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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 以北亚热带湿润淋溶土为对象
,

研究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土属的划分

依据和指标
,

它们是颗粒大小级别
、

矿物学类型
、

土壤温度级别
,

土属命名以主要鉴别属性加

亚类名称连续命名
。

关键词 湿润淋溶土
,

基层 土壤分类
,

土属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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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经过十多年的研究
,

出版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

这标

志着对高级分类单元所做的工作 已经取得了卓著 的成就
。

但是
,

土壤基层分类是土壤系

统分类的基础
,

是整个分类 系统 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开展基层分类研究对土地资源

的合理利用
,

农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土壤基层分类主要包括土属和土系

两级分类单元
。

根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课题协作组的分工
,

我们 以北亚热带湿润淋溶土

为主要对象
,

进行 了土壤土属划分的研究
。

1 土属的划分和确立

L l 土属的概念

在我国以往的土壤分类文献中土属的定义是
:

土属是 土壤分类的中级分类单元
,

是地

方性成土因素使土壤亚类性质发生分异的土壤分类单元
。

土属是该亚类单元的土壤在不

同地理区域的具体体现
,

所以土属具有地区性和实用性特点 [’
,

“]
。

我们认为
,

土属是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影响的土壤理化性质相同或近似的一组土壤
。

同一土属在控制层段内的颗粒大小级别
、

矿物学特性
、

温度状况和根系活动层厚度等方面

是一致的
。

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基层分类工作组经过认真的讨论
,

认为以往土属的定义不

能确切地反映土属在系统分类 中的含义
,

土属应是亚类范围内
,

反映与土壤利用及管理有

关的重要诊断特性发生明显分异的续分分类单元
。

同一亚类 的各土属是该亚类的土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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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理 区域的具体体现
。

L Z 土属划分的原则

(l) 必须依据 土壤本身相对稳定的诊断属性
,

而不能依据成土因素划分土属
;

(2) 在同亚类范围内划分土属的控制层段 和分类依据应 当一致
;
对不 同的土类或亚

类
,

划分土属的依据指标可以有所侧重
;

(3) 土属鉴别特性 的分类指标不能与亚类和土系分类单元产生交叉或重叠
。

1
.

3 土属划分的控制层段选择

土壤 分类 的控制层段是人为设置的
,

对于区分土壤 鉴别特性的稳定性和可 比性具有

重要的意义
。

在特定的若干层或两个给定 的深度之间
,

这些深度根据距矿质土表以下的

距离或根据某一特定 的土层或者根系限制层的上界而定
,

这样确定的垂直层段叫做控制

层段
。

土属的划分应根据不同土壤剖面层段的近似性
,

选择其层位比较稳定而又少受干

扰的一定深度的土层作为控制层段
。

本研究采用如下标准划分土属的控制层段
。

(l) 薄层土壤
:

除表土层外
,

自矿质土层至风化土层 0一 5 0c m 以上的土层
,

即准石质

接触面或砂姜磐层以上的土层
。

(2) 土体深厚的土壤
:

除表土层外
,

自矿质土层至风化层 20 一 10 0c m 为控制层段
。

(3) 熟化旱地土壤
:

耕作层和耕作淀积层的厚度 O一 30c m 土层
。

对于控制层段 内的鉴别特性
,

一般采用加权平均值来描述
。

1
.

4 土属划分的依据及指标

1
.

4
.

1 颗粒大小级别 (Pa rti d e一si ze cl as se s) 颗粒大小指 的是整个土壤 的土粒大小的

分布
,

它与质地不同
,

质地是用于描述粒径小于 Zm m 的细土部分的颗粒大小分布
。

美国土

壤系统分类 中颗粒大小级别有 7 级制和 11 级制
,

当颗粒大小很重要时
,

允许相对地细一点

划分
;
若颗粒大小不容易精确测定时或者过窄的级别产生不理想的分类时

,

允许选择粗略

的分级 [, 一
。

表 l 是根据不 同土壤控制层段 内颗粒大小的加权平均值
,

按美 国土壤分类中关于颗

粒大小级别的定义
,

逐一查得
。

由此看出
,

供试土壤大部分为壤质
、

粘质
,

少部分为粗骨一

壤质
、

粗骨一粘质 (7 级制)
,

若按 11 级制则多为细质和细粉砂质
,

少部分为粗壤质
。

1 4. 2 矿物学类型 (Mine ra lo
gy d as ses ) 矿物学类 型是根据决定颗粒大小级别的控制

层段 内所选定的粒级 中大致的矿物组成确定 的
。

根据粘土矿物的 X 衍射结果和已有的资

料
,

结合美国农业部对土壤 的阳离子交换量与粘 土矿物学类 型的关系 [4]
,

参照美国土壤 系

统分类 中的矿物学类型检索表l3] 和罗家贤等的研究结果 [5]
,

确定了供试土壤的矿物学类型
。

由表 1可见
,

控制层段 内颗粒大小级别为粘质或粗骨一粘质的土壤
,

确定矿物类型所

采用的颗粒粒径 < 0. O02 m m 的粘土矿物组合
,

按照 X 一衍射半定量结果
,

剖面 1
,

4
,

5
,

6
,

9

的伊利石 (水化云母 )的含量在 6 00 一8 0 0 9 / kg 左右
,

故为伊利石型
。

控制层段内颗粒大小

级别为壤质或粗骨壤质的土壤
,

确定矿物类型所采用的颗粒径为 0
.

02 一 Zm m
,

剖面 3
,

7
,

12

为石英砂 岩残 坡积 母质 上 发育的 土壤
,

剖 面 13 发育 在花 岗岩 的风化 母质 上
,

估计 在

0. 02 一Zm m 颗粒 中二 氧化 硅矿 物 (石英
、

玉髓
、

蛋 白质 )和其它 非常难 以 风化 的矿 物在

4 00 一 9 0 0 9 / kg (重量计 )
,

因此为二氧化硅混合型 (硅质混合型)
,

剖面 10
,

11 分别发育于

安山岩和砂 岩残坡积 母质上
,

剖面 2
,

8 发育在黄土状或下蜀黄土母质上
,

估计在 0
.

0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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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 m 颗粒中
,

除石英和长石外
,

所有矿物中任何一种矿物都 < 4 0 0 9 / kg
,

故为混合型
。

1
.

4
.

3 土壤温度级别 (5 0 11 te m p e ra tu re elas se s) 土壤温度状况是在土壤 so c m 深处
,

或在石质 准石 质接触面处 (以 较浅者为准)
,

土壤最热和最冷三个月的平均土温差 ) 5℃
,

分为冷性 的 ( < 8 ℃ )
、

温性的 (8一 15 ℃ )
、

热性 的 (15 一22 ℃ )和高热 的 () 22 ℃ )
。

其 中热

性 的可进 一步细分为温热的 ( < 18 ℃ )
、

中热的 () 18 ℃ )l6]
。

土壤温度状况反映的是 土壤

的基本属性
,

它与种植制度等土地利用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

因此美 国土壤系统分类 中
,

除

非在 比土族更高级 的分类单元名称中已包括 土壤温度状况
,

所有土纲的土族都要用土壤

温度的定义命名
。

供试土壤 的温度状况根据在南京和南阳两个定位监测站的实测结果
『7 8 ]

,

并参考剖面

所在地的气象资料推算得 出
。

除安徽芜湖两个剖面平均土壤温度为 18 ℃
,

属中热土壤温

度状况外
,

其余均小于 18 ℃
,

故为温热土壤温度状况
。

关于土壤定义的其他鉴别特性
,

如石灰性
、

酸碱度
、

盐碱特性等均不适于作为供试土

壤的划分的鉴别特性
。

L S 土属的命名

为了反 映土壤 系统分类各级别单元之间的关系
,

以 土属的主要 属性加亚类名称连续

命名
,

高级分类单元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沪 ]检索查得
。

2 典型土属例示

2
.

1 细质
、

伊利石型
、

温热砂姜粘磐湿润淋溶土

典型个体剖面采 自河南省南 阳市靳岗乡 田洼村靳庄
,

丘陵垄岗中上部
,

海拔 145 米
,

母质为第 四纪下蜀黄土
,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 最热

、

最冷三个月平均温度分别为 25
.

4 ℃和

7
.

1℃
,

温差 18
.

3 ℃
,

全年平均土温为 16
.

3 ℃
,

属温热土壤温度状况
。

剖面形态特征
:

A O一30
c m

,

暗棕 (7
.

5 Y R3 / 4
,

干 )
,

弱发育的核块状结构
,

润
、

疏松
、

粉砂质粘壤 土
,

多

量根孔和粒间孔 隙
,

少量硬质不规则形碳酸钙小结核 (2一 6
~ )分 布在土体 内

,

少量砖瓦

侵人体
,

与下层呈平滑清楚过渡
。

B
t

3 0一62
c m

,

棕 (7
.

SY R4 / 3
,

刊
,

中度发育的块状结构
,

润
、

紧实
、

粉砂质粘土
,

多量

的硬质碳酸钙不规则状结核散布于土体内
,

少量铁锰胶膜和多量粘粒胶膜分布在结 构面

上
,

少量铁锰角块状软质分凝物于结构体内
,

与下层呈波状渐变过渡
。

Bc
。

62 一84
c m

,

棕 (7
.

SY R4 / 6
,

干)
,

中度发育的块状结构
、

润
、

紧实
、

粉砂质粘壤 土
,

少

量的大块硬质碳酸钙 结核于土体内
,

多量粘粒胶膜
,

少量黑棕色 (10 Y RZ / 2) 硬质铁锰结

核和软质分凝物于结构体 中
,

与下层呈波状渐变过渡
。

B
。

8 4一 1 10c m
,

棕 (7
.

SY R4 / 6
,

干 )强度发育 的大棱块状结构
、

润
、

紧实
、

有少量粘粒胶

膜和碳酸钙结核
,

土体内有少量棕灰色 (7
.

5 Y R5 / 1
,

干)条带
。

土壤的理化性状见表 2
。

该土属质地粘重耕作困难
,

砂姜层出现不利根系下扎
。

目前

多种植小麦
一豆类或者红薯一小麦一大豆

,

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
,

粮食亩产 300 公斤左右
。

应

注意搞好土地平整
,

结合深耕
,

拾除砂姜
,

增强土壤蓄水保墒能力
,

防治水土流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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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细质
、

伊利石型
、

温热砂姜粘磐湿润淋溶土理化性状

T a b le 2 p hys le a l a n d eh e m ie al Pro pe 由 e s o f fi n e ,

illiti c ,

th e

rnu
c sha-- A rp 一 U d 一e Lu v is o ls

深度

块Pth

(em )

0一 30

30一 6 2

62 一8 4

84 一 ] 0 0

土壤颗粒组成 (g / k g ) 粒径
:
m m 粉 /粘 粘化率 质地

M e e han
lc a l c o m Po s lti o n S IZ e : m m s一It / C la y C la y Te

x tu re

2一 ! 1一0刀5 0
.

0 5一0
,

0 0 2 < 0刀0 2 m o o (U SI〕A )

7 3 4 0 19
,

57 5 8 7
,

8 8 3 19
.

15 1 8 4 一 粉砂质粘壤土

10 7巧3 1 3
.

2 2 4 7 0为5 4 0 8
.

6 0 1
.

15 1 2 8 粉砂质粘土

3 8 7 1 3 8刀6 6 0 0
.

6 5 3 2 2万8 1
.

8 6 一 粉砂质粘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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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一8 4

8 4一 10 0

深度

Fe
d 一 Fe

。

Fe d Fe
。

M nd M 几 ,

Fe d / Fe
t

Fe
。

/ Fe d

—
M l初

Fe d

Fe d

M 几

—
Q a y

( g / k g ) (% ) (% ) (% )

2 0
.

3 7

2 7 2 3

2 2 7 1

2 9 3 2

0
.

6 69

0 9 14

1 2 6 5 0
.

14 4

0 3 6 1

0 4 4 5

1 0 12

3
.

2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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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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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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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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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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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6 2 9
.

15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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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石2

7 8 4 6 6 6 6

0
.

6 8 0

0石 1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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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7 1

2
一

9 9

2刀9

7 4
.

4 3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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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0 4

9 10

氏Pth

( e m )

B层化学全量组成 (占烘干 土重 g/ k g )

T o ta l c h e m ie al e o m po
s i ti o n o f B h o ri z o n ( I n o v e

n-- d ry w e ig h t)

烧失量
S iq A 120

3

Fe ZO 3 Mn
认 Ti 住

Ig n
.

10 5 5

C aO M g O 凡0 N a zO PZ O S

C a ( ) b a
值

—
Saf Sa S f

M g O b a V al u e

土体

3 0一6 2

胶体

4 8 3 5 70
.

9 2 2 14 刀0 6 3
.

5 6 5夕 1 9
.

3 24
.

1 6 4 0
.

8 2 8
.

30 16
.

14 1
.

7 5 0
.

4 2 0
.

8 6

9 9 9 4 7 2
.

1 3 2 2 7
.

4 5 9 3
.

4 2 4
.

3 5 10 7 8
.

9 2 5 8
.

1 3 10
,

0 9 8
.

74 1
.

2 3 2 名0 3巧3 13
.

4 8

ba 值
:

风化淋溶系数 (Ca o 十 M g O 十长O 十

哑 O) / AJ Z

q ; sa ￡Sa
、

sf 分别为硅铝铁率
、

硅铝率和硅铁率

2. 2 细壤质
、

混合型
、

中热普通铁质湿润淋溶土

典型个体剖面采 自安徽省芜湖市储山南坡
,

属低 山中上部
,

母质为安 山岩残坡积物
。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

最热
、

最冷三个月平均温度分别为 26
.

3 ℃ 和 9. 3℃
,

温差 17 .0 ℃
,

全年

平均土温为 18 ℃
,

属 中热土壤温度状况
。

剖面形态特征
:

0 3一o e m
,

枯枝落叶层
。

A o一 14c m
,

暗灰棕 (2
.

SY R3 / 6
,

干 )
,

弱发育块状结构
,

多根系
、

疏松
、

润
、

粘壤 土
,

有

少量的小角块状半风化岩屑
,

多蚂蚁
,

与下层呈波状渐变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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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粗坡质
、

混合型
、

中热普通铁质湿润淋溶土理化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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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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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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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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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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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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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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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1
.

5 1 一 一 一 一

(土体) ’

胶体 9 8月 4 6 8刀9 2 5 4乡9 9 5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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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3
.

1 2 13
,

0 3

B 14 一35 c m
,

红棕 (2
.

5 Y R4 / 6
,

干)
,

弱发育的核块状结构
,

润
、

粘壤土
,

稍紧实
,

多动

物穴
,

粘粒胶膜 明显于结构面上
,

少量球形软质铁锰结核于 土体中
,

有少量次圆状风化岩

屑
,

与下层呈渐变不规则过渡
。

B
。

35 一49
c m

,

红棕 (2
.

SY R4 / 7
,

干)
,

弱发育角块状结构
,

润
,

粘壤土
,

稍 紧实
,

粘粒和

铁锰胶膜中量
,

有中量的角块状铁锰软质分凝物于土体内
,

与下层呈不规则清楚过渡
。

C 49 一60
c m

,

暗红棕 (2
.

5 Y R4 / 6
,

干)
,

安山岩半风化物
。

土壤的理化性质见表 3
。

该

土属质地适 中
,

在坡度较陡的地方种植黑松
、

马尾松
、

刺槐等
; 在缓坡地段可等高种植毛

竹
、

茶叶和果树等经济林木
,

注意加强林被覆盖
,

防止水土流失
,

严禁乱砍乱伐
。



3 期 吴克宁等
:

北亚热带湿润淋溶土的土 属划分研究

3 讨论

3
.

1 关于土属的颗粒大小级别

土壤质地级别同土属的颗粒大小级别有 明显的区别
,

美国土壤 系统分类 中对颗粒大

小级别制定 7 级制和 11 级制
,

并做了较为严格的定义
,

以便在不同情况下选择使用
。

《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土系和土属分类单元的建立 (修订试用方案)》制定了 9 级制
,

前 4 级基本

采用美国颗粒大小类别的定义
,

而后 5 级分别对应的是质地类型
。

如粘壤质包括粘壤土
、

粉粘 壤 土和 粘壤 土
。

而美 国质 地分类 中
,

粉粘 壤 土和粘 壤 土 中粘 粒含 量均 为 2 70 一

4 0 0 9 / kg
; 而砂粘壤土中粘粒含量为 25 0一 3 5 0 9 / k g ; 前两者的上限已超过美国颗粒大小

级别中壤质 (粘粒含量 < 3 5 0 9 / k g )的定义
。

被欧美土壤学界称为土壤系统分类之父的

G D
.

Sm ith
,

在其所著的《土壤 系统分类概念的理论基础》中明确指出
:

粘粒含量 3 5 09 /

kg 的界限是通过 比较土壤质地和工程分类中的 A tte rbe rg 界限建立的
,

大约该界限是一个

有意义的突变 [’‘)]
。

由此看来
,

在制定我国土属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颗粒大小级别时
,

还应

慎重考虑
,

因为它涉及到另一个重要指标

—
矿物学类型的确定

。

3. 2 关于土属的矿物学类型

《美 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第五版中译本汇川和第六版中 [3]
,

明确规定了适于碎屑质
、

砂

质
、

粗骨一砂质
、

壤质或粗骨
一壤质颗粒大小等级的矿物学类型

,

其云母型
、

二氧化硅型和混

合型的颗粒大小组分均在 0
.

0 2一 Zo m m 范围内
,

而 5 0 11 T a x o n m y (19 7 5 )[”]和赵其国
、

龚子

同等译 的《美 国土壤 系统分类 检索》 19 83 年版 本 中 [1 ’]
,

二氧化 硅型和混合型为 0. 0 2一

Zm m
。

笔者 曾同罗家贤先生探讨过这一问题
,

在其正式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

当土壤粘粒含

量 < 3 5 0 9 / kg 时
,

采用 0. 02 一Zm m 粒级中的矿物含量
,

分别定名为石英型
; 以石英为主的

混合型
; 长石型 ; 以长石为主的混合型

; 云母型 ; 以云母为主的混合型
15]

。

我们认为颗粒粒

径 0
.

0 2一Zm m 较为适合
,

故采用之
。

当颗粒大小级别为粘质或粗骨一粘质时
,

即 < 0
.

O02 m m 的粘粒含量 > 3 5 0 9 / kg
,

才能

选用伊利 石型
、

蒙脱石型或高岭石型等粘土矿物类型
。

因此
,

我们在进行土属划分时
,

首

先明确其控制层段内颗粒大小级别
,

才能对矿物学类型进行检索
。

有些学者认为矿物学类型不适于我国土壤 系统分类 中作为土属的划分依据
,

而应考

虑母质作为分类依据
。

诚然
,

不 同母质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土属
,

但若按照土壤属性而不依

据成土因素的划分原则时
,

不同的母质也可归于 同一矿物学类型
,

如石英砂岩和花岗岩均

可划为硅质混合型
; 同一母质不同颗粒大小时又可划为不 同的矿物学类型

,

如同为下蜀黄

土母质发育的湿润粘磐淋溶土
,

粘质的为伊利石型
,

而壤质的为混合型
。

美国土族的矿物学类 型也并非必需依赖于精确的 X 一
射线衍射

、

表面分析和 1} l了A 方

法
,

而大多是采用田间标准
,

借助于手提的便携式速测箱
,

可 以估计 C E C
,

用手感估计粘粒

含 量
,

如 C E c 在 24 一 2 5c m ol (十 ) / kg 数 据 之 间粘 土 矿 物 可能 是 混 合 型
,

若 c E C <

24
c m ol ( + ) / kg 粘粒或 < 16c m ol ( + ) / kg

,

当然粘土矿物主要是高岭石型
。

其他物理
、

化学性质也能使人估计到许多粘质土壤的矿物学类别
。

综上所述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基层分类土属的划分依据
,

如颗粒大小级别还应赋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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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的定义 ; 关于矿物学类型作为鉴别指标还须开展大量的实际工作
,

才能确定出一套

适合中国特色的土属划分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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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系统分类概念的理论基础
.

北京
:

北京农 业大学 出版社
,

1 9 8 8

〔美」5 01 1 s u rv ey sta ff
,

踵骏平
.

张凤 荣译
.

土壤 系统分类检索
.

乌鲁木齐
:

新疆大学出版社
,

19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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