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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土壤分类简题的商榷

禺 溶 之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

在自然科学的陌域内
,

任何一阴科
三

共阂
、

类简题的解决
,

都是同相应的科学部阴的发展

和研究成就的积累分不开的
。

土壤科学的历史
,

自发展成为一阴独立科学时起
,

不过一百

年
,

而我国现代土壤学的发展历史更短
,

因此
,

土壤分类命名的原剧没有象动物
、

植物
、

地

层
、

岩石等那样完善
,

而且还没有世界公敲的挽一分类命名原BlJ
。

就是在一国之内
,

也存在

着不同的意兑
。

所以这样的主要原因
,

是与对土壤的发展过程的款藏有密切的关系
。

由于

掌握的材料不同
,

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
,

处理简题的方法和探索解决简题途径的差别
,

很自

然也就会产生各种欲熟上的分歧和矛盾
,

从而也就不能得到兢一的士壤分 类命名原BlJ
。

这个商题的解决
,

只有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的考脸
,

在献融提高的基础上
,

才能逐渐克

服结视的献兼
,

以达到正确的敲敲
,

克服片面的款藏以达到全面的款融
,

克服表面的献敲

以达到深入的敲藏
,

也就是对各种土壤的发生发育规律
,

理化生物性盾以及肥力和生产特

性
,

有了全面地
、

正确地
、

深入地欲爵以后
,

就能正确地完善地解决士壤分类 简题
。

当然
,

这些学术简题上不同观点
、

意晃的分歧
,

并不都仅仅属于献敲上的矛盾范围
,

也

与不同阶极的立锡
、

世界观和方法渝之简的矛盾联系着的
。

这些矛盾反映到士壤分类简

题中来
,

就表现为禹克思主义学术观点同青产阶极学术观点的分歧
,

我俩必填坚决发展禺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

克服青产阶极的学术思想
,

才能创造性的建立具有生产性
、

草众性

和科学性的我国士壤分类系挽
。

我国现代土壤分类的处理
,

过去主要是从外国学来的
,

不是由我国生产突践中发展起

来的
。

在解放以前
,

主要是采用的美国士壤分类制
,

以土系为分类的基本单元
,

虽然
,

同时

也采用了苏联的发生土类
,

但是缺乏发生学的观点
,

士壤内部的规律和同外在条件的相互

联系
,

都研究的不够
,

不仅是方法萧上有简题
,

而且没有明确地为生产服务的 目的性
。

解放

以后
,

改用了苏联土壤发生学的分类原RlJ
,

这在我国土壤分类史上是一个大的棘变和进

步
,

但是对耕作士壤研究的不够
,

没有反映社会生产条件的影响
,

也没有熟真地把土壤看

作劳动的对象
。

自 1 9 5 8 年起
,

在党的正确倾导下
,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推动下
,

在全

国范围内
,

开展了草众性土壤普查蹂定运动
,

通过这一运动
,

使土壤分类命名 固题的面貌

为之一新
。

主要的特点是运用土壤发生学的观点
,

总桔农民拿众的握输
,

为农业生产建毅

服务
。

从此我国土壤分类命名 简愚走上了具有生产性
、

草众性和科学性的正确道路
。

通过一年多的工作
,

在土壤分类命名方面也反映出来爵多阴题
,

由我看来
,

其中有三

个周题
,

迫切的需要解决
,

首先是土壤分类怎样更好的为农业生产建殷服务的简题
。

土壤

分类周跟的解决
,

首先要有为生产服务的 目的
,

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 目的
,

不但不能 为生

产建毅服务
,

而且很难完成大家公熟的枕一分类系兢
。

现在这个目的是明确了
,

而简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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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
、

县
、

专区
、

省和全国的要求
,

虽然都是解决生产尚思
,

但对区分的群略
,

要求不

同 ; 为了解决这个简题
,

就必须系挽地总拮草众握盼
,

建立分极的分类系兢
,

以满足各方而

生产建毅的要求
。

二是耕作土壤的分类原则及其同
“自然土壤

,

汾类的关系周愚
。

过去对
“自然土壤

, ’

(目

前完全没有受到人俩生产活动的士壤保存的很少)的形成规律和分类原BlJ 研究的比较多
,

并且建立了一个土壤发生学分类系兢 ;而对耕作土壤分类的研究
,

特别是在我国是一个新

的裸题
。

通过这次的草众性土壤普查缓定运动
,

才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
,

同时也提出了新

的简题
,

就是过去的发生学土壤分类原HlJ 是否适用于耕作土壤?还是为耕作土壤单独制定

一套分类原HlJ
,

同其他的土壤分开呢 ? 还是建立二个兢一的分类原剧和系枕 ?

这个简题的解决是同学术思想和技未方法密切的联系着
,

如果我俩承欲士壤发生学

的观点是正确的
,

那么
,

科学技术尚题就好解决了
。

我国的土壤
,

除了极高的山地和大沙

漠的中心
、

部分可能没有受到人为因素影响以外
,

几乎全部士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而耕作土壤受到的最为深刻
,

发育的方向和速度
、

甚至基本性盾都有所搏变
。

当然
,

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所有的土壤受社会生产活动的影响将是愈来愈广泛和深

刻
。

但是
,

它俩的形成过程是速搜的
,

后一个是在前一个的基础上发展的
,

虽然发育速度

加快
,

但是仍然是由量的积累达到盾的改变
。

就土壤利用来轰
,

耕田
、

森林
、

草地
、

荒地等
‘

都可按着我俩的要求
,

因地制宜的定向改变
,

宅俩是在自然因素和社会生产条件的粽合影

响下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着
,

而且耕作土壤HlJ 以社会生产条件为主导的形成因素
。

虽然各

种土壤受到的条件影响不同
,

形成过程也不一样
,

但是它俩之简是相互联系着
,

那么耕作

土壤就应当同其他的土壤是兢一的分类原HlJ 和系疾
,

基本上都是根据土壤形成过程(包括

土壤熟化过程)
、

发育程度(包括熟化程度 )
、

土壤特性以及士壤肥力等土壤形成过程本身

内部次序的分类和排列
。

三是士壤命名周题
。

除了极少数的发生土类是采用农民的土壤名称外
,

主要是由外

国翻裸而来
,

或者是土壤工作者自己剧造的
。

这样
,

虽然很容易同国外特别是苏联的土墩

比较研究
,

以及扰一全国的土壤类型名称
,

但是很难为草众掌握
,

特slJ 是很长的各极速搜

命名的土壤名称
,

很难豁忆
。

自从土澳普查赣定运动开展以来
,

发现了农民草众土壤名称

的优越性
,

既筒单生动
,

而又能反映科学和生产的意义
。

但是地方性弦
,

而有同土异名和

异土同名的现象
。

在土壤分类系兢中的基层单元
,

可以完全采用草众的名称
,

但是在发生

土类上
,

完全保留草众名称就发生了困难
。

因此就产生了
“
土

,

,’’洋
, ,

名称的争辫
。

毛主席

教导我俩轰 :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
,

反映事物的本盾
,

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
,

就必

镇握过思考作用
,

将丰富的威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
、

去伪存具
、

由此及彼
、

由表及里的改造

制作功夫
,

造成概念和理希的系兢
,

⋯⋯”。

这是总拮草众握殷的指南
。

在土壤命名方面

要做到这点必须分析研究草众土壤名称的蔺拿的来源和意义
,

研究土壤命名的系枕和桔

构
,

以便系兢的总拮布众趣阶
,

创造我国新的土壤命名法
。

士壤学的历史是同农业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
。

我国的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

在缓别土

壤
、

利用士壤和改良土壤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握阶
。

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遣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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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

特别是发现了粮食壳粒(粟)的堆积
,

充分视明在 5 0 0 0 年以前
,

我国巳开始有了利用

声壤
,

种植谷物的握麟
。

先秦的古书 中
,

萧述士壤分类
、

利用改良的颇多
,

特别应当提出的

是
“
禹贡

, ’

和
“
管子

, ’。

这些著作起嫣都是公元前三世耙以前所辐著的
,

主要是总拮了当时劳

动人民的BlJ 造
。

禹育握文上以士色
、

质地和水分情况区别土壤
,

将九州土壤分为白壤
、

黑

境
、

赤植
、

涂泥
、

青黎
、

黄壤
、

海滨广斥等
,

并比较土壤肥力的高低
,

把士壤分为三等九极
,

而

且把土壤特性
、

土壤分等
,

同地形
、

植物和土壤利用联系起来
,

这个概念是很有剧造性和启

发性
。

管子地具篇上
,

关于土壤类别的区分更为群翩
,

根据土色
、

盾地
、

拮构
、

孔隙
、

拮聚
、

有

机盾
、

盐硷性和肥力等情况
,

并且密切拮合着地形
、

水文
、

自然植被等自然条件
,

将土壤分为

十八类九十物
,

就是粟
、

沃
、

位
、

荫
、

壤
、

浮
、

态
、

被
、

槛
、

票吐
、

沙
、

隔
、

藩
、

弘
、

殖
、

般
、

兔
、

柔十八
,

一

类
,

每奥又分为五物
。

尽管古代的士壤分类命名
,

各有不同
,

而蕴别土壤的 目的在于估舒

地力
,

发展生产和确定斌税
。

这是我国古代从草众握墩中总拮的朴素的土壤分类法
。

但

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

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知栽
,

虽有不断的增加和发展
,

但缺乏系枕

的总拮和整理
,

因而古代的土壤分类命名未能得到很好的批承和发展
。

在西欧也有同样的情况
,

在封建社会里
,

古代的土壤知熟
,

不但没有获得发属
,

而且大

部失传
。

随着封建社会的崩清
,

青本主义的发展
,

土壤简短又重新引起注意
,

获到发展
。

在我国至五四运动
,

科学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现代牛壤科学知融才开始由国外

传入
。

自 1 9 3 0 年起开始了土壤稠查制图工作
,

同时对土壤分类简题也就开始了研究处

理
。

当时曾握介貂法鲁
、

李希霍芬
、

道康恰耶夫
、

西此尔契失
、

格林卡等人的土壤分类法
,

并

指出俄罗斯学派的分类法此较优越
,

但是当时的士壤稠查工作人具
,

主要是地盾 学 家担

任
,

虽然企图学习苏联
,

但是仍然没有脱离地盾学的范畴
。

及至美国土壤学家播德顿来中

国后
,

将美国加里移尼亚的土壤分类法推行到中国来
, 1 9 3 3 年他在

“
哈尔滨士壤豹测

”
报

告中
,

批砰苏联发生学的土壤分类法
,

这是对我国土壤界学习苏联的一个严重的妨碍
。

从

此我国的土壤分类就采取了以美国土系为基本单元的方法
。

推之来中国的梭颇介招了撼

伯特的分类方法
,

虽然接受了苏联发生士类的概念
,

但仍未放弃以土系为基本分类单元的

观点
,

两者机械的拮合
,

缺乏发生学上的联系
,

更没有明确的发生演变的概念和为生产服

务的 目的
。

在解放以前这种观点和方祛占着艳对优势的兢治地位
,

当时我国的土壤工作

者也曹企图学习苏联
,

桔合我国具休情况
,

改进土壤分类法
,

而且也有人指出当时土壤分

类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到耕作措施
,

没有很好地反映土壤肥力
。

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生产

目的和正确的方法渝
,

仍然没有打破美国分类的原AlJ 和方法
。

解放以后
,

在党的正确倾导下
,

土壤科学研究逐步走上理萧联系实际的道路
,

并且具

有学习 苏联的良好多件
。

苏联土壤发生分类的理希和方法
,

大量传入 我国
。

在 19 4 9一
1 9 5 3 年

,

是一个学习苏联和实际工作的摸索阶段
。

在 19 5 4 年全国土壤肥料会裁上
,

我国

土壤工作者在学习道瘴恰耶夫
、

威廉斯和苏联其他 学者的先进理萧的基础上
,

提出了发生

努类的原则和系兢
。

从此才彻底清除了以土系为基本分类单元的观点和方法
,

走上了苏

联发生学土壤分类的道路
。 1夕5 8 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

,

向土壤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
,

首

先是尽快的摸清土壤底韧
,

以便合理的利用土地
,

因地制宜的改良土壤
,

不断地提高土壤

肥力
,

保征农业生产的速擅跃进
。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草众性土壤普查蹂定运动
,

通

过这个运动发现农民草众对土壤分类命名具有丰富的握脸和明确的生产 目的
。

通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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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拮
,

使土壤分类命名的理萧和方法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

从此走上了新的正确途径
,

就是

以士壤发生学的观点
,

总拮农民草众握脸
,

为农业生产建殷服务
。

从而士城分类的研究
,

开始了由我国生产突践出发的新阶段
,

可以BlJ 造性的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白飞具有生产性
、

布

众性和科学性的分类原则和方法
。

我国土壤分类的研究
,

除了古代
,

基本上是握过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

解放么前
,

土城

分类的原则和方法是以土系为基本分类单元
,

机械的拮合发生土类 ; 它的主要缺点
,

不仅

是方法瀚有简霍
,

而且立锡观点也是结筷的
,

既没能够圃明士壤的本盾
,

内部规律
,

么及它

与外在条件的相互关系
,

也没有为生产服务的 目的
,

更淡不到草众路接
。

解放以后
,

土堆

分类的原则和方法是建立在道康恰耶夫和威廉斯学税的基础上
,

以发生土类为分类的基

本单元
,

并采取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
、

变种的麟分法
。

这种发生学分类原别
,

可以反映出

土壤的形成过程
、

发育程寡
、

基本性盾和肥力特性
。

但对自然条件和
“自然土壤

”
形成过程

研究的比较多
,

注意自然规律而对耕作士壤重视的不够
,

没有反映社会生产条件对土城的

影响
,

也没有献真地把土壤看作劳动的对象
。

由土类到变种的速搜命名法
,

字数过多
,

名

前太长
,

狼不便于应用
。

自农业生产大跃进以来
,

通过草众性土坡普查般走运动
,

将土城

分类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虽然仍是廷用土壤发生学的观点和理瀚
,

但是找到了由我

国农业生产突践出发
,

走布众路枝的新途径
,

特别是孩刹了必筑反映人为因案对耕作奔城

的主导作用
,

以及劳动剧造的土壤
。

这不但可以创造性的解决我国土壤分类周粗
,

而且可

以丰富世界土壤分类的科学理瀚‘

二

士壤发生学是土壤分类的科学基础
,

恩格薪在自然拼征法中欲到 : “每一种科学都是

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相互柳变的廷动形态的
。

同时科学的分类
,

就

是这些运动形态本身之俄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
,

⋯⋯ ,’o 土钱发生学的基

本观点
,

就是承欲士壤的形成具有空简和时简上的发展
,

而且是在不断的女化和发展着
。

并且承献士壤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相对的静止的 瞬息
。

因此在不同地区的不两条件下
,

土壤的形成过程的内部规律不同
,

士壤特性也不一样
。

同样在士壤形成过程中
,
因时简和

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发育阶段
。

在各个阶段中
,

还表砚出不同的发育程度和生产性能
。

在同一发育程度情况下
,

土壤的理化生物特性和肥力水平也有差异
,

士壤发生学的主要研

究范围
,

就是以思克思主义的立锡
、

观点和方法
,

圃明士壤的本盾
,

土壤的内部规律
,

士墩

简历史发生上的联系
,

以及其与外在条件—
自然因素和社会生产条件的相耳联系

。

土壤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同 自然条件和社会生产条件密切的相互映系着
。

在不同的生

物气候条件下
,

士壤水分的获得和耗揖
,

土壤热能的吸收与消失
,

植物的类型和率落
,

物厦

的地盾大循环和养分的生物小循环的情况
,

有机盾合成与分解都有所不同
。 因此土壤的

形成过程
、

发生学特性和士壤肥力也不一样
,

这种变化明显地表现在樟度地带
,

握度地带

(相的特征)和垂直地带上
,

·

同时在各个地带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发育的土壤阶段也不一

样
,

而且具有本盾的差别
。

由于地势起伏
,

水分的侵入和排出不同
,

水文条件的差异
,

对植

物的演变和士澳形成过程的影响很大
,

同样也可么影响士壤本盾的差BlJ
。

士壤母厦的不

同 ,

不仅是影响到土壤的特性
,

而对土壤发育的速度也有关系
。

为了了解土壤的本盾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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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规律
,

就必填研究它同 自然因素的相互关系
。

社会生产条件同样与士壤形成过程和发生特性的演变密切的联系着
,

森林的砍伐和

栽植
,

草地的放牧和破坏
,

土地的开垦种植
,

都可以影响到土壤的发育方向
,

改变着土壤特

性
。

但是由于程度不同
,

因之有的土壤发生了本盾的差BlJ
,

有的仅是量的变化
。

当然
,

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社会生产条件愈来愈起主导作用
,

土壤受人为因素的影

响愈来愈广泛和深刻
。

耕作土壤受人为因素的作用最为深刻
,

它的主要形成过程是熟化过程
,

虽然熟化程度

有高低的不同
,

但是基本概念是定向培育高度肥力的士壤
,

使其适宜耕作
,

适宜于农作物

的生长
,

而且可以用耕作施肥等一胶措施
,

掌握它的耕作特性和肥力水平
。

当然
,

土镶的

熟化趁程因自然条件的不同
,

耕种制度和耕作措施的差别
,

而各有所不同
。

旱作士壤和水

稻 田土壤的熟化过程就不一样
,

小麦和园田的土壤熟化情况也有差 glJ
,

东北黑土地带和西

北干早地区的熟化过程也不相同
。

耕作土壤的熟化过程是在 自然和人为条件的粽合影响下
,

而以人为因素为主导在其

他
“自然土壤

, ,

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
。

它是劳动的产物歹它的发展速度远远的超过自然士壤

形成过程
,

这为劳动剧造肥沃士壤提供了保征
。

由于熟化程度的不伺
,

有的土壤特性已握

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

有的原来土壤的特性还残留着
。

气候
、

地形才咏文情况等自然因素还
同人为因素一道仍然不断的起着作用

。

但是自然条件的主要因素
—

植被已握起了根本

的变化
,

也就是由自然植被搏变成各种农作物
。

而灌溉
、

排水
、

耕作
、

施肥等措施又对士壤

形成过程起着显著的作用
。

因此
,

耕作士壤的发育方向有了改变
,

士壤的形成过程走上了

一个新的阶段
。

为了搞清楚耕作士壤的形成趁程和熟化规律
,

首先要把宅看成是劳动的对象
。

首先

必填研究耕作措施同士壤形成过程的相互关系
,

同时还要研究 自然条件
,

以及前一阶段的

自然土壤形成过程
。

要研究 自然和人为条件的相互关系
,

哪些有利的 自然条件被利用着
,

哪些不利的条件秋克服了 ;要研究土壤自然形成过程和熟化过程
,

哪些在发展
,

哪些在沮

化
,

哪个是目前主导的土壤形成过程 ; 要研究哪些发生特性是原来土壤的班余
,

哪些是熟

化过程所形成的 ;要研究士壤的熟化程度
、

生物理化特性和肥力水平的演变规律
,

特别要

注意有效肥力的变化规律
。

这不{才是为了分类士壤
,

更重要的是找出劳动剧造肥沃土壤

的规律和措施
。

我俩用土壤发生学的观点和理希
,

研究自然因素和人为条件的相互关系
,

以及对土壤

发生发育的作用
,

阴明推动各种土壤形成过程的内部矛盾
,

揭示土壤物理
、

化学
、

生物特性

和肥力的演变规律
,

是土壤分类的科学根据
。

无萧是从生产上或科学系航上来锐
,

耕作土

竣是整个士壤范畴的一部分
,

它俩的士壤分类应当是一个兢一的分类原剧和方法
。

三
.

任何一种土壤分类法的建立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

由于立锡观点和欲融的

不同
,
到砚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家公欲的就一土壤分类系枕和命名方法

。

而且大

多数的分类祛没有反映社会生产条件对土壤的影响
,

也没有把土壤看作劳动的对象
。

苏

联土滚学家虽然早巳提出土壤是一个 自然体
,

以后威廉斯又提出土壤是生产的手段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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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产物
,

但是还没有一个分类法能够反映出这点来
,

因此也没有全面的反映推动土壤形

成过程的那些内部矛盾
。

我国在土壤分类上
,

过去所走的道路充分轰明了这点
。

.

自我国

农业生产大跃进以来
,

通过攀众性的土壤普查绘定运动
,

开始摸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

就

是前面所敲到的
:
以土壤发生学为基础

,

总拮农民攀众的握阶
,

为农业生产建毅服务
,

也就

是克服过去的缺点
,

剧造性的建立具有生产性
、

草众性和科学性的我国土壤分类系兢
。

在衬希土壤分类系扶之前
,

首先要明确土壤分类和土壤分区的概念
。

土壤分类是同

其他科学一样
,

根据土壤个休的运动形态
,

以及它俩之简的相互联系
,

反映这些运动形态

本身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
。

土壤分区是根据土壤形成规律和 地理分布规律
,

反映土壤地理分布规律的粗合
。

两者虽然有相互的关系
,

但是概念不同
,

目的要求也不一

样
。

在辐制士壤图时
,

可以 同时应用
,

但是在科学系枕上不能混为一敲
。

土壤分区的原MlJ

不是这篇报告衬希的范围
,

所以现在不敲
,

仅提出关于土壤分类系兢的意晃
。

为了充分反映土壤运动形态的内部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
,

完善的分类系挑就需

要采取分极的方法 ; 究竟分几极合适
,

要以客观事实和要求为依据
。

根据农民草众的握

瀚
,

反映地区性的士壤情况
,

一般是以三极 :一极反映土壤肥力水平的变异
,

二级是基本单

元一种
,

反映土壤耕性 ;三极(由下而上排列)是种的归钠
,

具休内容的根据比较复杂
,

有的

根据地形归类
、

有的根据士种的通性归类
。

为了拟定全国的土壤分类系兢
,

反映全部士城

的特征和相互联系
,

这三极显然不够
,

趁去是分为土类
、

亚类
、

士属
、

土种
、

变种五毅
,

现在

看来仍然需要五极
。

但是为了贯彻总拮拿众握殷的精神
,

土属可暂改为土粗
。

事实上
,

主

要白兔分类单元是士类
、

土粗(土属 )和士种三叙 ; 亚类和变种
,

分朋是土类和土种的辅助单

元
,

如有必要时
,

士粗(土属)也可增加辅助单元
。

但是为了反映全国各类土滚的相互联

系
,

在土类以上
,

还可增加土栩一极和亚翩辅助单元
。

根据农民草众趣殷和土壤发生学的理萧基础
,

提出各极分类单元的原剧和根据
,

但是
’

这种根据还很不完善
,

需要在实践中修正补充
。

土种是分类系兢中的基层单元
,

是农民军众区 8lJ 土壤的基本单元
,

也可以瀚是地区性

土壤分类的基本单元
。

么土壤的耕性和物理特性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为分种的依据
。

这些
,
特性虽然有相对的稳定性

,

但是它可因一般的改土措施而娜变
。

变种是土种范围内
,

以土壤肥力的变异作为区分的俄据
。

这种肥力变异是可
.

因一般

的耕作
、

施肥等措施
,

由一个变种棘变为另一个变种
。

土恻土属 )是具有承上异下意义的
、

发生学上相互联系的分类单元
。

,

以士壤发生层

的剖面拮构和发生特征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为分粗的依据
。

它是具有共同土壤剖面特征的

各土种的粗合
,

同时
,

也是土类和亚类范围内土壤发育程度的变异
。

土壤生成条件是根据

地方性特征
,

如影响土壤发育程度的地形
、

母盾
、

地下水位的高低和改土措施等 自然条件

和人为条件
。

·

土类是以在生物气候
、

水文条件
、

耕种制度等自然和社会生产条件影响下
,

土壤形成

过程发育阶段的异同作为分类的依据
。

各士类简有本盾的差别
。

亚类是在土类的范围内土类简的过渡类型
。

根据主导土壤形成过程以外的另一个次

要的或者新的土壤形成过程来分亚类
。

它的土壤发生特征和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此土类

更为一致
,

但是仍然反映厦的差sl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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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胭的依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我的初步意昆
,

欲为可以根据士壤生物气候地区和

土壤类型系列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分胭
。

例如温带森林土壤
、

温带草原士壤等
。

亚桐是在

土桐范围内以水文条件
、

利用方式
、

土壤垂直带等自然和人为条件以及土壤类型系列为分

类依据
。

.

各极单元的划分
,

不仅有发生学
_

七的相互联系
,

而且具有各自为生产服务的明确 目

的
。

土种和变种的区分是为土壤利用改良和提高土壤肥力的具休措施的 殷斜 和确 定服

务
。

土粗是为地区性土壤合理利用
、

土壤改良和农业发展的规划服务
。

土类和亚类反映

了
L

*

泛地区的土壤合理利用
,

土壤改良和农业发展的方向
。

在土壤制图上
,

大比例尺土壤图

以士种和变种为主要制图单位 ; 中此例尺土壤图以土租和土种为主
,

必要和可能时尽量表

示士类和亚类 ;小此例尺」寻襄图以土类
、

亚类为主
,

可能时尽量表示土粗
,

特别是在农业地

区
,

当然制 图的单位
,

应根据土壤图的 目的要求来确定
,

这仅是一般的标准
。

土壤命名也是一个重要的简题
。

解放前的土系是以地名命名
。

解放后改为以士类为基

础的速擅命名拼
,

主要的缺点是字数过多
,

名洞 太长
,

没有草众基础
,

不便于靓忆和推广
,

最

好的办法是分极命名法
,

也就是土类
、

土粗
、

土种都要单独命名
。

屯俩的名称不一定相同
,

但也可以一样
。

采取几极命名的方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但是命名的原BlJ 是 自下而上
,

由草众名称中提炼选择
。

这个原则应用在耕作土壤方面
,

因为农民的名称非常丰富
,

没有

困难
,

但在森林
、

草地和荒地土壤方面
,

草众的名称此较少
,

甚至没有人起过名称
,

就有些

困难了
。

解决的办法可以利用篆众的祠囊
、

术藉
,

剧造筒单
、

通俗
、

系枕的名称
。

土种和变种可以完全保留农民草众的名称
,

但在同一地区的异士同名的 简题必镇解

决
。

土粗的名称可以从土种中提炼选择
。

土类和亚类的名称要完全采用草众名称就有些

甲难
,

主要原因是草众名称的地区性孩
,

由全国
精 g很多是异土同名的

。

例如黄土
、

黑土

等
,

自北而南都有
,

但是它俩并不属一个土类
。

解决的办法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
一是从攀

众名称中提炼选择 ;二是用草众的铜晕术藉创造新的名称 ;三是适当保留过去土壤科学上

通用的名称
。

土壤命名的字数和桔构
,

原nl] 是筒单明了
,

而且系兢化
。

草众的土壤名称一般是 2一

5 个字
,

土种一般为 2一3 个字有的变种是在土种名称上加上反映士 壤肥 力水平的形容

祠
,

这对我俩研究命名的系枕和拮构是很有启发性的
。

就是主要分类单元为 2一 3 个字
,

辅助单元就可以反映土壤特征的淘晕加在基本名称上
,

字数一般以不超过 , 个字为宜
。

在土壤命名方面的迫切任务是分析研究拿众名称和制晕的来源和意义
,

研究土壤命

名的系兢和拮构
,

哪些祠晕反映士壤的形成过程
,

哪些反映土壤的发育程度
,

哪些表示土
’

壤特性和肥力水平
。

并且还需要研究整个分类 系枕的命名法和名称的精构
,

例如青泥就

相当于过去的潜育化
,

夜潮表示土壤水分情况
,

赤土可以代替砖杠壤
。

酥
、

松
、

板
、

烂
、

死
、

毛立
、

盗等表示士壤的耕性
,

砂
、

粘
、

抵胶等反映土壤厦地的特征
,

油
、

身
、

灰
、

黄
、

白等产示
土城肥力水平

。

首先要把全国各地农民的这些名称和洞晕的意义分析清楚
,

从而可以利
一

用这些铜拿
,

剧造商单明了
、

生动活泼
,

而且有生产和科学意义的系枕命名法
。

避免全部

士滚名称的重复
,

是今后比较长时简的努力方向
。



涛
1 2 2 土 壤 学 报

0 B o n POCE
、

H月ACC叭中叭R A以叭M n o月B b l B KMT AE

M a 10 Hb
.
q水H

(P e 3IO M e )

H eT oPH 只 n明
Bo Be八e H H 只 H e叮八e刀”M a 叮 Pa 3 B“翎月 e

.

x
.

n P伽5 5 0 八eT B a
.

3 e M刀e及e月H e

B

KH
丁a e H Me盯 双皿T e乃Hy 幻 H eT oPH 幻

.

B n Po 双e ee e e r o Pa 3 e H T H兄 H a K o n H 几e 牙 6 o r aT曰众
-

on bIT
,

n o x a pa K T e pH cT M K e n o q B ,
”x “c n o 刀b 3 o B a翩幻 “

,

H x M eJI H o p a从H”
· 、

Bc K pbI TH e
,

B

以Pe e仆。

哪
r

.

CM乒H b Ky刀盯ypH 班x r o pH劝H T o B n e pH o 及a 只H坦a o 3 n ox H 能助“T a 认
B

oc 诚湘oc T “ 浦Ha py狱。e B
即x oc T a TK o o 3 e p o o B H x ‘y刀班yp (

n poc d) y倪八。T e几、H o

八o K a 3 曰B a幻T
,

q T o e川 e 5 0 0 0 几eT T o My Ha 3 a八 B

KH
T ae y水e Ha Kon H 刀e兄 on 曰T n o H e

-

.

n

呱
3 o B a H幻 3 e M e乃 n o八 3 ePH o B 曰M“ R y几盯yPa MH

.

B 八Pe BHH x 刀H T e Pa T yPa x 及H H a eT H“

玖“H b
,

B q a c T Hoc T H B K H”ra x 《

IO 益ryH》 ” 《r ya Hb 双3 a 》 (B T Pe T b e c T彻 e翎 e 八0 H a山e仑

sP曰) “M e eT ca y水e c Pa B阴Te刀b H o n o 月Po6 Hoo o n “ea HH e o K刀a ee”中H K a从”M n 的B
.

C

1 9 3 0 ro八a , T
.

e 、 e H a q a刀a Pa 3明T “只 n o q BeHH 曰x H c c刀e八阳a H H直 H K aPT o rPa中H ” ” K”T a e

Pa 3 B ePT 曰即刀a e b T a K水e H Pa 6叮a Ha八 K刀a c CH中”K a双H e盛 n 的 B
.

0 及H a K o B 丁o r八a川Hee
B pe M a “3

一
3 a or eyTCT 明习

‘
n PaB MJI b H咙 M eT o 八M KM H q eTK o益 双e刀H 及刀只 O6 朗y水H B a HH只

n P哪s的双eT By He HM邸“ B 0 3M
咪

H

ocT
H n Pa BH 刀b H o Pe m a T b s T盯

‘

B o n Po e
.

fl oc 刀e o eo-

6咪朋即
a 叮Pa H 曰 a 1 9 54 r

.

n o q B o B e八曰 KH
T a 只 Ha oc a o B e H 3yq e即分 eo 此T e心 x n ePe 及。

-

B份0 o n 曰T a H Me T O八HKH HCC刀e八OB a朋分 OT K a3 a月月
一
Cb OT n Pe水扭IX ll PHH 双习n 0 B n o 可IB e H

·

日。益 从刀a cCH中HK a双H H
,

o既佃u 助只 eb H a n o q Be H H峭 e ePH H Ka K oc Ho B H帕 T a K e叱o M H q e eK o直

e及HHH 从e
,

H yeT a HOB”刀H H OB 班e n PH H u“n bl reH e丁H q e CK哈 K刀a e e“中H k a职H H 邝 cT e Ma翎 Ky
.

B T e职即e H ee K助 b Ko 刀eT n Pa灯”K a O6 Pa Hy米 H B a盯
,

q T o r 刀a BH
毗 能八以汀a T K“ Ha川e众

从Jl a ccH 中HK a明H 3 a K刀

IOq
a
IOT

c H B T oM
,

q T O H e八oc T aT 0 q H 0 y及e刀“T b B明M aHH e Ha Ky刀b
·

T yPH U e 11 0 q B bl
,

OHH H e Bn 助He OT Pa水 a IO T T C B H yT pe H洲e 几P盯H BO伴叨兄
,

K叮OP曰e c小

双e仑伽y拼
Ha n Po 从e e cu n o q B o浦Pa so B a HH只

,
He B班只B刀只幻T B刀H只H湘 eo双”a刀b H H x ye刀少

, 。 n p伽3 B叭e T B a 。a n , B u
,

a T a K二e , He pa e e Ma T

两
Ba o T e , n o q B。 ‘a K 叻、eKT 。

T py八o B
·

B 1 9 5 8 r o八y c on pOB 姚及a”

卿
‘eH H e 3a. 6助b lll 夕10 c K a q K y B O6 JI a c T “ c

·

x
·

n PoH 3 B o及e铂a Pa 3配PT u B a刀oc b n o B c e益叮Pa He H Ma e e阳oe 及B H水e朋e n o x aPa KT ePH e
·

丁H Ke H

咖
e a HH幻 n明B

.

B Pe 3y刀b T a咒 s T o r o 八B”袱e朋只 6 垃刀 yeT a H o B几e H 八刀只 n 明。o
-

B e双e H H只 H阳时
n Pa s H几‘HH 益 n yT b一H a o eH o Be re He s H e a n o q B

06 0 6坦a T b R pe e T b 只H e K o r o

o n 以T a 及月只 e
.

x
.

n P业3 5 0 八c T B a
,

T
.

e
.

6 曰刀H e o 3 及a H曰 皿刀只 eB oe 益叮Pa H H n P”H职n 从 n 叭
-

Be u H咙 K 刀a e eH中H K a双H M H 叨e咒M aT H K”
,

o6 e八H H只幻坦u e B e e 6e T Pe 6阳a HH 只 eo e T o Po H曰

IxP明3 B叭eTsa
,

M a ee o B o益 n o n y几a PH o叮H H H a yK H
.

H a o c HOB e K钾灯b a 日e Kor o on 曰T a H T e
op “H r e He T H q e eK o ro n的B o Be及e朋只 n pe 八B a P”

-

T e月b H O 6 bl 刀a

U a MH : T H ll 0 M

ll Pe及刀O水eH a

11 0 八T H ll 0 M
,

CH CT e Ma翎认a C o c几e月yIO 坦“MH

rpynn o仑 (p o八o M )
,

B H八oM H

Ta K COHOM H叨e CK H MH

Pa 3 H OB O及H HOCT b IO
· ,

l

oc HoB HbI M H T a K co H OM砰q eCK H MH e及HH H 从a M H 只B 几H IO T c 只 n o q Be H H曰益 T H n
,

rpyn n a H

e八H HH
·

H 3 HH X

B月双
,

a

n o 及翎 n 宜 Pa 3 H o B H及Ho c T b n pe 八e T aB刀日幻T e苗。益e o o T Be T汀B朗H o 及o n o 刀H H T e刀b H曰e
.

H aH
-

Me H O Ba H He n o q B n POB e八eH O n 0 OT 双e jl b H N M T a KCOH OM H t le c KH M e八H H H 双aM
,

n Pll tl e M n
训

-

H 从“n ”a刀b HO n PHM e H月幻 T c只 双JI 分 朋 x H aPo及H u e H a 3 B a H“兄 n o q B H H x T ePMH H邸份H月
.



3一咭期 瑞溶之 : 关子我国土族分类间翅的商抽 12 3

fl o q Be HH N 益 B”及 n Pe双e”B刀只e T e涌叻 朋水Hy幻 ”K e阳o M” , e e从y幻 e双”期u y B Ha坦e益

e H e T eM a T “K e n o 互B H o e H o B Hy幻 e及H H H玖y B 林Pe叮b 只He K H x n o q毗HH 曰x K 几a e e H中HK a u H只x
.

fl o H a翎e一《B”江》 H e n溯卜3 o B a H o 及几只 B曰八e刀e胡只 es
城eT B o 6Pa 6叮KH H 中H 3 Hu e eK”x

c B o益哪
n o , B

,
a n o H分翅e 《Pa 3 H oB H 双H o eT ”》一助

只 ol xPe及e刀e H“月 B n Pe及e几e B H八a Pa 3 1aH
·

u汉 n 几。八o Po 八H只 n o q B
.

fl o q Be H H a日 r Pyn n a (PO八) n Pe及CT a B刀匀e T c o6 0益 r Pyn n y n o q Be H
·

:一b xx B”八o B
,

“Me幻坦H x O6 山He n P“3 H a K H B n o q B e HH o M n P的
H J e

, B Me e忱 e Te M o Ha

o T Pa水a eT e T e n e H b pa 3 BH T”兄 n o q a B n Pe八e刀e n o q明阳o ro T H n a “ n o八T H n a
.

3 T a , a K
·

e oH oM H q e c R a只 e八H H”u a n Pe八刀。米e Ha “c n o 刀b 3 o B a T b 双刀月 B曰八e刀e H ”只 o c o配H Ho cT H CT Py
-

K T yP曰 “ re毗翎 q e c K“x o e涌e日Hoc T盆 B n P帅
”刀e reH e仆q e e K”x r o阳3阳拍

B ,
K o”P从e 0 6

-

Pa 3 y幻T e只 n o 八 B 几H 只H H e M M e eT H 曰 x 中a K T o Po B
,

R a K Pe刀b e中
,

Ma T e PH H e K H e n o Po 及u
,

r刀y6H H a 3 a 几e ra H H 只 r PyH T o B曰x B o 八 H MeJIn 0 Pa翎s H 叹e Me Po n娜只T ”分
,

o HH n Pe八oo n Pe
-

几e刀只幻丁 e丁e n eH b Pa 3 B”翎
月 n o q B

.

B B封及e刀e HH H n o q B eHH o r o T “n a o e H o B o白 e 几y水a T

B e八y坦H e n o q B o o6 Pa s o Ba T e几b H N e n Po 双e ec b l “ o e H阳H 曰e e B城e T B a n o 呵B
.

M e水八y T H
-

Ila M H ey川e eT B yeT R a q e e丁B eH Hoe Pa 3刀“q H e
.

A B B仗八e几e HH H n o q B e H甘o r o n o及翎n o B ,

lzo MHM O
、

B e八y坦H x n o q B oo 6 Pa 3 o B a T e刀b H bl x n PO从ec c 0 B ,

oc H o BO盛 e几y狱 H T e坦e 八Py r o益

B T o Po eT en eH HH 益 H刀H H o B曰益 n o q B o浦 Pa 3 o B a Te几b H 曰益 n Po u e ee
,

n Po 只B 刀只幻以H益e只 B n Pe
-

八e 几e 《T朋a 》
.

B “o 八翎n e r刀a B H曰e oc o 6组H oc T H n o q B “ n a n Pa B刀e洲e H x “e n
助b 3。

B a H“只 B曰Pa米 a幻T e 只 6 0 刃e e o 八H o Po 八Ho
,
互e M a n o q Be HH o M T ”n e

.

八月只 or Pa米e HH 只 B 3 a H
-

M o e B月3 H Me水八y n o q B e HH bI M“ T Hn aM H H Me e Tc 只 H eO6 x o八HM o c T b B bl ul e n o q B eH H o r o 翎
Iza

ye T o H o B”丁‘ e琪e n o q B eH H曰盛 《
翻a c c 》

,
B c o o TB e丁cT 助” e sT ”M H 《n o及K几a e e》

,

B H x

B 城八e几e H“H o eH o B o级 e刀y水 a T n o 任Be HH o
一

6 H o
一
KJ ”M aT H q ec K“e 0 6几a C丁H

,
3 e M月e八e刀b q e夕K H e

g UCT eM bl
,

P分八 11 0 q B
印H bl X T 习11 0 B H T

·

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