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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土壤发生学理论，在土壤景观相似的土壤中（如相同母质、相似气候、相同地形

以及相似的植物类型和动物活动），土壤的属性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地理环境中复杂的成土因素的

影响，土壤绝无完全相同的土壤个体。在划分土壤地理发生分类基层单元土种和系统分类基层单元土

系时，特定土层被用于反映土体构型差异。但特定土层类型多样，目前尚处于模糊状态，随着土系划

分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其进行分门别类与归纳整理。本文以河南省典型土系为例，梳理和总结了土

系划分时涉及的主要特定土层，从特定土层形成根源上将其分为现代成土环境下土壤发生过程形成

的、地质成因或地质时期土壤环境下发育形成的和人类活动产生的三个类型，并提出了基于土系概念

的特定土层分类与检索体系，旨在使特定土层的概念更为系统、全面、开放，以便于使用。

关键词　　土壤系统分类；基层分类；土系；特定土层；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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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剖面描述及分类中经常涉及的土壤层

次主要有土层（layers）、发生层（horizons）、

诊 断 层 （ d i a g n o s t i c  h o r i z o n s ） 、 特 定 土 层

（characteristic horizons）等。土层指呈现母质层

理性状的土层［1］；发生层是指具有成土特征的土

层；由于成土过程的普遍存在，土层一般也具成土

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土层即为发生层［2］，在最新

版的美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3］中，并不刻意区分

土层与发生层。在土壤系统分类中，诊断层是指具

有一系列定量说明的土层［4］，是用于分类目的、

用定量规定的土壤属性（形态的、物理的、化学

的）划分土壤高级单元的主要依据；而特定土层是

指在土壤基层分类单元划分中基本的质地层次、特

殊异质土层以及熟化耕作土层的统称［2，5-7］。实际

上，并非所有的发生层或特定土层均是诊断层，而

特定土层也与诊断层并不冲突，而是对基层分类，

尤其是对土系剖面形态的补充和细化。因此，发生

层（或土层）、诊断层、特定土层均是反映土壤发

生过程和土壤形态特征的重要土层，也是用于土壤

分类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特定土层”被逐渐用于土壤系统分类

基层单元土系的划分［8-17］。《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土族和土系划分标准》中系统总结了我国土壤系统

分类基层单元划分的规范，认可了特定土层在土系

中的应用［18］。但是，特定土层类型多样，加之随

着研究的深入，对于特定土层的使用因地区而异、

因土而异、因人而异，因此有必要对“特定土层”

进行分门别类与归纳整理。为此，本文在河南省土

系调查成果基础上，尝试对河南地区代表性的特定

土层进行梳理，并探究用于土系划分的分类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主要成土过程与土壤类型

河南省地处华北平原中南部，西北、西部和

南部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有太行山、伏牛山、

* 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14FY110200）资助 Supported by  the Basic Work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No. 2014FY110200）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knwu@sohu.com

   作者简介：鞠兵（1986—），男，山东威海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壤发生和分类研究。E-mail：didajubing@163.com

收稿日期：2015-03-09；收到修改稿日期：2015-05-24



http：//pedologica. issas. ac. cn

49鞠　兵等：河南省典型土系的特定土层特征与分类研究1 期

桐柏山和大别山四大山系，豫中、豫东地区为山地

向平原过渡区，豫东北和豫东南地区为黄泛区冲积

平原，周口、驻马店和南阳等为湖积平原，地势上

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等趋势［19］；在气候上，跨暖

温带和北亚热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温和年

降水量大致由豫西北向豫东南逐渐增加。在这一地

区，土壤成土环境具有明显地过渡特征，代表性成

土过程有豫西山地区的淋溶黏化过程、腐殖质积累

过程、黄土丘陵区残积黏化过程，豫东平原的氧化

还原过程、潜育化过程，豫南黄土岗地的黏磐的形

成，以及土壤的熟化过程等。因此，在土壤剖面中

发育了具有代表性的土壤层次，如黏化层、黏磐

层、铁锰胶膜（或结核）淀积层、漂白层、腐殖质

层、砂姜层等。在系统分类高级单元中，这些土层

依据诊断层、诊断特性的定义，可归属于若干诊断

层、诊断特性，而在基层单元中，作为特定土层，

成为鉴别、区分土系构型差异的重要工具。

在国家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中国土系调查

与《中国土系志》编撰（2008FY110600，2009—

2013）”河南土系调查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已经

调查确认的土壤类型（系统分类［4］）主要涉及5个

土纲（order）、12个亚纲（suborder）、21个土类

（group）以及约34个亚类（subgroup）。其中，

确山—正阳—息县—淮滨县以南主要是水耕人为

土，以北豫东冲积平原区则以旱耕人为土为主。淋

溶土纲中，黏磐湿润淋溶土主要分布在豫中南部地

区，大致对应我国地理发生分类中含有黏磐的黄

褐土；简育湿润淋溶土分布范围相对较广，集中在

豫南；豫北主要分布简育干润淋溶土和简育干润雏

形土，大致对应发生分类中的典型褐土和石灰性褐

土。雏形土纲包含的土壤类型最丰富，以底锈干润

雏形土、简育干润雏形土、砂姜潮湿雏形土、淡色

潮湿雏形土、简育湿润雏形土等土类为主。其中，

简育干润雏形土分布零散，大多集中在山地向平原

过渡丘陵区；底锈干润雏形土主要分布在河流两

岸、地下水位活动频繁的潮土区。

1.2　典型土系的选择

根据河南省地貌特征、土壤地带性分布以及古

人类活动的大致规律，合计选取20个可基本体现河

南地区土壤发生过程和土壤类型的土系（图1）。

图1　河南省典型土系的空间分布图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soil series typical of Henan 

Province

表1　河南省典型土系的地理概况

Table 1　Gener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oil series typicalof Henan Province

区域

Region

土系名称

Soil series

位置

Location

高程（m）

Altitude

区域

Region

土系名称

Soil series

位置

Location

高程（m）

Altitude

豫北平原 花园口系 郑州市黄河湿地保护区 92.8 南阳盆地 张林系 南阳市镇平县 146.5

古荥系 郑州市古荥镇 101.7 官路营系 邓州市桑庄乡 96.5

太公泉系 新乡市卫辉县 129.0 惠河系 驻马店市泌阳县 179.8

豫东平原 李胡同系 开封市睢县 54.0 沙岗系 南阳市溧河乡 119.0

侯李系 开封市通许县 66.0 豫西山地

丘陵

分水岭系 南阳市西峡县 1 758

淮北平原 毛庄系 开封市通许县 66.8 老界岭系 南阳市西峡县 1 780

水慎系 驻马店市正阳县 71.8 函谷关系 三门峡市灵宝县 355.3

淮南岗地 曹黄林系 信阳市息县 66.3 灵宝系 三门峡市灵宝县 923.3

平桥震山系 信阳市平桥区 75.0 古人为遗存 仰韶遗址系 三门峡市渑池县 627.0

东双河系 信阳市平桥区 83.7 二里头系 偃师市翟镇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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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析方法

野外调查采样依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制订的《野外土壤描述与参考手册》（试用版，

2015），土壤类型鉴定的有关理化性质分析参照

《土壤调查实验室分析方法》一书 ［20］。其中，

土壤细土部分颗粒组成采用英国马尔文Mastersizer 

2000激光粒度仪测量，并依据杨金玲等［21］关于激

光法与湿筛—吸管法测定土壤颗粒组成的转换及质

地确定的研究结果对本文相关剖面颗粒组成数据进

行校正，以便与传统地理发生分类类型和发生层特

征进行参比。

2　结　果

2.1　河南省典型土壤分布与特定土层

花园口系剖面位于黄河沿岸湿地地区，母质

为河流冲积物，发生层质地（美国质，下同）以砂

壤质、壤质和粉砂壤质为主（图2a），加之受地下

水周期性活动的影响，剖面中土壤氧化还原特征明

显，50 cm以上的土层有氧化还原斑纹，140 cm以

下被浅层地下水饱和，潜育特征明显，全剖面以弱

碱性为主，剖面底部因长期处于厌氧还原状态，土

壤pH略高（图3a）；在1 m土体内碳酸钙相当物含

量平均为81.16 g kg-1，无明显钙积层，仅有钙积现

象［4］（图3a）。有机质含量普遍偏低，雏形层内

有机质平均含量仅为4.89 g kg-1。古荥系和太公泉

系剖面分别位于马兰黄土和冲积物母质上，典型剖

面中土壤质地比较均一，以粉壤质为主，但由于

碳酸钙发生淋溶、淀积和黏化，太公泉系黏化层

中黏粒含量明显高于上覆土层（图2a），而古荥系

土层间黏粒含量差异不如前者明显（图2a），砂粒

（细土50～2 000 μm部分）含量较高。但是根据

系统分类检索，二者均具备了“Ap-AB-Bt（黏化

层）-Bk（碳酸钙相当物淀积）”的典型构型，尤

其以太公泉系具有较明显的假菌丝体淀积现象。

侯李系形成于现代冲积过程，土壤发育极弱，

甚至可见冲积层理，因此土壤中不同土层内质地并

不均一，而李胡同系具有相对比较明显的发育过

程（雏形层Bw），土体中质地以粉壤质为主（图

2b）。从土壤pH来看，侯李系和李胡同系均呈弱

碱性，但侯李系因冲积层理随深度变化没有显著性

规律（图3b）。由于二者均受农业活动的影响，表

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明显高于心土层（图3b）。在土

体形态上，李胡同系剖面具有弱发育的雏形层，50 

cm以上有氧化还原斑纹；侯李系剖面无雏形层，

25 cm以下冲积层理明显。前者黏粒含量较高而砂

粒含量明显低于后者；二者分别属于普通淡色潮湿

雏形土和石灰干润正常新成土。

毛庄系发育在湖积物母质上，典型剖面的中

上部具有颜色暗淡的残余黑土层（ABt），50 cm

以下有氧化还原斑纹和石灰性，通体为粉壤质地；

而水慎系发育于岗地缓坡地带的下蜀黄土母质上，

土体中有黏磐（Btm），磐中有大量的铁锰胶斑。

在颗粒组成上，水慎系受母质影响，加之比较充沛

的降水条件，土体黏化层厚且层位浅，甚至发育有

黏粒胶结而形成的黏磐，故土体质地均一，土层间

粉黏比和黏化率均无明显差异（图2c）；而毛庄系

土体中土层颗粒组成相对分异，尤其是具有变性现

象的土层（Bv：100～120 cm）黏粒含量比较高，

以粉黏壤为主（图2c）。而有机质含量和pH的差

异，主要源于土地利用方式和采样时间的不同（图

3c）。毛庄系矿质土表系旱耕表层，耕作历史悠

久，土壤养分含量高；而水慎系由于层厚且浅层的

黏化层出现，土地利用方式以人工林为主，有机质

含量随深度变化的方式与前者明显有差异。

曹黄林系和东双河系剖面为水耕人为土，二者

区别在于前者位于垄岗顶部，是发育较弱的水耕人

为土，心土层可见明显的棱柱状结构，有明显的漂

白层；而后者则位于较为开阔的低地，无漂白层，

中下部土体有大量的铁锰结核。虽然二者土体中颗

粒组成均以粉壤质为主（图2d），但曹黄林系土层

分异比较明显，漂白层和下垫的水耕氧化还原层十

分显著。因此，在该样区水耕表层和水耕氧化还原

层是水耕人为土亚纲的主要标志，而水耕氧化还原

层中铁锰结核淀积的分异程度也反映了地形、耕作

年份以及耕作方式对铁锰还原移动与氧化固定过程

的影响。

惠河系属砂姜潮湿变性土，官路营系和沙岗系

属简育潮湿变性土，而张林系属简育湿润雏形土。

由于受到湿润的水分条件的影响，4个典型剖面中

多见氧化还原特征，且颗粒组成上并无显著差异，

质地类型以粉壤质为主（图2e）。根据氧化还原特

征出现的层位进行区分，张林系剖面属湿润变性

土，其他三者在40 cm以上均有氧化还原斑纹，属

潮湿变性土。而惠河系剖面在10 cm深度处有厚度

约20 cm的砂姜层。在这4个剖面中，由残余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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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ABt）、氧化还原特征淀积层（Bs）和砂姜层

（Bk）组成了土层层次相似而构型不同的土系。

在豫西山地丘陵地区，母质类型复杂多样，选

取不同海拔、地形位置的4个典型土壤加以分析说

明（如图4），函谷关系剖面为低山黄土丘陵区典

型的普通简育干润雏形土，对应我国地理发生分类

中的黄土质石灰性褐土性土，雏形层发育较弱；灵

宝系剖面为海拔400～600 m之间的普通简育湿润

淋溶土，在地理发生分类中系淋溶褐土，降水量丰

富，地形坡度较大，有黏化层；老界岭系剖面位于

海拔1 500 m的普通简育湿润雏形土，对应地理发

生分类中的棕壤性土；分水岭系为位于海拔1 500 

m以上的暗沃简育湿润雏形土，大致对应地理发生

分类中的典型棕壤。

在豫西山地低山黄土丘陵区，函谷关系是典

型代表之一。在该土系中，土壤发育继承马兰黄土

母质，石灰性物质的淋溶和淀积比较弱，因此土体

中层次分异不显著，土壤颜色、质地（图2f）、心

土层有机物含量以及酸碱性（图3d）比较均一，

因此，在函谷关系中，碳酸盐相当物含量分布随深

度无明显差异，次生可辨碳酸盐新生体以碳酸钙粉

末或少量假菌丝体为主，但其含量（包括新生体数

量）与上覆土层的差异不满足钙积层［4］，故系钙

积现象。灵宝系是丘陵区降水量相对比较充沛区的

注：图中点表示典型土系不同发生层土壤细土颗粒粒径组成（据黏、粉、砂体积百分比）在质地三角形中的位置。下同Note：The 

points in the plots represent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percentages of clay，silt and sand）of the section of fine-earth in the genetic 

horizon. The same below

图2　典型土系不同发生层质地

Fig.2　Textures of different horizons of the soil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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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典型土系剖面不同层次pH、有机质和碳酸钙相当物含量

Fig.3　pH，organic matter and CaCO3 equivalent content in different horizons of the soil profiles in sampl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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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土系。由于发育有黏化层，从图2f中的质地三

角图中可以看出土层间颗粒组成的差异；有机质含

量在该土系中除表层较高外，心土层和底土层并无

差异。而在山地海拔较高的地区，土壤本身发育比

较弱，心土层多为雏形层，粗骨物质含量比较高，

而由于矿质土表有机质淀积，有机质含量很高（图

3d）。

河南省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至今已知的

古人类遗迹多达40处。在这些遗址区，土系控制

层段内往往可见古人类文明的遗存或遗迹，土系划

分中对古人类遗存不容忽视。选取2个典型土系加

以说明。发育在黄土母质上的这两种土系，在矿质

土层中发育程度较弱，质地类型以粉壤质为主（图

2g）。但是该两种土系作为受古人类活动影响的代

表，其得以保存的方式多以白灰层、灰烬层、生活

和生产遗迹（陶、瓦片、兽骨、打磨工具）以及遗

址（墓葬、房屋结构）等。白灰层为古人类生活垃

圾填埋后灰化形成，出露深度不一，以仰韶遗址

系为例，白灰层（Bus）出露在180cm以下，矿质

土壤少，无结构，容重为1.15 g cm-3，而上覆和下

垫土层平均容重分别为1.26 g cm-3和1.27 g cm-3，

有明显差异；而碳酸钙相当物的含量平均为190.6  

g kg-1，明显高于上覆土层，与毗邻土层形成强烈

对比。因此，遗址地区及其附近出露的古人为活动

形成的层次应该作为土系特定土层之一。

2.2　土壤基层分类中的特定土层

在观察、分析和总结河南省典型土系的剖面形

态特征和基本理化性质的基础上，梳理总结特定土

层可以反映河南土壤的发生学特征以及典型构型的

特点。本文选取的20个剖面中，除平桥镇山系土层

浅薄外，其余19个剖面均形成了与其成土过程相对

应的土壤层次（表2）。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河南省的特定土层除包含了部分诊断层、诊断特性

以外，也包含部分诊断层的细分，如砂姜层、部分

假菌丝淀积层等，虽然同属于钙积层范畴，但由于

成土环境不同，在土系构型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

此外，由于地表过程（如周期性河流冲积形成毗邻

对比强烈的土层）或地质时期土壤成土过程形成的

土层（聚铁网纹层或磐层）等均对土壤构型产生 

差异。

2.3　 典型特定土层与高级分类单元中的诊断层与

诊断特性的关系

含有土壤发生学特征的土层或发生层，是认识

土壤类型的基础，而具有一系列定量说明的诊断层

（或诊断现象）和诊断特性被用来识别系统分类中

的高级单元。在高级分类单元中，土壤类型的划分

一方面基于土壤实体的理化、形态学特征，另一方

面是认识、反映土壤发生特征的过程。因此，诊断

依据的存在既是土壤属性得以诊断、土壤类型得以

识别的工具，也是发生学特征得以描述和理解的途

图4　豫西山地丘陵区位于不同海拔高度的典型土壤剖面照片

Fig.4　Soil profiles typical of the mountain/hill regions different in altitude in West 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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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河南省典型土系的特定土层

Table 2　Characteristic horizons of the soil series typical of Henan Province

土系名称

Soil series

构型特征

Soil constructions

传统特定土层命名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horizons’name

花园口系Huayuankou series 底锈 锈纹锈斑淀积层

古荥系Guxing series 深位中层黏化—深位中量假菌丝体 黏化层、假菌丝淀积层

太公泉系Taigongquan series 浅位厚层黏化—深位中层假菌丝体淀积 假菌丝淀积层

李胡同系Lihutong series 浅位黏土 黏土层

侯李系Houli series 体壤 壤土层

毛庄系Maozhuang series 浅位石灰结核淀积—深位铁锰结核淀积 石灰结核淀积层

水慎系Shuishen series 深位厚层黏化—深位大量铁锰胶膜淀积 黏磐、铁锰胶斑层

曹黄林系Caohuanglin series 浅位中层漂白—深位厚层铁锰结核淀积 漂白层、铁锰结核淀积层

东双河系Dongshuanghe series 浅位中量—深位大量铁锰结核淀积 铁锰结核淀积层

张林系Zhanglin series 浅位薄层变性残余黑土—深位厚层钙积（现象） 残余黑土层

官路营系Guanluying series 浅位厚层变性残余黑土层—浅位中量铁锰胶斑淀积 残余黑土层、铁锰胶斑层

惠河系Huihe series 浅位中层砂姜—深位中量铁锰斑纹淀积 砂姜层、铁锰结核淀积

沙岗系Shagang series
浅位厚层变性残余黑土层—深位厚层砂姜—深位多

量铁锰结核
砂姜层、残余黑土层、铁锰结核淀积层

分水岭系Fenshuiling series 中层暗沃—深位少量锈纹淀积 暗沃表层

老界岭系Laojieling series 薄层暗瘠—粗骨壤质 暗瘠表层、粗骨层

函谷关系Hanguguan series 均质型 一般质地层

灵宝系Lingbao series 浅位厚层黏化 黏化层

仰韶遗址系Yangshao Site series 深位古人类遗迹 白灰层

二里头系Erlitou series 浅位铁锈斑纹—浅位古人类遗迹 灰烬层、人类遗存

径。通过上文分析，河南土壤中代表性的诊断依据

主要有土壤水分状况、水耕表层、暗沃表层、暗瘠

表层、水耕氧化还原层、黏化层、黏磐、雏形层、

钙积层（钙积现象）、氧化还原特征、变性特征、

石灰性特征以及处于基岩风化初级阶段的石质接触

面等。不可否认，作为单个土体，这些诊断层在识

别土壤类型的同时，也是土壤个体的特征之一。

与高级单元用来反映土壤发生的特征相比，土

系作为最具实用目的的基层单元，则更注重土壤利

用及其有关性质的差异。因此，高级单元中的诊断

层（诊断现象）和诊断特性与土系中的特定土层并

不相同，更不能一一对应。同时，二者既有区别，

也有联系。区别在于：第一，定义的目的不同。诊

断层（诊断现象）和诊断特性是用以诊断土壤属

性、识别土壤类型的标准，而特定土层以及组合构

型则反映了同一土族内不同土系间的差异及对土壤

利用的影响的。第二，控制层段的设定不同。在高

级单元中，大多数土壤诊断依据是以属性较为稳定

的心土层部分为主，最大深度大多不超过120cm；

而在土系中，特定土层出露的深度覆盖整个土体，

一般为0～150 cm，最深不超过200 cm。第三，特

定土层的类型也较诊断层丰富。特定土层在含义中

不仅包括部分诊断层，也包含了其他对土壤利用产

生影响的土层，如河流冲积形成的黏土层、母岩层

以及人为活动过程产生的技术物质层次等。此外，

二者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特定土层不与诊断层

冲突，其特征变幅更是在后者定义范围内的细化和

继承。以东双河系和曹黄林系中的水耕氧化还原层

为例，作为水耕人为土的主要诊断依据之一，而在

基层单元中，由于耕作方式、耕作年数等差异，形

成了相对发育年龄不同的土壤类型和剖面形态学特

征；另以钙积层为例，由于土壤中钙积过程的成因

和发育强度的差异，形成了形态学特征不同的碳酸

盐粉末、假菌丝体、结核，甚至砂姜等，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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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层厚的不同组合对土壤利用方式产生影

响，构成了划分土系的主要依据。

2.4　基于土壤实体的特定土层划分方法

从特定土层发生过程的角度，对其进行划分，

虽易于理解，但在实际的应用中，由于缺乏定量化

的标准以及并未承接高级分类单元中涉及的诊断依

据，因此并不适用于土系构型的表达。实际上，在

土系划分中使用的特定土层，很多情况下是对高级

分类检索依据的细分、归纳或转述，当然也有例

外，如地表过程形成的黏土层、砂土层、砾石层

等。但这并不影响从定量化诊断依据的角度，理解

和划分特定土层。从特定土层形成的根源角度，可

划分为三种类型：现代成土环境下形成的土壤层

次、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土壤层次、人类活动形成

的土壤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一级类别内

的成因类型进行区分；而三级类别主要是依据特定

土层易于被识别或检索的优先顺序进行排序和划分

（表3）。通过对河南省土系代表性的特定土层的

归纳和整理，发现常见的特定土层主要与弱的积钙

过程和氧化还原特征有关，这与河南省所处半干润

土壤水分条件、黄土母质类型以及南北过渡性的土

壤发生过程有关。

作为建立在土壤实体之上的基层分类单元，

土系的新建与参比过程依据的土壤剖面形态特征应

与理化性质直接关联，这样有利于土壤特征的定量

化表达。对特定土层从发生机理的角度进行划分，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土系划分中复杂多样的特

定土层。而更多的特定土层进一步定量化及其与高

级单元中的诊断依据进行参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

表3　河南土系中的特定土层划分

Table 3　Sorting of characteristic horizons of the soil series of Henan Province

一级类别 

Level 1

二级类别 

Level 2

三级类别 

Level 3

特定土层 

Characteristic horizons

1　现代成土环境下土壤发生

过程形成的土壤层次

1.1　系统分类诊断依据中的

相关诊断层

1.1.1　土系中不宜细分的诊断层 黏化层、暗沃表层、暗瘠表层

1.1.2　土系中可依据发育程度、新

生体数量和类型等进行细分的诊断

层和诊断特性

锈纹锈斑淀积层、铁锰胶斑层、

假菌丝淀积层、石灰结核淀积、

砂姜层

1.2　其他具有鉴别意义的土层 1.2.1　符合条件的其他土层 潜育层

2　地质成因或地质时期土壤

环境下发育形成的土壤层次

2.1　地质过程
2.1.1　地表过程 黏土层、砂土层（＞2mm）

2.3.2　母质继承与残留 石质接触面、残余黑土层

2.2　地质时期土壤环境下发

育形成的土壤层次
2.2.1　磐层 黏磐

3　人类活动形成的土壤层次 3.1　古人类遗迹或遗存

3.1.1　遗迹 生活遗迹

3.1.2　遗存
白灰层、灰烬层、陶瓦片、打磨

工具等

3　结　论

通过对传统地理发生分类基层单元中使用的

特征土层概念的进一步延伸，将特定土层用于土系

中的识别。在典型土系的对比分析基础上，对河南

省代表性的土壤成土过程、土壤类型进行总结，并

从土壤发生、地质成因以及人类活动等角度，梳理

出典型的特定土层，并对特定土层进行系统性的分

类。这种分类包含了土系构型中具有差异性的土壤

发生层或土层，与高级单元涉及的诊断层相比，其

涵盖的范围更广，类型构成更复杂，因此，对土系

单元中出现的不同特定土层进行梳理和界定具有一

定的发生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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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Horizons and Classification of Soil Series Typical of Henan 
Province

JU Bing1　WU Kening1†　LI Ling2　CHEN Jie3

（1 School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2，China）

（3 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Environment，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edogenetic theories，soils in similar soil landscapes，like climate，parent 

material，landforms，plants，animals’activities，are supposed to hav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s a result of 

pedogenesis. However，there are no soil pedons absolutely the same，even though they have developed in the 

same landscape，for their developments could have been drastically affected by various soil forming factors. 

Specially，in classification of basic soil species in the soil geographico-genetic classification and of basic soil 

series in the soil taxonomy，a specific or diagnostic soil horizon is cited to differentiate soil structures. Yet，

the specific soil horizon diversifies and is still blurred in specification. Diagnostic horizons were created and 

used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2nd national soil survey. Then the concept and the nomenclature of diagnostic 

horizons are accepted and used in classification of basic soil series in the soil taxonomy for the purpose 

of distinguishing structures of soil profiles. As diagnostic horizons play such a crucial role in interpreting 

structure of a soil series，it is necessary to redefine and collate them systematically. In this paper，soil series 

typical of Henan were cited as examples，of which diagnostic horizons involved in classification of soil series 

were collected and summarized. They have been subjected to classification，calcification，anthrogenetic 

processes，humic accumulation，etc. during their development. So in terms of the cause of genesis，

diagnostic horizons could be sorted into 3 groups，i.e. those formed during the soil genesis under modern 

soil forming environments，those formed under soil forming environments of geological origin or geologic 

epoch，and those under human activities. On such concepts of soil series，a classification and retrieval 

system is brought forth for diagnostic horizons with a view to making the concept of diagnostic horizons，more 

systematic，more comprehensive，opener and easier to apply. 

Key words　Chinese Soil Taxonomy；Basic categories；Soil series；Characteristic horizons；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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