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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团聚体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土壤的各种物理化学性质, 对土壤侵蚀有重要影响, 其水稳性

和数量是评价土壤可蚀性的重要评价指标。综述了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影响土壤团聚体水稳性的因素、以及土壤团

聚体研究方法的研究的最新进展, 针对其中存在问题, 指出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土壤团聚体;水稳性; 因素;进展

中图分类号: S 152. 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5-3409( 2002) 01-0081-05

Advance in Soil Aggregate Study

LU Jin-w ei, LI Zhan-bin

( I 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 ation, the Chinese A cademy of S ciences

and M inistry of W ater R esour ces, Yangling 712100, Shaanx i P rov ince, China)

Abstract: So il agg regate is the m ain co mponent o f soil. It has an important ef fect on soil physical and chem-

ical char acter ist ics and soil erosion. T he quality and quant ity of soil w ater stable agg reg ates w 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index to assess soil erodibility. Based on review ing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 io n of the

study on soil ag gregates,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forming m echanism , the factor s influencing w ater stabili-

ty and breakdow n m echanism w er 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main quest ion and future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f ield w ere put for 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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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团聚体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了土

壤的许多物理化学性质。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土壤研

究者对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与土壤团聚体形成之间的

关系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认为有机无机复

合是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形成的重要机制和物质基

础。土壤抗蚀性(或抗冲性)取决于土粒和水之间的

亲和力。亲和力越大土壤颗粒越易分散和悬浮, 团聚

体结构也越容易受到破坏和解体, 同时导致土壤透

水性能降低,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径流很小也会

发生侵蚀。如果土壤颗粒间胶结力很强,土壤团聚体

结构体大,则团粒结构体间相互不易分离, 可以抵抗

较强的冲刷作用。土壤团聚体结构、其稳定性与影响

其水稳定性的因素的研究作为土壤学以及土壤侵蚀

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

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现将之总结如下:

1　土壤团聚体的形成机制的研究

早期研究认为黏粒间的结合主要基于颗粒结合

的几何关系和水膜理论。Emerson
[ 1] ( 1957, 1977)把

彼此靠的很近的平行黏土晶体称为黏团,认为有机

质主要通过形成并加强黏团之间,以及石英颗粒与

黏团之间的键合来稳定团聚体。50～60年代,土壤

团聚体形成机制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东欧土壤学

家提出了团聚体的多级形成学说,西方土壤学者提

出了土壤团聚体形成的黏团学说。1967年, Edw ards

和 Bremner
[ 2]提出了一个以有机无机复合体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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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聚体形成模式。Greenland D. J
[ 3] ( 1961)、M . V.

Cheshire[ 4] ( 1979)、M . Ben- Hur [ 5]　( 1989)等对土

壤多糖与土壤水稳性团粒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后提出

团聚作用与土壤有机质含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与

土壤多糖之间的关系, 并且团聚作用主要是由多糖

引起的观点。1982年, T isdall和 Oades
[ 6]
在剖析土

壤团聚体中各种不同大小结构单元及各种胶结剂的

组成的基础上,提出了团聚体的组成及其主要胶结

剂的理想模式。Quirk 和 Aylmo re
[ 7]
把蒙脱石中平

行排列的各铝硅酸盐层( quasi- crystal) , 他有晶体

内膨胀;他们把伊利石和具有固定晶格的其它黏土

的平行排列的晶体称为黏团,他们只有晶体间膨胀。

已有几种模式用来描述各个矿物颗粒相互连接形成

水稳性团聚体的方式。M isuno 和 Sudo 提出直径小

于 20 �m 的颗粒可连接成直径为 20～60 �m 的二

级水稳性颗粒。它们再形成更大些的土壤团聚体。

Edw ard 和 Brem ner
[ 2]
提出大团聚体(直径大于 250

�m)由黏粒- 多价金属- 有机质( C- P- OM )复合

体组成,其中,黏粒通过多价金属与腐殖化的有机质

键合 。C - P- OM 和( C- P- OM ) x 的颗粒(直径

都小于 2 �m )一起形成直径小于 250 �m 的微团聚

体( C- P- OM ) x。也可能存在 C- P- C 和OM - P

- OM 键,甚至氧化铝或氧化铁或氢键。Edwards和

Br em ner
[ 2]也提出几个腐殖化的有机质碎片也可以

键合到几个黏粒上。R. K. Chatterjee和 J. K. Jain在

研究胶结物质对团粒构成影响时发现微生物黏胶是

大团聚体(粒径大小为 0. 2～2. 0 mm )构成的最重

要的因素,而铁铝的三氧化二物是构成微团聚体(粒

径大小为< 0. 2 mm)的最重要的胶结物质。土壤团

粒结构形成机制近 20年进展缓慢,一般认为土壤团

粒形成最重要的机制是黏粒或羟基聚合物表面和有

机聚合物配位基团(即羧基)之间的多价阳离子桥键

合,但是这些理论仅仅是个假说,还没有得到科学的

数据验证。

2　影响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因子研究

影响土壤团粒稳定性的主要因子有土壤有机质

的含量、土壤微生物、土壤利用方式等。

2. 1　土壤有机质对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土壤团聚体的水稳性与有机质含

量之间的相关性已作了相当多的研究。Br av er

( 1940)发现直径小于 0. 05 m m 团聚体的数量与有

机质的含量相关系数约为 0. 65～0. 75。魏朝富
[ 7]

( 1995)、章明奎[ 8] ( 1997)对紫色土、红壤水稳性团聚

体研究时发现水稳性团聚体数量与稳定性均和土壤

有机质的含量呈正相关。早在 1963 年, A. �.

T � � ! 根据 T ∀#∃! 提出的有机矿质复合体的结

构模型作为其分组的理论依据,把土壤微团粒分为

胡敏酸钙团聚体( G1)和胡敏酸铁团聚体( G2)两大

类。Greenland D. J[ 3] ( 1961 )、M . V . Cheshire[ 4]

( 1979)、M . Ben- Hur
[ 5]

( 1989)等对土壤多糖与土

壤水稳性团粒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后提出团聚作用与

土壤有机质含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与土壤多糖之

间的关系。Alessandro PIccolo 和 Joe S. Cm bagw u

( 1999)研究发现土壤有机质中斥水胡敏酸可有效增

加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姚贤良( 1996)、关连珠 [ 10]

( 1991)、魏朝富 [ 11] ( 1996)等对红壤、黑土、棕壤、紫

色土团聚体的胶结物质的组成和存在状态进行了研

究认为有机无机复合和土粒团聚的关系是通过原土

复合量和小于 0. 01 mm 土粒团聚量的关系具体体

现。M . Ao yama, D. Aang ers( 1999)等研究矿质肥料

和施入有机质对土壤团聚体中有机无机复合体的影

响。但是土壤水稳性团聚体与有机质的含量之间的

相关性并不好,原因如下: ( 1)仅部分有机质是造成

水稳性团粒的原因; ( 2)有机质超过一定含量后, 水

稳性团粒不再随有机质的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 3)有

机质不是土壤团粒的主要胶结剂; ( 4)重要的是有机

质的排列,而不是其类型和数量 在对土壤团粒的水

稳性产生影响; ( 5)生荒地土壤中水稳性团粒稳定性

主要与一些土壤物理因素有关。总之,对有机质的研

究还不深入,还没有弄清有机质在土壤团聚体形成

和稳定所起的作用。

2. 2　土壤微生物与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关系

微生物在土壤团聚体形成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方面: ( 1)微生物主要是真菌和放线菌借助他们的菌

丝将土壤颗粒彼此机械的缠绕在一起而形成团聚

体; ( 2)依靠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多糖和其他有机物)

对土壤颗粒的胶结作用而形成稳定性团聚体。这和

根系在土壤团聚体形成中的作用基本类似。关于微

生物与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关系研究也不少. 国外

的M art in
[ 12]、Gr if f iths、Allison

[ 13]及Skinner
[ 14]和国

内的郝余祥[ 21]等人已先后就土壤微生物在团聚体

形成中的作用、团聚体的微生物组成及其组成和研

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Bir git te Neer-

g aadhe和 Leif Petersen
[ 15] ( 2000)研究表明真菌菌

根可有效提高土壤结构和土壤团聚体稳定性。G.

Andrade, K. L . M ihara 等( 1998)研究认为分支根瘤

中根瘤菌可明显提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J. M . T is-

dall
[ 16] ( 1993)研究了土壤微生物在土壤团聚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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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认为 VAM 菌丝及它们分泌的土壤多糖

(包括其它有机质)对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

影响。以上研究虽然对微生物在土壤团聚体形成中

的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但是对微生物在土壤

团聚中到底怎样起作用的尚不清楚。

2. 3　土壤胶结物质的研究

土壤团聚体的胶结物质可分为有机胶结剂和无

机胶结剂两类。无机胶结剂可视为永久胶结剂, 如果

其占主要成分,有机胶结剂则没有特别的作用, 基本

不影响土壤的物理性质。章明奎等
[ 25]

( 1996)在对南

方红壤地区的土壤团聚体组成研究后发现微水稳性

团聚体(粒径大小为 0. 25～0. 5 m m)的主要胶结物

质是铁、铝的氧化物,而大团聚体(粒径大小为> 0. 5

mm )的主要胶结物质是有机质。有机胶结剂则可分

为瞬变性、临时性和持久性三大类。瞬时性胶结剂是

易被土壤微生物快速降解的有机物质,最重要的是

多糖, 它主要与大的暂时稳定的团聚体有关。Grif-

fiths、Jo nes
[ 13] ( 1965)和 M . Vcheshire

[ 4] ( 1979)等研

究了加入有机质后土壤团聚体的水稳性的变化。

Tisdall[ 17] 等( 1997)研究表明临时性有机质包括真

菌分泌物将矿物颗粒和有机质黏结起来形成 72 �m
的稳定团聚体, 进而可形成> 50 �m 的团聚体.

Chenu
[ 18] ( 1989)研究发现植物和微生物分泌的多糖

可使> 250 �m 的土壤团聚体更加稳定。临时性胶结

剂有根和菌丝,其经常受土壤管理的影响, 它主要与

形成较晚的大团聚体有关。R. G. Donald 和 B. D.

Kay
[ 19] ( 1987)等研究玉米的嫩芽和根生长对土壤团

聚体稳定性的影响。H enness, E [ 31]　等( 1982)认为由

菌丝形成的团聚体在土壤中的存在是短暂的。持久

性胶结剂由芳香胡敏酸物质与无定形的铁、铝和铝

硅酸盐缔合而成形成有机无机复合体。许多科学家

如 M . J. M orra 等
[ 20]

( 1991)先后研究了有机无机复

合体与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关系。综上所述,虽然对

土壤胶结物质作了不少研究, 但对哪一种胶结剂在

土壤团聚中起主要作用以及怎样起作用尚不清楚。

2. 4　土壤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影响了作物的生产和土壤

的物理性质, 特别是土壤孔隙度、土壤密度、抗剪强

度、土壤容重、土壤渗水性和水力传导度等影响更

大。关于土壤利用方式对土壤团粒水稳性的影响方

面的研究, 国内外也不少。J. S. C. M bag wu
[ 21]

( 1989)研究了耕作措施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

响,发现耕作使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降低, 各级大小

团聚体中氮、磷的含量较未耕土壤低。S. F. W right

等[ 22 ] ( 1999)研究了不同的耕作管理措施对土壤团

聚体稳定性的影响。B. . R. Ball- Coelho 等( 2000)

研究了耕作和谷物覆盖对沙壤中团聚体稳定性的影

响。李映强、曾觉廷 [ 23] ( 1991)研究了不同耕作制下

水稻土有机质及其团聚作用的变化。章明奎、何振立

等
[ 8]

( 1997)研究了 5种利用方式对红壤水稳性团聚

体形成的影响。Mag ar ao,、姚贤良等也就此作了研

究, 认为不同利用方式对土壤团粒的数量和稳定性

影响较大。总之,虽然已认识到土壤利用方式对土壤

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未能进一步解释

是怎样影响的。

2. 5　其他因素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

此外,其他因素对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也有影

响。这些因素包括土壤矿质的类型、团聚体的类型以

及土壤肥力。团聚体的大小不同对土壤团聚体的稳

定性也有较大的影响, 小团聚体较大团聚体氮、磷、

钾的含量低,也较其稳定;含小团聚体较多的土壤结

构相对较差,抵抗侵蚀的能力也较弱。国内最近几年

对土壤团聚体和土壤肥力的研究较多, 目前基本上

明确了土壤中各级团聚体的作用及其对土壤肥力的

影响。随着土壤肥力水平的提高,大于 10 �m 微团

聚体含量增加,增加幅度为 2%～5%; 土壤团聚度

增大,增大范围为 2%～8%。土壤团粒的含量与稳

定性与土壤肥力呈显著正相关。关连珠、张伯泉

等[ 10] ( 1991)等在此方面作了研究。

3　土壤团聚体研究方法进展

土壤结构侵蚀是水侵蚀的初始阶段和前期形

式。结构侵蚀是指微观水流作用下土壤团聚体间的

连接以及土壤团聚体本身遭受破坏, 土壤侵析而产

生的土壤侵蚀过程。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

团聚体特别是水稳性团聚体在土壤侵蚀和农业中影

响很大。土壤团聚作用中有机胶体与黏粒的相互复

合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黏粒表面如形成不

溶于水的有机胶膜, 并通过胶膜黏结土粒。土壤团聚

体的研究包括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研究、稳定性影

响因子的研究以及土壤团聚体的形成与破坏机制研

究。目前土壤团聚体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3. 1　湿筛法和干筛法

湿筛法是 1936年约德( Yoder )提出来的。伊万

诺夫( Iv anov , 1985)、陆兆熊( 1979)、布莱安( 1974)、

雅马莫塔( Yamamota)和安德逊( 1973)等研究都用

湿筛法来评价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干筛法一般不

单独使用,常常与湿筛法结合起来应用。土壤团聚体

稳定性愈好,土水流冲蚀引起的土壤团聚体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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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少。湿筛法研究结果显示土壤团聚体与土壤侵

蚀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湿筛法在目前土壤团聚

体研究中应用最广泛。但是湿筛法时也存在一些问

题,如土壤团聚体过筛时易受到破坏以及前期处理

土样时不破坏土壤团聚体结构很难掌握等。

3. 2　水滴法

[法理斯( Farrs)和波义森( Bousen) , 1985]、[弗

兰西斯( Fr ancis)和克鲁斯( Cruse ) , 1983]、[伯格斯

玛( Ber gsma)和瓦伦祖拉( V alenzuala) , 1981]等提

出应利用水滴装置来进行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研

究。美国WEEP 方程也提出用水滴法测定土壤团聚

体的指标作为土壤抗蚀性的评价因子。罗顿( Rho -

to n)等( 1983)也提出了这种方法, 并指出在野外当

径流搬运团聚体时,团聚体很少被分离破坏。水滴法

研究也显示土壤团聚体与土壤侵蚀之间存在很强的

负相关。目前这种方法应用较少。

3. 3　土壤微形态法

土壤微形态法是应用偏光电镜或扫描电镜等显

微镜法来代替肉眼研究土壤团聚体的方法。即运用

偏光电镜等技术手段研究土壤团聚体在不同处理条

件下的垒结状况、孔隙度等的变化,揭示侵蚀条件下

土壤团聚体的破坏状况。土壤微形态目前在土壤发

生分类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但是在土壤侵蚀研究

中应用还较少。仅柯伊斯特拉( M . J. Kooistr a)和西

德鲁斯 ( W. Siderius)和蔡强国
[ 42]
等很少一部分人

应用电镜研究土壤结皮的微形态, 在土壤团聚体破

坏机制研究中目前尚未利用。整体来说,土壤微形态

在土壤侵蚀研究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4　土壤团聚体破坏机制的研究

在解释土壤面蚀和溅蚀中, 许多研究者发现土

壤中水稳性团聚体( W SA )的百分含量是最重要的

土壤性质,与土壤可蚀性密切相关。在土壤侵蚀中

结皮的形成是地表产流和发生侵蚀的前奏。国内外

的许多学者如 M cintyre( 1958)、M . J. Ko oist rahe 和

江忠善
[ 25]

( 1991)等对土壤结皮进行了研究, 发现土

壤团聚体的破坏和分散是土壤结皮形成的前奏, 如

加强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则可减缓地表产流和侵

蚀。因此, 土壤团聚体形成和破坏机制的研究成为

土壤科学研究的热点。但由于土壤团聚作用中有机

胶体与黏粒的相互复合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过

程, 因而研究团聚体形成和破坏机制的研究成为土

壤科学研究的难点。土壤团聚体破坏机制有两种假

说:团聚体“气爆”和“水爆”,但到底是哪一种破坏机

制尚不太清楚。仅在 1972 年 Str oosnyder, L 和 P.

Ko orevaar [ 26]研究了土壤团聚体快速湿润而导致土

壤团聚体“爆裂”的问题, 提出了是土壤团聚体是“气

爆”的假说,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5　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目前,不少国内外的学者在研究土壤抗蚀性时

发现土壤团聚体(特别是水稳性团聚体)对土壤侵蚀

影响很大,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的数量和稳定性是制

约土壤抗蚀性和抗冲性十分重要的因子。对土壤团

聚体的研究,国内进行的较少,并主要是对影响团聚

体稳定性的因子与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

一些定性研究, 研究的还不够深入;国外对土壤团聚

体结构形成与破坏机制的研究 50～60年代较多, 但

侧重于研究雨滴打击能量、有机质种类与含量及耕

作措施等对土壤团聚体水稳定性的影响。土壤侵蚀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要求寻找一个新的切入

点,采取多学科的交叉在更深的层次上去研究。到今

天为止,由于土壤胶结物质种类繁多,影响土壤颗粒

的团聚和排列的因素也很复杂,对土壤团粒的破坏

机制问题的探讨研究很少。目前国外一些学者提出

利用土壤微形态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土壤侵

蚀过程微观变化,但相关的研究报道尚未见到,在土

壤团聚体方面还没有涉及到土壤团聚体破坏机制的

研究。综上所述,既然土壤团聚体的破坏对土壤侵蚀

影响这么大,并且已有不少专家用土壤水稳性团聚

体作为表征土壤抗蚀性抗冲性的因子, 而目前土壤

团聚体破坏机制的研究还很少见报导, 因此, 研究土

壤团聚体到底是怎么破坏的也就显得特别迫切。并

且土壤抗蚀性研究进一步发展客观上也要求弄清侵

蚀条件下土壤团聚体破坏的机制,以便能更进一步

的揭示土壤抗蚀性的机理, 寻求提高土壤抗蚀性的

途径。

参考文献:

[ 1]　Emer son, W . W . A classificatio n o f soil ag gr egat es based o n t heir co her ence in w ater [ J] . A ust . J. Soil R es. 1967, ( 5) : 47

- 57.

[ 2]　Edwa rds, A . P . and Br emer, J. M . M icr oag gr egat e in so ils[ J] . J. Soil Sci, 33: 141- 163.

[ 3]　Gr eenland D. J. M echanism of int eraction betw een clay s and defined or g anic compounds [ J] . Soil Fer t: 1961, 28: 415-

·84·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 9 卷



425.

[ 4]　M . V . Cheshire . N ature and or ig in of car bo hydrat es in so il[ M ] . L o ndon: Academic Pr ess Inc. , 1979.

[ 5]　M . Ben- Hur 等.多糖、黏粒分散和冲击能对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 水保科技情报译自 SSSAJ, 1989, 53, 233- 238.

[ 6]　T isdall, J. M . and Oades, J. M . Or ga nic matt er and w ater -stable ag gr ega tes in soils[ J] . J. Soil Sci. , 1982, 31, 141- 163.

[ 7]　魏朝富,高明等. 有机肥对紫色水稻土水稳性团聚体的影响[ J] .土壤通报, 1995, 26( 3) : 114- 116.

[ 8]　章明奎,何振力, 陈国潮,等. 利用方式对红壤水稳性团聚体形成的影响[ J] .土壤学报, 1997, 11, 34( 4) : 359- 365.

[ 9]　姚贤良,于德芳. 有机肥料及其利用方式对土壤结构的影响[ J] .土壤学报, 1985, 22( 3) : 241- 249.

[ 10]　关连珠, 张伯泉,等. 不同肥力黑土、棕壤微团聚体的组成及其胶结物质研究[ J] . 土壤学报, 1991, 8, 28( 3) : 260- 266.

[ 11]　魏朝富, 谢德体,陈世正. 紫色水稻土有机无机复合与土壤团聚的关系[ J] .土壤学报, 1996, 33( 1) : 70- 76.

[ 12]　M ar tin, G r iffiths, 等.绿肥对温带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J] . 方明译自“A dv ance in So il Science ”, 1995, 13( 1) : 72- 90.

[ 13]　A llison and Jo ne . 1965,转引自尹瑞玲“微生物与土壤团聚体”,土壤, 1987, 24- 29.

[ 14]　郝余祥, 程丽娟.不同粒径土壤团聚体的微生物组成[ J] .土壤, 1979, 31- 35.

[ 15]　Bir git te N eerg aadhe and L eif Pet ersen. Influence of arbuscular my co r rhizal fungionsoil structure and ag gr egat e stabilit y

o f ver tisol[ J] . Plant and Soil 2000, 218, 173- 183.

[ 16]　J. M . T isdal. Po ssible r ole of soil micro or ganisms in ag gr ega tio n in so il[ J] . Soil Science, 1993, 159, 115- 121.

[ 17]　T isdall, J. M . , Smith, S. E . a nd R engasamy P . A gg r egation of so il by fungal hyphae[ J] . A ust. J . Soil Sci. , 1997, 35:

55- 60.

[ 18]　Chenu. C and J. Guer if. M echanical str eng th o f clay minera l as influenced by an alospted po ly suchr ide [ J] . SSSAJ 1989

54: 1 076- 1 080.

[ 19]　R. G. Do nald and B. D. K ay . T he effects of so il agg r egate size on ear ly shoot and r oo t g r ow th of marize [ J] . P lant and

Soil, 1987, 103: 251- 259.

[ 20]　M or r a and M . J. , Singer . Cr ust fo rmat ion effects on soil er osion pr o cess[ J] . SSSA J. 1990, 54: 117- 123.

[ 21]　J. S. C. M bagw u. Effects of inculatio n w it h or ganic substr ates on the stabilit y o f soil ag gr ega te to wat er[ J] . Pedlo gie,

1989, 39: 159- 163.

[ 22]　S. F . W right, J. L . Star f and I . C. P alt ineanu. Cha ng es in agg r eg ate stabilit y and co ncentr atio n o f gloma lin dur ing tillag e

tr ansitio n[ J] . SSSA J, 1999, 63, 1 825- 1 829.

[ 23]　李映强, 曾觉廷,等. 不同耕作制度下水稻土有机质变化及其团聚作用[ J] .土壤学报, 1991, 28( 4) : 404- 409.

[ 24]　蔡强国, 吴淑安,陈浩, 等.坡耕地表土结皮对降雨径流和侵蚀产沙过程的影响[ A ] .晋西黄土高原土壤侵蚀规律论文集

[ C] . 1990, 48- 56.

[ 25]　江忠善、刘志, 雨滴打击作用对黄土结皮影响的研究[ J] . 水土保持通报, 1988, ( 1) .

[ 26]　Str oosnyder , L and P . K oo rev aar . A ir pr essur e w ithin soil ag gr eg ates dur ing quick w etting and subsequent “explosio n”

[ J] . M eded. Dak. L audbo u, Rijisuniv , Gent. 1976, 37: 1 095- 1 106.

(上接第 72页)

( 1)如何消除生成的坡度图中相对较高比例的

琐碎图元。

( 2)生成的坡度图图元形状与实际土地利用图

元不易套合,因而在叠加分析时更容易产生细碎图

元, 在空间分析中能否使用俘获的技术方法来消除

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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