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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 要 

ABEAMSSALR ELAR. BPRARAKRLBSR MD 
REN, RHKLBSRE PRE A 全 下 全 下 全 全 仆仆 和 全 和 
BUMS B. 
Sera. 
第 一 章 是 土壤 炙 查 的 组 织 。 本 章 的 中 心 内 容 是 关于 在 炉 制 野外 和 涤 内 工作 的 

计划 时 应 当 考 虚 到 的 一 些 问 题 ， 井 且 列 表 屠 明 : MARMARA RASS 
量 的 比例 尺 。 

第 二 章 是 铜 查 材 料 的 苋 集 和 研究 。 在 这 一 章 中 所 提 到 的 主要 是 在 调查 工作 之 
前 如 何 芮 集 和 摘 锋 过 去 的 关于 调 基 地 区 的 资料 ， 如 何 芜 集 制图 方面 的 资料 。 最 
后 ， 以 阁 多 过 去 的 研究 材料 为 例 来 瑶 明 土 芭 在 发 生 上 的 性 质 对 作物 的 生长 、 产 基 
以 及 对 森林 峭 种 生长 的 影响 等 。 

第 三 章 所 广 到 的 是 野外 工作 ， 也 是 本 书 的 主要 内 容 。 全 章 分 为 八 节 : 1.28 
形成 因素 的 研究 ， 2. 野外 的 土 芒 研究 ， 3. RHP, 4. +e, 5. 
Paces, 6. 研究 和 描述 土 矿 剖面 时 工作 的 顺序 ，7. Seah RHE, 8 以 
六 溉 为 目的 而 淮 行 的 野外 士 坟 调查 的 特点 。 

第 四 章 为 野外 材料 的 笔 内 处 理 。 其 中 包括 标本 的 整理 和 分 析 用 的 样本 的 选 返 
以 及 野外 士 辟 图 的 整理 工作 。 最 后 一 节 为 土 屡 调查 报告 提 独 。 

i) BRBWAN BA tie ah tL ras LET Pe. 

er 

土壤 调查 及 人 制 
MOYBEHHBIE HCCTIEROBAHHS UM 
COCTABJIEHHE TIOJBEHHBIX KAPT 

原著 者 CDUO BABRERX 

4 FEE BRM OH OC 

Sea eee =| |B 
出 版 者 8 学 出 版 ”和 社 

北京 朝阳 门 大街 117 号 

北京 市 书刊 出 版 业 营 业 许 可 姓 出 字 第 061 号 

印刷 者 北京 新 ' 华 印刷 厂 
BEE ”新 aye =F 店 

1954 年 6 月 第 一 原 书号 : 0038 «= 印 强 :5 WG 
1956 年 8 月 第 三 次 印 剧 开本 : 850X1168 1/32 
( 京 )6,421 一 11,445 字数 : 1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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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说 明 

在 本 串 再 版 过 程 中 ， 我 们 对 不 太 人 恰当 的 译名 作 了 重大 的 出 

改 。 地 形 的 怪 名 长 动 较 大 。 至 於 土壤 名 说 ， 也 内 郑 “土壤 学 名 

鹿 ” 作 了 部 分 修正 。 

BDA eS, ARK BHT BEE TREE TE 

(VRABD, BRARA TASER, IEA AHIR € 

THARAHWER. ERROR. 

avay 1955 年 6 月 



. 

*ge er és 

Camis 

4! 

o® 

« 

i
 

a
e
 

“~
~ 



目 ER 

Bee ecccceeesseaseecseeeceeseeneasen cesesatenenaeessscaseassenaes 1 

fee Me? oh 4 

Fee aE OL Shoe oil) 0 ee 12 

ees 2] ok (ee 28 

第 一 节 “土壤 形成 因素 的 研究 RN 28 

的 二 玉 研究 46 

筝 三 节 PRR By EER secre eee ee eee tee 79 

PVG EWU TE ----------e eee cece eteceteene eee ceeesserenes 80 

ee kM Sd GR A bc 93 

第 六 节 | FEA Lb BA te ALPE B Re 97 

: 第 七 节 途 僻 土壤 的 研究 . 20g nN Sees aie cesmi eee ie 100 

B/Gi =DWERE Baers Bt 1 Be ES RRA 108 

SUS BR SORAY SE PYIREE <e-ceeeee cece eeee teeta eee 118 

(ees = 15 0 ee 127 

第 二 他” 图 的 装饰 Re 155 

第 三 节 eee ence eee 144 

Bie ”土壤 调查 工作 的 领 半 和 工作 进行 中 的 检查 ……… 152 

附 人 镖 pt 154 

BBW BR 二 172 



og
 

, 
ri 

4 
| 

. 
, 

”
 

“
 

Ss
 

e 
“©

 
¢ 

. 
‘ 

有
 

‘ 

*
 P 

, 
人 

有 
ie
 

- 
a
]
 

. 
而
 

和 
所 

b
d
 

机 
+ 

. : 
a
 

7
 

- 
bc
h 

ts, 
, 

pe 
: 

i 
e
 

-=
 “ < > veee . pire: 

s% 

=e wh AP GS aoe. e 

s
a
l
i
r
 

} 
>
 

下 

é
 

4 
二 

S
A
 

va
 

e
s
 

“a
 

* 

%
 

‘
 

站 
和 网 .

 

7 

ae
 

: 
‘ 

: 
四 * ° 

. 

: 
a
 和 和 



moO 

说 联 政府 关 帮 建设 伏尔加 河 的 古 比 雪夫 和 斯 大 林 格 惑 水 电 
站 、 通 向 阿 姆 河 的 土产 曼 大 还 河 、 卡 霍 夫 卡 水 电站 、 通 向 竹 泊 
河 的 南 镶 克 兰 运 河 及 北 克 里 木 运 河 、 伏 尔 加 一 SS aT 

ARR MERE, BLE BVM 600 万 公顷 以 上 的 土地 ， 让 使 面 种 
$3 2220 亡 公 顷 的 地 区 多 得 水 源 。 

FERTILE 代表 大 会 关於 1951 一 1955 ZEB BERT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指示 中 指出 ， 今 后 农业 方面 的 主要 任务 仍然 是 提 
SAE (EME, ABE: 在 五 年 之 内 ， 集 体 农 三 和 国 

和 营 农 场 防 访 林 的 和 栽植 面积 巍 不 少 於 250 万 公顷 ， 国 家 防 访 林 的 

J AI BS ANE ALI BAITS 250 万 公顷 ， 使 江浙 的 土地 面积 夫 

加 50—35% ， 排 水 的 土地 面积 增加 40 一 4596 。 

含 了 顺利 地 实现 俯 大 的 、 斯 大 林 改 造 大 自然 的 计划 和 在 第 
十 恩 次 党 代表 大 会 指示 中 指出 的 关 放 提高 家 作物 产量 的 公 部 措 
ie, PEPSI LE, RIE MRE. 
AOBE 7h Hh ey ETZEL VE, 

$3 TG BS ARE A A PL SDE EL ty BET TL 
PERSE EES AI Bi BPE EE, AY EB 

$8267 (EN) A A SE Le ME SE 
PK a BE AFR Ee Ay EEE Hi BAA, DA 
4 BO ES AE Uy EE 



2 + #% We R Ri 

AER MI. GT A Se ER SE Pe RY 
WEEDS, EER ELBA Lee 

HA. WAR SHSAMeOPS. ae ESE PAE 
生产 对 和 象 的 那些 自然 地 理 杀 件 。 

党 解决 某 些 在 计划 、 粗 绫 和 管理 社会 主义 农业 上 上 所 发 生 的 
实际 问题 时 ， 土 末 调 查 的 材料 一 土壤 图 和 土壤 描述 一 是 很 
必需 的 。 
EOI: Bas Lae hd Re BR 

必需 的 : 1) HERS Eo; (2) BSP AR 
FRJE FIR. Al, HAA ZR Le ERE: (5) 查 . 

BBE TU I OE, ae EE 
计划 (GEM, PER. 沙 的 国定、 土壤 侵蚀 的 防止 等 ); (4) 分 
配 新 的 农作物 ， 拨 大 特别 有 慰 值 的 作物 ( 棉 、 茶 、 橘 类 植物 等 ) 
AIRE; (5) 型 订 分 配 矿质 肥料 . 改良 土壤 的 材料 和 燃料 的 计 
划 ; (6) 分 配 国 实 和 集体 农 碍 的 久 田 林带 ， 分 配 重新 建立 的 森 
GR, ET SRA: (7) RUSE eS 
业 实 验 地 ， 

在 粗 徐 社会 主义 农业 企业 以 及 在 过 个 工作 的 过 程 中 ， 当 实 
行 以 下 的 措施 时 ， 就 要 利用 大 比 说 尺 的 土壤 图 和 附 在 图 上 的 惊 
Wee: 〈1) BEA MES. AE 
SEE Ais ih, EE RA 
BR; (2) BEIMULNAS LEAR ELEM 
WE, MASAKI A MRE RE; (5) BY 
ERR ha; (4) ZEN ER FH Sh RU RS: 



#f = 3 
一 -一 一 一 一 

壤 的 必要 竹 和 可 能 人性; (5) MMM RRS; (6) BE 
防 正二 壤 侵 人 触 的 措施 等 。 

除 此 之 外 ， 土 壤 图 和 土壤 描 述 对 长进 一 步 研究 作 篇 历史 自 
然 怕 的 土壤 一 -农业 生产 的 基本 凑 料 一 -有 着 重要 的 意义 ,， 威 
廉 斯 (B. P. Bussauc) 院士 便 烃 指 田 ， 了 解 自 然 界 中 客观 的 规 
律 性 ， 竺 别 是 了 解 土壤 形成 过 程 ， 喜 可 能 使 我 们 发 星 有 的 有 效 
ESE ES EE a SAIS) hy By MOSH 

ABE AEA: EWS ELE, 
DUE Jag Ly CS Fa (Pe Ee. 

UF MSE A EAE. BSE ee A 

i) 2. SLRRHLMAENYERAMHM: 一 方面 ， 

Efe FY HE He Bee A Heh PPR A PE LS ( 肥力 因素 ) 所 国 
_ B-Day FU RE ET) a 

六 BAPE ITAA (ABBE SH PL A Ay ZA) 联 

” “和 柔 ， 或 是 它们 与 该 土壤 周围 环境 因素 之 间 的 联系 ) 的 现象 ; 另 
一 方面 ， 要 把 藉 学 的 意义 和 内 容 放 在 所 有 过 些 被 研究 的 现象 之 
” 坤 ， 也 就 是 说 ， 关 明 在 作 篇 农作物 生活 因素 的 土 层 中 所 发 生 的 
一切 性 里 和 现象 1) 。 

在 过 本 书 中 所 研究 的 问题 是 下 面 过 种 性 质 的 土壤 钴 查 的 妓 
SNS IL EP A ER LA, EB TMS 

地 耕作 和 治 泊 耕作 而 进行 的 土壤 误 查 。 

过 本 韦 的 目的 ， 是 给 刚刚 开始 工作 的 土壤 学 宗 、 农 学 家 和 

森林 改良 土壤 学 家 在 从事 土 壤 调 查 工作 时 一 些 实际 的 指导 。 

8): ABABA (TL Kpanmen): “上 坊间 ”其 斯 半 一 列 池村 各 :6 



Bi “Ae 

Ay FN a 3 Le FEY BP Oh SE PYLE A a Ep 

定 的 工作 计划 ( METERS ER aT A EE BS 

Beam ) 的 保证 。 

对 士 壤 调查 的 什 半 者 或 独立 工作 的 二 壤 学 家 来 说 ， 首 先 必 

须 精 确 地 确定 进行 调查 的 地 区 的 面 稿 、 及 其 在 地 理 上 的 位 置 和 

进行 调查 的 土壤 所 分 佑 的 地 区 的 自然 地 理 人 条 件 。 巍 党 明 确 淮 行 

土壤 调查 以 后 所 要 建立 的 农业 方向 ， 以 及 在 测定 野外 和 室内 的 

工作 计划 时 所 应 该 考虑 到 的 那些 措施 的 性 搓 。 过 些 措 施 多 定 

是 : 规划 各 集体 晨 茧 和 国营 农场 之 间 、 和 各 集体 农 上 在 和 国营 家 

场 内 部 的 土地 ;得 筱 灌 洒 耕 作 ， 其 中 包括 :《〈1) wae eeat we; 

C2) 葵 裂 洪 溉 的 技术 屋 计 图 ;分 配 访 田林 带 和 培植 大 面积 的 森 

林 ， 篇 了 寞 现 以 上 过 些 措施 就 必须 :〈1) Ha A ay eat lial; 

(2) 衔 笃 技术 设计 图 ; 防止 土壤 侵 鲁 ， 粗 疆 农 业 实 礁 站 ， 查 明 

I (Es BE SES 

bea 29 Le BR AE 77 PS A _CY e e 

Be Hi Wie) FOE FT EE AE ET EAT TB DE 

FE PEE 0 HE ED 

下 面 所 引用 的 胡 指 明 : 在 实行 不 同 的 农业 措施 的 情况 下 ， 

探 用 多 麻 大 比例 尺 的 土壤 图 才 最 合 通 。 过 张 表 是 根据 在 旱地 耕 

作 布 小 渐 耕 作 可 进行 各 种 农业 措施 时 使 用 土壤 圆 的 多 年 实际 沟 



B—-H +e 5 
加 — 一 一- 一 

KT MIUR AY, TERRIERS, FTC ee 

BEA LEB. 

PRBS RGA) MBSA. Sea. 

土壤 和 地 形 的 复杂 性 的 天保 

ME Ty +E, 

主要 的 措施 
se | SEE AER. | BEE 

EP a 

载 类 作物 ， | Baws: S| 平原 地 形 ， 均 1: 50, 000 
亚 廊 栽培， 甜 | 定 分 配 农业 用 | —ay se - 1.25;,000 

ie EH 1 FH 
的 草案 ; Bee 

局 上 | 局 上 | 分割 的 地 形 ， 1: 25,000 
不 均一 的 土壤 1: 10, 000 

fil 上 上 | 局 上 | RAS Bay 1:10, 000 
%, hrig— 
ay 38 

同 上 | 局 上 | 平原 地 形 ， 证 1:10,000 | 
玻 复 区  、 | 

Beh: FE | 同 上 | 平原 或 徽 有 分 1: 100, 000) 
3, PR. 次 着 的 地 形 ， 均 
BH, RH 一 的 土壤 

强烈 分 割 的 地 1: 50, 000 
. 不 均一 的 
Bete 3 | 

FSH, ab 1: 50, 000 
SE i 

Rima. Bi 农场 的 规划 。 跑 平原 地 形 ， 均 1:10,000 | ih: 

Cte LE 1: 2,000 5 

分 割 的 地 形 ， eee 

HI, 1: 500 | 



6 $A MER 

i 

Pee: | vemos. | eRe ee 1:50, 000 
类 作物 ， 棉 花 | SOS TE fe at | 状 地 形 ， 均 一 “4:25, 000 (BE) 
Bee, BSS |, MHS | wk BE. E78 
Se eee REPL -LBE VIE | 大 的 面积 上 可 

HAH | 发 现 不 均一 的 
化 、 沼 泽 化 和 碱 | LE 
{Lye BE 
号 的 措施 

RHI, se 1:50, 000 
Sa EE “Fri, 000-125, 000 

Se mE AER | 平原 地 形 或 平 和 湾 田 林带 的 计 | BURR, | AO 
Bis Sear 3— Wy +Be : 50, 

培 的 森林 创造 对 | J ELWGHBIZ, 1:50, 000 
其 最 快 地 发 育 最 | Re— aye “1: 25, 000” 
有 利 的 条 件 的 措 
施 强烈 分 荐 的 地 | 1:50, 000 一 1: 25, 000 

乡 ， 极 不 均一 | 1:10, 000—1: 5, 000 
ite. FR 
me +E 
an 

嚼 业 实 验 站 和 明 | —syee, 1:2,000 一 1:1 000 
Se Beh woke | Bee ia 1:1,000—1: 500 

THEABARE | FRE RE 1: 300, 000 
A) Hh Be Ay | 状 地 形 
He, DI PER | or Hl oy Hh 1: 200, 000 
BSeWABAA | 强烈 分 割 的 或 1: 100, 000 
的 土地 平原 的 地 形 ， 

Eee 

(HE) SERRA BARRIEOIR, iiisr RRA OCT Te 
GIR. RRS ERS EAR), ECE 
WARNES, MAME REO T. eee Te 
PAAER A TR WRI IR 

ERS ERE: eV ACSSeHS Le AY LS i 5 | eB 

PRS, BAVA BEA BAC). FESR AOR 

HARADA EER ATA. Edn, FA 1:200, 000 的 比例 

RAW BES 100 公顷 的 地 段 的 土壤 图 时 ， 土壤 图 的 大 小 是 

0.25 平 方 厘米 ， 比例 尺 坊 1:50, 000 时 ， 土 壤 图 的 大 小 是 4 平 



第 一 章 PAR 7 

FB K, LePIR 1:25, 000 时 , 土壤 图 的 大 小 是 16 平 方 厘 米 。 

因此 ， 基 至 在 土壤 均一 的 情况 下 ， 用 1:25, 000 的 比例 给 

SU BAS 100 公顷 的 地 段 的 土壤 图 是 适合 的 。 

在 研究 土壤 和 土壤 笛 图 方面 所 作 的 一 切 工作 的 总 合 ， 可 以 

分 成 以 下 三 个 时 期 : 

1. 2th CF. 

2. 野外 调查 。 

3. 室内 工作 。 

在 准备 时 期 ， 要 进行 组 绫 工作， 要 苑 集 和 研究 现 有 的 前 体 

年 的 调查 材料 ， 小 使 其 系统 化 。 

在 野外 时 期 ， 调 查 自 然 界 中 的 土壤 和 土壤 形成 因素 〈 植 

WM. MIE. WA. KASS), RRL. BAM PK 

的 柑 本 ， 输 鼻 野 外 土壤 图 ， 进 行 材 料 的 初步 大理， 如 果 是 工作 

计划 的 规定 ， 那 麻 漫 给 届 初 步 的 土壤 图 和 称 写 附 在 圆 上 的 褒 明 

书 。 篇 了 确定 野外 和 室内 工作 的 工作 量 , 必须 具有 以 下 的 材料 : 

1. 嗓 业 方向 和 进行 土壤 调查 以 和 后 所 实行 的 措施 的 等 点。 

2. 麻 当 调查 的 面积 。 

3. “野外 土壤 调 查 的 比例 尺 。 

4. 土壤 、 地 形 和 其 他 土壤 形成 因素 的 窗 杂 性 。 

5. 在 研究 土壤 的 化 学 成 分 、 机 械 租 成 和 土壤 物理 性 质 方 

面 的 工作 的 特 烛 和 计划 。 

6. Bes EOL he hy CER, FSI AT AREY 

调查 材料 的 可 能 性 。 

坊 了 俊 定 将 要 进行 的 野外 和 室内 工作 的 工作 量 ， 必 须要 戎 



8 ERM ER H 

DISA BY. Fly Fads 5) BAPE aE HH Ee 

形成 因素 和 土壤 方面 的 材料 。 

BORE. HRS EA LE LER. CE 

CADRE RPE, RARER S ba 

RA LAEA BD Be HAE Ea 

当即 将 调查 广大 面积 的 土壤 时 , SERA Se Be, FSR 

联合 成 坊 土 壤 除 。 每 一 组 和 每 一 除 都 由 有 径 验 的 专家 们 率 颌 ， 

STE Le, UAT Lee 
得 到 的 调查 材料 质量 的 责任 。 

党 确 定 土壤 组 和 土壤 除 的 成 员 时 ， 必 须 考 虐 到 任务 的 特 

点 、 调 查 地 区 在 自然 地 理 条 件 方面 的 特点 和 调查 的 目的 。 艾 

如 ， 如 果 确 定 要 调查 具有 天 然 植被 的 养 马 业 国 营 农 场 的 土壤 ; 

那 麻 在 土壤 除 员 之 中 几 党 有 地 植物 学 家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 土 壤 

入 员 中 最 好 有 研究 第 四 和 地 质 的 地 质 学 家 或 地 貌 学 家 。 当 以 篇 

驳 漠 浙 设 计 图 坊 目 的 而 进行 土壤 调查 时 ， 要 和 粗 织 士 壤 水 文 地 质 

RR, PBA Le Ak ch 

必需 的 装备 品 和 设备 ， 要 按照 已 经 确定 的 、 土 壤 调 查 的 工 

非 量 和 特点 以 及 将 要 做 加 野外 工作 人 员 的 人 数 来 准备 。 

野外 土壤 调查 所 融 要 的 物件 的 统计 胡 

装 在 硬 的 油 布 颖 来 中 的 两 份 地 形 图 。 

有 厚 狂 封面 和 一 定 规格 的 野外 记 缘 敌 。 

PSB NICK iG. 

—ER CHS. 



BT RETA AR 

Fe SPS} ao eke Efi Ut ETA 2 SE 

{LAG SE,, 

We fal WE. 

SERB ( 每 格 篇 1 7P TTS ) 。 

TH AK 0 

=F AK. 

IR. 

三 角 板 。 

BY [ia] BERK 0 

Al 82 EBAY Le Ko 

Hee AS FA YS AE 

#0 

转 浅 于 壤 、 底 土 和 地 下 水 样本 用 的 包装 盒 。 

SIF. 

ge. 

TARR. 

氧化 组 。 

FARE 

硝酸 银 。 

缴 握 化 钙 浴 液 。 

栈 酝 酒精 〈969%6 ) 溶液 。 

WRAL. 

Fak. 

小 玻璃 漏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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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 。 

«BERR, 

AW IEHRo 

玻璃 棒 。 
THK. 
EG HY EF 
Poe. 

SFR By EBM 

RHI. TR 10 AR PER. 
VER Be 
BEEK , 

He (iS LSE TG PER EEA EE 
探 整 段 标本 用 的 刀 ( 证 房 用 的 寅 的 刀 ) 。 
UBER Soi) HS FE 

链子 。 

源 输 用 的 油 布 。 
S87). 
Ca oe 
HE. 
行军 床 。 
20 公 尺 长 的 挫 尺 。 
Pia, 
指南 什 。 

测 坡 度 用 的 布 郎 吉 斯 (Epammxrc) 测 坡 器 。 



Ae AE AEA AL 11 

ir 7S DEE Bc a IBS AY BR RR 

47 BARE 

PRAIKEC ERAS AY /) Fi o 

PAS 

在 室内 时 期 要 作 以 下 过 些 工 作 : 

(1) TRAE. AIA, BE 

分 析 工 作 的 计划 j; 

(2) 进行 实 有 台 室 的 分 析 ， 上 以便 研究 土壤 和 上 母 摘 的 化 学 成 

ay. Behl ie FL BEE A 

(3) Shay Bee WE BID A FCPS: 

C4) 根据 得 到 的 全 部 调查 材料 来 校 允 在 野外 调查 时 所 探 用 

的 土壤 的 发 生 分 类 ; 
《5) 巷 更 最 后 的 土 下 图 和 工作 计划 中 规定 的 其 他 的 图 ; 

《6) ie Ezeh) ERS 



Be ALP RY RAE 

根据 进行 土壤 调查 的 任务 ， 土 壤 除 或 独立 工作 的 土壤 学 家 
WERE RTT HELD HE SE FPF Ws BAIR GE By Hy BE 
材料 。 

预先 研究 现 有 的 、 关 帮 土 壤 形成 的 自然 地 理 人 条件 的 材料 以 
及 关 太 调查 地 人 的 土壤 、 每 个 土 种 在 农业 生产 上 的 性 质 的 材 
料 ， 允 每 一 个 土壤 学 家 ， 克 其 是 对 土壤 组 和 土壤 除 的 什 半 者 来 
说 ， 是 极其 必要 的 。 缉 悉 蛮 查 材料 使 我 们 在 出 发 到 野外 以 前 就 
可 能 对 调查 地 区 的 土壤 有 一 个 继 的 概念 ， 也 常常 使 我 们 可 能 小 
驶 重审 观察 久 前 调查 过 的 地 区 ， 因 而 我 们 就 能 够 最 正确 地 碍 磊 
野外 和 实验 室 的 工作 。 

利用 以 前 调查 的 糙 果 时 ， 可 以 初步 确定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妆 
某 些 地 段 或 每 个 土 种 必须 进行 比较 深信 的 调查 ， 而 在 另外 一 些 
情况 下 ， 相 反 地 ， 仅 仅 坊 了 检查 现 有 材料 而 必须 进行 精 充 的 视 
gz, 
AFAUASE DLR AER, ROEM Wy EE HE 

G, MFA LIBS CEP ETE, AE 
BBE, PLR T es EH AE, 

巍 用 列 物 上 和 档案 中 的 材料 是 很 必要 的 。 赂 党 注意 ， 很 多 
抄写 的 极其 赛 贵 的 训 查 材料 都 保存 在 不 同 的 机 关中 。 所 以 必须 
Bh Fis WBN NG HR, DEH CRRA iy BY a AS 



Be PRR AT RA TST 13 
-一 -一 一 一 

PEE IM LA FEAT BSF FA 

BT WR LO BAER PE AN 

Bi TE FEET HY LTE eT EY HOPE, BT a BE CRD 

St, SAME OPFCHW AL. HOT. ak cH. zk CHEE A 7 

AG AULA EL. 

EEE BY PY RY, WHE Ew A HET FB , 

汞 在 地 图 上 画 出 调查 地 区 的 网 界 。 BT BEA A, Be Ie 

和 营 有 概略 的 、 带 有 等 高 线 的 地 形 图 〈 上 比例尺 最 好 是 1:100, 000 

3% 1:200, 000, 而 对 套 面 积 很 大 的 地 区 来 说 ， 比例 尺 最 好 是 

1:500, 000 ) ， 根据 这样 的 地 形 圆 就 可 以 对 调查 地 区 的 地 形 和 
TRICE — PEAS. 

AST Ledeen He SE A AEH TY HIE AAR SCHULTE, YA 

Ai A ES ASE FRE OR By HT Dd AE HL PAR 

稍 大 一 点 的 地 形 图 ) 。 巍 该 根据 地 形 图 查 明 ， 水 女 地 理 先 的 密 

度 、 高 的 和 低 的 河 成 阶地 的 宽度、 坡地 的 坡度 和 坡地 被 乾 谷 和 

狼 谷 所 分 割 的 程度 。 肉 该 注意 到 分 水 赏 高 诛 和 坡地 的 袖 度 ， 必 

须 硒 定 各 个 地 孚 分 区 和 地 殊 唱 元 的 移 对 高 度 以 及 分 水 句 高 原 高 

出 侵蚀 基 准 的 最 大 高 度 。 

如 果 没 有 带 艳 对 高 度 的 大 比例 尺 的 、 调 查 地 区 的 地 形 图 ， 

就 巍 该 使 用 比例 尺 较 小 的 地 形 图 和 苑 集 在 铁路 侧面 平 玲 测量 时 

及 及 在 水 广 地 质 和 其 他 调查 时 所 多 得 的 高 度 的 材料 。 

熟悉 地 形 图 以 谷 ， 败 该 根据 现 有 的 材料 来 研究 调查 地 人 和 

与 其 相 半 的 地 区 的 地 质 构 造 ， 主 要 是 研究 表面 形成 物 (成 士 母 

BR DRA TIAA. BT BBM AN, WAG AP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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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 RAY Hh A fal, PR led AE SS. RE 

BN TERR AE WDE es Be 1H Hb ey ZY. SPA Bea 

Fahy Ha a AS 2 SE A He lie], 

FAR fry BAS itt BH Ze IE TE Py FOB EP 9 PE i et. 

AHA E, ABE RATE FAR. 

根据 水 文 地 质 的 调查 材料 ， 查 明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及 地 下 水 

的 烙 污 化 程度 ， 确 定 鞭 水 层 和 不 透水 层 的 深度 、 特 蔓 和 形成 王 

屋 地 下 水 的 可 能 性 。 

现 有 的 错 孔 峭 访 画 在 地 形 图 上 ， 而 根据 乌 孔 所 作 的 各 个 车 

ie ae PAR, BRAILES AA Arent, Me IM 

» ARSC AERA IDL, PT SE 2k BCH BBE BD 

» HO PARE BEE BC EB) ee EE. FR. 

ALLA ATR, FY De EE EE cy AS DF 

Fe. Ave YA EE Bed ER ED SE PEE Ay BSA ay 

苑 集 和 整理 气象 站 在 许多 年 内 斯 得 到 的 材料 。 

收集 气象 材料 和 糯 允 气 候 乌 定 的 工作 ， 最 好 委 旗 输 气象 学 

专家 。 
贰 研究 有 关 植 物 的 材料 时 ， 首 先 必 须 了 解 座 管 调查 的 地 区 

RAT SEEN Hi LEE Bh (TARR SRA. BR PR BE 
Vik. SEUSS). SLR IME AP SE A Ti eB A. EAE 

FE HP FRE, EEE AR A BE 9 A 

过 样 预先 熟悉 植物 的 特征 ， 就 大 大 地 便利 了 土壤 学 家 在 有 

天 然 植 物 被 的 地 区 进行 野外 工作 。 

知道 了 不 同 的 十 种 所 具有 的 天 然 植物 的 特征 ， 就 易 扑 使 我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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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E A ASTD By EBA AE HY Hi» SSB TE ESE Se 
Al BSH MME, AARAWESE. BBE 

植物 所 估 有 的 面积 ， 就 是 十 分 固定 的 土 种 的 面积 。 
研究 了 所 有 的 那些 对 土壤 的 特点 发 生 影 澳 ( 不 管 这 种 影响 

是 好 的 还 是 款 的 ) 的 自然 地 理 条 件 以 后 ， 必 须 仔 戎 地 研究 现 有 
的 那些 天 故 调 查 地 区 土壤 的 全 部 材料 。 心 须 查 明 以 前 的 调查 所 

ese Fay. AAR AO: WE A 区 在 分 伤 上 的 规律 性 ， 过 种 

HUME: Aube, HWE HO. ksh BR. RE RR 
DAD FES FEY EE, AR ny (eS 3p A 
粗 成 、 土 壤 的 物理 性 质 和 形态 上 的 特征 。 

关於 土 壤 和 底 土 的 化 学 成 分 、 机 械 祖 成 和 水 分 物理 性 贤 的 
圣 部 材料 赂 该 加 以 摘 多 ， 带 有 分 析 材料 的 土 于 剖 面 巍 党 画 在 地 

形 图 上 。 分 做 最 广 的 土壤 和 带 有 分 析 材 料 的 剖面 的 形态 上 的 特 
征 ， 巍 该 加 以 摘录 ， 

在 篇 届 实 栓 室 工作 的 计划 时 ， 吹 该 考虑 到 现 有 的 至 部 分 析 
材料 ， 薄 上 且 锋 葵 是 在 野外 调查 时 或 在 室内 篇 型 土 壤 图 和 工作 妆 

”要 时 都 哈 读 利用 这些 分 析 材 料 。 
SHS RS, 一 定 要 指 明 分 析 的 方法 和 RH A 

源 。 

坊 了 预先 研究 土壤 在 农业 生产 上 的 性 蛙 ， 必 须 熟 悉 农 业 坛 
验 机 关 的 材料 ， 熟 悉 国营 农场 和 集体 农 芷 的 农业 先进 工作 者 的 
工作 。 党 使 用 过 些 材料 上 时， 必须 精确 地 查 明 在 什 稚 榜 的 土壤 上 

栽种 过 哪 一 种 作物 。 
CEPA) HATES AOR A HET IB EE HES, B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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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UA TOR AL RAE CAME. Pek. 

灰 、 施 用 石膏 等 等 ) DR FEAR EEE ERE TR 

TSB T FP BEB EY BER 

ioe 9 ie FE TS A ARES et BR PR SO 

"PPR, RGAE Se FUT SEE SE R PA Ey. BE 
个 性 质 对 於 进 行 土壤 调查 的 那个 地 区 的 各 种 作物 ( 即便 是 最 主 

要 作物 也 好 ) 的 生长 和 产量 有 影 澳 的 那些 材料 ， 以 便 提 高 这 些 

农作物 的 图 量 。 过 样 就 可 能 比较 深入 地 研究 正 是 那些 其 硼 现 程 

HE pe Se Me 调查 的 土壤 上 所 栽培 的 作物 产量 的 土壤 性 质 ， 同 

Be EME ee. DS Ee eR. 
BURGE BRB IN: 坊 了 要 研究 那些 决定 土壤 生产 能 力 

的 性 质 ， 世 学 会 如 何 来 影 光 过 些 性 质 以 满足 日 俭 增长 的 、 当 提 

高 土壤 肥力 的 要 求 ， 就 需要 首先 知道 这 些 性 质 是 哪 一 种 性 质 ， 

一 一 能 把 过 些 性 质 列 举 出 来 ， 能 从 很 大 数量 的 王 壕 特性 和 性 质 

中 选 出 一 些 过 样 的 人 性质 来 研究 ， 过 些 性 质 正 是 决定 土壤 生产 人 

类 所 必需 的 产品 的 能 力 的 性 质 。 
天 蕉 土壤 在 发 生 上 的 各 个 性 质 影 必 士 壤 肥 力 、 各 种 农 作 愧 

的 产量 和 森林 档 种 的 生长 的 问题 ， 目 前 研究 得 淄 没 有 像 在 提高 

产量 的 事业 中 实际 的 意义 方面 所 巍 有 的 那 榜 完 善 ， 但 是 在 某 些 

作物 方面 却 有 过 样 的 材料 。 

许多 骨 业 试验 站 和 个 别 的 研究 者 代 烃 研究 过 干 壤 申 证 化 的 

特点 和 程度 对 棉花 、 小 麦 、 甜 菜 、 首 攻 和 其 他 苦 作 有 物 的 生长 和 

pe Ly ERE, | 

«BAS FoR ORE. ey ee .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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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比 、 酸 度 (pH) See (py ERA Ey ea 

目前 也 有 一 些 。 

Pr sae BEY AE Ey ( 栽植 在 将 进行 土壤 

调查 地 区 的 ) 的 产量 所 发 生 的 影 改 有关 的 材料 ， 都 巍 当 加 以 研 

究 沙 应 做 通常 的 摘录 。 过 栎 就 能 大 大 地 便利 十 壤 学 家 在 十 壤 的 

研究 和 农业 狂 定 方面 以 及 在 导 择 对 某 些 作物 最 合 通 的 土地 方面 

所 作 的 工作 。 
土壤 呵 汪 化 的 特点 和 程度 是 土壤 的 重要 特性 之 一 ， 特 别 是 

FERRET. FEEL EL, Jee EEL PCE ROE 

PERS RAY coy. Bie LAREN PRED i TT ES PE. 

”可 以 引用 这 榜 一 个 研究 烙 果 来 表明 水 溶性 品类 对 某 些 农 作 
Wy) ke Mize ees, MUSES UGK (B. B. Beropos ) 的 材 

料 ， FE RMSE AR FE FY) BS Fy TE AE By TE Ee 
Sy ty AM Las A TERE. BE A-MENACI- B0. 012%, SO.= 
到 0. 16% 时， 棉花 便 正 常 地 发 育 。 和 党 OCI” 的 数量 从 0. 015.94 a 

0.05496 而 SOs 从 0.2096 到 0.5096 时 ; AY ERASE 
- 的 抑制 。 在 王 培 中 ， Cl” 增加 到 0.0406, SO,= 增加 到 0. 50% 

是 最 大 的 限度 。 
根据 区 札 庄 夫 (A. H. Posagog ) 和 拉 杞 列 夫 (A.A. TIasapea) 

Wie, FEAR PAs (Deprancxaa orrHa) _L #& fie ee 

CAG) TRIMLMEW—-ARa Ee, Beh ag CI 
0.011%, SO. 0.06% 时 ， 棉花 的 发 育 是 正常 的 ， 当 土 壤 中 
含有 CI~0. 025%, SO.- 0. 5% I, AR 花 的 发 育 是 中 常 的 ， 缺 
WBA. Him CI- 到 0.0696, SO. 到 0. 90%， 就 使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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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 强烈 的 抑制 和 大 量 的 缺 苗 。 在 合 CI-O.11%. SO.M1. 65% 

的 土壤 中 ， 棉 花 奏 平公 部 死亡 。 

关於 中 亚 交 亚 的 士 壤 中 甜 荣 的 抗 题 性 ， 坎 札 诺 夫 和 拉 札 列 

AGA TY FIRE. 

在 被 硫酸 路 (石膏 ) 所 路 污 化 的 土壤 中 ， 当 Cl- 到 0.01%、 

SO 到 0.15% 时 ， 甜 荣 发 育 得 正常 。 当 CI 的 数量 堪 加 到 
0.02%, SO4- 到 0.5% 时 ， 缺 苗 现 象 间 不 太 多 ， 而 GL 的 数 

Hie 0.05%, SOE 0.8% 时 ， 植 物 便 遭 受到 强烈 的 抑制 和 

大 量 的 缺 苗 。 党 ClL- 的 数量 到 0.1%, SOB) 1.5% He, 

BAAS ILE | 

ae Jes (HE PERE TE Be Reh ( Baszyitcxaa cerncKoxo3aiier— 

BeHHad OMLTHAadA CTaHIIE OpDOIIaeMOrO 3eMaegerua) 全 经 在 伏 

AS Amin HOH SERS TRY Be BE ARE BS Ae) Ee es 

面 作 过 多 年 的 研究 。 

_ 根据 催 里 尼 卡 济 斯 〈《C. A. Termumxaitrne) 的 到 载 ， 研 究 
是 用 三 种 方法 进行 的 。 | 

1. CENTLY REALE, uae 
e. 
a: =.) 

2. PLURAL EEA BEER EY SE, DICPEBE RR, 
其 中 播 上 种 子 。 久 和 后 注意 种 子 出 苗 的 时 间 和 出 苗 的 情况 。 

3. 取 两 个 主要 土 类 一 一 碱 士 化 淡 栗 后 士 和 碱 士 一 一 的 十 
壤 ， 用 人 工 加 中 的 方法 使 之 因 到 研究 计划 所 要 求 的 污 弃 ， 此 和 后 
便 在 植物 培养 室 中 作 和 从 播种 到 收 巩 的 试 骏 。 

下 面 所 列 出 的 净 个 才 就 是 人 里 尼 卡 洲 斯 在 工作 中 得 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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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1. 

ZENA HEP ES Cl” AGREE 0. 19% 时 小 麦 地 上 部 分 的 产量 

(每 一 盆 中 的 克 数 ) 

24 | o | Naci | cach | MgC 

RR HB + 55.8 | 17.5 5 Bee: | 30.9 

碱 ， 4 26.6 | 12.4 20.4 | 99.5. 

Fe 2. 

在 加 硫酸 路 的 土壤 中 ， 当 So, ABSA Bir NoOeS 
| Na,SO, | MgSO, | CaSO, ss E28 See: Stone Bs boo sai sin | Sa 

克 
= oe 

LA MOT EM: 从 过 些 才 中 可 以 看 出 ， 伏 泵 加 河东 岸 
土壤 中 最 常见 而 含量 最 多 的 矶 类 中 ， 纲 副 对 植物 的 危 需 最 大 ; 
也 可 看 出 不 论 是 硫酸 锁 或 其 他 阳 肉 子 一 -人 钙 、 镁 一 -的 硫酸 化 
合 物 都 要 上 比 氧 的 毒性 小 。 下 面 所 引用 的 表 就 关 明 过 一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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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5. 
ASBMB LS Sp) Fit LAPWESRADER VER 

(每 一 盆 中 的 克 数 ) 

+ 下 (RES + | RH my 

$8886] 9.06 | 0.12 | 0.03 0.05 | 0.12 

Na, SO, —— | 50:1. | =e /eepgeeeeeeeee 

NaCl 17.5 | 1.5 | 17.8 | 19.4 3.9 

Fe 4. 
在 加 钙 电 的 土壤 中 小 寿 地 上 导 分 的 产量 

(每 一 盆 中 的 克 数 ) 
+ x | R ewe + | oe ot 

es 0.056 | 0. 113 | 0.056 

Ca SO, 53.7 57.2 24.9 25.9 

ca Cl 22.7 7.9 20.4 6.5 

从 玫 4 中 可 以 看 出 ， 增 加 Ca 的 数量 便 有 良好 的 作用 ， 若 - 
增加 Cl 就 使 小 麦 的 生长 受到 抑制 。 

Ze 5. 
1932 7 MMSE TALE Lp | EE 

(每 一 盆 中 的 克 数 ) 
ba eH iy) Ue Be % ) 

Na Cl rr 子 | 19.1 | 13.8 | 5.2 0 0 | 一 一 

# Pe 27.1 | 20.6 | 8.5 | 0.15 0.5 -| — 

Na, SO, a Hedy sos, |: ABO | 16.845 4, 4 | 5.0 

i | -一 | 224 | 20.2 | -一 | 15.4 1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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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I OAH, BIE 0.0506 时 就 会 使 小 帮 

受到 抑制 ， 党 氧 的 IE 0.1096 We, PBEM 受到 强 烈 的 抑 

il, Arges, LRSM hE. | 

土壤 中 的 苛 天 对 年 齿 不 同 的 植物 有 不 同 的 影 兆 ， 

ZH 6 所 引用 的 盆栽 试验 的 数字 表明， 蚤 类 对 生长 初期 的 植 

Wy 7s WRF Hy BC 

表 6 

TE ZAI (alse BPs RL RAE Sh ee Se aN 

| 放 A OM oe 间 
FAS BE ae 

在 播种 前 im 在 抽穗 时 < 加 Be eee | ee Re 
植株 的 数目 wae (FR) 植株 的 数目 jaan Fe) 

0.05 34.5 = os 

0. 10 13 32.5 

0.15 15 Sr 

0. 20 14 18. + 

0.0 

PPR ADORE, SPAT DL ASAE: CK. C. Kar- 
pusenxo) 所 发 表 的 、 用 不 含 碳酸 蔓 的 黑 钙 士 所 做 的 盆栽 试验 
糙 果 ， 蜗 利 琴 科 指 出 ， 直 到 现在 已 有 的 关於 土壤 中 水 稻 得 以 生 
的 、 妃 天 的 最 高 数量 (0. 078%6 )， 被 估计 得 过 低 。 
> DMPA, SMa SS MPS: 土壤 的 踢 汪 化 对 

TRASH) BRIE SS ES ee (ER, PER TT 
fe, SBR PEALEIUITREN IL). PRTC Liye > A ee 



mise oe Se eee 

HE ly Sy ETAL ITE ARTA 
fE LSE PLURAL GAB IB 0. 296 (Cl AHR 0. 122.96) 或 碳 

HRGHIBIE 0.196 (CO; 大 从 0. 056% )， 水 稻 的 种 了 予 完 至 不 能 
发 芋 , 可 是 土壤 中 硫酸 钠 的 数量 过 到 0. 7596 (SOi= 到 0. 507%6) 
时 对 水 稻 的 发 全 率 东 没有 发 生 显著 的 不 良 作用 ， NasSO， 的 有 
VERA AER Na.SO, 的 数量 大 於 0.75% 时 才 开 始 帮 现 出 来 。 

在 秧苗 时 期 移植 的 水 稻 或 在 生长 过 程 中 受到 咖 类 影响 的 水 
FG, FE RBA ASS E tek NasCOs，NaCl ,尤其 是 Na,SO,. 

土壤 中 毛 化 钠 的 含量 当 过 到 0. 05 一 0. 1%， 而 硫酸 负 过 到 
0.3596 时， 由 从 储存 STR SOY 植物 可 吸收 的 状 
ie. Bea EM RE. 

FUG TE LED ii ARABI, RENAE net BE 

<E(EH, AUER Eee PARA, RIESE BAS 
作 有 效 的 措施 A ee 

在 淡水 数量 充足 的 情况 下 ， 如 果 预 先 洗 掉 鄙 渍 化 土壤 表层 
的 蜡 类 ， 跌 然 有 土壤 的 副 溃 化 存在 ， 但 是 也 可 完 公 保证 在 这样 
的 土地 上 播种 水 稻 。 

在 土屋 和 经常 被 海 没 和 设立 通 当 的 排水 系 芒 的 情况 下 ， 创 建 
必需 的 流动 的 水 ， 便 可 完全 保证 到 得 水 稻 的 高 额 产量 和 吕 涡 化 
土地 的 土壤 改良 。 

格 利 果 泵 耶 夫 (C. Tpzropsea) 所 作 的 水 溶 竹 鳃 类 对 栽植 
PEMD AES. EAE. HEIRS OA EMRE, i 
HAT OL FRE: 

1) PREGA WER RY (0.2096 时 ， 就 会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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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的 树种 都 死亡 。 

2) PREGA) BC EZ) 0.05% 时 ， 就 强烈 地 减 弱 落 华 

HS. FAURE AE, TSA ALE eR AM. 

3) bieteeh LYSE 0.1000 时 ， 使 所 有 的 树种 都 发 育 

得 比较 好 或 者 和 在 正常 的 培养 液 中 一 样 。 
4) PRG RBESB 0.30% 时 ， 使 权 木 、 落 革 松 、 委 : 

BEEK, HEE), 
5) 0.30% 的 Na,SO, 多云 杉 的 影响 比 0.05% 的 NazCOs 

大 ， 但 对 松 和 洲 革 松 的 影 兆 则 人 恰恰 相反 ; 樟 木 在 过 方面 是 居中 
的 一 一 0.3% 的 NasSO, #10.05% 的 NazCOs PHAR RB AR HE AC 

斯 捷 帆 诺 夫 〈 互 . H. Crenavos) 在 西 波 夫 (IIzrmrog) 森林 

Arh EB HRI, RMSE TE 4 一 5 厘米 的 深 处 含量 篇 

0. 169% 时 ， 使 任何 植物 都 不 能 生存 。 售 量 (0. 154% ) 龙 乎 相同 

{AZO 100—125 厘米 的 深 处 的 碳酸 锁 ， 就 可 以 使 生长 不 好 

的 、 粗 糙 的 橡树 林 生存 ， 过 种 橡 权 在 70 年 中 只 能 积 材 40 立方 

”人 会展 《在 黑 便 十 上 和 栽植 的 同年 橡树 林 可 积 材 150 立方 公 尺 ) 。 

AUPE) (Tamarix gracilis) 的 特点 是 具有 较 高 的 抗 曲 PE, 
根据 克 重 片 尼 科 夫 《 瑟 . A. Kpynennuxos) 的 记载 ， 普 梭 柳 交 - 

SP TEMES Be be, VG AC TES ie BE BS TS LY HE ME EAE Ay. 

ee JERR: “MPM, ish POINT Dba AE 

ReAEGA FOUR AY EAA PEA LAY) 7 BS a 

过 到 4.95% 《 按 固体 物 计 算 ) «TERRA Tie 中 一 般 的 

MAL 1.58— 2.16%, SENT AL 1.76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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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的 含量 是 0.617%, SO” 的 最 高 含量 是 1.599%, —fRGE 

是 1.218%, ” 

Ze DA_E JP ALL BOS 4S EH TE FER eS 
以 及 光 柑 种 生长 的 影响 的 一 些 数字 中 ， 我 们 只 能 对 这些 植物 的 
TMA, AB ESR, WR eee 
未 期 进行 的 ， 而 在 另外 一 些 情况 下 ， 则 不 知道 是 在 什 麻 时 期 进 
行 的 。 

华 钻 伊 农 业 实验 站 人 得 到 了 比较 肯定 的 、 关 大 春小麦 的 搞 
SB BEF 

ST ASE RCE, PNY 
PERS, IAB EAN Tey BRAS Py ERPS, 7 
PEARED) 7% 45 — AED 4 KE ET AOE Fe LB AST 
REP AEAEN EL, bob, BeBe LR 
Fat EE ny IL we AAA Hy RR 
ETERS VS AUER ro eT BE = 

Ze) FU, PCE Leek. SREY 
EMR. RNR ERA”, BO 
的 对 抗 作 用 :是 两 Mi ny = RAIA Ey Ee 

量 上 和 两 种 或 三 种 而 类 混合 物 相等 的 一 种 硬 类 要 小 的 一 种 作 
用 。 | | 

Big ES FECES ly Aa Sy RE it J Zh 
RM LEON, PEAT RAS RE, Ie EL ay 
以 减低 土壤 原来 所 含有 的 而 类 的 毒性 ， 

HER (IL Il. Poson) 数 授 引用 了 下 个 过 榜 的 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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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BE: FD STEN Ae 

$2, MgCl, SURES 0. 002 N 时 便 显著 地 抑制 小 麦 的 生长 。 但 

是 如 果 在 溶液 中 有 省 度 坊 0. 05N 的 CaCl, 存在 〈 BUR FE 
BARBELL ASEM). BAR MgCl, 甚至 在 省 度 仿 0.05 N 

BR, REE ETE RE LE RR RY 25 倍 时 ， 也 失去 它 的 毒害 
作用， 

增加 淡 度 不 天 的 CaCl, , 便 降 低 Nat 的 毒害 作用 。 

以 上 关 攻 某 些 作 物 抗 曝 性 的 简短 报导 表明 了 过 个 问题 的 复 
厅 人 性， 表明 了 对 各 种 土壤 中 的 水 溶性 是 影 兆 各 种 作物 的 发 育 和 
产量 的 那些 条 件 和 进行 仔 壮 分 析 的 必要 性 。 

正如 以 上 所 指出 的 ， 影 玫 作 物 的 发 友和 产量 的 那些 条 件 就 

是 : 水 溶性 蕊 的 成 分 、 在 农作物 不 同 的 生长 时 期 内 水 溶性 厅 在 
土壤 剖面 和 底 土 的 不 同 深度 内 存在 的 数量 、 土 壤 和 底 土 的 机 械 

狂 成 以及 土壤 和 底 土 的 水 分 状况 ， 
Aas) fy Ee Ey WE EAS RT BES EB ee a 

mm. Eun, HERI E IK (A. B. Orpuranses) 的 记 

载 ， 酸 度 对 它 的 产量 和 品质 站 不 发 生 显 著 的 影响 。 在 克 里 木 南 
岸 pH=7.5—8.5 的 土壤 上 能 得 到 很 好 的 粳 草 ， 而 在 阿布 哈 获 

和 高 加 索 黑 海 治 岸 一 带 ， 粳 草 一 般 可 以 栽植 在 pH 一 5 一 6 或 更 

低 一 些 的 灰 化 士 中 。 
茶 半 和 酸度 的 关 傈 则 完全 不 同 ， 它 只 有 在 酸性 土壤 中 才能 
正 第 地 发 育 。 关 共 在 克拉 斯 诺 过 页 稳 区 ( Kpacnogapexuit xpait ) 

的 黑海 沿岸 地 区 种 植 茶 法 的 农业 指示 中 指出 ， 栽 培 茶 普 最 好 的 
土壤 是 pH 在 4.5 到 6.5 之 间 的 酸性 土壤 或 微 酸性 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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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 Wee Ey CEFR, “Ee TEpH AB. 5 Bl 8 AY 

Bp RA. bea MN BRA, ASR 

WSEAS, “BIE ETT PERM pH 是 在 6. 5—7. 5Ay Ri 

FAA. : 

DAES AEYY BAP Pe EAB BL SE ie RE FH) BB 

傈 的 材料 指出 ， 土 壤 学 家 在 未 开始 土壤 调查 以 前 先 熟 悉 证 明宗 

作物 对 土壤 的 各 个 人 性质 有 反应 的 材料 是 很 重要 的 ， 过 样 做 是 各 

了 最 完善 地 研究 过 些 人 性质， 以便 在 所 调查 的 土壤 上 篱 获得 最 高 

额 的 产量 创造 有 利 的 人 条件。 

粽 合 所 有 以 前 的 调查 材料 以 便 确 定 地 质 形 成 物 、 地 下 水 和 

地 上 水 分 、 地 形 特 和 车 、 主 壤 和 植物 在 调查 地 可 中 分 依 的 规律 

性 ， 是 研究 是 然 地 理 人 条 件 的 工作 中 最 后 的 一 个 阶 委 。 

由 人 於 过 样 和 综合 的 灶 果 巍 该 把 整个 淮 该 调查 的 地 区 预先 分 成 

地 胆 分 功 和 地 瑶 户 元 ， 过 种 地 瑶 分 区 和 地 瑶 单 元 的 乱 复 是 : 地 

形 及 其 发 生 与 地 质 构 造 和 水 文 地质 人 条件 都 是 一 致 的 。 

如 果 调 查 地 段 的 面积 不 大 ， 那 记 就 咯 当 礁 定 ， 调 查 地 段位 

PAT SRE LE TEN OPS TETRA. Bese 
TAS) 。 } 

BE HAE PTE AT AD BU LT BY SR AL BE PZ HE 

AEP LEM EER i, PLAS fk — A OTe Hh Be Ho 

AMA YY (EPR. HEE A CUE AT AY EE ae A SE Yc 

Ayo IRAE — (HY De HLS A Sti LB PS Re ETE ke & BK 

Pra) fj EEG ETT, 5 FE ALT) FY) pe = TTS Td 

Fy HOA AT Tee ae HCY BE, FES APE I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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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L iil, ME WHEY 19 Ha B85 HN TD WS 2 FET 

或 土壤 分 区 。 

根据 一 切 研 究 过 的 关 谎 土壤 和 土 坊 形成 因素 的 调查 材料 ， 

便 可 糯 鼻 初步 的 、 在 工作 中 遵循 的 、 土 壤 的 发 生 分 类 ， 篇 了 以 

过 个 分 类 篇 根据 ， 就 风 当 利用 现 有 的 分 析 数字 和 土壤 形态 的 描 
述 。 
”所 有 烃 过 韦 查 的 印刷 的 和 抄写 的 调查 材料 ， 都 史 该 生出 目 

妇 ， 目 录 上 指明 作者 .材料 名 称 和 田 版 年 代 及 地 点 等 ， 而 对 抄 
写 的 材料 来 说 ， 除 此 之 外 ， 漫 座 该 指明 完成 调查 工作 的 年 代 、 

“ 进行 斋 查 工作 的 机 关 和 保存 的 地 点 。 

在 书面 材料 中 所 有 那些 最 重要 的 地 方 ， 志 其 是 能 说 明 调 查 
地 区 的 王 壤 和 其 他 自然 条 件 的 数字 材料 ， 都 礁 当 摘录 在 特殊 的 
本 子 上 。 | 

最 有 价值 的 图 ( LENE, HOR, HETIL SE) IRE RF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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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 土壤 调查 的 目的 是 : 

1) 研究 调查 地 区 所 有 的 土 类 、 亚 类 、 士 种 和 狼 种 ; 

2) 研究 土壤 形成 的 因素 : A. HWA HOR, He Fk An 

ARACHLEE, EWE PE) BOE Bese Fey REE FO ID hE 

Hiya, 4 4-48 A Ze HPR_L AY 43 Hii PSY 

5) WESC MMW bese 2) ie ce Py 

4) 研究 侵 刍 作用 的 发 展 和 扩大 ; 

5) 俊 定 各 个 十 种 实地 分 佑 的 兆 界 和 该 土 种 的 栽培 情况 ， 

烩 型 野外 土壤 图 ; 

6) 苞 集 室内 工作 的 材料 。 

第 一 节 “土壤 形成 因素 的 研究 

植物 “植物 是 土壤 形成 的 主要 因素 之 一 。 在 没有 植物 的 地 
方 就 没有 土壤 。 土 壤 形成 过 程 是 从 植物 定居 在 岩石 上 的 时 候 才 
开始 的 。 由 大 植物 与 岩石 相互 作用 ， 就 形成 了 具有 不 同 特 中 的 
土壤 。 

由 死亡 的 植物 在 土壤 中 所 形成 的 腐殖质 在 剖面 申 存在 和 分 
伤 的 特点 ， 是 土壤 题 然 不 同 基 形 成 士 壤 的 岩石 的 特征 之 一 。 
不 同 的 物质 在 植物 根系 的 作用 下 ， 和 从 土壤 的 下 层 转移 到 表 
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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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藉 蒸 腾 作 用 使 士 壤 法 乾 ， 过 样 一 来 ， 就 改 糙 了 土壤 水 
分 的 状况 ， 植 物 根系 对 土壤 烙 构 和 土壤 孔 降 度 有 影 叶 ， 因 而 对 
BN ERE BA 

不 同 的 植物 社会 对 气候 人 条件， 特别 是 对 大 气 圈 中 靠近 土壤 
的 那 一 层 的 气候 人 条件 湿度、 温度 、 风 的 强度 等 ) 的 影 澳 是 不 
同 的 。 

因 乱 植物 影响 土壤 形成 过 程 ， 所 以 在 不 同 的 植物 社会 下 所 
形成 的 土壤 也 具有 不 同 的 特点 。 

在 另 一 方面 ， 土 壤 以 及 有 植物 定居 的 成 土 母 质 对 植被 的 钥 
成 也 有 很 深 的 影 嘲 。 所 以 ， 天 然 植物 的 任何 改 绝 都 苹 明 土壤 的 
ee 

植物 和 土壤 之 问 的 过 种 相互 关 傈 ， 就 使 我 们 有 可 能 根据 天 

然 植物 来 判断 十 壤 的 特 中 ， 过 样 就 大 大 地 便利 了 土壤 学 家 在 确 
定 士 壤 和 查 明 十 壤 分 伤 的 己 界 方面 所 作 的 野外 工作 。 所 以 ， 和 党 
野外 土壤 调查 时 ， 必 须 牧 别 注意 土壤 和 天 然 植 物 之 间 的 相互 关 
傈 。 
地 质 构 造 ” 地 质 构造 台 每 一 个 地 全 的 土壤 特点 都 有 很 大 的 

oe, Hb geht) ND IE wey ( 成 土 母 质 ) 以 及 在 母 质 下 的 EE, 
在 土壤 的 形成 上 起 着 特别 重要 的 作用 。 

地 表 的 地 质 形 成 物 在 很 大 的 程度 内 决定 了 土壤 的 化 学 成 
分 和 机 械 组 成 以 及 土壤 的 物理 人 性质， 因而 也 决定 了 由 蕉 其 作 
用 的 糙 果 而 形成 土壤 的 所 有 那些 化 学 作用 和 生 有 物 作 用 的 悉 
fit. 

FE-PE REL E- -E EEE wy FARE PRE N= EBACE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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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AS RUBY Ea, TERRE RS ETT YY LE es 

EDMAN, TR LER LME Ee 

EWE MOY (47 Ee AEE). PEEP RSE 

MEF By EOE TE, 8G 3 SEE Sb JO PRY BT 

LAE Lt BEET AME, Bt 

fe Be Fi Le Ee ERE LIE, Blin, FE 

PHP A ee YS SAE, Bee ER EE 

FEACAI GB. TEL YLTY EY HL eS A 

ETE EER LEED RL. TAREE ERS 

FEAR, (ALPEN EDR p OTE BIN —BL—BEMOAAL L 

Bi Xasapcxue orsoxenua) LIEBE Hy SENDER TETE 2 BE, 

ANP IL AY EE web, FERRER ELIE we hy + ER EE 

FI TE Be Wy A BASS TB, 

成 土 母 质 的 机 械 组 成 不 仅 决 定 土壤 的 机 械 和 组 成 ， 而 且 对 士 

壤 的 水 分 状况 也 有 影 聋 ， 因 而 也 间接 地 影响 到 土壤 的 化 学 成 

分 。 质 地 粗 的 母 质 和 土壤 ， 其 透水 性 比 质 地 较 和 的 土壤 大 ， 而 
蔷 水 性 则 小 。 因 此 ， 在 砂 质 的 土壤 和 母 质 中 ， 特 别 是 在 砂 士 

中 ， 大 部 分 的 降水 都 透 不 较 深 的 土屋 中 ， 很 少 由 从 蒸发 而 丢失 

WRAY. RDA, CEDAW BEL TIE Be By AE PSE 

PAE FA Lee a EL FIL LIE we Ay Lea TE: A 
强烈。 

在 小 区 地 形 人 条件 下 粘 重 母 质 所 形成 的 土壤 往往 比 轻 摘 的 母 

质 〈 砂 壤 质 和 砂 质 的 冲积 幅 ) 所 形成 的 土壤 槛 杂 。 

在 不 同 的 地 质 人 条 件 下 就 出 现 强度 不 同 的 、 表 面 的 侵 全 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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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TEH, PUGREEEAST EAR AyShze. HULAT A, 2 740 
道 地 形 的 发 生 就 必须 研究 地 质 。 

土壤 学 家 主要 是 根据 现 有 的 女 献 查 料 来 研究 该 调查 区域 的 
地 质 ， 但 是 ， 鞋 款 学 家 在 野外 工作 的 过 程 中 ， 以 现 有 的 调查 得 
BSE, MN EE, DUR WE 
调查 地 区 的 地 形 和 土壤 所 发 生 的 影响 。 

研究 地 麦 的 地 磋 形 成 物 ( BERR EL ) 主要 是 根据 主要 土壤 
Hit, ATLRAT HRM WEE, BT RO 
的 地 质 形 成 物 的 厚度 和 在 整个 齐 面 上 的 均一 程度 ， 篇 了 确定 在 
它 下 面 的 岩石 的 性 质 和 厚度 ， 对 调查 地 全 中 自然 的 和 人 篇 的 央 
右 露 头 赂 加 必 研 究 和 摘 述 。 

在 多 谷 和 竹 沟 的 陡 壁 上 ， 在 陡 的 河岸 、 湖 岸 、 海 岸 等 地 可 
以 发 现 自 然 的 露头 。 在 香 无 厂 附 近 的 坑内 ， 在 探 建筑 材料 的 石 
SiN, FESS AAT BO SEM A BLABY RE. 

(HAA ABM RS, Me ERE Ree 
Fe fy fi Re ELIE 3% FS 0 LSE 4 PEAS Ty RE BREE 
THIEL ACS ZS AR. PROMO RL SRE, a 
精 礁 地 指出 露头 在 地 理 上 的 位 置 、 露 头 的 种 类 ( 河岸 或 湖岸 的 
县 崖 ， 雏 谷 壁 等 ) 、 契 妾 高 度 以 及 与 地 形 的 相对 位 置 ( 例如 
南 坡 中 部 的 雏 谷 、 河 的 分 水 周 高 原 上 的 织 路 禾 口 等 ) 。 
所 有 的 露头 从 上 到 下 群 和 地 描述 ， 其 说 霄 程度 要 和 搞 述 十 

坏 剖 面 一 样 。 在 沉积 岩 的 露头 中 ， 要 把 各 个 央 层 分 出 ， 把 过 些 
闭 层 从 表层 开始 标 上 号 码 。 每 一 个 岩层 的 厚度 、 机 械 租 成 、 颜 
fo, REESE INEM Fa, HOEY RT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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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标 本 。 

由 大 描述 了 露头 的 精 果 ， 可 和 粗 成 一 个 露头 断面 ， 过 个 断面 

可 能 使 我 们 对 各 个 岩层 的 厚度 有 一 个 明确 的 概念 。 

地 形 “必须 把 地 形 当 作 土 壤 形 成 的 因素 、 当 作 针 许多 农业 

操作 的 进行 有 影 净 的 自然 条 件 之 一 加 以 研究 ， 因 此 党 土 壤 调 查 

时 ， 应 党 充 分 而 精密 地 研究 地 形 ， 以 便 对 地 形 在 调查 地 区 土壤 

的 形成 上 和 在 农业 生产 上 的 作用 有 一 个 明确 的 概念 。 

在 土壤 的 形成 上 ， 地 形 的 作用 是 很 大 的 。 地 形 影 海 气候 

因子 在 地 表 的 分 人 、 植 物 的 特 隆 、 地 表 水 和 地 下 水 的 分 伪 ， 

因而 也 影 罗 了 士 壤 和 底 十 的 水 分 状况 ; 无 花 在 重力 的 影 兆 下 

或 流动 的 降水 的 作用 下 ， 泥 土 的 转移 强度 都 决定 术 地 形 的 特 

因 篇 植物 、 气 候 、 土 壤 和 底 土 的 水 分 状况 是 土壤 形成 最 主 

要 的 因素 ， 它 们 决定 土壤 中 所 有 的 化 学 和 生物 学 作用 和 进行 的 

方向 和 速度 ， 所 以 地 形 对 土壤 的 特点 的 互 大 影 池 是 十 分 明显 

的 。 Back 
HOFER) BARB, TR BRL, BEAT AER 

Fy Ly SE AHS. Bee, LAY) VR EE SI aS 

Fy Se Ts EAT, iid Pa ZI FAR SUR RE Bl) Fe BRE PY RS 

FEW SINT HIN, FESR AREA REE, RTE REAS 

Fea Fy Ab | EF BE Ay Fn EY ETL Mi 

HOTT WARE Re, FI, “EAR RR ERE Se 

Ly Ary A AE, Ti HLA AE RTE HOY Al we Fd 

SS, SEE PRT Y 7) TSA ES PETE ERD P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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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L, 
地 形 在 降水 量 的 分 做 上 起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过 些 降水 大 部 分 

都 活 透 到 平坦 的 分 水 赏 高 原 的 土壤 中 去 ， 很 少 活 到 作 坡 的 土壤 

Se, PLAGE, MGRBR ARDEA. MME Ic, Peay 

LESAN) AEE HD ( ETE. PERE ) ALR), safe 

WHS T SEMPER SSRIS, Babe EAH VJ ce i Bee aC) 
TK FUME AC Ey BEE AS BAY IRAP 

在 地 形 不 同 的 人 条件 下 ， 除 了 降水 渗 到 土壤 中 的 数量 不 同 以 

外 ， 降 未 流失 的 强度 也 是 不 同 的 。 

落 在 地 面 上 的 降水 ， 沿 三 个 方向 而 芒 失 : 一 部 分 活 透 到 十 

Si Fae; 一 部 分 瀛 到 低 的 地 方 ; 一 部 分 厌 植 物 的 作用 直接 

HELM PRB 
AZ WH MEEKER, THR TORENT REDS. TE 

平坦 的 分 水 舍 高 原 上 ， 呈 还 瀛 而 流失 的 降水 特别 少 。 在 封闭 的 

陷落 低地 中 根本 没有 逐 流 。 

在 不 同 的 地 形 单 元 上 ， 土 壤 水 分 由 施 蒸 发 而 现 失 的 强度 是 
不 同 的 。 因 和 需 南 坡 的 温度 继 是 比 北 坡 的 温度 高 ， 所 以 咎 大 部 分 
的 水 分 在 南 坡 蒸发 掉 ， 而 在 北 坡 燕 发 掉 的 则 特别 少 。 

当 平 原 地 区 和 与 被 乾 谷 和 帷 谷 所 强烈 分 割 的 地 区 相 比 较 时 ， 

地 形 对 地 下 水 位 深度 的 影 澳 就 帮 现 得 特别 明显 ， 地 表 被 割裂 得 

AVF, HY FARR 
由 此 可 见 ， 地 形 在 地 表 水 和 地 下 水 的 分 傣 上 所 起 的 作用 是 

很 大 的 ， 因 而 分 做 在 不 同 地 形 人 条件 下 的 各 个 地 段 就 有 不 同 的 水 
分 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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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S 2 REAR In) AY) a Tap, BE RE ER 

TR, BRE ARH Hy nik: A 2k HK RY. 

所 有 过 些 便 坊 在 不 同 的 地 形 音 元 上 形成 极 不 相同 的 土 类 、 

亚 类 和 十 种 创造 了 条件。 在 地 形 〈 小 区 地 形 ) 方面 所 发 生 的 很 

Ay Wy Uae ( 过 种 改 故 有 时 用 有 眼睛 刚刚 能 看 得 出 ) 常常 产生 混杂 

的 土壤 ， 即 所 请 士 壤 覆 区 ， 过 种 土壤 的 特点 是 : 土壤 甚至 在 炎 

LRA) TERE ARIA BASS) BME o : 

HOF Ve Ay HS RE a SS, FED, jah 

Mek Diss. ie. Sha. DORE AAR 

地 发 生 。 

His WR, eS RRL Te 而 在 谷地 划 形 

成 冲积 物 。 

土 粒 的 转移 不 仅 发 生 在 山本， 而 且 也 发 生 在 波状 的 或 多 少 

-有 些 分 割 的 地 形 的 地 人 区。 在 过 种 地 区 ， 姬 和 每 年 春天 融化 的 

水 ， 使 大 量 的 泥土 治 分 水 质 和 长 丘 的 和 儿 坡 、 甚 至 沿 着 坡度 不 太 

明显 的 科 坡 向 不 大 的 陷落 宕 地 转移 。 

泥土 从 高 的 地 形 单 元 这样 转移 下 来 的 糙 果 ， sere eT 

于 壤 ， 有 时 成 土 母 质 就 暴露 在 表面 。 

地 形 ORB oe TER Ei Ee HR IH 

的 ， 在 位 做 不 同 地 形 单 元 上 的 地 段 上 就 有 不 同 的 水 分 状况 。 南 

坡 的 土壤 在 春天 和 继 是 比 高 ae FD Pa 

塘 的 春耕 和 播种 比 北 坡 进 行 得 早 。 

分 伤 在 低地 的 土壤 长 期 处 亦 很 混 泗 的 状态 ， 所 以 ， 在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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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地 段 进 行 春 稚 田 间 工 作 要 上 比 在 坡地 或 分 水 周 高 原 上 了 晚 得 
多 。 | 

fish) FEL LAE: ERY HE CIE PER TEN ER AE 
EDR UY BE) SARE TT HEPAT BRB CHE HL BES 
等 )。 

在 使 用 槛 杂 的 明 业 机 器 〈 拖拉 机 、 康 拜 因 ) 的 时 候诊 注意 
到 地 形 。 

地 形 的 特点 就 决定 了 是 否 需 要 探 取 防 止 侵 鲁 的 措施 。 
FE AG BEES el AR EEE ER HUTA OGY 

意义 。 地 形 是 决定 灌流 方法 的 主要 因素 之 一 。 
根据 地 形 的 特点 来 确定 志 划 潍 浙 地 区 的 要 求 ， 芷 查 明 规 划 

工作 的 范围 ( 如 果 过 些 工作 已 经 规定 在 计划 中 ) 等 。 
具有 等 高 糠 的 地 形 图 是 提供 地 形 特点 的 概念 的 主要 材料， 

然而 ， 赂 该 注意 到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下 ， 地 形 图 不 能 把 地 形 的 公 
部 得 节 和 都 反映 出 来 。 

对 土壤 特 踏 有 很 大 影响 的 许多 地 形 日 元 ， 时 常 不 能 够 在 地 
形 回 上 表示 出 来 。 在 地 形 国 上 很 少 或 完 公 不 能 把 小 区 地 形 ( 内 
地 、 矶 状 塞 地、 不 大 的 高 地 等 ) Pea AR, JERE AIR aE op Te 
形 也 不 能 表示 出 来 。 所 以 ， 土 壤 学 家 以 地 形 图 篇 指 南 在 野外 工 
作 的 过 程 中 研究 大 区 地 形 时 ， 应 当 特 别 注意 查 明 中 全 地 形 和 小 
鸽 地 形 的 单元 的 实际 情况 ， 以 便 精确 地 确定 土壤 在 小 的 距 贱 内 
Bey A. 
MILANI LICE, RAR TEE HATE LTC MH 

VBR, SLI TIE eS BH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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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和 与 植物 和 主 壤 的 关 傈 。 

BT ARRE ES LOVE RARE, LOSES 
ii J EGE BR IE BE, DAD i DIRS AST 
的 特点 。 

其 火 ， 风 该 查 明 ， 在 高 原 上 有 没有 下 父 山 、 丘 陵 、 岗 、 乓 
丘 、 小 低地 和 小 高 地 。 在 具有 中 地 形 和 小 地 形 单 元 的 情况 下 ， 
必须 确定 它们 的 外 形 、 大 小 及 其 高 出 周围 地 的 相交 高 
iz. 
FESS, ALAM BI, Ae 

度 以 及 坡度 在 每 个 坡地 的 整个 长 度 上 的 均一 程度 ; 查 明 坡地 
转 释 含 河 谷 的 特点 〈 以 逐渐 降低 、 攻 坡 、 显 著 扬 曙 等 形式 来 转 
i): 同时 查 明 坡地 被 普 浅 、 雏 谷 、 乾 谷 所 分 割 的 程度 ; 测 
定 后 三 者 的 深度 和 宽度 ， 乾 谷 和 雏 谷 壁 的 坡度 、 和 它们 被 植 
物 所 覆盖 的 程度 ; WALL. SEA TA 的 ok Re 
的 外 形 。 

在 河谷 中 ， 要 确定 省 泊 阶 地 和 高 阶地 的 按 界 、 障 地 的 契 针 
高 度 和 宽度 ， 确 定 每 一 个 阶地 被 乾 谷 、 詹 谷 、 锈 治 所 分 割 的 程 
度 和 湖 与 弓形 湖 的 所 展 程度 等 。 | 

ST LIVER LM —, MSAD 
HOT ATE ST PEN F ER. 

所 有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地 形 ， 都 可 以 分 成 以 下 三 种 类 型 
1. 大 区 地 形 ”过 种 地 形 的 面积 极 是 广 关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每 个 地 形 单 元 都 估 据 比较 大 的 地 段 ， 其 稳 对 高 度 的 起 伏 是 
很 大 的 《 由 数 十 公 尺 到 数 百 公 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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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p ARE SCARY MAAK, mt 

相交 高 度 则 在 1 一 10 ZR fy A PEAR. 

3. 小 区 地 形 ”各 个 地 形 单 元 所 佑 据 的 面 稿 不 大 ( 从 二 、 

达 平 方 公 尺 到 数 十 或 数 百 平 方 公 尺 ) ， 高 度 的 起 伏 不 到 一 公 

R( B4P 7 30 一 70 厘米 的 范围 内 ) 。 

山本 中 的 太原 地 形 的 种 类 : 
1. 山 原 ( 山 区 ) 在 地 球 表 面 上 高 佑 从 也 近 地 方 之 上 

的 广 关 地 区 ， 在 其 内 部 有 相当 大 而 题 著 的 高 度 起 伏 。 

2. 凯 营 或 山 春 一 一 粽 状 延展 而 至 少 有 两 个 园 和 都 筱 漆 而 平 

” 行 的 谷地 所 限制 的 高 地 。 

3. 出 带 一 向 山 原 继 延 伸 的 方向 延伸 的 、 相 互 平行 排列 - 

i. MAREE. 
4. 1 S-—-JE PIR). DARI, RIERKES DH 

些 相同 的 山地 。 
5 是 一 一 所 佑 面积 比较 小 但 是 著 突 出 於 相当 平坦 的 地 面 

之 上 的 高 地 。 高 地 的 各 方面 都 有 显明 的 山脚 。 
6. 方 山 一 一 坡 陡 而 顶部 平坦 的 山 。 

7. 圆 项 山 一 一 圆 形 山 项 的 山 。 

8. 尖顶 山 一 一 尖 形 山顶 的 山 。 
9. 秀 举 一 一 超出 森林 上 界 的 山顶 。 
10， 高 原 一 一 佑 据 广 闫 面积 的 、 在 项 上 有 平坦 地面 的 高 

11， 山 划一 一 从 平地 转 吉 山地 的 、 或 多 或 少 异 高 的 地 区 。 

INS 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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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 原 一 一 各 侦 方 面 都 转 驴 坡地 的 、 分 水 竺 最 高 的 部 

4}o 

2. 坡地 一 一 与 地 平面 成 某 种 角度 的 地 面 。 

3. “阶地 一 一 一 面 乱 挟 高 的 地 区 所 限制 ， 而 另 一 面 篇 低下 

的 地 区 所 限制 的 相 稼 平坦 的 地 面 。 

4. JEN ARH Ee 

We ir Hy EEK AE. FETS 100—200 BR, 5h i 

其 高 度 起 伏 在 40 一 80 SRAMDA. EGeny Rese. 

5. 丘 一 一 与 丘陵 的 区 别 就 是 高 度 较 低 (10 一 25 公 尺 六 其 

EM iS RA EM Tepe, BeBe. 

6. 长 锁 、 长 几 、 长 丘 一 一 伸 长 的 高 地 ， 它 介 和 与 丘陵 的 区 

别 就 是 长 比 宽大 数 倍 。 

7. 新 月 形 砂 丘 一 一 由 砂 堆 积 成 的 全 月 形 高 地 。 

8. 砂 丘 一 一 与 河 旦 或 海 旦 平行 分 伤 的 长 砂 阁 。 

9. SAAR. ARAL AIREY. BUT IK 

Hh, “EAE HR KDE PEA TE ok AY 

10. 8¢4$— LA SEBEL ED 

HER. 

4S FGAS |) FY) HOT BTC A RE ects 

1. PRR ARIE 

SANS IR sb Tac SRNL 

2. 波状 地 形 一 一 和 与 平 组 波状 地 形 的 区 别 是 :: 高 地 彼此 之 

间 较 近 ， 高 地 的 科 坡 表现 得 比较 明显 。 

3. kei. Rid, Rimi KMyine——-kRa. Rid. & 

Me SL 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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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它 个 之 间 的 低地 彼此 交替 的 地 面 。 

4.” 平 原 地 形 一 一 十 分 平坦 的 或 有 时 勉强 能 看 出 微 徽 有些 

引 高 和 降低 的 地 面 。 高 度 起 伏 不 很 大 ， 高 度 的 释 化 很 微 渐 。 

5. 

地 面 。 可 以 把 过 种 地 形 分 坊 : 微 丘陵 起 伏地 形 〈 丘陵 不 高 而 且 . 

数目 不 多 ) 和 强 丘 陵 起 伏地 形 《〈 丘陵 一 个 接着 一 个 分 人 得 很 

近 ， 其 所 佑 的 面积 至 少 是 地 面 的 30 一 409%6 ) 。 

6. 喀 策 斯 特地 形 一 有 陷落 低地 ( 漏斗 状 窄 地 、 石 灰 噶 
fe, Alki ) 的 地 面 。 

中 区 地 形 的 种 类 : 

1. 相当 高 度 在 LO 从 尺 之 间 的 不 高 的 许多 EE Be. & 

Hi. Re. 

2. ANPRAVHCA FOGEFS. 

8. Bele. MA RMA Rik, BANNER 

ARR Be A Hee as J eZ 

4. #eehb—— 5 ah 0 — a Fh BS 1 

Fie 

‘SIESTA ARAL 
1. “fey Dee. PSE EL AOPR ES Z FA ee EH 

一 于 
AS 

面 。 

2. BRHEHH. PERE. Db RERBAIAR PRAM. 

Be WEE SPR HSE LE MOTE BE cy er A, 

述 壳 些 地 形 单 元 。 

地 下 水 和 地 表 水 BRT RRP, HP ak. 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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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AWD ATi zk (WS. MAPEIE. PERE Se ) 对 十 
BE FONE EYRE AT A RE, DERE SE AE NY 
WE, SLPS EATERY ee, CSE BF ak 
表 永 的 情况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是 根据 现 有 的 饮 孔 测定 的 ， 可 是 在 没有 氏 
孔 的 情况 下 描述 土壤 剖面 时 ， 就 根据 井 的 深度 、 根 据 乾 谷 和 铂 
谷中 地 下 水 的 出 口 来 测定 。 井 的 水 面 和 井 底 的 深度 都 礁 当 测 
定 。 所 有 测定 过 的 井 和 地 下 水 流出 地 表 的 地 点 ， 都 咯 标 上 器 码 
水 以 特殊 的 符号 画 在 地 形 圆 上。 

根据 地 形 圆 测定 河水 的 中 常 水 位 的 移 对 高 度 以 及 泛 每 队 地 

和 高 阶地 高 从 中 常 水 位 的 高 度 。 通 过 对 党 地 居民 的 访问 来 确定 
河水 解 头 的 时 期 和 春季 河水 泛 渤 延 秆 的 上 时间、 在 不 同 的 年 代 河 
ABBE A HIE LAY TRY AYA BLE AL) PE, MEPS: 哪 
MEGA Tk, MLE ESI 

PEAT SET We, ETRE SL FHF ak PB PRE 
FE TE HY TLE HF A | 
Jo TS EAT, DE 

就 用 饮 孔 的 方法 研究 地 下 水 。 
RARE (CHET, ELA EEO 

成 的 主要 因素 ， 过 种 闵 层 分 售 在 亚洲 广大 的 地 区 ， 永 久 头 层 地 - 
带 的 南 界 是 从 别 列 卓 夫 (Bepesos) 沟 过 土 重 汉 斯 克 〈Typy- 
xanck) 到 蒙古 ， 双 从 蒙古 经 海 兰 泡 (Braroaerreack) 的 东 面 到 
BREA ILE (Oxorcroe xope) 沿岸 。 连 成 一 片 的、 永久 辣 层 的 
SMEAR EEO BIE RIE (Anyter) 过 起 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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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以 北 ， 而 永久 冻 层 的 南部 地 区 则 被 一 块 块 的 、 融 化 了 的 十 
壤 所 中 断 ， 融 化 了 的 土壤 的 面积 隋 地 区 的 南 移 而 增加 【 苏 姆 京 
(M. i. Cymruu)], 

TERA PETE: (C. Tapxomenxo) 所 指出 的 ， 在 列宁 格 
勒 省 、 北 高 拉 泵 和 西西 人 利 亚 的 某 些 地 方 就 可 见 到 永久 头 层 。 

RMIT NEEL, ALE HY TET BONY £3 1000 万 平方 
SB, AMAR IBY 47% 

AD TEARS ETE CRE AA BAS 互 大 HY 
2, TWHAWATE RHEIN ARIS. Vedi ( YT de er AL 
RAUL RET, WRT ARIE, Ue LIPPER 
RESET) ) RELEASE MY AEP IE Oe 
的 、 相 当 普 逼 的 因素 。 

在 形成 大 小 不 同 的 长 土 坦 、 长 岗 和 沟 的 山 全 的 平缓 君 坡 
上 ， 发 现 地 形 在 泥 流 的 影响 下 发 生 非常 大 的 构 化 。 在 平 原 上 ， 
BEVEL EAD ME OOS, PEAR PU AY Ve BA ES 
ZOE PIE OTP AY HITE RE, SO PATE RAE: 石 环 (Ka- 

MeHHHe KOTEHa)、 石 带 (Kamenunie HOTOCEL um meHTH), Al 

质 多 角形 地 (Kamenume muoroyrossunxen) . AA YR + eH 

面 的 石 野 (KawxeHHale 014 c 3emaucTHMM octposamu) 和 斑 状 

IAVFZ FG CUlarnamezansonn) 等 。 

RE VM ARO AR. Fri. AS FATE He Fee oe 

FA TG BY HFT BE A FE HE EI) OE AO RY ELE FEBS 

AA RAGE RES Ae AE AD BE DE HY BI Ze Ti BY 77 SRT YY 

PRAY AEE BA FS ESHA BE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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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 MSE FEHB . 3s BSE OE ZTE Hh Be AS BEY Hh Be AH is A 

SEAR ETE 0.5 公 尺 到 数 公 尺 之 间 ;， 斑 状 地 的 表面 或 是 平 

平 的 或 是 微微 凸 起 的 。 砍 卡 切 夫 (B. H. Cyxaves) 对 过 些 地 形 

畦 元 的 形成 加 以 过 样 的 解释 : 紧 紧 来 在 两 个 逐渐 加 厚 的 永久 头 

Se AZSei wie Zh. POkA AIS, BOC. fete 

A 1 PRE ELBA SEB RUA, APR A EDA te 

Fak GE ATR RT Ee FT AY) ER FEHR 
FE TEED E ARR REE ERA — TSS LAA 

FRE AR 1 PUR | 

HAS SEE FU JEST: By OS A A OT EAE ese, FEAR 

冻 层 地 区 地 形 的 形成 上 起 着 极 重 要 的 作用 。 

也 普 坎 的 、 月 胀 的 地 形 形 态 ， 是 形状 和 大 小 均 不 相同 的 泥 

痰 丘 或 水 只 著 (Top 和 azle GyrpH IE THIDOTaKEKOTITB)， 葵 

高 度 有 时 可 过 4 一 8 公 尺 以 上 ， 一 般 是 在 :1.5 一 2 BR] 

间 。 

ARDS EY Be C1. C. Iyxun) 的 描述 ， 标 准 水 嫁 鞭 的 内 部 入 

造 通常 是 过 样 的 : 上 部 是 0.5 到 1 公 尺 厚 的 泥 痰 层 ， 在 30 一 40 

厘米 深 的 地 方 通 季 已 经 是 头 糙 层 ; 在 泥炭 层 以 下 是 四 周 坑 平地 

的 、 支 持 着 泥 痰 层 的 矿物 质 士 层 ; 碳 物质 士 层 的 厚度 可 过 { 一 

1.545005; 上 再 向 下 便 是 成 容 形 或 上 部 表面 西 起 的 透 饮 状 的 

炖 冰 。 在 过 样 的 小 丘 上 生长 着 极其 多 样 的 植物 一 ABI 

HA, | 

由 做 底 干 温度 条件 的 改革 而 发 生 崩 塌 或 下 陷 的 低地 一 一 热 

memory (Tepmoxapcer) KA Bie Hh hey Hh He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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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EME HP By ak FELIS BEA EF Be, Be Ee I 

F PAE Be AG (fry HF Be C2 EH REM. SEAR EE 

Hh. ZunES. FRITH. SERS SE 

等 等 都 可 能 引起 冰 的 融化 。 

永久 头 层 允 土 壤 形成 过 程 的 影 必 是 多 方面 的 。 植 被 的 各 种 

钥 成 、 植 被 的 状况 和 根系 分 伤 的 各 种 深度 都 决定 认 永 久 头 层 的 

各 种 深度 。 

在 永久 冶 层 的 位 置 不 太 深 的 情况 下 ， 植 物 根 在 上 部 不 厚 的 

主 层 中 发 育 ， 因 而 腐殖质 累积 的 作用 就 局 限 从 融化 层 。 

永久 冻 层 造成 了 特殊 的 土壤 水 分 状况 。 永 久 头 层 不 透水 ， 

所 以 是 不 透水 层 。 当 土壤 上 部 融化 的 时 候 ， 土 壤 上 部 特别 混 

润 ， 同 时 因 乱 兼 糙 层 不 透水 ， 认 是 就 发 生 沼 泽 化 ， 过 种 情况 其 

至 在 降水 量 不 多 的 地 区 也 能 发 现 。 

永久 冻 层 能 促使 空气 中 的 水 蒸气 凝 烙 。 

冻 糙 层 限 制 着 无 机 物质 和 有 楼 物质 转移 的 深度 ， 二 

ee ity eR Re Te A 

上 。 

2 在 室内 研究 现 有 调查 材料 的 过 程 

中 ， 几 该 根据 在 地 质 、 、 水 女 、 植 物 和 土壤 等 方面 所 果 积 

ee 

的 兆 界 。 党 调查 地 区 不 在 两 个 相亲 的 地 瑶 匹 域 之 上 时 ， 必 须 精 

Fie Hb We EH RS ERAT. A} ALS, 

必须 遵循 以 下 的 定 闵 。 

I, HHS 

ge 

FEA TE YS FE AE Dit a DZ 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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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PAK CHD A EH ii A BE ee) A. Hh 表 上 非常 广 关 的 地 
Ee. 

5 Fee FE — MS Ai Tak A FA, HEAP BIE BE 自然 条件 

C 例如 : 个 别 地 形 哩 元 的 稳 对 高 度 和 形状 ， 地 质 构 造 和 地 于 水 

位 的 深度 等 等 ) 发 生 题 著 的 改 磷 。 在 一 个 地 瑶 区 域 的 算 图 内 ， 

在 稳 对 高 度 和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等 方面 有 显著 不 同 的 过 些 地 段 ， 

可 以 共同 地 呈现 出 来 ， 芝 形成 有 规律 的 重 旗 现象 。 

EP): 囊 海 沿岸 低地 ,伏尔加 河东 晨 的 侵 鱼 高 地 区 (Capro- 

Bad 上 Sasorana), ESTO (Yers—Ypr), Papal 

亚 低 地 (3araxHo-CHGOrpcEKag nusmennocrs), {Keg INSTA 

高 地 等 。 

I. 地 有 得 分 区 一 一 地 瑶 隐 域 中 在 大 区 地 形 、 中 区 地 形 的 等 

则 和 起 源 方面 以 及 在 地 质 构 造 和 水 文 地 质 人 条 件 方 面 比较 相同 的 

Hi 

举例 : 1. 襄 海 沿岸 低地 的 : 1) 草原 附近 具有 许多 鞋 琅 的 
地 区 ; 2) 沙丘 起 伏 的 地 区 。2. 伏尔加 河东 岸 侵 健 高 地 区 的 : 

1) 分 水 镇 地 区 ; 2) 河谷 地 区 。 

JI， 地 犁 单元 一 一 地 瑶 分 区 中 在 地 形 、 地 形 的 起 源 和 地 簿 

构造 方面 完全 相同 的 那 一 部 分 。 
SEP): 1. 可 海 沿岸 地 区 中 草原 附近 具有 许多 鞋 塘 的 地 

区 的 : 1) RESIN; 2) 别 尔 丘 地 〔〈Byrp 互 Bepa)。2. 
侵蚀 高 地 区 分 水 锁 地 区 的 : 1) 分 水 党 高 原 ; 2) 由 侵蚀 沉积 物 

PR Re NIA ARE; 3) 由 阿 克 恰 格 尔 期 的 沉积 物 

(axyarnancKoe ors0xenne) WHER NYAS AAAI, 8. WIA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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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1) Wee; 2) 头 道 高 阶地 等 1), 
党 研究 地 质 、 地 瑶 和 土壤 形成 的 其 他 因素 时 ， 败 该 注意 ， 

不 赂 访 把 过 个 工作 看 作 是 代替 相应 的 专家 所 作 的 、 独 立 的 工作 ， 
而 应 鼓 把 它 看 作 是 具有 特 另 性 质 的 辅助 工作 。 土 壤 学 家 应 当 娄 
悉 地 质 、 水 文 地 质 、 地 形 和 其 他 自然 条件 ， 从 这些 条 件 对 土壤 
形成 允 程 及 调查 地 区 中 土壤 的 地 理 分 信 有 影 澳 的 观点 来 熟悉 它 
介 ， 因 和 过 土 壤 是 所 有 那些 有 土壤 在 其 中 发 育 的 自然 历史 人 条件 的 
反映 。 所 以 土壤 学 家 用 党 从 现 有 的 调查 材料 中 得 到 关 认 地质 、 
地 貌 、 水 文 地 质 和 土壤 形成 的 其 他 自然 地 理 情 况 的 基本 in Bb, 
而 在 野外 工作 的 过 程 中 与 土壤 调查 的 同时 ， 要 进一步 研究 调查 
地 区 中 姑 获 对 土壤 特点 都 有 影 兄 的 那些 伴 部 自然 条 件 。 

STAM WHALE RAOUL, ee 
DAR vfs SRI eg BRIE HAS Ry St ee Be 
Base 在 有 天 然 植物 生长 的 地 区 中 进行 调查 时 ) ， 他 们 能 大 大 

地 便利 土壤 学 家 的 工作 ， 薄 且 能 提供 坊 判 断 土壤 的 发 生 和 土壤 
地 理 分 做 的 规律 性 所 必需 的 、 比 较 完 善 而 精确 的 材料 。 

但 是 ， 即 使 党 上面 所 提 到 的 那些 专家 在 场 的 时 候 ， 土 壤 学 
家 也 不 要 完 至 气 股 实地 苑 悉 土壤 形成 因素 的 工作 ; EES 
部 的 时 间 都 用 在 琢 悉 地 质 学 家 、 地 貌 学 家 和 植物 学 家 的 工作 
上 ， 巍 党 利用 他 们 所 得 到 的 材料 ， 把 过 些 材料 和 自己 观察 的 烙 

1) 地 形 的 类 型 和 种 类 以 及 地 瑶 区 域 和 地 貌 分 区 的 比较 群 组 的 描述 ， 见 下 列 

SB: 舒 诬 :“ 普 通 隧 地 形态 齐 ”，1933 年 ， 第 1 工 父 及 1938 年 ， 第 2 和 从 。 3 AK 

遍 也 夫 (3. A. Mageea): .“ 地 者 地 形 的 主要 类 型 的 图 解 2，1945 年 。 Il. C. BBL 

也 夫 ( 工 ，C. Maxees): “ 八 隐 自 然 地理 ” 中 第 工 篇 “ 故 陪 的 地 形 ”194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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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E we, MECHSE ED REA 

Bi EPA bw Beare 

tPA GMHERANEROES BTML AE: 
FO-LSEEMSEALTE LAGER, EPSb I) SCPE MEE AAS 19 4- 
SONG ks, BUENAS HS, Wo ema 8 
要 剖面 、 对 照 剖面 和 定 界 剖面 。 

挖 主要 土壤 剖面 的 目的 是 篇 了 全 面 地 研究 土壤 和 底 土 : 主 

SS ESA a FE BI HE Be HH TA Ee AS ARE, eB. 

SEPA AE MDA SEMEN) ER A i PRE RR ERS EE © 

KEINE PEE, SOR EMR, SSPE 
WAN, AH 150—170 厘米 到 250—300 厘米 。 

Fe DAE He pS — A 

ASN LIL, AVMD SEL, 2S 
Wy Be BSE TES 2 TE YS EE BS LEE, AE 
LYE BE SL ZS a eee), TERE 

化 很 大 的 地 方 ， 在 地 形 特点 极 不 相同 的 地 方 ， 在 土壤 和 底 土 的 
水 分 状况 不 同 的 条件 下 ， 所 抄 的 主要 剖面 应 该 比 在 相同 的 地 形 
和 相同 的 成 士 母 质 的 条 件 下 所 挖 的 要 多 。 

挑 对 照章 面 的 目的 是 篇 了 研究 党 研究 主要 剖面 时 所 发 现 的 
JTRS) EME PE ERE PERU PRE, AS Tee 

Af). EERSTE SE HE SE HE LB 

PM TRPRIE . TEAR SEER p, 对 照章 面 的 深度 在 75 一 150 
K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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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对 照章 面 时 ， 如 果 发 现在 描述 主要 齐 面 时 没有 找 出 的 
新 的 特征 ， 就 必须 把 坑 抄 深 址 且 像 描述 主要 剖面 那样 来 撒 述 对 
RGA. 

peri BLN ty EIS TE EE LPS HY 边界 。 
fe ARF ft BL ads Ee UT ARE FE 25 一 75 厘米 PD. 

土壤 学 家 在 挖 土壤 剖面 时 , MERE WAUR EI, 他 希望 在 什 
谱 楼 的 地 貌 分 区 和 在 什 夭 样 的 地 瑶 单 元 条 围 内 ， 在 什么 样 的 地 
形 (小 区 . 中 区 .大 区 ) 人 条 件 下 查 明 土壤 的 特点 。 土 壤 剂 面 的 地 曲 
选择 得 不 适当 , 在 好 的 情况 下 ( 如 时 及 时 发 现 错误 时 ) , 会 使 我 
们 在 近 坑 和 摘 述 着 面 上 浪费 时 间 ; 而 在 坏 的 情况 下 , 就 使 我 们 得 
到 质量 不 好 的 材料 , 由 帮 利 用 了 过 些 材料 , 就 会 使 我 们 所 葵 身 的 
土 天 图 不 合 实际 ， 让 且 罗 调 查 地 区 的 土壤 作出 不 正确 的 多 定 。 

在 动手 抄 土 壤 齐 面 以 前 ， 土 壤 学 家 败 读 仔 彰 地 观察 那些 坑 
了 狂 定 其 土壤 而 要 在 蔷 处 挖 十 壤 剖 面 的 地 段 ， 让 确定 地 形 与 植 
pit BARI, : 

HF SE EE Be EAA AR, BE 
_ 臣 一 个 土壤 剖面 ， 根 据 对 过 个 章 面 所 作 的 研究 来 决定 过 个 地 和 
的 土壤 。 但 是 ， 当 过 种 同样 的 平坦 地 是 比较 长 的 情况 下 ( 如 分 
水 崇高 地 或 长 的 高 阶地 ) ， 就 必须 找 帮 个 主要 土壤 剖面 和 对照 
齐 面 ， 以 便 得 到 能 表明 土壤 在 发 生 上 的 某 些 性 质 是 相同 或 是 有 
些 不 同 的 材料 。 

不 仅 在 地 貌 分 区 的 范围 内 ， 甚至 在 地 瑶 单 元 (高 地 、 坡 
地 、 高 阶地 ) 的 范围 内 ， 狂 常 发 现 种 类 极 不 相同 的 小 区 地 形 和 
特征 不 相同 的 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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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种 场合 下 ， 土 壤 学 家 应 党 仔 细 查 明 中 区 和 小 区 地 形 中 

的 至 部 地 形 单 元 ， 在 这 些 单 元 中 的 每 一 个 单元 内 抄 十 壤 A i, 

站 礁 定 ， 与 不 同 的 地 形 单 元 及 不 同 的 植物 社会 相 适 飚 的 是 哪些 

土壤 ， 如 果 土 壤 学 家 有 机 会 研究 天 然 植 物 的 话 。 

”应 该 注意 到 : 又 然 看 来 平坦 的 程度 好 像 是 完 至 相同 的 高 原 ， 

或 河谷 的 阶地 的 表面 ， 实 际 上 ， 当 注意 观 侍 时 ， 往 往 有 音 多 刚 
刚 看 得 出 来 的 积 水 的 低地 ( RR BE BEM. Eh ) 或 

WA BKC ZENE. DBE) 和 上 比 积 永 低地 稍 高 的 、 平 的 

或 稍 凸 的 地 面 ， 也 就 是 说 造成 士 壤 秦 区 的 小 区 地 形 显 露出 来 
了 。 在 过 种 条件 下 ， 败 该 在 深度 不 同 的 高 起 的 或 低下 的 地 方 挖 

土壤 剖面 。 

有 时 在 被 乾 谷 、 雏 谷 、 壮 兴 所 强烈 分 割 的 分 水 赏 科 坡 上 所 

看 到 的 土壤 是 很 不 同 的 。 在 过 种 科 坡 上 ， 需 要 在 和 伍 乾 谷 和 钴 谷 

延伸 方向 的 垂直 和 线 上 抄 龙 个 不 同 深度 的 土壤 剖面 ， 必 须 查 明 乾 

PLY IS AKA FSS A EY HE A, PRR SUD MAS 

PS AY AEN LY EA, DPR, REALS 

上 的 土壤 性 质 。 如 果 分 割 匀 坡 的 乾 谷 和 然 谷 特别 长 ， 就 需要 在 

通过 乾 谷 上 端 和 下 端的 线 上 扫 一 些 土壤 剖面 ， 而 在 某 种 情况 

下 ， 漫 需要 在 通过 乾 谷 中 部 的 综 上 近 一 些 剖面 。 

如 果 坡 地 在 其 整个 坡 长 上 的 坡度 不 同 ， 就 几 访 在 坡地 过 罗 

的 部 分 和 较 陡 的 部 分 分 别 控 士 壤 章 面 。 

在 长 的 科 坡 上 ， 即 使 坡度 相同 ， 也 巍 该 抄 克 个 土壤 剖面 

〈 在 君 坡 的 上 部 、 中 部 和 底部 ) ， 因 篇 ， 在 科 坡 的 高 度 不 同 的 

部 分 上 可 能 有 兰 石 成 分 不 同 的 成 土 母 质 ， 在 整个 税 坡 上 地 下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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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深度 不 同 ， 士 壤 侵蚀 作用 的 强度 不 同 。 
“在 君 坡 上 有 已 被 侵 侧 的 土壤 时 ， 必 须 抄 不 同 深度 的 土壤 章 

面 ， 剖 面 的 数目 要 足以 使 被 流水 的 破坏 作用 所 扣 才 的 程度 不 同 
的 土壤 按 界 能 够 精确 地 画 在 地 形 贺 上 。 

所 有 以 上 所 说 的 土壤 剖面 地 点 之 选择 ， 都 属於 在 土壤 形成 
的 自然 因素 的 影响 下 研究 土壤 在 自然 界 所 发 生 的 帮 化 。 仿 了 过 
Si) Fl HY IRE EAT BE CEASE Hb De BIO IE SPE EE Bm, 
MEBANE ee ERE LPL 

ABT RIE TE APD BESTE BY BORE F LURE AE BB 化 ， 
| RES FE ee LER HEE A RSE A A 
ESE BY RF Be PEAY AN AAT] BY tb Fy RSS i HR 

BR, 13 TAREE AE Ee EAE Bh BE 

2, WATER ISHEN THEE . Sieh. Be 10) A ite Hh 

|b. AACE aA ae EFS Ei, 

果 在 有 生 苑 地 的 情况 下 ， 也 应 在 生 落 地 上 抄 剖 面 。 

坊 了 研究 森林 的 探 伐 和 根除 以 及 栽培 农作物 对 土壤 的 影 

2, WERTEAR SD 、 在 森林 净 缘 、 在 由 森林 到 肯定 以 前 傅 轻 栽 

植 过 森林 的 田地 之 间 不 同 的 距离 上 控 土 壤 剖 面 。 如 果 所 有 过 些 

训 面 都 是 在 土壤 形成 条件 〈 地 形 、 成 士 母 质 、 地 下 水 等 ) 相同 

的 地 方 控 成 的 ， 那 麻 ， 研 究 过 些 剖 面 就 能 答 予 我 们 过 样 一 个 清 

楚 的 印象 ， 即 士 壤 在 乱 了 栽培 嚼 作物 而 探 伐木 林 和 半 士 壤 进 行 

BEM BASE PF pete wy Uc 

BI FCHEDK. HERE. FRAY ec BF ts PE EBT Th 

SS EE) ROME, SEE TH ig HY ete AL 7 ALA 



a + He RR i 

ALA). WANE LEGER We ie PT i i ESB RY A, 

DERE ERY) PE 1) VE/EE DA 22 IE TEAR AY) ES BA PSE 

G5 Wis 9 REPRE F PEA Hy SEE eR, TER LY 

事业 上 具有 很 大 的 意义 。 

在 野外 土壤 铀 查 时 ， 所 挖 的 土壤 剖面 必须 是 以 使 生 营地 和 

耕地 的 分 伤 净 界 能 够 实地 查 明 、 研 究 牙 画 在 土壤 图 上 上 。 实 陈 

上 ， 这 样 作 是 很 容易 的 ， 因 篇 在 地 形 图 上 准 乎 悉 是 把 森林 、 章 

旬 和 草原 用 特殊 的 符 忠 标明 出 来 。 不 过 ， 土 壤 学 家 蜂 党 检查 在 

图 上 所 标明 的 森林 、 章 旬 和 草原 的 所 界 与 实际 情形 是 否 符 合 

因 篇 从 以 前 地 形 测量 到 进行 土壤 调查 的 这 段 时 间 内 ， iain 

BEAU 

BP DNAS EAA BY BESET Bh BY REP ER A Sei HH BB 

些 地 段 时 ， 上 典 该 把 过 些 地 段 在 土壤 团 上 画 出 来 ， 倒 如 ， 由 钛 排 

水 、 灌 浙 而 改 帮 的 土壤 ， 施 入 很 多 肥料 的 土壤 ( 深 蜡 色 的 灰 化 

1) ， 施 用 石灰 的 灰 化 土 、 施 用 石膏 的 碱 十 等 。 

土 寺 和 成 土 县 质 的 形态 “每 一 种 土壤 和 任何 压 殉 自然 体 一 

样 ， 都 有 十 分 固定 的 、 仅 仅 是 它 自己 所 特有 的 、 形 态 上 的 特征 

WEA | 

在 土壤 不 同 的 深度 中 和 进行 的 、 本 身 的 特点 不 同 的 生物 化 学 

作用 ， 产 生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形态 上 的 特征 ， 由 共同 一 个 作用 所 产 

生 的 外 部 特征 是 相同 的 。 土 壤 的 内 部 组 成 和 十 塘 形态 之 间 的 过 

种 关 傈 ， 就 使 我 们 在 考虑 土壤 形成 的 人 条件 时 ， 可 能 以 对 实际 情 ， 

驶 的 一 定 近 似 程度 来 判断 士 层 的 内 部 成 分 、 土 壤 在 发 生 王 的 相 

RA, AMDT OPV LTE ESR 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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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的 化 学 成 分 和 识 械 组 成 只 UAH RF THREE 
Sa ea Wd SE AV oy TEE RE Ue a A PT 
Fi iid FO EIB ADE ASHER. JTL, 

PERI ELH, SEALE Li BCE Le Bae 
的 工作 之 一 。 

最 主要 的 形态 上 的 特征 是 : 
1) “土壤 颜色 ， 鞋 壤 色 泽 的 特点 |; 
2) eA: 
5) 症结 ; ki 加 
4) 泪 积 物 、 侵 大 体 和 特殊 的 形成 物 ; 
5) 土屋 的 厚度 ; 

6) 一 屠 过 滤 到 另外 一 层 的 特点 。 

乱 了 得 到 一 个 比较 完 侍 的 关於 士 层 的 化 学 成 分 的 概念 ， 在 

研究 形 访 的 同时 漫 要 进行 碱 竹 土 的 碳酸 茧 的 定性 测定 ， 进 行 水 
深 性 龟 的 定性 测定 和 和 氧化 亚 线 的 定性 测定 。 此 外 ， 演 要 测定 十 

BREA REL. BR PEE Ae be EA SPE LEE 

土壤 颜色 ”在 形态 上 的 全 部 特征 中 ， 颜 色 是 土壤 内 部 性 质 
的 最 重要 的 标 甘 ， 因 篇 在 土壤 中 所 发 生 的 大 多 数 的 化 学 作用 和 

EWE VRC ORY, WER EE, 
AES Hess (C.A.B3axapon) 数 授 指出 ， 对 土壤 颜 色 来 设 ， 最 

主要 的 化 合 物 是 : PLEURA, PLACE NH 
神色 、 而 有 时 给 土屋 以 少量 橙黄 色 和 黄色 的 带 烙 晶 水 的 氧化 三 
(FesO,-H,0); 引起 白色 的 砂 酸 CHLSIO,) | BRAG (CaCO, )、 
#§ 48E (A1,0,-2Si O,-2H.0), 



Bs HAR Rie 

Ee T ERMA, FEES PEA DRE ES 

Hay Bh Bea 68 i By Tk ( A. SE A. 

is), ARETE ae a Fe PTE ay Le i _ EB S 

不 同时 ， 所 更 到 的 、 不 同 土壤 的 颜色 和 每 一 种 土壤 的 土 层 疗 色 

是 各 种 各 棣 的 ， 

我 们 可 以 引用 炎 个 土屋 内 部 的 成 分 影 洛 十 壤 户 色 的 例子 。 

成 土 母 质 在 阁 色 方面 所 发 生 的 最 题 著 的 演化 ， 主 要 是 在 有 

机 质 的 影 汐 下 进行 的 ， 有 机 质 在 伙 乎 永 束 具有 深 黑 色 的 于 壤 表 

层 中 积累 得 最 多 。 有 机 质 的 含量 了 哮 深 度 而 减少 ， 因 此 ， 土 层 的 

颜色 就 随 深 度 而 释 汪 小 且 逐 新 接近 成 王 母 质 的 颜色 ， 在 下 部 十 

层 中 ， 只 有 个 别 的 斑点 或 长 条 才能 根据 颜色 ( 腐殖质 的 局 部 聚 

4. BRUT. REEL IEE SENT ) 区 分 出 来 ， 而 一 般 的 

底 色 条 是 在 某 种 程度 上 反映 出 成 主 母 质 的 颜色 ， 在 南方 售 腐 殖 

夺 少 的 土壤 中 ， 成 士 母 质 的 颜色 很 清楚 地 反映 在 土壤 表层 ， 因 

根据 土屋 的 颜色 就 可 以 刊 断 在 土屋 中 的 腐殖质 含量 。 

在 淋 溶 黑 辐 土 中 ， 微 宰 狂 色 在 某 个 深度 呈现 ， 就 证 明 在 过 

HR 了 以 Fe.0; 篇 主 的 三 氧化 物 。 

FERRE PRA EEL, PERERA PRY 

Je LAKECSER, Hee fee A BE, 

Rie A. 层 的 白色 证 明 ， 和 从 过 一 层 中 淋 出 大 量 的 三 氧化 

YM. Witt SRY Ak, 

FERPA. RGA 和 其 他 南方 土壤 的 某 个 深度 发 现 的 鲜明 

AY BER, FER A Pay RY ae 

i Jer fry 1 CAE HS 在 那 于 积累 了 水 溶性 Td 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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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浅 蓝 色 ， 灰 划 色 和 微 蓝 称 色 的 斑点 是 由 於 形成 氧化 亚 钱 而 

引起 的 ， 是 土壤 过 分 温 调 的 标语 。 
以 上 所 引用 的 例子 清楚 地 说 明 : 根据 土 层 的 颜色 就 可 能 对 

在 土壤 中 所 进行 的 一 系列 的 作用 有 一 个 炉 的 概念 ， 当 把 汪 些 作 

用 与 其 他 形态 上 的 特征 相对 照 时 ， 就 可 以 确定 所 调查 的 士 壤 属 
蕉 某 一 个 土 关 、 亚 类 和 地 种 。 所 以 ， 在 野外 和 室内 描述 土壤 
有 蛙 ， 当 镭 定 各 个 土 层 的 颜色 应 该 特别 加 以 注意 。 

党 决定 土壤 颜色 时 ， 首 先 必 需 确定 主要 的 颜色 ， 如 果 发 现 
。 次 要 的 颜色 的 话 ， 然 后 再 确定 次 要 的 颜色 。 中 然 土 层 能 有 不 具 

任何 次 要 颜色 的 炖 黑色 ， 但 是 ， 各 种 次 要 颜色 〈 微 褐色 ， 微 灰 

色 等 ) 也 是 常常 遇 到 的 。 褐 色 的 土屋 可 能 具有 微 镍 、 微 灰 和 微 

黄 等 炊 要 颜色 。 在 过 些 情况 下 ， 土 层 的 颜色 巍 该 吓 做 : 微 锡 黑 

Ci. TORE. GREE. WOK HES. 

在 不 同 的 土屋 中 ， 次 要 颜色 的 表现 程度 可 能 是 不 同 的 。 如 

果 在 神色 的 土屋 中 ， 艾 如 次 要 的 灰色 表现 得 胖 ， 汪 个 土 层 的 甬 

色 莽 内 该 咋 做 微 灰 褐色 ， 而 在 次 要 的 灰色 表现 得 比较 明 显 时 ， 

土屋 的 颜色 就 叫做 灰 神 色 等 。 

根据 不 同 的 次 要 的 颜色 的 表现 程度 能 够 判断 某 些 物质 在 土 

BP Sra Kees. PIN, FERRE ba 

TEE KEM, Ae ey ab rey 

Bh. 

PRISKRSEAC DS, ERM EAC AE I FRE. OE 

Bn, HeteMl DA PRB, Hite, BEA: 灰色 可 以 有 深 灰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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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 FRIES, | 
to PRS a SEAT, IE, A ey Ee 

能 是 相同 的 ， 土 层 个 别 部 分 的 闸 色 如 果 明 显 地 、 有 时 特别 是 著 

地 不 同 基 隘 近 部 分 的 颜色 时 ， 则 各 个 七 层 的 色泽 就 可 能 是 不 相 
同 的 。 

ARTA RY PPA ESE RNY. RA. RR AT 

HRA SESE, 

3s WR, ARR Gk PE EM. 

BAERS, MERI EA AG ( IDE eva ee ) 
AIS. EVE. NBRSENRG., TI, MEST REIS EAS 

AMEE SHA, AGATE EMA RR. Wee 
MAES, BLS eA, 

AME LARC MIE, MSF. Rises 
是 比 乾燥 土壤 的 深 ， 所 以 ， 在 野外 描述 王 壤 颜色 上 时， 必须 指出 

每 一 个 土 导 的 温润 程 度 ， 而 土壤 的 颜色 则 茹 获 有 败 该 根据 十 分 喜 
爆 的 样本 来 作 最 和 后 的 狂 定 。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 土 壤 样本 的 颜色 发 生 改 绥 不 只 是 自然 样本 
涿 渐 乾 燥 的 结果 ， 而 且 也 是 由 亦 从 剖面 中 取出 来 的 主事 样 未 发 
生化 学 芝 化 的 车 果 。 
“沼泽 土壤 的 样本 上 淡 青 色 或 浅 昔 色 的 斑点 消 关 得 很 恢 ， 而 

WARS LEGER AL EH Ok BE ERY, SEAR 
Ae BFS SAS EEF eR EI ACR ESE iE AY, 

在 过 些 情况 下 ， RSME RUE, ERAN Ht 
述 ， 而 不 巍 该 用 在 室内 所 作 的 描述 来 组 定 土壤 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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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RA7R IANS BE, PE py EEC 譬如 腐殖质 ) 的 数量 

FAVES FAA TRIER TE, SELLS, Re RRALLTR 
Pea), REL BEBE Ay PTA Ay He Be a BG A Ft Ed Y 

著 得 吹 依 欧 ( Texpoim ) 院士 引用 过 样 一 个 例子 来 设 明 体 

积 相同 的 比 表 面积 在 不 同 的 粉碎 程度 下 的 均 加 : FESS 1 
米 的 长 石 立方 体 ， 它 的 体积 乱 1 立方 厘米 ， 表 面积 是 6 平方 厘 

米 。 委 把 过 个 立方 体 粉 碎 成 每 兆 长 念 1 毫米 的 许多 小 立方 体 

时， 就 得 到 了 1,000 个 立方 位 ， 它们 的 继 体 积 是 1 立方 厘米 ， 

然而 ， 甚 表面积 则 不 是 6 平方 厘米 ， 而 是 60 平 方 厘米 。 由 此 可 

见 ， 把 1 立方 厘米 的 立方 体 粉 碎 成 每 岂 长 坊 原 立方 体 的 十 分 之 

一 的 小 立方 体 时 ， 所 有 的 小 立方 体 的 表面 积 的 季 和 就 增加 到 十 

倍 。 如 果 把 每 泪 长 坊 1 厘米 的 立方 体 粉 碎 成 每 兆 长 BH 0. 0001 

毫米 的 立方 体 时 ， 那 末 ， 所 得 到 的 立方 体 的 表面 积 的 HAI 6 
平方 厘米 x 100000 = 600000 平 方 厘米 ， 或 60 平方 公 尺 。 

因而 ， 颗 粒 较 大 的 砂 士 的 比 表面 积 比 粘 二 的 小 ， 而 在 体积 

相同 的 情况 下 粘土 比 砂 士 的 比 表面 积 大 。 所 以 ， 当 腐殖质 的 数 

量 相 同时 ， 砂 士 或 砂 壤土 的 颜色 比 粘土 或 后 十 的 要 深 得 多 ， 因 

乱 府 殖 质 的 数量 相同 ， 前 者 着 色 的 表面 比 和 后 者 少 。 

从 此 得 出 的 糙 论 是 : 黑色 相同 而 机 械 组 成 不 同 的 土壤 ， 含 

有 不 同 数量 的 腐殖质 ， 一 一 砂 士 比较 少 ， 而 粘 十 比较 多 。 

同一 个 土壤 的 颜色 随 土 壤 的 粉碎 程度 而 改 千 。 土 壤 被 粉碎 

和 后 的 粉末 念 钥 ， 则 士 壤 的 颜色 粮 得 僵 淡 。 所 以 ， 士 壤 颜 色 继 是 

巍 访 根据 自然 的 折断 面 来 先 定 ， 而 不 能 根据 研 成 粉 未 的 土壤 来 

EE. 



Oe a 
SERRE BO ey, FER 和 早晨 的 光照 

"FEE BR ER UR te Ey RR, 
Jt, SLMS HH Te RE WELLE ARI ay C6 Rae I OR 

MEER yA, EIB SECC. UL. 
Tiopexroa ) $d¢--FriE HEH SH: BDU ee 
EAI RPE GS, RS eR 
乎 比 在 另 一 些 情 况 下 的 颜色 深 ; AIBC, BERRA Be THR 
的 颜色 时 ， 我 们 便 会 认 念 汪 的 颜色 比 实际 的 情况 还 要 洲 。 

从 以 上 的 叙述 看 来 ， 中 然 土壤 颜色 是 最 容易 观 侍 的 形态 上 
的 特征 ， 但 是 准 雄 地 确定 土壤 颜色 是 十 分 困 净 的 。 

“两 个 土壤 学 家 用 不 同 的 方法 来 礁 定 同一 个 土 层 的 颜色 是 很 
平常 的 事情 。 可 是 ， 某 些 土壤 除 基 至 某 些 土壤 学 家 在 调查 任何 
地 区 的 土壤 时 ， 必 须 保持 许 一 的 土壤 颜色 的 名 称 ， 否 旭 ， 由 区 
符 休 的 土壤 学 家 的 工作 所 得 静 描述 材料 将 要 有 如 此 不 同 的 和 
矛盾 的 意见 ， 以 致 居 很 允 根 据 各 个 调查 地 区 的 土壤 鳃 定 作出 一 
个 炉 的 简报 。 

由 东 缺乏 通用 的 名 称 ， 所 以 坊 了 保持 和 统一 的 土壤 颜色 的 名 
PEA, VARESE, tb AOE 
本 篇 出 土屋 和 成 土 母 质 的 颜色 名 称 的 成 套 标 本 。 在 同一 个 土壤 
除 、 土 壤 粗 中 工作 的 所 有 的 土壤 学 家 和 所 有 的 考察 除 ， 都 只 该 
“必须 几 用 所 裂 定 的 名 称 ， 

SAR “FATT RAI TE eC RIL a Ly EL 
伺 相 的 性 质 。 上 土壤 的 车 构 性 是 决定 十 壤 产 生 植物 产量 最 重要 的 
(BRL EEN A 是 水 分 与 空气 状况 之 间 矛 盾 的 调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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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盖 得 吹 依 欧 )。 如 果 土 壤 颜 色 是 土壤 内 部 成 分 的 标 话 ， 
那 未 ， 糙 构 本 身 是 土壤 生产 性 能 的 最 重要 的 因素 。 糙 情 的 特点 
反映 了 土壤 和 每 一 个 土 层 在 发 生 上 的 各 种 特性 - ey 
成 分 和 机 械 狂 成 以 及 土 玉 的 物理 性 质 。 所 以 ， 糙 构 的 研究 是 在 
确定 土壤 的 发 生 及 其 肥力 时 的 最 重要 的 因素 之 一 。 

威廉 斯 院士 当 经 过 样 说 明 土 壤 糙 构 的 作用 。 
“有 糙 构 的 土壤 具有 高 度 的 透水 性 和 很 大 的 BPE, ae. 

使 至 年 的 降水 关乎 都 渗透 到 土壤 中 去 ， 芷 把 它们 侨 固 的 保存 起 
来 ， 防 正 水 分 狂 丛 的 燕 发 。 稳 固 的 猪 构 仿 农作物 创造 了 最 好 的 
人 条件， 即 不 断 地 以 农 作物 的 生理 规律 所 需要 的 那 种 状态 的 植物 
和 营养 料 来 供 答 农 作物 。 有 车 构 的 土壤 耕作 起 来 容易 得 多 ， 因 篇 
在 每 一 个 耕作 手 炉 上 它 所 需要 花 费 的 力量 少 。 很 早 以 前 就 知 
道 : 有 糙 构 的 二 壤 的 水 分 状况 得 到 改善 ， 是 有 烙 构 的 土壤 的 施 
肥效 果 比 斤 糙 构 的 士 壤 大 的 原因 。” 

WELSH, SARE AL Aart ARO AUS ED ES. 
SAAT EAL TR A PRR RA SUS IED HES 
PEOVER: GLA Aik Oh EOE 

Be 
Aj oF Sy EG EAE ERR EF RSF AE ER 

fy AEE OG) ; Sk ESE yy RL A EE 
燥 状 态 下 才 是 非常 稳固 的 ， 而 在 混 油 状态 下 很 快 地 就 币 破 款 而 
欧 成 不 具 任 何 形状 的 东西 ARERR ) ) 。 
FEDERER, HTS PRE By 

层 有 大 量 吸收 性 的 Na， 所 以 就 积 果 了 许多 腰 体 分 散 的 颗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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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些 颗 粒 在 漫 油 的 条 件 下 就 强烈 地 膨 腊 小 粘 在 一 起 ， Tit PAH 
的 条 件 下 就 形成 天 而 坚实 的 车 构 ， 

在 混 润 的 状态 下 ， 具 有 柱状 烙 构 的 土屋 的 特 中 是 保水 力 翰 
> ORME, OLR IRE 
(EATEN LA, JEEP, JE IEE RA 

的 。 柱 状 层 在 乾燥 状态 下 很 坚实 ， 而 在 温润 默 汶 - 全 网 48 A 
使 十 壤 特 别 净 从 楼 耕 ， 也 不 可 能 产生 具有 夺 藉 作物 的 生长 最 有 
利 的 那 种 物理 状况 的 王 壤 的 耕作 层 ， 

烙 构 单位 扰 只 在 形态 方面 或 者 在 大 小 方面 ， 不 仅 在 不 同 的 “ 
于 琅 中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甚 至 在 同一 种 土壤 的 不 同 二 层 中 也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当 聊 定 土 层 的 精 构 时 ， 败 党 坦 照 下 列 的 名 称 《( 砚 附 
#). 

SEE LLANE AD VIED A Wd EL eT 
RET. Pe SeTB IY REA I Ae 1 LP) IE 
面 也 都 是 不 同 的 。 

SRE WL TT ESRB IRE. Bey. FUSSY. Je 
光泽 的 、 ER: ES 
PERE, 
APR REA, EE 
KNB, ARATE EO, a, IB 
A, SSA OAR PORE, : 

HURL TENE ULAR CS FE PRY TH DTI IR 
AT TR, GAR, REM E Raa ee 
面 所 作 的 描述 上 。 



wmonnnrt WY 

ee PP SB ep a SONAaARPANHP SO 

SSS 

SFSseNyggs 

Ree 
HR EH 
FS ARE 

AvELTR ES 
IRE 

KAIRIE 
A> RARE HS 
中 国 粒 获 结构 
AMAR 
AERIS 
if ESRI HE 
FRI 
AIRE HE 
if SARE BE 
KALE 
EERE 
SEE PRE HR 
FRE ARE BS 
粗 柱 然 结 枯 
MPR WEB 
tH PRESRE 
HIRE 
Wyre 
Rake 
WATE 
PAR ARE HE 
be hE 
FH OU RE 
SE ARS HE 
a BE HARES 
LBB YAR HB 
BUKee 

CiItiaesataa CTpyKtypa) 

(Tlopom«opatasd CTpyKTypa) 

CHopoxoBHIHag eTpyxKtypa) 

(Mexxosepnactaa etpyxtypa) 

(Cpequesepnactaa crpyrtypa) 

(Kpymmosepractas CrpyKtypa) 

(Meaxokomxkorataa cTpyxtypa) 

(CpeyHexomxnozataa CTpyxtTypa) 

(Kpyi#oKkomkonataa cTpyxyypa) 

(Merkoua0cKoKoMKOBataa CIpyEtypa) 

(Cpeqnenx0CKOKOMKOBaTad CTpyKTypa) 

(Kpyoncnm0CkoKoMKoBataa CIPyKTypa) 

(Meaxoraa6actan cTpyrtypa) 

(Cpequerani0 actaa crpyKtypa) 

(KpymmoraniOactaa crplxtypa) 

(Kapasjamigaa crpyxtypa) 

(MeaxororcOuataa cTpyrtypa) 

(CpequectoOuatas crpyxrypa) 

(了 pyYHEOCTOIadaTagf CrpyKtypa) 

(Meakonpa3mataveceaa CTpyKtypa) 

(Cpequenpa3Mataweckasd CTpyKTyp2) 

(Kpymmoupi3mataueckasd CIpyKtTypa) 

(luctoBatas crpyKTypa) 

(Ilzactawyataa CTpyKtypa) 

(Meakonaaraatan ctpyxtypa) 

(CpequenauTuatasd crpyKtypa) 

(KpynnonlatTuatad crpyxtypa) 

(CLIIamroBHIHag erpyKtypa) 

(Meaxouemyitataa ecrpyxrypa) 

(Cpequeuemtyituaraa ctpyxrypa) 

(Kpymwouemyituatas crpyrtypa) 

(Yetesnneobpasnaa (cTpyrktypa) 

<0. 253558 

0. 25—0. 5 毫米 

0.5—1.07 

—~t5 » 

53—5 7 

ay 

1—1. 5 RK 

x, 52 ” 

2.5—4 Pp 

<i iP 

1.52 j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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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5 » 

5 一 7 Pp 

ey Meee 

ee CIB 
ww1—2n 

» w2—-5 

wn >5 p 

rite $29 

7 w2—5 9 

nw >5 37 

I BE 1 282k 
7 7 1 一 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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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ams EE 

ESE EMER ED RONG. HY EERE 
2) HEN PEMA, Mest, ARH FEB et 

FUE AWB ERS Hh FARA FETE, BRO, Bet utte— {+e 

URE, VA EHC SS EE 

Ee FEE HF: 

1) daly —— ae FA Fg DE eG I Es 

2) MMe 

围 状 的 东西 ， 水 不 流出 来 ; 

5) 混 泣 的 一 一 放 在 手中 明显 地 感 党 到 潮 瀑 《 压 紧 土壤 样 

本 须要 用 一 定 的 力量 ) ; 

4) 稍 瀑 油 的 一 一 放 在 手中 由 人 於 稍 谅 才 明 题 地 感觉 到 潮 

总 ; 

5) 蓝 的 一 一 放 在 手中 ， 东 不 感觉 到 潮 瀑 。 

土壤 坚实 度 或 土壤 硬 庶 ”土壤 的 坚实 旗 和 硬度 是 根据 十 壤 
POR ALE, JAF OCULP yy Gees (4 Borde (Kaqnucenit ) 

FURR ik GIS (Tosry6es) Bat) WH. Bee Rie ey 

FRE, PDA Ray 7 ee ee FP | 

1) {ERE ——HAFEERME OTL, A Re Bae 77a F 

HEE P REE PRC REISER ) ; 

2) 车 实 的 —— FARK iy er IE ek 7 RB 

深 上 处 ; 

5) 紧俏 的 一 一 用 不 大 的 力量 就 可 以 把 性 或 刀 揪 到 土壤 中 

APR AIEEE ( 2—3 HK ) ; 

4) 稍 紧 实 的 一 一 用 相当 小 的 力量 就 把 到 或 刀 揪 到 十 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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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ATE OK PRA PRU 

5) Bitte) — ERR BIR AS hk bil. 

于 塘 的 孔隙 度 ESE FL BRE RET BES FLY C 透 空气 的 

孔洞 ) 的 数量 和 形状 。 

查 哈 坎 夫 数 授 把 孔 辽 度 分 篇 烙 构 单 位 内 部 的 孔隙 度 和 糙 构 

Ee eZ FB AY FL BRE 

猪 裤 单位 就 孔隙 的 天 小 来 说 可 能 是 : 

4) NSLS —— FLAK DIS 1 SR 

2) "H4LAy-—1—2 SK; 

5) K4LAy—2—3 8%; 

4) 海 笑 状 孔 的 一 一 5 一 5 42K; 

5) 突 状 孔 的 一 一 -5 一 8 SEK; 

56) RB RIL AY —— 8 室 米 以 上 。 

糙 构 单位 就 其 被 透气 孔洞 所 贯穿 的 程度 来 说 可 能 是 : 

1) “DFLAI—FLIRAZ, SLR ZI APB 1.5—2 J 

2) 43.8 —JLBAZI Wy BEERS 1 厘米 ; 
3) BZ IL) — JLB TREE 0.5 OR, Be DR 

0.5 JK, 

EOE LZ RIL IE, TS 
£5 PUSEAE : 

1) MIA Ry) —— ZIRE ALE DiS 2 BOK; 
2) 裂 竹 状 的 一 一 裂 姓 的 袖 度 是 5 一 5 BOK; 
5) 大 裂 竹 状 的 一 一 裂 姓 的 宽度 是 6 一 10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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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RET —Zapeny TLREAIA 1 JK, 

ER). RRA TO AAR Waive Me erie S 
(JAW, BH TERR: 水 溶性 品类 的 小 颗 

Oh AR ASE, ABW dR. “be, Feekwg Te 

BO), CBA LB. | 

FESPA LEE, ZAI ar ia 2S A a 

SPL ESRE L, RUSHED ASI, RAE SUBT 

ERE AE TALES EAB EE) PE —— BE 9 

UAVAFELE, YAPEILIVRRESS, RAS RE. 

K, REE MRR VISE. 1b eee ep 

Ah. WWE PAMBABS, Avie state 

FEVER 0 BA AAU AOE LPR PRIE, DRAKE PRE, 

Fe ARTA ERAN EE PBB, FEE PI Bey 

形状 和 大 小 方面 都 是 多 种 多 榜 的 。 柯 拉 秀 科 (A-A-Kpaciox ) 把 

Bch Lis RR 7y BOD. FS AL 

1. Seep FT nce EP TKS “PE BBE A CNaCl, CaCl,, MgCl, 

NasSO) Hy REBEYD: | 
iSO k: fe RL ( Be, ey BE wD 

PBR ALL POR: 

1) A fay aie ABE; 

2) Fy f(y By OE AE 
Ve ak (CaSO,+2H,0) AY) PR Ds 

1) 白色 薄 层 ; 

2) 小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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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R 

4) Sinn; 

5) eda RRS 

5.  DeWeSy (CaCO; ) 的 泪 积 物 : 

1) 自 色 薄 层 ; 

2) AR ABE; 

3) 假 菌 体 ; 

4) 上 服 状 石灰 斑 (Bezxrorzra3ka ) 

5 

5) “fie a” KAR “OKy pasinxn” ) 

BY ry LORE FET EAB Bt IRR Sy; 

6) RR HE”? I ARK Cy taxa” )—— BR A aK 

BRE, RAR AT EZ, BA RAAB ESE A IS ik - 

射 ; 

7) “BURR eR AE” a RKC TIorpexFka” 

By “Opszaxa”) —#ABAMRBRAVARAWREDM, HK} HY 

BRU, HI, ARR RAR yy REY Fa RBA 

SH BEE: 

8) “ 任 耳 无 卡 AR ARC Kerzaxa”) 

Vin KAKA), FAD FE 10 个 厘米 以 上 。 

4. AALEK(Fe.03). Saft 〈Alz0s ), SL $F (Mn,0, ) 

Rive PLO; ) DRED : 

1) WIRE. SN en ek —— Fe) Zee EA 
锤 而 存在 的 、 赭 石 色 的 HC RR IRE; 

具有 明显 净 界 的 白色 斑 

MZ 

FEARBE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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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 elena 

2) 各 种 不 同 的 主要 颜色 和 次 要 颜色 RE, PR AB 

色 、 深 褐色 和 微 币 褐 色 ) MDT. BERK. SUR, RD. FER 

DES; | 

5) (ECRRHE TI ASF SLEE (Optsangz) 

Ai €4 Fa eh 9 ETE = A RK 

4) PRE AISER. SOR FU CAs, SEK Feb i 

FLAN HAE Ze 

5) 次 管 一 一 其 断面 有 同心 圆 的 构造 ; 

6) ‘44 (Oprmeitun, aepcrsa, pyazax)—?7RMme (有 | 

RESIS. AAG )m. RITE LAW SS ， 
化 物 之 紧 实 聚集 物 。 过 些 聚 集 物 的 形状 是 连 炸 的 带 状 、 [ej 层 

A. BAK SE RY ; 

5. PYAR AIG ELE PALA RR D: 

1) 灰 蓝 色 的 薄膜 ; 

2) 在 缺乏 氧气 的 底 土 中 微 青 灰色 的 或 微 灰 蓝 色 的 斑 黑 和 

TERE (7S PELE, ) 。 
6. ARES Ay IR : 

1) FLAY EAR BR HRSA A 

HAY i Net 

2) VER AY BE rei 舌 状 物 和 袋 状 

FEWA EP, ie 

Wy; 

3) 3 AER Unig BU 89 BR (TREO ) 。 

特殊 的 形成 物 是 土壤 剖面 的 特殊 部 分 ， 过 些 部 分 在 颜色 、 

床 实 度 以 及 其 他 特征 方面 都 不 同 认 与 其 相 隘 的 部 分 。 田 鼠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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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R, BOR ASEM PAN IE Be, rT ya 8S 

TE BCAA Mae AT Ut, DAH Ee. TEAR Ba 

i. RICE AVE MAE TEN TRIE. 

FEES RELAY . (Ae Sk EBT we i Pe BY “fi Hh file 

feAie, $Fin, secehywy ait. Fee Sess, Refi sdt Be A it 

Re, FS paris Bee AS ASE a Te BP a ke E 

FEAA HUSA HENS HHT, ME PRE EEE a SE _b aK 

SFL FE FD YB =F OR SE AT BH A SR 

ZA 2 SHIRE EEN AN 土壤 与 土壤 所 

处 的 人 条件 之 关 的 相互 关 傈 。 

十 基 糙 冰 层 的 混 油 程度 。 粘 冰 层 中 水 分 分 信 的 特 哑 、 土 层 

”的 性 揽 以 及 王 壤 所 不 的 人 条件 〈 地 形 、 植 物 等 ) 的 不 同 ， 就 使 头 

层 表 现 出 各 征 各 样 的 形状 。 

根据 访 姆 京 和 爸 姆 庆 斯 基 的 记载 ， 在 低温 的 影 半 下， 在 土 

壤 和 底 土 中 所 发 现 的 头 屋 的 形状 如 下 : 

1) 贯穿 所 有 混 土 层 的 小 冰晶 体 ( 最 普 欢 的 姜 层 形 状 ) ; 

2) 位 於 头 糙 的 、 甚 至 融化 的 土屋 中 的 单个 的 小 冰晶 球 ; 

5) 有 时 在 各 征 士 屋 由 有 时 在 某 些 层 中 分 做 的 冰 间 层 ; 

4) DKS; 

5) dik ak of Jet SORT 98 —— FE RAT RG [EE op) BA 

Aytces, AAR i HE SRC. iB SE AT fe 

ch WARY BEE PRS 

Fea HY Pia eis A aCe » PERO FGA FR AES Oi hs 

Fe]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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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 DBE + Fry REL Be ORS FOR PRE AT GL AS BB 
ae ot 

机 械 粗 成 较 轻 的 土壤 和 母 质 ( 砂 和 砂 土 ) (aR eR 
ETRY (WE AUS) 传 得 快 ， 泥 炭 土 和 泥炭 沼 地 传 热 传 得 最 
慢 。 

解 闵 的 深度 决定 从 土壤 的 性 质 和 土壤 所 不 的 鼻 卉 的 特点 ， 
解冻 深度 的 波动 范围 是 很 宽 的 。 八 月 末 , 在 亚麻 帮 亚 (中 kgyrzz) 

解 头 的 深度 一 般 只 不 过 是 20 一 50 厘米 ， 然而 在 个 别 的 地 方 ， 包 
解 头 的 深度 可 过 2. 25 公 尺 ( RRA FREESE ) ， 

在 永久 头 层 的 地 方 进 行 土壤 调查 时 ， 必 须 用 温度 计 测量 从 
证 壤 剖面 的 表面 到 底部 的 土壤 剖面 的 漫 弃 ， 过 样 就 使 我 们 有 可 
衣 即 使 在 那些 其 中 头 层 在 外 部 没 有 任何 表现 的 土 层 中 也 能 找 出 
头 层 ( 乾 闵 层 ) 。 
士 层 “ 土 层 是 根据 所 有 形 兢 上 的 特 合 来 划分 的 ， 过 些 特 全 

是 不 同 的 生物 作用 和 物理 化 学 作用 的 过 程 的 反映 ， 潭 这些 作用 
是 在 不 同 的 深 上 处 以 不 同 的 强度 有 时 向 不 同 的 方向 进行 的 。 

首先 ， 主 要 是 恨 据 腐殖质 的 色泽 来 大 略 地 划 定 土屋 的 净 
Sh, ALES WR tL: ERAS EE EAR 

AP MISLATIE TINE LOTR AURAL, AP BTR 
Bese FEY SR, MORAL eT 
果 而 不 是 成 土 母 质 诛 妈 性质 的 糙 果 的 话 。 

可 以 把 整个 的 土壤 剖面 分 成 芋 壤 本 身 和 庶 王 。 
AMT AH, BDA AUB, EWE CH, Tite 

SL Fi AE 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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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剖面 的 上 部 吓 做 A 层 ， 土壤 形成 过 程 在 A 层 表 现 得 
FAB, WSL A FP ASE Jah RTD EAE, 

SEAT Y FEBUL BA, BES ESE MRE, BEG 
等 ) 的 B 层 就 外 部 形态 来 说 都 是 汲 潮 从 A 层 转 到 C FR; 但 是 
在 江 些 点 坷 中 (和 如 碱土、 灰 化 土 等 )，8 层 的 上 部 显著 地 
ATRIA WE GAR Dr ESSE EE, 

$F ROTI DA) Be UE aE: A 层 可 以 分 成 Ai HAAS FH, 
在 很 少 的 情况 下 漫 可 以 分 出 As RRS, Pe Ea EY BE Cg 
方 黑 俩 士 、 栗 钙 士 、 桂 合 土 等 ) 中 ， 往 往 不 能 把 A a 
亚 层 。 

B 层 也 可 以 分 成 楼 个 亚 层 ， 即 By a, BL RAB, 层 。 

Hop yy A 层 与 B 层 之 间 可 以 分 出 AB 层 ， 过 一 层 在 形 
怠 的 特征 上 ， 因 而 也 在 化 学 成 分 上 居 认 A RB 层 之 间 。 

璧 如 说， 脱 碱 化 碱土 的 AB 丑 就 是 土壤 剖面 上 被 AL 
层 所 固有 的 而 在 B, 层 的 上 部 进行 的 EMOTE We 过 程 所 涉及 到 的 
那 一 部 分 。 退 化 碱土 的 AB 层 在 外 部 形态 上 呈现 出 许多 在 颜色 
和 糙 构 方面 接近 用 A 层 的 灰白 色 班 点 和 比较 稠密 的 神色 斑点 ， 
过 上 坚 班 点 是 过 去 的 B PY BRAR, 

在 灰 化 王 中 也 可 以 分 出 AB 亚 讲 来 。 

“二 层 过 滤 到 另 一 层 : 当 每 个 土 层 的 描述 精 束 时 ， 风 读 指出 
二 屠 明 让 到 另 一 司 在 颜色 、 精 购 、 芭 实 度 和 其 他 特 丛 方面 的 特 
点 。 一 

一 层 过 小 到 另 一 层 可 能 是 : 
1) “非常 明显 的 ( AERELROR-EI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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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显 的 《 FERRE BR LL -E EE URL IB); 

3) 清楚 的 ( 在 灰 化 土 和 中 度 碱 土 化 土壤 中 ) ; 

4) 不 清楚 的 ( 在 票 钙 土 、 黑 钙 土 和 大 多 Bt wy Fe 

Rh); ; 

5) 非常 不 清楚 的 ( ERGGLA), 

现在 ， 鸡 在 发 生 上 极 不 相同 的 土壤 的 各 土 层 最 主要 的 形 底 
特征 加 以 简要 的 描述 ， 

在 黑 合 土 中 ， 土 壤 的 上 部 属 基 A 层 ， 它 被 腐殖质 极 强烈 

地 、 均 与 地 染 成 黑色 、 微 灰 黑色 或 深 灰 色 。 在 标准 黑 钙 土 中 人 

层 的 苦 构 是 粒状 的 ， 有 时 是 团 粒 状 粒状 的 。 过 渡 到 二 et FE 

常 不 清楚 的 。 在 主要 是 颜色 、 糙 构 和 坚实 度 等 发 生 改 攻 的 地 方 
( 即使 其 改变 得 很 小 ) ABE AY FADES. EIB: 
USGL, A 层 可 以 分 成 两 个 亚 层 ， 即 Al 层 和 As 丑 。 
一 个 亚 层 与 另 一 个 亚 层 的 区 别 主要 是 在 糙 构 的 特点 和 坚实 庶 方 
面 。A。 导 的 粒状 糙 构 单位 在 亚 层 的 下 部 驼 得 大 些 。 

在 南方 黑 钙 土 中 ， 较 薄 的 A 层 很 少 能 分 成 十 个 亚 层 。 
在 肥沃 黑 岳 土 和 普 适 黑 钙 土 中，B: RY LASER MATE 

的 ， 近 从 黑色 的 均一 色温， 层 与 A 层 的 可 别 是 B, 层 具 有 不 
MH. BAF RVI: 在 B; 层 的 中 部 可 发 蝎 到 比较 
浇 的 微 祸 灰色 班 中 。 在 先 近 B, 层 的 下 部 所 办 的 地 方 ， 过 种 班 
加 的 数量 增多 了 ， 而 一 般 底 色 的 颜色 微微 变 淡 了 。 此 外 ， 在 精 
构 和 怪 实 度 方面 B, 层 也 不 同 攻 A 屠 ; 粒状 的 糙 构 单位 多 得 大 
些 芷 出现 小 转 粒 状 的 糙 构 单位 ;在 Bi RAY FEB, ANIL BAR 
SA MLA IE GES le Hs MAIER, By 层 的 坚实 度 志 

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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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些 增加 。 

fem BSL p, By 层 的 特点 是 色泽 显著 地 不 均一 ; 寅 而 
Het) RVR RTE FRA EE EY RG AA, BE 

Fy R85 Ly Bi heap ity F BER BE eA RE 的 那 种 长 条 佑 

25—3096 WyH THI ey, By 层 的 烙 构 篇 粒状 围 粒状 的 ， 再 

FEF RES TEER. 

(Eft A O5 LY Ba RRA Ree; 在 Be 

PRE MIEEL, a LA RPREER, iite PARA ees 

的 斑点 ， 在 Bs eh, DORE BE, ARAZE in aA 

fy ERIE AMO AK BER 

5B 6G REE ABE RIE E 50 一 60 厘米 ( 在 南方 黑 

| SAM ) 到 80 一 90 厘米 以 上 ( 在 肥沃 黑 钙 士 中 ) 。 

在 黑人 钙 二 中 一 层 过 滤 到 另 一 层 是 不 清楚 的 。 

在 所 有 的 士 层 中 都 可 能 发 现 田鼠 究 。 

以 上 上 对 王 层 所 作 的 简短 说 明 是 指 在 伏 泵 加 河东 岸 南部 侵 他 
He be RM Bes. 

Fe Bee Hs, Ae EE) OY EEE Ry aR B, 

a0 Jat Jt RP) PRES ILD IB IS A 层 。 

桂 状 碱 于 的 A BER MVE WU) eR: AL Jee AL 

色 上 比较 深 的 那 一 层 ，As。 ALONG E BH RA 色 的 那 

三 层 ， 其 糙 构 篇 板 状 或 页 状 和 极 多 FLAK, A RS DERI Bi 层 在 

所 有 的 特征 方 面 都 是 非常 明显 的 。 

碱 寺 的 Bi 层 很 座 实 在 乾燥 的 状态 下 题 著 地 表现 出 

FERS, HEAR LTA 端 是 贺 形 的 。Bi 层 色 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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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 —-_— fe a AB ER YEG et, TEESE 
S505; By 层 过 滤 到 B。 ETE ANY, FE UR 实 度 方面 
很 少 是 明显 的 ， 但 在 烙 构 方面 则 常常 是 明显 的 而 且 有 时 是 非 党 
”清楚 的 ; 

B, 层 在 颜色 方面 比 B, PRE, B。 屠 是 坚实 的 ， 其 烙 构 篇 
小 碎 园 粒状 有 时 入 柱状 。 

在 By Jeb PAP LE PE RA PR, 但 有 时 也 发 
MMAR, B. 屠 过 滤 到 B, 层 是 明显 的 ， 有 时 是 不 清 

楚 的 。 
By 层 在 南部 地 区 和 坊 微 黄 褐 色 ， 在 黑人 钙 士 分 伤 的 地 区 Be 

BRB. | | 
在 .大 二 中 , TE REF ERE JRE Ze B, 层 以 下 

的 各 种 深度 中 发 击 。 在 重新 细 溃 化 的 柱状 大 土 中 GB 2S RBA 
Wy, FR NAL Wie eS 4 FE Bi le Hee BR 

在 灰 化 土 中 ，A 层 是 土壤 剖面 上 部 灰色 和 白色 的 那 一 部 
分 。 在 未 开 碘 的 土壤 表面 上， 常常 见 到 森林 残 落 物 层 或 话 状 瑟 
we, HIER 2 一 5 菲 米 ， 有 时 更 厚 些 。 

A 层 可 以 清楚 地 分 成 两 个 亚 层 ， 即 Al 层 和 as 层 。Ai 层 
IRE BIBI EG, SAE ERI AR ARSE BES 
ADHD 

BGI As RESELG.,, JORMISARER 固 的 薄片 状 或 片 状 ,在 
As 层 的 上 部 有 时 篇 单 粒 状 ， 可 以 时 常 发 现 织 子 。 

B 层 多 件 可 以 分 成 三 个 亚 层 ， 即 B, 层 、B; 层 和 By 层 ， 
By EAS IR HG, 具有 氧化 砂 粉 未 的 斑点 和 舌 状 物 * 此 层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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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SOS WTA 
B, ERA CS ie HEBREW Ak 显著 ， 有 

EK BE BA Becta 2 Bete 

VRE TT BE LR; SERRSORDDELIR, BL 层 是 坚实 
的 ， 有 时 非常 坚实 。 

Bs 屋 在 颜色 方面 非常 接近 从 底 土 ， 但 和 与 底 十 的 树 别 是 Bs 

层 具 有 不 太 显 著 的 微 灰 的 次 要 颜色 。JBs MA EL te 
Ke. FORMS ACTESLAR, 

HART LVN AL Hiv IER WME RE 
SE YAS REL ey BE Py ESE OD LSE CY ESE, 

天 家 都 知道 ， 植 物 的 根系 与 植物 的 地 上 部 分 是 土壤 形成 最 
重要 的 因素 之 一 。 

ALRITE AE I LY Oe RARE. SED 
持 答 土壤 水 分 从 土壤 底层 到 表层 的 转移 等 都 是 有 影 澳 的 。 
根系 像 植物 的 地 上 部 分 一 榜 ， 当 它 对 土壤 性 质 BRA HE 

时 ， 本 身 也 同时 潭 受 到 各 土屋 的 不 同性 质 的 影响 。 
猎 数 的 调查 证 明 ， 根 系 在 土壤 剖面 中 分 做 的 特点 不 仅 决 定 

芯 植 物 本 身 的 性 质 ， 而 且 也 决定 蕉 其 中 有 根系 发 育 的 那些 土屋 
的 性 质 。 怪 实 度 、 糙 构 的 特 品 、 营 卷 物 质 的 数量 、 水 溶性 听 烽 
的 成 分 和 数量 、 机 械 租 成 和 温度 等 ， 都 是 影 澳 植物 根系 发 育 的 
最 主要 的 性 质 。 

我 们 可 以 引用 一 些 植物 根系 在 各 种 土壤 前 面 中 分 做 的 数 
宇 。 

例如 ， 在 各 种 土 康 中 亚麻 根 的 发 育 如 下 ( 表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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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亚麻 根 柔 在 各 种 土壤 中 的 发 育 

莫斯科 省 的 丸 土 发 厌 化 土 (1) | Rie seR wi RS (2) 

“LE | + 层 ay 

A, 0—19 99.5 | x 1. en 357 
A, 1937 15.5 Bi 19_40 16.4 
B, 57—55 2.4 B, 4062 12.4 
B, 55—85 1.2 | BG, 62-88 : » 16.4 
B, 85—115 0.4  |Bc,| 88 -107 9.5 

| Cc, | 107-149 9.5 | 
| at 142-157 2. 4 

| 2 En een Balin rem ee 

st: 1. 根据 卡 床 斯 基 的 材料 。 

2. 根据 奥 尔 治 夫 斯 基 (H. B. Opzoncnait) 的 材料 。 

由 表 7 可 以 看 出 ， 在 灰 化 土 的 上 层 ( 0 一 19 厘米 ) 中 发 育 | 
的 亚 廊 根 佑 82. 5%， 可 是 在 栗 合 土 让 发 青 的 则 佑 55.7% 3; 在 
PGE 85 一 115 KE, SORA RR, TE 

PERALTA HSE 9. 596 . : 
PIERRE AE BE OY BEALE AA ( FEB) 0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小 秦 根 系 在 各 种 土壤 中 的 发 青 是 不 同 

的 。 小 秦 根 系 在 噶 球 人 钙 土 和 黑 钙 二 中 可 匀 到 很 深 的 地 方 ， 而 在 
蒜 化 主 中 下 乎 所 有 的 根系 ( 9096 左右 ) 都 集中 在 20 OR PRA 
Ai ii. 
研究 不 同 的 土壤 中 不 同 植物 的 根系 所 到 得 的 材料 全 明 ， 上 土 

壤 性 质 对 於 根 系 在 土壤 剖面 中 的 分 侯 有 很 大 的 影 澳 ， 
根 在 土 坊 中 分 伤 的 精确 数字 只 有 用 洗 净 东 夭 量 根 的 胡 法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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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 8. 

\VERRESELE PHRB 
(ARR TE EISELE ATED 

莫斯科 省 的 厌 化 士 。 | MERA ES | MTA AL 
根 的 含量 | ， 根 的 含量 

下 二 可 二 er et ( JE ) 
(eR 4g ie ee 

sem EWE Cove tt 2 厘米 ) 

4) 

Ali| 0—20 | 39,5 |a | 0-20) 47.0. | A,| 0-18 | 60.0 
| 

Ao| 20 一 52 5.5 | Bi | 20 一 40 | 17.2 | Ap| 18—52 | 17.0 

B,| 32-55! 3.9 Bo. 40-60 16.6 Bi 5294 | 20.0 

B,| 55-88} 1.2 | c,| 60-80 bes te | B,| 94-152; 3.0 

Bs | 80-100 8.2 | 
| 

ESS), Bh. REBS-EMRNNeE, BMLETO 

#5 — TPR AEBS Me BEEPS T SSA EESTI 
成 。 植 物 根系 的 研究 方法 记载 在 卡 庆 斯 基 的 “在 灰 化 土 天 的 十 

塘 中 的 植物 根系 ”一 书 ( 1952 年 ， 莫 斯 科 ) RHEE HC M.-C 

Tlaasr ) 所 写 的 “ 某 些 草 甸 的 、 草 原 的 什 莹 并 的 植物 和 植物 替 

落 的 地 下 部 分 ”一 文中 [ 世 联 科学 院 科 马 吹 夫 (B. JL. Koxapon ) 

植物 研究 所 的 杂 读 : 地 植物 学 ，1950 年 ， 第 6 期 。] 

然而 ， 在 普通 考察 的 情况 下 ， 用 目测 的 方法 来 确定 各 个 二 
蠢 中 根系 数量 也 能 得 到 关 有 於 某 个 土 层 的 性 质 影 淘 根 系 发 理 的 重 
要 数字 。 

土壤 的 机 械 和 组成 ”在 野外 土壤 调查 时 ， 必 须 按照 以 下 的 分 
类 来 测定 每 一 层 的 机 械 租 成 兹 把 它 记载 在 野外 记 他 短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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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kh ATE <0.01 毫米 一 一 00% WE 

重 壤土 一 一 六 <0.01 2% 50—40% 

中 玉 圭一 一 ” <0.01 2 x*——40—30% 

ee & t— ” <0.01 4x%——30—20% 

ee 土 一 一 六 <0.01 23%——20--14% 

e~ +— ” <0.01 毫米 一 一 地 一 9% 

四 <0.01 毫米 9% WF 

轻 碟 盾 土 一 一 石 矶 的 含量 5—15% 

中 碟 看 土 一 一 §» 15—30% 

RR Ft t—— ” 30% 以 上 

在 野外 ， 用 在 手掌 上 研 碎 土 亏 的 方法 ， 根 据 用 刀 在 土壤 齐 

面壁 上 所 划 的 糠 的 特点 ， 根 据 瀑 凋 土 壤 可 塑性 的 程度 ， 来 测定 
土壤 的 机 械 租 成 ， 

， 最 初 从 事 土壤 工作 的 土壤 学 家 在 没 到 野外 以 前 必须 用 有 机 
械 分 析 数 字 的 土壤 样本 来 业 几 测 定 楼 械 棚 成 ， 

在 野外 所 测定 的 土壤 楼 械 硼 成 常 进 行 室内 处理 时 ， 要 根据 

机 械 分 析 的 糙 果 来 检查 。 此 外 ， 在 材料 进行 室内 处理 的 过 程 

中 ， 要 根据 机 械 分 析 的 数字 ， 对 土壤 在 野外 所 作 的 描述 加 以 比 

BHM. UHR, Ae 
KEMUEENM, WEEE FS RE: 砂 C5 一 0.05 — 

毫米 ) ， 粉 砂 ( 0. 05 一 0. 001K 2K ) ARE ( <0. 001 毫 米 ) 。 

在 过 种 分 类 中 ， 根 据 机 械 粗 成 把 土壤 分 成 : 

1) eM A HARA 
I. mye Bah | 

2) Hi Tlee att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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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be PC SpE 

| 2) 粘 页 粉 砂 重 壤土 

35) BE Ply gg +. 

4) 焰 砂 砂 质 重 壤 土 

1) BARA PEE: 
2) 粘 磋 粉 砂 中 壤土 
5) 粘 砂 里 中 所 二 
4) pee BL of ape 
5) 砂 粘 页 中 壤土 
6) DL 

1) ep SRE: 
{2 sib DABS 

5) eA HULL: 

1) pee Pb et 
Ve ”过 ae 粘 砂 搓 不 壤土 

5) 砂 磋 砂 壤 十 

(1) Wr BUR eta +: 
Me Da: RARE) 2) HM DR 

5) eb Bekah 
HiNaE: Bye PAULL, 粉 砂 页 砂 壤土 、 yD DLW Beta 4.0) 98 I EEL 

级 是 砂 (二 0.05 Hk). OHM, BOLL, wet RR Lys Ee 
HBILwH (0.050.001 3K) 。 含 有 直径 小 从 0.001 毫米 的 颗粒 在 80% 以 
EA REG 5 WD BD BBE, GREE “RAL? De OR 
et”, mre Meo” & “WARE”. 

土壤 和 底 土 中 所 含 的 某 些 化 学 化 合 物 在 野外 的 定性 则 定 
LMS, OR TLD, MRE HEX 
WAG) Ts Be ASN ss “LE RB Ly —— BRR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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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 硫酸 鄙 、 氛 化 物 、 碳 酸 纳 、 氧 化 亚 织 。 
用 1006 的 茧 酸 进 行 碳酸 全 的 测定 ， 在 含有 不 同 数量 左 酸 

硬 的 土屋 中 ， 由 从 力 曙 酸 而 起 泡沫 的 强度 是 不 同 的 。 巍 该 指 出 
起 沫 反 克 是 弱 的 、 是 强 的 、 逮 是 猛烈 的 ， 测 定 土壤 中 碳酸 功 的 
技术 非常 简单 。 在 土壤 剖面 壁 上 滴 果 酸 站 测 出 开始 有 起 添 反 故 
的 深度 。 

过 种 测定 败 访 在 剖面 的 著 干 个 地 方 来 作 ， 因 有 遍 起 沫 反 放 的 “ 
RAMAN: 在 颜色 较 深 的 腐殖质 化 的 得 点 下 昂 到 的 起 
沫 反 星 比 在 土壤 训 面 颜色 较 湾 的 部 分 上 昂 到 的 要 弱 得 多 。 

有 时 从 个 别 的 一 些 不 大 的 得 点 起 开始 有 起 沫 反应 ， 而 稍 深 
一 些 就 出 现 了 整 层 都 有 起 沫 反 叭 的 土 层 。 在 土壤 剖面 的 某 种 深 
度 上 上 发现 的 加 监 酸 后 的 起 读 反 崔 多 中 可 以 过 到 土壤 剖面 的 底 
部 ， 但 是 ， 有 时 也 可 以 发 现 只 在 测定 的 深度 上 遇 到 起 添 反 巍 而 
在 稍 低 一 些 的 地 方 就 波 有 起 沫 反应 的 那 种 土壤 ， 因 此 ， 不 谎 功 
局 限 代 测定 土壤 前 面 中 起 沫 反 帮 部 分 的 上 部 界限 ， 而 必须 从 玫 “ 
面 到 坊 底 从 验 整 个 土壤 剖面 壁 。 

测定 起 沫 反 飚 的 深度 和 特点 以 后 ， 巍 该 仔 灶 地 用 玲 除 去 十 
BE SAAT REY Ze, OLS le) A We fe FY BE 
EFT Tis LBEREA tp , | 

ANTE LSE ARE Le, fe EE PRE RE Pe 

Hy EMD SL A, a TLE ROR NORE, 
HR eT RETR RE PRR SE EE TG "GB ER 

Se TL cic ie gee fae 
BEE IET fe PAT SRB 9 SER, | REET SEE I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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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定 于 塘 中 握 化 物 .硫酸 荔 和 碳酸 钠 的 存在 ， 

这 个 测定 是 按 下 面 的 方法 进行 的 : 在 试管 中 放大 少 境 士 起 

2—3 th, 用 燕 馆 水 把 它 浸 透 ， 土 块 与 水 的 比例 坊 .1: 5。 用 软木 

塞 塞 好 试管 ， 强 烈 地 抬 强 1 一 2 分 链 。 然后 ， 在 水 提取 液 中 加 

大 狗 0.5 毫升 的 KNOs (10 一 159% )， FER APR AH Ee 

PGES. FURTADO BB ASE FTE PE 

中 。 

和 优 了 测定 土壤 中 氰 化 物 的 存在 ， 在 水 提取 液 四 加 含有 硝酸 

的 硝酸 银 (AgNOs )， 如 有 和 氰 化 银 〈AgCl) AYRES, we 

亦 明 在 土壤 中 有 氧化 物 。 

在 水 提取 液 中 加 氛 化 组 (BaCls) 就 可 以 发 现 水 溶性 硫酸 踢 ， 

党 水 溶性 硫酸 唱 存 在 时 ， 氟 化 绷 就 形成 微 晶 的 硫酸 闪 CBaSO, ) 

oe. | ) | 

FEAR PINT DRO, MRL 

46, DE EA EGC Na.CO;) 存在 。 

FES SS EE pe eae. ST GS OY 

PLE (ip Ee. WR IE Eb. Be SA fe 

(Ky [FeCCN)s] ) FIBRE He ERA, AU Sk BY 

HE RIE we AGE CS. ) 

ae ses bE 2 AL FRE, AN Ee JE Te Fe BR 

GS, SBIR Fito Te eS Be, 

BaCl, 或 AgNO, 和 水 提取 液 起 作用 时 ， RABY DOR 

BURMA SRA ye, 如 果 得 到 的 沉着 看 得 清 - 

a. PASM AS AUC we A; MUR SEAT EMR. [nd 



78 4. ME hE BE a ~ 

PETE BAC HLA TCI, HR ZEA Le MD ICG S , 

eT ie GAC GT FL IG, IRE ARR oe BE TI 
PROM EN FE IRE, JAR LRAT, 

Fe EEE EY TT 2 PIS Re HE PA EE a SAD BY DE 

Abn, Wee URE GAY EE, 

PEREZ DEE AREA. PUERTBEY ERSE , S 
行 过 种 工作 是 很 快 的 。 
Ae SE In IRE EY, LS A te 

BAPE AS tf Or GL es BE AL 
8 7 fe TORE REE oe A ER, ARE 

PRL EPR 
彼 捷 泵 布 泵 格 斯 基 (A. B. Tlerepoyprexutt ) meer BEL 

条件 下 ， 可 Fl RSE Wey Jef ReaD EERIE CpH)。 篇 
He, ESE IRE FS Bey BERS “SH AIS REE EE". DERE MEAT 
Wa hel) ei 3 Ai 0 

PERE Ay ERIE RE, FEAR Hy ARSE Fi 
My RIES IL, IM ASL SAREE Li RIE BIE, BSH 
lies Ai, BLM PRO, 

AS BN VEE Vy PE RPE A SH A A HY 5 ETS OC EE 
owemnahdabaienmtapeencttiosts. 
MA. HOOT A Re, TON US 
yr MEAG pH 数值 的 比 色 卡 片 比较 。 

当 过 滤 的 颜色 接近 比 色 卡片 上 两 个 相 阵 颜色 之 间 的 颜色 
蛙 ， 喜 从 相当 共和 过 些 颜 色 的 数字 中 取 pH 的 平均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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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 TEAL PE CE, THE, A Adon, BASS 

VRE, PTE TS ECE, BIER, AHIR AS 

HEBER, FSB EE, PEPER AS OPE MEE, UB 

BRE. ATE e PH4 一 8 的 数值 。 测 定 的 精 众 

性 是 在 PH0. 25—0. 5 的 范围 内 ， 

根据 得 到 的 pH 的 数值 能 够 大 概 地 刊 断 士 壤 是 否 需要 石灰 。 

PH 7H 5 FY BE AA ht AIR; PH 篇 5 一 6 时 ， 施 用 石灰 

We ASAE Tis HEF EAE EA, EF PH KIS 6 上 时， 土壤 就 不 需要 

石灰 。 

A— Eh) Ieee 

ee DARA BY SIE AS ley TE FH EA PO a 
Dia, VARY LENE. DUE REP ee te 
Th. WwW. 植物 . BS sw HEA: 

如 果 王 壤 调 查 与 地 质 和 地 植物 的 调查 同时 进行 ， 那 未 必须 
与 植物 学 家 及 研究 第 四 彼 地 质 的 地 质 学 家 一起 来 进行 路 糠 的 调 
查 。 虑 外 ， 在 这 个 二 壤 缠 查 噶 向 中 ， 最 好 有 国营 农场 或 集体 晨 
著 的 、 对 他 们 所 利用 的 农业 用 地 了 暴 解 得 清楚 的 代表 参加 。 
“在 路 糠 的 衣 查 过 程 中 ， 必 须 查 明 什 也 楼 的 土壤 是 主要 的 ， 

SUSE METRES PENI EEN EME, PEARL 
PP WRSE RSET, te ELE ee EY BL LR | St 
FEA. WCRI SES AE As + SOOTHE we DI Say BER, 

Fe wy WS Ee NI NE 45 i FA A 
2k WRAL Mee HR i eA, 



80 LHAAR Be 
ee 

Fe RRR Bry TREE HY BS ZBL, AEE EAS Os Be MC 
GI, SWI, HORII ) Ik LR BBR, Jeee eke 
2G ail Baybee, Hote ben AUARBERY BRAK, Aap aki. 
乾 谷 间 的 长 乒 和 各 种 低地 。 

在 每 一 个 地 瑶 分 区 和 地 蓝 望 元 的 范围 内 都 赂 该 挖 主 要 土壤 
Si, IASC ANWR, ARR, Ala yey 

pike pA AS Dd ey SE SA gE, 
HITS AE, REPT DL LIE BAPE DLA ey RL TBE 4 BD 

PML, MRS HE, AOE — se 

| FP Ae A TA Hy 
$5 TDAH AS 1A) Be HL FE ly A EB ey CS PH EA 

MR, HERR iy ae RR ZENE, BED oe 
4g — {NS Ts TA ME BSP Ee Se, FEE —- FE 

wd) Su Ry SEE pa, RI Me ne BY ie HF 
ll, sk LD LEI AE, Bes, MRR, Be 
BY rf HT a Ue : 

PERSE MANE HEI BERRA, PARSE SIE DP - 
PACS AI, Ta MEENA AS EEE ME FR a 
Bi» DME (ENEAT EAL. (EE ARS Re BEE OF 
定 : 

Bh LOA Ae 

土壤 测 徐 工作 包括 : 确定 党 研 究 土壤 剖面 时 已 逃 查 明 的 各 

AA PFE ES oy HE, FAN fe ST J Wil eR Has Pe EY 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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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AC ey Be BP} EE Ta, 

党 查 明 土壤 区 星 在 实地 的 情形 以 和 后， 一 定 要 在 野外 立即 把 

二 壤 的 区 肾 画 在 底 图 上 。 把 过 个 工作 拖延 到 室内 去 做 是 绝对 不 

应 该 的 ， 

宣 地 而 罕 土壤 的 时 间 和 与 葵 锚 野外 土壤 图 的 时 间 不 一 致 是 根 

本 不 克 许 的 ， 因 乱 过 样 就 减低 了 土壤 图 的 精确 人 性， 而 且 有 时 会 

引起 含 了 确定 没有 及 时 确定 下 来 的 土壤 区 界 而 重新 出 发 到 野外 

去 的 必要 性 。 不 是 在 野外 灯 裂 的 、 而 是 在 实地 查 明 区 界 以 后 过 

了 一 些 时 钼 在 室内 葵 没 成 的 土壤 图 所 反映 的 情况 ， 往 往 不 是 所 

划分 的 土壤 的 实际 按 界 ， 而 是 调查 者 在 理论 上 所 设想 的 烙 果 ， 

过 种 设想 的 糙 果 有 时 是 与 实际 情况 不 符合 的 。 

土壤 图 基本 上 风 该 在 野外 葵 民 ， 而 不 应 在 检查 样本 以 后 再 

葵 裂 。 在 野外 材料 进行 室内 处 理 的 过 程 由 ， 只 是 根据 土壤 样本 

的 审查 ， 根 据 对 土壤 形态 和 分 析 数 字 所 作 的 研究 来 检查 和 精确 

地 确定 土壤 图 。 

在 精确 地 确定 土壤 图 时 ， 杰 械 粗 成 的 名 称 或 许 有 改 寻 ， 例 

Oi. FERPA SET, MAT RRS 

是 中 壤土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必须 修正 野外 土壤 图 。 

有 上 时， 由 套 室 内 处 理 的 糙 果 ， 主 要 是 根据 分 析 数 宇 ， 必 须 

对 土壤 的 钥 定 糙 果 作 上 比较 重大 的 修改 ， 但 修改 的 只 是 土壤 的 狂 

定 糙 果 ， 而 不 是 土壤 稳 界 ,如果 土 壤 图 是 在 平面 测量 图 的 底 图 

ee 

TEN, WAZESEA AAT HENS. PIA, FERRO, +R 

HE 38 BI EEA FF : etter 



82 ee ay FE 

Zo HH la ae Py EE) AB, RE ASE FF 

BPO Nay CE, PLAS‘ Ae ERE BE EL EM Be eis AR 

RE ER, EMEA AUER Rete p 

就 可 能 引起 许多 不 合理 的 粗 绝技 术 措 施 ， 艾 如 ， 不 合理 的 分 配 

农业 用 地 和 大 田 输 栽 、 不 合理 的 施肥 等 等 。 

根据 在 具有 一 定 的 土壤 形成 因素 的 地 点 所 控 的 土壤 剖面 的 

HE FA LEE, Pe LE HB 

Ri 

eR. $ALE ee RAKE 
配合 而 形成 的 。 在 许多 士 壤 形成 因素 中 即便 只 有 一 个 因素 发 生 “ 

Ui, SEM CIEE RR EE LAR @ BAUR, Paik, YATE 
AREAS THEE ES HRMS AS SY Le, 48 
FEAF HIN SS 9 Ha ES HY Te I SS BR AE AY STC 

(EAS HOE RAK pA MARU), WA 

PRL) ESE I, DORA HUE ie WE HR 

地 形 和 植物 是 最 容易 观察、 同时 也 是 最 重要 的 土壤 形成 因素 ， 

随 着 地 形 和 植物 的 改 压 ， 土 壤 也 往往 发 生 改 寿 。 除 予 地 形 和 植 

OS, BAW WENO IER, CRISS EE Ze TT Ze A 

65, Heb NALS NN TTR EL A. BE 

Be. a PRE, Ee 

Fe BCH EE EY) RE ESOT IE, 32S RR 
REGAINS EEN, BOR ROR TTR, Bea BUS 
高 线 成 某 些 角度 而 穿 过 等 高 线 的 。 

FEB TBE, ME MEH WSS a A BT B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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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FST fae He he i BB FE hg HG Le iad Ay SFP a 

Bl, FRE % FAH CE GPE EH Phe ig BB ad FR 6% SE EE, 

eH TE Ay AY Sa de, A TZ ied eS DE ee PS EE A 

FY SUA Be Hi FE FB BRA OY HR, Pea SE EN 

Ate ie PTD oy he He Fa, ALE ST fe 

ial BE APE FC FP Sis PTE HE HA FA TE a, RN id, 

BAGH AS ER 5 Sita IE la HE id_E= 23s FS ATG VAR se Sa FZ Wd ACE ke aS 

的 方位 ， 

地 形 图 优 估 和 平面 测量 图 之 看 ， 就 是 地 形 图 上 有 用 等 高 拷 精 

HET HH ASST, SER REAL LET EE IS EA 

SSeS RAF liad LRG RE. FARIS SE EZ SEE 

OBST, LS SEZ i SEE, BRL S 
RELATE L AE MER TPIS SN RENE, PERE RR SES - 
AME, HARKER, 如 果 坡 很 平坦 ， 
USOT RENE, TRI aa IA IB 
Ses Hs, SERNA LEARN Hh. 

Wiese, Sa FELASA HE le 3 YE} — fs a a HE SB} AP 
35M, BATALI REE. AS 
稳当 高 度 对 土壤 的 特点 是 有 影响 的 。 

“因此 ， 贸 据 具 有 等 高 线 的 地 形 图 ， 我 们 就 有 可 能 对 泣 查 
地 区 一 切 明 显 的 地 形 构 化 有 一 个 十 分 完整 的 概念 ， 东 能 使 我 们 
SR EHD He BE AIL Ns SEIN 
DLE SFB SES SERRE. 只 有 在 

LNCR RUSE TTT, A He ee eee Ts 



84 LE AWA RK : ie 

BSR. MOR EAT A) Le EER i ESE 

Ba, tee RRR MELE ES Sl BEE bce 

TS RISES SE. AL AS SES HSE EE ES EAR AS EE 

hE it, Amit zea SE eR th eee. BT OAS 

Bae) EB RY nl SAEs, MRE RAS RRA 

BERS AR SS Ay thee LIS C BR ee EF) 

AAS TE DAES LTE DRT FA A AE Hh  —— FES 

培 随 着 明显 表现 在 地 形 图 上 的 那些 大 区 地 形 和 中 区 地 形 各 个 四 

元 的 更 幸而 同时 更 替 一 一 时 ， 才 可 能 沿 等 高 乒 或 按 等 高 窗 的 相 

互 位 置 把 士 壤 区 界 画 在 地 形 图 于 。 

常 必须 大 具 有 发 过 的 小 区 地 形 的 广 关 平原 加 以 调查 。 在 

这样 的 地 形 之 下 ， 地 形 图 的 等 高 栈 在 确定 当地 用 眼睛 看 不 出 来 

的 一 般 倾 科 时 和 确定 地 貌 区 域 或 分 区 的 交界 时 至 多 只 能 供 确 定 

方位 之 用 。 

葵 列 具有 发 过 的 小 区 地 形 的 平原 地 区 之 土壤 图 有 很 大 的 困 

将 ， 因 篇 土壤 的 至 部 多 种 多 样 性 在 过 种 地 区 大 什 都 是 决定 於 小 

区 地 形 ， 即 决定 锥 其 本 身 不 能 被 地 形 圆 的 等 高 线 所 表示 出 来 的 

那些 不 大 的 降低 和 异 高 。 只 有 在 等 高 距 很 小 人 每 级 30 一 20 I 

AR) 的 情况 下 ， 才 可 能 把 对 观 图 来 改 是 极 重要 的 、 小 区 地 形 的 

全 部 详 多 情节 描 给 下 来 。 而 在 地 形 测量 中 ， 娩 联 人 民 委 员 会 测 

量 及 型 图 继 局 的 指示 所 规定 的 基本 等 高 距 的 高 度 如 下 : 输 裂 比 

例 尺 坊 1:25, 000 的 图 所 用 的 是 5 米 ， 而 给 列 比 例 尽 佑 1350, 000 

的 图 所 用 的 则 乱 10 米 。 在 唉 用 这 种 等 高 距 时 ， 小 区 地 形 在 地 . 

形 图 上 根本 表示 不 出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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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具有 小 区 地 形 的 平原 上 的 土壤 ， 常 以 混 林 的 干 壤 槛 区 的 
形式 表现 鳃 来 。 过 种 槛 区 的 组 成 中 包括 的 是 呈 不 大 的 斑 块 存 
在 、 汞 且 在 发 生 上 舟 业 生 产 的 土壤 性 质 方 面 都 显著 不 同 的 屠 
些 士 壤 。 党 有 天 然 植物 存在 上 时， 过 些 土壤 的 分 侯 冰 界 比 较 容易 

在 实地 确定 ， 但 是 ， 由 认 地 形 圆 上 人 缺乏 必需 的 基点 ， 要 把 这 些 
SFG EHTEL ( 不 用 仪器 测量 ) 就 很 困 鬼 ， 有 时 则 完 公 不 
可 能 。 因 此 ， 当 测量 土壤 槛 区 时 ， 往 往 不 得 不 放 秦 在 图 上 精确 
葵 出 在 实地 发 现 的 至 部 士 种 的 想法 ， 而 仅仅 限 共 在 图 上 葵 出 土 
搂 复 区 的 过 种 区 界 ， 即 各 部 分 所 具有 的 、 包 含 在 复 区 粗 成 中 的 
各 种 土 坷 的 比例 都 相同 ， 而 且 可 以 把 它 画 到 地 形 图 上 去 的 那 种 
ER. 

地 形 图 上 和 当地 已 有 的 居民 点 、 道 路 和 道路 的 交叉 点 、 
并 、 测 量 三 角 架 标语 等 ， 可 以 作 含 在 过 种 情况 下 把 土壤 区 界 画 
到 地 形 图 上 去 所 需 的 基点 。 天 然 植物 乃 是 槛 区 中 每 一 个 土壤 共 
种 的 位 置 及 其 在 未 开机 地 区 所 估 据 的 面积 的 指标 。 

用 目测 法 礁 定 出 来 的 土壤 槛 区 之 组 成 在 可 区 中 所 佑 的 百 分 
数 ， 巍 该 在 从 已 划 定 的 合 界 的 范围 内 选 出 的 一 些 不 大 的 查验 地 
段 上 加 以 多 次 的 查验 ， 查 验 地 段 的 面积 由 200 到 600 平方 米 ， 

有 时 也 更 大 一 些 ， 视 土壤 乾 区 的 粗 成 而 定 。 
篇 了 确定 查验 地 段 上 槛 区 租 成 中 各 种 土壤 的 百分比 ， 探 用 

下 列 的 方法 。 
1. 用 仪器 把 查验 地 段 上 公 部 士 壤 的 区 界 测 输 下 来 ， 计 算 

每 种 土壤 的 面积 和 公 部 查验 地 段 的 面积 ， 确 定 槛 区 的 至 部 粗 成 
的 百分比 。 



2 在 查验 地 段 上 用 仪器 设置 许多 平行 的 线 ， 以 互相 成 竺 
距 衣 排 列 的 标 查 把 这些 线 在 实地 固定 下 来 。 每 个 标 覃 上 巍 有 自 
己 的 号 数 。 各 线 和 各 标 查 之 问 的 距 购 依 土 坊 槛 区 的 复杂 程度 而 
定 。 有 时 以 4 一 5 一 6 ALY FEC EH AU OT, 
但 在 某 些 情况 下 每 隔 2 ARIES 1 AREA. OD 
eA DBE ERE ( 最 好 画 在 每 方 格 坊 一 平方 毫米 的 坐标 
犹 上 ) ， 其 比例 尺 应 足以 使 槛 全 的 至 部 土壤 区 界 将 来 能 够 画 出 
来 1:100 一 1:500 ) 。 在 用 汉 种 方法 所 得 到 的 、 有 具有 许多 平行 

排列 的 秦 和 标 桩 的 平面 加 上 ， 把 所 研究 的 复 区 租 成 中 双 部 士 壤 
的 侈 界 以 必要 的 精 礁 程度 画 出 来 ， 以 及 以 后 确定 各 种 土壤 的 面 
稿 及 甚 百分比， 都 是 很 容易 做 到 的 。 

上 汪 的 两 种 土壤 测 输 的 方法 主要 在 以 下 的 情况 下 探 用: 需 
要 在 具有 十 壤 槛 全 的 土地 地 段 上 葵 型 大 比例 尺 的 详 壮 的 土壤 
图 ， 而 在 底 图 上 又 缺乏 足 锣 数量 的 等 高 线 、 指 示 方 位 的 点 和 其 
他 的 要 素 ( 浅 罕 地 、 小 丘 等 的 合 界 ) ， 因 此 在 这 种 底 加 上 就 不 
可 能 把 逢 芭 租 成 中 一 切 土壤 的 交 微 区 界 精 确 地 画 出 来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必 须 把 从 部 平行 的 线 和 标 查 精确 地 画 在 九 非 自 狐 又 非 

FT HE ES 1 平方 室 米 的 坐标 长 、 而 是 一 定 比例 尺 的 底 图 上 ， 根 

所 过 种 底 图 进行 野外 土壤 测 和 给 。 

3. 在 查验 地 段 上 用 目测 法 〈 用 鉴 立 标 查 或 拉 直 长 罗 的 欠 : 

法 ) 中 二 、 三 人 条 或 更 多 一 些 的 直 的 平行 线 ， 用 挫 尺 沿 过 些 直 的 

平行 线 测 量 坊 所 引 的 线 穿 过 的 所 有 土壤 侣 界 的 实 诬 。 根 据 寺 楼 
的 测量 来 确定 每 种 土壤 的 全 部 区 界 在 所 引 的 直 米 上 的 继 宽 度 ， 

丝 根 据 所 多 得 的 数字 材料 算出 查验 地 段 的 规 区 中 各 种 土壤 的 下 

86 + ME OD a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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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比 。 
4. 最 简单 但 也 是 最 不 精确 的 方法 就 是 : 不 算出 查验 地 段 

而 选 出 一 条 具有 土壤 槛 区 的 各 种 租 成 的 比例 是 最 典型 的 狭长 地 
带 。 用 设 填 标 查 或 拉 直 长 先 的 大 法 沿 过 一 地 带 引 一 条 直线 。 沿 
所 引 的 直 著 测量 所 有 土壤 区 界 的 宽度 ， 然 后 也 按 在 叙述 第 三 个 

测定 槛 区 中 各 种 土壤 的 百分比 的 方法 时 所 提 到 的 一 切 步 又 来 进 

行 。 

上 述 的 前 两 个 方法 是 最 精确 的 方法 ， 但 也 是 最 繁重 的 方 

法 ， 同 时 ， 在 这 个 工作 中 需要 有 土地 规划 的 技术 人 员 众 加 ， 而 

这 一 点 不 是 经 常 能 实现 的 ， 因 乱 土 壤 除 的 除 员 中 照例 是 没有 泛 
种 专家 的 。 汉 些 方法 只 有 在 已 优 工 作 计划 和 预算 所 规定 时 才能 

探 用 。 
第 三 和 第 四 个 测定 槛 区 中 各 种 土壤 的 百分比 的 方法 ， 是 比 

较 不 复杂 的 方法 示 且 是 每 个 土壤 学 家 都 能 完全 做 到 、 但 却 不 太 

精确 的 方法 。 在 确定 土壤 槛 人 的 便 界 的 婉 界 以 前 ， 必 须 在 实地 
找 出 那些 面积 多 少 有 些 大 站 有 可 能 将 其 画 到 底 几 上 去 的 那 种 土 

WEN, MeL SE fe LLL 

”在 具有 土壤 旗 区 的 平原 ( 例如 吉海 沿岸 的 低地 ) TOS Hs 
的 农业 用 地 的 地 形 图 和 和 平面 测量 图 上 ， 常 常 给 着 具有 了 瞄 色 土壤 
的 被 开 构 低地 的 区 界 ， 以 及 具有 退化 碱 十 或 腕 磊 士 〈 它们 一 般 

AEN BS FAY. BELEK EL EE ESE Hb Ey FT 
中 ) ATES pA RE A, FEY SIE AT 
WY RE DALRR ANY PRY HH BS AE HH 4 EE, ES YY SR RE 

AUDA. METERS: 过 些 图 上 所 画 的 当然 不 是 土壤 的 区 



88 +e WAR Rie NX. 

SR, TGS MER EE Ate RE EPR TR. CER BRD 
稳 地 段 来 播种 农作物 上 时， 被 开 虱 的 常常 不 仅 是 瞄 色 土壤 ， 而 且 

也 有 隘 近 深 沟 的 碱 士 化 土壤 ， 有 时 也 有 了 碱 二 因此， 未 炬 该 把 
FRE Op BE BH Sh BS Fp ES LEO ERR, Be BARB 

ty Bg EE FEI Se FAG (US ST SBE Ey 
+. BALES BASIN. Bub, A fee ay pe 
(HAY | AR LIEBE, PARDO BA ER 
Si, HE LE RL. BC LSA 
FOND i + LEM, SBD >Re A BEE 
Peas lL CGS, BRA AS SB He Be ee Ee T_T 
OTE, WA Ry Se ye SE el ED , PeES 

KEEGY ABR, 
如 果 在 大 比例 尺 土壤 图 上 所 要 表示 的 不 是 土壤 复 区 的 区 

界 ， 而 是 槛 合租 成 中 每 种 土壤 的 区 界 ， 那 末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可 

以 由 土地 规划 人 员 在 土壤 学 家 的 指 半 下 进行 土壤 区 界 的 全 器 测 

量 ， 或 者 像 在 前 面 叙述 测定 查验 地 段 中 的 土壤 刘 区 百分数 的 各 
MAEVE, AEE ERR Tee 

标 桂 。 
“土壤 调查 照例 应 该 根据 具有 等 高 线 的 地 形 圆 或 根据 照相 平 
面 图 来 进行 。 同 时 ， 坊 了 进行 野外 的 土壤 测 输 ， 底 图 的 比例 尺 
最 好 上 比 给 异 最 后 的 土壤 图 所 用 的 比例 尺 大 一 些 。 但 是 ， 汞 不 是 

世 联 的 所 有 和 省份 内 都 有 土壤 调查 所 必需 的 地 形 图 。 
在 许多 省 内 ， 土 壤 调 查 不 得 不 根据 平面 测量 图 来 进行 , 过 

楼 一 来 ， 自 然 就 使 士 壤 学 家 给 型 士 壤 图 的 工作 槛 杂 化 ， 因 乱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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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 DPSS Wy WG ( SUIT), ey 
测量 等 等 。 
RGD, BRIE CHET, BE 

AEB SERIES: FESS AL HAR TMT. EE A 
PE SHAE EU 2S AS I St ER REE HE EY FET 
Die. MSAFRER POMERAT IA), HE ARE iE TS AE Ss Tas AT Bd Sle Be 

Fay fREUSSI AG Uh), LEAT thn Es HE LANE LURE Sy TEL 9 AIR, 
PT DAHA BS Ad ak SR GHD Hs CLE ABE 

按照 平面 测量 图 完全 不 可 能 确定 : GAN rh SHS J FEB HE 
过 滤 坟 坡地， 坡地 的 坡度 在 空间 如 何 发 生 茹 化 等 。 所 以 ， 在 和 进 
行 野外 的 二 境 测 烛 时 ， 按 照 过 种 底 图 就 不 可 能 预先 气 定 出 这样 
的 地 点 : 故常 能 遇见 士 壤 发 生 释 化 的 地 黑 以 及 必须 集中 注意 力 
来 精确 确定 土壤 边界 的 地 则 。 土 壤 学 家 不 仅 应 该 在 实地 研究 地 
形 的 详 烛 情节 ( 像 有 地 形 图 时 所 做 的 那样 ) ， 而 且 也 巍 该 做 一 
定 份量 的 、 地 形 测量 员 的 工作 ， 即 确定 天 区 地 形 和 中 合 地 形 的 
不 同 部 位 的 扯 界 ， 以 便 正 确 地 划 出 土壤 亡 界 。 

在 平面 测量 图 上 不 能 用 插 大 的 办 法 根据 在 站 个 加 内 所 作 的 
土壤 兆 界 像 在 地 形 图 上 沿 等 高 线 的 位 置 所 做 的 那样 画 出 土壤 轮 
廓 。 每 条 土 壤 泪 界 必须 在 其 至 部 距 欢 上 加 以 追究 ， 芷 根据 那些 
指示 方位 的 点 ( 道路 、 乾 谷 、 拓 谷 、 居 民 黑 及 其 他 在 实地 和 图 
上 所 具有 的 物体 ) 将 其 输 在 图 上 。 

篇 了 更 精确 地 确定 土壤 兆 界 东 把 它们 画 在 平面 测量 图 上 ， 
在 于 壤 除 中 必须 有 土地 规划 人 员 ， 以 便 设 和 线 、 测 烩 某 些 对 土壤 
鼻 图 最 重要 的 地 形 单 元 和 土壤 区 界 及 进行 其 他 的 辅助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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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土壤 除 中 不 可 能 有 土地 规划 人 员 的 情况 下 ， 士 壤 学 家 必 
FRAT, Oe th BE OE I eee 
Sus FO Ep LAs (05 FEZ EE 
SWAG Le NES 两 米 的 WO Bae ABR 来 进 

行 ， 
十 分 明显 : 土壤 学 家 用 的 尺 进行 工作 ， 即 使 有 二 地 规划 大 

员 的 帮助 ， 也 不 能 完全 代替 用 人 黎 器 测量 地 形 ， 因 此 ， 根 据 平面 
测量 图 所 炉 裂 成 的 土壤 图 ， 其 精确 性 不 能 像 根据 地 形 图 进行 测 
量 时 所 得 到 的 那样 大 ， 所 以 败 该 只 有 在 极端 必需 的 情况 下 才 根 | 
据 平 面 测量 圆 进 行 土壤 调查 。 在 用 过 种 底 图 进行 野外 工作 时 
干 壤 学 家 必须 有 一 个 地 形 图 做 篇 大 体 地 确定 方向 之 用 ， 那 怕 是 

比例 尺 很 小 的 〈( 1: 100, 000,， 基 至 1: 200, 000 ) 也 行 ， 这 种 地 形 

图 能 猴 我 们 一 个 关 有 从 营地 地 形 和 移 对 高 度 的 一 般 和 概念。 

如 果 有 一 个 地 形 图 ， 其 比例 尺 和 想 要 用 以 进行 土壤 调查 的 

平面 测量 图 的 比例 尺 相近 ， 那 未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根 据 比 例 尺 坟 
小 的 地 形 图 来 进行 野外 调查 往往 比 根据 比例 尺 较 大 的 平面 测量 

图 进行 野外 调查 更 合 通 一 些 ， 例 如 ， 在 地 形 是 分 割 的 情况 下 ， 

AEBS LEVI AS 1: 25, 000 的 地 形 图 来 进行 野外 .土壤 调查 比 根据 

SAMIR AS 1: 10, OOO 的 平面 测量 圆 进 行 调查 更 合 天 。 

坑 了 便 共 在 规划 骨 场 时 利用 土壤 图 ， 可 以 把 土壤 图 放大 阔 
把 它 加 在 比例 尺 入 大 的 农场 平面 蜀 上 。 过 时 必须 在 图 的 标题 上 

指明 ， 土 壤 图 的 精确 度 符合 多 大 的 比例 尺 。 
根据 照相 平面 图 而 进行 的 野外 土壤 测 烛 相当 精确 ， 花 费 的 

时 间 也 比较 少 。 



Fe AS 7c AE Te a ESP 反映 了 地 表 上 所 具有 的 一 切 东 
西 ， 所 以 根据 照相 在 而 图 很 容易 礁 定 一 个 地 方 的 方位 ， 

在 照相 平面 图 上 精确 地 照 下 了 地 上 的 情况 ， 过 一 由 就 俩 我 
。 们 有 可 能 克 调查 地 全 被 分 割 的 程度 有 一 个 相当 清楚 的 概念 。 

FEA WRIT BER ODT ETF 
STAI, ZT IOLA PRAY, BAA AEE AME Seay 
BES} MUIR, HAVRE hal Les TEI AS IA, PR ASS 
种 图 上 甚至 有 许多 在 植物 社会 ( BRA ALAR ry IBY) 
的 外 瑶 上 彼此 是 著 不 同 的 精确 的 区 办 ,例如 在 台海 治 岸 低地 的 
照相 平面 图 上 ,很 容易 确定 低地 的 腊 色 土壤 、 碱 士 和 麻 土 
的 按 界 ， 因 篇 过 些 土壤 都 被 不 同 的 植物 履 昔 着 ， 而 过 些 植物 则 
被 二 分 清晰 地 照 在 照相 平面 图 上 。 在 这 种 地 人 区， 土壤 学 家 的 大 

部 分 工作 就 是 在 照相 平面 图 所 具有 的 、 植 物 社会 的 稿 界 中 确定 ， 
各 种 土壤 。 

对 於 在 具有 被 开 役 土壤 的 地 区 上 进行 的 土壤 测 葵 来 说 ， 照 
相 和 平面 图 和 地 形 图 比较 起 来 没有 任何 优 黑 ， 在 过 种 地 区 ， 滥 行 
野外 土壤 测 葵 时 地 形 图 是 最 精确 的 底 图 。 

土壤 调查 的 理想 底 图 是 加 上 欠 有 等 高 线 的 照相 平面 图 。 可 
惜 ， 过 榜 的 底 图 很 少见 。 用 特殊 的 、 能 比较 明显 地 传 迷 地 形 特 

加 的 体 视 倪 在 照相 平面 图 上 研究 地 形 的 过 种 方法 ， 就 可 以 使 我 
们 得 到 和 与 过 种 图 有 某 些 产 似 的 底 图 。 

在 野外 的 土壤 图 上 每 个 土壤 说 泗 之 内 都 飚 该 标 上 18 aR a 
号 ， 指 示 刀 号 包括 土壤 和 底 土 的 确切 名 称 ， 芷 指出 机 械 租 成 和 
栽培 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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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CURR ee 2: a UE ele ea i 
8) TEE AE FPL, 3 ) 

(EHD STE EPO A I LS RE 

45 TMH. MEER F 9 ERR 
1) 高 原 一 I; 
2) 坡地 一 G; 

3) 二 道 高 红 地 一 工 >， 

4) SOAS Ts 5 
5) 泛 机 阶地 一 TI 

等 等 。 

此 外 ， 漫 内 指 明 每 个 地 瑶 哩 元 内 前 成 土 母 质 ， 如 采 有 可 能 
药 话 ， 也 赂 指明 母 质 下 的 旷 石 和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所 有 的 指示 刀 号 及 其 意义 的 倍 明 ， 赂 该 址 在 土壤 图 的 窜 自 

SR, Ti ASE AP AE E'S Ae EE, 

BE Ve fe fry SAE LAT FIP - 

Oe Re ey oe se og ee ena, pr 
HOUPSE BEE, HUE LER TED 

FSGS AE HY Fa. ERR EL BH 19+ 
By. HEAT,” 

ESRI SE EME EE UR RE OR, FERRE IE 
$5 EE HS FFs JES al A PED EY BE PLE 

HOYER ASI WEEE, CRE ASR a 
(1) 2 2K ABE Ey BF Pe AE 地 表现 极其 显著 时 ; 
(2) 4 3K —4 FE Ey RES PA 
(3) 8 4K —— LMR B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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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陵 的 土壤 间 的 界 很 琶 在 实地 确定 时 。 

坊 了 欠 土 壤 复 杂 程 度 不 同 的 地 区 给 裂 不 同比 例 尺 的 土壤 图 

而 必须 扫 气 的 和 必须 在 野外 记 凶 敌 上 加 以 描述 的 土壤 剖面 和 对 

照 剖面 的 最 少数 量 ， 已 在 附录 ! 中 指出 。 

Hen Babee ks 

BEE SE AT FG FV HR RA ABE KV EP OP 

$05 1 (BASS 2 ) 。 

FEL, + Ree ee 

在 地 理 上 的 位 置 ， 把 图 例 画 在 底 图 上 兹 标 上 顺序 号 数 。 

在 野外 记 多 短 中 对 每 个 土壤 剖面 要 记载 下 列 各 项 。 

1. 土壤 剖面 的 号 数 和 描述 土壤 剖 面 的 日 期 。 

2. 集体 农 鞋 、 村 、 克 和 和 省 的 名 称 ， 

5. 草 面 的 地 理 情 况 ， 在 过 一 栏 中 要 指明 方位 ( 根据 指南 

St ) 和 训 面 距 在 实地 和 图 上 已 有 的 任何 点 的 距 见 。 

例如 : 阿 列 克 塞 也 夫 卡 村 永 北 5 公里 和 格拉 切 夫 水 库 南 ! 

公里 。 
4， SAA eda ASP Ta, 

| 例 一 : <ihrethea, “7b At (Marni yseaz ) FIRE 

朗 河 (Epyczras ) & fff [hl PSEC ZF 7k A, 

例 二 : GERTLER, ADEs BENT Nz, 

Hn HE TAPE Wy HY RP, UT 

FEM aes A ( 标题 页 ) LE YB, 

5. 大 区 地 形 、 中 区 地 形 和 小 区 地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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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 : 分 水 区 的 西 坡 ， 坡 坑 不 深 的 长 满 章 的 乾 谷 所 分 割 ， 
因此 坡 表面 具有 微波 状 的 特点 。 坡 的 上 部 比 下 部 陡 。 乾 谷 间 高 

地 的 中 央 有 高 原状 的 平坦 表面 ， 高 原状 的 平坦 表面 逐渐 台 滤 需 

” 癸 向 乾 谷 的 坡地 。 在 坡 的 下 部 ， 乾 谷 沟 得 更 深 ， 而 坡 的 麦 面 旭 
具有 更 明显 的 波状 。 | 

例 二 : 小 岛 津 河 河谷 头 道 高 阶地 。 表 面 平 坦 闪 具有 明显 的 

小 区 地 形 。 在 形状 和 面积 方面 都 很 不 相同 的 封 六 低地 ( 浅 宕 

Hh. TREE de) 与 略 高 於 封冻 低地 的 平坦 地 段 互 相交 替 。 在 平 

HWA LCEARR DR. BEET 
AUT, TATE 6 米 到 80K. ARABELLA FB), EY By 

HOTEL SCH BAIS 40 9%. MRHLAUPRIEZE 40 到 60 厘米 之 
Pe ; 

" pics 
EDA Ze ie Fh es BE 

例 一 : HTM Se. REA HH BY 
Re, RB BIE——o5K. 

例 二 : PEEL bo 

的 深度 一 一 50 米 ， 稳 对 高 度 
7. ”农业 用 地 和 它 的 状况 。 
例 一 : 小 麦 地 。 

例 二 : 五 年 的 薰 莞 地 ， 目 前 用 做 种 草场 农业 用 地 。 
8. 植物 ( 植物 的 钥 成 ， 密 度 ， 高 度 和 状况 ) 。 
对 天 然 植物 、 栽 培植 物 及 杂 草 都 要 加 以 描述 。 
9. 两 个 方向 的 地 形 断 面 图 以 及 剖面 的 位 置 。 

20K, BM—14 9%, BE EM 

36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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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HY PES PSR Sls DN HE AT yk SE Fe TE Ss BA HEAT Sf Ae 

Tala, MER FSA Ta ey HA 

Bye BAAN i PP eae St Ea tet a ERR AAG FEI beat 

ESE AN Tn Fp AUG als By Sala SS FSR PAR Ae PAPAL D> Te sts 1 

元 〈 高 地 和 低地 ) 。 

10， 十 壤 、 底 土 和 下 层 兰 石 的 野外 钨 定 。 

AA ESE. 底 土 和 下 层 岩 石 的 全 名 ， 泪 指出 土 类 OR 、 

| 

， 土壤 的 管 地 名 称 。 

12， 土 壤 、 底 土 和 下 层 彤 石 的 最 后 多 定 。 过 一 栏 在 野外 和 

但 上 笑 室 材 料 进 行 室内 处 理 以 后 填写 。 

15. jEYK DMB AS PRE FORK 

14. PUR, FESS MELT Se RB % BBC GREE 、 

SAME ), TERI TS PAAR PRE; OR STE I 

PARIS AMPREE; SVU FEW CRIBB AR PREE, SSRI 
其 主 明 天 量 小 积 的 下 部 界限 。 在 具有 永久 冻 层 的 地 了 区， 必须 指 

出 头 千 层 的 深度 及 各 土屋 的 温度 。 

15， 最 大 收编 。 

16， 地 下 水 出 现 的 深度 和 国定 的 地 下 水 位 。 

17. RL BEA Z tat Ze. 

18. +g LE ial. 

BRE it, Me ABE eae Ea Ee. EL 

SEAR MERE RR 1210 或 1 20， 在 图 的 左近 “土屋 及 其 深度 〈 Ji 

米 )” 一 栏 中 ， 写 上 各 土屋 的 名 称 ， 在 适当 的 深度 提出 各 士民 



96 + WA RR il 

AR, TEAS SEB RS PR EE ( EDK ) 。 
SAW He SE, TR. 

AD Ey ARGC RIE beer 

出 来 : Fle Fee si aE A, HL sR 
AIPA, TARVER, APRA PRE SS. 

fel SORE, ZEB ERE Bal ae kA 

ME, WEEE, Ae, AUPE PRUE 

EE 一 ) aR, ERMC +), BS, BMI 

号 ( + + )， 很 多 ， 画 三 个 加 号 ( +++), SHAG 
层 的 地 区 进行 土壤 调查 时 ， 把 不 同 深度 的 温度 记 大 这些 栏 的 一 

栏 中 。 

19. 土壤 表面 和 土 层 的 描述 ， 

当 描 述 土壤 表面 时 ， 必 须 指 明 有 手 侵 蚀 作 用 的 标 革 一 - 冲 
刷 沟 、 锈 潇 , 土 壤 的 片 状 侵蚀 等 等 。 

“Ea Hy Hi Uae MEE FUE, GREE. BAS. ei 

ett. PREPS . ILM. DBI. BIAETS. EARS. ALR RE 

他 的 土屋 特 征 。 

每 一 土 导 描述 完了 以 后 ， 指 出 土 层 通 滤 到 下 一 层 的 特点 。 

20， 第 … … 号 和 第 ……' 号 土壤 剖面 之 间 的 点 问 描述， 

FESO PIES WH, AVA Pee ay i 
程度 或 混杂 程度 ， 在 地 质 构 造 方面 HOTA 

这些 释 化 对 十 培 特点 的 影 兆 。 

Bhi AGRO. JE. OMS PETERS 也 可 以 放 在 这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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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 BCR LSE 
工作 的 顺序 

在 研究 和 描述 土壤 前 ， 先 从 坑 底 和 土壤 剖面 的 下 部 探 取样 
二， 然后 用 镑 把 应 该 描述 的 坑 壁 草 平 直上 且 清除 附 在 坑 壁 上 的 、 

土壤 和 底 土 的 粘 粒 和 瀑 土 粒 。 然 后 测定 其 识 度 和 加 曲 酸 后 起 沫 
反 有 败 的 特点 ， 在 地 下 水 面 谣 地 表 很 近 的 一 些 地 人 区， 要 确定 出 现 
地 下 水 的 深度 和 固定 的 地 下 水 位 。 出 现 地 下 水 的 深度 在 挖 坑 的 

Be REE HEE FE 

PUSS EVE RE AH FRR, BE. hb Tae bE IE 

ie TG RE, GEE, OTSA LN ABO, 

整 几 该 从 上 层 开 始 。 在 修整 好 的 壁 上 ， 来 研究 土壤 剖面 和 便 分 

土壤 剖面 的 层 炎 ， 东 对 他 们 加 以 详 昼 地 描述 。 
描述 过 土壤 剖面 后 ， 便 从 每 个 土 层 和 亚 层 中 取 土 壤 样 本 ， 

FRR eR 每 经 过 一 个 预先 确定 的 间隔 ) 气 定 取 土 壤 样 本 

的 地 点 ， 而 要 考虑 到 每 个 土屋 和 整个 土壤 剖面 的 性 质 。 例 如 ， 

HEALTHY EMEP, GE 0 一 5 厘米 厚 的 表层 、 和 从 A 层 的 中 
部 或 下 部 探 取 榜 本 。 而 在 开 弛 的 土壤 中 ， 则 从 耕作 层 取 BE As, 

同时 也 有 必要 从 耕作 层 以 下 的 土屋 中 取样 本。 在 下 部 士 层 泪 择 

取 王 壤 样 本 的 地 点 时 ， 应 该 以 形态 上 的 特征 和 植物 根系 分 售 的 

特点 塌 标 玲 。 以 有 机 质 对 土壤 的 着 色 程 度 含 标准时， 所 取 的 样 

本 必须 使 我 们 能 用 分 析 过 些 样本 的 方法 确定 出 : 腐殖质 的 数量 
Join BAPE HE Thi 3B AL.. : 

在 某 种 深度 加 HC] AVR EOE ARE IR) EE 



98 ME TE % 

BE. FS TIME CO, BCH, MER AE DH dees RE CR es Fe 

(EVE. FERRER RASH. TERRES 

WTAE, FUEL A, BBS EP WeE 

AAPM RENREMVEM, BEBE tas 

By EBC Hy PRE A ce 3 KEE SH 

要 性 。 

EAR, LH PEAS HE ED 

( RVR. VURCMERISE, CO, 7kYEPERBDSESE ) 的 数量 及 其 

分 做 深度 在 进行 实验 室 的 处 理 时 能 够 以 必要 的 精确 性 测定 出 

3K. 

在 取样 时 必须 注意 到 土屋 的 毛 界 。 根 本 不 许 探 取 过 样 的 样 

本 : 过 个 榜 本 包括 了 一 个 层 的 下 部 和 另 一 个 层 的 上 部 。 

WBA ( B. B. Iormaos ) 指出 : 正确 提出 问题 落 能 解 

答 问 题 的 土壤 的 化 学 分 析 ， 站 不 是 从 实验 室 中 分 析 前 材料 的 处 

理 开 始 的 ， 也 不 是 从 测定 吸 瀑 水 开始 的 ， 而 是 从 野外 研究 土壤 

剖面 时 ， 和 从 坊 了 实验 室 的 研究 而 抄 取 样本 的 时 候 起 就 开始 了 。 

tc, AEA HEFT ES BEM OE, MR RAR TY 

BREE SA a ARIE RE, BRB TRE ARE OF Dee aE 

SC Wi Ore BEES BE AS Eh fF FARE PE HES. 

ERE AS YY ETE JE REGIS 5 厘米 。 所 据 定 的 取 土 壤 

样本 的 地 点 ， 巍 该 仅 可 能 在 从 土壤 表面 到 坑 底 的 二 人 条 站 立 的 平 

行 烷 之 间 一 个 位 於 一 个 之 上 。 

坊 了 保存 土壤 的 自然 状态 ， 抄 取 的 样本 肉 访 是 正常 的 宾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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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个 榜 本 都 要 附 上 一 个 标 钱 ， 用 狂 把 榜 本 聚 肾 地 包 好 牙 
MAREE, FBR LMI TIAA: 省 Re ASR 
HA. EMG, EULA BEAR IY PRE 
CK)» Wop HID Meter Bey. BMI Ze AT 
EDT, SERRE DRA AZT MOR, FEAR HT HE 
AS PDE T WEARER TAR WES aE WFR FD Be a 
GMA OSE. 6 LIN AAR. ae 

TEMS, PAW PRED REBAR, BES T te 
ARCS} SUS EAR IG ADR BAG OLB PT DA — SE IPA: 
"ie 

FARE RID FUERA, AZINE 
EAFHEMR, ARE RRICEEAS AL ce RL 

AMEE FERED LAE RAEE ER TEAR SAP EAD 
拖延 到 冬季 了 于 进行 室内 处 理 。 随 着 野外 工作 材料 的 积 果 ， 就 鸣 
该 污 行 材料 的 分 析 、 上 比较 ， 在 确定 各 个 土 矣 和 土 种 在 调查 地 区 
秀 伤 的 规律 性 ， 以 及 由 故土 壤 所 不 的 条 件 而 使 士 壤 形 态 上 的 性 
质 发 生 改 绝 的 规律 性 ， 找 出 土壤 与 植物 之 间 的 相互 联系 ， 礁 定 
各 种 农业 技术 措施 和 土壤 改良 措施 对 二 下 性 质 的 影响 等 ， 过 笠 
币 就 能 沟 常 地 检查 自己 的 工作 ， 同 时 在 必要 的 情况 下 ， 志 能 及 
时 补充 已 沟 苑 集 到 的 材料 或 及 时 地 和 闽 正 错误 ， 芷 且 能 在 今后 的 
LE PRE LILI OAR, 

FEARED ICI, SERIES TEN SERIE: BYE 
SE CEN WN TARE Pies DS PUI, FE LSM 
HEATH PINEAU, BRE AR PP SR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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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Eby TEE Ze. 

PUR A PEP RE ER PE, Ie 
a ey Hey SME, De, Td EIR 3 BY AP ys 
段 的 地 形 和 土壤 的 断面 图 。 

在 财 并 野外 工作 地 点 以 前 进行 材料 的 初步 室内 不 理 的 重要 

FETS: 一 切 发 现 出 来 的 野外 工作 的 缺 黑 ， 能 够 由 谎 王 琅 学 家 

条 自 到 野外 收集 补充 材料 和 币 正 发 现 的 缺点 而 比较 容易 地 得 到 

改正 。 

如 果 在 进行 室内 工作 ( 在 调查 除 基 地 的 室内 所 作 的 ) 时 有 

EWA LAB, WAKE BBE hee 

可 以 在 野外 工作 的 地 点 扔 掉 。 

第 七 节 “ 侵 饥 土 壤 的 研究 9 
根据 土壤 显 粒 的 转移 和 上 部 最 肥沃 土 层 的 减 少 来 研究 国营 

农场 和 集体 农 莫 的 土地 上 土壤 侵蚀 的 烙 果 时 ， 必 须 考虑 到 : 在 
蛮 查 时 哪 一 些 土壤 唱 受 到 侵蚀 ， 下 部 土 层 的 哪些 层 由 及 耕 翻 的 
烙 果 而 补充 了 耕作 层 ， 新 耕作 层 的 肥力 如 何 。 

ARRAS RHE at OE A LE 
PRLS: WEAR. PRAT RRM; 过 
种 划分 确定 了 土壤 侵蚀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一 定 阶段 和 土壤 肥力 的 
相对 降低 。 

含 了 在 前 查 时 直接 在 野外 先 大 概 地 估计 侵 倪 土壤 的 肥力 ， 
一 定 要 按照 滔 没 有 被 傍 蚀 所 破 十 的 发 生 层 来 测定 侵 全 庶 。 

1) 本 和 节 是 案 鸳 烈 夫 ( CC. Copozea ) 敌 授 写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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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i baler 2 
1. ABRCIR{E + RSRKERKE. 

1) 轻 度 侵 人 刍 的 〈 第 一 侵 刍 阶段 或 侵 人 刍 度 ) : Et Aer ( 腐 

FAS ) 的 一 部 分 〈 不 超过 一 全 ) eh; 灰 化 层 的 一 部 分 被 

EM 

2) 中 度 侵蚀 的 〈 Ho Rep Beek RABE ) : 灰 化 层 的 一 

MARAE eh, RAM ERS LES. BOAR 

te eH AA BEE E 

5) 强度 侵 人 鲁 的 〈 Bo Ree Beek RepBS ) : 小 积 层 的 一 

部 分 遭受 侵 触 。 筱 耕 翻 的 是 泪 积 层 的 中 部 或 下 部 。 耕 地 的 特点 

是 具有 棕色 和 特别 不 平整 的 表面 。 

2. REE, | 

1) BERR Geahny: 草根 层 (〈 ale ) We Maa 

3342, BAAN (19-2 HE AS 

2) ‘pea: 草根 层 〈 腐 殖 层 ) 的 一 部 分 《一定 以 

上 ) 或 全 询 遭 受 侵 鲁 。 被 耕 翻 的 是 坚实 的 残存 的 沽 稿 层 之 上 

部 。 耕 地 的 特点 是 表面 具有 浅 棕 色 。 

5) 强度 优 鲁 的 : REREAD 

翻 的 是 察 实 的 小 积 层 的 中 部 或 下 部 。 耕 地 的 特 吕 是 具有 棕色 以 

及 第 第 是 很 不 平整 的 表面 。 

5. ASE AMREt. 

1) WERE Cea: SUAS C Me mee ) ESS Re phy 47> AS 

SA— “PF, BERANE T ORE CP ) 。 



102 +. SET A mB la ~ ie 

2) 中 度 侵 蚀 的 : 草根 层 ( 腐 殖 层 ) HB a ( — 4B OL 
上 ) 或 全部 得 受 侵蚀 ， 被 耕 翻 的 是 过 滤 层 或 过 小 层 的 一 部 分 。 
耕地 的 特点 是 才 面 具有 淡 棕 色 ， 
a) Rie: 5 ene ee 
通 渡 层 的 中 部 或 下 部 。 耕 地 的 特点 是 : eae Ae 
at 

4. 硕士 化 南方 黑 钙 十 RAL OG FUERTE 
1) 轻 度 侵 鲁 的 : 草根 层 ( EAA ) 下 受 侵 刍 的 部 分 不 超 

通 一 下。 

2) 中 度 侵蚀 的 : 草根 层 ( 腐 殖 层 ) 前 二 部 分 (一 中 以 “ 
E+) 或 全 部 遭受 侵蚀 。 被 耕 翻 的 是 坚实 的 碱 花 层 的 上 部 。 耕 到 
By HEN Se Je ay BE 

5) 强度 侵蚀 的 : EMERY BL ehy— ERE Ah, BEE 
MY SAY Ley Tae PR. PERO eREASE: BREE. 

有 特别 不 平整 的 表面。 
5. KO, 
1) RAE CE phy: BC AURESS phy RR, 
2) 中 度 侵蚀 的 : 草根 层 的 一 部 分 ( BDL ) eae 

SSE, PEARY ER, 
5) 强度 的 侵蚀 的 : DEBS eA, ian 

sea VE TA PB ake TB 

ECE S REI EK, Ee Be Oe 
的 土 下 层次 完 公 被 侵蚀 时 ， 在 土壤 图 上 就 要 标明 露 几 来 的 成 十 
BH, BARE ASS: TERRE. M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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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的 下 颖 母 质 ， 以 及 通常 不 能 耕作 的 坚硬 的 多 石 的 母 质 ( 露出 
SRW EIEE BbES, ABEL. ESE) 。 

在 侵蚀 土壤 中 ， 必 须 把 其 特点 坊 具 有 深 蜡 色 耕 作 层 和 稳固 
的 小 转 粒 糙 构 的 熟化 僵 蚀 土 壤 区 分 出 求 。 

根据 由 侵 鲁 产物 堆积 成 的 冲积 层 的 厚度 ( 耕作 层 厚度 的 倍 
数 ) 和 过 些 侵蚀 产物 的 组 成 求人 区 分 土壤 时 ， 吹 该 把 冲积 的 土壤 
分 出 来 。 如 果 冲 积 的 王 开 是 由 草根 层 破 坊 和 后 的 小 粒状 产物 堆 种 
而 成 的 ， 那 未 它 的 特征 是 肥力 提高 。 如 果 底 士 ( 粘土 、 砂 十 、 
RAS) 或 更 深 的 肥力 较 低 的 土屋 破坏 和 后 的 央 物 在 土壤 表面 堆 积 
得 很 厚 ， 那 未 过 种 冲积 的 土壤 的 特征 是 肥力 显著 地 降低 。 

当 和 进行 说 半 的 大 比 鲍 尺 的 土壤 调查 时 ”特别 是 念 试验 站 浊 
LMA, ”在 许多 情况 下 可 以 在 已 沟 确 定 的 土壤 侵蚀 度 之 
内 更 详 炎 地 对 土壤 加 以 区 分 。 例 如 ， 轻 度 侵蚀 的 黑 钙 士 ， 如 果 
有 在 类 位 的 条 件 下 未 受 侵 鲁 的 土壤 做 标准 ， 那 未 ,在 腐 殖 层 
相当 厚 的 情况 下 ， 就 可 以 把 它 分 成 两 种 或 三 种 比较 详 彰 的 等 
‘ih 

EG 8 | EAE ZAR, SRO, 
He Je eRe 20 (94 ELI DUN THEY TEE FCS, 

Fees LIEW, WACO OEY 
PE FABIAN) Fil 4A OAT MLE, TERRE 
fii Wi, URES EM MILE, RAMEE 

现在 侵蚀 土壤 的 厚度 、 糙 构 、 色 泽 和 重新 形成 的 耕作 层 的 肥力 
2; 

在 许多 情况 下 调查 土壤 时 ， 在 附近 可 以 找到 有 保留 着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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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草原 植物 的 地 段 ， 根 据 过 种 地 段 ， 就 能 够 推测 未 被 侵蚀 所 破 
壕 的 生 荒地 土壤 的 糙 构 状态 ， 就 能 够 测量 各 个 土 层 的 厚度 ,站 

且 能 够 把 未 披 侵 刍 ( 由 认 人 们 不 正确 的 农业 活动 而 造成 的 侵 
fh) Br Woke) ME HT SUE RE Gh 二 壤 的 着 面相 比 

i, AMES ME. MTL ENAESRMBSH 
Hi fy ARH AL Ha AL AS ALS ARB SY J Hh BY BCS 
区 ， 作 起 来 特别 方便 ， 但 在 已 被 人 们 利用 的 地 区 ， 未 开 构 的 地 
段 公 仅 在 乾 谷 的 陡坡 上 和 不 可 能 耕种 的 多 石 卫 的 地 方才 被 保留 
下 来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往 往 不 可 能 找 出 在 平坦 的 杀 件 下 未 被 便 
使 所 改 绝 的 地 段 。 根 据 残杀 的 下 部 士 层 能 推测 到 原 有 的 王 琴 剖 

i. Sh HE) LE. Ait, ER LE, 

土壤 形成 休 件 大 致 相似 的 情况 下 ， 就 可 以 找到 或 多 或 少 的 优 侧 
EM, YELM EEA LMA a Be, See 
HEAT DIVES Lite BENE, : 

HBL SS TRAN EWE AY BK AY FE EHD EE Hh Be 

fal, DZ SWI EAN dy A LY See, 
BME RAR, 1 Leeee Hees 

一 般 发 现 : 在 生 章 灰 化 地 带 的 未 受 侵蚀 的 土壤 中 ， 土 壤 的 灰 化 
程度 随 着 土壤 距 乾 谷 的 积 水 陷 落 容 地 的 距 刻 的 加 近 而 水 渐 给 
加 ; 但 是 如 果 土 壤 受 到 侵蚀, DAR, 过 个 规律 性 也 就 被 破坏 了 。 

乾 谷 的 谷 缘 地 附近 的 中 度 灰 化 和 强度 灰 化 的 生 草 灰 化 土 ， 往 往 
是 依 坎 降低 。 

例如 ， 在 莫斯科 省 中 俄罗斯 高 地 的 凸 起 的 坡地 上 ， 侵 侧 土 

SAL PYRE HL APY ARIE AT Mit). HERE, B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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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E. THAI TEM RLM. Rb ep EAN 

Bey PRAT TEE EE OL, TARR E DS ( 棕色 

Hy TRA S PMIA TO), TBE MPR ZL, 

FREY FH ( IER EREMR BIS), ， 我 们 又 

可 发 现 剖 面 未 被 破坏 的 生 草 灰 化 土 ， 在 过 种 土壤 的 剖面 中 ， 草 

根 层 和 灰 化 层 都 保留 下 来 了 。 

如 果 附 近 没 有 在 相似 的 人 条件 下 未 被 侵 全 作用 所 破坏 的 ( 未 

eh ) 王 壤 ， 那 末 ， 必 须根 据 最 主要 的 发 生 层 的 有 扰 (Bea 

途 刍 土壤 的 名 称 ) 来 断定 土壤 的 侵蚀 度 ， 同 时 用 庆 委 的 分 析 数 

学 检查 所 作 的 多 定 ， 沙 把 侵 刍 土 壤 中 最 能 帮 明 其 特征 的 因素 

( 腐 殖 磋 、 机 械 组 成 、 代 换 性 瘟 基 等 等 ) A RRS a AR 

| BE) LOL RD Lee 

Fete LEE, ARIES ELLIE FR AREY. LI 

的 骨骼 土壤 混乱 一 谈 。 

侵 健 土壤 的 特 微 是 缺乏 上 部 的 土 层 〈 土壤 好 像 是 “ 戎 头 

的 ”) KEE. ABR tee, mie 

fila SM EPIRA) EF AAS A fh SH DY ET FE 

BEA RDA AG. VGA ARS FB ea ER 

ERE SIR hy OIE, IER BIO, See Cp 

AS — , AAR BLAS Gah TE ) Waa FEE HE De a A a Ay EE 

HW, SRE Oe (FRAT 

FE VELA be ee fa SYS A: Fag 9 ABE 4 TE ET Bh BY Te UP 

fe fie BE BE Le It AN SAR ehh BPE et. ARS ce BEA. 

ABMS, Wk, Rei. RARER, PHA 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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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 殖 屠 上 部 18 一 25 JKPERVUDAT EL. TERA WY BB 
ce. POO, ER SHO 
LEASE. SHORE, siete 
ME PRE A) FILS RARER AA, ine eR 

fy. HRI) LBB OTS, FEE RE 
况 下 ， 例 如 ， 在 第 三 侵蚀 度 时 ( RSH), PE 
(ESR SLES ( 诚然 是 微弱 的 ) DERI RRA, BURR DE 
RRA OE. BDTE LURAY pRRERTRDe F, BEER AEBR 
(oI EE MBENBLE WE PE i. 

“浅薄 的 ”土壤 与 侵蚀 十 壤 的 区 别 就 是 “浅薄 的 站 十 壤 具 有 
双 部 最 主机 的 发 生 层 ， 由 於 “ 涛 薄 的 "十 六 吉 记 中 的 和夫 全 上 二 厚 
度 雯 薄 ， 它 与 发 青 充分 的 一 “正常 的 ” 
SSE 1) 2 
REA ERE ( HAE T AD Ee EE AES 

yO, BH RBA Re eR LARS 
的 章句 十 等 ) Ee Oe ES LL RS 
SBA FERS GOR, WS IE Pe EEE 
BPRS; 幼年 土壤 的 上 部 土 层 比 下 部 王 层 形成 得 早 。 发 “ 

_ 青 不 健 双 的 幼年 土壤 和 具有 形成 得 很 完善 的 下 部 士 层 的 侵蚀 十 
EY TE BU RE FETA oS 

大 家 都 知道 , ALB DE PE YS PB AE: 
Bal eith 5 Ae VE FB Wo PEAS SDA IA A LE A ED 
LAR: MULTE ATER ET AIRY, fy PRS. 
be, BUEARRBE, Joo abode BPE, Wee ra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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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 TTS. “bey EGY — cs] , Hag de 
Gy. SWE TUR, xy $k BEET REY. PR NA 
HBRAVIEN, BELMOWRRER KH, RE 
HEME ty MEAG FE EMEA eA, Td CELE De Nat ng HLS TDR, 
Test EMEA RE Cee “MR” CELE RE, 
HSH AEE, EMR eae 

的 优 便 或 风 鲁 ， 土 壤 石 确 部 分 的 过 种 分 佑 的 规律 星 就 破坏 了 。 

融化 了 的 水 和 雨水 ( 暴雨 ) 的 水 流 和 风 ， 和 从 土壤 表层 带 走 了 钵 
+e, PAA ARIA ERR, LER EB — 
PARR TRE, — ie weebhoe a arent 
LUBE Hy OLE PL Bey A, 
fed (DP eB ee BE LR) AE 
path ( RB eh a He aE RE ETE BE A), A 
HI PAGAL eH, Poh Ta, Oe 
WALZ MIRE PAIRS, ARR TE Bh Ee 
fy, | | 

FER LBA SEW TRSE, DIOR SORE: ty oF HT UE 
理 ， 篇 奉 定 侵 侧 作用 、 侵 僻 土 壤 和 风蚀 士 壤 在 分 佩 上 的 基本 规 
律 性 提供 了 可 先 的 终 料 ， 过 种 基本 规律 性 决定 於 田 地 的 爵 更 、 
农业 技术 、 地 形 的 特点 、 土 壤 、 母 里 等 等 。 

用 上 述 揭 方法 来 研究 土壤 ， 其 缺点 就 是 不 能 使 我 们 得 到 在 
GARE ELON, ST DU Ri 
DR: FER LRG), BEIT 

CLA ARO ALE, 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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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G), Wade LARSEN. : 
Fes IE PAU ih, EEE Eee 

fry DR HMLE BE De RFE Ee ivy FE AB hy 7. TERE y+ 
SOW CRE EET. Ws ey he re A Hy 
SEIS EABMERAHEH, 1948 年 10 月 20 BRED @ ae EmEE 
Jt (Ai) RPREASHEL URE, BMS Shey 

MCE TRAWIER. HDRES Le Ree 
SOE LL BEY 

SVEN AYES Bi ie Bl ste BY 

PPO} Seda Ra 

在 以 早 地 耕作 的 方式 来 利用 土壤 时 ， 主 要 是 使 土壤 前 面 的 

下 部 受到 根本 的 改革 ， 即 对 过 部 分 得 行 We. Ie. A 

请、 施用 石灰 等 。 上 久 注 徐 和 管理 旱地 耕作 篇 目的 而 进行 主 璨 调 

达 时 ， 就 像 上 面 所 寓 的 那 榜 ， 主 要 是 研究 土壤 剖面 ea CR 

度 狗 篇 1. 5 一 5 公 尺 ) 和 那些 对 谎 剖 面 中 进行 的 过 程 扰 论 如 何 

ADA RAE) EL SAUER RCE; 当然 士 壤 在 发 生 王 和 晨 业 第 疼 上 的 

仿 定 以 及 汉代 以 租 第 与 管理 旱地 耕作 乱 目 的 而 糖 裂 填 下 团 来 

te, WMI Lise e Reg. 

Dit SOARES aT Val FRE EEE AS Bl Ys TE FY BP 

搂 调 查 ， 焰 该 是 更 加 深 和 大 的 ， 其 所 涉及 到 的 自然 现象 的 范围 也 

MEAs IMI, ASEH ERE. ARERR EF 

WARE AEA oe, Wi LEE. FEE PRP pe 

EPS ARETE TE AS BLUR NON, Se Ry 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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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AEE TE TRY EC ACHE A ESE AIEEE th SHR 
FRM RB ALTE 1934 年 写 道 : 在 灌 浙 的 人 条件 下 ， 例 如 ， 在 : 

中 亚 彰 亚 每 一 公顷 的 栽培 地 上 平均 可 得 到 超过 天 然 降 水 绝 4000 
一 5000 立 方 公 尺 的 水 。 洪 浙 系 统 的 利用 效率 平均 等 代 0.5, 
此 ， 如 果 把 整个 灌 浙 系 蒋 的 各 部 分 都 算 在 内 ， 那 末 每 年 怨 计 就 
Bitte —- FR Vy hy 8000 一 10000 立方 公 尺 左右 的 水 。 在 过 些 

水 量 中 ， 被 植物 利用 在 蒸腾 作用 上 的 以 及 直接 蒸发 到 空气 中 去 - 
_ 的 仅仅 是 一 部 分 ， 通 常 膛 不 到 一 中 ， 而 父 下 的 那 一 部 分 则 次 透 
到 土壤 和 底 土 中 去 了 。 

在 迁 大 灌溉 区 的 大 量 水 分 的 影响 下 ， 土 壤 、 底 土 和 底 土 下 - 
(Ei PRP IG LLG ARP RIB RAE: TBE Hy UE, 

过 分 的 混 润 天 大 地 增加 了 蒸发 和 蒸腾 作用 。 柯 夫 迷 (B. A. 
Kosga ) 数 授 指出 ， 在 薄 漠 和 什 幕 送 地 区 ， 在 小 流 以 前 ， 实 际 

Fr FRE AFG Le TREY Ak EE AI 150 一 200 AE 
He, WEWEDT AR DLE. BCBS HS 2 Ae ABE RE ok A 
3 1000—2000 = kK, 

EWEEK RIVE PEE LF, EE 
E Fst Fk fp 0g RR RE TRU BE, 

Ha SSPE Hh RED EERO REA, HIRBE Dk FEE 
FRE EL, TRS. BR 
RULES, AK. ea REELS 
eee 

A-F5p AR FAHY) HH BE. 
RESETS. ACHEDEVCCE F-LSER RE RRL,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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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 i 

AL TEWEN) ARAL PETROS, TEESE TSB a 
FULSRUC RATE HG, SEMEL Ae Ey Ee ey Bee 
自然 条件 。 

关於 过 一 点 柯 斯 嘉 科 夫 (A. H. Kocraxon) 院士 寅 道 :“ 
… 受 灌流 的 十 地 的 帮 汪 化 和 对 不 是 灌 浙 本 身 造成 的 烙 果 ， 如 果 
发 生 了 族 污 化， 那 是 由 从 不 良 的 农业 技术 ( ESR SB 
糖 ) 、 由 从 不 合理 地 实行 港 泊 首 先是 过 度 地 消耗 水 分 的 SR, 
可 以 而 且 必须 把 灌 泊 事业 粗粮 起 来 和 倒 半 起 求 到 这样 的 地 步 : 
使 得 我 们 不 仅 能 防止 受 灌 浙 土地 的 沼泽 化 和 匣 溃 化 现象 ， 而 且 
能 不 首 汞 预防 过 些 现象 有 发 生 和 田 现 的 可 能 性 。” 

角 了 巍 用 正确 的 农业 技术 和 合理 的 灌 浙 方 法 ， 必 须 对 计划 
要 进行 江浙 的 地 区 的 自然 条 件 加 以 锐 和 的 调查 ， 以 便 最 精 砍 地 

预料 到 ， 在 洪 洒 的 士 壤 中 将 要 发 生 的 、 土 壤 形成 过 程 方向 的 改 

影响 十 壤 和 底 土 中 在 灌 浙 的 影响 下 所 淮 行 的 各 种 作用 的 主 
要 的 自然 因素 ， 除 了 气候 以 外 ， 首 先是 土壤 的 特 加 ， 其 次 是 底 
土 、 地 瑶 条 件 和 水 女 地 质 人 条 件 。 所 以 土壤 改良 的 调查 几 党 由 土 
壤 水 文 地 质 综 合 调查 除 ( 由 土壤 组 和 水 女 地 质 租 两 个 钥 所 租 成 
的 ) 在 有 轻 验 的 土壤 学 家 什 半 下 来 进行 。 

全 联 晨 业 人 民 委 员 郭 前 伏尔加 河 下 游 计划 不 ， cum 

GBT aE AUNT BL Os BEST WS Ew EAT A 
部 及 其 他 地 芒 的 土壤 调 查 中 多 年 的 经 验 指出 ;只 有 粽 合 调查 十 
ME Flr CWRU ENT ee, AF AD AE EEE BR 
PEAY EI HY ELE PE A EY, HERERO Z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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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 Sc HET I BE A Bee ERR AB A 2k FOB: EEA AM 

AR SCHV BSA RES Ba MEAT Fis Fi it, [a] 

表现 在 工作 程序 、 野 外 和 实验 室 工 作 计 划 和 完成 过 些 工 作 的 方 

法 的 完 人 至 一 致 性 上 ， 以 及 表现 在 葵 型 各 种 像 图 材料 、 午 写 报 告 

和 调查 地 本 的 土壤 改良 狠 定 的 完全 一 至 性 上 。 

野外 工作 开始 之 前 ， 诗 壤 粗 和 水 文 地 质 租 的 全 这 人 巍 该 根 

所 对 现 有 的 着 面 材料 和 秽 圆 材料 〈 地 等 图 、 地 瑶 图 、 土 壤 图 

等 ) 世 作 的 研究 ， 共 同 在 地 形 加 上 画 出 饮 孔 地 点 的 初步 位 秆 ， 

站 获 定 饮 孔 的 大 概 深度 。 和 从 饮 孔 中 滤 取 样本 的 方法 以 及 化 学 分 

析 、 机 械 分 析 和 研究 样本 的 物理 性 质 的 方法 ， 也 塘 访 共同 加 以 

TRE. | 

FES A CH EY) SS ST Bla tH ARR, ERE SS A 

水 文 地 质 学 家 巍 该 出 发 到 野外 ， 共 同 确 定 实地 饮 孔 的 地 点 |。 

在 开始 饮 孔 放 前 ， 必 须 在 每 一 个 已 经 小 定 的 地 点 控 土 壤 剖 

妖 稍 地 描述 剖面 ， 汞 探 取 土 壤 样本 。 

SFL IS aA A Ti AY SSSA CIS AY IEEE PBS 

本 的 坑 壁 处 开始 。 

一 个 钥 在 每 个 短 的 时 间 问 隔 之 内 所 完成 的 调查 工作 的 藉 果 
崔 该 芒 另 一 粗 在 野外 工作 过 程 中 所 利用 。 土 壤 学 家 从 水 妇 地 质 

学 家 那 庄 定期 得 到 天 於 地貌 分 区 与 地 貌 单 元 的 让 界 的 材料 、 关 
蕉 地 貌 分 区 与 地 魏 单 元 的 地 质 棋 造 与 租 成 每 一 个 地 瑶 晶 元 之 癌 

层 的 各 石 学 的 材料 、 关 於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和 上 层 地 下 水 的 存在 

等 材料 ， 是 很 重 机 的 ， 即 或 过 些 材 料 是 初步 的 。 

水 妇 地 质 学 家 巍 该 利用 主要 土壤 剖面 或 主要 剖面 的 描述 ， 

ii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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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t EAE. BE Ei RR 
以 及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Sa RF ak fe ES a Pg HL 
话 ) 的 摘 述 ; 

HAE, HH A 十 芝 和 作 人 仆 和 半生 全 人 

{ERS EBAR 

ED IELL LIHAT iE EY EL EY PE A 
HG, TULA T, ARERR. ASRS 
MBIA, BATHRBLMARWAL AM, i 
FEE BIBS, I Ey Le ee 
ALA BY ESET I EAM BLAS THESE AT BPH AE Wy Hk A 
Il, SEE VEEL Rh, ARES 
S52 ZF Hi 

在 调查 该 区 的 地 质 构造 时 ， 应 特别 注意 研究 和 描述 分 做 在 
土壤 和 地 下 水 面 之 疝 的 母 搓 的 机 械 和 组成、 咖 渍 化 的 特点 和 程度 
以 及 物理 性 质 。 

隆 该 特别 注意 研究 各 种 地 瑶 条 件 ， 因 和 念 知 道 调查 地 区 的 地 
貌 ， 就 可 能 更 正 雄 地 哄 解 许多 自然 现象 的 规律 性 和 这些 自然 现 
象 在 地 理工 的 分 念 ， 例 如 ， 上 土壤 的 发 生 和 土壤 竹 持 、 土 壤 和 底 
土 的 水 分 状况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彰 成 每 一 个 地 貌 分 区 的 母 搓 
fry EES, : 

FO FES ALS PEE AE OE HR ES PETTY PETE BA 
ABEL IE, GAMERS Jw TEE ERA DR 

BBB 2) Fe WER, TRAE Re 
SOS, ACE MY we fell, W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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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e = I WALT Ps, RI eS 浊 

界 ， 兹 把 过 些 按 界 画 在 图 上 。 

下 一 步 工作 是 详 和 组 地 研 完 每 一 个 已 沟 划 分 的 地 貌 分 区 和 地 

SUMTER ee EE EMI aH. FEA CA Si A 

(ERE. 7k2cHWAL HT. AED ei. RR 

计划 所 要 求 的 那 种 完善 程度 加 以 调查 。 
根据 已 得 到 的 调查 材料 查 明 各 个 地 貌 主 元 与 地 貌 分 区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的 条件 ， 因 篇 绸 查 地 区 中 不 同 部 分 的 表面 在 外 貌 上 相 
似 之 此 ， 可 能 隐藏 着 不 同 的 发 生 ， 因 而 也 可 能 隐藏 着 不 相同 的 
内 容 ， 坊 了 当 调 查 地 区 作 土壤 改良 的 评定 ， 喜 必须 精 礁 上 解 过 

BPI. 

+ 

L 

除了 确定 每 个 地 貌 单 元 的 发 生 以 外 ， 还 必须 研究 每 个 地 形 

和 单元、 土壤 、 母 质 和 地 下 水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 

地 下 水 的 研究 是 以 入 至 灌溉 计划 图 篇 目的 而 进行 的 调查 工 

作 中 最 主要 的 部 分 之 一 。 

MIBK Bh AAD. We RIE ae - 

1) Fe —- (AILS CAA, KIB. Pee. 

Ay Bedhe P4  TCghh P aR PREE. Skew RARE 

度 ; 

2) 地 于 水 所 处 的 人 条件 和 上 层 地 下 水 的 形成 。 

5) 地 下 水 的 流 回 和 流速 ; 

4) 地 下 水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其 在 水 平和 垂直 方向 的 网 化 ; 

5 ) 地 于 水 的 状况 ， 水 面 和 化 学 成 分 装 动 的 特点 ; zeal 

是 经 第 性 的 工作 ， 每 一 年 至 少 要 作 一 次 ; 

" 
" r 

M : ie 
‘h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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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i Fak SRR VAY BNR: 
7) 目前 天 然 的 排水 情况 和 潍 浙 以 后 地 下 水 上 引 时 排水 的 

可 能 性 ; 

8) 地 下 水 位 的 降 界 深度 。 

地 下 水 与 底 土 的 研究 ， 用 雏 孔 的 方法 来 进行 。 
巍 该 指出， 常常 是 完全 杰 械 地 、 没 有 任何 根据 地 来 做 填 钱 

孔 ， 其 唯一 的 目的 就 是 : 在 整个 的 调查 地 区 内 平均 地 Hie 
孔 ， 乱 了 过 个 目的 ， 就 把 党 地 提成 每 亡 长 1000 一 2000 一 5000 
ARVIN, seen LTR, 

ja Reis BILWAHKERRBLCABAEY, AR FEIE 

HF) F515 RH RRL. ETE ARERR TAs 1g 
ICME RAIL AB, (THE RASA: 没有 任 
何必 要 地 在 完 公 相同 的 条 件 下 打 了 一 些 织 孔 ， 没 有 得 到 任何 新 
的 、 对 上 蜡 解 所 研究 的 地 区 有 用 的 材料 。 

指定 猴 孔 的 地 加 时 ， 必 须 考虑 到 地 质 、 地 貌 和 土壤 条件 。 
正 像 上 面 已 经 指出 的 ， 在 受 灌 浙 的 土壤 中 所 建行 的 各 种 作 

用 的 特殊 性 是 因 篇 土壤 水 分 状况 发 生 显著 爸 化 的 炮 故 ， 而 这 些 
磷 化 是 由 於 每 次 的 洪 浙 水 使 土壤 强烈 湿润 的 精 果 。 土 壤 和 底 土 
水 分 状况 发 生 改 磷 所 引起 的 后 果 是 土壤 和 底 土 的 曙 耸 状况 发 
生 Bet, 水 溶性 踢 类 有 时 从 土 层 转移 到 底 土 和 底 土 下 的 母 质 ， 
去 ， 但 水 溶性 夏天 常常 是 从 具有 尊 化 的 地 下 水 的 底 土 中 上 曙 

到 土壤 的 表层 , 而 使 土 培 去 层 末 溃 化 到 过 样 的 强烈 的 程度 , 以 至 
SAR re RE EE, ATE, FE 
AAA BUST al FOAL AEE ES TT HEAT 9 BE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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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WRBRE YH, Bh TWEE Ey BR AE PE ES EE EERE 
FREAEBRYVEELH. FEAR ITE PSEA Bil FUE 

BEATA AAT ED LE A J PE, 
FERAL BLM KRHA S— 就 是 它们 的 机 械 租 

成 ， 楼 械 相 成 在 旺 大 的 程度 内 决定 了 土壤 的 水 分 物理 隆 质 的 特 

点 ， 因 而 也 决定 了 土壤 的 水 分 状况 。 

天 家 知道 ， 楼 械 祖 成 不 同 的 土壤 在 其 本 身 的 水 分 物理 性 里 

方面 是 不 同 的 ， 因 而 在 土壤 中 进行 的 许多 作用 ( 例如 : 生物 作 

用 ， 化 学 作用 ， 各 种 化 合 易 特别 是 水 溶性 中 类 沿 土壤 剖面 的 转 
BE ) 的 特点 方面 也 是 不 同 的 。 

楼 械 钥 成 是 土壤 的 许多 水 分 物理 性 质 ( 例如 : okt. 

水 性 、 吸 瀑 性 、 毛 管 性 、 吸 水 性 、 渗 透 性 等 ) MBE. 

械 租 成 对 芋 构 的 形成 有 强烈 的 影 于 。 所 以 在 野外 调查 土壤 与 底 ， 
土 时 必须 详 攻 地 研究 它们 的 机 械 粗 成 。 

机械 福成 的 均一 程度 WEBER, 因 篇 厚度 比较 小 的 

( RARER AM eA ) 另 一 种 机 械 福成 的 母 

奢 间 层 ， 可 能 引起 上 层 地 下 水 的 形成 ， 於 是 就 改革 了 土壤 的 水 

分 状况 ， 因 而 也 改 释 了 土壤 的 区 分 状况 。 

“除了 研究 机 械 租 成 以 外 ， 漫 要 在 野外 条件 下 ， 以 合 也 要 在 
实 辟 室 条 件 下 来 研究 土壤 和 母 质 的 水 分 物理 性 质 。 

研究 土壤 和 母 质 的 水 分 物理 性 质 ， 目 的 是 要 得 到 主要 篇 测 

定 每 次 淮 浙 定 御 和 洪 泊 强度、 总 浇 浙 定 牢 、 洗 申 用 水 定额 以 及 

| BEE EAS EME ( 如 果 排 水 浇 将 在 屋 计 图 上 规定 出 来 ) 

”等 所 必需 的 各 种 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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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 A RBA MSIK An FR se se 

WSN CER, HRS: FETT AMR 

MEDIAL, DAWEH LEANN F Fk ERE : 

eet) (EE: : 
2) 在 水 压 不 于 的 条件 下 沿 汪 和 长 蛙 灌 泊 时 土壤 静水 的 速 

5) 田间 瀑 度 ; 

4) 田 闻 最 大 持 水 量 

5) Bethke: 

6) 引水 性 能 与 地 下 水 位 的 临 界 课 度 ; 

7) 楼 械 租 成 ; 

8) 微 璋 粒 和 与 围 粒 的 粗 成 ; 

9) Jb; 

10) FLBBLE; 

11) 最 大 吸 混 水 量 

ash a 

BEML eR EES, SR FED aE ry TREE PASAY REE 

WHE. WAS TREBLE, PENI NOT. 
EFAS EEL ak. AVA ZRII PREE He Fh Fok Bake 

PR Hy Be he FUL ID Ley at, Aa 7S ERR 

1) LAS yee RA, te PA AR: MRK, A 
WA EB”, 1956; +5 BWI, & RU RECH. H. Nomronorona MBG CA. 

互 0caa):“ 阿 捷 尔 拜 疆 鸳 加 区 平原 之 土壤 的 物理 性 质 "， BLD BT 
Be, 173, “土壤 学 ”，1957; 阿 斯 塔 波 夫 (0.B.Acramop): “土壤 改良 土壤 学 宽 ' 

区 莫斯科 ，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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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的 转移 过 程 ， 过 样 就 可 能 使 我 们 判断 目前 是 否 发 生 了 上 十 壤 
Fey BOOTS AL we FEY RL, 

eb AE TEAL ESM, APR BE LATE, DE Oy 
Se HASTE BS BPH Bs TGS ET Ay ALA RS 

$3 T BY FA Ws SA AO 0 AG BY 

措施 ， 或 是 篇 了 消除 土壤 中 现 有 的 ARS PEMA, 都 必须 在 野 
共 ， 然 后 在 实 秦 室 中 对 水 溶性 瘟 类 加 以 详 和 的 研究 。 

除了 研究 土壤 和 底 土 由 溃 化 的 特点 和 程度 以 外 ， 坊 了 预测 
受 灌 浙 的 土壤 入 分 状况 ， 必 须 研 究 灌 浙 水 的 化 学 成 分 。 大 家 

PS. REPKE BRYA, Be fe Le 

RERAEAME, Wize SLE Oe F AU HE EAE 

BESk, ATHY Sm LEGES MOTE RE 8 HEY RAL th 

WENGE LAE EE LEY EY ERE, FEE 

条件 下 ， 根 据 形态 上 的 特征 来 研究 这 一 性 质 ， 而 在 实验 室内 ， 

则 用 测定 代 换 性 Ca、Mg 和 Na 的 数量 的 方法 来 进行 研究 。 
坊 了 详 条 地 研究 每 一 个 在 分 俯 上 多 少 有 些 普 沁 的 土 种 的 齐 

面 ， 巍 访 抛 4 公 尺 深 的 土壤 剖面 。 从 过 种 剖面 中 必须 取 数 量 足 

够 的 土壤 和 底 土 的 榜 本 ， 以 便 淮 行 完善 的 分 析 卡 理 ( 化 学 成 

分 、 机 械 组成 和 水 分 物理 性 质 的 分 析 不 理 ) 。 

如 果 必 须 在 较 深 盛 来 研究 认 土 的 鸣 汪 化 特点 。 BS AL 
AUD, TSA RTE 在 过 个 地 黑 纵深 的 猎 

孔 ， 那 末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土 壤 学 家 可 以 把 纵 孔 锥 到 8 一 10 AR 

深 ， RBBB IE, WRF 水 位 於 8 一 10 AR 以 上 的 

B #5. 



第 四 章 ”野外 材 料 的 室内 不 理 
篇 了 给 型 最 后 的 土壤 问 和 描述 调查 地 全 的 土壤 ， 在 野外 工 

作 过 程 中 所 草 集 的 从 部 材料 都 要 进行 室内 不 理 。 
土壤 样本 与 野外 记录 短 的 审查 “所 有 的 土壤 样本 都 赂 该 径 

温 乾 燥 ， 按 着 土壤 剖面 把 它们 收集 起 来 ， 倒 在 厚 狐 匣 内 。 
在 每 一 个 装 有 土壤 样本 的 厚 狐 匣 上 贴 上 标 钱 ， 标 化 上 指 

明 : 在 其 土地 上 进行 调查 的 农场 机 构 的 名 称 、 便 。 土 壤 齐 面 的 
号 数 、 取 土壤 样本 的 深度 和 土壤 学 家 的 姓名 。 

当 公 部 土壤 样本 整理 完 蛙 合 ， 就 开 妇 害 查 土壤 楼 本 和 野外 
a kT 

0 ee -L HEAR A-LIST BO a A, ee 
2 LRAT PAN EE PME, Braye 
法 是 把 摘 述 和 镭 定 互相 加 以 对 照 ， 以 及 把 它们 与 现 有 的 在 闸 
色 、 土 壤 、 猪 构 、 机 械 租 成 等 方面 的 成 套 标本 加 以 对 照 。 过 些 

成 套 标本 应 该 由 土壤 调查 的 什 壮 人气 定 和 粳 邓 出 来 ， 站 且 每 年 
要 以 新 添加 的 材料 加 以 祁 充 。 

应 该 仅 可 能 愤 择 带 有 机 械 分 析 数字 的 榜 本 来 做 成 套 标本 中 
SAME LSA, TERS RAI BA, 
TH iy BAD, SRM RHEE HEH RU 

具备 了 这样 的 成 套 标 本 ， 就 使 士 壤 学 家 的 工作 区 得 非 

常 方便 和 非常 精确 ， 阔 且 有 可 能 使 在 同一 训 内 工作 的 至 部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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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c 1 sane HE eb 8 FOCAL NGA OI TART 
i — i) 4B. 
FEMA SUPER, I fe STE RE ee _b we 

FB LST EE LBRO, FEB Ohne ME BE In 
DAs HE EIE. 

FEMA , BR EME OTL RAR, 
TAOBAO, WCB RE REN EEA PSE 

Hye. 4g —- (i EB SUNG fe EE EE EF SE 

fry -L BERR AS Fn BF Shae ERIE 

ABB AG AE FA TE 5 6) ES Te 99 EF SBP 
de, (SAR, MARE EA eS Be 

SAU BA, Bp te Be yas Seb HHH SLI BE i OU. 

Syl ( BA BRS ) 。 : 

ie 4a il EY Fe PEP RR 5 BERRY F ig BA 
个 形态 特征 的 指标 数目 、 公 部 指标 的 炉 数 、 平 均值 、 极 大 值 和 

极 小 值 。 在 计算 平均 值 之 前 ， 必 须 按照 每 一 组 土壤 剖面 仔 钥 分 

析 土 壤 的 从 部 形态 特 币 的 指标 。 如 果 某 些 剖面 中 的 土壤 在 形态 
方面 与 同一 址 其 他 剖面 中 的 土壤 有 显著 的 不 同 ， 那 末 就 礁 该 找 

出 过 种 不 同 的 原因 ， 也 许 就 必须 把 革 一 个 剖面 从 一 个 粗 信 到 另 
一 粗 去 。 

根据 过 个 表 ， 很 容易 确定 不 同 粗 的 土壤 在 形态 特 征 方 面 的 
相同 点 和 不 同 点 。 

LAS RE PERE Sb i A 5 Pe ATE RE 
”的 土壤 发 生 分 类 ， 崔 该 用 分 析 数字 加 以 检查 和 论证 ,由 帮 在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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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室 中 不 理 土 壤 榜 本 而 得 到 的 每 一 种 七 壤 的 各 个 最 重要 租 成 部 
分 的 数量 指标 ， 使 我 们 有 可 能 更 精 雁 地 确定 土壤 的 发 生 ， 决 定 
士 壤 在 通用 的 分 类 系统 中 所 估 的 位 置 ， 站 上 且 答 观 嚼 业 生 产 和 十 
EU Fy BEE 

$3 T BRIE SUORZAE_L, SRAR FE bE ER, 
Pp LE Tm Wy BRAS BEEF UDP: 

1. JASE (Kuo) BE DP LEME. BEE 层 
DL i) +e AEE) EC TEE ATE 
出 来 的 那 种 程度 篇 止 ) PAYER. FE SESE oT 
个 榜 本 来 测定 腐殖质 。 

在 不 可 能 用 克 庄 普法 测定 腐殖质 数量 的 情况 下 ， 就 用 丘 林 
(Tiopra) 法 。 

2。 所 有 的 土壤 都 机 用 5 一 7 BRAK He eA; 台 
代 耕 作 层 、 耕 作 层 以 下 的 土屋 和 底 土 都 必须 淮 行 机 械 分 析 。 狐 
ith HC] 上 处理 东经 过 NaOH 分 散 后 ， 用 吸管 法 淮 行 机 Bk OS BF. 
土壤 机 械 组 成 在 水 中 沉降 的 速度 ， 用 斯 托 克 斯 (Crome) APA 
计算 。 估 了 精 乍 各 种 土壤 的 土壤 改良 饮 定 ， 各 主要 二 壤 齐 面 分 
Br FAAS Hy EH IB) 9 一 10 个 或 更 多 一 些 。 

3. 用 卡 庆 斯 基 法 测定 耕作 层 和 耕作 层 以 下 的 王 层 的 微 国 
粒 硼 成 ， 如 果 是 以 土壤 改良 坊 目 的 ， 就 测定 4 一 5 (REAR. 

4. 在 某 种 深度 上 加 跑 酸 而 有 起 沫 反应 的 土壤 中 ， 用 克 庄 
普法 或 果 钻 别 夫 法 测定 CO, 。 测 定 CO. 的 楼 本 要 和 从 起 潜 反 兢 的 
荫 以 上 、 开 始 有 起 沫 反应 的 地 方 、 开 始 有 明 题 的 碳酸 矿 聚 积 的 
地 方 、 大 量 又 积 碳 酸 咯 的 土 层 中 和 底 土 中 探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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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E HET AISRN REAR th, ZRTWVE CO. 
5. 按照 著 得 坎 依 欧 法 测定 所 有 上 土壤 的 上 部 3—o td dn Ba 

酸 不 起 泡沫 反应 的 亚 层 中 的 代 换 性 全 和 镁 ， 过 些 亚 层 一 定 要 位 
於 耕 作 层 和 耕作 层 以 下 的 士 层 中 。 

6. 按照 鞋 得 坎 傅 区 法 测定 大 士 化 土壤 和 大 土 中 所 有 形 能 
上 表现 碱 化 的 各 屠 以 及 碱 化 层 以 上 各 层 ( Al FPR A 层 ) 中 的 代 
EG 

PETHEHL oh WY HERE GRE He LA TEDL LE 壤 中 ， 
PINE OSE. FESS -E I SE, LANE fete: 
销 。 过 样 ， 就 使 我 们 有 可 能 更 精确 地 查 明 所 有 碱 化 程度 不 同 的 
碱土 化 土壤 ， 站 把 它们 画 在 土壤 交 上 。 

7. PUR AMER DN ce Re A kL EE AL 
EN REDE BCE EE ( RUB TREE BE ER 
BE, PE RCRPEBME tp FUE GH ) 的 剖面 的 代 换 量 。 

8. 按照 卡 平 (Kannen) 法 测定 苞 基 不 饱和 的 土壤 中 上 部 

三 .四 个 亚 层 圳 的 代 换 性 路 基 槐 量 ( 灰 化 土 和 森林 土 ， 灰 化 黑 
$5 AUS BOIL ) 。 

9. PHA BE AME (ce SRE TUE FEE EB HV 
fy TES ENTE Hp AY RYE EI 
STARA, TUNA RMS Ae 

精确 地 确定 过 类 种 深度 : YAO HY ARE. SERN 
有 毒 数量 开始 的 深度 、 昌 类 最 大 晤 聚集 和 减低 到 最 大 量 以 下 的 
PERE. ak hy SE MOE ATA HEY MC. ARBRE 和 由 
GRAB EW UIT AY GREE. ARYAMEERUEE, C1, SO,, 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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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g， 蔓 土 化 土壤 应 测定 Na Fi K, 

用 5 一 7 个 不 同 深 度 的 样本 来 分 析 水 提取 液 ， 坊 了 往 理 土 

壤 的 土壤 改良 镭 定 ， 主 要 剖面 的 分 析 样 本 的 数量 常常 要 增加 到 

9 一 10 个 或 更 多 一 些 。 

在 必须 礁 定 洗 潍 量 污 化 土壤 所 用 的 水 量 定额 的 情况 下 ， 必 

须 做 许多 水 提取 液 的 分 析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分 析 用 样本 的 数量 

依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依 各 种 土屋 、 底 土 和 母 质 的 路 渍 化 的 均 鱼 

程度 来 决定 。 和 党 在 不 同 深度 的 剖面 上 晤 污 化 程度 非常 不 均 生 

Be, AVA. eT PEND OTA BRAK 

10. FEDER BD ET Ee, ~2—3 

个 不 同 深 度 的 样本 来 测定 石膏 。 

11. 测定 所 有 的 加 题 酸 不 起 泡沫 反 巍 的 土 陪 和 亚 层 中 的 曙 

提取 液 的 酸度 (PH). 

12. 按照 卡 平 法 测定 苛 基 不 蚀 和 的 上 询 三 、 四 个 亚 层 的 水 

解 酸 度 。 

13. 根据 水 解 酸度 和 代 换 性 莉 基 炉 量 ， 按 照 下 列 公 式 计 算 

ESE) BYP ADEE 

py = —S:100__ 
“H+S 

式 中 7 一 一 土壤 题 基 包 和 度 〈 APB), S——ARPRPERM 基 楼 

量 ， 五 一 一 水 解 酸度 〈《 宣 克 当量 /100 克 乾 土 ) 。 

14. FIRST (Keerszann) 法 测定 全 气量 。 

15. 按照 丘 林 法 测定 水 解 性 捐 素 。 

16. 按照 非 含 页 \Qrmrep ) WEAR. 



第 四 章 BOHRA A 123 

17. 按照 基础 桑 诺 夫 (Intpcaros) 法 ( 在 灰 化 EP). BF 
重 奥 格 (Tpyor) 法 ( 在 黑 钙 士 中 ) 、 过 斯 (ac) 法 ( 在 碳酸 
BE ETE BRE. 

18. 按照 基础 桑 诺 夫 法 测定 活性 钙 。 
14, 15, 16, 17 和 18 的 分 析 工 作 ， 用 各 种 土壤 的 耕作 层 种 

耕作 屠 以 下 的 土屋 中 的 样本 进行 ， 但 在 未 开 稳 的 土壤 中 ， 只 用 
A 层 和 3 层 中 的 楼 本 进行 。 

19. 按照 卡 庆 斯 基 修 改过 的 米 特急 泵 利 赫 (Marrxepznrx) 
法 用 3 一 4 个 榜 本 测定 最 大 吸 混 水 量 。 

20. 按照 鞭 得 坎 依 茨 法 分 析 觅 破 化 土壤 的 1 一 2 A 
(5%KOH) 提取 液 。 

21. 坊 了 狠 定 分 念 最 广 的 土壤 ， 用 5 一 6 个 榜 本 进行 至 量 
分 析 。 . 

因 念 至 量 分 析 所 需 的 花费 很 贵 ， 完 成 过 个 工作 所 需 的 时 间 
很 长 ， 所 以 内 该 只 在 镭 定 分 念 最 广 的 土壤 时 才 探 用 过 种 分 析 。 
一 个 地 区 中 每 种 分 僻 最 广 的 土壤 最 好 都 有 1 一 2 个 前面 的 从 量 
分 析 的 数字 。 

eT Bs PETA SEL, BRIERE 
定 对 照 土壤 剖面 按照 简单 的 程序 进行 分 析 ， 目 的 是 确定 土壤 在 
各 种 最 主要 的 发 生 上 的 性 质 方面 的 一 致 程度 和 确定 每 个 土 种 的 
分 做 边界 。 

在 每 一 个 具体 情况 下 ， 对 照章 面 中 被 分 析 的 样本 数量 和 分 
析 种 类 ， 要 按照 土壤 的 特点 来 决定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对 所 有 的 
十 壤 浊 行 分 析 的 主要 种 类 是 测定 腐殖质 和 机 械 和 组成 。 此 外 ， 对 



124 +e WA hk 2 il 

eee Coe ae ees 6 ae 
i GR EASE, Te RAE AY Bier ee LY 

TER IE AN A AY EBC PEARL BAG), EET 

SVE AAO, FS PRIR PEM pH 、 水 解 酸度 

PN Te EB ER 

就 对 照章 面 说 来 ， 普 通用 上 部 士 层 中 3 一 4 个 样本 进行 分 析 

就 足够 了 。 用 2 一 3 个 上 部 十 层 的 样本 测定 腐殖质 和 机 械 粗 成 

就 可 以 了 ， 有 时 只 需要 用 表层 的 一 个 样本 和 进行 测定 《 例如 ， 篇 

T HERA FE LILA HE RLS ) 。 

eee Or AN ea i AGE TA BRA, eee 

BQ ehh) PSS, ABSA LE ie 

(ABN TSEREAHETT AT, BEAT HE BED SE I 

As | Wy PEE] AS SEAE BEE By PE EES — RA HESS 

FESHE DAM LEAD, A Ese A 

By $e A: PEWS Hh ey AE ERE) SES EE A PSS 

LBEWAMOMRS, DRE EEN Sora Awe 

耗 人 力 。 

现在 的 、 按 现代 方法 得 出 的 一 切 分 析 数 字 ， 必 须 加 以 充分 

利用 。 在 利用 时 ， 应 该 精细 确定 有 分 析 数 字 的 各 个 十 壤 剖 而 在 

HE Lhe, Tee eos RA Ie sc 

| SeRE APT ANY LSS Th ASEH STAY ORAS, Me +: 

SAAS 9 TASES Hy BLE HEFT 

ELH Hy DB ANSE ASAD Ee, MMT 

BRAHMS, RNP LAGE MMS MEA, W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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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样本 的 分 析 种 类 和 分 析 方 法 ， 

设 明 叫 要 有 两 份 ， 一 份 由 审查 和 淡 择 土壤 榜 本 的 土壤 学 家 - 

以 及 土壤 调查 的 领导 者 或 除 长 签名 ， 交 有 给 实验 室 ， 另 一 份 规定 
分 析 工 作 完成 日 期 的 悦 明 书 ， 由 实验 室 主任 签名 ， 保 存在 土壤 
BAI, RAUL IE 。 

ili SY FAT A LT ET AE TER. 
fit BEERS ABA PATER PRE, FE ELL 

PLC IA EE BE TT RS 

全 ”检查 和 修正 了 分 析 烙 果 之 合 ， 就 篇 型 分 析 数字 表 。 在 附 丝 
5 和 .6 中 引用 了 过 种 表 的 格式 。 

每 一 个 有 分 析 数字 的 土壤 剖面 ， 都 要 根据 野外 记 凶 的 材料 
和 室内 窒 查 楼 本 的 材料 作出 详 尺 的 形态 特征 的 描述 ， 站 指明 土 
BMPR. BSA EER LR, MR 
. CHSEAELA MITC. WO, AEA 
PN) OPS Ee — ERT Eto, FEBS As 
SEMA. Be ARC ( 例如 土 层 的 厚度 。 
RRM, MRS HBR ) 的 形态 特征 的 平均 值 、 
极 大 值 和 极 小 值 。 

根据 对 土壤 的 化 学 成 分 和 机械 粗 成 、 土 壤 的 形 克 和 物理 性 
Pity, BEEMAN BETA, SEA SE 

”科学 的 现状 芷 能 满足 社会 主义 农业 的 人 实际 要 求 。 
土壤 分 类 的 气 定 是 由 於 土壤 调查 的 糙 果 而 获得 解决 的 那些 

最 重要 的 问题 之 一 。 道 库 恰 耶 夫 (了 B.B.Iosysaea) HR: 
土壤 分 类 狠 可 等 瓣 地 是 那些 其 扰 疑 的 重要 性 对 每 个 人 都 很 明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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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问题 之 一 ， SIRI ES RA AEA 
MEO BR. | 

ESAT LEY BR EEE Te, SBI 
的 、 具 有 它们 自己 所 特有 的 各 种 发 生 上 的 性 质 ( 表现 在 化 学 成 
分 和 楼 械 粗 成 、 物 理性 质 和 形态 的 构造 上 ) WOR, BRR FO 

种 ， 都 是 由 蕉 土壤 形成 过 程 的 糙 果 而 形成 的 。 
在 气 定 土壤 分 类 时 ， 必 须 特 别 仔 和 地 考虑 到 所 有 那些 对 肥 

DRAMAS ( 插 论 是 好 的 影响 CREE) 的 土壤 粗 成 部 
Sp EMTS Enis ELSE, BET APRNs Be 
fry SESE ej} ——E AES REG ST AIR AAS 
作物 ERY EOE USED, bse Bee 福 其 必 
要 。 

在 分 类 时 仅仅 考 虞 到 多 多 少 少 同样 的 那些 土壤 物 时 的 任何 
复合 体 的 缉 数 是 不 够 的 ， 一 鸣 该 找 出 包含 在 复合 体 成 分 中 的 每 
个 元 素 的 量 和 质 ( 从 土壤 肥力 的 观 黑 来 看 ) ， 例 如 像 某 些 土壤 
学 家 所 作 的 仅仅 按照 水 溶性 体 类 的 怨 量 来 进行 咖 涡 化 十 壤 的 分 
i BIMEE RA EE ALE ROA, 很 早 就 

. 知道 : FARA Ak ERE AE EE 
的 ， 因 而 对 植物 产量 的 影响 也 是 不 同 的 。 例如 ， BEAT 
0. 196 的 SO, 时 ， 小 奏 发 至 正常 ， 当 有 0. 196 的 CL 时 ， 小 奏 改 
育 就 受到 抑制 ， 而 党 有 同样 数量 甚至 更 少 的 碳酸 钠 的 Co 存在 
时， 小 秦 就 死亡 。 

由 此 得 出 过 样 的 烙 论 : AIR ak EO 
ij AL ASE RSA Hy AB RAE Si) Ey I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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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Y, 

EOI, BREE RH 

Len eee — EE, BY PUBT A BE IE hh > HE 

助 。 

第 一 季 leer 

土壤 图 ， 锥 型 最 后 的 土壤 图 的 基本 材料 是 : 1) 野外 的 土壤 
午 或 初步 的 土壤 图 ( 如 果 和 后 者 已 迷 出 的 话 ); 2) 附 有 所 有 上 士 种 
形态 描述 及 其 化 学 成 分 和 机 械 粗 成 、 网 理性 质 的 狂 定 的 土壤 红 
A ASI; 5 ) 关於 土壤 形成 的 各 种 自然 地 理 人 条件 (HL 
We BC Hs ER RIN») 的 野外 材料 和 天 谎 调 查 地 区 内 土壤 分 伤 的 规 
律 性 的 野外 材料 。 此 外 ， 现 有 的 过 去 调查 的 至 部 材料 也 巍 该 加 
以 利用 。 

Sift) PE Fe ASR AZ Te ek HE 
( 这些 图 乃 是 野外 工作 时 的 底 图 ) WA aE LY 

野外 土壤 图 的 至 部 资料 ， 都 只 该 根据 土壤 楼 本 的 审查 精 
SL, BUBBLE. BURST ARMADA ER 
的 其 他 材料 来 加 以 检查 。 

巍 访 根据 在 野外 画 在 图 上 的 土壤 剖面 查 明 : 在 指示 记号 相 
同 的 那些 区 输 中 ， 是 否 所 有 的 土壤 都 真正 是 同 天 的 ， 是 否 都 属 
藉 指 示人 号 所 表示 的 那个 十 类 和 土 种 。 必 须 仔 壮 分 析 所 有 的 圭 
壤 区 界 和 地 瑶 层 剧 ， 确 定 它们 在 地 形 图 上 是 否 画 得 正确 。 确 定 
的 标准 是 土壤 前 面 的 位 置 、 等 高 线 的 排列 和 移 对 高 度 。 此 外 ， 
BT BBE ABT ABA ESO. SW ak BCH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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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植物 方面 的 过 去 调查 的 材料 。 

PAS RSL ARS, AS ER OF haa ERED 

Sls FE [iad 9 AS A Bia _E PCIE 204 IE 

FEES) EE lial_E AEE EEK. RA FEL BE TDR 

下 ， 即 根据 技术 人 条 件 必 须 在 野外 土壤 图 上 加 和 进 某 坚 改正 时 ， 才 

用 胜 墨 水 一 一 目的 是 含 了 能 不 费 旋 地 看 出 勾 去 的 东西 一 把 所 

有 不 要 了 的 东西 《 区 和 外 的 一 部 分 、 土 壤 或 地 貌 的 指示 记号 等 ) 

勾 去 ， 意 且 也 用 到 种 墨水 写 出 新 的 指示 记号 或 孝 上 新 的 净 界 。 

Fea RE LE: 某 某 土 壤 学 家 修正 。 

ST LLM ERS Riese, 土 _ 
| PURE AE SEA i, Ti BA BE POH AE 

Fe Be iy KEE Hho 

ST UGH MALE, PBELRRES ESRB, We 

2:28 #e-sahaunnaeeeeenee 

程 在 其 中 和 进行 、 土 壤 在 其 中 被 用 来 作坊 农业 生产 基本 次 料 的 那 

”种 自然 地 理 环 场 。 因 此 ， 除 了 表明 各 个 土 类 、 亚 类 和 士 种 的 地 
BU Hits HS RD, BN AE 

45 EE SAY oF Hs RR, AAS FET BA PUL RS IRA Be FEAT 

ALES LEED HEHE, IESE ALIAS Bik J 
Wy, 

Dee We LAE Ey BEE AS APE DR F PRE 

Re, BAP Le, Bee MET R ee 

TW a AT Ut, EERE PEK, fe By, Td 

榜 ， 当 获 定 森林 植物 的 情况 以 便 坊 玉田 林带 、 喜 谷 附近 的 森林 

eS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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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大 面积 工 梁 森林 选择 森 休 档 种 时 ， 党 和 坊 果园 、 路 果 洪 森林、 
ZR PMMA, be I Hy 

| PATE AE EA ER EE. 

在 实行 一 年 一 度 的 农业 技术 措施 〈 CETERA LE. TRG LB 
侵蚀 的 措施 等 ) 时 ， 或 是 从 根本 上 改良 土壤 时 ， 都 必须 戎 虞 到 

地 形 的 特点 。 
此 外 ， 在 土壤 加 上 有 地 貌 区 域 、 分 区 和 中 元 的 交界 也 是 很 

重 可 的 。 把 各 地 瑶 分 区 画 到 土壤 图 上 ， 就 使 我 们 有 可 能 把 在 发 
Ae, WAT 在 上 系 烈 的 自然 性 质 ( 地 形 特 黑 、 地 下 水 位 深度 
和 王 壤 的 水 分 状况 、 成 土 母 质 和 下 层 的 避 石 的 成 分 ) 上 相同 的 
地 区 划 出 来 ， 也 喜 是 把 在 土壤 形成 因素 上 相同 的 地 区 划 出 来 ， 
过 下 土壤 形成 因素 允 炭 业 的 意义 已 在 前 面谈 过 。 

“”，” 嚼 业 地 区 的 地 貌 在 实行 章 田 耕 作 制 时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威 
” 廉 斯 人 指 出 ， 章 田 耕 作 制 和 休 阅 耕作 制 的 多 别 就 在 於 : 前 者 把 
AWE WEA BARU Sh, WR. Be. 
SEL MENSA ey . EA BE 
Ee MTN) HERE. “CMR IAT ry aE BIE 
DWWERRE, HBRESREM= MAMMAL, BA 
然 不 可 能 气 出 一 种 制度 来 。 

描 糖 着 各 种 土壤 形成 因素 的 土壤 图 ， 扰 验 对 农业 实践 ， 或 
是 对 进一步 在 理论 上 研究 土壤 ， 和 都 是 酸 有 从 值 的 材料 。 

对 士 赤 形 成 因素 在 地 理 上 的 分 人 及 过 些 因素 对 土壤 特 蜗 的 

影响 所 作 的 最 详 改 、 最 有 天 才 的 描述 ， 都 不 能 答 入 们 以 如 此 精 
FEA TERRE, (RAS AA LARA HZ HK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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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图 所 能 输入 们 的 概念 那样。 
ES TOR LITE LA, BRC Ante” 

自然 界 中 来 研究 士 壤 形成 的 各 种 因素 ， 乃 是 调查 工作 的 必要 部 
分 。 土 壤 应 访 不 是 孤立 地 、 而 是 与 各 种 自然 地 理 人 条件 相 联系 地 
来 研究 。 

地 散人 条 件 、 地 形 特点 、 成 土 母 质 和 下 层 的 细 石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乃 是 最 重要 的 自然 因素 ， 不 仅 在 调查 土壤 时 、 而 且 在 晨 
业 和 林业 上 利用 土壤 时 ， 都 必须 考 虞 到 过 些 因素 。 因 此 ， 土 壤 
图 上 的 土壤 应该 不 是 孤立 地 来 措 给 ， 而 是 在 景观 的 各 种 成 分 
一 一 由 从 它 们 的 互相 作用 的 糙 果 ， 土 壤 就 形成 了 站 随 着 时 间 和 
守 间 而 发 生 党 化 一 -的 背景 上 来 描 奏 。 

芍 。 蕉 。 斯 大 林 同 志 指示 我 们 说 : 自然 界 中 任何 一 种 更 
象 ， 如 果 把 它 孤 独 拿 来 看 ， 把 它 看 作 是 与 其 周围 现象 没有 联系 
的 现象 ， 那 它 就 成 坊 不 可 上 晓 解 的 东西 ， 因 篇 自然 界 任何 部 分 中 
任何 一 种 现象 ， 如 果 把 它 看 作 是 与 周围 条件 没有 联系 的 现象 ， 
看 作 是 奥 它 们 隔 骨 的 现象 ， 那 它 就 帮 成 毫 无 意思 的 东西; 反 
之 ， 任 何 一 种 现象 ， 如 果 把 它 ant 
AA MEHR, IE CATERER TARR, UE 
FEN DEH, Waray ape T . 

Plsc, 0ST tc Ee Ue EE 
业 上 最 充分 、 最 合理 地 利用 土壤 的 各 种 自然 竹 质 ， 特 别 是 需 了 
在 理论 上 研究 作坊 农业 生产 基本 套 料 的 土壤 ， 在 有 各 种 相 败 调 
查 材料 的 条 件 下 ， 在 土壤 鸭 上 必须 表明 下 列 各 项 : 

1) BIBT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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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ach TAs; 

5) 土壤 ( 指出 其 楼 械 租 成 和 栽培 情况 5 
4) KARA WE Mea; 
5) Hus, Ay ARSC; 

6)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7) 以 等 高 线 表 示 的 地 形 ; 
8) JERE 

9) jE RAW: 

10) FF BCR E ys; 

11) 名 称 ( 居民 点 、 河 流 等 的 名 称 ) ; 
12) $b IEDM SEH ( 图 的 标题 、 比 例 尺 、 图 例 等 )。 
土壤 学 家 要 用 策 笔 把 一 切 区 界 和 指示 记号 都 描画 出 来 。 当 

PBEM WIRE TLE. Les 

| Eben Re, UALR 
AURAL WEAN HE HI. 
RTE EE. Te Ny ERS Ley 

标题 ( 名 称 ) 。 
土壤 学 家 烛 届 成 的 最 后 的 土壤 图 星 该 在 一 切 尊 节 上 都 具有 

最 后 的 样式 (BRT BEDE), SEARLE va HY FE BB 

ESP BAE Hy SRE A EBS IC EY, . HOTS A RETO A ed A 
BW—f, UREA R a HOA. BAC lel Hy fel ME 

PULMARAVEE AR, Ai well 
根据 土壤 回 和 土壤 图 说 明 书 ( 其 中 有 足够 数量 的 分 析 数字 

及 光 每 一 土 种 的 详 租 描述 ) ， 按 照 土壤 特点 、 晨 业 方 向 和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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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TOA BRT (ESE). SEARLE, Ae 

清晰 地 说 明 在 制定 不 同 的 农业 技术 和 土壤 改良 措施 ( DE 

RES Ew, eR. RRA aT el PR 

WEPCBRE bK. Dib Bee. MIL SS LEE ) 时 具有 作 

FAM eg EEE A 

if Tp ARGS L E ARe RE AA Ee ill, Hees 

BECK Fe bal FH FRESE BOT Hg Ce ad 

Sse iih > ile WA By ES AR, AR 

ERE TEMES Nes BY) BSS Beh ey DLL Rake a TH EY SE FA 

改善 的 措施 而 葵 型 出 来 的 。 

过 个 图 的 用 途 就 是 葵 晨 场 的 租 线 者 一 个 最 清晰 而 易 认 的 用 

图 材料 ， 过 个 材料 指出 : 如 何 根据 土壤 特 黑 、 成 士 母 质 和 地 瑶 

条件 ， 在 现代 的 农业 技术 的 杀 件 下 最 适当 地 规划 集体 青 昔 或 国 

和 营 农 场 范 围 内 的 农业 用 十 。 

仿 了 炉 型 吓 业 用 地 分 伪 图 ， 必 须根 据 土 壤 丰 发 条 上 和 条 培 
下 的 性 质 以 及 每 种 土壤 所 不 的 人 条件 ， 按 每 种 农业 用 地 ( 耕地 、 
BI Bei 、 种 草地 等 ) 对 土壤 进行 分 类 ， 也 就 是 要 秦 定 : 

哪些 土壤 最 适合 做 耕地 ， 哪 些 最 送 合 做 放牧 地 等 等 
SUS CASE th 例如 划 和 仿 赫 地 ) 的 土壤 ， 可 以 按 肥 力 

“和 栽种 在 过 些 土壤 上 的 农作物 的 产量 ， 分 成 23 个 或 更 多 的 

等 级 。 每 一 等 航 中 所 包括 的 土壤 ， 是 在 肥力 方面 和 在 必须 对 其 

探 芭 的 咀 业 技术 措施 方面 多 多 少 少 相同 的 土壤 。 

巍 该 指出 : TE AE Fy Ee ESE Ba, te 

AREAS V BERL Wy ALL: FAC SS LE FS AE eS BE 

司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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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HAMELS TERRES EET, SEIS 
(Rec) . SSIS WRAL ss SE) By Pe BEAT Ese 
BS, AHEM RZ. 
EE Ee EH ea BE ( 举例 来 说 ) 的 面积 必须 

增加 ， 那 未 就 可 以 把 最 好 的 收场 土地 或 种 草地 增补 到 耕 地 中 
去 。 

土壤 改 页 图 的 葵 型 月 的 是 在 图 上 表明 和 确定 在 土壤 改良 方 
面相 同 的 土地 地 段 ， 葵 异 土 壤 改 良 图 对 於 在 灌 浙 地 全 内 合理 地 

配置 土壤 改良 措施 是 很 必需 的 。 
答 型 土壤 改良 图 的 基本 材料 是 具有 各 种 土壤 形成 因素 ( 成 

二 母 奢 和 下 层 的 蛙 石 、 地 瑶 、 地 形 、 地 下 水 位 深度 和 地 下 水 中 

唱 乱 的 成 分 ) 分 做 净 界 的 土壤 图 、 一 切 土壤 赤 种 在 其 土壤 改良 
。 指 性 质 方 面 的 狂 定 、 土 壤 形成 因素 的 描述 以 及 那些 篇 消除 现 有 
”不利 并 农作物 生长 的 人 条件 或 篇 预 防 由 故 洪 浙 而 出 现 过 样 的 条件 
所 必须 的 土壤 改良 措施 的 描述 ， 

主事 改良 锋 定 内 该 包括 每 种 土壤 的 下 列 各 项 : 
被 描述 的 土壤 所 不 的 条件 : 

(1) HART, HOS Se A 
(2) RR. RUA HORALEE . aA. Be 

mi AUREL; 
3)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地 下 水 中 荔 类 的 成 分 、 地 下 水 的 小 
向 和 流速 。 

2. 土壤 的 土壤 改良 特性 : 
(1) 机 械 租 成 和 水 分 物理 性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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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e FR (EY Fl BERRA PORES 

5. 在 灌 浙 的 甸 件 下 土壤 形成 过 程 动态 的 预测 和 地 下 未 情 、 
况 的 预测 : 

(1) 水 溶性 硬 类 移动 和 聚集 的 深 程 ; 

《2) 地 下 水 上 腊 的 可 能 性 ， 王 层 地 下 水 的 形成 的 可 能 性 以 

Reva Pe yy AT REE: | 

(3) 在 地 下 水 上 具 的 情况 下 、 在 形成 上 层 地 下 水 而 地 下 水 
未 上 细 的 情况 下 以 及 在 用 城 水 江浙 的 情况 下 土壤 幼 溃 化 的 危 
Bes; 

C4) FR fee ey a CY FTE PEAR (RRR 

可 能 性 。 

根据 在 洪 浙 条 件 下 对 土壤 形成 过 程 动态 和 地 下 水 情况 的 预 

测 ， 确 定 当 每 一 土壤 磷 种 所 探 取 的 农业 土壤 改良 措施 的 特点 和 

和 范围。 这些 措施 有 : 播种 用 本 科 豆 科 混合 牧草 的 草 田 输 裁 制 、 

沿 水 渠 种 植 访 田林 带 、 沿 道路 植 检 、 施 用 石 襄 、 洗 碱 或 洗 盟 、 

排水 、 弄 平 土地 等 等 。 

把 在 土壤 改 腿 性 摘 方 面相 同 的 土壤 以 及 在 灌 闵 耕作 中 必须 

轩 土 壤 探 取 的 那些 土壤 改良 措施 的 特点 和 印 围 方面 相同 的 圭 
壤 ， 合 们 需 一 个 土壤 改良 区 ， 在 地 图 上 把 过 些 土壤 认 上 一 种 特 
ENG, MEY ALAR PEAR 
土壤 改良 区 ， 地 图 上 的 每 一 训 都 涂 上 特别 的 颜色 ， 代 是 就 得 到 
一 个 土壤 的 改良 图 ， 在 图 上 赂 该 指明 : 

1) 土壤 改良 也 一 用 各 种 颜色 表示 ; 
2) 土壤 和 土壤 形成 因素 一 一 用 区 界 和 通常 的 指示 妃 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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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 

“第 二 和 节 ” 力 的 装饰 

土壤 图 是 用 贴 在 亚麻 布 上 的 图 画 玺 输 成 的 ， 

在 开始 烛 允 最 后 的 土壤 图 以 前 ， 必 须 气 定 出 各 种 颜色 标 蒜 
和 符号 。 关 谎 比 例 尺 不 同 的 土壤 图 所 用 的 颜色 标 读 和 符号 ， 目 

前 时 漫 没有 硬性 规定 的 、 所 有 的 土壤 学 家 都 探 用 的 形式 和 内 

容 。 因 此 ， 在 任何 机 关中 工作 的 土壤 学 家 或 士 壤 调 查 的 俐 亲人 

必须 气 定 新 的 颜色 标 读 和 符号 ， 但 多 年 是 要 补充 和 改进 现 有 的 

Ce ERASE. TEER A, LAS 图 的 外 

Si. MINH REE FORA ERE . AOU POLY PSE CE 
We BE PA FORE EE | 

MABE TREE. WH, DRA. De 

(de BTL A ASR BE Pe TSE RE FF LES AT, ab 
AURIS, BERR BES VA ET 

HALLSE. BS EE UWE — BY, BB, 
MPT i SE FOE EE EAI, Ut 
ERE EIB 

BC BE AOA HE BE Um STEEL} — 
LSE —— TDI a, eS SL Na 
可 一 目 了 然 。 篇 了 过 到 过 些 目的 ， 不 同 土壤 的 区 界 虑 当 分 别 涂 
LSB, DELLA We BB. 
Ke, ARTERY BOR, AS ARTY) SE SEE BL, 
sD EH AVS Ae YF Ss Usd TARTAN HA AE BEA LL 



156 4: ME SY AE Be al 

Wk RAR Ua WEA, FE BEAE  ARASE ACM) EE 
eet EER LA ERIE, BO. fee RAE 

LW EE Pe Ee LAE ERY. 
4 Fe ae 7 SESE BA 4 FD eS SERRE 9 JE A 

He, WEL, AW RAE HL KA. 
需 在 发 生 上 相近 似 的 土壤 ， 彼 此 在 颜色 上 的 差别 入 其 微小 。 色 
较 腊 的 土壤 峰 苦 涂 以 腊 的 颜料 ， 南 部 地 区 《〈 hepa ) 的 十 

万 最 好 伶 以 温暖 色调 的 颜料 ， 而 北部 地 区 的 土壤 最 好 族 以 塞 沦 
色调 的 颜料 。 过 

黑 合 土 德 是 必须 涂 以 晓 的 颜料 : DERSLER 
Me Oo LURE, BE OLR, poi 
MAGES, WERE BERRA ea GH 8 
ee 
5, BEAL RG Li BERG. : 

Me Lo 次 色 thoalape de Gy BR AG. 
i AEB BU IRIEL, AT eR 
eda | 

ABIES ARIK UTES YETI — Te, He 
公 不 可 能 的 ， hisses ame 
Wee ae e be Sa one: Sin nO. 
— = 

io 

BRC A SRA HE ET OS e- ] ALA,HE 
$e FBS Ce ANG SC Pe IG 7s I ZH 
EERO MAS ANE, MERG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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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MA (RB, LSE) 是 用 各 

AROS Bias FR ALE ( 过 些 指示 记号 普通 是 颜色 标语 的 顺序 
号 码 ) 描 葵 在 土壤 图 上 的 。 有 时 对 在 发 生 上 彼此 稻 近 位 的 土 
琴 ， 探 用 一 种 数 宇 的 指示 记号 ， 但 附 以 补充 前 符号 。 辟 如， 如 

SYR OEE ABE 9 ager, TEP A WOU FEEL 就 用 
9, 过 个 指示 记号 ， 而 厚度 很 小 的 淡 栗 俩 土 则 用 On AMHR 
号 等 等 。 

bh. Mae. PERE, Beh EES RUT 

AMF, FRAZER, TLD ERR Ta 
ARG (SK 7 ) 。 

2. 炎 械 粗 成 用 特殊 的 黑色 符号 来 表示 。 过 种 黑色 符号 是 

用 间隔 篇 2 SSK ey AMER Hy, ak ZEEE HEEL Be PE 

«REZ GT, TARE CENE WE 45° 44 ( BRK 8 ) 。 
二 5. 土壤 复 区 :的 区 RR AEE, I 
APRA Bos AUK A ok A A a ay IE 

ABA, MUP MICRO BRBLEN . HME EE ( 附 

缘 9)。 
每 一 个 用 水 彩 颜色 涂 染 的 土壤 区 界 ， 都 用 和 的 RE Be 

求 。 在 每 个 土壤 隐 界 里 面 ， 用 黑 墨 画 出 土壤 的 指示 记号 ， 其 
大 小 篇 2 毫米 。 如 果 区 失 很 大 或 延伸 过 长 ， 那 劾 就 画 两 个 或 更 
多 的 指示 记号 ( 指示 记号 的 多 少 决定 其 区 拭 的 大 小 ) 。 

含 了 表示 土 缮 种 区 ， 指 示 记 号 可 写成 分 数 一 一 分 子 才 示 
复合 体 中 估 优 色 的 王 培 ， 而 分 母 圾 示 萎 区 中 折 佑 之 面积 不 大 

的 土壤 。 例 如 ， 由 6006 的 厚度 很 小 的 汉 栗 人 钙 土 、2596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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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Ln 1596 AVSIM LOR, MORBEAT SELB 的 指 
示 记 号 : 

911 —60 

11,;—25#ill4vn—-15 “ 

Step On IE REAUD BEE SFL 

11,— EE FE KOK AE —@—\_25 % ; 

14 yrn— li E05 EI AH 4 -E——-15 9%, 

WE EBERLE AYER RAR A, PEA A REL Be BY PB ME 

REE ALA, IRBEMT DE RAS pb By ELE DE ae EE 

Firth, Wi fehl gep 3S 26h ayy See Ee 、 

的 指示 记号 。 
栽培 情况 不 同 的 土壤 地 段 机 用 黑 的 错 线 画 出 区 界 。 每 个 过 

PRA RE EE LIRR. 

$7 fee Lea, A Te 

Hi, Pili, JESS AOE, ORB Pea ER 

PAGE RR LE, CEREAL ty A EE 

PEA ALAS i UE) -E BE, FY DUS RY Ra BA 

fon. Pi: Op 卖 a RTT EM, Oc SRE 
TR Uwe ty) EEE, Vn FRIAR EI, Dn 表示 施 过 

石膏 的 土壤 ， Ta 卖 示 深 过 的 土壤 等 等 。 侵 蚀 土 壤 通 常用 特 

Bhekty Be Any TE AeA 

土壤 图 上 的 地 瑶 区 界 要 用 宽 0. 6 SK AE SE HR 

区 界 中 不 染色 也 不 悔 线条 。 在 每 一 个 地 瑶 区 界 庄 用 系 墨 水 葵 上 

一 个 或 释 个 大 小 坊 3 毫米 的 指示 记号 。 画 在 不 同 自然 地 理 区 域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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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ES LA ees sc, ABZ REE EN) YAR BR A 

AOD. FER BK ee iY Be lal, PANES T Beal Wy RE 

the PAT UN dana ve : | 

SO HEWEM we seeebecsecvenesscesccnenssuewanvncsvaverecensecs Tn 

头 道 高 阶 电 〈 武 木 冰 期 的 ) coeeeeeee res eeeeeeete renee Ty 

二 省 高 阶地 (里 斯 冰期 的 ) pp TR 

其 他 。 

PENSAR ep, SPSS UMS PY Fs aS eS Le 
Sy Ey PE As SAY PVM, ATS HH Wk AY PR 

Sy BARE: C 表示 ， 高 原 用 也 表示 ， 下 父 高 地 用 
学 母 0 表示 。 地 瑶 刻 元 的 这 些 池 母 符号 要 附加 以 者 明 成 土 母 
质 〈 有 时 也 有 母 质 以 下 的 旷 石 ) 的 发 生 和 机 械 粗 成 的 数字 的 指 

RARE, Pld, WHT SR a I C 3 ge 
Oo, Joh 表示 科 坡 ， 而 数字 3 RES ws 或 者 
直 第 三 犯 谷 的 侵 人 沉积 物 短 成 的 高 原 用 1 表示 ， 其 中 五 才 示 
高 原 ， 而 工 划 表示 第 三 可 后 的 侵 鲁 这 积 物 等 等 。 

在 图 例 才 中 ， 对 帮 每 个 数学 的 指示 到 号 都 要 列 出 天 帮 成 十 
母 质 的 发 生 和 楼 械 组 成 的 知 巷 。 

在 全 部 调查 地 区 内 如 果 每 一 个 地 瑶 区 界 ( 河谷 障 地 和 分 水 
St) 中 的 地 犁 和 水 文 地质 次 料 都 很 完 公 而 且 相 同 ， 那 末 在 过 种 
情况 下 喜 帮 当 探 用 内 容 相 同 的 指示 必 号 。 

ts all wr 一 例如 : 60)， 其 中 分 子 才 示 地 貌 单 元 《了 一 高 原 ) 和 

BEA C1 一 第 三 可 后 的 侵 鱼 粘土 ) ， 而 分 母 则 表示 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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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水 位 的 深度 \50 一 60 )， 

Porshe IC ( Tn—iziin bh ) 和 成 士 母 搓 《7 一 冲 稿 的 轻 寺 

二 和 砂 ) ， 而 分 母 则 和 圾 未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4 一 6 ) ， 以 公 尺 篇 

单位 。 

表示 地 下 水 位 深度 的 分 母 的 数目 竺 ， 最 好 用 蔓 墨 水 写 出 ， 

而 分 子 的 全部 最 好 用 答 墨 水 写 出 。 

HR HBL FPS es ETA FES, TE AE REELS 

me ( DASE ) 0. 4 ERM 

Fe LEE FY SEE AEE SE ROSA eR q 

PEP, Ra MARE ) APS ALE — a ay 

ee, — Borsa SRE. 

ye AOI ES ee oT Bey SE eS ea EA A (CO 

WHE BUN WL) 描画 
所 制定 的 图 例 〈 Bie, Bey ESS ) Ee oe ala 9 

— ABA HAE ACI DEAE, | 

Fev Ye hei St ( BA SES HE PO SO) BY 

Rida), Miri aheee aye es, t-te 

AME aA OY ae es AE De AOA NE Hy BCS 9 FB A ao 

AS, TESS HE He Bee A a RE, Be, 漫 

AD PERE (ei) GRE phy RL A RL. FEI 

Rats DUE, HaAAT PA G5 Ey = AR ARS ADR BSP ET 

F975 a DeTe A Pers HA, Te LE A ER RA A RAR 

— FRAG. WAT EOE Re. (ERR 

人 5、 其中 务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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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南方 黑 钙 土 的 情况 下 ， 除 了 颜色 以 外 ， 则 没有 任何 的 附加 符 
i. BOER. ALT NK RA Re 
APLAR CITER, BT ATE TRO, A 
ESATA EE AY FEE, 

| RIERA Leap RT PIT EBM, fe 
0 oeaaialialeiatcis casi 
的 符号 。 

候 定 司 ， 在 土壤 图 上 有 厚度 中 常 的 和 厚度 很 小 的 精 土质 普 
$i ROG LD I DBI rp FUE 

$37 PASE, WRN ee po ae a 
SE. WEARER LUST IM RS ER, BEBE Ze 
AHEM, (SATIN Pe hy, PRE REO 
A). EGR AL ARE GRE LAER, SERA ager 
ABE MEN, PEEL SY REA 4 AR TG FL 20 FAT 
GPs. DEK BEL Shy LE, GERDE aS Ht, 
公公 确定 天 的 发 生 分 类 的 部 色 和 指示 记号 ， 而 对 於 像 碱土 化 、 
侵扰 、 沼 泽 化 的 程度 等 吉 榜 的 性 质 ， 则 规定 特殊 的 符号 站 把 它 

们 放 在 颜色 标 读 之 后。 用 过 种 方法 来 才 示 上 述 普 通 黑 细 土 和 南 
AGO ARN, AGRE DU AO Ie 
FDO RAR A LB FV SE ap MTT BK (OER. BRR 
Efe. HE GE AAR Ee ph) ), ——#RSE 是 八 种 代替 二 十 
Me, URS SARE AOR Ee ke AEE A, Be 

图 例 在 数量 上 的 差 连 将 是 非常 天 的 ( 附 朱 10 和 411 )。 
前 面 说 过 ， 晨 业 用 地 分 售 回 ， 土 壤 改 良 图 等 等 是 根据 土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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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 TM AEA. PST 
葵 这 些 图 ， 需 要 首先 在 贴 有 亚麻 布 的 图 画 儿 上 作出 麦 示 区 界 的 
土壤 圆 。 在 过 个 加 上， 巍 当 给 出 最 后 土壤 图 的 原稿 上 所 表明 的 

除了 土壤 区 界 的 颜色 以 外 所 有 的 东西 〈 土壤 区 界 和 地 瑶 区 界 的 
小 界 ， 一 切 的 指示 刀 号 ， 表 示 成 士 母 质 和 母 质 下 的 岩石 、 地 下 
水 深度 和 土壤 栽培 情况 等 的 各 种 符号 和 数字 ) 。 
SRP WE, BOLE a ee 

SORE LISLE, Bee SLE, BIBL MU 
FA RE es LIL | 

AEH ARI, BORE ASRS ( BRR PY 
部 土地 规划 所 作 的 ) 上 所 探 用 的 颜色 来 表示 各 种 农业 用 地 的 士 
接 ， 通 认 作 耕地 的 土壤 痊 上 神色 ， 种 草地 的 土壤 给 上 炉 色 ， 收 
场 的 土壤 涂 上 灰色 等 (根据 1939 年 农 莫 内 部 士 地 规划 交集 体 菜 
蓝 所 作 的 平面 图 染色 时 所 探 用 的 图 例 ) 。 一 种 农业 用 地 内 等 打 
不 同 的 土壤 用 一 种 颜色 涂 染 ， 但 颜色 的 深 淡 不 同 ， 例 如 : Beebe 
ASHLEE sen, PSSM ee, Td 

AGP Le HU BE ee 

农业 用 地 分 伤 图 的 图 例 本 女 所 包括 的 东西 ， 见 附录 12。 
每 种 农业 用 地 的 颜色 标 读 和 各 种 土壤 指示 记 吐 要 放 在 左 

兆 。 在 右 毛 正 对 着 每 种 农业 用 地 的 名 称 和 土壤 的 名 称 指出 其 面 
Bi( GA). | 

MEA Lc FI, FEC FY FS BES — 
4+: SE FLEA ED Eb te BER — RE, A 
Ki, AUR Aa te teas, (ABC AO PE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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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十 壤 改良 图 的 图 例 中 列 出 下 列 各 项 : 
1) “土壤 改良 区 和 分 区 的 号 码 ， 每 个 分 区 或 区 (如果 没有 

分 区 的 话 ) 的 颜色 标 读 ; 
2) “每 个 分 区 或 区 的 土壤 的 名 称 ; 

3) ”每 一 种 土壤 所 处 的 地 貌 条 件 ; 
4) 每 种 土壤 在 1 一 2 公 尺 和 2 公 尺 以 下 深 感 的 成 十 BB 

ATRIA FAG 

5) “LST BE (LDR ME AR 
6) HF RAINY PRISE FF 7k Wy EE; 
7) FATA IEPRIE; 
8) 半 於 每 个 分 区 所 探 取 的 土壤 改良 的 措施 (附录 13 ) 。 
葵 独 具 有 过 种 特点 的 土壤 改良 图 的 目的 是 篇 了 制定 伏尔加 

河东 岸 南部 地 区 用 和 当地 水 渠 的 水 灌 浙 不 大 的 土地 地 段 的 设计 
% WLBT RARE. 

某 些 调 查 者 在 土壤 改良 图 的 图 例 中 ， 仅 仅 引 用 土壤 的 名 称 
和 列 竖 :十 壤 改良 和 晨 业 技术 的 各 种 措施 ， 而 没有 指明 土壤 的 过 
楼 一 些 特 徽 和 土壤 形成 因素 ， 过 些 特征 和 土壤 形成 因素 是 制订 
所 建议 探 用 的 措施 的 基础 。 

在 卡 庆 斯 基数 授 所 和 给 观 的 阿 捷 泵 拜 绪 鲍 加 兹 平原 土壤 改良 
区 地 图 上 ， 在 图 例 本 文中 指出 了 每 个 地 区 的 土壤 、 开 纸 顺 序 、 
土壤 改良 的 要 求 ( 洗 潍 、 排 水 、 施 石膏 等 ) 、 灌 浙 量 、 灌 流 方 
法 、 作 物 、 肥 料 和 盟 业 的 类 型 。 图 例 的 内 容 时 常 是 决定 谎 奏 借 
土壤 改良 图 所 要 过 到 的 目的 。 在 一 些 情况 下 ， 上 土壤 改良 贺 在 并 
RRA LIED IMD, SAG REA (工程师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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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 家 ) 在 制定 洪 浙 耕作 各 项 技术 问题 ( HUE. 
额 和 每 天 渡 浙 定 额 等 ) 时 和 配置 农业 土壤 改良 措施 时 以 必需 的 

明 题 的 没 图 材料 。 
在 另 一 些 情况 下 ， 土 壤 改 良 图 要 在 研究 了 所 有 的 技术 交 、 

农学 的 和 土壤 改良 的 问题 以 后 葵 奥 ， 东 表明 所 有 设 评 工 作 的 芋 
果 。 

第 三 和 节 “ 土 培 调 查 报 告 的 提 釉 | 

AES ”调查 地 区 在 地 理 上 和 行政 上 的 位 置 ( 省 、 区 、 楼 器 
HPAI ) 。 

庆 查 地 僵 的 面积 ( DASH) 。 
工作 硼 汪 和 工作 进行 情况 “1. 土壤 除 的 成 员 和 滥 行 野外 土 _ 

壤 调 查 的 时 间 ， 
2. JAS IRA LOGI AEE Bay EAE 

#8, 
5. Ay RR. STLAL BOA, AR 

人 等 在 野外 工作 上 所 用 的 工作 日 数 。 
4. fei) MENA, ARSED. 
5. “所 探 的 土壤 样本 的 数目 。 
6. 渤 行 时 外 室内 工作 的 时 间 和 有 不 同 技 堵 的 专家 在 过 个 
工作 上 所 用 的 天 数 ， 

7. 有 
在 这 个 工作 上 所 用 的 天 数 ， 

8. 旭 行 分 析 工作 的 正 作 量 和 方法 。 



9. 

第 四 章 ”野外 材料 的 室内 卡 理 145 

过 去 兹 年 中 在 该 调查 地 区 所 进行 的 土壤 调查 和 地 植物 

学 调查 的 简 述 。 天 

LEEK BAER 

: 

1). 

2) 

气候 : 

每 月 和 侍 年 的 平均 降雨 量 ; 

每 月 和 和 公 年 的 最 高 降雨 量 和 最 低 降 雨量 ; 

— HE) es BE 

每 十 天 或 一 个 月 内 积 雪 覆盖 层 的 厚度 ; 

雪 覆 著 屠 聚集 和 消逝 的 日 期 以 及 一 年 中 有 雪 哆 著 层 的 

每 月 空气 的 平均 相 光 温度 ; 

每 月 和 全 年 的 平均 气温 ; 

气温 的 超 允 最 高 值 和 移 光 最 低 值 ; 

早 逢 和 晚霜 以 及 扰 霜 延 秆 的 天 数 ; 

10) 每 月 和 公 年 的 平均 土壤 温度 。 

2. 

1) 

SA FURR : 

MATEY HA, PAL Ee PHD ee POH 

Ri 30449 B49; 

2) Sa EL eee) — ARC UA PR EE DD PHS TAY 

BELA AL FH 2s Filey REREAD HE 
BI. SOE Se Wh) DET CRT A ES 

JE ARE 5 
SI RETRY DD BLT NTE Ben BEATE 
RAED FA, EMA. ME Bruen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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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和 分 做 ; 
SABER. UE, PETERS MADE Se Ay Ze TER 

(大 区 、 中 区 和 小 区 地 形 ) ; ASSO BSE, ok - 
币 的 最 高 旺 比 侵 亿 其 弟 高 多 少 ; 各 个 朝向 的 科 坡 的 坡度 。 

侵蚀 作用 -一 一 土壤 侵 解 ， 詹 谷 的 形成 ， 砂 的 必要 等 ; 
各 种 地 貌 单 元 被 乾 谷 、 钴 谷 和 笨 波 所 分 割 的 程度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和 与 使 用 拖拉 机 、 康 拜 因 和 其 他 苦 业 机 器 有 了 关 的 地 形 鳃 定 。 
8. 水文 地 理 : 

本 女 地 理 业 的 黎 度 ， 河 、 湖 、 水 庚 、 涯 河和 其 他 自然 及 人 
工 的 水 塘 的 描述 ， 水 源 在 夏天 的 乾 泗 ， 河 的 汇 著 ， 汇 屠 的 时 间 
和 原因 ( 春天 雪 的 融化 、 暴 雨山 上 冰 的 融化 等 刀 

土壤 1. 土壤 的 发 生 分 类 。 
2. 自然 地 理 杀 件 和 人 们 的 逃 营 活动 对 土壤 形成 过 程 前 影 

BED Be Bh EE CE a AE Hh ey HE Sy i By Bs 

附 : HHI. “EME. we AVE EE AP 

的 断面 图 ， 图 上 站 指明 侵 便 作用 的 分 伤 和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 
3. 各 个 土 种 的 描述 : 
A. 所 不 的 条 件 : 
1) shy; 

“2 AREA BY 
3) 地 下 水 ; 

4) “天然 植 物 ; 

5) 侵蚀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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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形态 。 

B. 化 学 成 分 ， 

附 : FERRY pr Be Tse ( Pera HK EMT BR 5) o 

LT. 物理 人 性质 : 

1) seb BC, 

2) FeV i SF o 

附 : AARP PTB Be ( 表 的 格式 兄 附 录 6 )。 

A. 与 所 不 的 条件 、 化 学 成 分 和 楼 械 和 组 成 、 物 理性 质 和 乞 

Ae Ne Aes Bids BE FB AL BEY RAE FE BRE 

-目前 的 使 用 方法 及 根据 土壤 的 自然 隆 质 最 合理 的 使 用 方 

法 。 

4, 根据 农业 生产 鲍 定 拨 岩 业 用 地 〈 耕地 、 种 草地 、 放 牧 

地 等 ) Aaa BE BE. 

4 — (Ee SAE ce te ( CESS SAA ) 的 土壤 可 以 分 成 好 的 、 中 

Sey FY, 或 者 分 成 一 等 的 、 二 等 的 、 三 等 的 ， 辣 时 指明 篇 

了 提高 土壤 肥力 对 每 一 等 土壤 所 巍 该 探 用 的 必要 的 宕 业 技 术 祝 

土壤 改 良 的 措施 。 根 据 那 些 能 决定 土壤 肥力 及 在 更 有 农业 技术 

ePID TRE BBY EY PE ARE Sy By EK, JHE 

性 质 是 : GRIER BTR SCPE ET REE, GY 

FER» APIS TO. TURE ea, HT ee 

WIZ. Be. Shay Boe, BUA EO KA PE . 

Sy. FON PRIS, ARSENY RICE Ee, WRBE, TRIbREIE, TAYE 

， 化 程度 ， 土 壤 的 侵 鲁 程 度 等 。 

每 一 等 航 中 所 包括 的 土壤 是 在 生产 能 力 方 面 、 在 对 吉 些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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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PMELR AW RESERAGTE Me 7 i ok Se AH. ) 
6. 4$— SHAN — Sy) LH BRS. BES 

jai Tn 4 0 Fk — SY ER A A 
良 的 综合 措施 。 

6. 在 党 换个 别 类 型 的 农业 用 地 方面 、 在 过 些 农 汪 用 地 的 
土壤 改良 方面 和 在 防止 侵蚀 方面 所 需要 的 各 种 措施 

裂 订 提高 土 佑 肥力 和 进行 土壤 改 让 的 各 种 措施 上 时， 巍 有 当 
地 嚼 业 人 员 的 俊 加 而 过 些 措施 要 取得 省 农业 请 相 几 的 吉 家 的 同 

意 。 

土壤 改良 训 查 的 报告 典 访 由 两 部 分 粗 成 。 在 第 一 部 分 中 叙 ， 
涉 水 女 地 硅 除 的 工作 烙 果 ， 许 硼 地 描述 地 质 、 水 女 地 持 、 水 交 
AMMAN, MARIE. We. PBC. 

在 第 二 部 分 中 ， 对 土壤 形成 的 自然 地 理 条 件 加 以 简要 的 褒 
Wi, aA, AE he A ae Hh 

PE ROE, ES HBA. EE 
改良 区 的 划分 PER SF Ee BR i SR SCH 

MBI : 
HE LIN) OL BRE NE, A Re 

和 补充 。 

在 “十 壤 形成 的 自然 地 理 条 件 ” 一 段 中 ， 乱 了 一 般 地 令 述 
昼 查 地 区 的 水 女 地 质 ， 除 了 引 藤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以 外 ， 漫 内 该 
缠 如 地下 水 的 化 学 成 分 、 流 向 和 流速 以 及 地 下 水 与 水 源 的 关 傈 

( 根据 水 文 地 质 除 的 调查 材料 ) 。 
fe LE” Bb ST, WES,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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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如 下 。 

T. 各 种 土壤 的 农业 土壤 改良 狂 定 : 

1) 预测 在 灌溉 的 情况 下 土壤 形成 过 程 和 地 下 水 状况 的 入 

支 ; 水 深 人 性 史 天 的 转移 和 聚积 过 程 ; 芝 形 成 上 层 地 下 水 和 地 下 

水 上 站 的 上 时候， 剖面 上 有 根系 分 伤 的 那 部 分 和 地 下 水 尖 未 具 

BAA WS Ly fee; 代 换 性 路 基 的 成 分 改 功 的 可 能 

性 和 破土 化 过 程 发 展 的 可 能 性 ; 地 下 水 位 深度 的 改 区 和 沼泽 化 

” 艾 危 险 ; 

2) 在 化 学 土壤 改良 方面 的 索 求 ( 施用 石灰 等 ) ; 

5) 在 水 利 士 壤 改良 万 面 的 票 消 (洗涤 ， 排 水 等 ) ; 

4) 在 设计 方面 的 要 求 ， 以 及 过 个 设计 多 士 壤 肥 力 的 影 

25 , 

ERR RRIy 1. ARE, EE, AR. HI. 

地 下 水 的 性 质 以 及 该 地 区 其 他 自然 性 质 的 各 种 指 楼 ， 过 些 指标 

FEB AE RIA IER. 

2. adi THALES PEE EEK ML 

5. BENE EK RARE 

4. 5 TYR BA A 9 PEE IE FE TEE 

的 情况 下 出 现 过 些 人 条件， 而 探 取 的 各 种 必要 措施 ， 

5. 已 沟 在 图 上 划 定 的 各 土壤 改良 区 和 分 区 的 描述 : 

1) SSE SL Te; 

2) 地形 和 排水 程度 ; 

5)” 底 土 (机械 组 成 ， 物 理性 质 ， er 

4) SF ok ( ARP, SD, PELE TOTEM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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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E EO Pi FAS) FT HEE ) ; 

5) 土壤 ( EBC, WRB, 幅 渍 化 和 磊 化 的 特点 和 

程度 ) ; 

6) FRE; AS BE Hy EU 

7) THEA Ey Se 

FR fits abe) PST ANE A AS SR, 按照 以 下 的 

MAGS LS Ah ES. 

ag LW EB aeRO EAT EA ie 

(省 、 区 、 机 器 拖拉 机 站 、 和 村 ) 。 

进行 土壤 调查 的 时 间 。 用 多 麻 大 的 比例 尺 和 根据 什 谱 样 的 

底 图 来 进行 野外 土壤 调查 ， 
和 从事 土 壤 调 查 的 土壤 除 的 成 员 。 

I. 地形， 水 广 地 理 和 成 土 母 质 的 简 迹 。 

I. 土壤 的 描述 : 

1) 列 符 土壤 调查 所 查 明 的 各 种 土壤 ， 列 时 土 壤 的 分 个 在 

调查 地 低 中 与 地 形 、 水 女 、 地 理 、 成 土 母 摘 的 关 傈 ; 

2) 各 种 土壤 的 形态 、 化 学 成 分 和 机 械 粗 成 的 简 述 ， 汞 附 

分 析 数 字 表 ， 和 与 土壤 所 不 的 人 条件、 化 学 成 分 积 机 械 粗 成 、 水 分 

状况 和 气候 条件 有 关 的 各 种 土壤 的 农业 生产 狂 定 : 

5) 各 种 农 业 生 产 粗 的 土壤 ( 农业 用 地 ) 和 各 种 农业 生产 

等 航 的 土壤 的 分 作 ; 

4) 从 最 大 限度 地 利用 土壤 自然 肥力 的 观点 来 判断 目前 的 

农业 用 地 FOR FA RLY FP Ay EH SE FS FA RR 

的 最 合理 的 分 配 ; 当 建 巩 最 合理 的 农业 用 地 的 分 配方 法 时 ， 巍 

_ i i ele a ee 

|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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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 考 虑 到 计划 的 任务 、 晨 业 方 向 以 及 国营 农场 或 集体 农 芷 在 粗 
iE ORR EASE FF 

5) | SEEM EE Oy ESE 
6) BMA, EARLIER 

Bei FOB LEE Ts Ta BSH) HH. 
附 : 集体 盟 鸦 的 各 种 土壤 面积 才 。 

报告 中 “土壤 改良 区 的 划分 "一 - 段 是 土壤 改良 图 的 说 明 叫 。 



第 五 章 LWA LEN RSA 

TEES PB 

GHse Fite ey BAZ: 

1) fg 06 Sle 45 ME DE A PE AH 
题 ; 

2) 查 明 调 查 者 在 进行 野外 和 室内 工作 的 过 程 中 可 能 有 的 
钳 误 ， 以 便 在 时 间 上 和 多 费 上 以 最 小 的 消耗 来 及 时 地 币 正 过 些 
错误 ; 

5) 确定 浴 行 工作 的 定额 和 计划 |; 
4) 如 果 发 现 有 没完 成 工作 定额 和 计划 的 情况 ， 就 吃 蔷 找 

-出 没有 完成 的 原因 薄 且 摊 取 消除 这些 原 因 的 六 法 ; 
5) 确定 现在 的 指示 所 提出 的 一 切 要 求 典 完成 的 程度 ; 
6) 确定 粗 筱 各 种 工作 的 正确 程度 ( 按 调 查 地 区 的 各 区 和 

SACP LARA AAR, BRT. CA 
的 使 用 等 ) 。 

在 检查 调查 工作 的 时 候 ， 巍 喜 特 别 注意 下 列 各 步骤: ”- 
野外 工作 : 1) 根据 各 个 土 层 描述 土壤 的 正 礁 程 度 ， 以 及 ， 

所 确定 的 土 种 与 土壤 剖面 的 形态 狠 定 人 符 合 的 程度 ; 
2) 所 描述 的 土壤 剖面 的 数量 及 其 深度 与 实际 的 要 求 相符 

合 的 程度 ; 

5) 在 调查 地 区 中 分 配 土壤 剖面 的 沽 宜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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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地 形 轿 上 所 画 的 土壤 剂 面 与 土壤 区 界 的 正确 程度 ; 

5) 灶 鼻 野外 土壤 图 的 及 时 程度 和 该 图 的 精确 度 与 测量 的 

比例 尺 相 符合 的 程度 ; 

6) AMLBRADRES TH Pa ACE AN IE 

确 程 度 。 

用 设 什 检查 路 糙 的 方法 在 野外 检查 一 切 野外 工作 。 

室内 工作 : 1) 法 择 土 壤 章 面 和 选择 分 析 用 的 各 个 榜 本 的 

EFL; 

2) SR MIE Oe HR LP EERE; 
5) SMe Ute PA LAE, % 
LMI. HB OE RSE PERT 
揭 完 善 程度 和 正确 程度 ; 

4) 在 报告 中 所 引用 的 分 析 数 字 与 需 了 论 笨 土壤 的 发 生 分 
类 和 议 二 土 塘 的 农业 土壤 改良 狂 定 所 要 求 的 数学 相符 合 的 程 
误 ; 

5) 各 种 主 壤 的 农业 土壤 改良 狂 定 的 正 莅 程度 以 及 土壤 在 
各 种 农业 用 地 或 各 称 土 壤 改 良 区 中 的 分 做; 

6) 奏 裂 和 村 饰 土壤 图 以 及 其 他 各 种 图 的 正确 程度 ; 
7) “并 合 的 精确 程度 ( 如 果 图 是 用 若干 张 竹 糖 成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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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fk 1 

FERS SA SEE “p Spa AK AS A LH i (PRE 75—300 

米 ) FF C PRIE-DAE 75 OR), PA ed EB 

上 比例尺 代 表 下 列 的 公顷 数 〈《 最 高 值 ) : 

| - SUBSE ATLA BE 
eee | | 

Licdt sate | 3 | 4 5 

1:50000 168 140 112 84 “上 56 
1:25000 75 62.5 50 37.5 | 25 
1: 10000 21.4 17.8 14.3 10.7 |< 2.1 
1:5000 9.6 8.0 6.4 4.8 3.2 
1:2000 2.7 2.3 1.8 1.4 0.9 

SAUCE LR, RAW REN. WE 
二 在 妓 外 各 缘 敌 中 的 定 界 前 面 。 

根据 和 进行 土壤 调查 的 困 打 程度 把 调查 地 僵 分 成 以 下 五 等 。 
HS: 具有 平原 地 形 或 平 网 波状 地 形 、 土 壤 很 均一 的 草 
原 地 区 ; 每 个 土壤 绝种 都 估 提 比较 大 的 地 段 ， 土 壤 复 区 不 超 
Bh 5%. 

第 二 等 : 1) PETE. ER AIRS TIRE UR Sh TR, 
HEMT BARU, EB, + Re 
15%; 2) 在 第 一 等 中 土壤 槛 区 篇 10-2596 的 地 区 。 

第 三 等 : 1) 具有 强烈 分 割 的 地 形 和 各 种 各 样 成 士 母 质 的 
地 区 ( 多 补 是 森林 草原 地 区 ) ; 2) 在 第 一 等 中 土壤 槛 区 估 
30 一 40% 的 地 区 ; 3) 在 第 二 等 中 土壤 复 区 篇 20 一 30% 的 地 区 ; 

4) 被 森林 所 覆 鞋 的 第 一 等 和 第 二 等 的 地 区 。 



附 ER 155 

”第 四 等 : 1) Wee; 2) RARELY =AWMIEE 

地 ; 3) 土壤 槛 区 篇 45—60% 的 地 区 ; 4). PEAR KHER Hy 

三 等 的 地 区 。 

: 第 五 等 : 1) 冰 沼 ; 2) 沼泽 和 河 潍 ; 3) Hew; 4) Wh 

Fa; 5) 土壤 窗 区 超过 65% 的 地 区 ; 6) 被 条 林 所 履 盖 的 第 

四 等 的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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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Sk 2 

Sa 
FOO OFS OS SHEETS SORE EE EES OE ETFS OD 

剂 面 在 地 理 主 的 位 叶 .nes 
Ce Ce ee ee 

地 魏 区 域 和 分 区 -ee OSES OER Oe Kee Oe BENE EE FETE OC SE TE SEE ORE 

Ce 

区 地 形 .… 、 中 区 地 形 和 夏 KE 人 2 cB 

的 相对 位 置 OR BA Cy 

Oe ee ee ee 

A 

WZ 
vA 
2 和 小 区 地 下 中 区 地 HA KI 

OOOO 6088S CEASED os 8 OEE EE SOOS = FOOSE CEEOED FOES OD DH HOES SHEE PE SSOEOD DESOTO MESES BEER ESSE EE OEE OS 

FOOD OCOD HEE OE HF 88 OF HOES OE BOSSES EOEOE FEE EEE = HOSES SO OCES 

OOO BOSC OD A HH OF ROO OEE BEOEOE SESE ED SESE OS BOSSE HFSEEE HOSES ee 

ss 

BEMARGE ) on... . 

Ce Oe 
= 
二 | 植物 ( 植物 的 组 成 、 窗 刻 、 
人 

’ 

人 

于 个 方向 的 地 形 距 面 图 以 及 剖面 的 位 置 .erreeeeeeereeeeeecenc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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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珠 反 应 的 深度 和 特点 neon socseeeeccenceee 
AS 
ee ee eee = 

底 土 剖 | 

i 

LR 

其 深度 

CEDK) 

ape. i]: : | es Ne DK 

地 下 水 出 现 的 深度 和 园 定 的 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厘米 ) 

We ~ 

土壤 样本 的 探 取 

aay oly eames 
PRB (I8K)| 

Bit. FEB. SAB. MARNE, —ARS BYE. 

eee tr re Tere. ttt TTT TTT TTT eT Tee ee eee Ee ttt - 

OCR ere ore eee POE Ree Ee Rene EEE N EE EH HENS EERSTE EERE TEETER EE REE EE ET EE EE SERRE ERE E ER EEE EES EE EEE ERE EE TR EEE EOE EE EEEE EEE Oe ENG OL ERT SEL HEELS LEER OTTO S OOM - 

wwewaewwwwwwwwnweweeewewenesewwewwwwwwowwwswvwerwwseoeweovevveevowowvvovvewroovov oo rr 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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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L Sf cree seee || , 

Bek RR iti . | i 

土壤 剖面 “| 土 更 | LIE RB PRIRAUPR IE [yeas py OB RIE CAR ) : 

| 剖面 ( HX) Ae OM 鹿 : 

的 号 en NET, Cb 
| 7 ae 深度 ”| 开始 浆 止 xe 人 
的 位 置 aa es) a J 

iis 

Pel ge | 在 地 理 上 

数 sn Belg ae #: Bi | Ba |B, |BC 

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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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Zep ACHR ERED EADIE LH ROE 
ie (dba areas 

| me 本 ea 
3 ee 

Prateek id ssessoos 

Few A eevacense 

平均 值 …………。 

极 大 值 和 极 小 值 

Bt Sk 4 

RGR BEEALRAIUNVLRRARAS 

MARR Ge A (RS) Bt 

wel 层 的 名 称 +. Mt, 
GSES ALBEE | emer | CO, fame nt a 其 | me 
序号 | 的 号 | 本 的 深度 | (py vee! (py vies = 
BM | CED lage) lye) | (用 茧 得 是 佐 欧 法 ) | ™ 

1 | 205 A 一 0 加 星 酸 而 引起 
WEE TKI BE 

B,—20-2 + 于 -十 二 

B: 一 43 一 4 中 十 二 = = 

B—59—64 + - + =e Cs 

‘spe 一 ** | nay s. >a 

ES Se Te 

—Aa hi Aa 
oh eget ay ie 

nA oe ms 
at: 正 号 ( PSEA. BGR (—) RANEATH. 

‘ i cr hn of a 1 

0 See See 

BEERS fF os 

SE BREE AE yee e cee nereer eee eeenes RBCS 



160 LEMAR 

Bt fk 5 

BS BERIT LBD WER 

本 和 本寺 的 名 称 二 站 0 
HUES EAH Ic, PARED RAM + BH. nee 

Orr. 
rete PEE FGA... 2, srs a ceduine cibabas bs Gea 

wae cD 

SHER (已 换算 成 人、 
在 100 一 105” 之 下 烘 乾 的 称 重 ) 

= 

WE PEL TK vee ceecereeencersceecssecsenteetnesacssesarsesssctens Uf 

GFL CFA BEEBE YE) .| 

GO, CFA BEEBE LE) .pe ee， % 

IKRYSPEGR CFB REE HIE) .oa % 

2 PE (FASE S RE) streescesecececccccccscnsesccseas OF 

© PKYRPEGEIR CFBIE RETA RG YE) eee eee ncesceseenceeeeers % 

25 CFA lc BRYA) ret eeteseaeracteersetsatassessans OF 

FKIGHE SESE CFR EL GRYE) pe 

同上 上 人 克 党 量 

.52%KOH 提取 液 中 的 SiO ee % 

5 % KOH 提取 液 中 的 AlOg «++-crccvesreescoeeceees % 

用 5 % KOH PER Z RGRAY SiO。 coreereerserees % 

FA 5 % KOH $25 ZS BA Al, Ogeereerereeeeeee % 

RHEE 
OBER 

代 换 性 Catt (5 BRT EEH) coreeeceecenseneee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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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本 

Mgtt 74 oo 

” Mgt ” 当量 

mw Nat ( ZoTEYR ) pp 

w Nat ” see snvenecee ces cesses cos ZS Vi OPE 

代 换 量 ( FAA TPE ) pe 29 

” ” 

趣 代 换 量 中 的 NaT ecccesccesecsescoecse cesses sseses seer KS 

PREBLE Bi tis ee fa ily Natece see ces cesses see seecee creer 

mkt Me (FSR ) 
BEBE IE CHCO5K) 2 

7 (HCO 5) …，…… ee 毫克 当量 

Fa Bt: Se BS ERASE TF) RL 7) GEE CHCO-) …%% 

af Z , (HCO;-) 2232 2 
EE Bai 3 ” ” (HCO,—) «oeeee eee % 

~ . , (CHCOs ) 毫 克 人 当量 
FH TE GRACE TT SEL AY BBE (COs?) ee eeee2 

” ” ” (COs=) seesee cee lt Ee 

CIM cee co cccc ces voccesccscsscccscccecccosacscoce 

Cl- 2 SOS ( SEF EA LE ) ceocee tee eneerense cee ae Y 

RAL 
PFE < 0.01 AAA cee cee cee csecsccssesessa senses see ree Y 

7 LO. OOL 7 7 W seesserseresesesessscsscsseses cesses 

-由 艾 臣 理 所 产 生 的 损失 oo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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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 6 
第 .……… 号 剂 面 窒 械 分 析 的 结果 ¥ 

土 嘻 和 底 土 的 和 名称 .， ey seks 

sus RUNAREC, OH SHEL 及 剖面 与 中 区 地 形 。 直 区 地 形 的 
SOCCER CECE ETHER EEE ETHER EH EEE HEEH SEH EEE ETH HEHEHE ETHER TEE ETH eee eee eee 

着 

—— CE 

分 析 和 结果 人 
成 在 100—105° 2 TRA) ~~ _ 

am 分 Hi | 
mire (Fa B HC] pes8(#}] NaOH tO | 
BK ry, 

% 直径 oe OE te ob 3) EEE 

直径 由 0. 25 到 0. 05 SSK Ay per eee Y 

直径 由 0. 05 到 0. 01 ARAB ere 2) 

(A FEY 0. 01 SI 0. 005 毫米 的 ao See] 

EH 0. 005 到 0. 001 SKM Hee | 

直径 <0. 001 SEK WY reat cee eee 2 
Fay HOC] pe 3 A EE FB eee nee cence ees % 

土 粒 is te 

Gf <0.01 毫米 的 … 2 

直径 <0. 01 毫米 的 十 自居 HCl nam 

ae EMTRK:: 5 

直径 >0.01 毫米 的 

直径 >0.25 HERA ee ose vec seecceseeeee 

直径 0.25—0.01 .…… dossnevd MOPED 

e.g) fe SN eer ear 

直径 0. O01 —O. 005 veveesereeeeeeaeeeeeeeees 

直径 0.005—0.001 -- 机 

直径 <0. ig ， 0 

转 和 «KS 量 

GME 0,01 二 米 的 7 汪汪 

直径 >0.01 毫米 的 .…………… eS 

WW WW NWN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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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63 

4 

RASA. Bik. AALS eRe AR 

r BS EB hk IE 一 一 一 

i rf BE BS Ee IK a se ae 

和 we BE Bate Tk AE === 

L eS PE EB + tt € 

由 ee 司 

lit om Be B@ + 1b 同 

SE: 用 襄 必 水 改 沼 浑 化 程度 的 符号 

Bt $k 8 

EI 
a= 

me NATTY eur es 

ean LAR ARATE 

i 

ike deo 

wR 

| 
| 

PE BE TBE tt +I 

Ht BE IB tt 

Be TE SI 

use Eh 388 

He BE Gee th + 3 

oie Be fz Bas IM 

Ha PE 

MPR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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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Sk 9 

ARE 区 租 成 中 各 种 土壤 所 估 的 百分数 的 符号 
6% 以 下 oO 30% ( #& 28 Zi 52) - 

10% ( #& 7 #1) 12 ) © 55% (#8 55 B57) 

. 15% ( #e 13 By 17 ) oO 40% ( HE 38 Bij 42 > 

20% ( #é 18 Hi) 22 ) 
oe 4576 ( t8 45 BI 47 ) ; 

oS @: 8 ib 
25% (从 25 到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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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 省 和 共和 国土 壤 图 图 例 的 柑 式 

土壤 指示 记号 . 

4 

8r 

8II 

9r 

ilu 

iim 

14VI 

11-45 

一 30 和 14vI 一 20 

BE fe Ane 
休 的 图 例 

J 

二 ME 名 FR 

PA BE ve AS BS BRS 

ABE vp HSA) RBS 

PE BE 7} +B) FRGS 

PE BE va WY TRE 

较 深 柱状 破土 

深 柱 状 碱 土 

南方 黑 拥 土 类 的 、 低 地 的 暗色 土壤 

二 级 他 加 
分 子 表 示 复 UP 估 3K, 

ini o> A: HU FSS A AE HE, RAY BG 

AS BRS. BE] A 

RA hy EE BA Se. BE FA ial 

SoH PW a BY We: 较 深 柱状 碱土 一 

45%, WERE +—50%, HTS 

KAY, TEM AME 5 -L—25 70 

fe RPE AH yy LIM 

粘土 



168 LEAARR EA 

| | | 
= ae part TS 

aff) 

~x< 1 Go | 

岂 ise 比 

wat 

SAL 

FP BE tie (bo 

BeBe Ret (bes 

FP BE Ge Git BS “ 

PEM, PLAMBLARe 

头 道 高 险 地 。 位 失 85—120 EKER AS 

在 砂 质 沉 积 物 之 上 粘土 质 沉 积 物 

分 水 锁 坡 地 

分 水 倘 高 原 

SAMR ite e+ 

阿 克 恰 格 尔 期 粘土 

由 由 垩 和 砂 摘 粘土 糖 成 的 由 垩 沉积 物 

SHARE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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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O FE 

th he De FRE ( Rist ) 

fie ce RO BH SBE 
河流 和 

与 比例 尺 相 — : 

同 的 地 形 疼 
下 的 图 例 相 |) 居民 点 
a PDA Rn HLH 

改良 的 公路 
BE 
PER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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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e FA Hh AB 6 Be 
FNL SG ATR ANRC 

81 Seti LBB e+ AR SE+ 

8I 古代 闻 积 的 沉积 物 上 的 附 地 的 厚度 中 855 

常 的 重 号 土质 栗 镍 土 

a ee 
SIL ARE /) aye at (Le + Bet 390 

I Se eC | 

ete 
1111—50 + BEA: MEH KRL—50%, BE 

8ITI- 一 80 Al 14v1—20 

| 
| oe ERB: 强度 碱土 化 粘土 里 栗 Bh 
11 —40FM14VII—15 |} __ 45,07, ee ee HR gh 4+-—40 % Fle BSE 65 

6), PHAN PR -E BE —15 % 

Witt AR + —30%, HARSH 46 

的 、 低 地 的 粘土 质 蜡 色 土 咯 一 20% 

2. i YO 

9 f= 阿 克 恰 格 现 期 粘土 上 强度 碱土 化 wR 80 
+ PEE SEL 

at: RY RUtRARARMASMRMRBOA, eA 

AULSEIATHIR], = BES RA WS Le oy BE fT DS Ee 

分 佑 图 上 ， Mi A ee HBA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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