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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土 壤 分 类 四 十 年

龚 子 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摘 要

建国以来土壤分类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

涉及全国的土壤分类系统至少有 9 个
。

可分为三

个时期
。

解放初
,

采用美国马伯特土壤分类系统
,

以 土类为基本单元
,

土系为基层单元
,

其中就

有我国特有的山东棕城
、

砂姜黑土和水稻土等类型 ;从 tg , 斗年开始采用土壤发生分类系统
,

之

后陆续提出了一些新土类
,
如黄棕壤

、

黑土
、

白浆土
、

砖红壤性红壤等
,

接着由于对耕地土壤的

, 查
,

充实了水稻土
、

明确了潮土
、

灌淤土和楼土等的独立土类地位
,

并提出了其他许多磷质

石灰土薄析土类
。

目前正在开始以诊断层如诊断特性为基础
、

结合我国丰富土壤类型的实际
,

在 巳有墓础上
,

建立具有我国特色
、

具有空t 指标的土壤系统分类
。

但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研

究和完善过程
。

价

土壤是历史 自然体
,

耕作土壤又受人为作用的深刻影响
,

它和其他 自然客体一样
,

有

, 自身的发生演变规律
,

土壤分类就是根据其发生特性对它所作的科学区分
。

随 着生产

的发展
、

科学技术的进步
,

土壤科学也在前进
,

作为体现土 壤科学水平的土壤分类也 日新

月异
。

本文试图联系我国土壤分类研究的背景
,

结合国外土壤分类的进展
,

回顾建国以来

的土壤分类的进展和成就
,

以便于开展今后的土壤分类工作
。

一
、

我国土壤分类的一些特点

争

我国土壤分类的研究历史悠久
,

丰富的土壤资源为土壤分类的研究提洪了良仔的客

观条件
,

建国以来活跃的土壤分类研究也促进了土壤分类的发展
。

(一 ) 研究历史悠久

我国古代的土壤分类开始较早
,

早在公元前二
、

三世纪就出现了 《禹贡》和 《管子
·

地

员篇》等最早的古代土壤分类
。

《禹贡》依据土壤肥力特征
,

将九州土壤分为九类 ; 《管子
·

地员篇》对九州土壤进行评价
,

泛论其土宜
,

分为十八类
,

每类再细分为五
,

即
“

九洲之上为

九十物
” 。

这些古代的土壤分类
,

具有明显的生产 目的性和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

其中 一峻概

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

如
“

青黎
” ,

可能就是现在的
“

青泥
”

—潜育土
。

所以
,

可以说
,

浅国

的土壤分类历史悠久
,

源远流长
,

古代土壤分类是我们分类的起点
,

也是我们上壤分妇 }
,

的一份财富
。

(二) 土城类型众乡

我国土地辽阔
,

从热量带看
,

地跨寒温带
、

温带
、

暖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
; 从湿

’

望煞件

看
,

包括湿润
、

半湿润
、

半干旱
、

干旱区 ;地形方面
,

有山地
、

丘陵
、

平原
。

其中山地 占 。, 了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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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妙

从植被状况看
,

有森林
、

草原
、

经济林木
、

果园和农地
。

在这样的自然和人为条件下
,

形成的

土壤类型极其多样
。

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二稿 )划分
,

我国有 12 个土纲
,

31 个亚纲
,

70

个土类
, 2 36 个亚类

。

我国土壤资源有许多特点
。

首先是耕作土壤
,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

国
,

人为活动对土壤影响时间之长
,

强度之大
,

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 其次是热

带
、

亚热带土壤
,

美苏两大学派不得不在国外从事热带土壤研究
,

而我国有 2 00 多万平方

公里的湿润热带
、

亚热带
,

研究领域十分广阔 ; 再次是被称之为
“

世界屋脊
”

的西藏高原高

山土壤
,

那里有很多具有寒冻温度状况的土壤有待进一步研究 ; 最后
,

还有西北内陆极端

干旱土壤也是我国所特有的
。

这些丰富的土壤资源既对土壤分类的研究提 出了繁重的任

务
,

又为土壤分类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

(三) 研究工作活跃

仅就建国以后
,

土壤分 类始终是土壤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活跃的领域
。

中国土壤学会

设有土壤分类和土壤地理委 员会 ; 中国科学院
、

高等学校
、

林业部门也有从事土壤分类的

专业人员
。

土城分类学术活动十分活跃
。

建国后涉及全国性的比较重要的土壤分类就有

9 个 (表 l)
。

在 50 年代初有过学习苏联地理发生分类的热潮
,

50 年代 末和 60 年代初有

过
“

耕种土壤
”
和

“

自然土壤
”
争鸣的高潮

,

近年来学者对土壤系统分类出现了越来越大的

兴趣
。

建国以来发表的土壤分类的论文不下千篇
,

仅三个刊物({( 土壤学报》
、

《土壤通报》
、

《土壤沙
,

下同) 发表的文章就有 4 15 篇
,

先后 出版过《土壤普查鉴定与 分 类 制 图问 题分

(1 9 5 9 )
、

《土壤分类及土壤地理》(19 7 9 )
、

《土壤系统分类特刊》(19 8 7 )
、

《土壤基层分类》

(1 9 8 8 )和《国际土壤分类述评《(19 8 8 )等文集
。

在十年动乱以后土壤分类的研究更趋活跃
,

不仅由国内土壤学家广泛参加
,

而且受到国际土壤界的关注
。

二
、

马伯特分类是近代土壤分类的起点

争

我国近代土壤分类研究工作
,

迟至 30 年代才开始
。

当时
,

在美国土壤学家 J
.

T ho rP

的帮助下开展了土壤调查
,

引进了当时的美国土壤分类
—

马伯特分类
,

建立了 2 0 0 0 多

个土系
,

并写出了《中国土壤地理》这样介绍中国土壤概貌的综合性专著
。

但是
,

解放前从

事土壤工作的人员少
、

设备简陋
、

工作条件差
,

工作内容主要是土壤调查制图
,

工作地区

亦多限于东部
,

所以当时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是有限的
。

只有在解放以后
,

随着大

量的土壤资源考察
。

为流域规划土壤普查的大规模开展
,

土壤分类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发展

解放初
,

中国的土坡分类基本上是继承解放前所建立的土壤分类系统
。 1 9 5 0 年宋达

泉在全国土壤肥料会议上
“

中国土壤分类标准的商榷
”

一文中提出的中国土壤分类就是这

方面的代表
,

分类的体系属于美国马伯特土壤分类
,

以土类为基本单元
,

以土系为基层

单元
,

这一分类中引用了显域土
、

隐域土和泛域土作为土纲
、

钙层土
、

淋余土
、

水成土
、

盐成

土
、

钙成土
、

高山土和幼年土作为亚纲
,

列举了黑钙土
、

栗钙土
、

棕壤
、

红城和黄壤等 18 个

土类
,

其下即为土科和土系
。

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一分类中包括了我国所特有的山东棕壤
、

砂姜黑土和水稻土等类
二

型
,

至今仍被沿用
。
所建立的一系列土系

,

虽然由于分类制的改变不再应用
,

但其名称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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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学者所熟知
。

这一时期虽然短暂
,

但却联接了解放前后的土壤分类工作
,

也是解放以

后土壤分类的开始
。

三
、

土壤发生分类影响深远

这个时期从 1 9 , 4 年开始
,

至少持续了 30 年
。

此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

土

: 坡科学队伍建立和扩大之时
,

所以这一学派影响特别深
,

影响时间也特别长
。

在这个漫长

的时期中
,

还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自 19 5 4 年至 1 9 , 8 年
,

亦即学习苏联地理发生分类阶段
。

在 19 , 4 年全国

土坡学会代表大会上所拟订的土壤分类可作为代表
。

这一分类第一次正式采用以地理发

生为基础
、

以成土条件为依据
、

以土类为基本单元的包括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和变种的

五级分类制
。

同时
,

伴随着苏联学者 H
.

fl
.

格拉西莫夫和 H
.

罗佐夫等的来华考察和讲

学
,

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这一分类的影响
。

之后
,

随着土壤分类工作的逐步深人
,

研究范围

不断扩大
,

陆续提出了一些新的土壤类型
,

如草甸土
、

褐土
、

黄棕坡
、

棕色泰加林土
、

黑土
、

白

浆土
、

黑庐土
、

灰棕荒漠土
、

龟裂土
、

砖红壤
、

砖红壤性红壤与山地草甸土等
。
应用苏联地理

发生分类在确立地带性观点
,

阐明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

编制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
、

土壤区划

图和土壤资源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但是这一分类应用到我国后不久
,

即碰到一些实际

问题
,

且不说应用于山地土壤和热带
、

亚热带土壤所发生的问题
,

仅仅当这一分类应用 于

耕种土壤时就发生了许多困难
。

特别是在以耕地土壤为主要对象的第一次土壤普查中则

如此
。

第二阶段 19 5 8 年
,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壤普查
,

对耕种土壤分类命名进行了 J
一

‘

泛的调查研究
,

使我国土壤分类出现了新局面
。

同时
,

随着深人总结群众辨土
、

识土的经

验
,

对人为因素的作用
,

土壤熟化过程和肥力概念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

《中国农业土

壤志》中对水田
、

旱地土壤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类型
。

从那时起我国土壤分类开始了

比较结合我国实际应用土壤发生分类的阶段
。

由于对耕种土壤给予特别注意
,

有人认为耕

种土壤对 自然土壤有特殊性
,

而主张将土壤分类分为两个系统号有人强调耕种土壤和自然

土城的同一性
,

而主张仅在低级分类单元中分开
,

但更多的土壤学者认为
,

两者既有共性

又有特殊性
,

宜分别不同情况放置于不同的级别上
,

在此期间
,

我国土壤分类系统中除水

稻土外
,

潮土
、

灌淤土
、

绿州土和缕土等耕种土壤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和肯定
。

这在 19 7 8 年

出版的《中国土壤》一 书中已有所体现
,

并有相应的专章论述
。 19 7 8 年中国土壤学会在十

年动乱以后
,

召开了第一次土壤分类会议
。

我国土壤工作者团结协作
,

集思广益建立了统

一的土坡分类
,

结束了长达 20 年的
“

耕种土壤
”

和
“

自然土壤
”

之争
,

把土壤发生分类和我

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
,

充实了水稻土的分类
,

明确了潮土
、

灌淤土和缕土等独立的土类

地位
,

同时丰富了高山土城的分类
,

还增加了磷质石灰土等一些新类型
。

由于这一分类的

基础广泛
,

酝酸充分
,

所以得到我国土壤界的广泛承认
,

并被编人许多版本的土壤学教科

书中
。

第三阶段 从 1 9 78 一 19 8 4
·

年
,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
, ,

土城系统分类和联合国土壤制

图单元逐步传人我国
。

作为分类体系来讲
,

这一阶段我国土壤分类仍为发生分类体系
,

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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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们的影响
,

吸取了其中有益的思想和术语
。

如全国土城普查办公

室草拟的
“

中国土壤分类系统气第二次土壤普查分类系统)(19 8心
,

在 1 9 7 8 年土城分类的

基础上
,

集第二次土壤普查之成果
,

使土类增加到 ” 个
,

亚类增加到 2 00 个以上
,

并吸取

了诊断分类的一些土纲命名
,

如初育土等 ; 与此同时
,

中国森林土壤工作者
,

以 1 9 7 8 年土

壤分类为基础
,

采用了土壤系统分类的某些术语
,

列举了 13 个诊断层
,

提出了寒冷土
、

有

机土
、

新成土和人为土等 11 个土纲
。

四
、

土壤系统分类已经开始

,

专

1 , 8 , 年开始至今
,

为中国土坡系统分类开始时期
。

这个时期的开始不是偶然的
。

土澳

发生分类在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方面都曾起了重要作用
,

所列举的

建国后 9 个分类系统中有 7 个是发表在这个时期
,

从一阶段到三阶段
,

不断结合中国实际

情况逐步完善
。

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除全国性的《中国土壤沙
,

《中国农业土壤概论砂卜
,

还 有

涉及东北
、

新弧
、

西藏
、

内蒙古
、

华北
、

华南
、

华中
、

华东甚至南海诸岛等一系列区域性专著
,

对一些土类如水稻土
、

红壤
、

黑土
、

白浆土
、

缕土
、

高山草甸土
、

灰化土
、

紫色土和磷质石灰

土等进行了较深人的研究
。

在土壤制图方面
,

不仅以这一分类为基础编制了大量的中比

例尺图
,

而且还编制了全国 l : 40 0 万土壤图和 1 : 10 0 0 万土壤图
。

因此
,

土壤发生分类在巾

国土壤科学的发展上和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

估计这一学派

的影响还将持续 10 年以上
。

但科学总是进步的
,

在实践过程中
,

也逐步暴露 出它的一些

弱点
。

发生分类是建立在土壤发生假说的基础上的
,

由于认识不同
,

同一种土壤可有不同

的分类归属
,

如 50 年代分不清灰化过程和 白浆化过程
,

而误将白浆土称为灰化土 ; 土壤发

生分类重视生物气候条件
,

而忽视时间因素
,

因而可能会把 已经发生的过程和即将发生为

过程
。

把
“

顶极土
”

和
“

幼年土
”

混淆
,

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把紫色土称作黄壤的错 误 ;

发生分类强调中心概念
,

可以把一个土类的定义说得头头是道
,

但土类与土类之间的边界

往往并不清楚
,

以致某些土壤类型找不到适当的分类位置
,

使其分类成为模棱两可 ; 发生

分类常缺乏定 t 指标
,

资料难以输人电子计算机
,

建立信 息系统
,

更不能进行分类的自动

检索
,

这与现代信息社会不相适应
。

因此
,

美国土壤学 家自 ” 年代开始
,

集中了世界各国

土壤学家的智慧
,

化了 10 年时间
,

进行了 7 次修改
,

提出了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的

土壤系统分类
,

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是国际上土壤系统分类大发展的时代
,

至今世界上 已

有 80 个国家把它作为第一或第二分类
。

而在此期间
,

我们的分类却停滞了 10 年
。 19 8 2

年
,

我国参加 12 届国际土壤学会的代表团回国以后
,

大声疾呼
,

提醒中国土城学家
,

现在

国际上应用的是可 以定量的土壤系统分类或联合国分类
,

中国人对此很不熟悉
,

与国外同

行没有共同语言
。

至此
,

可以看出原有的土壤发生分类已不适应土壤科学的发展和生产的
、

,

需要了
。

因此
,

我国土壤学家广泛地介绍了国外土壤分类的进展
,

如《美国土壤分类检索沙
、

《土城系统分类概念的理论基础》等
,

而《国际土壤分类评述》则是最全面介绍国外土壤分

类的一本书
。

与此同时
, R

.

w
.

A r
no ld

,

5
.

T
.

Buo ! 和 L
.

P
,

w il d in g 等先后来华讲

学
,

也进一步传播了土壤系统分类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我国出现了对变性土
、

灰土
、

火山灰土
、

老成土以及为土壤系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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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土壤水分和湿度状况等一系列的研究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牵头的 18 个单

位合作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协作组
,

经过五年的努力
,

召开了两次土壤系统分类讨论会和

一次中美土壤系统分类研讨会
,

出版了优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特刊》(19 8 7)
、

公中国土壤系统

分类专辑》(19 8 9)
,

及正在出版《土壤发生中的化学过程》
,

先后提出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的一
、

二
、

三稿
。

这一分类总结了国内外土壤分类的经验
,

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
,

结

合我国实际
,

采用了 30 个诊断土层
,

17 个诊断特性
,

提出了 12 个土纲
,

建立了土纲
、

亚

纲
、

土类
、

亚类⋯⋯的分类体系
,

并有一个完整的土壤分类检索系统
。

同时
,

以这一分类为

基础编制了 10
.

5 幅 1 : 100 万土壤图以及一些大中比例尺土壤图
。
这一成果受到国内外 重

视
。

国际土城学会分类委员会副主席 H
.

E
.

Sw ar an 认为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一项值得

赞赏的成果
,

国际土壤分类参比基础(IR B )负责人 R
.

D ud 幻 认为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

中国土壤分类走向世界分类靠拢了一大步
,

加拿大土壤学家王强认为
,

这是定性分类向定

t 分类的重大转变
。

美国 50 11 S u r ve y H or iz on 杂志上还专门介绍了中国人为土壤诊断

层
,

在国内也引起了热烈反响
。 19 8 7 年全国土壤学会上

,

对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方向作

了肯定
。

但是
,

由于时间短
,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
,

然而毕竟我国上城系统分类阶

段已经开始 !

五
、

在已有基础上不断完善

建国以来的土城分类
,

不论是在理论基础上
、

研究手段方面以及土城分类的应用方

面
,

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是
,

随着土壤科学水平迅速提高
,

土城分类也在不断改进
。

因

此
,

土壤分类的研究既有阶段性
,

又有其连续性
。

我们希望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

进
,

不断完善
。

(一 ) 结合我国实际应用土族系统分类

从国际趋势来看
,

走定盘的土壤系统分类是必然的趋势
,

甚至象亚洲一些国家也都纷

纷采用
,

东欧诸国如罗马尼亚正是地理发生分类向诊断分类变革的范例
,

原认为近年来变

化不大的苏联
,

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

在国内
,

三个刊物上
,

文革以前只有一篇文章介绍

土城系统分类
,

动乱期间完全处于停顿状态
,

文革以后前五年发表的只有 8 外的文章持系

统分类的观点
,

而后五年则增加到 40 肠
,

反映出中国土壤分类发展的趋势
。

除土坡界外
,

地理
、

环境和生态界对土坡系统分类也很关心
,

他们迫切要求早 日完成定 t 化的土壤系统

分类以便为他们所用
。

根据国外趋势和国内的实际
,

采用土壤系统分类是土坡科学发展的

必然趋势
,

也是四个现代化的籍要
。

土壤系统分类作为一个系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

但是

土城科学来自实践
,

由于这一分类制的拟订者缺乏干旱土壤
、

热带土壤和山地土壤方面的

足够的经历
,

所以现有的土城系统分类在这方面尚待充实和发展
,

该分类的制订者也承

认
,

在耕种土壤方面也是一个薄弱环节
。

另外
,

系统分类的命名
,

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

甚至

语言完全一样的英国和与之相邻的加拿大都未采用
。

因此
,

我们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

祝应用和发展土壤系统分类
。

(二) 盆立土族分类的信息系统

分类信息系统不汉对土壤分类
、

土壤资源评价都十分有用
,

对相邻学 科也是很有价假

,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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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的

。

目前国内虽然也建立了一些地区性土壤信息系统
,

但因标准和方法各不相同
,

不能相

互交流和运用
,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从而大大削弱了它的作用和意义
。

因此
,

伴随着土壤系

统分类的开初建立
,

建立土壤分类的信息系统是十分迫切的
。

并且
,

当土壤系统分类信息

系统联系到成土条件时
,

将扩展成为土壤
—

地理信息系统
,

在土壤资源和国土整治方面

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

(三) 革新研究手段加深分类研究

土壤科学是实验科学
,

随着实验手段的进步和对土壤认识的加深
,

土壤分类也 日趋完

善
。

如土壤年龄的研究
,

特别是用
“C

、 ’

℃ 和热发光等技术研究土壤年龄
,

可以揭示成土

过程的时间因素 ;土壤定位研究
,

如物质循环
、

水热动态以及排水采集等
,

可以取得丰富的

成土过程中元素迁移积累的资料
,

有助于确定所观察土壤在分类中的位置 ;土壤矿物的研

究不仅可以揭示土壤成土风化过程
,

而且可以确定它们土族的归属 ;和其他物理化学方法

一样
,

土壤微形态和超微形态在研究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方面很有意义
。

所有这些手段在

我国都已有一定基础
。

但有的仅仅是开始
,

有的没有很好和土壤发生和分类结合起来
,

有

的已开始为土壤分类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

希望今后
,

土壤学的各分支学科结合起来
,

为

发展我国的土壤分类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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