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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极 杜国华 王浩清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孚

我国土壤基层分类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
。

解放前
,

土壤基层分类采用美国的土系制

解放初期采用苏联的土种制和连续命名法 年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中
,

改用农民习

用的土壤名称
,

独立命名
,

一直沿用至今
,

而未对这些命名加以系统提炼和整理
,

对土壤基

层分类缺乏明确的原则和标准
。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
,

我国一些土壤工作者山
一旧曾在北方冲积平原和南方低丘

陵地区进行土壤详测制图和土壤基层分类的研究
,

他们根据这些地区的土壤特点
,

提出了

划分土种的依据和标准
,

为我国土壤基层分类研究积累了可贵的科学资料
。

夕 年中国土壤学会召开土壤分类学术交流会以来
,

’

土壤基层分类作为土壤分类的

重要环节
,

越来越引起土壤工作者的广泛注意
。

特别是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土壤普查实践
,

各地研究土壤基层分类十分活跃
,

有关报道也较多比
一

,
,

这些文章对划分土种的依据和

标准
,

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

对土壤分类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
。

本文就笔者在红壤地区和潮土地区进行的土壤基层分类研究 , 日,,,  
,

来论述划分土种

的原则和依据 并对土体构型在划分土种中的意义
,

提出自己的看法
。

一
、

划分土种的原则和依据

诊

土种是土壤分类系统中的基层分类单元
,

科学地划分土种对奠定土壤分类学基础
,

提

高大比例尺土壤制图的质量
,

以及在指导科学种田等方面
,

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

义
。

关于土种的划分
,

在美国网和加拿大  , ,

主要是根据土壤剖面性态 土壤层次的种类
、

厚度及排列
,

各层土壤的颜色
、

结构
、

质地
、

反应和腐殖质等
,

划分为不同的土系
,

其中特

别重视剖面上下部的土壤质地的对比差异 
。

在苏联 , 
,

主要是根据土壤的主导形成

过程的发展程度 量上的差异 划分土种
。

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
,

也按土壤的发育度
、

耕种土壤的
“

熟化度
”和农业生产特性等划分土种

。

但对土壤的发育度和熟化度尚无明

确的概念
,

各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

因而常造成基层土壤分类的混乱
。

笔者认为
,

土种应根据土壤的基本土层 包括表土层或耕作层及指示性土层
,

有时还

有特殊异质土层
,

构成的土体构型
,

以及它所反映的土壤发育程度和肥力特性来划分
。

同

一土种具有类似的土体构型和剖面发育特点及肥力水平
,

其利用和管理措施基本一致
。

每

个土种在地理分布上占据特定的空间位置 包含着一定数量的土壤过渡类型 具有明显的

区域特点和生产实用特点 土种的性态特征相对稳定
,

非一般生产措施在短期所能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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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反映土壤个体特性的内容很多
,

因此
,

划分土种时
,

要分析和选择反映土壤发

育
、

肥力特性和影响利用改良最密切的属性
,

作为划分的依据
。

具体说
,

如下三方面的内

容作为划分土种的主要依据比较合适

由基本土层间或有特殊异质上层组合排列而造成的土体构型

指示性土层 诊断土层 的发生学特性和发育强度

表土层或耕作层的肥力状况
。

考虑到山丘地土壤
、

水稻 田土壤和冲积平原土壤的发生发育的不同特点
,

在划分土种

时
,

必须体现各自的侧重点
。

金

一 山丘地土毕划分土种的依据

 土体厚度 薄层 厘米
,

中层 一 厘米
,

厚层 厘米 基本土层的

排列及指示性土层的发育强度 表 耕 层的厚度和腐殖质的丰度 砾质度 全

层或某一土层的砾石含最 , 特殊异质土层存在的部位和厚度
。

二 水稻田土雄划分土种的依据

基本土层 即水稻土的各发生层 的排列和指示性土层 如潜育层
、

渗育层等 的

发育强度 耕作层的肥力状况 养分状况及物理性状等 特殊异质土层 硬盘

层
、

白土层等 存在的部位和厚度
。

三 冲积平原瀚土划分土种的依据

不同质地剖面的土层排列对土壤发育和水分
、

养分
、

盐分以及物理学性状影响很

大
,

可划分均质
、

夹层和底垫三类土体构型 指示性土层 潮土化特征的土层 的发育

强度 表明地下水活动对土壤作用的强度 耕作层的肥力状况 特殊异质土层

存在的部位和厚度
。

关于土壤质地在划分土种中的地位
,

应根据具体土坡类型及母质类别而异
。

地带性

土壤及其相应的水
、

早耕种土镶
,

多系同源母质发育
,

其同土属的各土种
,

土城层间质地的

级差不大 即相对均一
,

因此
,

除冲积平原潮土外
,

土壤质地一般可不作为划分土种的依

据
。

但是
,

对于异源母质 盈合母质
、

残留母质等 发育的土壤
,

层间质地的级差大
,

对土壤

发育性状影响明显
,

应按母质的成因和属性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土属中
。

在自然界
,

上列划分土种的各项依据均综合而无序地反映在各个土壤个体上
,

它们之

间缺乏共同和划一的比较基础
,

因此
,

我们试以土体构型的归纳形式
,

综合反映土壤个体

的性态特征
,

并规则地表达其分类信息 依据要素 的组合
,

使土壤个体体现在土种的划分

上得到较好的统一
。

电

二
、

构成土体构型的两类土层

土体构型是土壤剖面各土层自然组合和排列的特征
。

而在土壤分类系统的各级单元

中
,

都有反映各自不同特征的土体构型
。

如反映土壤高级单元 土类 的
, , ,

构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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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

型 反映水稻土亚类的
, , , 、

人
, ,

等构型 在土类和亚类构型的基础上
,

加上

反映土壤发育度和肥力特性的要素时
,

即可构成基层土壤单元的土体构型。。 因此
,

土体

构型的概念
,

并不等同于一般所称的土壤发生学剖面构型 广义的土体构型也不等于某一

分类级别的土壤单元的土体构型
。

组成土种的土体构型的土层
,

包括基本土层和特殊异质土层两类

基本土层 它是指正常土壤剖面不可缺少而普遍存在的重要土层
。

我国地 域辽

阔
,

自然条件复杂
,

各类土壤的属性差别很大
,

其基本土层的种类和性状各不相同
。

例如
,

冲积平原的潮土以不同拉级组成的沉积物为母质
,

它对土壤理化特性及农业生产特性影

响最大的是其质地剖面和土层排列状况
,

它们直接影响土壤水分
、

养分
、

盐分的运动和空

气
、

热量的交换
,

对土壤的发育程度及作物生长的影响有明显差异
。

因此
,

潮土的基本土

层
,

除耕作层外
,

其余的土层可按一定的质地级差范围
,

归纳为若干基本土层供潮土类划

分土种之用
。

这在冲积平原潮土区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

如华北平原潮土的基本质地土

层划分为六种 〔‘,
表

。

地带性土壤常发育于同源母质
,

土壤质地与母质的质地基本一致
,

土壤层段分异明

显
,

故可以正常剖面具有的各发生土层作为土体构型的基本土层
。

例如
,

南方第四纪红色

粘土上发育的红壤
,

除表土层必须考虑外
,

有的划分四个基本土层 或五个基本土层
〔 ,

也有的划分六个基本土层山, 表刀
。

尽管基本土层的数量不等
,

但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一

致的
。

山地土壤在我国占有较大的面积
,

情况比较复杂
。

目前我们对山地土壤分类的研究

还不深人
,

对土壤高级分类单元的归属尚无明确的定论
。

但是
,

山地土壤一般具有土层较

薄
、
石质性强和土壤发育年幼的共同特点

,

故其正常土体的基本土层也相应地较为简单
,

可暂划分为有机质表土层
、

均质土层
,

淀积土层
、

石质土层
、

风化母质层和基岩层六个基本

土层 表
。
总之

,

我们可根据有效土体中这些基本土层的排列特点及土壤的发育程度

划分各土类的土种
,

并把它们看作不同的土壤个体
。

水稻土的形成
,

反映在不同水分类型及其作用和强度
,

引起不同发生土层 自然组合
,

农 冲积平原湘土的甚本土层

了恤‘ 犯

朴

基基 本 土 层层 主要形态特征征
, ,, 以

耕耕 作 层层 包括任何一类质地
,

具不同 的有机质及养分分

砂砂 土 层层 各种砂土均质层层

面面 砂 土 层层 砂壤土和砂质轻壤土
,

均质质

两两 合 土 层层 轻坡土和中壤土
,

均质
,
常有铁锰斑淀物物

粘粘 性 土 层层 重壤土
,

有斑淀物物

粘粘 土 层层 轻粘土和中粘土
,
紧实

,
「

色较暗暗

二二 胶 泥 层层 重粘土
,

紧实
,

深色色

周明纵震
,

七 土梦字码结构式及其应用 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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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构成不同的土壤剖面
。 因此

,

水稻土的
, , , , , ,

等发生层
,

就是水稻土

类的土休构型的基本土层 表
。

特殊异质土层 它们是和基本土层性状完全不同的一类土层
,

其异质物必需达到

相当的数量或厚度 标准可各地自定 才能看作一个特异层次
。

这些土层并非构成某类土

壤正常土体构型所必需而普遍存在
,

但它们对土壤的发育和肥力影响却很大
。

特殊异质上

层的种类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强度 如农田基本建设 的特点而异
,

它们常见于

异源母质发育的不均质型土壤中
,

多系埋藏
、

堆垫或古残留物
,

一般不具现代发生学意义
,

例如
,

铁质硬盘层
、

铁锰结核积聚层
、

姜石层
、

砂砾层
、

卵石层
、

泥炭层等等均属之
。

全

农 丘限地区红雄的鑫本土层 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

‘  迈 咖 心
。
叮

主要形态特征层土本基 

表 耕 层

均质红粘土层

胶斑淀积土层

网纹红粘土层

冻石红粘土层

有不同 的有机质及其它养分积累
, 中坡

一重坡土
, 掀酸性

红棕或棕红色
,

粘土
,

稍紧实
,
碎块状结构

,
酸性

暗红棕或暗红色
,

粘土
,

紧实
,
棱块状

,
胶膜明显

,
酸性

黄白红管状或蠕虫状交织
,

粘土
,

极紧实
,

碎核状
,

被性

红棕或黄红棕色
, 重砾质粘土

, 砾卵石 常大于
, 酸性

中亚热带南部地区同类母质发育的红坡一般无这一土层

裹 山地土城的‘本土层
, , 姐

令

基 本 土 层

”

表 土 层

均 质 土 层

淀 积 土 层

砾 质 土 层

风化母质层

基 岩

主要形态特征

 ,

有不同 有机质及其它养分积累
,

质地不等

色泽
、

质地不等
,

均一性明显

稍紧实
,

不明显棱块状
,

质地偏重
,

有弱度胶膜淀积

大于 不同直径的砾石或角砾石土层

半风化及风化母质
,

不均质性明显

因岩石类型而异

表
‘

水稻土的签本土层 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

叨
, 萝  !

基 本 土 层

B as ie h orizons

主 要 形 态 特 征

Prin eipal m orPh ologieal features

漂 白土 层

母 质 层

水分落干后根锈及斑纹明显
, 有不同t 的有机质及其它养分积累

暗色压实土层

包括耕层和犁底层在内
,

受灌溉水影响而表现的氧化还原特征

氧化还原交替明显
, 色杂

,
棱块状

,

铁锰锈纹斑交织
,

时有铁锰结核淀积物

不同程度蓝灰
、

青灰色
, 土层湿软 , 无明显结构

灰白色
,
粉拉多

,
分散性强

, 结持力差

红色粘土层或网纹红土层

白

层层层层层作底育育育耕犁淹漪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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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三
、

划分土种土体构型的标准

(一) 确定各种土滚创面的深度

确定土壤剖面深度
,

原则上可以 1米为准
。

但有的土壤本来就深厚(如冲积土)
,

有的

土壤本来就浅薄(如某些山地土壤)
,

故对剖面深度的要求不能划一
。

总之
,

确定土种土体

构型时
,

其深度以能充分反映指示性土层的特点及作物生长的有效深度为宜
。

深厚的土

壤
,

其剖面深度一般划到 1米深即可;某些发生层深厚的土壤
,

可划到 1米多 ;多数山地薄

层土壤以及一些发育微弱的新成土壤
,

往往在 1米以内就够了
。

孚

(二) 土种土体构型的层位段的规定

各种基本土层或特殊异质土层在土壤剖面中所处的部位和厚度不同
,

从而构成了各

种不同的土壤个体
,

表现出不同的性态特征
。

将这些土层的部位同它们的厚度联系起来
,

可称为土休构型的
“
层位段

” 。

不同层位段对土壤发育和协调土壤水
、

肥
、

气
、

热等肥力因

素的影响极大
,

因此在划分土种时
,

必须确定各土种土体构型的层位段标准。。

这样
,

可以

把它作为各土种的土体构型的模式
,

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比性
,

便于 田间鉴定
。

划分土体构型的层位段
,

一般可按 1 米深土体来划分
:
除表(耕)层作为一个层位段

,

它的厚度不予规定外
,

表(耕)层以下的土体
,

可按 30 土 巧 厘米厚的范围
,

划作一个层位段

(小于 巧 厘米厚的土层
,

不作为一个层位段)
,

顺次称为上部
、

中部
、

下部层位段
,

共为四个

基本层位段
。

其中
,

中部以上各层位段作为划分土种土体构型的主要层位段 ;下部层位段

的土层作为次要依据
。

水稻土耕作层的肥力状况与犁底层的性状关系尤为密切
,

故除耕

作层和犁底层作为一个层位段外
,

余下土层仍可划分三个层位段
。

上述划分层位段的深

度标准也适用于山地薄层土壤
,

并从中易于辨别其有效土体的厚薄情况
,

对划分土种有更

大意义
。

t

·

特殊异质土层在土体构型中的层位段划分
,

可视其存在的厚度和出现的部位对协调

土壤肥力及对植物生长影响的大小而定
。

如部位出现在中
、

上部
,

即使土层较薄(如南方

的火编田)也应在土种的土体构型中加以区分;部位出现在下层可不划分;但如厚度大对

土壤发育和肥力有影响者
,

即使出现在下层也应划分
。

四
、

土壤发育度与土种的划分

奋

土壤的发育程度是指土体构型中各土层的层位变化和受外界条件影响而引起的土堆
性状分异

。

简言之
,

土壤的发育度是指示性土层的发育强度和表(耕)层土壤肥力状况时

综和
,

其t 上的差异是划分土种的真体依据和指标
。

指示性土层在各种发育型的土壤剖面 中
,

其出现的层位因土壤类型不同而异
。

如在

正常情况下
,

红壤的胶淀层和褐土的粘化层通常在剖面中部出现;水稻土的沸育层也出现

1) 甚本层位段是在确定土种定型时用的依据标准 ,
不能代替剖面分层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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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部的层位
,

而其淹育层只存在于耕层和犁底层
,

潜育层和漂白层不同部位均可出现 ;

潮土的潮土化层因地下水位升降变幅不一
,

出现部位不等
,

厚度也有差异
。

指示性土层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各异
,

其原因除受母质属性
、

小地形等条件影响外
,

土

体构型对它有很大影响
。

例如
,

潮土的潮土化土层中铁斑淀物的色泽
、

形态
、

组成和数量

的差异
,

反映了土壤地下水作用强度和土体构型的影响[61 ; 褐土粘化层的粘拉及钙积层的

碳酸钙的含最
、

淀积的形态和硬度以及这些土层出现深度等
,

反映了土壤的淋淀发育强度

等等
,

各不相同
。

指示性土层的发育一般分强
、

中
、

弱三级即可
。

土壤表(耕)层的肥力高低也是体现土壤发育度的重要标志
,

在土壤评比鉴定时
,

在土

体构型和指示性土层发育度相同情况下
,

要按表 (耕)层土城肥力的量级差异划分土种 :

如划分乌黄泥中沸水稻土土种(高肥力)和黄泥中漪水稻土土种(中等肥力)
。

在表(耕)层

肥力状况一致时
,

则按指示性土层发育度的量级差异
,

划分土种: 如划分乌黄泥弱沸水稻

土土种和乌黄泥强满水稻土土种等等
。

必须指出: (l) 通过土壤指示性土层的发育度反映土壤的发育程度
,

应当研究和明

确不同土类各种母质发育的土壤指示性土层强
、

中
、

弱发育的主要形态和诊断特性的量级

指标
。

(
2
) 无论耕种或非耕种土壤

,

表(耕)层肥力的差异
,

包括厚度
、

主要理化及生产特

性的差异等
,

是反映土壤正常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
,

必须注意研究和明确表(耕)层肥力

高
、

中
、

低的量级差异指标
。

晚

五
、

土体构型与土种的划分 令

.
土体构型能在一定的成土条件下较完整地反映土壤个体的发育度和肥 力水平

。

但

是
,

如果只从表土或耕层的肥瘦或按作物产最高低来划分土种
,

就会把不同类
、

属或不同

土体构型的土壤
,

划归同一土种
,

导致分类的混乱
。
因此

,

在由高级分类单元控制下的多

级制土壤分类系统中
,

把土体构型运用于土种这一基层土壤分类中
,

有现实意义
。

我们相信
,

按本文上述原则
、

依据和指标划分土种的不断实践
,

积累资料
,

可逐步确立

各个土种的土体构型模式
,

找出具体指标
,

建立我国土种的信息系统
,

将有助益
。

对此
,

可

举两个例子说明之:

北京市通县的潮土类有一个
“

砂底两合土
”
土种 (0 一50 厘米为两合土

,

其下为粗砂

土)
,

它虽分布在两个公社
,

但常年耕种
、

施肥
、

灌溉等管理措施基本相同
,

其土休构型中

的主要基本土层的理化性状
,
以及大 田作物产最都相近似: 小麦亩产 35 0一40 0 斤 (1978

年);耕作层的结构性好
,

土壤有机质 1
.
1一1

.
4多; 中部土层具明显潮土化特征; 速效性养

分及土壤代换灵和碳酸钙含最
,

上层高
,

下层低
。

象这样的土壤
,

其分布虽跨两个公社地

场
,

都可划归同一土种
。

另一情况是
:
成土条件相同

,

而土体构型各异
,

其生产反映也有

差别的土壤
,

则宜划分不同土种
。
如通县的同一公社内

,

一个是漏砂两合土(耕层 20 厘米

为城土
,

以下 为厚层砂土)
,

另一个是蒙金两合土(上下层位段为壤土
,

心土层夹 20 一30 厘

米粘质土)
,

这二种土壤的耕作管理虽相一致
,

但土壤的发育特征
、

理化性状和小麦的产最

差距甚大
,

其主要原因是土体构型大相庭迁
,

因此应划分为不同土种是+ 分显然的
。

土体构型基础相同的土壤
,

尤其是同源母质上发育度相同的均质型土壤
,

土壤肥力属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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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性的差异

,

主要视改土培肥及耕作管理等农技措施的强度
,

及其表现在耕作层 (包括亚耕

层)肥力的高低所决定
。

变化大者
,

实际上基本土层的性状及土体构型已发生了改变
,

应

当划分为两个土种
,

变化更大者
,

还应在更高一级分类单元区分
。

浙江金华低丘红壤的研

究证明
,

耕种厚层粘质红壤
,

随着耕种时间增长
,

措施得当而无水土流失
,

土壤的耕层增

厚
,

全量养分贮量积累明显
,

特别表现在土壤中代换性酸减弱
,

磷素营养
、

盐基代换量和

代换性钙相应增高网
。

耕层和亚耕层结构体表面的暗色胶膜中
,

有机质及氮素均显著增

商‘、

六
、

结 语

禅

企

在土属范围内
,

土体构型的异同是划分土种的基本依据
。

在一定的成土条件综合影

响下
,

土壤剖面中指示性土层的发育度
,

结合表(耕)层土壤肥力状况的量级差异
,

是划分

土种所依据的指标
。

研究土种的顺序是: 基本土层的种类及主要性态特征、土体构型的差异 , 土壤指示

性土层的发育度和表(耕)层肥力性状的量级指标 , 土种的确立
。

不同土壤划分土种的列式如下:

发育型土壤的土种 ~ 土体构型十指示性土层的发育度+ 表(耕)层肥力状况
。

非发育型土壤的土种‘土体构型 + 表(耕)层肥力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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