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GQIU
BAOWEIZHAN星球 战保卫

土地需要
我们　保护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罗　

振◎

编
著 

的

关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吧！

爱她的青山绿水，爱她的碧草蓝天，爱她的鸟语花香……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的我们，关注生态文明责无旁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地需要我们的保护 / 罗振编著 . -- 石家庄 : 河

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14.5

（星球保卫战）

ISBN 978-7-5375-6927-9

Ⅰ . ①土… Ⅱ . ①罗… Ⅲ . ①土地资源－资源保护－

青少年读物 Ⅳ . ① F30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554 号

土地需要我们的保护

罗振  编著

 
出版发行：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  编：050061

印  刷：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3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80 元



p前  言

1

前  言

曾经，整个地球都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景象。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

地，天空和大海都是一片蔚蓝的颜色，鸟儿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鱼儿在水

里快乐地游着，其他的动物在陆地上快活地奔跑着。而如今，这种景象或许

只有在电影当中才能看到了。森林被大量砍伐，河流污染，野生动物遭到屠杀，

自然环境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

地球默默无言、忍气吞声地承受着人类战天斗地的征服和改造。在巨大

的压力面前，我们的地球已显示出某些破损的迹象。只要地球的自然运动规

律出现一点点偏差，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面对无知而又贪婪的孩子，地球

母亲正在失去耐心——飓风、海啸、地震、沙尘暴等各种自然灾难层出不穷。

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物质享受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在

牺牲环境与资源的基础上换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正遭受着严重的

环境问题的威胁和危害。这种威胁和危害关系到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

更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前途。解决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和问题，谋求人类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人类的重大历

史使命。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生态环境中。

因此，陷入生态困境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扰，空气污浊、土壤酸化、

饮水腥臭……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如果任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那

就不仅仅是不便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大自然的

报复是加倍的。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了拯救自然、

拯救自身的行动。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未从根本上改善恶化的环境，但只要朝

着这一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从生态困境中走出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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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以增强青少年环保意识为出发点，立足环境保护与现代生活的关

系，内容涉及环保的方方面面，希望这些知识能够让“保护地球，就是保护自己”

的环保理念深入到青少年的心灵。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我们要从我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为保护生态环境、

拯救地球家园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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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广阔，自然条件复杂，而且开发历史悠久，因此形成的

土地类型繁多，利用情况多样。为了更加合理地利用土地和保护土地，

促进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必须对土地的形成、种类、分布、分区、现状

有所了解。

 

第
一
章

Chapter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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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受到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

才形成的。在水热因素的作用下，裸

露在地表的岩石会逐渐风化，产生各

种微生物，绿色植物开始诞生，这些

风化物能提供给生物水分和养分，同

时，也使有机物质和氮素等营养元素

积累在风化物中，创造了肥力，土地

也就因此而形成。

1. 地形因素

土地的形成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就大的方面来

说，山地和平原上的土地迥然不同。

山地的海拔越高，山体越大，分异就

会越发明显。高大的山脉和高原，常

常阻拦经过的气流，太阳辐射量、热

量和水分在地表面的分布都会受到直

接影响，并且植被的演替和土地内物

质的运动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常使山

体两侧的土地有明显的差异。例如，

东西走向的秦岭，可以阻滞来自南方

的暖湿气流和来自北方的干冷气团，

所以山地南坡和北坡的土地就有很大肥沃的土地

第一节

认识脚下的土地

土地从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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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在南坡形成酸性的黄棕壤，

而北坡形成中性至微碱性的褐土。又

如，大兴安岭和太行山脉大体上呈南

北走向，夏季，迎风面有较大的降水

量，对土地中物质的化学分解和生物

积累都比较有利；而背风面则会受到

焚风气温增高、湿度小的影响，土地

的淋溶和生物积累都较弱。因此，不

同类型的土地就以这些山地为分界

线。例如，大兴安岭东坡为暗棕壤，

而西坡为灰色森林土。

海拔越高的地方，土地的变化会

更加复杂，所以形成的土地类型也就

更多。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随着

山地海拔的增高，气温会逐渐降低；

在一定高度范围内，高度越高，降水

量就会越大；植被类型也就各不相同，

所以土地类型也不同。这些都是山地

和高原对土地形成影响的表现。

在平原、盆地和丘陵等地形中，

虽然地形没有很大的高差变化，但对

土地的形成仍有明显影响。如平原地

区，土地水分和水质特点的变化会受

到局部起伏的地面变异的影响，形成

各种不同的土地组合。能反映当地生

物气候条件的地带性土地的地方，一

般都在地形高、排水好的部位；而地

形低的部位，由于地下水位较高甚至

地面积水，只能形成非地带性的半水

成土和水成土，如果地下水含盐类较

多，就会形成盐渍化土地。又如盆地

周围的高地，原来是地带性土地，如

果将其开垦为农用地，绝大多数将会

变成旱耕地；盆地中心大多为在河流

冲积物上发育的半水成土或水成土，

开垦后，在北方常成为水浇地，有良

好灌溉条件。而在南方则绝大部分成

为稻田。丘陵没有很大的高度，不会

像山地那样引起气候和植被发生大的

变化，但降水的再分配会受到地面形

状和坡度的影响，从而导致土地的发

育程度受到影响。土地侵蚀的强度与

地形和坡度是密切相关的。

2. 气候因素和植被因素

气候因素在土地形成上的作用，

主要表现为水热条件对土地形成的方

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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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强度所发生的影响。概括地说，

在中国东部地区，秦岭 - 淮河一线以

北，热量较低，降水也较少，矿物风

化、淋溶作用和有机质分解都较微弱，

土地可由微酸性至微碱性反应，部分

土地含有碳酸钙，也有一些土地含有

可溶盐而有盐渍化。但在该线以南，

由于湿热程度增强，有机质分解强烈，

风化产物和成土产物的分解和淋溶程

度高，富铝化作用显著，土地呈酸性

反应，除滨海地段外，土地无盐渍化。

在北部和西北地区，干旱程度自东往

西增强，形成各种含碳酸钙的草原土

地以至漠境土地。青藏高原的高寒环

境，使土地形成受到冻融交替的强烈

影响，矿物和有机物的分解程度都不

高，从而形成各类高山土地。

植被类型与土地类型关系密切，

森林凋落物、草根等直接影响土地形

成；同时随着土地性质的变化，又能

促使植被类型发生变化。例如，分布

在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暗棕壤，是在

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下形成的，

但是当森林由于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

受到破坏后，土地水分的蒸腾量大为

减少，土地由干变湿，促进了草甸植

被的发展，土地有机质来源丰富，暗

棕壤逐渐演变为富含腐殖质的黑土。

但是，此后随着腐殖质大量积累和蓄

水性不断加强，以及由于母质黏重和

冻层托水而促成的土地内排水不畅，

土地逐渐沼泽化，使残存的、稀疏的

旱生树种，为湿生性树种所取代，草

甸植被也逐渐演替成沼泽 - 草甸或沼

泽植被，从而又促进土地向沼泽化黑

土或沼泽土的方向发展。

3. 成土母质

中国土地的成土母质类型，总的

来说，在秦岭 - 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多

是各种岩石在原地风化形成的风化壳，

并以红色风化壳分布最广。昆仑山、

秦岭 - 山东丘陵一线以北地区，主要

的成土母质是黄土状沉积物及沙质风

积物。在各大江河中下游平原，成土

母质主要是河流冲积物。平原湖泊地

区的成土母质主要是湖积物。高山、森林凋落物会影响土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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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区除各种岩石的就地风化物外，

还有冰碛物和冰水沉积物。

成土母质是土地形成的物质基

础。母质因素在土地形成上具有极重

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土地的矿物组

成和土地颗粒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

支配着土地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土

地生产力的高低。例如，花岗岩、砂

岩等的风化物含石英多，质地粗，透

水性好，除花岗岩因含长石较多而钾

含量较高外，一般都缺乏矿质养分。

玄武岩、页岩等的风化物含石英颗粒

少，黏细物质含量较高，且富含铁、

镁的基性矿物，透水性较差，矿质养

分含量较丰富。石灰岩及其他含碳酸

钙岩石的风化物质地比较黏重，碳酸

钙含量不等，矿质养分也较丰富。

4. 成土年龄

土地也是有年龄的。从开始形成

土地时起，直到目前的这段时间，就

是土地的年龄。对这段时间，在土地

学上称它为土地的绝对年龄。

土地绝对年龄的开始，是指冰川

消融、退缩后地面出露，或是河流、

湖泊沉积物基本稳定地露出了水面，

或是海岸升高和海水退缩后海滩成

陆。一般来说，高海拔的高山地区、

高纬度的北方地区，脱离冰川影响较

晚，土地绝对年龄小些；低海拔地区

和低纬度的南方地区，土地绝对年龄

较大。也可以说，原地残积风化物上

形成的土地，年龄一般都较大，冲积

物上的土地则年龄较轻。如仅从土地

绝对年龄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来看，

似乎土地绝对年龄越大，其发育程度

越深，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因此

又提出了土地相对年龄的概念。

土地相对年龄并不是指土地存在

的持续时间，而是指由于各种成土因

素综合作用下的成土速度，也就是土

地发育的深度。例如，在四川省的紫

色岩上，如果地形、植被等因素有利

于成土作用稳定地进行，可以形成发

育程度较深，有富铝化特征的黄壤；

反之，由于土地侵蚀，地面物质不断

更新，土地发育始终停留在幼年阶段，

只能形成保留着许多母质特征的紫

色土，而与黄壤差别甚大。但就绝

含有大量的冰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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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龄来说，它们之间应该是没有

区别的。

以上所说的五大成土因素，并不

是各自孤立地去作用于土地，影响土

地形成的方向和土地性质。相反，它

们之间也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

以综合起来的特点去制约土地形成

方向。

我国的土地类型繁多，但它的分

布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随着自然条件

的变化做相应的变化，各占有一定的

空间。土地类型在空间的组合情况，

做有规律的变化，这便是土地分布规

律。它具多种表现形式，一般归纳为

水平地带性、垂直地带性和地域性等

分布规律。

1. 土地的水平地带性分布

中国土地的水平地带性分布，在

东部湿润、半湿润区域，表现为自南

向北随气温带地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热带为砖红壤，南亚热带为赤红壤，

中亚热带为红壤和黄壤，北亚热带为

黄棕壤，暖温带为棕壤和褐土，温带

为暗棕壤，寒温带为漂灰土，其分布

与纬度基本一致，所以也叫纬度水平

地带性。在北部干旱、半干旱区域，

表现为随干燥度而变化的规律，东北

的东部干燥度小于 1，新疆的干燥度

大于4，自东向西依次为暗棕壤、黑土、

灰色森林土（灰黑土）、黑钙土、栗

钙土、棕钙土、灰漠土、灰棕漠土，

其分布与经度基本一致，所以又叫经

度水平地带性。这种变化与距离海洋

的远近有着很大的关系。与海洋的距

离越远，受潮湿季风的影响越小，气

候越干旱；与海洋的距离越近，受潮

湿季风的影响就越大，气候越湿润。

由于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的生物因素

了解土地的分布

砖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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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土地的形成和分布，必然受

到重大的影响。

2. 土地的垂直地带性分布

我国的土地由南到北、由东向西

虽然具有水平地带性分布规律，但北

方的土地类型在南方山地却往往也会

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 ? 大家知道，

随着海拔增高，山地气温就会不断降

低，一般每升高 100 米，气温将降低

0.6℃；自然植被也随之变化，因而土

地分布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土地随海

拔高度增加而变化的规律，叫土地的

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

土地的垂直分布是在不同的水平

地带开始的，所以，各个水平地带各

有不同的土地垂直带谱。这种垂直带

谱，在低纬度的热带，较高纬度的寒

带更为复杂，而且同类土地的分布，

自热带至寒带逐渐降低。

山体的高度和相对高差，直接影

响了土地垂直带谱。山体越高，相对

高差越大，土地垂直带谱就越完整。

例如，喜马拉雅山具有最完整的土地

垂直带谱，由山麓的红黄壤起，经过

黄棕壤、山地酸性棕壤、山地漂灰土，

亚高山草甸土、高山草甸土、高山寒

漠土，直至雪线，这在全世界都是极

为罕见的。

3. 土地的地域分布

土地水平地带性分布和垂直地带

性分布，都受到生物气候条件的制约。

在同一生物气候带内，地形、水文、

成土母质条件不同以及人为耕作都会

极大地影响着土地的分布，除了地带

性土类外，往往还分布有非地带性土

类，这些土类会有规律地形成组合，

这就是土地的地域分布。例如：

（1）在红壤地带除了有红壤外，

由于人为耕作的影响，往往还分布着

水稻土。以江西省新建县的低山丘陵

地区为例，只有在地势高的地面才有

红壤分布，由于遭受侵蚀，出现了红

壤性土（粗骨红壤）；由于人为耕作，

出现了耕种红壤（或红壤性水稻土）。

一些地势较低的地方和坡地的梯田，

其土壤类型大多为水稻土。由于不

同的成土母质、地形部位和排灌条

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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