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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土壤 分类 简题 的 商榷
*

(以新疆土壤分类为例 )

文 振 旺

(中国科学院土盛研究所)

土壤分类是土壤学的中心理输咫题之一
,

也是土壤地理学的重要祖成部分
,

它主要研

究土壤分类
、

命名 的原nlJ 和系枕
。

土壤分类的研究成果可以反映土壤学研究的水平
,

特别

是反映土壤地理学和土壤发生学的水平
。

整个土壤学镇域内其他分支的研究
,

也都必填

引用土壤分类的研究成果
。

土壤分类的研究既影响到科研和教学工作的进行
,

也关系到

土壤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推广和运用
。

在生物学和地学范畴内有关分类阴题的研究中
,

土壤分类方面的研究是年青的
,

也是

比较难以解决的
,

不仅在中国
,

tIJ 使在世界范围内也还没有提 出成熟的原RlJ 和方案
,

所以

朋题的艰且性是存在的
。

近年以来
,

国内有关土壤分类的研究虽然已握取得了一些成就
,

特别是积累了大量的

科学查料
,

但存在的阴题还不少
,

在某种程度上可靛是相当泯乱的 ; 关于土壤分类方面所

发表的文章不算少
,

但不少是只敲概念
,

只敲
“哲学

” ,

而未涉及到分类的其体内容
,

这些情

况对土壤分类的研究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
。

在目前
,

各方面对土壤分类的研究巳提 出共

同的迫切要求
,

必须尽可能
、

尽早地提出初步的原RlJ 和系就
,

以便不断改进
,

既要务虚
,

更

应敌务实
,

因而也就必滇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公开的尉箫
,

任何迥避尉渝的企图都是有害

的
。

目前土壤分类上存在的简题
,

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l) 没有就一的原 glJ 和枕一的概念
,

以致造成在土壤分类工作上的严重困难和观点

分歧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人硬要把自然土壤和所稍农业士壤(照理
,

应敲砚耕种土

壤更恰当些) 艳然对立和硬要把农业土壤和 自然土壤在土类以上郎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系

枕所引起的
。

这种想法是和有人硬要把所稠
“

农业土壤学
”

从整体的土壤学中独立出来的

企图分不开的
。

看来
,

这种企图或想法现在还言之过早
,

因为某种学科的建立
,

决不是凭

主观愿望和想象的
,

必滇有科学的依据
,

必镇付出艰苦的劳动
。

同时更重要的是应骸把人

为主观能动性对土壤的影响摆到恰如其分的地位
,

过分强铜或估补不足都是不恰 当 的
。

当然
,

过去对耕种土壤的忽祝或者注意很少是艳对错簇的
。

我款为作为整体的土壤(包括

自然土壤和耕种土壤)就是土壤学的研究对象
,

片面地割断历史联系和亲椽关系
,

甚至把

人为活动当作是农业土壤形成的 内因
,

这是违反耕征唯物和历史唯物的观点的
。

由于
一

七

.
本文曾在 19 6 2 年 6 月全国土褒学术会罐上报告过

,

其后也分别在岛普木齐和北京士奥学会上报告过 : 1 9 6 3 年
6 月叉相稚在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学术委具会和全国土嚷分类专业会裁上提出时篇

,

承各方面提出不少宝

贵意兑
,

襄此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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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把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割裂开来的企图
,

所以就根本不考虑土壤分类的枕一原AlJ 和系

挑
,

但是
,

郎使对农业土壤本身也并未提出比较完整的原RlJ 和系兢
。

这就是造成混乱的根

本原因
。

(2 ) 对待土壤分类缺乏科学的
、

实事求是的态度
。

有些人并不是把卿征唯物主义作

为研究土壤分类的指导思想
,

而总是在哲学名铜上兜圈子
,

以致有把土壤分类引上概念

化
、 “
哲学化

”
方向的危险

,

生硬地引用禹列主义趣典作家的用藉
,

而缺乏具体的科学内容
,

使别人威到玄虚
,

难以捉摸
。

(3 ) 对待土壤分类的任意性和袒率态度
。

在有些情况下
,

没有或者很少科学依据
,

就

提出若干新的土类
,

把土壤分类庸俗化
,

这在耕种土壤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

一下子可以建

立十个
、

二十个甚至五十到六十个土类
,

美其名 曰
:
攀众趣翰总枯

,

但实际上并没有在真正

的攀众趣麟上下过工夫 ; 或者美其名 曰
:
以土壤发生学观点为指导

,

但实际上所划分的土

类缺乏发生上的联系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
。

我款为
:
重要的是不断工作

,

而不是空敲
、

空

想
,

应效以理(科学依据)服人
,

必填以实际的研究成果作为分类的基础
,

否Bl] 就站不住脚
,

也趣不起考膝
。

当然
,

我们应敲重祝新生的东西
,

但也要翘棋对待
,

更要付出艰苦的劳动
,

逐步建立新的土类
,

特别是耕种土壤
,

在趣过相当的研究以后
,

肯定是可以而且应鼓建立

一些新土类的
。

因此
,

不能 同意
:
(1) 不阴具体情况如何

,

锄头一趣下地
,

就是飞跃的质变
,

人为因素就

居于主导地位
,

也就具有了握济肥力的特征
,

因而就可以建立新土类
,

这是把人为因素艳

对化的枯果
。

所葫耕种土壤的
“
泛域性

” ,

看来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

(2 )在土壤

命名上
,

美其名曰从拿众趣墩中加以提炼
,

枯果是标新立异
,

杜撰新嗣
,

以致攀众既不知

道
,

当地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也无法应用
。

(3 )以臆想代替实际
,

例如有人孰为 :在干旱地区

条件下
,

灌溉
一自成型的土壤和灌溉

-
水成型的土壤也能够

“
异途同归 ,’o

一
、

土族分类应霞考虑的几个原RI1

(l) 真正的发生学土壤分类应敲把土壤形成条件
、

土壤形成过程(包括土壤形成的物

理
、

化学
、

生物现象的总和
,

能反映土壤发生演变和物质运动的现律)和土壤特性 (郎所稠

属性
,

主要指比较稳定而不易改变的基本发生特性) 三者桔合起来考虑
,

并且把它作为土

嫂分类的基础
。

这个
“
三桔合

”
也就是土壤发生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

在具体研究的过程

中
,

不能只片面地考虑某一方面
,

而要敲其地粽合分析
。

过去有些人过分孩刹自然地理条

件的观点固然是不正确的
,

但款为普天之下都是熟土和油土
,

也肯定是结簇的
,

必填既联

系土壤形成条件
,

更应孩铜在敲条件下所进行的土壤形成过程及其所赋予土壤禾身的属

性(在耕种土壤方面
,

尤应着重考虑 由于长期农业活动所留下的土壤属性)
。

归根到底
,

在

处理土壤分类时
,

土壤形成条件必然是其前提
,

而土壤形成过程和土壤属性才是主要的依

据
。

(2 ) 土壤分类的依据要尽可能数量化
,

郎在土壤分类中必镇引用数量指标
。

因为土

壤过程所斌予土壤本身的属性应敲是可以观察和侧量得到的
,

当然
,

这些指标可以 由较商

单的到较复杂的
,

不断加以完善
,

并进一步能作到有检索表可查
。

例如一般在土壤有机部

分可以采用腐殖质舍量及其祖成
、

碳氮比率等 ; 在土壤矿厦部分
,

如土体和粘粒部分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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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全量祖成及硅
、

绍
、

铁的分子比率
,

粘土矿物类型和矿物祖成
,

以及活性硅
、

铝
、

轶
、

锰

等 ;其他如机械祖成
、

土壤酸度
、

代换性能和盐基鲍和度
、

易溶性和难溶性盐类的粗成及其

数量
,

以及若千重要的水分
、

物理特性等 ; 同时在土壤形态方面也可采用形态鉴定指标和

数量指标
。

这里应敲指出的是 : 在具体进行分类时
,

必须粽合分析这些指标
,

而不能把个

别指标作为分类的依据
。

同时还要靓明
,

土壤分类的上述指标 (反映土壤最基本的属性)

必然能反映土壤肥力特性
,

但并不是所有的分类指标都是肥力指标
,

反之
,

也不是所有的

所稠肥力特性或生产水平都能反映在分类的指标上
。

如果熟为土壤分类必镇都依据肥力

指标 (特别是能就的所胡趣济肥力 )
,

而不去寻求能正确反映生续咬的发生及其相互联系的

指标
,

Al] 必然成为实用主义的分类或人为分类
,

而不是其正发生学的科学分类
。

决不能把

发生学的土壤分类和一般的土地分等或土地爵级混同起来
。

(3 ) 土壤分类必镇有明确的原RlJ
,

分类单位必填有确切的含义
。

在分类原Al] 和系扰

上应靛把自然土壤和耕种土壤作为整体来考虑
,

也就是要抬予耕种土壤和 自然土壤以同

等待遇
,

以便把它们历史发生的联系表现在航一的系枕中
。

耕种土壤可根据人为影响所

引起的土壤变化的不同情况放在不同的土壤分类单位中
,

这样并没有抹刹或削弱耕种土

壤的重要性
,

既可把它佣作为独立的土类处理
,

也可以放在土类以下的其他极别中
,

不能

采用所稠
“
二元希

”的观点
,

而把 自然土壤和耕种土壤人为地对立起来
。

同时也应故把高

极单位和低极单位的分类原BlJ 都就一在发生学的原AlJ 下
,

而不能只是形式上的凑合
。

必

填指出的是
:
不应敲在分类系扰中列入尚未进行研究或研究得很少的土壤

,

以免导致混

乱
。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

新土类和新土壤形成过程的建立是必然的事
,

但这肯定是严格

的
,

是逐步的
,

是建筑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上的
。

(4 ) 全国性的土壤分类系扰应鼓建立在地区性土壤分类系枕的基础上
。

在大致就一

的原则下
,

首先是应分别拟定地区性的土壤分类系就
,

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钠
、

粽合

出全国分类系扰
。

必填孰为
:
全国性分类系挑应散是比较概略的分类系枕

,

而地区性分类

系扰RlJ 必填充分考虑到地区性的特点
,

提 出较具体而祥相的系挑
。

在地区性系枕的基础

上概括出全国性系挑时
,

只须包括地区性系就中的主要部分
,

而不可能
、

也不必需包括地

区性系兢的全部内容
。

要想拟定较完整的全国性系扰
,

这种概括是必趣的过程
。

由下而

上
,

由地区到全国的归钠概括
,

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

(匀 在土壤命名上
,

可采用双重命名法
,

如同植物命名一样(有拉丁学名
,

也有不同地

区的攀众名称)
,

特别是对耕种土壤
,

郎所胡
“
土洋枯合

”的办法
,

正如土壤普查初期有些地

区所采用的那样
。

这既可反映其实情况
,

也有便于各方面的应用和趣输交流
,

否则到处都

用上黑土
、

黄土
、

杠土
,

就必然会造成土壤命名上的混乱
。

镇知土壤分类命名必填适合厂
‘

泛的需要
,

除考虑农民拿众和一般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外(特gll 是耕种土壤)
,

也应当照顾

到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如农学家
、

植物生态学家和地理学家等)
。

高极分类单位的命

名首先是应选择性地沿用已有的土壤名称
,

当然也可以从重众名称中提炼出来
,

但最忌沛

的是
“
8lJ 造性

”的杜撰
,

应鼓具正来自当地的拿众名称
,

如果不同地区内有同土异名的现象

发生时
,

则不妨用 括弧注出
,

以便查考 ;在土属和土种命名时
,

如遇到 同土异名
,

还不妨加

上地名
,

以示区别
,

这至少可作为过渡时期的处理办法
。

至于速糟命名或单名法的阴短
,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适当的速擅命名
,

不需把母厦和机械祖成等都加在土壤名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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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土壤分类和土壤分区 (或区划 ) 的关系阴题
。

目前有些方面的研究
,

企图把土城

分类和土壤分区完全等同起来
,

这一点是值得澄清的
。

当然
,

二者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

但

也不能等同看待
。

土壤分类是指土壤个体与攀体的关系 (特别是从土壤发生和土块属性

来看)
,

而土壤分区 (或区划 )RlJ 为区域的概念
,

它与土被相联系
、

与土壤的祖合和复区相联

系
。

如果把土壤分类和土壤分区完全刹握在一起
,

是很难其正解决土壤分类阴题的
。

(力 土墩分类系枕和土壤制图的图例系枕的关系简题
。

这也是必填取得共同理解的

朋题
。

当然土壤分类系就是土壤图例系扰的依据
,

二者有密切联系
,

但也不能完全等同起

来
,

应敲有所区别
。

这特别牵涉到山地土壤的分类周题
。

一般而言
,

在全国性或某一地区

的分类系扰中
,

对山地土壤的划分应只限于平原地区所没有
、

而为山地所特有的士壤
,

例

如干早地区的山地森林土壤以及森林核以上的高山和亚高山土壤
,

又如南方地区山地森

林垂直带的上部以及森林技以上的土壤
,

等等
。

如果平地和山地都有同一类型的土壤
,

AlJ

在分类系挑表中只需列出一个类型
,

例如在南方
,

既有杠壤
,

也有山地杠壤 ;在北方陈有黑

钙土
,

也有山地黑钙土
,

郎在分类系就中只填列出杠壤和黑钙土
,

而不需要再列出山地杠

壤和山地黑钙土
,

因为既是已趣归属于黑钙土或者杠壤类型
,

则无渝山地或平地
,

其形成

过程和基本特性就应敲是一致的
,

其差BlJ 只是由于地形(特BlJ 是坡度)所引起的某些差别
。

反之
,

在土壤图例系扰中
,

HlJ 应同时列出杠壤和山地杠壤以及黑钙土和山地黑钙土
。

二
、

各极土续分类单位的划分标准

本分类采用五极制
,

郎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
、

变种
。

土类和亚类是高极分类单位
,

土

属
、

土种和变种是低极分类单位
。

L 土类 为高极分类的基本单位
,

代表在空简上有比较广泛分布的土壤拿体
。

同

一土类的土壤是发育在同类的生物气候条件(或农作制度)或上壤水文条件下
。

与生物气

候条件(或农作制度)相联系的可以分出地带性(显域性)土类和隐域性土类
。

地带性土类

有明显的地域分布
,

多呈莲债带状
,

严格地服从于地带性的生物气候条件或农作制度 ; 隐

域性土类的形成虽与生物气候条件有关
,

但受地方性条件 (如母厦
、

土壤水文
、

成土年龄

等) 的影响很大
,

它佣可在生物气候条件比较接近的几个相邻地带中呈斑状或葛状分布
。

与土壤水文条件相联系的可以分出自成型土类 (包括灌溉
一自成型土类

,

靠大气降水或部

分灌溉水补抬土壤水分)和水成型土类(包括灌溉
一
水成型土类

,

靠地下水或部分灌i既水补

拾土壤水分) ;至于水分状况具有过渡性质的半水成(淋溶
-
水成)土壤

,

Rl] 并不作为独立土

类分出
,

而是根据其主要土壤形成特点分别归属于自成或水成的土壤类型中
。

土类的划分依据是 :

(1 ) 每一土类代表土壤形成过程中 , 定的发育阶段
,

明显表现出一个或几个主要的

基本土壤形成过程和某些附加过程(指敲土类中典型形成物所不具有的过程)相拮合的特

点(包括各个基本过程相互简量的对比关系)
。

(2 ) 与土壤形感过程相适应
,

每一土类在有机物厦和矿物厦的来源
、

移动
、

斡化和合

成等土壤形成现象上必然表现同类的基本发生特征或属性
,

这些特征或属性不仅使每一

土类具有大体相似的剖面构造 (指土壤形态剖面上的基本发生土层及其排列顺序)
,

而且

可在一定范围内用具体的数量指标来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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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特点所分出的同一土类
,

其利用方向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向性措施应大致

相同
。

凡某种 自然 (或原始) 土壤在同类的稳定农作制度条件下(包括耕作
、

翰作
、

施肥
、

灌

溉
、

土壤改良等各个环节)
,

由于长期的人为影响而发生厦变(很少保留原来土壤的重要建

余特征)时
,

lIJ 可划分为独立的新土类
。

这样划分出的新的耕种土壤类型也必填同样根据

上述标准
,

它佣必填具有某些耕种熟化过程所赋予的一系列新的基本特征或属性
。

n
.

亚类 为从属于土类的分类单位
。

发育在基本相同的亚地带性(或地区性 )生

物气候条件或土壤水文条件下
。

其划分依据是 :

(l ) 每一亚类代表土壤形成过程中一定的发育分段
,

明显表现出主要土壤形成过程

的典型特征
,

或者是具有某些重要的 (具有地带
J

峨言义或阶段性意义的) 附加过程的过渡

性特点
,

所以既有代表敲士类的典型亚类
,

也有联系土类之简的过渡性亚类
。

(2 ) 同一亚类的土壤具有更相一致的水热状况和剖面构造
。

根据上述特点所分出的同一亚类
,

其利用方式以及改良土壤和提高土壤肥力的途径

应基本相同
。

凡某种 自然 (或原始) 土壤在稳定的农作制度下
,

特别是在人为灌溉和土壤改良的影

响下
,

使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
、

很重要的理化生物特性和形态特点 (如剖面上部的腐殖质

积累过程
、

土壤精构或枯持状况以及易溶性盐分剖面等)
,

但是在不同程度上仍然表现出

耕垦以前土壤的某些重要的座余特征
,

这样的土壤郎可从原来土类中作为独立的耕种土

壤亚类划分出来
。

当然
,

这些土壤的新的属性是与垦前的土壤特点
、

耕作方式和耕作历 史

有密切关系的
。

至于在独立耕种土类以下的亚类
,

AlJ 可根据其熟化阶段及其相应的属性

来划分
。

n l
。

土属 为承上启下的分类单位
,

在亚类范围内代表某些共性的特殊表现
,

其划

分是多标准的
,

但其所依据的发生特征并不是取决于大的生物气候条件
,

而主要是取决于

地方性 自然条件(指生物气候条件以外的某一成土因素)和农业生产条件
。

在这些条件的

影响下
,

不足以导致鼓亚类在形成过程和发育阶段上的亘大变化
,

而只是起到加速或延援

土壤过程的作用
。

同一土属的土壤都具有基本相 同的剖面构造
。

划分上属的条件或依据

是 :

(l) 母厦或底土特性
,

如母厦粗成或土体厚薄
,

以及侵触和堆积的特点
,

也包括过去

土壤形成和风化过程所赋予母厦的嫂余特征
,

如座余碳酸盐
、

残余盐化和碱化以及埋藏上

层等
。

(2 ) 次要的(不具有地带性意义或阶段性意义的)附加过程
,

如某些土壤的盐化
、

碱化

和沼泽化特征等
。

(3 ) 水成土壤的水分补抬状况(特别是地下水的补始状况)和地下水特性等
。

根据上述条件和特点所分出的同一土属
,

其肥力水平
、

翰作制度
、

改良土壤和提高土

堆肥力的措施应大体一致
。

凡某种 自然(或原始)土壤樱过比较稳定的耕种以后
,

如果除耕作层和部分理化
、

生物

特性有所改变外
,

大部分仍然保留原来土壤的残余特征时
,

lIJ 可划分为土属
,

它俩都是在

耕作措施比较粗放
、

耕作时简不长的情况下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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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土种 为低极分类的基本单位
。

在土属范围内
,

代表主要土壤形成过程或某

一附加过程的发育程度
,

仅表现为量的差 glJ
,

其划分依据如腐殖质的舍量或腐殖质层的厚

度
、

盐清化程度或其特性
,

以及耕种土壤中剖面上部 (包括耕作层和犁底层) 的发育程度

等 ; 这样划分出的同一土种的土壤
,

其肥力水平
、

改良和提高土壤肥力的具体措施基本
_

E

是相同的
。

凡某种自然 (或原始)土壤握过不稳定的耕种以后或在翰荒的情况下
,

如果除浅薄的

耕作层以外
,

基本上仍然保留原来土壤的特性时
,

AlJ 只能划分为土种
。

V
.

变种 是土壤分类的最小单位
,

仅表示士壤性状在土种范围内的较小变异
,

多

为小地形
、

母质或耕作
、

施肥
、

灌既等措施所引起
,

机械粗成或其排列特点常可作为划分变

种的依据
。

对于某些耕种土城
,

变种也常反映耕作层肥力的较小变异(特glJ 是易变性的养

分指标)
,

但这些变异极易为一般的农业措施所改变
。

三
、

新臼土族分类系枕及其商要就明

由于新疆幅具辽朋
,

自然条件复杂
,

灌溉农业的历史悠久
,

所以土壤类型也较多
。

根

据对新疆土壤研究的程度来看
,

新疆土壤分类的周短还远远没有解决
,

查料也很不够
,

目

前只能在已有查料 (主要是中国科学院新疆粽合考察队的土壤总桔 ) 的基础上
,

提出一个

初步意晃
,

以待不断修正和补充
。

当然
,

对于全国来耕
,

新疆土壤分类系枕只是地区性的
,

但是应鼓把屯作为全国性土壤分类系就的基础之一和粗成部分
,

特别是对于我国北方其

他半干旱和干早地区更其如此
。

根据上远各极土壤分类单位的划分标准
,

下面列出新疆土壤分类系枕表
。

应敲指出 :

由于对各种土壤的研究和所积累的查料并不平衡
,

所以在系就表中各土类划分的毅 glJ 是

不一致的
,

有的只划分到亚类
,

有的划分到土属
,

而部分RlJ 划分到土种
。

至子变种
,

RlJ 一律

未予列出
。

在土壤分类系枕表的排列上
,

严格地遵循着一定的遥辑性
。

首先是地带性土壤类型
,

从黑钙土到棕色荒漠土 ;其次是隐域性的 自成土壤类型(龟裂土
、

残余沼泽土和座余盐土)

和灌概
一自成型的耕作土壤类型 ;然后恢次为隐域性的水成土壤(包括灌溉

-
水成型的耕作

土)和盐成土壤 ;最后是山地土壤类型
。

这里不可能对分类系就表中所有土类的形成条件
、

形成过程和属性作群尽的阴述
,

只

是根据上述各极单位的划分标准作筒要靓明
。

首先应敲提到的是新疆境内主要的基本土壤形成过程。。 在不同的土壤形成条件下
,

大致可以归钠为以下几种土壤形成的基本过程
:
腐殖盾积累过程 (生草过程)

、

粘化(粘土

形成)过程
、

敛盾化过程
、

钙化过程 (包括碳酸钙积累和石膏积累过程)
、

龟裂化过程(荒漠

土壤形成初期所具有)
、

荒漠化过程 (由地下水位下降所引起)
、

盐清化过程
、

脱盐碱化过

程
、

沼译化过程 (包括泥炭积累和潜育过程)
、

灰化过程
、

高山冰冻过程以及人为影响下的

各种耕种熟化过程 (熟化过程目前还只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

在今后进一步研究以后
,

也应

鼓包含若干个基本过程)等
。

同时又通过这些基本形成过程的不同祖合而构成各种土壤

l) 文振旺 :新疆土壤形成的主要特点
。

新疆农业科学
,

1 9 6 3 年
,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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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 班 土 续 分 类 系 枕 玻

土土 类类 亚 类类 土 属属 土 种种

LLL 黑钙土土 淋榕黑钙土土土土

黑黑黑 钙 士士 薄层黑钙土土土

黑黑黑黑 钙 士士士

耕耕耕耕作黑钙土(黑土)))))

草草草甸黑钙土土土土

222
.

栗钙土土 暗粟钙土土 薄层暗栗钙土土土

暗暗暗暗栗钙土土土

耕耕耕耕作暗栗钙土〔黑黄土)))))

淡淡淡栗钙士士 薄层淡栗钙土土土

淡淡淡淡栗钙土土土

碳碳碳碳酸盐淡栗钙土土土

耕耕耕耕作淡栗钙土(栗黄土)))))

草草草甸栗钙土土土土

333. 棕钙土土 棕 钙 土土 薄层棕钙土土土

棕棕棕棕 钙 土土土

破破破破酸盐棕钙土土土

碱碱碱碱化棕钙土土土

淡淡淡棕钙土土 薄层淡棕钙土土土

淡淡淡淡棕钙土土土

碱碱碱碱化淡棕钙土土土

草草草甸棕钙土土土土

灌灌灌溉棕钙土土土土

444
.

灰钙土土 灰 钙 土土 薄层灰钙土土土

灰灰灰灰 钙 土土土

草草草甸灰钙土土土土

灌灌灌概灰钙土(白黄土)))))))

555
.

荒漠灰钙土土 龟裂状荒漠灰钙土土土土

荒荒荒漠灰钙土土 薄层荒滨灰钙土土土

荒荒荒荒漠灰钙土土土

碱碱碱碱化荒漠灰钙土土土

盐盐盐盐化碱化荒漂灰钙土土土

盐盐盐盐化石膏荒漠灰钙土土土

草草草甸荒漠灰钙土土 盐化草甸荒漠灰钙土土土

灌灌灌溉荒漠灰钙土(白板土 ))) 薄层灌概荒漠灰钙土 (戈壁白板板板
土土土土)))))

灌灌灌灌溉荒漠灰钙土 (白板土))) 里黔
灌溉漠灰

揪
‘白板板

皇皇皇皇皇叽鹦概
漠灰
毗

‘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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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玻

土土 类类 亚 类类 土 属属 土 种种

666
.

灰棕色荒澳澳 灰棕色荒漠土土 灰棕色荒漠土土土

土土土土 盐化灰棕色荒漠土土土

石石石膏灰棕色荒澳土土 石膏灰棕色荒澳土土土

盐盐盐盐化石膏灰棕色荒漠土土土

777
.

棕色荒澳士士 龟戮状棕色荒漠土 (土戈戈戈戈
壁壁壁)))))))

棕棕棕色荒漠土土 棕色荒漠土土土

盐盐盐盐化棕色荒漠土土土

石石石膏棕色荒漠土土 石膏棕色荒漠土土土

盐盐盐盐化石青棕色荒漠士士士

石石石膏盐盘棕色荒淇土土 石膏盐盘棕色荒漠土土 石膏盐盘棕色荒澳土土
少少少少少母石衡盐盘棕色荒漠土土

888
.

龟裂土土 龟裂性土土 龟裂性土土土

灌灌灌灌溉龟裂性土(包孜土)))))

龟龟龟 裂 土土土土

999
.

残余招泽土土 残余泥炭沼泽土 (千草炭炭炭炭
土土土)))))))

1110
.

残余盐土土 龟裂状残余盐土土 龟裂状残余盐土土 龟裂状残余盐土土
硝硝硝硝硝酸盐龟裂状残余盐土土

典典典型残余盐土土 典型残余盐土土 典型残余盐土土
硝硝硝硝硝酸盐典型浅余盐土土

111 1
.

灌溉
-
自成型型 灌榔卜自成型古老粉洲耕耕 可按灌溉淤积层厚度划爱为薄层层层

古古老籽 洲 耕耕 作土(白土))) (< 50 厘米入中等厚度
_

(即一1 000000
作作土土土 厘米 )

、

厚层 (> 10 0皿米)三个土土土
属属属属属属

灌灌灌溉
~ 自成型古老释洲熟熟 同 上上上

化化化耕作土(黄土)))))))

1112
.

草甸土土 暗色草甸土土 按河滩地冲积性
、

冲积性饱括河河 每个土属以下又可分为弦盐化
、、

阶阶阶阶地和老河滩地)
、

干三角洲
、

扇扇 弱盐化和非盐化的的
旅旅旅旅分为四个土属属属

淡淡淡色草甸土土 同 上上 同 上上

荒荒荒淇化草甸土土 荒漠化草甸土土土

盐盐盐盐化荒漠化草甸土土土

灌灌灌溉草甸土土 灌溉草甸土(黑潮土)))))

盐盐盐盐化灌溉草甸土(盐化黑潮土)))))

滋滋滋滋溉招泽化草甸土(青板土)))))

1113
.

吐加俄土土 草甸
一
吐加依土土 河滩地冲积性草甸

-
吐加依土土 可分为弦盐化

、

弱盐化和非盐化化
的的的的的的

扇扇扇扇旅草甸一吐加依土土 同 上上

吐吐吐加位土土 冲积性吐加依土土 同 上上

干干干干三角洲吐加依士士 可分为瞄盐化和弱盐化的的

最最最最膝吐加依士士 可分为弦盐化
、

弱盐化和非盐化化
的的的的的的

荒荒荒澳化吐加俄土土 荒漠化吐加依土土土

盐盐盐盐化荒漠化吐加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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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表

土土 类类 亚 类类 土 属属 土 种种

111东 灌镇卜水成型型 灌漱
~
水成型古老释 洲 耕耕 灌

黝
成型古老

酬
耕作土(灰灰灰

古古老释洲 耕耕 作土(灰黑土))) 灌溉
-
水成型古老释 洲盐化耕作作作

作作士士士 土(盐化灰黑土)))))
灌灌灌灌概

~
水成型古老释 洲招泽化耕耕耕

作作作作土(灰青土)))))

灌灌灌溉
~
水成型古老释 洲 熟熟熟熟

化化化讲作土(黑枣土)))))))
1115

.

沼不丘土土 草甸绍泽土土 按河滩地冲积性
、

冲积性
、

干三角角 每个土属以下叉可分为弦盐化
、、

洲洲洲洲
、

湖滨
、

晶徐分为五个土属属 弱盐化和非盐化的的

腐腐腐植质沼泽土土 干三角洲腐殖厦沼泽土土土

泥泥泥炭沼泽士士 扇徐泥家招泽土土 可分为弦盐化
、

弱盐化和井盐化化
湖湖湖湖滨泥炭招泽土土 的的

淤淤淤泥沼泽土土 湖滨淤泥招泽土土 可分为弦盐化和弱盐化的的

111 6
.

水矛雪土土土土土

1117
.

盐
二七七 草甸盐土土 按冲积性

、

干三角洲
、

扇雄分为三三 每个土属以下叉按盐分祖 成 分分

个个个个土属属 别划分出: 氛化物
、

硫酸盐一氛化化
物物物物物

、

氛化物
一
硫酸盐

、

硫酸盐
、

苏苏
打打打打打

、

苏打
一
氛化物

、

苏打
‘
硫酸盐

...

氛氛氛氛氛化物
、

苏打
一
氛化物

一
硫酸盐

、、

苏苏苏苏苏东卜硫酸盐
、

苏打
一
硝酸盐

一
抓抓

化化化化化物等土种种

典典典型盐土土 同 上上 同 上上

招招招泽盐土土 按冲积性
、

干三角洲
、

扇膝
、

湖滨滨滨
分分分分为四个土属属属

矿矿矿盾盐土土 湖滨矿盾盐土土土

次次次生盐土土 可考虑按沿渠道
、

渠简低地
、

灌区区 各土属以下叉可按盐分翅 重和和
末末末末端等划分土属属 盐分粗成划分土种种

111 8
.

山地冰沼土土 山地冰沼土土土土

山山山地灌木冰沼土土土土

珍珍
.

高山草甸土土 原始高山草甸土土土土

高高高山草甸土土土土

胞胞胞和高山草甸土土土土

2220
.

亚高山 草甸甸 亚高山草甸土土土土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胞胞胞和亚高山草甸土土
;;;
牙层鲍和亚高山草甸土土土
包包包包包和亚高山草甸土土土

2221
.

亚高山 草甸甸甸甸甸
草草原士士士士士

222 2
.

亚了苗山 草原原 亚高山草原士士士士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亚亚亚高山干草原土土土土

222 3
.

山地生 草灰灰灰灰灰
化化 :七七七七七

222 4. 山J也灰 色森森 山地暗灰色森林土土土土

林林
: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山山山地灰色森林土土土土

山山山地淡灰色森林士
.......

赞赞雀牡
褐 色色 山地淋溶灰褐色森林土土土土

山山山地灰祸色森林土土土土
山山山地碳酸盐灰褐色森林土土土土

2226
.

高l匀荒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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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类型 : 如草原土壤形成过程
,

荒漠土坡形成过程
,

水成土壤形成过程
,

盐化
一
碱化土城

形成过程
,

耕种熟化过程
,

山地森林土壤形成过程
,

山地草甸
、

草甸草原和草原土坡形成过

程以及高山干寒荒漠土壤形成过程等
。

这些土壤形成类型郎可作为土类以上进一步再行

归钠的参考
。

在系枕表中所提到的地带性土壤共有七个类型
,

它们都服从于一定 的 生 物气 候条

件 1) 。 其中黑钙土
、

栗钙土
、

棕钙土和灰钙土四个土类属于草原土壤形成系列
。

一般而言
,

在草原土壤的形成中
,

以腐殖厦积累和钙化(特BlJ 是碳酸钙积累)两个基本过程为主 ;荒漠

灰钙土
、

灰棕色荒漠土和棕色荒漠土三个土类属于荒漠土壤形成系列
,

而在荒漠土壤形成

中AlJ 以粘化(度积)
、

铁厦化和钙化 (特别是石膏积累 )等几个基本过程为主 ; 因此
,

应兹敲

为 :
黑钙土

、

栗钙土
、

棕钙土和灰钙土在土壤形成上的差异
,

主要表现在腐殖盾积累和碳酸

钙积累两过程之简的量的对比关系方面
,

而荒漠灰钙土
、

灰棕色荒漠土和棕色荒漠土在土

壤形成上的差异
,

主要表现在粘化
、

铁质化和石膏积累过程之简的量的对比关系方面
,

通

过这些量的对比关系的总和自p体现为土类之简的厦的差异
,

因而也表现出阶段性
。

各地

带性土类中亚类的划分
,

有以下几种情况
:

(l) 与亚地带性或地区性生物气候条件相适应

而表现的一定发育分段
,

例如栗钙土类型中的暗栗钙土和淡栗钙土
,

棕钙土类型中的棕钙

土和淡棕钙土
,

棕色荒漠土类型中的棕色荒漠土 (或石膏棕色荒漠土) 和石膏盐盘棕色荒

漠土 ; (2 )代表鼓土类中较典型的亚类
,

如黑钙土
、

灰钙土
、

荒漠灰钙土等 ; (3 )根据某一重

要附加过程所表现的特点
,

如淋溶黑钙土的淋溶过程
,

龟裂状荒漠灰钙土
、

龟裂状棕色荒

漠土和龟裂状残余盐土的龟裂化过程 ; (的为具有过渡性厦的斗勺卜成(淋溶
一
水成)土壤

,

如

草甸黑钙土
、

草甸栗钙土
、

草甸棕钙土
、

草甸灰钙土和草甸荒漠灰钙土 ; (匀在人为影响下

发育的耕种土壤
,

如灌溉棕钙土
、

灌概灰钙土和灌概荒漠灰钙土
。

至于各亚类以下土属的

划分
,

也有以下几种情况
:
(l) 根据土体厚薄 的影响

,

如薄层黑钙土
、

薄层灰钙土等 ; (2 )根

据母盾的座余特征
,

如谈酸盐淡栗钙土
、

碳酸盐棕钙土和盐化灰棕色荒漠土等 ; (3 )根据次

要的附加过程
,

如碱化棕钙土
、

碱化荒漠灰钙土
、

盐化草甸荒漠灰钙土等 ; (4 )根据人为影

响的特点
,

如耕作黑钙土和耕作暗栗钙土等
。

在系挑表中所提到的隐域性的自成土壤和灌溉
一自成型土壤共有四个土类

,

它佣都是

在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条件下的特殊土壤形成物
。

龟裂土
、

残余沼泽土和凌余盐土在其过

去的土壤形成中都趣历过水成阶段
,

目前已完全脱离地下水的影响(只有个别地方的龟裂

土可能受到短暂地表水的影响 )而成为 自成土壤
,

但由于干早地区特殊的土墩形成条件使

它俩还很少具备地带性土壤的典型特征
。

龟裂土主要发育在相土物盾上
,

其形成过程虽

已属于荒漠土壤形成系列
,

但是只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 ;在龟裂土形成中所可能伴生的盐

化或碱化过程
,

仅仅是作为附加过程
。

残余盐土和夔余沼译土顾名思义是过去土壤形成

阶段中所形成的盐土和沼泽土
,

目前已完全不存在积盐过程和沼译过程
,

因而就现代土壤

形成过程而言
,

它介叱p不能归属于具有现代积盐和现代沼泽化过程的土类中
,

所以分别作

为隐域性自成土壤的独立类型划 出
。

灌概
一自成型古老碌洲耕作土是在长期灌溉过程中

形成的
,

目前已具有特殊的
、

深厚的 (1一 2 米或更厚) 农业灌概淤积层
,

在现有的土壤剖

1) 文振旺 : 新疆推晋尔自治区土澳地理区划
。

土壤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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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
,

几乎完全找不到原来土壤的癸余特征
,

并且形成了区别于当地相应自然土壤的一系

列新的理化生物特性 (当然也打下地带性特征的一些烙印 )
,

所以根据上述原fllJ
,

把它作为

独立的耕种土壤类型分出
。

这几个土类中亚类的划分主要是考虑其发育分段 (如龟裂性

土和龟裂土) 或重要的附加过程 (如座余盐土中分出龟裂状残余盐土
,

其附加过程为龟裂

化过程)
,

而灌概
一 自成型古老禄洲耕作土fllJ 根据其熟化阶段而分为普通的和熟化的两个

亚类
。

在系就表中所提到的隐域性水成(包括灌溉
-
水成型 )土壤共有五个土类

。

草甸土
、

吐

加依土(荒漠森林草甸土)和灌溉
一
水成型古老椽洲耕作土都具有草甸类型的水分状况(郎

谕育状况 )
,

而沼泽土和水稻土则主要是沼泽类型的水分状况(郎潜育状况)
。

除土壤形成

的水分状况外
,

草甸土和吐加依土在腐殖质积累过程上是不相同的
,

草甸土的腐殖盾积累

过程是草甸草本植物的特性所决定的
,

而吐加依土的腐殖质积累过程AIJ HIJ 为木本植物(主

要是胡摇
、

灰摄
、

杠柳林和部分填玻林等
,

也混有少数草甸草本植锄的特性所决定的
,

所以

把它俩作为独立土类分开 ; 灌溉
一
水成型古老释洲耕作土也是在长期灌溉过程中形成的

,

它和灌溉
一
自成型古老椽洲耕作土有些共同之点(如农业灌溉淤积层的堆积和某些新的土

壤属性的形成)
,

但已完全属于水成土壤系列
,

以致在土壤发生特性
、

土壤水文条件和改良

利用上都有亘大的差glJ
,

因而也作为独特的耕种土壤类型分开
。

沼泽土和水稻土的划分
,

AlJ 早已为一般所公款
。

各土类中亚类的划分
,

有以下几种情况 : (l) 与地带性生物气候条

件相联系而表现的一定发育分段
,

例如草甸土中的暗色草甸土 (主要在北疆) 和淡色草甸

土(主要在南疆) ; (2 )与地方性条件相联系而表现的一定发育分段
,

如吐加依土类中的草

甸一
吐加依土

、

吐加依士和荒漠化吐加依土 (荒漠化也可理解为因地方性条件改变而引起

的附加过程
,

它使土壤具有半水成性厦 )
一

; (3 )与主要土壤形成过程(腐殖盾积累过程)相联

系而表现的一定发育分段
,

如沼泽土类中的几个亚类 ; (4 )根据人为影响的特点
,

如草甸土

类的灌溉草甸土 ;在灌溉
一
水成型古老椽洲耕作土类中也同样根据其熟化阶段而分为普通

的和熟化的两个亚类
。

至于这几种水成土壤中土属的划分
,

主要是考虑水分补抬状况
,

特

别是地下水的补抬状况
。

在新疆千旱地区的情况下
,

我俩划分了以下几种水分补抬类型
,

如河滩地冲积性
、

冲积性(包括河阶地和老河滩地 )
、

干三角洲
、

扇徐和湖滨等
,

这些类型的

划分
,

无谕在土壤发生或改良利用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而决不是单钝地貌部位的反

映 ;此外
,

也还根据座余特性 (如盐化荒漠化草甸土和盐化荒漠化吐加依土的盐化特性)以

及次要的附加过程 (如灌溉
一
水成型古老椽洲耕作土中的盐化和沼泽化土属 )

。

水成土壤

的土种
,

通常是根据盐化程度 (强盐化
、

弱盐化和非盐化的)来划分的
。

在系扰表中所提到的盐成土壤目前只分出一个土类(盐土)
。

盐土形成的最基本过程

是盐清化(积盐)过程
,

盐分主要都积累在土壤剖面上部
,

因而形成明显的盐分剖面分异
,

屯也属于广义的水成土壤系列(主要受地下水的影响)
。

盐土类型中各个亚类的划分明显

地休现了主要过程(积盐过程)和其他附加过程(草甸过程
、

沼泽过程等 )的过渡性特点
,

因

而也表现出阶段性
。

典型盐士是盐土类型中的典型亚类
,

在它的形成中
,

积盐是最主导的

过程
,

而没有明显的其他附加过程 ;在草甸盐土和沼泽盐土上
,

除积盐过程外
,

还分别件随

有草甸过程(腐殖质积累)和沼泽过程 (泥炭积累) ; 矿厦盐土代表土壤和地盾形成物的中

简形式
,

是在特殊的高矿化水 (氯化纳水)影响下形成的
,

它与一般的湖滨盐泥和盐壳 (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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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厦形成物)不同
,

也有明显的盐分剖面分异
,

并具有一定程度的潜育特点 ;次生盐土是在

人为影响下形成的
,

与不合理的灌概和其他措施有关
。

至于各盐土亚类下的土属划分
,

基

本上和水成土坡是同样考虑的
,

因而分别划 出冲积性
、

干三角洲
、

扇椽和湖滨等土属
。

盐

土类型中的土种都是根据盐分粗成来划分的
。

最后在系挑表中提到的是山地土壤
,

并且是指不存在于平原地区而为新孤境内山地

森林带和森林枝以上所特有的士壤类型
。

山地冰沼土面积很小
,

是在地衣苔麻复被下而

弦烈受到冰冻影响的原始土壤形成物
,

根据其发育分段分为山地冰沼土和山地灌木冰沼

土两个亚类 ;至于高山草甸土
、

亚高山草甸土
、

亚高山草甸草原土和亚高山草原土则为新

狠境内高山带和亚
’

高 山带的主要士类
,

它俩在高山带和亚高山带形成完整的土壤系列
,

其

形成过程和发生特性除反映山地高度的影响以外
,

与地带性和地方性的生物气候(特别是

寒冷干湿的程度 )条件有密切的联系
。

各土类在土壤形成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腐殖质积

累过程
、

淋溶过程和钙化过程 (碳酸钙积累) 之简的量的对比关系方面(当然
,

部分高山和

亚高山草甸土上没有钙化过程
,

而亚高山草原土上几乎没有淋溶过程) ; 其下各亚类的划

分是与发育分段相联系的
,

如高山草甸土分为原始
、

典型和鲍和三个亚类
。

新疆山地森林

下的土壤目前只分出三个土类
。

山地生草灰化土的面积也小
,

是南泰加林型下的土滚
,

生

草过程和灰化过程的表现都较弱
。

山地森林草原下的灰色森林土主要是由腐殖质积累和

灰化两个墓本土块形成过程相精合的产物
,

但一般是灰化过程很弱
,

而腐殖盾积累过程有

张烈的表现
,

同时由于干早程度的增加
,

有时可在剖面底部出现碳酸钙的淀积
,

根据其发

育分段分为暗灰色森林土
、

灰色森林土和淡灰色森林土三个亚类
。

在干早森林(以云杉林

为主 ) 下的山地灰揭色森林土
,

既具有褐土形成的若干典型特征 (有明显的座积粘化过程

和碳酸钙积累过程)
,

也有类似灰色森林土的某些特点 (如腐殖盾积累过程)
,

但完全没有

灰化过程的表现
,

因此把它作为揭土和灰色森林土之简的过渡类型而单独分开
,

其下根据

其发育分段 (也具有地带性意义)而分为淋溶
、

典型和碳酸盐三个亚类
。

高山荒漠土形成

于独特的高山寒漠条件下
,

生物作用和风化过程都很微弱
,

可款为是高山冰冻过程和
“
原

始
”
荒漠过程的粽合表现

,

但常伴生有
“
原始

”
积盐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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