 

古 高 潜 休 子 Sorbaria sorbifolia A. Br. 

B3H Aconitum ktrinense Nakai 

#352 Prunus padus 

KE Veronica sibirica 8. 

柳 鞠 某 Chamaenerion angustifolium Scopoli. 

梅花 草 Parnassia palustris L. 

#B2wE Convallaria majalis L. 

Fees Delphinium ornatum Bouch. 

Wz Adenophora ntkoensis Lamb. 

在 山坡 上 有 : 
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A. DQ. 

石竹 Dianthus chinensis L. 

& 3 Artemisia japontca Thunb. 

# jit Atractylis ovata Thunb. 

aA Flee T'anacetum sibiricu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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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Euphorbia sieboldiana Morr. 

Bez Avena stiva L. 

Homes Stipa batcalensis Roshevitz 

马兰 草 Irts ensata Thunb. 

#4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229} BW Asiragalus dahuricus DC. 

PHAR (HVE)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PART (GWE) Lespedeza cuneata G. Don 

= Hemerocallis fulva L. 

ER3 Papaver alpinum L. 

Fz Polygonum persicaria L. 

棉花 子 花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 

是 芍药 Paeonta obovata Maxim. 

HeRRE Thalictrum squarrosum Steph. 

#46 Potenttlla chinensis Ser. 

ZZ Potentilla discolor Bunge 

HbR Sanguisorba of ficinalis L. 

E-F-2E Galium verum L. | 

Set Bupleurum falcatum L. var. Scorzonerifolium Willd. 

Ake Patrinia rupestris Juss. 

(3) SRB lea A Le 

甲 。 低 山地 带 : 篇 针 莫 关 革 混交 林 

SILA: 
Pier Larix olgensts A. Henry 

#LRS Pinus koraiensis 8S. & Z. 

鱼鳞 松 Picea jezoensis Carr. 

SLR ( HiBEAZ) Abies nephrolepis Maxim. 

#LRS Picea koraiensis Nakai 

WEA ERA) Abies hollophylla Maxim. 

Fascias: 
PERK 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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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mus propinqua Koid. 

$8E (HERE) 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 

笋 毛 械 Acer barbinerve Maxim. 

- FFReR Acer tegmentosum Maxim. 

花 棋 权 Acer ukurunduense Tran. & Meyer 

fa fatR Acer pseudo-sieboldianum Maxim, 

fi 7 (HRA) Acer mono Maxim. 

BER RCA 4-#R) Acer mandshurica Maxim. 

AE RR (RET) Acer triflorum Komarow 

青松 Ulmus lacintata Mayr. 

SRA Tilia mandshurica R. & W. 

Se Tilia amurensis Rupr. 

KM Fraxinus mandshurica Rupr. 

#EKH Quercus mongolica Fisch. 

Ht Betula platyphylla Suk. 

PERE (FARE) Betula costata Tsaut. 

AHM Salix raddeana Lak. 

GM Salix livida Wheb. 

Kix Populus ussuriensis Kom. 

HH Populus koreana Rehder 

#4 Populus davidiana Dode. 

FSRb HE Carpinus cordata Blume 

5.2 Padus asiatica Kom. 

Atk Sorbus pohuacanensis Hedl. 

aK FRE: 
eekiE Viburnum spp. 

3 Ribes spp. 

#2 Lonicera spp. 

or Sorbaria sorbifolia Al. Br. 

Ze tigen ag Spiraea salicifolia L. 

35 | AL Crataegus maximowiczit Schn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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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BRT Corylus mandshurica Maxim, 

WRF Lespedzza bicolor Turez. 

BBR Rosa multifloia Thunb. 

镍 猴 型 Actindia_arguta Planch. 

山葡萄 Vitis vinifera Rupr. 

6£ Equisetum hyemale L. 

YE Fi Brachyobotrys paridiformis Maxim. 

SR (KR) Rubus crataegifolius Bunge 

3 BR Pteridium aguilimum Kuhn. var. japontcum Nakai 

2ée Aspidium filixmas Sw. 

HS Imperata cy.indrica Beauv. var. koenigit D. &S. 

Bee Pantcum crusgalli I. var. submutica Mey. 

TIX Phragmites communis Trim. 

落 曹 Koeleria mandshurica SKV, 

AAA Poa pseudonemaralis SKV. 

48 Poa sphondylodes (Trin. ) SKV. 

. We Vicia pseudocrolms Fisher 

JER Lathyrus davidii Hance 

Wee Desmodium podocarpum DC. var. japonicum Maxim. 

AHH Astragalus menbranscens Fisher 

Zi. 山坡 草原 : 
ee Aster tataricus L. F. 

BK Artemisia sacrorum Lab. 

%5LAE Cacalia aconitifo’ia Bunge 

PEER Filipendula angustiloba Maximowicz 

HE FH Potentiila fragariotdes L. 

HER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L. 

KEG Vicia pseudo-orobus Fisch. et Mey. 

‘py EL Bag Vicia amoena Fischer 

Bt Medica,o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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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R Clematis fusca Turcz. 

‘9 Eta Clematis brovieanelatt DC. 

FRR Thalictrum sp. 

山 芍 芭 Paeonta obovata Maxim. 

HEI] Lquisetum silvaticum L. 

fs] Lquésetum arvense L. 

Eig Allium senescens L. 

$804 Convallaria majalis L. var. moncharica Kom. 

2 Hemerocallis fulva L. 

FZ Galium verum L. 

紫衣 Bupleurum sp. 

防风 Ledebourtella sesszloides Wolf. 

睫毛 野生 曹 Arundinella sp. 

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A. DC, 

Be Irts sp. 

#E4- 5 AL Geranium sp. 

HaNe =: Gentiana scabra Bunge 

KF Cory’us heterphylia Fisch. 

(4) SEP es EC be 
mm une Pinus tabulaeformis var. mukdensis Uyeki 

Fr Pinus densiflora var. rubescens (Uyeki) Liou et Wang 

su RE CVuercus liactungensis Koidz. 

Fart Quercus acutissima Carr. 

EH Tilia mandshurica R. & M， An 

HAM Larizleptolepis Murrey (L. Kaempferi) 

is FINE LAN RES RD, Ae RP Ba 

2.° Sti ARE: 以 北 满 平原 地 区 篇 主 。 

在 玉民 
西伯 利 亚 匾 Tanacetum sibtricum L. 

iA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4b Artemisia japonica Thu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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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Fe Artemisia apiacea Hance 

Wiese Artemisia sacrorum Ledeb. 

Sigteeh Aster holophyllus Hemsley 

HekeAE Sonchus arvensis L. 

fepvewsze Serratula cororaia L. 

\F88 Hypocharis grandiflora Lab. 

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A. DC, 

i AFAR Trifolium lupinaster L. 

=e Trifolium repens L. 

草木 标 Melilotus suaveolens Lab. 

H7E ARE Melilotus alba Desr. 

MIE SE LIE Oxytropis hirta Bge. 

HAF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展开 获 ( 马 昨 腿 ) Polygonum divaricatum L. 

WEEE Patrinia scabiosaefolia Link.’ 

sO Rt Thalictrum simplex L. 

Ew Amethystea caerula L. 

iH Stachys baicalensis Fisch. 

车 前 草 Plantago depressa Willd. ， 

frames Kochia scoparis Schrad. 

26% Hiymus chinensis (Trin. ) Keng 

Rimi Stipa baicalensis Rosh. 

BREE Panicum acroant um Stend. 

%EFAE Galium verum L. 

{NPE HEZE Gypsophylla oldhainiana Mig. 

WR Alliura senescens L. 

ARAM Asparajus oligoclonos Max. 

ee Hem-rocallis fulva L. 

fey +L: tt 
西伯利亚 汪 公 英 Taraxacum astaitcum Dahl, 

救 民 架 Sonchus brachyotus De Cando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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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t 

a. 

REYERZE Saussurea glomerata Poiet. 

FAIZ Picris dawurica Fischer (P. japonica Thunb, ) 

% Artemisia argyi Liveille et Vaniot 

Fe Artemisia apiacea Hance 

ALMA Artemisia rubripes Nakai 

frar2t Artemisia scoparia Waldstem. 

2278 Aster holophyllus Hemsley 

- 施 覆 花 Inula japonica Thunb. 

44#E SS Artemisia lavandulaefolia DC. 

Bi’) Cirsium setosum Bieb. 

pa{A FEB Pleuropteropyrym sibiricum Kitagawa (Polygonum-sibiricum 

Laxmann) 

EPs Persicaria lapathifo'ia S. F. Gray 

SE Elymus chinensis (Trin. ) Keng 

% 2% Selaria lutescens Hubbard 

SEHEXA Potentilla anserina L. 

ee Bt eB— BERK Securinega suf frvitieosa Rehd. 

= Ranunculus cymbalria Pursh var. sarmentosus Kitagawa 

¥) #3 Chenopodium glaucum L. « ‘ 

sg AFA Cynanchum amplexicanle Hemsley 

Pa{h Fl Ra EFL Geranium sibiricum L. 

feb pt E: 
MIZESRRA Spiraea salicifolia L. 

WHEE Geum aleppicum Jacguin. 

il) FH Rosa dahurica Pallas. 

KHEBZ Potentilla bifurca 8. V. | 

Hhk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C. A. Meyer * 

HbR Sanguisorba tennifolia Fisch. 

防风 Ledebourielia seseloides (Hoffom) Wolf. 

(=Stler divaricatum Benth. ) 

ies Patrinia rupes‘ris J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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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temisia sacrorum Ledeb. 

PaaAAl EBS Tanacetum sibiricum L. | 

WS2e Mulgeduim sibiricum Less. (=Lactuca sibirtca Beut. ) 

RAS Artemisia captllaris Thunb. 

#3 Artemisia japonica Thunb. 

BF Artemisia sieversiana Willd. 

$EIE Artemisia vulgaris L. 

KBE Aster fasligiatus Fisch. et Mey. 

” 施 材 花 Inula britanica L. 

SER Fe Vicia amoena Fisch. 

大 枝子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Bi See Stellaria radiaus L. 

BWA Silene repens Potr. 

黑龙 江 石 竹 Dianthus amurensis Jaeg. 

Ay Dianthus chinensis L. 

西伯 利 亚 获 Pleuropteropyrum sibiricum Kitagawa 

¥i= Polygonum orientale 工 ， 

Kez Polygonum persicaria L. 

PIRES Polygonum amphibium L. 

黄 唐 松 草 Thalictrum simplex L. 

棉花 于 花 Clematis hexapetale Pall. 

是 毛 野生 草 Arundinella sp。- 
BRIAR Agrostis sp. 

狐 尾 草 Calamagrostis eptgejos (L. ) Roth. 

兰草 Elymus chinensis (Trin. ) Keng 

WH Stachys riederi chamisso var. hispidala 

HO GLB Lycopus lucidus Turez. 

FRA Lythrum salicaria L. 

jit Abuttlon avecennoe Gaertn. 

桔 模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A. DC. 

WZ Adenophora verticullata F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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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2E Galium verum L. 

HRA Viburnum sargentt Koehne 

BRREWSE Allium sacculigerum Maximowicz 

JPR Cyperus sp. 

蔓草 Carex sp. 

车 前 Plantago major L. 

TEE LE: 

- HAE, Artemisia annua L. 

hewitt Inula japonica Thunb. 

HX Artemisia selengensis Turcz。 

3 Achillea ptarmicoiodes Max. 

Sw Typha latifolia L. 

FU Scirpus maritimus L. 

岛 拉 草 Carex forficula Fr. et Sav. ， 

水 草 Carex schmidtit Meinsh. 

MEF RAE Lythrum salicaria L. 

西伯 利 亚 牛 儿 昔 Geranium sibiricum L. 

黑龙 江 独 活 ( 白 芷 ) Angelica dahurica Rupr. 

外 花 地 瓜 儿 苗 Lycopus parviflorus Maxim。 

qn Bate Trifolium lupinasier L. 

fie Beckmannia syztgachne Fern. 

Ew Acorus calamus L. 

A (BBR Ranunculus chinensis Bge. 

昔 房 草 Calamagrostis langsdorf ti 

3% Cypripedium calceolus L. 

Fi. Cumictfuga dahurica Maxim. 

KEE Hemerocallis fulva L. 

HAZ Hemerocallis minor Millter 

+= Sedum telephium L. var. purpureum L. 

4x18 Cynanchum amplexicanle Hemsgey 

KARR Agrostemma githag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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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 曹 Parnassia palustris L. 

Tea tb: 
f tear 2 Artemisia scoparia W. et K. 

Att Artemisia selengensis Turcz. 

kG Aster fastigiatus Fisch. et Mey. 

RR Aster tripodium L. 

施 桥 花 Inula japonica Thunb. 

Ixeris gramina Nakai 

Yetszk Saussurea glomerata Poiet. 

FRYMERI A Taraxacum asiaticum Dah. 

48 JE Calamagrostis epigejos (L.) Roth. 

2% Elymus chinensis (Trin. ) Keng 

BintfAs Stipa baicalensis Roshevitz 

PRE Phragmites communis Trin. 

铺 曹 Puccinellia distans (L.) Parl. 

灯心草 Juncus effusus L. var. dectpiens Buch. 

Gitar Lespedeza juncea L. 

EAE Melilotus siaveolens Ledeb. 

山 笋 豆 Lathyrus quinguenervius. 

Hi Ril Plantago major L. 

Blase Ranunculus japonicus Thunb, 

老 雅 碳 Potentilla anseriana L. 

353 Chenopodium aristatum L. 

Wizz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thle Kochia albovillosa Kitagawa 

BH Hess Suacda cornicullata (Mey.) Bunge 

Waxes Suaeda glauca Bunge 

BS iipeze Suaeda salsa Pall. 

在 河岸 砂 丘 上 : 

石竹 Dianthus chinensis L. 

WE Agriophyllum arenarium M. Bi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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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orispernum hyssopifolium L. 

428% Arctium lappa L. 

% Artemisia sp. 

Few Hphedra monosperma C. A. Meyer 

BF Lespedeza cuneata G. Don 

{2 Sophora flavescens Ait. 

SHER Vicia amoena Fisch. var. oblongifolia 

JERSE Thalictrum sp. 

3. Pain B ft RRS: 
ZEGRRESEHA Agropyron cristatum L. 

XH Amblytropis panciflora Kit. 

2H Elymus chinensis (Trin. ) Keng 

GuG LZR Astragalus melilotoides Pall. 

厚 革 将 Chenopodium acuminatum Willd. 

ju SeeteR3B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 

小 旋 花 Convolvulus chinensis Kit. 

> Corispermum elongatum Bge. 

KERR Delphinium grandiflorum var. chinense Fisch. 

Jr Dontostemon nitegrifolius Ledeb. 

AR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ont. 

HB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Wii Ephedra distachys L. 

4EZE RE, Iris tennifolia Pall. 

WBA Ixerts chinensis var. graminifolta Vit. 

=H Linaria vulgaris Miller 

wR Messerschmidia sibirica L. 

#220. Oxytropis oxyphylla DC. 

HA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 

Wine Peucedanum regidum Bge. 

Hex Pleuropteropyrum divaricatum Nakai 

2% Salsola collina P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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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alsola ruthenica Jij. 

RmmayS Stipa baicalensis Roshev. 

PSR Thalictrum squarrosum Steph. 

Br2= Prunus humilis Bge. 

AE Atrapharis mandshurica Kitagawa 

8% Thermopsis lanceolata P. Brown 

ARE. Hedysarum fruticosum var. mongolicum Turcz. 

MRF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hater Crataegus pinnatifida Bee. 

13] Malus pallasiana Jusepe.uk 

es Ulmus macrocarpa Hance 

家 检 Ulmus pumila L. 

pez Armaniaca davidiana Cam. 

ja} Salix mongolica Siuzev. 

#HZ=%M Salix mongolica var. gracilice Siuzev. 

327535 Morus mongolica Schneider 

在 流动 砂 丘 上 , 除 黄 柳 外 , 有 : 

REE Artemisia halodendron Turcz. 

Fests Agriophyllum arenorium Beib. 

酸 艺 Pleuropteropyrum divaricatum Nakai 

(二 ) AR we 

BSERSPER ISLE, 大 部 分 都 是 草 原 。 Oa tien Whe 2 HRA, 于 Re 

PMT» 
Fey ia AAS ee OL. FE A RSA hk, DBAS ( Allium cy- 

ancum Regel)#il A Jini) 445¢ (Stipa baicalensis Roshevitz) Bie i¢ . FERS 

渍 性 土 上 ， tic in LAN Fs I ( Achnatherum splendens).=# 4% [Elymus chi- 

nensis( Trin. ) Keng}. 5 Ha ( Iris ensata Thunb. )“$, 7#G8-+ b, = 32 foie 

@e(Suaeda spp. ] 所 佑 据 。 

在 斥 蒙 其 他 的 草原 地 区 ， 在 栗 俩 土 或 媒 总 人 性 土壤 上 ， 有 些 俩 良 的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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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如 羊 草 、 纸 芒 草 、 徒 变 草 ( Bromus inermis Leyss)、 蓝 草 (Poa pratensis 

工 .)、 小 龄 草 (4gropyyronr repens Pers.) a7. }(Agropyron sencicos Tatum), __ 

AAik/\\ BEE ( Agropyron cristatum), #4 (Elymus dshurtcles Turez) BF 

Eis (Medicago ruthonica Ledb. ), #73 #H+(Victa cracca L. )“*. 

在 沙丘 上 的 植物 种 类 不 多 , 效 以 呼 偷 湖 东 岸 的 砂 丘 篇 例 , DBL 

量 坊 最 多 ,有 : WE(Agriophyllum arenarium M. Bieb. )、 肯 许 艾 (Chezolea 

divariata Hook.F.), #1 #& (Corispernum hyssopifolium L. ). Hf (Kochia 

scuparia (L.) Schrad. ) 等 ,其 中 以 沙 巡 最 常见 。 此 外 切 科 、 禾 本 科 、 豆 科 的 
也 不 少 , 菏 科 的 有 : BE (Artemisia spp. ), xe (Aster sp.) 和 泥 胡 荣 

(Saussurea af finis Sprengel) 等 ; FASE A AE (Elymus dasystachys 

Trin. ), A4S$ (Stipa capillata L. ) #AYDTE FB EH (Agropyron desertorum 

Schuet. ) 等 ; BEAN & Sekt Se (Caragana brevifolia Kowaros, Caragana 

* microphylla Lam.)#0#i 7. KE (Melilotus sp. ) #2, F£th DSR ARES, Fe 

Ainwek, ila 蒙古 松 (Pinus sylvestris var. mongolica L.). #9 tid 

(Salix sp.) Butts (Ulmus sp.) 等 。 

(=) 2th B 

主要 包括 河北 .山东 一 带 。 

1, 在 山地 棕色 森林 土 上 ,在 木 主要 有 : 

JH Quercus acutissima Carr. 

+e REE Quercus variabilis. Be. 

#848 Quercus dentata Thunb. 

== Guercus aliena Bl. var. acutiserrata Maxim. 

Se Tilia mongolica Maxim, 

yaks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倒 柏 Thuja orientalis 工 。 

WEAF Vitex negunda L. 

WA Zizyphus jujuba Mill. var. Sponosus Hu +, ' 

草本 植物 有 : HEALS OR AAR a, RE,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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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山坡 和 高 陆地 棕色 森林 十 上 的 草 类 植物 ,和 昔 中 的 多 相 类 似 , 可 参阅 华 

HTS 
2. 7A Rt bk, RBA: 

324% Populus tomentosa Carr. 

432 Populus simonii Carr. 

Sp Salix matsudana Koidz. 

fat Sophora japonica L. 

WES Catalpa bunget C. A. Mey. 

Hk Ulmus pumila L. 

HA Paulownia fortuneit Hemsl. 

524% Ailanthus altissima Swingle 

&& Zizyphus jujuber Mill. 

iii Dtoszyros valci L. F. 

3, EMMA TE UAE LABEL, WRU Hh BL a. 
Ss. PP). A BU. BREIL, 何 有 : 

_ RE Tamarix chinensis Lous. 

RISB Robinia pseudoacacia L. 

FEM) Salix purpurea L. 

1) 323% Populus suavelen Auct. 

ee Populus pyramidalis Borkh. 

we Melia atedarach L. 

FER Pyrus sinensis Auth. 

Site Pyrus betulaefolia Bge. 

S2EEEZ Amorpha fruticosa DC. 

#& Prunus persica Stokes 

4; Prunus armeniaca L. 

ARB Punica granatum L. 

Hit Frazinus chinensis Roxb. 

枸 想 Lycium chinense Mill. 

fixe Evonymus bungeana B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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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Lvonymus alata Regel 

4, Zee me t haey, rh er os 的 不 同 ， Atos 

ARTA “Fi JERE LE eh RR HH UN 44 e 
4.62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 

ES25 Roltonia pekinenis Hance ¢ 

Hy HH Lactuca sp. ; 4 

(45 Aster altaicus Willd. 

2£447% Scorzonera mongolica Maxim. 

¥EAtE Cnidium monniert (L.) Cuss. “a 

3% (8%) Suaeda salsa Pall. § 

BARS GESET) Salicornia herbacea L. 

4 #3S% Salsola collina Pall. 
RBA Atriplex littoralis L. : z 

wast Ty ("SHE | HL) Statice bicolor Bege. 

E4744 Asparagus schoberiodes Kunth. 

HRT Astragalus dahurica DC. 

BZ Glycyrrhiza squamulosa Fr. 

FRA Glycyrrhiza sp. 

草木 标 Melilotus suaveolens Ledeb. | 

EF E# Medicago sp. 

BRE% Glycyrrhiza pallidiflora Maxim. 4 

we 

BES Phragmites communis Trin. 

马 镍 ( 马 牙 头 章 ) Aeluropus littoralis (Gouan) Parl. 

PEZE2EH Puccinella distans Trin. “# 

SRGE)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 

HEE ( Fa-F-, 时 葡萄 科 ) Nitraria schobert Linn. 

=2E Carex sp. ; 3 

wKRHF Eleocharis palustris R. Br. E » 

+40 Scirpus maritimus L. var. of finis (Roth. ) B. Clark ei 

SEHR Apocynum rentum Linn. 机 

“iF Salvia plebeta R. Br. 



有 

> 

iz Polygonum avicular Linn. 

RHF Calystegia hederacea 

又 区 Tournefortia sibirica Linn. 

YEAEBE Triglochin maritimum L. 

BT LDU, SEE Ht L,I 
faze (ESI) Suaeda glauca Bunge 

fas (S8U%) Suaeda altissima ( 工 . Pall. 

BS (43%) Suaeda ussuriensis Ijin. 

BD e(428-F) Polygonum sibiricum Lamm. 

GEN F5(HR IRAE) Chenopodium glaucum L. 

ABER Chenepodium urbicum L. 

Maes Artemisia anethifolia Weber 

Ss Artemisia palustris L. 

WE Aster tripolium L. 

| SERRE Lepidium latifolium L. 
BF Fie Lactuca tartaria (L.) C. A. Mey. 

(四 ) “黄土 高 原 地 区 

1, 目地 棕色 森林 二 及 神色 上 上 有 : 
yaks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HE Picea neoveitchii Mast. 
SERPS Quercus liaotungensis Koidz. 

i EH Quercus varialilis Bl. 

Sem Cuercus aliena var. acuteserrate Maxim. 

Ht Betula mandshurica var. rzechuanica Schneid. 

(HE) 1) Redcap ie a ee Bh Alek . BB che _E RE, A AL Be SE 

Beier), PO AL he AEM. 2) MEAL ERB: 

(1) MR Sa: MAB; (ii) WORT ARs (iii) eee: 

指示 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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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Populus davidiana Dode. 

标 子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KEYS Cotoneaster acutifolia Turez. 

& lifts Patentilla bruticosa Lim. 

\seie4 Spiraea alpina 

14k Crataegus kansuensis 

珍珠 梅 Sorbus arborea var. glabrata 

1) *j38 Paeonia anomala | 

上 胜 丹 Raeonia suf fruticosa . ; 

$82E54, Caragana gp. 

竺 肪 花 Rhododendron przewalskii Maxim, 

丁香 Syringa obovata Lindl. 

2, fea hie LARA a 
Hk Ulmus pumila L. 

Eit& Ailanthus altissima Swingle 

RH Melia azedarach L. 

Fax Gleditsia sinensis Lam. 

泡桐 Paulownia fortune: Hemsl. 

‘~~ 

Feks Prunus arrneniaca L. = 

ya: Elaeagnus angustifolia L. ; 

FE) Tamarix chinensis Lour. 

4 Pyrus betulaefolia Bge. 

#248 Sophora japonica L. 

HEY Zyziphus jujuber Mill. j 

倒 柏 Thuja arientalis L. 

#44 Robinia pseudoacasia L. 

He Juglans regia L. 

tii Ltospyros kalia L. f. 

mre Diospyros lotus L. . 

kis Catalpa bunget C. A. Mey. 

RES Catalpa ovata 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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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和 葡 祈 Populus adenopoda Maxim. 

iii Populus cathayana Rebd.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L. 
ye Salix Matsudana Koidz. ad 

3. 以 下 的 草 关 ] 或 少数 小 灌木 植物 , SP BNL Ae ET A 

土 、. 栗 钙 圭 、 河 谷 冲 积 士 或 涨 地 之 上 , WAREZ RTE RAY 

上 。 它 个 中 有 一 些 是 很 好 的 牧草 , 也 有 很 多 是 田 闻 的 杂 草 。 

(AASB: 

(12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3 Miscanthus sacchriflorus (Maxim. ) Hack. 

白 草 Bothriochloa ischaemum (L.) Keng 

#28 Arthraxon ciliaris Beauv. var. langsdovfu Hack. 

jit Hemarthria compressa (L. ) Kuntze 

fit 4 Tragus racemosus Scop. 

ES(RFH) Digitaria sanguinalis-ciliaris (Retz. ) Parl. 
#% Echinechloa crus-galli (L.) Beauv. 

2s Hordeum brevisubulatum Link. 

黄 毛 秀 Setaria lutescens (Weigel) Hubb. 

te (WBE) Setaria viridis (L.) Beauv. 

SEES (GE) Pennisetum flaccidum Griseb. 

AEA Stipa bungeana Trin. 

Zig Alopeucurus aequalis Sobol. 

BS Muhlenbergia hugellit Trin. 

REIL Polypogon higegawert Steud. 

EERE Calamagrossis epigejos (1. ) Roth. 

落 草 Koeleria cristata (L.) Pers. 

% Phragmtis communis Trin. 

晚熟 于 穗 Cleistogenes serotina Keng 

Sih ic BEB ( E34 T-) Cleistogenes squarrosa (Trin. ) Keng 

ie we Poa sphondylodes T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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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 Melica virgata Turcz.， 

粗糙 米 茅 Melica scabrosa Trin. 

WEEE Eragrostis pilosa (L. ) Beauv. 

5 a Eragrostis ferruginea (Thunb. ) Beauy. » 

西 连 画眉 草 Lragrostis cilianensis (All. ) Link. 

铺 草 Puccinellia distans (L. ) Parl. 

422% Bromus japonicus Thunb. 

HEZE Bromus inermis Leyes. 

¢k-ERGiE 2 Agropyron ciliare (Trin.) Franch 

AZ Agropyron cristatum Gaertn. 

fe Liymus chinensis (Trin.) Keng 

厚 穗 给 草 Elymus dasystachys Trin. 

skeet Llymus dahuricus Tarcz。 

ESikme Elymus dahuricus var. excelsus Roshey. 

3-42 Cynodon dactylon Pers. j 

JEU (REHERL) Chloris virgata Swartz. 

\y3¢% Arundinella hirta tanako var. ciliata Koidz, 

FRI Achnatherum splendens Ohwi 

*%? Themeda triandra Forsk - 

i’ Spodiopogon sibiricus Trin. 

( 莎 草 科 ): 

nse Carex stenophylla Wahlenb. 

HRAEVS Ht Cyperus dif formis L. 

FRETS Cyperus glomeratus L. 

香 附 子 (水 草 ) Cyperus rolundus L. 

野 莞 Scirpus lacustris L. . 

= Scirpus maritimus L. 

(AEB): 
HK Vitex chinensis Mill. 

_ &t 3) Vitex incisa Lam, 

马 甘 草 Verbena of ficinali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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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44% Arctium lappa L. 

SB Xanthium strumarium Patr. 

RE Artemisia vulgaris L. 

at Artemisia japonica Thunb. var. japonica Maxim. 

tS Artemisia anethifolia Weber var. anethoides Pamp. 

BabRRS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var. scoparis Pamp. 

#t% Artemisia sacrorum Ledeb. var. latiloba Ledeb. 

HIER Artemisia annua L. 

FLA Cirsium segetum Bunge 

th iA] Cirsium chinensis Gard. et Champ. 

KRIGLAE Cirsium arvense Scop. var. setosum Ledeb. 

ASHE Carduus acanthoides L. 

} HEL 4A Centaurea monantha Georgi. 

YEH Ze Saussurea carthamoides (Ham.) Benth. (Syn. 8. af fins Spr.) 

PE Serratula polycephala Ij. 

4H Bidens tripartitus L. 

NE 28% Bidens pilosus L.. 

ABS Bidens bipinnatus L. 

BE A APE Aster altaicus Willd. 

FABRE Aster pinnatifidus Makino. 

E45 Chrysanthemum indicum L. 

te Inula britanica L. 

7H Cichorium intybus L. 

Hi Se#ER Scorzonera albicaulis Bunge 

He Hi Scorzonera austriaca Willd. 

WAR 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Mazz. 

772% Sonchus oleraceus L. 

fi BIZ Sonchus uliginosus Bieb. 

A FR MAR Lactuca Bungeana Nakai 

HAS Lactuca chinensis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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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 

RZEK Patrinia heterophylla Bee. 

坎 毛 牛皮 消 Cynanchum pubescens Bge. 

西伯 利 亚 牛 皮 消 (地 和 藻 瓜 ) Cynanchum sibiriceum R. Br. 

(OZR): 
ALB Bupleurum falcatum L. 

B33 34%) Daucus carota L. 

(和 鼠 李 科 ): 
FRR Zizyphus jujuba Mill. var. spinosus Hu 

G2 Rhamnus dahuricus Pallas. 

(EF): . 
Hah Trifolium lupinaster L. 

#y PAH Trifolium repens L. 

RUM MBI Trifolium pratense L. 

SEL E Kummerowia striata (Thunb. ) Schindl. 

BERT Lespedeza floribunda Bunge 

4H ts Lespedeza sericea Miq. 

eR HEAR Lespedeza dahurica Schindl. 

二 色 大 被 子 Lespedeza bicolor Turez. 

SS Rathi Lespedeza cyrtobotrya Mia. 

4 AHE(K=ZE) Melilotus suavelcens Ledeb. 
Hic BH Melilotus albus Desr. 

KE Medicago lupulina L. 

BH Medicago sativa L. 

Wit 7 Medicago ruthenica Tranty 7 

A B48 M-dicago minima Lamk 

372 Sophora flavescens Aiton 

aie ie Vicia sativa L. 

= eR Vicia tridentata Bge. 

AIS Vicia kieshanica Bailey | rn 其 

KEE’ Vicia pseudo-orobus Fisch. et Mey. oo! P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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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B Vicia amoena var. oblongifolia Regel 

AME Vicia hirsuta Koch 

mew. Vicia tetrasperma Moench. 

BHR RER Astragalus melilotoides Pall. 

Re R Astragalus sinicus L. 

FARESE SER Astragalus scaberimus Bge. 

HY Astragalus mongolicus Bge. 

eB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Bge. 

Biseke Astragalus dahuricus DC, 

=—hiH. Oxytropis bicolor Bge. 

Wat Hedysarum fruticosum Pallas. var. lignssum Kitagawa 

GARE, Caragana microphylla Lamk 

草 藏 Victa cracca L. 

(RARE): 
SABA Potentilla reptans L. 

42x Potentilla chinensis Ser. 

BRA BA Potentilla multicaulis Bge. 

Pa BeAE Potentilla sischanensis Bge. 

BIE BB Potentilla bifurca L. 

BELA Potentilla supina L. 

#i3R33 Spiraea trilobata L. 

《大 了 麻 科 ): 
#i Humulus japonicus 8 et Z. 

(ARB): 
¥2x%8 Huphorbia helioscorta L. 

KER Euphorbia pektinensis Rupr. 

+38 Euphorbia kansui Liou 
#25) Tamarix chinensis Lour. 

(RBI): 
BIFEZ Chenopodium aristatum L. 

RRB Chenopodium glaucu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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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 Chenopodium hybridum L. 

WR Chenopodium urbicum L. 
#2 Chenopodium album L. 

A Chenopodium serotium L. 

Hu) Kochia scoparia (L.) Schrad. 

EA Corispermum hyssopifolium L. 

1) 2284 # Salsola collina Pall. 

BD Agriphyllum arenarium Bieb. 

(ZB): 

SER Rumex crispus L. 

EKER Rumex patientia L. 

#82 Rumex dictyocarpus Boiss. et Buhse. 

Bt BRR Rumex dentatus L. 

FEtARERRR Rumex nepalensis Spreng. 

Bx Polygonum aviculare L. 

#=2= Polygonum fagopyrum L. ¢ 

EA BE Polygonum nepalense Meisn. 

Fate Polygonum amphibium L. 

ESB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RAB Polygonum divaricatum L. 

(石竹 科 ): 
石竹 Dianthus chinensis L. 

量子 草 Silene fortunet Vis. 

KX Silene aprica Turcz. 

EME Stlene conoidea L. 

EAR Saponaria vaccaria lL. 

(ERF): 
HRBIAM Clematis angustifolia Jacgs. ** 
中 脚板 Raunuculus pennsylvanicus L. 

Hi Ranunculus scelerutus L. 

大 花镜 藏 章 Delphinium grandiflorum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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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 科 ): 

Wig Ephedra equisetina Bge. 

Jif EL phedra sinica Stapf 

CARRE}: - 
fi#] Lqussetum arvense L. 

tit H L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五 ) 西北 乾 星 地 坚 

主要 包括 新 疆 、. 甘 肃 河 西 甘 肃 的 部 分 地 区 , 以 灌木 和 草 类 植物 需 主 。 

1. ERASE E | 

sEH) Tamartx juniperina Bge. 

EAREM Tamarix palasit Desv. 

LM) Tamarix chinense Lour. 

水 六 Hololachne soongarica Ebrenb. 

YR Netiaria schobert Linn. 

Pere ( EBA) Halozylon ammonodendron 

itt Ephedra sinica Stapf. 

骆驼 刺 Alhagi camelarum Desv. 

$3 #8 Calligonum mongolicum 

SF Tulipa g-bnemena 

KBE SE Agriphyllum gubicum 

BREEIB Corispernum sp. 

Hk Ulmus pumila L. 

HAT ELlaeagnus umbellatum 

BDES Llaeagnus angustifolia L. 

Clematic glauca Willd var. angustifolia Ledel. 

Oxygraphis plantaginifolia Prantt. 

Rix Phragmites communis — 

AHEM Pappophorum boreale Griseb. 

Rize Achnatherum splendens Ohwi 

Mie Stipa sibirica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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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 草 Chloris virgata Swartz. 

=RE Triglochin maritiumum L. 

紫苑 导 Aster spp. 

GB Artemisia spp. 

Tanacetum trifidum L. 

HIKER Astragalus scaberimus Bge. 

Astragalus adsurgens Pall. 

HE Glycyrrhiza grandulifera W. et K. 

YR Tournefortea sibirica L. 

WIZE Iris sp. 

YEBA Saussurea glomerata Poiet. 

KR Rheum leucorhizum 

2, FARR LE, Li EARS Pe, SRD 

f22H82k Salsola kali (Salsola soda) 

Hil Kochia scoparia 

ligz Suaeda glauca Bge. 

Glaux maritima L. 

滥 获 属 Atriplex sp. 

获 属 Chenopodium sp. 

Chenolea divaricata Hook. F. 

84448 Salicornia fruticosa 

G2 Statice aurea L. 

3 Zygophyllum xanthorylum 

2uat Thermopsis, lanceolata R. Br. 

3. 在 党 河 一 带 的 走廊 林 除 楼 柳 外 , 普通 有 : 

ta (iB) Populus enphratica Oliv. 

® Populus pilosa 

# Populus pruinosa 

a Salix a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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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Salix chetlophila Schneid. 

ERIM) Myricaria pulcherima 

WAT Elaeagnus angustifolia 

4, 在 乾 晶 区 的 高 山地 带 , MKB, RSPR: (i) SITAR CR 

海 1)000 一 1, 500 米 )， 横 木 以 白杨 (Pommizus laurifolia Teaeb.) 需 主 , 傈 有 
RALPIAN PIES; (ii) BRA (BAEK 1,500—-3, 000 KAA), ERAS 

4% (Picea obovata Ledeb.) 纯 林 , +-3ES RSE LAR ERR KL, HEE 

1.3, PEt (Betula sp.). {EH#K(Sorbus sp.), FR FAM WUIABEERE, 兰 科 、 

ZR ARIES; (iii) SL CU ES, Be 2, 800—3, 500 米 ) 

fee REA A EL» 特殊 的 有 : 
¥% Erigeron pulchellus 

RFA Lagotis glauca 

黄龙 中 Gentiana algida 

SR3% Papaver nudicaulis 

FRR Pedicularis cheilanthifolia 

YEA Saussurea involucrata 

RHE Sazifraga hirsutus 

(iv) 8,700 ALLE kB TR 

(六 ) 3 WB 

FWUABWEE SHRP, oie PRET: 

1, 7£1,000 KOT, ABAD ATE 1H A, Fe 5 

AYA: | 
SLUG Ailanthus altissima Swingle 

Hi Ulmus pumila L. 

RR Catalpa bunget C. A. Meyer 

#3 Sophora japonica L. 

ia Paulownia tomentosa Steud. 

56% Populus tomentosa Carr. 

BF Diospyros iotu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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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ZIB Grewia parviflora Bge. 

木石 Vanieria tricuspidata (Carr.) Hu 

B2 Rhamnus utilis Dene. 

WBF Elacagnus umbellata Thanb. 

Rem Zizyphus jujuba var. sptnosus Hu 

RE Jasminum giraldi Diels. 

RF Lespedeza spp. 

县 钩子 Rubus sp. 

Riz Pistacia chinensis Bge. 

#@ Juniperus chinensis L. 

RR Cuercus variabilis Bl. 

Ba Juglans regia L. 

JAB Alangium chinense Rehi. 

AE Indigofera sp. 

Fe2+ Sophora viciufolia Hance 

GzAB Clematis sp. 

Eee Wikstroemia chamaedaphune Meisn. 

WH Populus simon Carr. 

2. #JH 1 000 一 1, 500 KFA, Mee RKE LUBA =A 

7, RANA: 

SAH Quercus aliena Bl. 

See Quercus ali_na var. acuteserrata Maxim. 

#343 Quercus serrata Thunb. var. brevipetiolata Nakai 

{RFE Castanea mollissima Blume 

HhG3*B Acer pictum var. parviflorum Schneid. 

青 杨 Populus tremula var. davidiana Schneid. 

ARR Ulmus macrocarpa Hance 

Kt Celtis koraiensis Nakai 

#24 Tilia paucicostata Maxim. 

AEB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var. rhynchophylla Hems!. — 

WAL BEM ELvodia hupehensis D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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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 Catalpa fargesi Bur. 

ALRBH- it Carpinus turczaninowti Hance 2 

FRBLERK Sorbus alnifolia K. Koch 

ikke Sorbus folgneri Rehder 

Fee Cladrastis sinensis Hemsl. 

神 革 泡 吹 Meliosma cuneifolia Fr. 

玉 皇 李 Prunus salicina Lindl. 

WAAL WEB Crataegus hupzhensis Sarg. 

SF] Cercis chinensis Bge. 

DURRAE Cornus kousa var. chinensis Osborn 

t+ Cornus macrophylla Wall 

KA Cornus walteri Wang 

iF REBAQ Cuercus baronii var. capiilata Liou 

wats Rhus verniciflua Stokes 

ERE Rhus potanini Maxim. 

茶 人 杀 Acer ginnala Maxim. 

县 柄 被 Acer longipes Fr. 

Re Acer grossert var. hersti Rehd. 

37% Syringa vilosa Vahl. 

马 衬 木 Maddenia hypoleuca Koehne 

BtR Amelanchier sinica (Schneid. ) Chun. 

te Kerria japonica DC. 

HURRY Cotonraster multiflora Bge. 

RA Rubus mesogaeus Focke 

BeBe Rubus phoenicolasius Maxim. 

2 Neillia sinensis Oliv. 

5p cme as Sptraeca Fritschina Schneid. 

¥i Fema Spiraea Rosthornii Pritz. 

白 棱 Symplocos paniculata Wall. 

KIB Buckleya Graebneriana Diels. 

PBF Elaeagnus umbellata Thu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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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Cephalotarus drupacea 8. et Z. 

RE Quercus dentata Thunb. 

HH Cotinus coggygria Scop. var. pubescens Engler 

eas Evonymus Giraldit Loes. var. ciliata Loes. 

FAB Evonymus Alata (Thunb. ) Regel 

#2 Lvonymus Porphyrea Lose 

格 氏 丁香 Syringa Giraldiana (Diels) Schneid. 

REM} Berchemia hypochrya Schneid. 

PRPRSESE Viburnum shensianum Maxim. 

AEB ~Deutzia parviflora Bege. 

‘BBR Deutzia hypoglauca Rehd. 

3. HIB 1,500—2,500 KAA, 需 棕 色 森 林 土 上 以 松 、 棒 : asad ai 

混交 林带 , 常见 的 有 : 
EHH Quercus liaotungensis Koidz. 

#2 Carpinus erosa Bl. 

JR## Betula albo-sinensis Burk. 

Hit Acer robustum Pax. 

FRR Acer Giraldii Pax. 

FRR Acer Maxtmowiczit Pax. 

青 杨 Populus tremula var. davidiana Schneid. 

4) 38% Populus cathayana Rehd. 

# Tilia lactevirens Rehd. et Wils. 

Heme Malus kansuensis var. calva Rehd. 

SR EEK Sorbus Koehneana Schneid. 

RE Corylus tibetica Batal. 

EAA HLuptelea franchetii Van. Tiegh. 

4%-F7k Cornus macrophylla Wall. 

Biz Staphylea holocarpa Hemasal. 

MH Salix caprec I. var. sinica Hao. 

FAZEM Salix spathulaefolia Seemen 

柏 氏 笠 胞 Rhododendron Purdomit Rehd. et W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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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 Pinus armandi Fr. 

KABHH Abies sutchuensis Rehd. et Wils. 

Ri RAE Philadelphus incanus Koehne 

AA Abelia zanderi Rehd. 

SBFEASHA Abelia Dielsti Rehd. 

享 氏 小 蔓 Berbzris Henryana Schneid. 

第 氏 小 敬 Berberis Dielsiana Fedde. 

柏 氏 小 蓝 Berberis Purdomi Schneid. 

m4 Pertya sinensis Oliver 

4, #91 2,500—3, 200 米 左右 , RAE MACE EDL BS 2 RUE AS 

#t7AR Betula aibo-sinensis Burk. var. septentrionalis Schneid. 

法 氏 疹 杉 Abies Fargesii Fr. 

2h Pe AERK Sorbus Kozhneana Schneid. 

2B Rhododendron przewalskii Maxim. 

Me Daphne giraldit Nitsche 

光 清 柄 村 Ribes glaciale Wall. 

ie WHZE7% Rosa omeiensis Rolfe 

SLBEHE Rhododendron yanthinum Bur. et Fr. 

SRAM H Abelia Dielsii Rehd. 

BEBE HEME Viburnum betulifolium Batal. 

ABE Hi Iz Berberis circumserrata Schneid. 

#2 Lonicera sp. 

5. #I7E 3, 200—3, 500 米 之 间 ， 需 生 草 灰 化 十 及 山地 草 旬 土 上 以 落 
Heth Fe ENTE i Hs SLA: 

VEXERS Larix potanini Batal. 

4a RALKG Rhododendron Purdomii Rehd. et Wils. 

金 腊梅 Potentilla fruiicosa L. var. dahurica Ser. 

allmeRas Spiraea alpina Pall. sp. 

ARAM Salix cupularis Rehder 

PRL Rhododendron fastigiatum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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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 Juniperus squamata Lambert. 

6. #9763, 500 KD. 1, BRU SW PALA, RB: 

ARAM Saltz cupularis Rehder se 

a LLfipn 48 Spiraea alpina Pall. 

FEFLELRR Rhododendron fastigiatum Fr. 

(七 ) BPE 

主要 包括 江苏 、 安 徽 的 大 部 分 ,和 湖北 .河南 的 部 分 地 区 。 

1. 在 低 山 和 丘陵 以 棕色 森林 土 需 主 的 节 区 , 现 以 南京 附近 和 河南 东 

南部 所 见 需 例 , 有 : 

(FAB): 
FARA Poa annua L. 

#8 Poa sphondylodes Trin. 

#225 Bromus japonica Thunb. 

知 几 草 Hragrostis ferruginla (Thunb.) Beauy. 

$85 Roegneria ciliaris Nevski 

£85E — Roegneria semicostata Kitagawa 

igeEES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FREE Chloris virgata Sw. 

332-48 Cynodon dactylon (lL. ) Pers. 

Y= Koelerta cristata Pers. 

B32% Avena sativa L. 

A>#REE Agrostis sozamensis Hayata 

HUE Sporobolus elongatus R. 

KABR Alopecurus japonicus Steud. 

iE Setaria viridis (L.) Beauv. 

对 十 草 Arundinella anomala Steud. 

42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 

获 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Maxim. ) Hack. 

H+ Imperata cylindrica (L. ) Beauv. 

本 198 © 



AM Spodiopogon cotulifer (Thunb. ) Hack, 

黄 背 草 Themeda triandra Forsk. 

Hi Bothriocholoa ischaemum (L. ) Keng 

虎尾 草 Chloris virgata Swartz 

(和 豆 科 ): 
4A Albizzia julibrissin Durazz. 

WAZ Albizzia kalkora (Roxb.) Prain. 

SLX Gleditsia sinensis Lam. 

past Sophora japonica L. 

#2 Sophora flavescens Ait. 

黄 檀 Dalbergia hupeana Hance 

#34 Robinia pseudoacacia L. 

WRF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Gita Lespedeza sericea Miq， 

ike Pueraria thunbergiana Benth. 

B# Medicago hispida Gaertn. 

A B48 Medicago minima Lam. 

Wye Desmodium podoc-arpum var. indicum Maxim. 

ABE Wz Desmodium microphyllum (Thunb. ) DO. 

Beye. Vicia tridentata Bunge 

ABE Victa hirsuta (1..) Moench. 

(ABBY) : 
马尾 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 

( 柏 科 ): 

filt Thuja orientalis L. 
圆 柏 Sunt perus chinensis 工 ， 

CR -B}) : 
48 Platycarya strobilacea S. & Z. (4ABER:) 

{REE Caasta ;ea mollissima Bl. 

35 Castanea seguinit Dode. 

i Quercus acutissima Carr. 



St Quercus dentata Thunb. 

He Quercus fabri Hance 

EB Quercus variabilis Bl. 

(FRE): 
HR Ulmus parvifolia Jacq. 

Hk Ulmus pumila L. 

APH Celtis sinensis Pers. 

Cees A phanonthe aspera (Be. ) Planch. 

青 檀 ~Pteroceltis tartatinowtt Maxim. 

SAT Zelkava schneideriana Hand-Mazz. 

〈 桑 科 ): 
2348 Morus alba L. 

#48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Vent. 

RG Cudrinia tricuspidata (Carr. ) Bur. 

(ERY): 
BE | HAR Lindera angustifolia Cheng 

Witte Lindera glauca Bl. 

(HEE): 
+: Fortunzaria sinensis R. & W. 

_ HAR Liquidamber formosana Hance 

(ALE) : 
it Photinia serrulata Lindl. 

BF %%i Rosa multiflora Thunb. 

#& Prunus persida (lL. ) Batsch. 

Wee Prunus davidiana (Carr.) Franch. 

#42 Potentilla discolvr Bunge 

委 陵 某 Potentilla chinensis Ser. 

Bilt Crataegus cuneata S. & Z. 

5i#& Atlanthus altissima (Mill. ) Swingle (78#8#+) 

(PREP): 
‘4% Melia azedarach L. 



HE Cedrela sinensis Juss. 

(ARF): 
Bis Sapium sebiferum Roxb. 

BBA Bischoffia trifoliata Hook. 

4202 Glochidion puberum (L.) Hutch. 

(AEH): 
BEX Rhus chinensis Mill. 

BA Pistacia chinensis Bge. 

(HEF RT): 
ix Evonymus alata (Lumb.) Sieb. 

RHR ZK Evonymus bungeana Maxim. 

(无 患 子 科 ): 
$i BF Sapindus mukorosti Gaertn. 

ti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Laxm, 

CAREY): 
=H Acer burgerianum Miq。 

3 Acer ginnala Max. 

FAK Acer mono Max. 

(RAR): 
#2 Rhamnus globosa Bee. 

对 Zizyphus jujuba Mill. 

CRE): 
2k Tilia henryi var. subglabra Vengl. 

BeBe Tilia mequeliana Maxim. 

Watatet Grewia parviflora Bge. 

(BAF FY): 
HAF Llacagnus pungens Thunb. 

AAE Elaeagnus multiflora Thunb. 

4-9} Hlaeagnus umbellata Thunb. 

(四 有 照 花 科 ): 
毛 栋 Cornus waltert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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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柿 顶 科 ): 
tii Diospyroy kaki L. F. 
BRE Diospyrus lotus L. 

(AEB): 
KA Ligustrum lucidum Ait. 

Cie FY} ): 
Reet Vitex negundo L. 

Ft] Vitex cannabifolia 8S. & Z. 

(BEB): 

水 冬瓜 Adina racemosa Mia. 

7A Serissa foetida Cenun. 

(梧桐 科 ): 
梧桐 Firmiana simplex W. F. Wright 

CERF): 

sR Clemetis paniculata Thunb. 

BF te 4E Clemetis chrysocoma Fr. 

JERSE Thalictrum aquilegifolium L. 

BRE Thalictrum simplex L. 

(AFH): 
黄花 欧 Artemisia annua L. 

Hw® Artemisia japonica Thunb. 

RNFE BE Asteromoea intergrifolia Loesn. 

EA Izeris denticulata Stebbins. 

Vi fa, Iaeris gramina (Fisch.) Nakai 

BI Re Ixeris Japonica Nakai 

4VEF IR Saussurea af fints Spreng. 

402 REA Tagets patula L. 

此 外 , 在 较 低 的 地 区 常 有 : 

(杨柳 科 ): 
REFERS Populus adenophora Max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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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t Populus simonit Carr. 

Hi Salix babylonica L. 

KEM Salix grandulosa Seem. 

345% Populus tomentosa Carr. 

(胡桃 科 ): 
水 导 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DC. 3 

2. 在 沿海 的 虹 土 和 其 他 神 策 十 区, 现 以 徐 北 乱 例 , 有 : 

(1) FER LASHED: 

抽 锰 某 Salicornia herbaca L. 

was; Salsola sp. 

Ba Kochia scoporia Schrad. 

#5 Suaeda salso Pall. 

t+ Suaeda glauca Bge. 

$i FASE LH Sporobolus virginicus Kunth. 

Hise Lremochloa ophiuroides (Munro...) Hack. 

R= Phragmites karka Trin. 

$i Imperata cylindrica L. 

Sipe Statice bicolor Bge. 

BPSEZAE Spergularica salina L. 

此 外 在 工友 地 区 和 附近 堤岸 上 , 还 可 看 到 : 

天 的 级 蔷 Cynanchum chinense R. Br. 

AiR Sonchus oleraceus L. 

YS Zoysia japonica Steud. 

JR4BEX Cynodon dactylon Pers. 

RPEGRZA Bromus japonicus Thunb. 

BPE RAZ Agropyron semicostatum Nees 

6+ & Eragrostis piiosa Beauv. 

钢 草 Carex scabrifolia Stadel. 

BFE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rea Tortlis anthriscus Gmel. 

BUA Lepidium ruderal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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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前 刀 Spiranthes sinensis Ames. 

&HH Gnaphalium sp. 

#24) Tamarix chinensis Lour. 

7% Melia azedarach L. 

RR Sapium sebiferum Roxb. 

i##% Robinia pseudoacacia L. 

2. 在 冲积 土 所 见 到 的 除 上 面 的 一 小 部 分 外 , 还 有 : 

#433 Pterocarya stenoptera DC. 

ps8 Dtospyros kaki L. 

局 担 查 子 Grewta parviflora Bge. 

#438 Sophora japonica L. 

黄连 木 Pistacia chinensis Bee. 

EBX Gleditsia sinensis Lam. 

WyREZE Polygonum Aviculare L. . Z 

Bigt Calystegia hederacea Wall. 

菠 休 茶 Inthospermum arvens L. : 

Bit H222 Silene conrvidea L. 

黄花 草 Medicago denticulata Willd. 

FRR Glycyrrhiza glandulifera Waed.et Kit. 

HIZB Carduus crispus L. 

路 蔬 Humulus japonicus 8. et Z. 

AK Rumex japonicus Meisn. 

2% Tribulus terrestris L. 

fs Siegesheckia pubescens Mak. 

GZ Sophora flavescens Ait. 

Fe Verbena officinalis L. 

(\) 华南 地 区 

包括 的 地 区 很 广 , 浙江 最 南部 、 江西 和 湖南 南部 .福建 . 台 济 .广东 和 
海南 的 全 部, 以 及 广西 的 一 部 分 。 是 以 红壤 需 主 的 区 域 ,只 有 在 山地 有 灰 
PEGE 或 潮湿 而 水 分 多 的 地 方 坑 黄 壤 。 植 物种 基 繁 多 ,材料 分 散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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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 ROT RBS eT. 

1, FERRE. BNF LAER EVE, 有 : 

FEES Ficus retusa L 

KEKE Ficus lacor Buch 

HAR Hibiscus tiliacens L. 

CR Termenalia catappa L. 

RAS Jatropha curcas L. 

BEA Delonix regia (Boj. ) Raf. 

MMAR Albizzia lobbeck (L.) Willd. 

Beha Pa~danus forceps Mart. 

WSR Agave americana 

REE Calotropis gigantea (L.) Dry. 

KRE(ABRK) Pongamia pinnata (L.) Merr. 

Eee. Tamarindus indica L. 

邦子 Cocos nucifera L. 

APR Casuarina eq: isetifolia Forster 

SHA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RAB Symplocos spp. 

Sl RSE Wrightia pubescens R. Br. 

BEF Redermache sinica (Hance) Hemsl. 

iu B44 Sapium discolor (Champ.) Muell. et Arg. 

S#% Melia azedarach L. 

#87, Aralia chinensis L. 

Hid Mallotus apelta (Lour.) Muell. 

梓 本 Xylosma congestum (Lour.) Merr. 

26% Averrhoa carambola L. 

$4 Litcht chinensis Sonn. 

AIA Carica papaya L. 

H# Ca arium album Ronod. 

Rik Canarium pimela Koenig. 

FL425 Adenanthera pavonina L. 

e 205 - 



=e Evodia lepta (Spreng.) Merr. 

EE wR Rhodomyrtus tomentosum (Ait.) Hassk. 

I-A Psidium guajava L. 

三 区 橡 腹 Hevea brasiliensis (Hisk.) Muell. et Arg. 

臭 牡丹 Clerodendron paniculatum L. 

BFS - Rhus succedanza L. 

2£ 4344 Strophanthus divaricatus (Lour.) Hook.et Arn. 

Gwin Re Acacia confusa Men. 

AF Liquidamber formasana Hance 

Ate Bombax ceiba L. 

REBR Areca catechu L. 

Bat Baeckia frutescens L. 

wera Phyllanthus hatnensis Merr. 

#252 Mangifera nidica L. 

EPatF}+ Melostoma candidum D. Don 

墅 牡丹 Melostoma sp. 

MRERB Sterculia lanceafolia 

JLeK Psychotria rubra Poir. 

Fs | Symplocos confusa Brand. 

EA Cratoxylum polyanthum 

E22 Syzygium bullockii 

Wire Alyzia sinensis Champ. 

鸭 鹭 子 Brucea javanica Merr. - 

猪 尿 豆 Crotalaria Juncea. 

车 又 子 Dodonaea viscosa L. 

#8: HLuphoria longana Lam. 

Am Aleurites moluccana (L. ). Willd. 

ve ¥E (AL) Ananas comosus (L.) Merr. 

ve Artocarpus integra Merr. 

咖啡 Coffea cerabica L. 

WHF Aglaia tetrap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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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攻 秒 本 科 草 类 , 种 类 很 多 , 下 面 浴 出 一 些 比较 重要 的 种 类 : 
HS Imperata cylindrica ( 工 . ) Beauv. 

狐 牙 要 Cynodon dactylon ( 工 . ) Pers. 

ELE Sporobolus elongatus R. Br. - 

虎尾 草 的 一 种 Chloris barbata Swartz. 

JARS Heteropogon contortus ( 工 . ) Beauv. 

HES Themeda triandra Forsk. 

KARE HE Themeda gigantea (Cav.) Hack. 

5B Ischaemum ciliaris Retz. fide Hitche. 

9B % Ischaemum aristatum L. fide Hitche. 

BS 2 — Cymbopogon: flexusus (Nees) Stapf 

At Arundinella nepalensits Trin. 

28 Alloteropsis semialata (R. Br.) Hitche. 

Ste Aristida chinensis Munro. 

eae Hremochloa ciliaris (L.) Merr. 

假 枪 草 Eremochloa ophiuoroides (Munro.) Hack. 

ja Lragrostis pilosa (L.) Beauv. 

‘eget Hragrostis unioloides (Retz.) Nees 

知 必 草 的 一 种 Hragrostis elongata ( Willd.) Jacq. 

知 届 草 的 一 种 Hragrostis charris (Schult.) Hitche. 

马上 Digitaria sangutnalis (L.) Scop. 

#€F EF Digitaria chinensis Hovnem. 

SIXERS Digitaria longiflora (Retz. ) Pers. 

证 花草 L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k. ) Stapf 

FESS Hy— EB Saccharum arundinaceum Retz. var. trichophyllum 

(Hand-Mazz.) Keng 

pete Hleusine indica (L.) Gaertn. 

IKE Apluda mutica L. 

#253 Paspalum scrobiculatum L. 

狗 尾 章 揭 一 种 Setaria geniculater (Lam.) Beauv. 

独 尾 章 的 一 种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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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BE Eriachne pallescens R. Br. 

#%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var. (Roxb. )Wight 

DELIV TE bit ye Hb SEAL a A LB 
KF Kandelia candle (L.) Druce 

BH Acanthus tlicifolius L. 

ESE Statice sinensis Girald 

SH Myoporum bontioides Gray 

RR Aegiceras corniculatum (L.) Blanco 

五 型 路 Brugutera conjugata Merr. 

#83228 Avicennia marina (Forsk.) Vierh. 

jnie Rhizophora mucronata Lam. 

#ERS Sy¥eta Scaevola hainanensis Hance 

RR: Ipomoea pes-caprae (L.) Roth. 

{Rx #1 Clerodendron inerme Gaerth. 

2, 在 上 壕 地 区 中 , 在 山地 黄 于 .山地 红 坟 区 , DP, 主要 有 : 
Reiy# Dacrydium pierrei Hickel. 

HER9 Hebe Pinus mastersiana Hay. 

芬 氏 松 Pinus Fenzeliana Hand-Mazz. 

马尾 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 — 

YER Pinus ikedae Yam. : 

SIS= BK Podocar pus brevifolius (Stapf) Forw. 

ZEVYRKS Podocarpus nertifolius D. Don 

Ree R Podocar pus javanica (Burm. F.) Merr. 

e3RRE Pinus kwantungensis Chun. 

ZEFRRA Pinus Merkustt Jungh. et Devries 

ita Libocedrus macrolepis Benth. 

Z3°}-3438 Castanopsis fissa Rehd. et Wils. 

iH Quercus acutissima Carr. 

iH Engelhardtia chrysolepis Hance 

+4 Carpinus lanceolata Hand-Mazz. 

HEAeS Gironniera subaequalis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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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e Murica rubra 8S. & Z. 

ATE) Celtis mtegrima Merr. 

KA Crataeva magua (Lour.) DC. 

bet Capparis hainanensts Oliv. 

少 花 海 桐 Pittosporum Hook. 

by JA Altingia chinensis (Champ.) Benth.et Hook. 

Ay FLFRE Cedrela macrocarpa A. DC. 

Ye FRE Dysoxylum hainanse Merr. 

AwB Photinia spp. 

KRGOF HB Rubus spp. 

Ye Calophyllum inophyllum L. 

3. FEEDHEDU TA ARERR, QO PS TC. RH, 

其 中 差 园 也 很 大 。 除 上 述 若 干 种 植物 也 能 生长 藉 此 区 之 外 ,下 面 只 暴 闪 

种 代表 性 的 年 类, WS DIRE Pl: 

(1) 在 广大 的 灰 化 和 红 坊 和 三 壤 上 ,有 : 

Ge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Schott 

ABE Castanopsis tibetana Hance 

ARR Castanopsis fissa R. & W. 

Hike Castanopsis caudata French 

Powamim Castanopsis fordi Hance 

fae Castanopsis Hyrei. 

Fa WIRE Quercus glauca Thunb. 

HEE Cuercus fabri Hance 

By J #8 Altingia chinensis Oliv. 

Arty Schima congertiflora Merr. 

#t2% Hlaeocar pus syluestris 

木 榨 Ficus wightiana Wall. 

427A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Hance 

ERIE Cryptomeria japonica var. sinensis 8S. & Z. 

"5% Podocar pus nagi Zoll. & Mo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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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豆 杉 Taxus chinenses Rehd. 

=RK Cephalotaxus fortumei Hook. 

SERA Castanea henryt R. & W. 

SAM Lithocar pus brevicaudata Rehd. 

石 机 的 一 种 Lithocar pus uvariifolia 

AK Lithocar pus glabra Rehd. 

ESA Cryptocarya Chingii 

黄 杭 Machilus grilsii Hance 

tite Machilus bourne: Hemsl. 

BS Lindera strychnifolia Vill. 

= arte Lindera megaphylla Hemsl. 

seh Lindera communis Hemsl. 

FFL Rhododendron Henryi 

FARE Rhododendron chempicnae 

BR ili%r Rhododendron simsi Planch. 

MARAE Vaccinium mandarinorum 

$2352 Smilax china L. 

FSR Pinus massoniana Lamb. 

杨梅 Myrica rubra S. et W. 

=f WRF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37> Rhus chinensis 

134 Symplocos candata Wall. 

油茶 Thea oleifera R. & W. 

she Sanguisorba of ficinalis C. A. Meyer 

Eee Pueraria thunbergiana Benth. 

AZ Liquidamber formosana Hance 

樟 Cinnamomum conphora Nees & Ebern. 

Ap FF Ilex pubescens Hook. et Arn. 

拍 拉 木 Blastus cochin-sinensis Lour. 

Hit Phoebe cheurantha Gamble 

(2) DU Fags bit sh Bers Re EC ER ras ALAS B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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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芒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 

Bye Arundinella anomala Steud. 

Be ait Arundinella setosa 

== Cymbopogon tortilis 

EA Themeda triandra Fovsk. 

2% ER Themeda villosa 

KF Apluda mutica L. 

M4EZ Capillipedium parviflorum 

495% Schizachyrium brevifolium 

ERS Schizachyrium sanguineum (Retz. ) Alston 

i+ Calamagrostis arundinacea 

2S RSPR Lriachne pallescens R. Br. 

EUR Polypogon littoralis Smith 

(3) DUP AES ERS AOE REE (BE AC CES ) 上 党 见 而 

有 指示 意义 的 植物 ,站 上 且 若 干 种 在 西南 地 区 (四 川 、 贵州 等 地 ) 也 是 党 

见 的 。 
4 Dicranopteris linearis (Burm. ) Underw. 

Be Pteridium aquilinum 

Mii Hicriopteris glauca (Thunb.) Ching 

RE Htcriopteris laevissima (Christ.) Ching 

32 Hicriopteris chinensis (Ros. ) Ching 

Ak Lycopodium clavatum L. 

fakes Lycopodium cernuum L. 

AF Lycopodium cassurinoides Spring 

I Woodwardia japonica Sm. 

HEE Adiantum flabellutatum L. 

BURGE Pteris semipinnata L. 

Fi BER: Blechnum Crientale L. 

(A) 西南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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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和 范 围 很 广 , 如 四 川 盆 好 .图 贵 高 原 全 部 和 康 藏 高 原 的 一 部 分 。 此 

区 植物 复杂 而 种 类 繁多 , 以 下 俊 以 四 川 伦 地 及 其 周围 山地 篇 例 : 

1, 在 盆 好 冲积 土 区 中 有 : 

x24 Bambusa beechyana 

#278 Alnus craemastogym2 Burk. 

Hag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kA Ligustrum lucidum Ait. 

#EA Xylosma congestum Merr. 

3 Morus alba L. 

ti 548 Ficus lacor Hamilt T. 

E48) Trachycar pus fortunet Mak. 

Wz Phragmite communis (L.) Trin. 

B Polygonum sp. 

=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 

= Miscanthus latifolius 

39 Be Setaria viridis (L.) Beauv. 

fil Circium sp. 

% Artemisia sp. 

2. ZEKUR DBE A: 

FR EX Pinus massoniana Lamb. 

42 Cuninghamia lanceolata Hook. 

RH Cuercus acutissima Carr. 

芒 萌 骨 Dicranopteris linearis (Burm.) Underw. 

BR Pteridium aquilinum ; 

i=4ea Nephorolepis cordifolia 

522K Phymatodes hastata 

4254 Paspalum oebiculare 

EREEFZ Heteropogon contornus (L.) Beauv. 

7=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 

AH Spodiopogon sibiricus Trin. 

3. PERG AREALEPAR: 

2212 。 



#4 Cupressus funebris Endl. 

#244 Trachycarpus fortunet Mak. 

#54 Bambusa beechyana 

tits Pterocarya stenoptera DC. 

fa M48 Ficus lacor Hamilt 

FAxERH Gleditsia sinensis Lam. 

A Ficrasma quassioides 

BH Sapium sebiferum Roxb. 

ytd Aleurites fordii Hemsl. 

3s Morus alba L. 

i Citrus deliciosa Tenore 

#t Citrus nobilis Lour. 

# Citrus sinensis Osbeck 

#8 Zizyphus jujuba Mill. 

Gites Paliurus ramosissimus Poir. 

咎 奶奶 Viburnum shansiensis Maxim. 

> 3.387% Rosa microcarpa Roxb. 

iy Osmanthus fortunet Carr. 

HS Imperata cylindrica (L. ) Beauv. 

wa Setaria viridis (L.) Beauv. 

Sei¥2—) Dancus carota 

EL Artemisia annua L. 

SaG+R Bidens bipinnata L. 

WIZE NZ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ap. 

花草 Arthrazon hispidus 

¥95F#%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 
sg -g=8 Pennisetum pur purascens 

 Themeda triandra Forsk. 

' BB Sporobolus elongata R. Br. 

4 在 酸性 紫色 土 区 中 , 除 马 尾 松 、 杉 、 芒 其 骨 等 外 , 还 有 : 
RR Quercus varialilis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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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uercus serrata Thunb. 

Pais Quercus acutissima- Carr. 

5. 在 棕色 森林 土 、. 黑 色 石灰 土 区 中 , PR APRA ER BS TA 

Mati. APH I RSE SL, Fs SL: 
WH Rhus verniciflua Stokes 

& Lithocarpus spicata R. & W. 

HAE HR Acer pictum var. paroiglarum schreider 

ABR Acer oblongum Wall. 

Ht# Betula albo-sinensis Burk. 

#4 Cupressus funebris Endl. 

6. 在 山地 黄 壤 及 和 红壤 区 中 有 : 

¥%# Rhus verniciflua Stokes 

hy Machilus beacteata Lec. 

BRR Cinnamomum Wilsonit Gamble 

Me Wess Castanopsis platyacantha R. & W. 

44 [ithocar pus cleistocarpa R. & W. 

¥NSEFFAL Quercus glauca Thunb. var. gracilis R. & W. 

IKFFAL Fagus longipetiolata Seem. & Diels. 

RHR Betula wminifera Winkl. 

Fi Betula insignis Franch. 

weemERE Hydrangea strigosa Rehd. 

RRO Rubus satchuensis Bur. & Fr. 

H&B) Rhododendron discolor 

"i Arundinaria nitida 

7. 在 山地 棕色 森林 土 及 山地 黄玉 区 中 有 ; 
@ixe Tsuga chinensis Pritz. 

Ps Bit2 Tsuga yunanensis Master 

%* Abies delavayi var. fabert Cheng 

a7 HAE Picea brachytyle var. ascendens Cheng 

HE RBAG Picea brachytyla var. complanata Cneng 

ete Larix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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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S Rhododendron sp. 

8, 在 山地 黑土 及 栗 伤 土 上 有 : 
AAS Stipa sp. 

SfeZE a Avena sp. 

猎 草 Festuca sp. 

HE Carex sp. 

# Populus sp. 

4) Salix sp. 

AVE Myricaria sp. 

9. 在 山地 草 旬 土 区 中 有 : 

草草 Carex sp. 

pez Primula sp. 

望 江南 Senecio sp. 

HEF iE Potentilla holotensa 

Hee Delphinium glaciala 

EG Gentiana sp. : 

FH Saxifraga cernus 

2235 Corydalis sp. 

#4 Pedicularis sp. 

KB: Lritillaria Roylei. 

wk 8 Be Meconopsis purca 

wk B Bite Meconopsis henrict 

WKB Sie Meconopsis racemosa 

vk EB te Meconopsis integrif olia 

Hb Salix arctica 

YS) Hippophae rhamnoides 

apSERLER Rhododendron microfolia 

此 外 , FESS ra. Vit EE EIN Ae DEB LL TE AE RE PBS 

棕色 森林 士 上 , SPER BUA, 而 大 部 分 标 色 和 森林 土 或 部 分 灰 化 红壤 上 ， 

RS RETA CK, BR SEA SF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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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还 有 : 

(1) 针 药 要 
云南 松 Pinus yunnanensis Franch. 

HE |)# Pinus armandit Franch. 

27H: Keteleetia evelhniana Mast, 

KEK Abies delavayi Franch. 

长 区 冷杉 Abies georgeo Orr. 

乌 皮 冷杉 Abies sqnamata Mast. 

#242 Picea asperata Mast. 

FRx Picea likiangensis Pritz. 

Pa REHAZ Picea balfouriana R. & W. 

ZEfRAS Picea brachytyla Pritz. 

#142 Larix potaninit Batal. 

FLEA Taxus chinensis Rehd. 

(2) 关 莫 树 
元 江 榜 风 Castanopsis concolor R. & W, 

ELWARERH Castanopsis delavayi Franch. 

#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Schott 

e7AKB Castanopsis fargesit Franch. 

MRM Cuercus schottkyana 

it#@ Quercus franchetit 

iid Quercus oxyoden Mig. 

#3} Alnus cremastogyne Burk. 

箭 杏 其 Lithocar pus viridis R. & W. 

£5 Hi Car pinus turczaninowi Hance 

titi Machtlus bournet Hernal. 

HEH Phoebe nanmu Gamble 

FFA Acer davadi F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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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GA AAP SPE Zs HIRE 

PYG BE HA BESS Se SEE MLL SR, 
仅 就 分 析 手 著 一 点 来 褒 , 过 不 能 不 只有 篇 较 坑 费时 费力 。 各 种 营养 元 素 在 

”植物 生理 上 各 具 其 一 定 的 作用 ,植物 常 因 某 一 元 素 的 缺乏 , 序 植 物 的 生活 
环境 失去 平衡 的 时 候 , 其 生理 上 显示 一 定 的 病 象 。 因此 熟悉 植物 的 病 象 
和 原因 ,利用 它 反 过 来 推测 土壤 中 养分 的 情况 , 是 有 助 认 野外 工作 的 。 

植物 因 营 养分 缺乏 而 显示 的 病 象 , WS SEB Hee 
化 , 及 随 之 而 起 的 业 片 上 死 组 织 的 生成 。 SREP BE ETC BSE 
i KLARDAREE, HSULERRERE, OLR EE 
葛 , 以 供 新 药 之 生长 。 5.09. EE TRAE, HORA 
Re. 
MRR AS RCA S 5 HAV, EBA RMT, 

如 租 菌 、 芙 菌 . 过 滤 性 病毒 等 ; 序 使 病 象 实 章 因 於 营养 元 素 的 缺乏 , 又 因 各 
种 营养 元 素 在 植物 生理 上 的 作用 傈 彼此 相 辅 而 成 , 有 了 时 缺 甲 种 元 素 的 病 
REMCHARS, WME ee. 所 以 下 面 
所 列举 的 各 种 主要 作物 缺乏 营养 元 素 时 所 呈现 的 病 象 ,只 供 一 般 的 央 考 。 

我 们 对 迁 一 方面 的 工作 从 前 作 的 极 少 ,下 列 材 料 都 傈 摘 引 国外 他 人 
的 工作 , 於 此 附带 襄 明 。 

1. 氮 素 缺乏 时 引起 的 病 象 
氮 是 植物 站 胞 蛋白 丑 的 主要 粗 成 物质 ,大 部 分 作 需 有 机 物质 组 成 的 

ERS TEER, 经 过 微生物 的 分 解 作用 沟 成 有 效 熟 ,而 需 植 物 利 
用 。 因此 在 长 期 糙 稻 有 机 里 很 少 的 土壤 中 ,特别 是 在 冷 温 季 和 节 当 向 生 
有 物 的 活动 受到 限制 的 时 候 , 以 及 强酸 性 土壤 地 区 豆 科 植物 和 微生物 的 生 

长 活动 受到 上 吕 格 限制 的 地 方 ,都 可 发 现 植物 因 缺 所 而 呈现 的 病 稼 。 就 是 
ABA SEALE, 因 其 他 人 条件 不 良 , 微 生物 活动 受 限 制 ,也 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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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TER 

缺 氮 病 篆 , ERE he He RBC, TERR SAR, 植株 最 下 部 的 全， 

子 初 变 坊 淡 炮 色 , MNT GRRE TE. TERRA TR 

下 , 整 株 植物 也 死去 。 
(1) 小 麦 :和 初期 整 株 植 物 呈 淡 烁 色 , HENS PTE a as BGS, BE 

fej, 黄色 和 就 央 都 是 先 从 莫 尖 部 分 开始 ( 据 此 可 生 缺 伺 病 每 区 别 )。 

(2) FATE: ARERR as, HIER), (HE en ES BIE ae ERK 

小 ; HE Ar BR 8, EE SZ, FE ADT BE 

(3) 玉米 : BARRA USE, SIERE RAP te SH, RA 

UKE EEA, BEIT FU BP BSR TCS eS (RLY SR PR 

FATES, PREPS, BE SADR ROR), MMH 

TE A DEC SR ALi, RAE eSB, SRH=VETAW 

显著 病 象 时 ， HPHEF ES Mea, TCH. 

(4) AE: ARS, 分 枝 减 少 , Rie |, ARR A ARB 

RSE b, (Hie eR ACA a ORES RE (4, BA EE 

Fh —Be, HENNE Ba at le 2 BUR {BABAR HE FE [P] 

枝 蔡 的 尖端 方向 扩展 。 

(5) 马 欠 昔 :生长 减 终 , MPR ORR eK; MANURE IBD 

BIBS REA 

(6) Feet: AEP BCE i » HELPER ES LR, FEN ta BK HR EB 

至 橙黄 色 , Se PRR AG BPE FE A > JE 4% RR HH 

氮 后 黄 时 也 您 深 ; BEF EMR BURA, RES DIRRER 

缺 氮 的 程度 ; 未 释 色 的 莫 子 比 正 常人 革 子 妈 立 较 直 (同上 与 蔡 成 的 角 庆 小 )。 

(7) GER: ”植株 爸 坊 痰 炉 色 , HEME RE ES ae A, 整个 病 莫 呈 黄 

色 , PRB ( REY DIK Ga SAR HD HK SS RH IR TSI HELL 9 es 

EA), MRS TRIE TS ke, oan Se Be. 

2. 磷 素 缺乏 时 引起 的 病 象 

磷 是 租用 分 裂 的 必需 物质 ,也 是 形成 种 籽 的 必需 物质 。 Se RA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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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可 促进 植物 成 熟 , 提高 产品 品质 ,增强 植物 对 不 利 环境 及 病 吕 害 的 医护 
力 。 磷 在 土壤 中 以 有 楼 驴 和 矮 机 能 二 种 形式 存在 , 有 机 访 磷 经 微生物 分 
解 而 需 植 物 所 利用 ; 无 机 态 磷 则 需 与 全 .位 、 铁 、 旬 等 元 素 组 成 的 化 合 物 ， 
或 划 被 吸附 从 土壤 爵 体 上 。 强 酸性 (pH 5.5 以 下 ) 土 壤 或 瞪 性 (pH 8.0 以 

_ 于) 土壤 和 有 楼 质 少 的 土壤 , 有 效 磷 都 很 低 。 贵州 高 原 黄 壤 地 区 ， 长 江 以 
PS ELLA AR PEE ACHE ABT, (ie SE: ES 

(1) 5: ERATURE. 药 呈 蜡 炮 带 紫色 ; 老 革 枯 
死 ; 茧 枯 时 先 从 鞠 尖 部 分 开始 而 至 基部 。 发 芽 不 旺 。 

(2) 棉花 : ” 病 象 不 显著 , UE -BIRES, HER), RE. 
(3) 玉米 :” 蕊 小 植株 :植株 组 长 , 色 呈 喇 炮 ; 著 子 内 因 了 酷 类 的 反常 重 

HE, BACK (anthocyanin) MARRS, HEF RAARE. KAR eR 
BUD HEE, PRR EES EASE, GREE SD ER RE HSE 
fh (FELCH). CURE: ALACRA, AE 
外 , MES , 但 至 种 子 成 熟 其, HH RATA HIE TEE OR Hh 
FAS LS RAE, RET A 

(4) AG: ”开花 以 后 鞠 上 呈 棕 色 班 点 。 
(5) Gee: SEH MERRIER Br, WE 5 HR) 
时 组 长 ; 生长 净 慢 , ADEE. EMER fen, AAT 
iets. | 

(6) $e: ERO ARE, AES, AA ERY) Ti IL, 
Mk, DES BEAM, BEAK, BNE 4, 
DETERS SUG eR NEEL (, 
(7) REA: ALREREE, TE) BURR ES,, TE ALE, BREE 

Sh, GIES BAIL, AH WILE, TEs eR RR BL 
RE (8, HME VES, 

3. SUSAR Zw s LAIR 
SEK -ATH LAW EAS, GH, CASES TEA Hh 

iLL A 
SPOR AN RE TEE GS BE , SPIE FFU GBS LE IB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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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上 ,是 以 土 副 溶液 中 钱 量 不 高 。 华东 西北 .华北 .东北 .四 川 等 地 及 中 
南 一 部 分 红壤 地 区 , 或 因 淋 溶 轻微 ,或 因 土 壤 质 地 粘 重 , 一 般 基 不 显 缺 印 
现象 。 疏 西南 区 的 黄 壤 耕地 .华南 山地 发育 自 酸 性 砂岩 .页 迪 的 红壤 及 侣 
MBAS, 一 般 含 钙 量 低 少 , 烧 焦 现象 是 缺 钙 的 显明 标记 。 

(1) 小 麦 : ”植株 全 部 药片 呈 艺 茸 色 , 老 革 鞠 尖 及 鞠 灼 部 分 释 需 黄 
«(RRR RBI, 此 时 整 片 革 子 也 死去 , BAR, CRE 

短 而 软弱 。 

(2) HATE: ” 老 革 最 初出 现 黄白 色 班 点 , BLSRRRE EE, 
BERK, BEBE TLE PR, FL DABS EF, FER EUR ER 
«SR, ERE AM EE, RRSES RAR, REI 
落 , MALE BEATS, HSE SEAL 

(3) SEK: RE PEMEDR PHASER, BEA EEE BE BEB 
PENPALS BEIABESRBRTSKE. 当 老 革 呈 极端 病 象 
时 ,新 莫 仍 完全 正常 无 导 。 

缺 鲜 病 象 除 革 上 焦 姓 可 与 缺 氮 者 相 区 别 外 ,植株 外 形 二 者 亦 角 机 。 
RSLS, ROA BE), 因此 , 革 子 相 针 的 显得 很 长 。 

由 及 缺 钙 后 大 量 铁 元 素 聚 积 故 荃 节 上 ,阻止 了 差分 的 运输 , 所 以 植株 
软弱 ,多 呈 倒 状 现 每 。 

(4) AG: ALR RUBIA REEL ER, HEL 
FS V9 FBR C8) HEA TERE BRIS AGI SE, A EE RE 
Been Sy A BEES BERS, ILE ERLE DE EDIE, (EET Bk. 

* HES RRG REBERE. AABLHERRERARBS 

BIE, ARC HIRE ARE FRE. MPRA RS RE HT RC 

枯 ，, TD HE V9 BE Fa KGB 

(6) i: ARGU PRRT CAR, AN LADNER, 

SRE FER TIE HABER, BERT LBS Hee TORRE HR 

BCS BS tS,» PAT BEE ALK Se i BES RE BoD eR BSR, FE 

MLR EWEHE TERETE WL, FEDER POI CALRLAS HH De Bi, HE BN fel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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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 此 现象 尤 以 斑点 及 死 组 织 形 成 合 更 震 显 车。 
(7) ARRESH: © MEME AMMA aye BS A A ES, REMI TL BS RR 

fy BET Beth BERRA FE, BE ATE. HEME, [ERB TS he 

{&,, BERS RAPE DER FNRI 

4. SSG ES AIR 

SEVERE ESE HL YE, HRS BE AE SAE, 且 磷 素 
CAS SE SEE, ASAE, HOVE ARR, 

(1) 小 麦 : RAR AIT, PERUSE 8 DE, eR TT 

(2) #BTE: NE BOREL, (HEIR DORR ES, DEAR ARIE 

(3) 2K: BREE RR, GORGES AER EK TH, DR 
(ESCA I VSR, 甚或 白色 。 PROUT ESL 

PVC, RARITIES HH 
(4) AB: SESE IRR RUE, RR 1, TE IRIS 

TK. 
(5) GaSe: Gur REE ER HOM CR, RR 

Bert BED Be BEE I] CH HEME, BEV RES ERLE AB, FEMI RR ATI 
从 华 尖 部 分 开始 。 HERE FABRE WG, TRILL A) ED EF DI BEBR 
RRA, RABEL, KREMER, FRET 
fG8, FEUER AE HH ATG, PBR, 现 出 棕色 , BBE. TR 
DEAE TRE, 逐渐 及 人 认 上 部 华 片 。 

(6) Hee: Hic FERRET -AOTES: TR SED AN OR 
VRS BTA 8 (TIGA SU FS), BEM RAGE SPN 05 PR ARK 0 

IE A ARE A 6, 15 RRL EE ARO, 
PSR PERE Bath, BRS LEB 

(7) ata: SERENE, WARM, TEI PE, 
5. GEPIRT ES EWI 
THIER POLAT SULA. Wee 

Fe PEALE Hh IS SUL RSIE SOENY Mnoy, PULL aa PEASE TT REFS RAE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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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 麦 : “新 人 在 距 灶 尖 一 小 段 距 宛 处 开始 释 黄 ,黄色 呈 休 状 , 与 
SEU, BEAR PARES, GS RCE IB, 因而 看 起 来 好 像 夺 
LBS uM, BPR, 

(2) HATE: HEME MR I A ACB BURA ES, AE Ree 
(3) AD: PEPER ep, SHE Bye, 

(4) Bee: IRIE IER, EUR 
RECS EC, REMRIU D BRE CS FER LEE BRA, ER BET 
因而 使 革 残 破 不 全 。 7) FLA RANE ER, TRL HY BER RSS 
区 别 ; 

(5) #ee: ASRS. : 
(6) SIRE: PARRA GT, BAG, ERS 

ea, AIL, HR beh. 



Meet fissile" 

DU NG A) 78S ed A RF TP St 
TUE, LUE ZE 250 方 公 里 以 内 者 用 之 。 

1. PEE RES 
(1) 量 距 器 械 
ER: ， 挫 尺 普通 有 两 种 : BGR, 一 坊 网 挫 尺 ,长 度 一 般 坑 30 一 

.50 米 。 皮 挫 尺 伸 糙 性 较 大 ; 网 挫 尺 价 贵 且 易 蕉 折断 ,折断 后 亦 不 易 修 接 ， 
SCE TEA ORE, OR), Se 
#5 FBR OK ER SORBET FEEDS AR AE, 两 端 各 

Be — FOF DUE Has JR BEARS EP hl PS GAY FERS» SEAR BR 
ena, | 

桂香 :， 标 得 亦 称 花 得, 木质 , BEL) 2 一 3 2K, (Ry 3 OKAR, Pa 
装 一 尖锐 的 缴 脚 ,以 便 插 大 土 中 。 上 端 何 一 小 红旗 ,得 身 每 0.2 OR ABTS 
DALE, 以 便 瞄 看 。 

WUEr: WSS PBL, Fay 30 厘米 , (4 5 Bk, LE, 
re REZ, bE) AAR, Ee, DAL ci HL. 

ARSE: IER ATER, SRLS. GEDA» Cee R SR 
ARPES A DS ASAT I, DEEZ | 

(2) 量 距 方法 :从 谷 量 距 郁 的 两 端 各 打 一 木 椿 , 椿 项 钉 一 小 人 钉 或 画 
一 干 字 , 以 定 起 迄 点 。 椿 后 各 立 一 标 查 ,以 确定 锥 量 距离 的 方向 。 一 人 拉 
SERA, SWC, LAL, 向 距离 的 他 端 前 进 , RTS. 
ATER ATR, SUIS, WINE BIE, HER. 前 测 手 行 
AGRI ITB UNE AUP 
FEL ey AAV F AER, FETS OU Hea eR 4 

* para in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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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或 右 , 则 以 左右 手指 挥 前 测 手 , AA), BIER EBL. OB 
FER FOU HEELS) Sy LAL, HERA SE 
测 针 , 呼 前 测 手 日 ' 拉 坚 AUB ERR A EP) FLA 
HA EEE, 汞 用 测 针 一 支 对 准 尺 的 首 端 插入 土 中 。 如 遇 播 针 之 处 坑 
家 硬 的 物体 , 则 用 测 针 划一 十 字 记 号 ,站 将 测 针 置 太 其 做。 a SE 
HL, NE FRAP’, UU ODE, RIS LEE, 基 是 雨 人 共同 科 尺 
RE, SRF TEM ERE LL FREE. BB, BU 
手 技 取 地 上 前 测 手 所 插 的 针 , Hh PSH BER KR, BH 
FF BOE, IRIS. WLR, DIS, 因 到 
6 SNF Ni ORE, BA, FEAT RMS 
Bee L, SUF GELS 72 RAS, 可 将 尺 移 至 28 米 上 ， 
由 前 测 手 镇 出 尺 端的 零 数 告诉 后 测 手 , 如 此 就 量 得 距 宛 的 全 长 。 

起 , 使 尺 成 水 平 , 用 垂 球 是 从 尺 端 , 使 尺 端 正 对 地 面 上 已 定 的 一 点 或 用 以 

定 地 面 上 播 针 的 一 点 。 
LOBEL RE DE AL, HRY OB AT 

DESH, ERERUGYAAA. AR LS eee 
tI ANS, WRB, UIT, DORIBTT A. «ne 
WE, HASTA LST) ST, DIATE AE. 2 

(3) APAIGERPEYE: = PET SR Une, FETT Re A BE 
ASTRON, 由 每 步 平 均 长 度 而 推算 行程 的 煽 距离 。 Fearlibeh 
无 须知 距离 的 精确 数字 时 可 以 用 之 。 

2. eRe B 
MAREE RS, EARS LUE AR ey 

FETE, NATE. Ee, BEART 
PAWEL ADL, We eR, SAC 

«BEAR TET EA, AS —. FEATS a, SH PRB 
平 玻璃 孔 , A A LT ARES, RES LS EL, SOBER IE 
PRP IEE LAVA BR PRET. BDU,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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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上 小 孔 , 由 平 玻 璃 孔 照 准 束 卡 的 目 桂 , 玻璃 锐 须 折合 成 适宜 的 俐 寻 角 ， 
使 碳 测 时 同时 可 看 见 水 准 气泡 及 度 嗓 的 像 。 BSR rae, A a BEE 
像 读 出 角度 , 或 使 磁 针 上 升 ,固定 其 位 置 , 然 合 将 角度 访 出 。 BAER 
有 二 ,分 述 如 下 : 

(1) FAG: BAAMBAB A BIL, BE BK oh 
度 。 如 图 34: (a) AB AYES N30°R, (b)#$960°E, (c) 8 60°W, (a) B 
N45°W HSM ABE AR 90° 者 。 

(2) 方位 角 : HAGEL. 方位 角 普 通 以 北 
需 主 ,会 时 对 旋转 的 方向 而 记 其 角 的 大 小 , 届 方 向 角 的 以 南 或 北 坑 主 , 蕊 
ARES PHEW. 如 图 35: TAM AHAB 
310°, JEG SHI N 50°W; an TB 的 方位 角 需 130", 而 其 方向 角 则 篇 
$50°E, 

>. 2 

3 
: . a! 

(a) (b) 
. cr 

© 中 

(ec) (d) 

图 34 图 35 

AO RU AR res, SERS SE, CC RERS, He HE LES REE ee 

#8, FeSah Se AE Ee a See, RA EE I AS BE 

fa. 

Bese Re ce A aes, SLA at GRACE I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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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SS AS 

PIERS WU VE SEA PERS, HED KE 4 SBI I OR 
PE, JS EASA Ae» Sb FA EAC BE 

(1) CREAN: SPR, 精密 程度 也 有 不 同 ,但 其 构 
造 上 不 外 以 下 四 大 部 分 , 即 :. (i) bo, Cit) “FAR, (iii) HEME, Civ) ESE. 

SRR LRT L, Ley, SSUES ee, GNA HE 
R— BRS ABER. MRBIES A, LPC EZ, 
H-MRS. 上 下 胡可 以 各 自 旋转 蕉 基 座 之 上 ,不 互相 这 
动 。 BGR TR, 基 座 固 闫 於 三 足 架 上 ,而 上 下 二 必 甘 成 水 平 ,用 蝇 
RL FO, 则 上 下 二 公 能 同时 在 基 座 上 旋转 。 | aR Pee 
用 螺 糙 固定 , 则 上 下 二 可 均 不 能 旋转 , WARE FARR a, Bb Re GE 
任意 旋转 ,而 下 权 则 仍 固 闭 礁 基 座 之 上 。 .上 汉 装 有 游 尺 ,下 权 刻 有 度数 ， 
有 分 至 牛 度 者 , 有 分 至 廿 分 .十 分 者 , 随 侥 器 的 精密 度 而 不 同 , 需 测量 水 平 ， 
角 之 用 。 基 座 上 有 水 平 螺 糙 三 个 或 四 个 , BTS. | RR LAE 
相 垂直 的 水 准 管 两 个 ,两 管 中 的 气泡 毕 在 中 央 时 , BERD A, BEA 
RAR A, BEG SA. SEES Fee, ESSE LA 
螺 替 旋 罕 , WES HET, (LAT A BEI LF. Kit 
Si FA kes —, SP RIES, SS ACE, SRS 
A) SE RE, BRU. SERRE FP, 需 对 
准 测 点 之 用 。 

(2) REE BEDI ae: 
FA ks Gilly: BLK 7B ABC (图 39), 其 程序 如 下 : 
(i) REE UU BE, P= AL, = BEE 

地 , ALP B Bie] + PRU WY Sp BEIT EE FS ETE 
(ii) 将 手持 的 二 足 ,左右 移动 ,使 垂 球 略 对 B , [nde BE AE As mE STE 7k 

平 , 力 将 此 二 足 闫 地 。 
(iii) HF = BA Lh, 如 垂 球 稍 偶 放 一 — fa, ar ERI FeO 

二 足 , 使 之 对 准 。 如 傈 活动 基 座 , FT RAEN, PRES, BE 
= fhe, BER 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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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v) PERE RAVES ME BB EO 

APIA, FRC ee SI a Se 

作 相 反 的 三 向 旋转 , FREE be Fe FA FEY 

YEAR HH SAS IE SAAR, BEE BOCES 

= C (v) SRP FAR, OER HSER PRA 
图 36 BETES, Wee LAR Ie ee, kn 18 A AI FB 

APN MR ETES 
(vi) DLA FREE Mi, PEMNBE RE, (ERECT EME A 点 上 的 标 

楼 , GER PS 1A A RS, EERE FS, BIE FERS 
PRAT RE L, FEB RI. 

(vii) LARS BH, ERA LAR, OE SDRC AWE UK A EO BY ES 
#2, WES LAE, 世 用 相关 的 人 微 动 螺 料 , CEES» EASIER 
如 是 ; 测量 ABC 角 的 结果 部 震 游 尺 上 指标 所 指示 度 友 上 的 度数 , 因 上 

胡 原 有 相对 的 二 游 尺 , 故 车 角 时 必须 将 二 游 尺 的 指标 所 指示 的 度数 同时 
钙 山 , 视 二 数 是 否 相 同 。 如 不 相同 * 则 取 二 数 的 平均 值 优 准 秦 的 角度 。 

角度 经 一 次 测量 ,如 游 尺 只 能 镇 至 分 坊 止 , 则 测 得 的 度数 亦 俊 能 至 分 

Bik. 故 欲 测 得 至 秒 数 , 必须 施行 反覆 测量 。 BURA 
测量 若干 欢 , 而 取 其 平均 值 , 即 可 得 至 秒 数 。 今 依 前 法 用 经 息 仅 测量 ABC 
fj, BLABO SAI EREBE BS 32°05'12", 但 游 尺 只 能 芒 至 分 需 止 , 则 第 一 测 
Ate RAB RERAAE 32°05", PEFR 12/" 则 无 法 苇 出 。 今 不 动 上 盘 , 即 指 标 仍 指 
32°05! JES, Week FRR A Bh, MESES eh LS, 再 前 视 C 点 , 对 淮 
后 固 定之 , 是 需 第 二 次 。 BPR, Bil A 点 。 如 此 租 续 测量 ,如 测 至 
第 天 次 , 然后 蕊 其 数 坟 192*31, 以 六 除 之 ,得 32*05'10 就 与 准确 的 度数 
$2°05'12" 相差 很 小 了 。 故 定 反覆 测量 法 测量 角度 , BRUCE MAH 
Be, AW BOR le IAA SBE Ti ee» ARAM. 

乙 、 垂 直角 测 法 : AAA SPAT, eke ER 
WHE, ESN, AGRE EE (EST LOL FRET. 
SLE FA, FLA RATER PIA BESS. 如 欲求 AB PN BAe Ee 

37) 》 其 法 如 下 : 

6 BOTs 



4 (ii) ARE RES (BUGLE RESIN TH EE 
- 至 地 面 的 垂直 距离 ,部 OA), (jk ee 

Si, 使 十 字 球 的 交点 切 共 3 点 , 尺 上 的 尺 
Ba ees ea» Bl OA =CB, 

(iii) HEH BEE LARTER 
At 的 度数 , EDES ATER AY 9 4, A] OA=CB, 

"D” HC BAD fA% AO; ABR AD B—BE 
图 37 Sq, Al] BD 的 高 度 朗 可 用 三 角 学 的 理论 

求 得 。 

(3) SERRE: SES EAU, 故 双 名 图 根 测量 。 测 

时 宜 极 注意 , 伸 得 正确 的 地 形 。 

甲 、 测 法 :将 全 器 安置 难 章 各 的 起 点 0+000.00 椿 上 ， 仅 点 安平 后 以 

REALS RT, FA WU RS 5s aS BERS 64°35", BIE 

aU ae 1 RE LM Rae PEREZ. 8 ©6wRR Sea 

Ke (re Ee HA CBI). BCA RE RS 225.41 2K, eRe 

自行 记录 禾 内 , aie BASE BOM E(B 0+325.41), H—VUGEBE 

HSE, BU ate Eh 0+325.41 棒 上 ,以 第 一 测 站 04+000.00 

fos Ty FS PS hs — WR Ss 8) BR Te BS FB BEES 148 ”02 同 

Renee HEA GS, SLIME. BCE UUPAAIIER 518.122K, BD 

Hi SEE CMAN, i & 0 + 843.53 (325.41 +518.12) BF RB by | 

QOFEHETT ABE BA. 

测 架 的 长 也 可 用 视 距 法 测 得 。 8 HEARED Ree — 

点 所 立 的 标 太 , Hi Ses FARRAR EZ Be DL — Bi» Bll 5 HH 

DURA ey 精确 度 要 差 一 点 。 FE) BT PS ES, 2 DR 

用 。 

Sepa est 

Za: | SHEE HH PRB lS, 然后 依据 三 角 学 的 理 

a at Seth AUR RE. KUEN 方向 坑 正 ，8 方向 需 负 ; MH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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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37 © 

4500 

4000 

BE, WHMBA. HRS str: 
HEIR = HRE x cos HWA, 

RUE = RR xsin 方向 角 。 

MEPEN TURAN ES 0, REFEAOT CRORES 0, FARES 0, BNA ZERR, 
RSE UTM E, APE. Fat aesta F: : 

+ a pp MER BA es 

- BURR FEZ iE = Ae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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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导 入 计 算 卖 
PS, SRORVORRUE: 根据 上 去 计算 的 铺 果 , 用 坐标 法 葵 出 之 , 其 给 下 法 

oA 88 所 示 。0+000.00 至 0+325.44 AVA NCRE ES 1139.74， 邵 自 

fs 1000 处 向 上 量 至 139.74 处 , HOSE: BR 
1293. 83, GSH 1000 处, 向 右 量 至 293.83 HE, PASH RITE — ERE, 
FASE URE ZE A, 则 此 点 即 需 04-325, 41 的 位 置 , FLARTHE, He 
PER 0 可 自由 定之 , RDA PARE. 

4, KERNS 

(1) Fa 
Fl, KM: 7KMEPRARUIILALIET i GLAO ERS, FONE DERE, HE 

fit 7 Te ERE, GSR TEIERE LEAR EE, SY Fok 
ES, SEPT RR | 

Z. ZER: AER BAER, ROSES ERB IL BS 
DUBE ESSN LER (RR) I _EE E S 

A. Re: RMBs, 三 角形 , HEAR PLURAL 
, SAPs AST, 以 便 将 尺 立 於 其 上 , DUBE BF bak 
准 尺 有 下 陷 情形 。 

(2) 测 法 : 发 欲 测 饶 定 测 称 的 两 端 (图 39) 0 上 +000.00 及 0+323.41 
两 木 椿 的 高 度 , 置 通 器 大 a 安平 之 ,使 水 准 管 中 的 气泡 正 居中 央 。 用 水 淮 

| 

图 39 

RO) FRICKE b CERCA), CRILR 0+000,00 椿 上 ， 

PAAR DR, HSMN PeRIAR EWReGEK 
MS HE SH) LEE, EG We EE BE GH HA EZ, 
Ro ARBAB A, HSS -SEeRUIAZ RR EWES, 而 记 

REA (EFS FS POAT SS A), 是 需 中 间 点 (前 视 ); Heme 
SE ABR, MES RBGE AN, EEE (AITE). EE GERSIAD,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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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 ANU ak BX 

ae eee eee im WW 者 

天 SA 
mee 

eee a eee le RE 
| 转 ”点 | 中 间 点 | 

mem 1 | 1.653 | 25.653 | | 24.000 | Abi ACMI i Be 

0 十 000.00 | 1,628 | 24.025 | 棒 顶 

eer | 1.697 23.956 | eH 

1.628 | 25.639 | 1.642 24,011 | 

| 1.576 | 25.765 | 1.450 24.189 [ 

0+325.41| 1.679 | 25. 696 | 1.748 24.017 | Heat 

1.732 | 23. 964 | 椿 脚 

1.720 | 25.755 | 1.661; - | 24.035 | 

1.633 | 25.844 |-1.544 | | 24.211 | 

1.601 = 1.571 24,278 | 

1,629 | 25.869 | 1.634 | 24.240 

1.603 = 1.587 24, 282 

04843. 53 | | 1.479| | 24.406) em 

| 14.722 14.316; 24. 406 

| 14.816 24.000 

| 0.406" | 0.406" 

7 RBEB, RAMA A, Bil ADEA Fay Z. RABE RBA 
内 ; FEAGEREIA c, 甲 尺 移 至 0+325. 41, MERAB, BR B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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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向 0+325. 41 椿 上 甲 尺 , 则 其 高 度 可 用 下 式 算 出 ( 附 水 准 所 载 锋 式 )。 
已 知 高 度 十 后 秽 = RRR, 

秽 标 高 ~ 前 和 视 = 未 知 高 度 。 

5。 地 形 测量 
(1) 平板 通 测 量 
甲 。 平 板 僵 的 构造 : 平板 仅 可 分 坑 二 部 , 一 部 篇 一 木 仙 的 平板 ,能 装 

AREWE; SSPE, BES, URGIN FO 

$E—S BARRE, RAE STAT, REE AA, 直 

WR LEWA ROR BRL. EE Bie 
BEL, SS Wie VES RAE, BUIRREZ 
A. SNA PREM, FRE BETA 

Za. REE: 

Gi) SUE SAAS» SEER IIE BOACE, PARTE LAK ME EE 
KAS, MAZE, DIFFS EAE, EHO ky J) ERA a 
4, 使 板 不 能 再 上 下 移动 。 



(ii) ARE RE, RO RAE 
PEWTER)» 旋转 平板 , UE MARNE EIS PA BURT TT LURE 
的 他 端 ), FW oh BE PAI Se, 如 是 部 可 测量 。 

Pa. Ye: 如 图 40 所 示 , PRE O, 使 图 耗 上 的 9 点 与 好 
面 上 起 点 相合 (事实 上 图 狐 上 的 0 点 与 地 面 上 靶 点 , 只 稍 有 偏离 , 因 上 比例 
尺 糙 小 之 故 , 站 无 若 何 影响 ) 。 用 小 针 一 根 播 帮 0 点 , 以 平板 仅 金 属 尺 的 
PES Pe, OE ERECTA SRA EE A BAER, GRIER 
LEASE, BAMA FORD PRR EARS, FED 
100, RIE PIER L a 处 点 一 小 点 。 如 法 测 得 B，C, D, F, G, 互 诸 点 在 
el LAYfcia & b, c, d, fy gh, INE, I,J, K, L, M,N 诸 点 或 因 受 物体 

障 妊 , BLE PEMA HERI, BI AHBTED_LSSESE era BA P, FAD ACHE ST 
As, dn LYRE SOS IAPS, RENE, PRES P, 安平 
2, DLS RAN RAS OP PERT ALI _LAY O Sh, BER EA, BS 
JERE AI AACS. FRA YEUIG Ey 1, J, o+++ 诸 点 在 图 

上 的 位 置 坊 By Sgnts 2727s o Dib eR Eb Ae 3) Dy Cy dy verre 诸 点 ， 

划 图 完成 。 
(2) RGR ARERR ADT Pe a), 所 不 同 者 仅 只 平 

A PG RA ASR. RE ET Ba — A — A I Fa 

Se SUS KAP AS FEE BESS» CG ae EE. 

HERE EE HOTS, BFA ESTEE, te Ac AS, D7 A GE 

RAS aN RSE ERIE , 

(3) Smet awa SA Eee ire we i» on eK 

HS i SER ETERS HH, AEE RR. SRLS 

排水 和 土壤 界 燥 的 项 葵 , Ly SE, Hed Bl 41 aR, EP BeaMteR, 其 
高 度 已 经 测定 , FAP REPRE F US, A Ge SAE 1.45, BLE 
shes BERLIN, 4 GES EG ES 32. 87, GEEREST Lok eRe, VR Bok 
周围 地 面 各 点 的 高 度 , WUE EEE F 站 , KIS SG F DA 
方 各 点 的 高 度 , 然后 从 已 知 高 度 的 各 点 用 比例 法 葵 出 等 高 各。 

选取 测 点 时 不 可 相隔 太 带 或 太 近 , 诺 视 地 形 构 化 的 状态 .比例 尺 的 大 

a 



图 41 

小 而 定 。 取 点 的 蔬 密 , 在 地 台 鹿 网 的 地 方 取 点 宜 多 , 平坦 的 地 方 测 点 宜 

少 。 最 高 旺 最 低 的 地 方 , 地 面 倾 冬 度 改 峙 的 地 方 ,高 岗 与 平地 相交 的 地 
Sis 坑 等 高 狠 测 量 时 不 可 遗漏 之 点 。 

地 形 测 量 示 例 1 ， 今 有 地 一 段 , 南北 长 多 250 2k, OPE EH 300 2K, 
SMAI ih Hl, STW — A, 以 供 规划 时 使 用 。 

Fl, #aR RRA A 1/500 HR, ee RL —- LARRY 
0.6 AK, Saky 0.8 2K, HE. 

乙 . WA PULA A, RASA, PUR AS 
Ay TBE W MARL, 测 工 三 人 杂工 一 人 。 

AW. Baek MRR, 图 板 一 副 , BBCi, 地形 扩 二 支 , 布 

你 一 把 ;记载 本 一 (记载 洱 入 用 ), 分 角 器 一 (直径 0.1 2K), SHER, 三 角 
Wl, 4H GAGE, ALVEOA AE, WHC, TRE, ST, WES, TRIBAL IER Sty KES 
ASHES » JET 小 背包 等 。 

丁 . 施 测 概 况 “ 如 图 42 所 示 , PALL PSR Ob ATOR, | 
PAINS a, be, du, …… 诸 木 椿 作 仿 痢 粮 的 测 站 。 若 附近 没有 水 
YEE, PR, RR LA, PEE. ABE BE 

— AREAIEAY AS (den a) FSR, AE RCREREEME b, PMS 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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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FR), DRAB, WE ab 的 方位 角 , MULE Lr Ze, 
FATE FS eA, RE, TIER I Oe aE 
ADAIR a 卡 能 观测 的 各 点 及 次 一 点 b, WR EREREE by Dl a BERT, 
测定 be HI AEA HP MELE hs ER VA Re Ob BS Ba 
HEARN A BRAKE c, BARRE cy 依次 前 进 , WUE TB HIE Mh 
外 成 图 。 

地 形 测量 示例 2 ”有 东 地 一 区 ,东西 实 钓 15 AB, Pee 12 公 
I, RS BS, BUEN ALLA, 



单 。 缩 尺 “” 因 面 千 较 大 , 图 幅 不 宜 过 多 , 可 用 1/1,000 缩 尺 。 

Z. $l RBC 50x60 Ek, SRAM IU TS BSB 
a, Wil 43 ABCD 及 CEED,， *nI LNA base, FT 

作坊 测量 地 形 时 的 依 所 上 
两 。 测 除 租 和 织 ， 司 储 器 及 葵 图 者 各 一 人 , 测 工 三 至 五 人 , HOTA. 
T. GRA RRO, 图 板 一 副 , 皮 挫 尺 一 , 标 姐 二 根 ,地形 

尺 二 至 四 支 ,指挥 旗 红 白 各 一 面 (如 用 四 支 地 形 尺 , 放 增 加 黑 族 一 面 ), BS 
斜 二 把 ,图 简 一 个 , 邯 图 布 一 块 ,分 度 器 、 三 秩 尺 、 三 角 板 、 视 距 卖 、 视 距 计 
TER AE Ed ARI TREE. SARE IST AOE St VDT) ORR ET FEA 
概 等 。 

De. Ha PISA PRE, 公有 疗 符 一 条, BE 
ARSE FA, 如 图 44 所 示 A，B，C, D BM, 先 将 仅 器 安置 从 A, 置 图 板 
RH, UBRC RRR, REMEBER, WEAR 
周围 所 能 测 族 点 , PR AH LEE SS Bi a, 用 小 木 概 人 杀人 土 中 ， 
测 得 其 位 置 , MAL. HEA aE, DLA MBB, 测 完 a 上 处 周转 
所 能 测 诸 点 后 , Ee LSE Bib, METER. BE 
器 大 by 如 此 而 。 而 du， 最 后 过 从 B， 从 是 图 的 东部 测 完 。 然 后 移 全 器 从 
OC, 如 上 法 而 了 而 g DAD, 基 是 图 的 西北 部 测 先 。 用 同 法 将 图 的 西南 
部 测 完 , 如 此 则 图 的 全 幅 测 完 。 

图 44 的 测 法 仅 以 示例 ,在 实 邮 工作 时 可 按 实际 情形 而 伙 通 之 。 
6. 仪器 的 校正 ”在 测量 工作 中 , 如 通 器 未 经 校正 , 则 测 法 无 论 如 何 

FR, WU MES Ln AED, AES ERR, 且 往 往 引 起 五大 鲁 误 , 所 
BUSA. MRR SHE BEE, 不 可 不 知 。 

(1) MERPHENUPSIE MRRGEREROEM EELS R: 

围 。 度 胡 上 水 准 管 的 校正 : BEA LI RANK EAS, 如 人 鸡 
器 坑 十 分 正确 者 , 则 一 水 淮 管 中 气泡 正 居 中 央 了 时, BEAR TR AR IIE 
面 。 其 检验 如 下 : 

检验 法 “可 将 二 水 准 管 分 别 检验 , 含水 准 管 与 二 基 座 螺 料 (如 傈 四 个 
基 座 螺 替 , 则 与 相 革 的 二 螺 奉 平行 ) 相 平行 。 傅 法 售 水 准 管 中 的 气泡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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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将 度 砚 放生 180*"， 从 气泡 不 复 居中 ， 则 此 水 淮 管 必 须 校正 。 另 一 水 淮 、 
管 可 用 同 法 松 台 校 正之 。 

ROE FARRER SR, 仿 气 泡 元 癌 中 央 至 差 训 一 

盾 时 希 止 , 其余 一 什 用 基 座 螺 糙 改正 之 ,使 气泡 居中 ， BEE pe Hh 189° 

以 验 之 。 如 不 居中 央 , 再 校正 之 ,至 度 覆 任意 旋转 ,气泡 居中 不 动 仿 止 。 

另 一 水 淮 管 用 同 法 校正 之 。 

乙 。 干 字 入 的 校正 ”此 种 校正 分 坊 二 部 : 一 坊 猴 入 的 校正 , 一 坊 横 入 

的 校正 。 

eee ARAB A (图 45), A+ eee 

一 固定 点 B, TERRE, USS ASE, A PRC BA eR EC, 旋转 

BEE, Va FRC ASHE B EY, ERE, TKS RE, RACOMELS 

仍 在 十 字 粮 交点 卡 。 如 仍 在 交点 上 , ESE, 如 C Bites eR, BLA 

校正 。 

PETER: FE-PE BME Ft BD, GAOD 1/458, 定 一 点 了 bey 

十 学 环 上 左右 二 螺钉, BRARE EBB, TRL. MLB 
PEER, BE CD 二 点 合 而 仿 一 。 
检验 横 特 法 “ 太 猎 料 骸 附近 一 定点 立 一 标尺 , CEES mR 7k 7B AR 

EL, HREM. SVS, ES GK) se Bi Er 
ER, MAMMA S HSL, PeMMBERE, HELL EASE a EE 
PER, DAE, HRSG Z., (RTE RAY 
RIOR A, 就 须 校正 。 
校正 法 “将 潜 处 楚 尺 第 一 和 第 二 两 次 读数 平均 之 , P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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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 CRETE NRC, 如 此 反覆 校 验 , IH RAR PSB 
ike 

i. OMEN IEIE PORIERIES, DIRS PRE — 
定点 , PERSE FE, BE — ML, EVE RS, 族 转 度 胡 ,以 倒置 的 
SSS EE BHI Ms ASE ERE, 使 忒 束 镜 傣 下 , 读 第 二 点 基地 上 ,从 
二 点 不 符合 , 划 束 锐 架 须 加 以 校正 。 
“校正 法 “在 一 ̀  二 两 点 的 正中 , 标 蒜 第 三 点 , SRSA, 爷 

ELSE, 视 高 处 的 定点 , 则 试点 驭 必 偶 左 或 右 , 将 横 井 一 端 与 支架 相连 
的 螺 赫 加 以 适当 的 升降 , 使 十 字 和 多 的 交点 , 与 高 处 的 定点 正 合 坑 止 , 然后 
再 将 束 饥 架 顶 上 的 螺 糙 旋 坚 。 

T. BREESE SRR EADKIER SHIA. 

ye, HEE Ew IE 

‘ERE SEG LEE RSBREIER, lest SeRONORRRROLIE FAB AN 
AMES MATT, OMS RE BEE LIK RISES ESE, uA 
(ii, ENGEUMDLEIE 

FEIEV: HER LAER, BEAR, ERIE ERE IL. 
(2) 水 淮 仅 的 校正 “水准 仅 的 校正 普通 分 需 下 列 两 部 : 
甲 。 水 堆 管 的 校正 

检验 法 “ 合 水 维 管 旺 二 基 座 螺 粹 相 平行 , 依法 令 水 准 管 中 的 气泡 正 
Fae, HERR 180"， 如 有 气泡 不 复 居中 , 就 须 加 以 校正 。 
校正 法 “用 校 针 旋转 水 淮 管 一 端的 螺 糙 ,以 改正 其 一 个 ,其 他 一 企 则 

用 基 座 螺 赫 改正 之 ;如 此 反覆 校 验 ,直至 气泡 正 居中 央 不 动 坑 止 。 
Ze. 十字 粮 的 校正 
检验 法 ，” 择 一 平坦 的 地 方 钉 AB 二 椿 (图 46) ,其 闻 相 距 100 2K, 1S 68 

器 大 其 中 点 OC 上 , We7P eS, BE AB PIAS LAER WS Ri, R 让 
求 出 三 数 的 差 需 a), BAERS A 附近 ( 合 目 镇 距 A BA IER 1 
A) WEE BS, DLA SE SHA) BA A BANKER, BERS Rs 。 再 正 
ESE, BIW B MAKER , ES R,. HHH Re, Ry nan a, 如 
dy 与 d 不 相等 , 则 须 改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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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一 "一 "二 二 天 二 二 二 二 一 了 二 

图 46 

校正 法 设 d Ha, TEMABE, CUES, 转动 十 字 环 上 下 二 几 
CAST, CERERRIE DIA B 点 水 准 尺 上 的 数 等 愉 Ry + E, RE, PRET 
SHE 

(3) 7PRRERIKETE PARR REHEL, BLAS LF 
TK 24S A ET 5} EEA HIE, BARE is AERA TELE Fe SEAS Et, 
仅 将 平板 上 水 准 管 的 校正 法 述 之 。 
检验 法 ” 置 水 淮 管 处 板 面 上 任何 一 点 处 , 将 板 安平 , 兮 气泡 居 管 的 中 

she, 以 锥 笔记 出 水 准 管 所 放 的 位 置 , 力 将 水 准 管 摇 轻 提起 ,倒转 奸 放 原 处 ， 
邹 使 管 的 两 端 互 易 其 位 置 , 若 气 泡 不 复 居 中 , 划 须 改正 。 
”校正 法 ”用 校 针 旋转 水 准 管 一 端的 螺 糙 ,改正 其 一 牢 , RP 

动 平 板 以 改正 之 。 

7. BRE FHT TE, 长 多 1.3 米 , Bey 60 ORE ALA 
各 一 ( 视 需 要 可 坎 加 黑 旗 一 面 ), 以 指挥 前 后 左右 各 测 工 。 

指挥 记录 : SL ALAR, RR. BRED, 

ROW. HLA HEE RTM. PRA ATEMAB; 同 
Ail, RRMA; 挥 的 组 者 移动 少 , 挥 的 急 者 移动 多 ; MURTE, Ze 
使 束 , 将 族 振作 圆圈 ,表示 使 回 ; CORRAL, APL, 



BSR | 主要 矿物 岩石 截 别 靶 

(一 ) 火成岩、 沉积 岩 、 购 质 岩 的 生成 与 主要 差 办 
1. 火 成 崇 一 一 是 由 崇 柳 喷 出 地面 或 侵 大 地 坑 以 内 凝结 而 成 。 前 者 称 

需 喷 出 岩 或 火山 岩 , 如 流 敏 党 .去 武 岩 ; 合 者 称 需 侵 大 岩 , 如 花岗岩 、 闪 长 

岩 。 
2. 沉 策 党 一 一 凡 岩 石 是 由 风力 水力 或 冰川 等 搬 渤 沉 生 而 成 均 属 沉 

Uh KEL AVR. 
3. PE —— K ROBE A a EE 

FT FAETME NP RAAB ECA, PIAA E AK 
AiR A RTI RR 

(=) “三 大 岩 关 所 含 主 要 岩石 和 重要 矿物 
1. 火成岩 
(1) 花岗岩 、 流 教 岩 岩 属 一 一 花岗岩 是 酸性 熔 歼 ,在 地 下 深 虎 结晶 所 

成 。 其 主要 矿物 成 分 是 石英 .长 石和 云母 ,次 要 矿物 是 辉 石 . 角 闪 石 . 磁 铀 
Oh OE SEA, MIEKA REL. TERE 
HH HBAS, HECK VUE Fe GR, 3A SE, WIE RES, Ase 

长 石 晶 体 租 小 , ARPS ALA BIRO, WERE. 
(2) 石英 办 长 岩 . 石 英 安山岩 岩 属 一 一 石英 办 长 岩 是 深 成 岩 , EOE 

物 成 从 是 石英 .和 君 长 石和 角 闪 石 , 近 似 花 岗 岩 , 晶 粒 政和 组 ;其 喷 出 地 麦 的 就 
”是 石英 安山岩 。 

(3) 正 长 崇 、. 粗 面 岩 岩 属 一 一 正 长 岩 主 要 矿物 是 正 长 石 . 黑 云 母 、 角 
因 石 , 半 有 少量 辉 石 , 而 无 石英 , 晶 粒 中 等 ,颜色 微 征 。 喷 出 地 表 几 和 粗 面 岩 。 

(4) 办 长 岩 、 安 山 岩 岩 属 一 一 办 长 岩 是 深 成 岩 属 , ee ERLE 
和 有 角 闪 石 ; 有 时 也 含 才 母 。 喷 出 地 表 的 成 浇 灰 或 外 色 , 吓 作 安 山 岩 。 

(5) 辉 长 岩 、 云 武 岩 岩 属 一 一 沟 长 岩 以 笠 长 石和 辉 石 需 主 ,结晶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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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Be SHEA Pe ee ne ee mt HARA 
IR. 

2. 沉积 岩 

(1) 礁石 岩 烽 一 遭 一 党 类 由 大 的 确 石 固 千 成 估 巡 石 ,成 分 极 不 一 
Se, Joh a ERE. REEL 
TAU, AAS RT AUER. PEL WE 
BLHE. 

(2) w 海岸 上 常见 到 散 砂 , HRS TO, TB 
AAS EBS EWE, RSI BD RE RR 
BAAR A, SE A 

(3) Ye EE wei J] SAIL LATE LR De EB 
RE SM, 直径 在 0.01 SKI, SHS. AK A GAS, 
 PAVCLIWT PE AT UBER. ARIA, AO HH 

Fay FLAY 
(4) 2H 现在 湖底. 海底 

常 有 未 固 千 的 灰 泥 , AE, AMOR LOR A MAMAS. J 
主要 成 分 是 碳酸 俩 , 另 含 位 质 的 灰 岩 由 作 自 雪 质 灰 岩 或 白雪 石 ;在 稳 媒 酸 
中 不 生气 泡 可 与 灰 岩 区 别 。 

3. BES 

(1) 大 理 石 -一 是 从 灰 岩 .白云 石 等 释 质 而 成 的 , 如 果 灰 岩 喜 含有 杂 
PUNK. ALA TERS, RRS EAT EAE BB 
aS. 

SOP ETS BH TRE AMER I Cn IE OK BRD 
BOR rn EY ECA, ATE Es AS a PE) TE 
区 域 释 质 带 圳 , TOE UA eR BI SCE Rea, 
SEE MP Is 5 JIB 

(3) Sse epee nh eA 它 的 特征 是 能 沿 

着 一 个 方向 劈 成 光滑 的 平板 , 遭 个 面 时 常 与 岩 与 成 相当 的 角度 , EE 
理 , 也 不 是 岩层 面 ,而 是 一 种 劈 开 面 , 岂 作 板 状 劈 并 。 板 岩 的 主要 成 分 是 
,244， rane. 



PMI: RICA AK RAS; 
(4) S$ ECE SS ES ES EAE, Se 

i LERERNT AYRE. BIMES ARTE Re 
a. HUES RAIA 

(5) Frit} 2 ES TTT RH, HE SY ENTE Ba 
SRE RADIAL, AB TTA UE RE 

(=) Re (PMS REE ( RR) 

(2) 矿物 硬度 乌 定 表 
矿物 的 硬度 决定 ,可 以 和 已 经 决定 了 的 十 种 矿物 硬度 互相 比较 而 得 

来 , 硬 的 可 以 刻 基 于 的 ,根据 直方 法 可 以 在 野外 用 各 种 方法 进行 比较 , 以 
次 定 三 物 的 而 庆 。 二 御 栈 物 的 硬度 标准 表 如 下 所 示 : 

硬 度 “ 矿 网 
Ries … 请 石 

Oy ons vee FE 

Be vee oo RRA 

Asst seee'ene SEE 

5 sts bvohe. (BRC FF 

Goon teoee PSA 

了 or yer 

他 去 eB 

Gx. +++ Bl Fi ( Ee) 

10: +ersererseeeverserserscesees Geil FF 

一 般 决 定 硬 度 的 方法 和 标准 如 下 : 
硬 度 
有 aT Pe a EEE BERRA 

1—G-- ses eeeeeceeseeeceecee eee BRB NT] BEBERE HY BY 

名 Bem A ASI 

8 一 10 veervereessceeeeee see sp 7] RAH SI, HIRAI S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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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各 种 水 土 保 持 方法 及 保 土 植物 种 类 

(一 ) 妆 种 水 土 保持 方法 篇 单 介绍 
水 土 保持 的 方法 种 类 繁多 , 如 草 田 输 作 、 种 植 防 入 林带 、 实 施 科学 的 

糙 作 技术 以 及 各 种 土木 工程 都 是 。 但 我 们 不 能 把 它们 孤立 起 来 看 , 而 要 
把 一 切 方法 结合 起 来 ,根据 当地 具体 环境 , 葵 以 最 适当 的 措施 。 在 所 有 的 
方法 中 , 询 特 别 重视 生 物 学 方法 ,如 实施 草 田 输 作 制 和 高 度 的 农业 耕作 技 
术 等 ,都 是 水 土 保持 的 根本 方法 。 

FH eR BBR DEKALB IE, DUES 
(1) 等 高 条 植 : SELIG SDL ALR. HUE 

fi, ABA, 只 要 求 休 植 部 可 。 此 法 对 防止 土壤 侵 鲁 的 效果 很 大 , 但 
ROLLA BR, ie Ree wey Cin 69 以 内 的 坡地 )。 

(2) 带 状 闻 作 : ASH Peed Lee ea A A 
Helin vas SEAR FEE RO BE ein ANSE, ATES). BEARS 
BHA FARA SER AT eR? Zea ALAA, ARB, ELAR, (eT BR 
JBL RI (4, Dusk BBL, 

(3) 塘 作 区 田 : 在 等 高 耕种 时 , PAS RT RE “bate ee, Ze 
六 的 复 沟 中 每 吧 数 尺 用 铠 策 小 土 需 , BURGAS, LAEGER eI FALE 
芝 赚 区 田 的 形成 称 作 者 作 区 田 。 塘 作 区 田 对 保持 水 土 的 效果 也 很 大 , 作 
IASI, 可 吸收 较 多 的 水 分 。 沟 中 在 十 楼 可 吉 有 喝 下 雨 时 期 雨水 集 
中 , 把 塘 沟 冲 毁 。 此 法 又 称 隔 塘 耕作 , 带 状 区 田 或 法 塘 耕 作 , 在 西北 实行 很 
有 效 。 

(4) PUREE: ELSE ERE REDEEM RB LAR ADO, 
地 带 关 留 有 2 尺 以 上 的 草 更 。 带 状 地 块 的 实 度 30 一 100 RARE, RE bE BE 

“天 小 而 定 ; 坡 陡 的 要 崇 些 , ARRAN TSE, AEE TT, 挖 一 道 实 、 深 各 
1 一 1.5 尺 的 水 沟 , 各 水 沟 要 和 排水 灯 光 相通。 此 法 在 苏 谋 境 内 黄土 耳 岗 

»*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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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 

(5) TRS: 得 征 梯 田 比较 简单 ,但 只 能 在 坡度 较 小 的 地 方 施 行 
《如 5 一 10 )。 做 法 是 顺 着 等 高 确 每 隔 一 定 的 距 礁 做 成 一 道 钩 30 REA 
ER, TU RB TELS LPI, 兴 泪 向 沟 的 中 心 借 科 。 
如 此 两 土 枝 剧 的 水 都 集中 在 实 沟 彭 , 慢 慢 流 去 ,不 致 引起 侵 贫 。 我 国 西 安 
附近 的 真 需 榜 田 ,农民 称 做 夫 。 

” (6) RPEBEE: 此 种 设施 可 适用 蕉 坡度 较 大 的 地 区 (10 一 23")， 使 原 
RRA GEHL, 耕种 很 方便 。 但 很 化 费 人 工 , 而 且 必 须 在 土 导 较 厚 的 到 
方才 能 实行 。 

台 隧 梯田 的 形式 也 因 各 地 需要 而 腔 ,在 旱 作 地 区 , SEB BE 

i, GSMA. FER SKA VE, 对 保持 水 土 的 功效 最 Re 

7A IRE TEAR AB HP Ee) sk ee lly 在 乾 旱 时 期 可 用 水 产 中 水 灌 
GES» MIRA FAA kK AK. 

(7) 牧草 大 田 轮 作 : DEBE (eke ATES ES BLN RAR 

科 牧 草 的 输 作 , 可 以 改良 土壤 构造 , 是 从 根本 上 防止 土壤 侵 鲁 的 有 效 方 

法 。 

(8) 植 林 : ZEW ARERR EAT ik, OEMS KT EE, I 

BA, ARABS, WED ILMAKRARNA AHR. RCA K Mb 

EE, GRRE hae, 可 以 减低 土壤 蒸发 量 , Di bee A IFE, 

(9) BARBER: ACRES, EBRARAABE, 

大 。 

(10) SREB: ZEAE ARAL, Wee — eR, Ae 
ABT UVEITIS A BZH. 

(11) BHR: Ze GREE TH SUSI, 可 以 减低 还 流 速度 , 保持 冲积 泥 
十 ,防止 兆 谷 的 扩大 。 防 堰 大 都 用 石 块 砌 成 , 再 灌 以 水 泥 驳 或 石灰 药 。 防 
堰 属 到 时 性 水 利 工程 ,又 名 节制 场 、 谷 声 或 节制 场 。 
以 上 水 土 保持 方法 的 玩 择 可 单独 使 用 一 种 或 克 种 配合 使 用 , 但 必须 
根据 当地 的 具体 博 驶 来 决定 的 。 在 实施 以 前 狩 当 地 倩 驶 作 一 赤 查 是 必 ， 

es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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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淮 人 备 工 作 。 镭 查 的 项 目 除 腑 解 发 生 侵 怨 的 一 段 原因 外 , Bee 

地 的 具体 情况 , 如 坡度 的 大 小 .土屋 厚 清 、 冲 刷 程度 .地 外 大 小 , 甚至 劳动 

Ao SSH. 

(=) 4H ASH Rea 

1, in: 

(1) 448) (Salix matsudana Koidz. )iij 7787), RA EL. 

(2) 垂柳 (Saziz matsudana var. peudula Schneid. ) 分 布 平地 。 

(3) /\\BERB( Populus cathayana Rehd. ) jem ETI. 

(4) (#s(Populus tremula var. davidiana Schneid. )。 

(5) RePS AE (Populus purdomii Rehd. ) 7EMipsys-iKk 3,000 RAG 

Hat, ts LENA. 

(6) FiRE( Betula albo-sinensis Burk) 产 西北 各 地 。 

(7) 着 权 (Betuze_ mandshurica Winkl) 产 董 北 、 西 北 . 东 北 各 省 。 
(8) Fife (Clums pumila Lina.) 座 黄河 流域 及 东北 等 地 ,能 硬 旱 醒 具 。 

【《9) FPR Robinia pseudoacacia Linn, ) 寿 北 、 东 北西 北 各 地 生长 

Bate. 
(10) XK (Gleditsia sinensis Lam. ) fei Has, HARRI. 

(11) RASCH) (Ailonthus Altissima Swingle) KBR, HE. 
(12) 720) (Tamarix chinensis Lour. ) 硬 碱 性 极 强 ,在 华北 -西北 等 地 

都 能 生长 。 

(13) 黑 松 (Pinaus thunhergii Parl. FARM BEER ZR, Bet 
et 

2, Wes: 

(1) #290 (Salix purpurea var. multinervis Matsam) DBR RPA 

RA RGN ERS. 

(2) FASEPM(Salix purpurea, var. slipularis Franch. ) 4 PE/A)}2M, 

(3) PN (Salix cheilophila Schneid, ) 避 性 同 柜 神 。 

(4) 马蹄 针 ( 若 药 枫 )(Sophoro vicirfolia Hance) 河北 、 河 南 .陕西 、 

湖北 ̀  四 川 等 省 均 有 分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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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5) 硼 枝 子 (Zespedeza bicolor Tures.)2ii} S29, 
(6) Sidivar (Les pedeza sericea Miq.) SPE WRF. . 

(7) SeBRR( Amor pha fruticosa Linn. ) Fill -+ Riis AD 

效 。 

(8) SBRESE(Caragane chamlaga Lam. ) 分 布 项 广 。 

(9) BEM) (DHE) (Hip pophae rhamnoides Linn.) 通 生 能 力 极 大 ,多 

ALES PE LEY ZB. 

(10) PONE ASD (Llaecagnus ungustifolia Linn. ) BHR. A5eeap 

地 。 

(11) 杠 柳 (Pe;pjoca sepium Bge.) BAIL RM PGE. 

: (12) 山 桂 (Corylus sieboldiana var. mandshurica Schneid.) #321E& 

东北 各 省。 

(13) 又 不 拉 葛 (4rtemisia helodendron 工 . ) 4-4: HRB A, TE 

RS. . 

(14) SiHN(Saliz mongolica S. var. gracilior S.) By Rbk fl ce VE Bk 

F 

(15) 局 夕 子 (4cantjopazzaz sessililorus Seem.) Be 3 1b. PEE. AL 

各 和 省。 

(16) D487E(J asminum nudiflorum Lindl.) 产 西北 及 东北 各 省 。 

(17) (EtS(Pinus pumila Reg.) BGA. 

(18) {EA ( Juniperus chinensis var. sargenti Henry) @-HAs, 

3. A 
甲 、 禾 本 科 : 

(1) 黎 冠 草 (4gropyrom semicostalum Nees) 甘肃 、 天 水 等 地 都 有 分 

(2) 多 花 篇 冠 草 (4gropyron multiflorum Keng) 醒 塞 ,抗旱 力 大 。 
(3) 局 穗 忽 冠 草 (4gropyron cristatum Fairway ) 产 甘肃 河西 及 青 

海 , 适 生 於 山岳 地 带 。 
(4) 炊 穗 的 冠 草 (4gropyron trachy Calum ) iii}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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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 $25 REEF (Agropyron trichophorum Ritch.) 硬 塞 力 大 。 

(6) 3i88(Avena sativa Linn.), 

(7) Ta EERERS (Avena sp.) . 

(8) AGRA (Avena sp.) 产 和 甘肃 天 水 。 

(9) 3¢4238 (Bromus inerm's Leyss.) 原 产 欧 洲 , 我 国 东 北 也 有 。 

(10) 4238 (Bromus japonicum Thunb. ) 产 陕西 及 甘肃 。 

(11) BEZE# (Bromus tectorum Linn.) EHH. 

(12) ##22( Echinochloa crusgalli (Linn. |] Beauv.) & Hii. 

(13) #*i(Llymus dasystachys Trin. ) = iH. 

(14) $255 BEA (Liymus dahuricus Turez.) 产 青海 。 
(15) EPI TE (Elymus nutus Griseb.) 2 HR. 

(16) 西 们 利 亚 警 草 ( 瑟 yums sibiricus Linn.) EHH. 

(17) 3X (Llymus tongutorum [Nevski] Keng) # HF. 

(18) $22 A (Llymus tongutorum var. breviaristatur Keng) Ft 

i | 
(19) Bt HbR AE (Hordeum nodosum Linn. ) #75%'5, 

(20) ¥51(Koeleria cristata (Linn. ]Pers.) Hive. 

(21) EBFR(Aryzopis sp.) EYE. 
(22) fe #i( Pennisetum alo pecuroides (Linn. ] Spreng.) = HH. 

(23) 72 /2ES (Pennisetum flaccidum Griseb. ) = HH. 

(24) #32 (Poa sp.) EBS. 

(25) FIL EE( Achnatherum s plendens[ Trin. ]Ohwi) #3246 PHILS Hh. 

(28) IREQES (Trisctum sp. ) A ti ike 

a. BBE 

(1) E% (Medicago sativa tise. 478 FIST E 

(2) K= (Medicago lupulina Linn. ) 各 地 都 有 分 布 。 

(3) FRG (Vicia sativa Linn. )4 HORS A 45. 

(4) 宿根 辫子 (Ficia amsena Fisch. )# HHS, 

(5) = B+F(Vicia tridentate Linn. )#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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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十 ”野外 常用 仅 器 使 用 法 

(一 ) 狼 乏 仪 

Hite BABIAIRE, 7s AMSA tt RAPER 各) 能 测量 方向 角 ， 

也 能 测量 垂直 角 , POWER. A 是 分 度 妈 ，B 是 分 度 缴 ，C 是 

化 徽 游标 , DERM, 也 及 卫 是 互相 垂直 的 两 个 水 准 管 , G 是 固定 磁 针 

BY) $7, H 是 全 妖 盒 鞭 圳 面 的 玻璃 镜 , 针 的 下 面 有 一 小 孔 K 工 & M 是 可 

以 折合 的 二 照 准 器 ,和 度 凤 上 南北 方向 及 玻璃 锁 面 上 的 刻 疹 成 一 直入 ,是 

PAST BR 

图 47 HERE 

FERIA ae, AIR SIRS, HLL AR A Ce 

测 点 ), SEVA RoR Ge 4 (AS, Se DLL LA 
HREM A RE RP KR, MRA AMR, 使 二 
TA rh Se oH EAS HH, BRAT EGET DEM RH fa BE, BHF OG, 
GEMCT LIA, PR EH FE. 

ERE CLARY Pes» SEDs EAU 1A] 5 — AR, PAS BA A A A 
拿 , UPC, BIE A, 旋转 化 微 游 标 ,直至 水 准 管 中 气 泡 正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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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BEA EL Gs a HH RL PARLE, 
FEE ARR BERT, GAMETAB IRR, Be SR 

WETEG INE, Diwt-> PU ZER. 
RETREATS ANE: «=| BEE PF. FA) ARR i 

定 在 0° BY 90° 处 看 北端 指 在 什 条 度数 上 , HEME 180°, 再 将 磁 针 北 
端 固定 在 O° 或 90" 处 , 看 南端 指 在 什么 度数 上 ,， 是否 和 前 一 柑 ; 如 不 一 

BET 2D, POPE HH He HE, 如 此 一 再 检验 , 一 再 整理 , 直至 

前 后 两 次 所 指 的 度数 相同 需 止 。 
井 尖 偏心 的 检查 和 整理 : ”将 磁 针 固定 在 任何 度数 上 ,看 它 的 两 端 所 

指 的 度数 是 否 全 是 相差 180"， 如 不 是 ， 就 要 二 求 两 端 所 指 的 度数 相差 最 

大 之 处 , 遭 就 是 轴 尖 偏心 的 方向 。 将 磁 针 拿 去 ,用 小 箱子 将 轴 尖 向 偏心 相 
反 的 方向 扶正 , 过 柑 一 再 检验 ， 一 再 整理 , 直至 磁 针 固定 在 任何 度数 上 两 

端 所 指 度 数 的 差 数 皆 篇 180° Hib. 

磁 针 旋转 是 否 盐 活 的 检验 和 整理 :在 磁 针 静止 时 ,该 出 它 两 端 所 指 
的 度数 , Ate A — Ste (hn) 7) eet) SAUTE, BERT REP 

而 抽动 起 来 , SAsis, SEL PR, BAA NER LE Stak 

—th, 否则 ， 就 必须 将 玫 人 尖 磨 尖 , 或 将 磁 针 磁力 加 强 。 

(=) Ste 
Bat ee (RA at ER, FA RN SR, 记 步 行 的 次 数 。 每 

—E—-PFREMB HH. a RA OMT SRP RE, 就 可 推算 出 距 

离 的 概 数 。 

(2=)R Be 

气压 卖 是 利用 不 同 高 度 的 空气 层 中 不 同 的 压 力 ， 以 测定 地 面 高 低 的 
一 种 八 器 。 有 水 银 气 压 云 .沸点 气压 卖 、 空 盒 气 车 去 等 ,我 们 常用 的 空 盒 

AS, AR EME, BNO. ZARA BA Pe Mo 

Fay I Fa KSEE BE DSR ET (BE SEN)» T+ BAB es BE DK at (或 英 

呢 )。 外 图 可 以 转动 , 如 欲 测 甲乙 雨点 闻 高 度 差 , 就 在 甲 点 处 将 外 圈 旋 圭 
至 指针 正 指 零 上 , 待 到 过 乙 点 , 看 指针 指 在 外 圈 何 处 , 就 可 直接 芒 出 两 地 

示 的 高 度 差 。 如 起 点 高 度 需 已 知 , PTE EMER S TAREE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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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hi, SAAMSE AR 
312 
一 

JAAR, fed BY 一端 有 小 孔 , 孔 月 去 xl 

FAKES — SSH) 0.1 米 的 钢 简 , fe BK —, PN — IE 

Gi, (aT Ze (A) PD, G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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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 ARIS |, 不 要 

损伤 , TE /FR Ee APT 

(四 ) 手 水 准 



(AR BAS DK RIA. FER, PR eee, 使 简 内 反 

FEE EWA IMRE RRP WTRERIE TENCE LE REY PETIA 

A ZRF AB RR RIS. . 

另 有 一 种 手 水 准 , HU SEAR, ERS _b tt 7k eR 

多 ， (fei ASR EET ED, TRH, 所 以 又 名 测 斜 能 。 旺 上 

装 有 指标 , 指标 对 准 弧 上 O° 时 , 就 呈 水 平 状 态 。 在 测 倾 竺 度 时 , SCH eae 

Al ARERR), 然后 转动 水 礁 管 ,直至 水 准 管 中 气泡 像 反 射 从 筑 论 的 

Path, RRR aR PR, 这 时 就 可 从 指标 所 指 的 度数 目 语 得 

(aR. . 

| 使 用 手 水 堆 时 ，, 在 测 者 视 糠 高 是 要 晓得 的 , 在 测 水 平时 才能 求 得 两 点 

的 高 差 。 在 测 倾 科 时 ,要 在 标 覃 上 和 议 欠 等 高 的 位 置 做 一 明 是 标记 , Zo 

测 时 就 容易 看 清楚 了 。 

,在 使 用 之 前 须 检 验 水 准 管 轴 是 否 和 简 轴 平行 ,检查 方法 是 拿手 水 涂 

站 在 高 度 相等 的 两 点 间 之 一 点 上 , RSE, 看 气泡 的 像 是 不 是 篇 棋 绸 

所 和平 分， 如 不 是 ， 就 瑟 动 水 堆 管 一 端的 吉 替 来 改正 之 ,直至 气泡 的 像 居 中 

时 含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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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国度 量 SB RAR 

1. REN PRAX 

) | 

公 里 (km) | 市 2) /% mcm) 备 BE 

1.0000 | 2.0000 | | 0.6214 

0.5000 | 1.0000 | | 0. 3107 

1.6093 | 3.2186 | | 1. 0000 

米 (m) pei a ob cio 全 #E 

1.0000 | 3. 0000 | 3. 2808 

0.3333 | 1.0000 | | 1.0936 

es 
0.3048 | 0.9144 | 1.0000 

j2 *& (cm) | * [an 时 (inch) | fim SE 

1. 0000 | 0. 3000 | | 0.3937 

3, 3333 | 1.0000 | | 1.31233 

2.5400 | 0.7620 | | 1.0000 

(mm) 市 分 E: (mit) | 介 时 
| she 

1.0000 | 0. 3000 39. 3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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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积 单位 换算 帮 

方 公里 (km2) | 方 市 里 | 方 俄 里 方 KR 里 is Fea 

1.0000 | 4.0000 | | 0.3861 [ya 

0.2500. | 1.0000 | 0.0965 = 1500 市 大 

2.5899 {10.3599 .0000 

| =0. 000667 km? 

ia 0000 ok 0. 1500 lt 0. 0247 =0. 0002574 Fe 

6. 6670 | 1.0000 | | 0.1647 

40.4686 | 6.0708 | | 1.0000 

i 2RwmS)|FAPR| KR R | ZF FR | 

1.0000 | 9.0000 | : 10.7639 | 

0.1111 | 1. 0000 | 1.1954 | 

0.0929 0.8361 | 1. 0000 

1.0000 | 0. 0900 | 0.1550 

| 
| 

| | 
方  K(em*) | HiT | 

| 
11.1131 | 1.0000 | | 1.7223 

1.0000 6.4516 | 0.5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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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积 容量 澳 算 卖 

MH HK (ms) | WAKR | MIHKR | NAKR | a8 #E 

1.0000 - | 27.0000 | [ 35.3166 — 
0. 0370 | 1.0000 | |__1.3079 |. =1000 公升 ,市 升 

| VETUAR 
0. 0283 [ 0. 7645" | 1. 0000 = 28.317 公升 

公 升 | 市 Ft | 

1.0000 | 1. 0000 | tae 

3.7854 | 3.7854 | 
4, 5437 | 4.5437 | “}1.0000 (3%) 

WH BK (em) | WAHT | 立方 英 时 

OO0009SGw 放 :0.027 | | “0.0610 
37. 0362 | 1.0000 | ae ee! 

| i Ais i 

16. 3871 | 人 1. 0000 

4. BEER PPAR 
| 

六 | nig (2E) | # 性 

1. 0000 | 20.0000 | | 0.9842* |, 
”0.0500 1.0000 | 0, 0492 pe 9842 £15 

| | =1.1023 429% (3) 
~ 1.0161 | 20.3209 | 1.0000 _| 

tF 56 (kg) wb F 碎 

1.0000 “| 2.0000 | | 2.2046 
0.5000 | 1.0000 | | 1.1023 

: | | 
0.436 0.9072 | _ | 1000 | 
ye (〈g) x 两 
1.0000 0.0320 0.0352 | 

| 31.2500- | 工 0000 | | 1.1023 
| | AR 
| 28.35 0.9072 |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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