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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族与土系是土壤系统分类的基层单元，也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土壤系统分类工

作的重点。依据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我国土系调查与《中国土系志》编制（2008FY110600）”

在2013年制订刊出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土族和土系划分标准”，重点分析了1998年以来我国土壤系

统分类基层单元研究工作建立的土族在命名格式上所存在的问题，旨在为今后我国的土族建设工作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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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我国完成土壤系统分类高级单元（土

纲-亚纲-土类-亚类）检索系统后［1］，便开始了

基层单元土族和土系的探索研究工作。在2009年

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我国土系调查与《中国

土系志》编制（2008FY110600）”启动以及2013

年该专项制订的“土族和土种划分标准”（以下简

称“新标准”）刊出之前［2］，我国基层单元建设

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突出表现在：（1）初

步制订了土族和土系的定义与划分原则（以下简称

“老标准”）［3-5］；（2）依据第二次土壤普查资

料编撰出版了湖北、浙江、海南和黑龙江四个省份

土系概论或概要专著［6-9］；（3）建立了全国不同

典型样区的土族和土系［10-29］以及全国不同烟区的

典型烟田土族和土系［30-33］。

据上述相关的文献统计我国合计建立的土族

数量为839个（不含2008FY110600专项所建立的土

族），但从已建立的基层单元土族和土系的数量和

其已覆盖的土壤类型程度两个方面而言，我国土壤

系统分类基层单元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截止2014

年我国已建立的土系数量仅3 000个左右（一般而

言土族数量<土系数量），是我国估计的3万个土

系总量的10%。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层

单元建设还是我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的一个重点领

域，新的土族与土系还将不断被建立。

在2013年“新标准”刊出之前，由于“老标

准”制订时间与一些研究开展的时间相差不远，导

致一些研究无法参照“老标准”进行土族建设；此

外“老标准”中关于土族建设的一些要求并不明确

或没有硬性的执行规定，不同的研究者建立土族的

标准不一；再加上“老标准”与“新标准”之间存

在一些明显的差异，这均导致如果按“新标准”的

要求，2008FY110600专项之前研究工作所建立的

土族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为此，本文的

重点是系统总结这些问题的类型，旨在供研究者在

以后的土族建设中提供参考，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新标准”，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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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老标准中土族建立的要求比较

1.1　 描述土族的指标、指标排列顺序与土族命名

格式

新、老标准中描述土族的指标均包括颗粒大

小级别、矿物学类型、土壤温度状况、石灰性与

酸 碱 反 应 4 个 指 标 （ 老 标 准 中 最 后 一 个 为 “ 石 灰

性、酸碱度和耐盐碱特性”），且均说明如果某

个指标在亚类单元的名称中已能够反映出来的则

可以省略不用（如亚类名称中出现的“石灰”、

“酸性”、“铝质”、“砂质”、“复钙”、“钙

积”、“弱钙”、“砂质”等）；在土族命名上，

“新标准”中规定4个指标依次按颗粒大小级别、

矿物学类型、石灰性与酸碱反应、土壤温度状况

排列，4个指标之间不用任何符号分隔，但最后一

个指标与“亚类名称”之间以“短划线”分隔。

而“老标准”只是说明了采用了指标和亚类连续

命 名 ， 但 并 没 有 明 确 指 标 的 排 序 和 具 体 的 命 名 

格式。

按“新标准”要求，土族命名准确的格式为：

如黏质伊利石混合型非酸性热性-普通淡色潮湿雏

形土（亚类单元反映不出4个指标的特点，故亚类

前面必须同时有4个指标）、壤质混合型热性-石

灰淡色潮湿雏形土（亚类单元已反映了石灰性，故

亚类名称前面省略了“石灰性与酸碱反应”1个指

标）、壤质硅质混合型热性-普通铝质湿润雏形土

（亚类单元中“铝质”已反映了土体为酸性，故

亚类名称前面省略了“石灰性与酸碱反应”1个指

标）、混合型热性-石灰湿润砂质新成土（亚类单

元已反映了石灰性和颗粒大小级别，故亚类名称前

面省略了“颗粒大小级别”和“石灰性与酸碱反

应”2个指标）。

表1　我国新老颗粒级别大小的划分标准

Table 1　Old and new standards for soil particle size fractionation in China

老标准

Old criterion

新标准

New criterion

级别与名称

Level and name

定义

Definition

级别与名称

Level and name

定义

Definition

碎屑质 ≥2.0mm碎屑物体积≥90% 粗骨质 ≥2.0mm碎屑物体积≥75%

粗骨-砂质 碎屑物体积≥35%；细土（<2.0mm）体积≥10%，极细

砂（0.05～0.1mm）重量<50%，质地为砂土或壤砂土

粗骨砂质 碎 屑 物 体 积 ≥ 2 5 % ， 细 土 中 砂 粒 重 量

≥55%

粗骨-壤质 碎屑物体积≥35%；细土体积≥10%，细土部分黏粒重量

<35%，质地为壤土或壤质粉砂土

粗骨壤质 碎 屑 物 体 积 ≥ 2 5 % ， 细 土 中 砂 粒 重 量

<55%，黏粒含量<35%

粗骨-黏质 碎屑物体积≥35%；细土体积≥10%，细土部分黏粒重量

≥35%，质地为壤黏土或黏土

粗骨黏质 碎 屑 物 体 积 ≥ 2 5 % ， 细 土 中 黏 粒 重 量

≥35%

砂质 碎屑物体积<35%；细土为砂土或砂壤土，极细砂重量

<50%

砂质 碎 屑 物 体 积 < 2 5 % ， 细 土 中 砂 粒 重 量

≥55%

砂壤质 碎屑物体积<35%；细土为砂壤土，砂粒重量≥52%，黏

粒重量≤20%，粉粒重量>30%

黏壤质 碎屑物体积<35%；细土为黏壤土、粉砂黏壤土、砂黏壤

土，砂粒重量20%～45%，黏粒重量25%～40%，粉砂粒

重量<28%

黏壤质 碎 屑 物 体 积 ≥ 2 5 % ， 细 土 中 黏 粒 重 量

20%～35%

黏质 碎屑物体积<35%；细土为砂黏土、粉砂黏土、黏土，黏

粒重量≥35%

黏质 碎 屑 物 体 积 ≥ 2 5 % ， 细 土 中 黏 粒 重 量

35%～60%

壤质 碎屑物体积<35%；细土为壤土、粉砂壤土，黏粒重量

<35%

壤质 碎屑物体积≥25%，且不为砂质、黏壤

质、黏质、极黏质的

极黏质 碎 屑 物 体 积 ≥ 2 5 % ， 细 土 中 黏 粒 重 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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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标类型的确定

（1）颗粒大小级别。新、老标准中有关颗粒

大小级别的差异最为明显，表现在级别的名称和具

体的定义两个方面，详见表1。

（2）矿物学类型。新、老标准基本一致，均

采用“适用于任何颗粒大小级别的”（测定<2mm

细土的矿物学性质）、“适用于极黏质、黏质、粗

骨黏质的”（测定<0.002mm颗粒的矿物学组成，

且采用黏土矿物类型）、“适用于非及黏质、黏

质、粗骨黏质的”（测定0.02～2mm颗粒的矿物学

组成，且采用原生矿物类型）三个大类，只是新标

准中在“适用于极黏质、黏质、粗骨黏质的”、

“适用于非极黏质、黏质、粗骨黏质的”中分别增

加了一个“混合型”以供选择。

（3）石灰性与酸碱反应。“新标准”一是增

加了“铝质”类型，即铁铝土在控制层段中有一厚

度≥30 cm土层，在其细土部分中土壤含KCl提取态

Al＞2 cmol kg-1；二是注明了pH≥5.5且没有石灰

性的土壤，为“非酸性”；三是舍弃了“老标准”

中的盐碱特性。

（4）温度状况。“新标准”将“温性”修改

为9～16℃，这样“冷性”、“热性”和“高热

性”就相应地改为0～9℃、16～23℃、>23℃。

2　以往土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表2列出了以往我国土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统

计结果，由于前文和表1已表明新、老标准中颗粒

大小级别划分改动较大，因此本文不再统计颗粒级

别方面的“不符”问题。此外，出于对前期研究人

员的探索性工作的尊重，本文所举案例不再专门标

注参考文献出处。

表2　我国土族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Table 2　Major problems in setting up of soil families in China

问题类型

Type of problem

土系专著

Monograph on soil series

典型样区

Typical sample area

典型烟田

Typical tobacco field

合计

Total

描述指标不符

Discrepancy in indicator description
301 162 0 463

命名格式不符

Discrepancy in naming format
420 278 71 769

指标顺序不符

Discrepancy in indicator sequence
163 16 0 179

矿物学类型有误

Error in mineralogical type
142 70 1 213

2.1　描述土族的指标缺乏

（1）缺乏“矿物”信息的有6个，如辽宁省瓦

房店样区的“九龙系”，土族名称为“壤质温性普

通钙质湿润淋溶土”，根据文献信息，土族名称中

应加入原生矿物中的“混合型”。

（2）缺乏“石灰性与酸碱反应”信息的有135

个，如安徽宣城样区的“刘村系”，土族名称为

“壤质云母混合型热性普通铁质湿润雏形土”，

根 据 文 献 中 p H 测 定 结 果 ， 土 族 名 称 中 应 加 入 

“酸性”。

（3）缺乏“土壤温度状况”信息的有6个，

如江苏省句容样区的“修林系”，土族名称为“黏

壤质伊利石型酸性普通简育湿润雏形土”，根据

文 献 中 样 区 年 均 气 温 信 息 ， 土 族 名 称 中 应 加 入 

“热性”。

（ 4 ） 缺 乏 “ 石 灰 性 与 酸 碱 反 应 ” 和 “ 土 壤

温度状况”信息的有6个，如湖北省潜江市样区的

“高场系”，土族名称为“水云母混合型壤质水耕

土”，根据文献中样区发生层石灰反应观察结果和

年均气温信息，土族名称中应加入“石灰性”和

“热性”。

（5）缺乏“矿物学类型”、“石灰性与酸碱

反应”和“土壤温度状况”信息的有8个，如新疆

哈密县样区的“二堡系”，土族名称为“壤质普通

灌淤旱耕人为土”，根据文献中样区机械组成测定

结果、发生层石灰反应观察结果和年均气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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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名称中应加入原生矿物中的“混合型”、“石

灰性”和“温性”。

2.2　土族命名格式不符

（1）4个指标与亚类名称之间无短划线分隔

的有769个，如湖北省利川县典型烟田的“团圆

系”，土族名称为“黏质伊利石混合型非酸性温性

普通简育湿润雏形土”，应为“黏质伊利石混合型

非酸性温性-普通简育湿润雏形土”。

（2）4个指标间被长划线、顿号等符号分隔的

有34个，如河南省驻马店样区的“花庄系”，土族

名称为“壤质、混合型、热性、普通淡色潮湿雏形

土”，综合文献发生层石灰反应观察结果和pH测

定结果，应为“壤质混合型（非酸性）热性-普通

淡色潮湿雏形土”。又如海南儋州市样区的“高龙

村系”，土族名称为“粗骨—壤质硅质混合高热性

普通简育干润富铁土”，粗骨与壤质之间的长划线

“—”不需要，应为“粗骨壤质高热性-普通简育

湿润火山灰土”。

（3）描述土族指标顺序不符的有179个，如

湖北武汉样区的“江夏系”，土族名称为“水云母

混合型黏质普通粘黏湿润淋溶土”，颗粒大小级别

与矿物学类型顺序颠倒，应为“黏质水云母混合型

（热性）-普通黏盘湿润淋溶土”（热性是依据文

献中样区的年均气温信息推断而来）。又如黑龙江

省土系概论专著的“新兴系”，土族名称为“冷性

黏质伊利石混合型斑纹钙积暗厚干润均腐土”，温

度状况与颗粒大小级别和矿物学类型顺序颠倒，应

为“黏质伊利石混合型冷性-斑纹钙积暗厚干润均

腐土”（因亚类名称中的“钙积”已反映了石灰

性，故不再用“石灰性与酸碱反应”指标）。

2.3　具体指标类型选用有误

具体指标类型选用有误的共有213个，集中表

现在矿物学类型选用上，新、老标准均强调了首先

要确定颗粒大小级别类型，然后依据不同的颗粒大

小级别确定要分析测定的土壤颗粒组别，最后再确

定对应的矿物学类型。“新标准”特别强调了只有

粗骨黏质、黏质、极黏质这3类颗粒级别大小的矿

物学类型才用黏土矿物学类型，其他的颗粒大小级

别一般采用原生矿物；此外矿物学类型不用“某型

盖某型”。但已建的土族在矿物学类型上出现的最

多问题就是“不是粗骨黏质、黏质、极黏质”的颗

粒大小级别却用了黏土矿物学类型，如安徽省淮

北平原样区的“包集系”和湖北省土系概要专著

的“淅河系”，土族名称为“壤质蒙皂石热性普

通砂姜潮湿雏形土”和“热性水云母混合型壤质

普通湿润正常新成土”，由于颗粒大小级别均为

壤质，不能采用<0.002mm颗粒才能使用的蒙皂石

和水云母等黏土矿物，其矿物学类型应在分析测定

0.02～2mm颗粒部分矿物学组成后采用原生矿物类

型，根据文献中成土母质信息，估计两者均应为原

生矿物中的“混合型”，又如福建省典型烟田的

“陂西系”，土族名称为“壤质盖粗骨质混合型盖

硅质型非酸性热性普通潜育水耕人为土”，由于新

标准规定矿物学类型上不用“某型盖某型”，故应

为“壤质盖粗骨质混合型非酸性热性-普通潜育水

耕人为土”。

3　结　论

应当指出，我国有关的土族和土系标准一直处

在不断地建设、修订和完善中，以往土族建设出现

的问题并非由于研究者学术水平所致，很大程度上

是与相关标准的制定时间、是否明确以及有无强制

性有关。如有关我国典型烟田的土族建设，其在土

族描述指标组成与排列顺序、矿物学类型等方面出

现的问题少，这是因为其研究工作开展晚（主要集

中在2013—2014年），而且其研究者参与了“新

标准”的制订过程；但即便如此，其在2013年早

期建立的土族在命名格式上亚类与4个指标之间缺

少短划线的也占到了其土系总量的50%左右，这与

“新标准”在当时还没有明确土族的具体命名格式

有关。本文的重点是分析我国已建土族与“新标

准”相比存在的问题，旨在为今后的土族建设提供

参考，避免再出现类似问题。因此，有关我国土族

划分的“新标准”和“老标准”以及国际上其他的

土族划分标准之间的比较及其差异的原因这里不再

进行详细地讨论。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新标准既已

制订和刊出，我国后面的相关研究工作就必须严格

按照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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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AND PROBLEMS IN SETTING-UP AND NAMING OF BASIC TAXON–
SOIL FAMILY IN CHINESE SOIL TAXONOMY 

Yi Chen1，2 Ma Yuxin1 Yang Jinling1，2 Li Decheng1，2† Zhang Ganlin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 Soil family and soil series are two basic taxons of the Chinese Soil Taxonomy，and will also be 

the focus of the study on the Chinese soil taxonomy for quite a long time in future. Based on the“Standard for 

Classification of Soil Family And Series”laid down and published in 2013 by the special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research project“Investigation of Soil Series of Chinaand Compilation of“Record of Chinese 

Soil Series”［2008FY110600］”，analysis was performed of problems in naming of soil families that have 

been set up in the research on taxons in Chinese soil taxonomy in this country since 1998，in the hope that the 

work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studies on soil families in China in future. 

Key words Soil family；Chinese Soil Taxonomy；Status quo an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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