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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资源评价是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前期工程 ;也是一项相当复杂的

工作
。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源的潜在生产能力
,

以创造更多效

益
。

因此
,

评价土地生产力及其适宜性程度
,

成为土地资源评价的核心
.

而如何将这些指标数量化 ?

又成为土地资源评价的棘手的问题
.

同时也是农
、

林
、

水
、

水土保持及其他有关行业科学工作者所探

讨和追求的间题
.

本文以江西省东乡县王禾丘小流域为例
,

对构成土地生产能力的各个要素
,

例如
,

土层厚度
、

土坡质地
、

有机质含t
、

酸碱度及地块所处坡度等
,

给予适当的数字指数
,

并最终以综合

指数表示
.

作者通过在该流域大量的野外工作
,

并结合多年来本地区生产水平实际资料分析
,

认为

用土地资源综合指数指标来表达土地资源的潜在生产力是客观的
。

综合指数大于 4的土地
,

其生产

能力较高
;

综合指数小于 3的土地
,

其生产能力较低下
。

关镇词 小流域 土地资源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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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情况与社会经济情况

1
.

1 自然情况

王禾丘小流域位于江西省东乡县境内
,

地处北纬 28
“

1 6’至 2 8
0

4 。‘
、

东经 1 1 6
0

30
,

至 1 1 6
’

3 7’
。

西部

为都阳湖平原
.

地势平坦
,

海拔 30 ~ 40 m ;
中部为丘陵

,

海拔80 ~ 1 50 m
,

总面积 0
.

98 k m
: 。

本流域地处

亚热带
,

春暖冬寒
,

四季分 明
。

年降雨量1 82 1m m
,

年平均气温 18
『

C 一 25 C
.

年无霜期 28 6天) 10 C 活

动积温 4 9 5 0 ℃
。

1
.

2 社会经济情况

王禾丘小流域 土地资源总面积 1 47 0亩
.

其 中水 田 3 18 亩
.

占总面积为 21
.

6 % ; 旱地 142 亩
,

占

9. 7 % ;
宜林荒山和裸岩地 74 0亩

.

占50
.

3 % ;
水域 1 20 亩

,

占8
.

2 % ;
村庄道路占地 1 5。亩

,

占 10
.

2 %
。

现

有人 口 1 7 8人
,

劳力8 0 人
,

人均耕地2
.

58 亩
。

本流域历来以传统农业为主
,

农村产业结构单调
,

以种植水稻和家庭养猪为主业
,

农民收入低

下
,

生活 比较贫困
。

1 9 9 2年
,

人均年收入不足 30 0元
。

全村 37 户人家
,

还有几户温饱 尚未解决
。

乱砍滥

伐严重
、

毁林开荒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

全村无高大树木
,

生态系统脆弱
。

2 土地资源评价

2
.

1 土地资源评价方法

土地 资源评价的实质有二
:

一是评价土地的现有生产能 力和潜在生产能 力
; 二是根据宜农则

农
、

宜林 则林
、

宜牧则牧的原则
,

评价某块土地的适宜性程度
,

(国家标准分为适宜
、

次适宜
、

不适宜

三个等级 )以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生产能 力
。

目前
,

国内外的评价方法有两种
,

即综合指数法和 G IS 法
。

2
.

1
.

1 综合指数法 任何一块土地的某一种用途
.

(例如农
、

林用途 )存在着适 宜和不适宜两

种情况
。

将这两种情况化成 为从 l~ 0的无量纲数字化序列
,

最适宜为 l
,

不适宜为。
,

即 (1
,

0 )
。

再将构

成土地适宜性和土地生产能力的各种因素
,

例如土层厚度
、

土壤有机质含量
、

土壤酸碱度
、

排灌条件

等等
,

参照国家标准 (见表 1) 取 1~ 0之间的恰当小数
,

然后累加各种因子的取值得综合指数
。

由综合

指数的大小而反映土地适宜性程度的一种方法
。

这种方法在国内被广泛采用
。

其优点是无需要更多

的仪器设备
,

易在县 (市 )以下基层推广
; 其缺点是易受评价人主观臆断的影响而缺乏科学性

。

表l 中国土地资源评价等级表(国家标准 )

”
’

译
价

’

e’’矿
’ .

二止止二止止二二二更了布下一育一, 犷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1 2 3 4 5 6

宏 观 地 貌

土壤侵蚀程度

土层厚度 (c m )

平整大块

微度

> 2 0 0

缓坡大块

微度

1 5 0 ~ 20 ()

缓坡小块

轻度

5 0 ~ 15 ()

陡坡碎块

中度

3 ()~ 5 0

难利用地

极强度

< 1 5

土壤质地

有机质 含量 (% )

砾石 含量( % 〕

盐渍化程度

有无灌溉条件

土地适宜性

轻壤一中壤 轻壤一中壤 轻壤一中壤 中壤一重壤

> 1 0

< 2

()
.

8 ~ 1 0

2 ~ 5

无

有

无

无

宜农 宜 农
、

林
.

牧

()
.

5 ~ 0
.

8

5 ~ 15

轻度

无

宜农
、

林
、

牧

()
.

3 ~ (飞 5

1 5 ~ 3 0

中度

无

宜农
、

林
、

牧

陡坡
、

极陡坡

强度

1 5 ~ 3 0

重枯土
、

粗沙
、

风化母质

0
.

1~ 0
.

3

3 〔)~ 5 0

强度

无

宜林
、

牧

< 0
.

1

) 5 0

极强度

无

需经改造后利用

2
.

1
.

2 GI S (地理 信 息系统 )法 G IS 法是一种在 D ls 软件支持下实现的土地资源评价方法
。

系统配置 PC一38 6微机
、

数字化仪
、

彩色喷墨打印机
、

八笔彩色绘图仪
。

系统软件为荷兰国际航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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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研究所研制 的 IL W IS 软件和美国

图
。

E S R I公 司研制的 A R C /I N FO 软件
。

其工作原理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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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 IS 工作原理图

空间库—储存地面地理地貌特征信息数据
。

例如土壤类型
、

地质地貌
、

水文交通
、

水土流失等

等
;属性库
—

储存各种社会经济情况信息数据
。

例如土地
、

经济水平
、

农村产业结构
、

文化教育
、

气

候水文资源等等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应用现代计算机技术
.

使 土地资源评价更加科学化
、

现代化
、

并能妥善处理

土地的主宜性
、

多宜性和可塑性矛盾
; 其问题是投资大

、

技术要求高
、

不易在地方推广
。

2. 2 王禾丘小流域土地资源评价
-

本文 采用综 合指数法
,

其评价步骤如下
。

2
.

2
.

1 水文地质评价 在进行了 l ,

20 万水文地质调查的基础上
.

对王禾丘小流域水文地质作

出如下评价
。

(l) 地下水形成的 自然条件
。

一般而言
,

地下水的形成与气象
、

水文
、

地层
、

地质构造和地貌是有

很大关系的
。

查资料
,

本地区气候春暖冬寒
.

夏秋酷暑多雨
,

四季分明
.

属亚热带气候
。

年阴雨 日在

10 0一 1 9 5夭左右
,

年平均 降雨量为1 8 00 m m 左右
.

5 ~ 8 月份雨量最多
,

10 ~ 12 月雨量最少
。

极端最

高气温达 4 1
.

S C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7
.

S C
。

年平均气温为 18 一 2 5 C
。

以 7一 8 月份最热
,

1一 2月份最冷
,

冬季有时 尚有降雪
,

但历时较短
,

而霜冻现象比较常见
。

可见
.

本区气候湿润
、

潮湿
,

有利于大气降水

下渗形成地下水
。

(2) 出露地层和岩性
。

本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是下元古界板溪群的中下部
,

岩性主要以紫灰
、

紫红

色的千枚岩及砂质千枚岩
,

夹有千枚状粉砂岩及千枚状砂岩为主
。

而上述岩石以泥质为主
,

经过轻

度的区域变质后形成的
。

其中千枚岩的主要矿物成分为绢云母
、

泥铁质及石英
.

另有少量的黑云母
、

绿泥石
、

白云母
、

磁铁矿等矿物
,

多为显微鳞片状变晶结构及显微鳞片状变晶变条砂泥质结构
,

具有

千枚状构造
。

而千枚状粉砂岩及千枚状砂岩的主要矿物成分石英 (3 5 % )
、

长石 (1 5 % ~ 20 % )
、

绢云

母 (30 % ~ 45 % )及泥铁质 (3 % )
,

其次要矿物成分为少量黑云母
、

白云母
、

绿泥石等
。

岩石一般呈鳞

片花岗变晶变余砂状结构
,

千枚状构造普遍明显
。

由于上述岩石岩性软弱
,

常破裂成薄 片状
,

劈理发

育
,

造成这些岩石容易风化
,

为地下水的贮存提供了空间
。

同时
,

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除此之外
.

覆盖在基岩之上的一些松散残积
、

坡积层及河谷冲积层 (Q扣也是地下水贮存的主要场所
。

(:3) 地质构造
。

就本地区地质构造而言
.

属单斜构造
.

它实际上是一倒转向斜的一翼
。

本区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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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变动为 吕梁运动
,

表现 为强烈的褶皱作用
,

形成东西向的紧密线状褶皱
,

并具倒转形态
。

断层发

育
。

断裂则以北东向为主
,

次为北西向
。

单斜构造不利于地下水的形成和富集
,

故就基岩而言
,

其单

井涌水量很少
,

为地下水贫乏 区
。

(4) 地貌
。

本区的地貌为侵蚀剥蚀低岗地貌
。

这主要是本区岩性比较软弱
,

劈理发育
,

岩石易风

化造成的
。

岩石风化剥蚀后在水的作用下
,

除一部分残留原地外
,

其余大部分形成坡积物
,

在坡脚或

坡麓处形成坡积裙
,

是地下水贮存的主要场所
。

(5) 区域水文地质评价
。

¹ 地下水量评价
。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
,

地质
、

地貌
、

气候
、

水文为本区地下水形成的主要因素
,

地下水主要存在于第四系冲积层及坡积层中
,

基岩裂隙中所存的地下水最少
。

本区的地下水类型以

潜水为主
,

主要的含水岩组为
: a

.

松散堆积孔隙含水组
; b

.

基岩裂隙含水岩组
。

在松散堆积孔隙含水

组中尤以第四系冲积层为主
,

其单井涌水量一般在 10 0 ~ 1 ooo m ,

/d
,

为地下水中等富水区
。

而基岩

裂隙含水线单涌水量为小于。
.

lm ,

/d
,

为地下水贫乏区
。

本区地下水主要靠大气降水补给
,

且以泉
、

沼泽
、

湿地等形式出露于地表
,

直接排向山谷河流
,

但泉水流量不大
,

多小于 L / S
。

º地下水水质评价
。

由于地下水的形成与岩性有很大的关系
,

故不同岩性的岩石
,

其所含地
、

下 水 水 质的类 型地 就 不 同
。

本 区为 由变质组 成的低 丘 陵地 区
。

地 下 水 的 矿化 度 为 0
.

0以 ~

0
·

0 0 6 19 / l
,

为淡水
,

水质多属 H C O :
一 e a ,

H e O 3
一 e a

.

N a 型水
。

本 区的地下水一般都无 色
、

无 味
、

无嗅
、

透 明的
,

水温一般为 18 ~ 22 ℃
,

p H 值 5
.

5~ 7
.

3 ,

水化合离子含量未超过国家卫生部规定的饮

用水质标准
。

总的来看
,

本区的出露的地层 (主要指基岩 )富水性一般较弱
,

且多为基岩裂隙潜水性质
,

埋藏

较深
,

但水质好
。

本区第四系分布地 区
,

尤其是覆盖在变质岩之上的松散堆积孔隙层
,

基富水性一般

比较弱
,

仅在王禾丘村旁东乡河支河两旁之冲积层 中水量稍大
,

单井涌水量可达28 0 m ,

/d
。

且地势

平坦
,

地下水埋藏浅
,

水质好
,

易开发利用
,

可作小型企业和分散居 民点用水水源地
。

总之
,

本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
,

河流也可作为侧向补给来源 (这主要是指第四

系冲积层中的地下水 )
。

在低丘陵山岗的基岩及松散堆积层 (主要指残坡堆积层 )中地下水较贫乏
,

而在第四系冲积层中
,

地下水则较丰富
,

易开发利用
。

王禾丘村民均 以此作为生活用水 (饮用水等 )
。

2
.

2
.

2 耕地和 昨耕地基本情况 耕地有水 田和旱地两类
,

非耕地有草山草坡和裸露地两类
.

按照当地农民的称呼
,

水田有黄泥田和沙泥田两种
。

黄泥 田发育于坡积物
,

耕作层厚度 16c m
,

土层

松散
,

通气性较好
,

土粒表面都形成铁锰胶膜
。

土壤水分上下移动频繁
,

在土壤剖面下部形成一氧化

还原层
,

深层 (离地表 7 0c m )潜育层发育明显
。

沙 田发育于近代河流 冲积物
,

土质轻松
,

表土层厚

18c m ,

土壤剖面中无潜育层次
。

非耕地资源中的一部分地被熟化耕种即成旱地
,

土层深厚
,

土质粘

重
。

另一部分草山草坡
,

多风化变质砂岩
,

土层浅薄
,

水土流失严重
。

裸露地表土已流失贻尽
,

竺当裸

露
。

各种土地养分含量情况见表2 。

表2 王禾丘小流域各种土地养分含t 情况测定结果表

取样层 p H 值
全 氮 水解氮
(写 ) ( m g / k g )

速效碑
( m g / k g

土城质地

吐
孟�b
‘1.月04OJ11亡」

.

⋯
丹J0
1.1110 86

艺
。 U 7

:{::

0
。

0 8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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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

0
.

0 9 0

0
‘

19 5

3 9
.

1

1 2 0
.

3

8 3
.

8

1 8 0
.

9

0
.

1 5 8

0
.

8 8《)

( )
.

() 7 0

0
.

() 6 6

;: :

:: :

6 7
.

( )

l( )1
.

( )

5 1
.

5

1 8 5
.

1

粉质壤土

轻粉质壤土

含少量砾的中壤土

粉 砾

月r一卜一bCO00几j
.

IQ曰
.

⋯
.生仁J脚JJ4

土地种类

黄泥地

沙 田

草山草坡

早 地

耕作层

耕作层

耕作层

耕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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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禾丘小流域土地资源评价

由表 3可知
,

以上土地中组成土壤的矿物元素以硅铁为主
,

即形成硅铁型或铝铁型高岭土矿物
。

因此
,

土壤呈酸性反应
。

表 3 王禾丘小流域各种土地不同土层理化性状表

取 样 层
干土溶重
(g / em 3 )

5 10 2

(% )

C aO

(% )

M夕
( % )

A 12O a

(% )

�了0
1.二门了O甲48

�bo乙�b片了亡口4UO.

⋯⋯
一了门才4�bo月了4

介‘�.人

4
.

4 7

3
.

8 4

7
.

0 1

F e ZO s

( % )

3
。

2 3

5
。

0 5

4 () 6

月了040n6004厂」
.

⋯
几乙00月七内了

黄泥 田耕作层

黄泥 田氧化一还原层

沙 田耕作层

沙 田氧化一还原层

草 山草坡表土层

旱地耕作层

旱地心土层

2
.

2 6

4
。

习3

2 9 7

b
。

U 3

0
。

6 8

1
.

0 2

0
.

5 1

0
.

2 3

0
.

4 4

0 5 8

O
。

5 5

连
�内了月0OJQ�O甘亡d04QJ,曰d

�.七1人
.

⋯⋯
�h4
. .�4亡n内匕n月内了了 ‘8

厅亡‘J内‘丹b
n‘,‘4tIO亡J40亡JnJ工J口jon乙3.

⋯⋯
IA1.几�.1�.1�.11几11

旱地耕作层中
,

干土容重适中
。

并经计算得到其总孔隙度为 53 %
,

即固相与 (气相 + 液相 )之比

相当于1 : 1
,

为最理想的结构状况
。

野外实地测得表土层田间持水量为33 %
。

此数值与总孔隙度 53 %

之差的绝对值为该土层有效孔隙度
,

即20 %
。

由此可见
,

其气液相的比例也较适当
,

适宜于旱作物或

果木生长
。

2
.

2
.

3 王 禾丘小 流域土地资源评价的依据 土地资源评价
,

说到底是土地资源适宜性评价
。

即根据土地资源所处的外部环境
,

如气候
、

地形
、

坡度
、

坡向
、

排灌条件等等
,

和土地资源本身的内

涵
,

如土质
、

酸碱度
、

土层厚度
、

土壤肥 力等情况
,

对土地的适宜性作客观科学分析
,

真正做到适地适

种
、

好地好用
、

宜林则林
、

宜农则农
、

宜牧则牧
。

为了提高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
,

专家们试图把土地所处的外部环境因子和土地本身内涵因子

数值化
。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
,

很难制定一套适用于全国的土地资源评价量化规

范
。

各地常根据本地特点
,

制定一套适合本地的土 资源评价量化标准
。

本文引用的是江西省土地资

源适宜性评价标准指数
,

详 见表 4
。

表 4 土地资源适宜性评价指标表 (江西省标准 )

项
目

海

拔

坡 度 (o ) 侵蚀强度 有效土层厚度 (c m ) 土 质

< 5 0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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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 屯0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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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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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2
.

2
.

4 王 禾丘 小流域土地 资源评价结果 按照全国农业 区划委员会 1 9 8 4年颁布的《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和上述土地资源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

王禾丘小流域土地资源评价结果见表 5
。

表5 王禾丘小流域土地资源综合指标评价成果表

指总数
指数指 土 指

土水流度失强
指数有机质%指数层厚度们有效土(cl指数坡度肖指数海拔m面积亩标准代号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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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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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利部颁布的 S D 23 8 一 87 水土保持技术规范中的4
、

6
、

3条规定
,

土地资源适宜性分为三个

等级
,

即适宜
、

次适宜
、

不适宜
.

分别用字母 S
、

S
‘, 、 n
表示

。

对王禾丘小流域土地资源的适宜性情况制

成表 6
。

表6 王禾丘小流域土地资派适宜性评价较

名 称 面积 (亩 ) 耕 地 园 林 林 地 草 地 坡 耕 地 渔 业

nn一工�5Sn黄泥 田

沙 田

荒草地 (海拔80 m 以上 )

荒草地 (海拔8() m 以上 )

1 6 2
.

5

1 5 5
.

5

S

5

83657142l2()

地面早水

由表6所知
,

本流域土地资源评价综合指数由大到小排列次序为
:
旱地 ( 1 4) > 沙田 ( 1 1) > 黄泥

田 ( 1 1 ) > 荒草地 ( 8” > 裸露地 ( 86 )
。

荒草地和裸露地的综合指数均小于 3
。

说明这些土地资源的立

地条件差
。

野外调查得知
,

生长在这些土地上的五年生马尾松
,

其树高还不足 50
o m

。

可见
,

开发利用

这些土地有较大困难
。

而旱地
、

黄泥 田
、

沙田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大于 4
。

实际上这些土地已被当地农

民常年耕作利用
,

是维持百姓生计宝贵的土地资源
。

3 结论

上地资源评价是构成土地生产 力的各个要 素数量化的过程
。

作者通过对王禾丘小流域土地资

源评价
,

并结合近年来大量的实际工作
.

认为将土地资源评价的定性描述
,

不但是可行的
.

也是客观

的
。

对于更好的
、

更合理的利用土地资源
,

以至于开展小流域综 合治理规划
,

提供了科学决策的手段

和依据
。

从王禾丘小流域土地资源综 合评价成果分析
,

凡是综合指数大于 4的土地
.

其生产能 力较

高
,

开发利用前景好
; 凡是综 合指数小于 3的土地

,

其生产能力较低
.

开发利用难度大
。

这一量化概

念
,

对南方丘陵 山区类似地方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