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分类学发展的历史握眺和我们的途径

席 承 藩

自从毛礴恰耶夫 (八O Kyn ae B )于 18 73年陆搜发表有关土壤分类渝文以来
,

八十年来杜瘴恰耶

夫发生土壤学派已成为土壤科学的指导思想
,

但没有很快地得到传布
。

自从以德文及英文介招杜

氏学靓以后
,

已逐渐为世界士壤学界所公孰
。

各国土壤学家
,

在不同程度上都引用了发生土壤观

点
,

并根据各国特点乡拟定了分类系兢
,

黑士
、

粟朽士
、

灰壤等苏联名称
,

已普遍出现于各围文献中
,

而残积
、

冲积土等地质名称
,

已逐渐在士壤文献中消失
,

单碗考虑土壤为化合物的看法
,

也很少看

兑了
。
目前各国土壤学家

,

在不同程度上
,

正遵循发生士壤学路钱发展着本国的土壤学
。

我国解放

十年来
,

由于被心地向苏联学习
,

苏联科学家的来华
,

懂俄文的土壤学家的逐渐增多
,

把发生土壤

学观点具体应用到我国土壤工作中去业已取得显著成精
。

大跃进以来
,

开展了草众性土壤普查运

动
,

土壤学又进一步深入草众 ; 目前军众土壤普查已达到总拮提高阶段
。

敲敲土壤学发展的历史

翘殷及各国土壤分类的近况
,

对提高我俩的士壤科学水平
,

还可能有些盘处
。

一
、

土壤学发展的历史握盼

人类利用土壤作为生产手段
。

据可考的更实
,

几个古老的国家如埃及
、

印度和我国
,

都有几千

年的耕种历史 ;在伊拉克
,

对最老的耕种土壤也有研究
。

当然史前人类利用士壤的历史
,

还可能更

早
。

长时期来
,

人民通过生产实践
,

对土壤特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孰敲
,

都用很钝朴的藉汇表达土壤

的耕作性能和肥力情况
。

士壤科学发展的过程中
,

曾大量吸取了这些丰富的握输
,

充实了土壤学

的内容
。

如黑土的俄文名俞 q即oH
3枷耳

,

就是引用农民的叭法
。

我佣这次摹众土壤普查的开展
,

发掘出大量的草众名称
,

对加深土壤的扒栽
,

丰富土壤科学
,

都有着积极意义
。

但土壤科学的涎生和发展
,

并不是直修上升的
,

也樱过了多次的曲折
。

肋着近代科学的兴起
,

发展较早的科学
,

如化学家俩早把土壤作为化学分析的对象
,

并多涉及到土壤的化学粗成
,

如瑞典

化学家布尔瑞拉斯 ( eB 二
e
ilu

s )
, 1 8 0 3年就称士壤是

“ 自然的化学实毓室
,

进行着各种的化学分解和

合成反应
, , 。

这种看法可以李比希 ( iL 曲 19 )为代表
,

他在 1 8 6 1 年就欲为土壤是放出植物养分的化学

就管
,

他的学靓和理希作为当时研究土壤的指导思想
。

在他的学轰的指导下
,

很多学者致力于土

壤成分的分析
。

他的矿物营养学能
,

影响更为深远
,

大家都很熟习 ;近百年来很多自家的学者俩
,

例如西欧和日本的学者
,

都从事化学分析
,

给定土澳
,

主要欲为土壤是矿盾养分的拧藏室
。

现在我

俩都知道不能单耗用化学观点来欲融土壤
。

也有人注意到土壤物理性厦的重要
,

如泰么尔 ( T h二 )r 就款为土壤是地表的松散物质
。

他用

土壤的机械粗成划分土壤
,

如壤土
、

粘士
、

壤质砂土等等
。

在泰以尔的影响下
,

浩士曼 ( H au sm an n)

直到廿世耙还是用毋岩划分土壤 ;他划分第一类土壤为石英岩
、

育岩及汤岩所发育的土壤
,

第二类

为石灰岩所发育的土壤
,

第三类为玄武岩所发育的土壤
。

这样孰敲土壤的学者很多
,

法鲁 ( aF llo w )较具有代表性
,

他划分土壤为风化士和冲积土
。

他

首先注意形成土壤岩石特性
,

有机物盾只不过是混杂在风化休中的物盾而已
。

更有很多学者欲为

土壤只不过是地表的松散岩石
。

法鲁也曾尝截把土壤学分为两四科学
: 即 “

理渝
”
地厦土壤 学和



叮广一
、

丫珊

f丫

“
实用

, ,

农业士壤学
,

其实理渝的部分也只是土壤的支节性盾 ; 而实用农业土壤学也只能抓住士璐

学的个别性盾
。

也有一些学者如斯本基尔 ( s p
e
gn 日

, 1 8 3 7 )
、

赫尔格德 (H il ga dr
,

1 9 06 )都注意了气候对土壤的

影响
。

前者款为土壤是气候与生物共同作用的桔果
,

后者献为土壤分布于不同地貌地盾条件中
,

献为土壤是气候作用于岩石的拮果
。

赫尔格德和以后的美国土壤学者
,

曾一度把土壤划分为高地

土壤与低地土壤两大类
。

这样的划分根本没有接触到土壤的本盾简愚
。

注意土壤农业特征的学者很多
。

他俩都致力于土壤农业特征的研究
,

如金 ( iK
n g )及霍布金斯

( H 。
冰 in s

)等人
。

罗梭 ( R us se ll) 更多地注意了士壤的农业特征
,

土壤的单位面积产量
,

土壤的耕性

及土壤管理 ;他献为土壤是植物的住所
,

重祝表层土壤
,

重视它的物理化学变化
,

研究土壤耕作翰

作等
。

类似的看法
,

在很多土壤学书籍中
,

都可以参考
。

从上面筒单的历史回顾
,

可以清楚地看出
:
把土壤看作是地盾形成物而又企图glJ 立实用的农

业土壤学 (法鲁 )的看法
。

要知道
,

地盾形成物是较长时简形成的
,

与土壤形成产物相比相对静止
,

因而也就会忽祝土壤的动态特征
,

如斗物作用引起土壤的变异
,

人类耕作土壤活动引起士壤的变

化等
。

反过来
,

把土壤学的应用部分和土壤的理渝部分截然分开
,

也不会全面
、

居彻地了解土壤的

本盾及其肥力演变的情况
。

杜康恰耶夫发生学派正确之处
,

在于他剧立了土壤科学的理偷
,

也把充

沛的精力置于研究土壤的生产周题
。 1 8 9 2 年

“
我国草原的过去和现在

, ,

就是研究了土壤形成的基
本规律

,

解决了农业生产简思
,

杜康恰耶夫更指出农业区域同土壤带有着密切 的联系
,

在每一个土

壤带中
,

农业生产具有独特的特点
,

因此农业本身受地带性和地区性的影响很大
,

这是和西欧法鲁
、

雷曼 ( R
a
m an n) 等人的渝点有着根本的区别 ; 也和同时期美国赫尔格德等人的看法基本不同

。

他

们也想 lBJ 立农业土壤学
,

但只看成是地盾形成物
,

这就不能全面掌握土壤的本身特性
,

就不易很有

规律地阐明土壤的农业生产特性
,

因为地盾形成物属土壤母质范围
,

也反应地貌特征
,

都是土壤形

成的因素
,

如果孤立以地貌—
山地

、

平原命名
,

以地质特征砂土
、

粘土或冲积土
、

风积土等命名
,

只观明 了土壤属性的一方面
,

而
一

且是相当静止的一方面
。

只有把土壤作为一个运动着的客休
,

能

动地看待土壤
,

才能把土壤的动态特征表现出来
。

随着各粽合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变化
,

土壤也在

发生变化
,

把这些复杂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
,

粽合而全面地献敲土壤
,

是发生土壤学靓先进之处
,

我俩廖豉深刻地学 习
。

从土壤科学的历史握脸来看摘巴上壤看作是革腌的化合休
,

只分析成分
,

单钝研究土壤中的某

些化学变化
,

而用施肥法补足土壤中某种成分的不足 (矿物营养视 )
,

也早有人对此有过批判
。 虽

然
,

矿物营养学挽
,

至今有它突际应用的意义
,

无机肥料的施用大大提高了生产
,

不过总不能只把

土壤看作养分拧藏室 ; 坚持这样看法的桔果
,

必然导致养分日渐减退
,

肥力递减
,

堕入思尔陇斯渝
的泥沼里去

。

虽然如斯宾捷尔 18 3 7 年也款为土壤形成基于矿物与腐殖盾的复合休
,

但基本
.

L还

是欲为是有机物盾
,

仅仅是矿物成分中的混合物
。

这种把粽合的 自然休分割开来的观点
,

虽然比

单扼的地厦形成的看法前进了一步
,

但仍未能掌握上壤的粽合特征
。

因此研究土壤的农业特征
、

土壤耕性以及土壤的肥力情况
,

联系到土壤肥料需要及施肥制度
,

都是农业土壤研究的丰富内容 ;重砚土壤的物理化学变化
,

耕作
、

翰作等
,

也是农业土壤很重要的

范畴
。

这些年来
,

很多土壤学家致力于农业土壤的研究
,

也写了很多好书
。

不过柯斯特切失坚决地

反对使发生土壤学与农业士壤学脱节的企图
,

他把土壤的概念和植物生活的概念完全联系起来 ;

只有这样才能把受地区特性影响明显的农业生产更有规律地和土壤形成的规律联系起来
。

柯斯特

切夫以土壤及土壤肥力拮合的观点研究土壤形成的生物学基础及提高土壤肥力的有效办 法 成 为

发生土壤学奠基的第二人
。

在杜康恰耶夫和柯斯特切夫所奠基的发生土壤学基础
_

卜
,

威廉斯更剧造性地发展了发生土凄



学
,

提剩了更高阶段
,

便土壤学和农业生产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跳系
。

威廉斯所剧立的土壤学生物

学方向
,

土壤形成过程的本盾是有机物盾的合成与分解
。

对控制士壤肥力
、

使农业产量 日益增长

树立了理萧基础
。

二
、

目前各国土壤分类学的近况

查即各国士 J襄分类文献
,

可议发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趋向
:
土类

、

亚类名称的概念和应用 已逐

撕一致
。

可以靓大家都毅祛在斡大区域里用土类
、

亚类的名称概括士壤的粽合特性
,

粽合地反映

这个地区的水
、

热条件
,

反映生物及农业生产的具休特征
。

这不是偶然事件
,

这是发生士壤学流传

所必然产生的桔果
。
另一个很重要的趋向

,

就是土攘分类更重祝友映土壤的生物特性
,

也重视反

映士壤的耕作特性及农业性状
。

发生土类名称的引用产生了以下的桔果
: 即土壤和气候条件 (主要是水热条件 )的一致性

,

土

壤性盾与土壤改良条件
,

主要农业生产措施的一致性
。

如一个有盐土改良周短的地区与另一个没

有盐土改良周题的地区
,

在了解土壤发生性盾后
,

很容易得到解释
,

从而找到改良办法
。

这是发生

土壤学的研究
,

足以揭露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矛盾简题
,

因而得出相应的改良措施
。

过去各国土壤学家
,

在较小范围内研究土壤
,

主要掌握生壤的某一个别特性
,
如粘土

、

砂土
、

酸

性
、

硷性
。

随着款敲的提高
,

从个另争险盾的了解发展到土壤粽合特征的了解
,

如过去日本土壤学家

挪是进行大量土壤分析
,

集积土壤青料
,

很少联系土壤的发生特征
,
而最近的青料

,

也涉及到土类

特性的探封
,

如 1 9 5 6 年对扛
、

黄壤等的尉箫
,

这样就改变了 日本土壤研究的传枕
,

仅侨靠个另仕壤
化学性厦去理会土壤

,

而是进一步靓明日本南部杠黄壤特性
,

可以与我国的赶黄壤作比较
。

又如匈牙利踢格蒙 ( D e is脚 on d )也曾以土壤的化学性盾进行土壤分类
,

不过没有能得到广泛
的应用

,

最近匈牙利的土壤文献也已握接受了发生土壤观点
,

衬渝土壤分类简题
。

如对匈牙利大

平原盐土的形成及土壤改良的研究
,

这样就便子科学青料的交流
,

科学共同藉汇的兢一
。

这是科

学发展
,

足以相互推进的主要途径
。

当我俩注意了各国土壤分类的发展时
,

如就历次国际土壤学会青命文而甜
,

第一次土壤学会是

杜库恰耶夫发生土壤学的并始传播
,

此后一次比一次地就有更多的土壤学家引用了发生土壤土类

的名称
,

特别是第五次 ( 1 95 , 年
,

北非 )及第六次 ( 1 9多6
,

巴黎 )的两次会栽
,

对热带土壤及各国土壤

性盾的甜敲
,

逐渐趋向发生土壤类型的探封
。

不过聋本主义国家的土壤学的发展
,

也和他俩的宇宙观相一致
,

形式上虽然采亲内了发生土壤

学观点
,
但具体的分类方法

。

井不是那么全面 ;片面之处是有的
,

机械割裂的地方更是常觅
。

其中

不少夹杂早期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凌留的不够卿敲的成分
,

此如美国的土壤分类系兢
,
在形式上是

群彻了一些
,

分类极数也多了一些
,

突盾是更显的支离破碎
,

土壤简很少相互联系性
。

上面淡到的土类
、

亚类的命名
,

逐撕趋向于接近
,

至少在形式上都在引用苏联土壤命名或应用

一些发生土壤学观点
,

但基础分类并不
;一致

。
因此各国的分类系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 lBJ

。

分 类 方 式

苏联
,

伊万豁娃
、

罗左夫 ( 1 9 , 6)

德国
,

甘此亚那 ( 1 9 5 3 )

美国

英国
,

阿推尔 ( 1 9 , 6 )

澳洲
,

史蒂芬( 1 9 54 )

上层分类

土类
、

亚类

土类
、

亚类

土桐
、

土类
、

亚类

土类
、

亚类

土类

基础分类

土唇笔
、

生种
、

变种

土型 (地方土型 )

士系
、

土祖
、

土相

士果
、

亚系

士系
、

土祖
、

土相

从上表可妞看出分类极数
,

苏联是四极
,

最近伊万敲娃
、

罗左夫等建栽加土属一极
。

美国的分

类粗数较多
,

基本也是四极
,

但可至六到七极
。

就总的情况来看
,

大休可分三个学派
。

1
.

苏联发生土壤学派
:

根据杜库恰耶夫发生士壤学原刻所剧立的地带性学靓
,

一

粽合地研究土



…琪效分情况
,

划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
关子士壤分类原月叮简题

,

罗

士壤

洁 ( p吹幻在
一

195 夕年曾提出发生士壤命名的基础
,

既要注意发生特

:

燕l鳗蕉飞翼重霍::嚣翼器翼翼默
征载

ha



器哪撰译撼
也

有

的

区

难

系

的

很多 (七蔽 )
,

表面上是豁釉了
,

其实盾更加繁殖
。 _ _ ` _ _

美国分类系兢
,

在一些食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

而澳移讨的更蒂芬斯似 9 ,叼的分类系

;蒸嚣券姗
层分类与基础分类不相联接

,

士壤的爱生持

土壤发生与生物气候特征粽合起来考虑
,

使

改造土壤
。

三
、

我国发生土壤学研究的途径

我国幅具广筒
,
地跨热带及寒温带

·

气候变化明显
,

有很多平原
、

山地和高原
,

土壤的生物习性

及农业生产特征都有很多变化
。

我惘祖先从事劳动生产
,

积累了丰富的知款
,

古代文献中已有很

多有关士壤的昆载
。

禹育九州辨土色
,

估地力
,

分土壤为壤
、

坟
、

植
、

斥
、

涂泥
、

青黎等
。

管子地曼篇

豁载土壤更为群翩
,

由平原至坡地
,

丘陵至山地土壤都有划分
,

并按肥清分土壤为十八种
。

至今

土壤
、

攘士等名称
,

耽为农民所沿用
。

农民也仍有命名士壤为…
`

塌
”
的

,

和古代文献所显同字同义
。

据氯载冀州为白壤
,

摇州为涂泥
,

用来禽明土色
·

盾地
·

水分等
,

至今犹很亲切
。

我国是古老的农业国
,

农民长期生产实践对士壤肥瘦
、

耕性都很熟习
,

并用生动活泼的藉汇
,

表

达农业土壤特性
。

军众普查发掘出大量土壤名称及改良利用握输
;

这是土壤科学丰富宝藏
。

不萧

古代土壤分类
,

或我民对士壤的欲氯
,

都是把土壤与肥力密切拮合起来
,

土壤与耕性拮合起来
,

充

分能明其中合有很多钝朴的卿征唯物观点
。

如能总拮提高
,

必将充实土壤学内容
。

但解放前我国土壤科学受美国土瑰学影响较大
,

以土系为分类单元
,

描述土壤
、

分析士壤某些

特征为主
,

联系生产
、

解
般

产简题较少
,

形成士壤学与农业生产脱节
,

没有对生产起应有的作用
`

这种情况一道延擅到解放初期
c ,

的研究
,

使土壤科学初具生命力
。

解放后
,

学习 了一些发生土壤学观点
,

并致力于我国发生土壤学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开展了军众警查运动
。

查田定土
,

以军众命名制成公社土壤图
,

掣众咸

亲切
,

对发展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

只要对翻图技未及化盼方面再加努力
,

基本
_

上可以渝足放业

产需要 J 但县一蔽
,

可出瑰同土异名
,

异名 同土的情况
。

一到省蔽
,

土壤变化更多
,

土壤的地需

变异及农业生产特性均发生根天变化
,

要很好地找出这些土壤商的发生联亲
,

整理出此瞬完整

资料与图幅
。

全国范围内更需全面考虑
,

使土廖食料能在省际筒和国际上互相此翰
,

相万印蒸
,

地球陆地构成一个整体
,

以运动发展的眼光
,

表现出各地区士壤特征的差异及逐渐过渡的情况
。

我俩款为公社图全用当地士名很好
,

军众熟匀
,

生产性明确
,

也便子总拮深耕改土握毓
,

诬便我俩款为公社图全用当地士名很好
,

军众熟匀
,

生产性明确
,

也便子总拮深耕改土握毓
,

诬便

鬓{藻擎骂滋攀藻淤攀淤掣{
器豁

如按发生土壤命名原则
。

土种变种主要根据发育度盾地及小地形划分
。

但同一盾地
,

土壤耕

性仍会
补

军的差异
,

影响耕作%lJ 用
。

如华北平原章众所划分的两似
、

面

撇
、

蒙金土者氏幕袒笋



湃鑫套盾
一

、

玉不是一回事
,

都应耕很好地区分二下
。

当我俩研究大地区土壤性厦与农业生产关系时
,

一

此如由冬小麦棉花区过渡到春小麦燕麦区
,

琪攀
二

、

兰价二
。

苏国提炼出来的土壤名称只要合适也可以用
。

撰囊慈
_



变化
。

象川
、

扁鲁木齐均有塞外江南之称
,

其实和江南
、

的土壤及自然情况
,

还是迥然不同
,

只可轰

在漠境草原上
,

人类活动促使土壤起了变化
,

使土壤的肥力有所增加
,

通过灌溉及施肥
、

耕作等措

施
,

把荒地改为农业用地
。

不过
,

这些土壤和江南土壤的特征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

我俩弦稠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

人力可以改造自然
,

这是每个共产主义建毅者应有的气魄
。

耕

作确突引起士壤不同程度的变化
,

也是很重要的成士因素之一
,

对人为因素
,

通过生产实践所引起

土壤的变化
,

我俩应重点研究
。

但人类活动引起土壤的变化是带着自然性盾
,

人为驯服的劳动产

物
。

我俩肯定沙漠可以改造
,

但沙漠改造起来
,

还是此其他区要费力的多
。

如士壤过沙 (沙丘 )
、

付

粘 (龟裂土 )
、

多盐
、

多风
、

少水等
,

这些因素都有待克服
,

我俩不能忽视这些情况
。

正是研究清楚了

这些条件
,

对改浩十壤才能达到知己知彼
、

事半功倍
。

忽视这些条件
、
可能多碰一些钉子

。

研究土

壤是为了更高度地发展生产
,

不趁研究土壤
,

看待土壤与农业的关系
,

还得更全面一些
,

粽合一些
,

既要看
“
夭

” ,

也要看
“
地

” ,

更重要的还是建立粽合观念
。

发生土壤学墓本上是研究土壤与环境的

联系
,

生物与非生物的联系
,

土壤与肥力概念的兢一
,

自然力与人为力对土壤的改变等
。

我俩要用

发生学观点研究耕作士壤的一切变化
,

我俩既要研究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士壤变化
,

也要研究土壤

的地带性特征
,

以及这些特征对农作物的影响
。

如果只欲为每一种土壤耕作若干年后
,

就完全成

为共同属性的土壤
,

就完全脱开了风
、

水
、

湿
、

热对土壤的影响
,

这些概念在土壤学发展的过程中
,

曾有过祛鲁的想法
,

是值得引起我俩足够的重欣
。

这正符合这样一个输断
:
我俩款藏自然是有限的 (局限的 )

,

而客观是无限的 ;人类欲栽土壤
、

利用土壤
,

已握有儿千年的历史
,

但具正把土壤当作一阴学科
,

还只 1 00 年的历史
。

在引用了近代

科学的一切成果后
,

还没有能完善地解释士壤
,

更好地掌握土壤规律
。

直到今天为止农业生产还

在很大的程度上
、

还为 自然因素所制钓
。

水早炎害
、

缺肥缺水等等仍威胁着农业生产
,

人类仍处于

一定程度上的被动状态
,

还不能随心所欲地由土壤里取出更多的产品来
。

这充分规明我俩的农业

生产还有很大的潜力
。

欲真而全面的款藏土壤
、

改造土壤是我俩当前的任务
。

土壤学发展的 1 00

年中
,

人俩的局限知栽曾这样那样地去理会土壤
,

使得这样一个复杂 自然休
,

只弦调了风化
、

母盾
,

分为残积
、

风积土
,

不能充分掌握土壤的特性
。

、

机械地割裂了土壤特性
,

嗤翻了 自然生成
,

忽祝了

土壤的生产特性
,

也没有解决土壤的本质简愚
。

发生土壤学是从这些教WII 中找出一条此较完全而

全面的观点
,

能动地用发生发展的观点看土壤
,

把土壤肥力与土壤特性联系起来
,

才有可能不断提

高士壤肥力
。

我俩在短短的几年里
,

初步学习了一些发生土壤学观点
,

我例应当沿着这个道路根

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

籁糟努力
。

农业土壤和发生土壤学的研究对象
,

都是一个 自然客体具有共同

的 目的— 不断释放土壤肥力
,

提高农业生产
。

今天的简霆是对自然的献藏应兹进一步深刻化
,

对我国耕地要研究耕作活动过程引起土壤的变化
,

承熟土壤可以改造
,

也得承敲各不同类型的土

壤改造有着不同程度的艰互性
。

因为农业生产本身就是对自然作斗争
。

对自然欲熟愈深刻改造

起来越有可能
,

收效也愈大
。

如果献为耕地肥力不能提高
、

沙漠不可改良
、

高原不能利用
、

盐土不

可改良是结睽的
。

相反的
,

忽砚对这些土壤发生演变的研究
,

同样会遇到不少困难
,

甚至得不偿失
。

因为每一种土壤肥力提高的办法是不一致的
,

我俩研究土壤形成的一切 自然条件及 人为因素
,

正

是为了改造它
、

利用它
。

水文地盾
、

地球化学的发展
,

使盐土改良更全面了
,

也更有可能了
。

能使

不毛之地突破了限制条件
,

生长出庄稼来
。

当然我国幅员这样广大
,

要花费很大的力量
,

从事土壤发生学的全面研究 ;并密切注意与农业

生产简题的联系
,

从事很多不同类型的土壤肥力
、

耕性
、

翰作
、

施肥
、

土宜等的研究
,

要更大力的发

掘生产潜力
,

不断提高农业生产
。

今天不是农业土壤应不应敲研究
,

也不应低估人类劳动的作用
,

而是如何用两条腿走路的方祛
,

既要稚承祖国传兢
,

也要广泛应用各国科学成就
,

使士壤学更好地

为农业生产服务
。

(注
:
本文原附参考文献 2 7篇

。

因本刊篇幅所限
,

故不列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