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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地区的土壤分类
,

作者在三年前藕制黄河中游的百万分之一土壤图时曾拟定了一个 系

兢
。

在这个系兢表中
,

作者曾根据 自己观察研究的桔果拟定了两个土类的名称
,

郎黑墟士和黑褐

土
。

黑墟土是当地农民的名称 ;黑褐土是在地带分布上界乎褐土和黑墟土之周的一个过渡类型
。

也

就是
-户般所称的灰揭土

,

当时作者欲为这种土壤除地带性外
,

宅的性盾和形成过程也和苏联的灰

揭土不同
,

所以坚持另外定名
。

那个时候对于苏联的先进樱阶只能靓一知半解的死搬硬套
,

并禾

从黄土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
,

对于耕种土壤的洼意也很不够 ; 虽然在士壤图上和分类系兢中有耕

种
、

古老耕种和耕种侵颤等士壤
,

但林毫不能作为紧密联系生产的标志
。

1 9 5 8年起作者参加了晕众性的土壤普查糯定士作
,

深深地了解到农民草众在土壤利用
、

改良

和鳃定等方面的成就和有献 、通过总桔睡西省农民土壤分类工作
,

发现农民在这方面具有丰富多

彩的知敲
,

所以我栖一方面应款糙瘤学习苏联的先进理萧
,

同时更应歌向我国的农民学习
,

学匀他

们的丰富握脆
。

作为新中国的士壤工作者
,

应款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

把苏联土壤科学方面的先进理渝和我

国的具体实践相桔合
。

所以作者款为
: 黄土地区的土壤分类应效重行拟定

。

并宜在
“
以土为主

,

士

洋拮合
, ’

的方卦 下拟定
,

在这个分类制中更应坚决贯彻总路找中
“
二条腿走路

, ’

的方斜
,

只有这样才

可避免在土壤分类上重犯教条主义的错溉
,

也可有效地防止可能发生的担阶主义
。

作着在黄土地区前后工作了几年
,

虽然对于草众方面的士壤知搬有了一定的了解
,

对陕西省

的情况也有比较系兢的氯熟
,

但是总的靛来
,

还是很片面零星
,

极不全面和根不深入
,

又加理渝水

平很低
。

显然
,

不能胜任这样艰宜的工作
。

不过黄土地区的土壤总拮工作一定要在最近完成
,

所以

黄土地区的士壤分类尚题必须及时解决
,

老的已不符合目前形势的要求
,

肯定不要
,

新的暂时还没

有
,

怎么办呢 ? 只好本着作者的水平
。

大胆提出 自己的看法
,

敬普青有关同志和覆者等批弄指正
,

使

宅具正能够起到抛砖弓l玉的作用
。

为了想把这一工作做好
,

作者除开祥翘地学习了陕甘二省的土壤普查报告即
l
外

,

并用斡长的

时简分析研究了我国 目前关子土壤分类方面的不同的思想情况和不同的意兑
,

进行了有关理希文

件的学习
,

更深刻地检查了 自己以往在这方面的工作
。

在
“
以土为主

,

土洋拮合
, ’ ,

和
“
土中生洋

”
的

提法中
,

大家对
“
以土为主

, ’

和 “
土洋拮合

, ,

的意晃虽然不能靓完全一致
,

至少是基本上一致 ;但是对

于
“
土中生洋

, ’

就是有很大的分岐
,

甚至个别人不要
“
士中生洋

, ’

和害怕
“
土中生洋

, , ,

可能还有极个

别的人款为
“

土中生不出洋
” 。

这些看法显然是不够全面
,

甚至是错改的
。

我们可以肯定
,

土中一

定能生洋
,

我国 农民从生产实践中所积累下的丰富知敲
,

是今后中国土壤科学的理萧的源泉
,

它必

将在今后整个土壤学中大放异彩和使得土壤科学的理萧从现有的有限的基础上糙倩不断的发展
,

更趋全面
,

我们艳对不能抓住个 slJ 工作人具由于没有深入军众
,

敲真总桔而造成的错筷事例来否

定农民在这方面的卓越首献
。

我们也不敲抱着草众的翘敬不放
,

害怕在
“
士中生洋

”
的过程中

, “
狸

猫换去了太子
” 。
不金昔

,

要把拿众翘阶总拮和系兢化并上升为理渝时
,

肯定不会原封不动
,

而必须

进行丢伪存具
、

去粗取精
、 「

由表及里
、

由此及彼等的改造过程
。

只有廷样
,

才能正确和集中地反映



事物的本盾
、

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和反映事物和外在因素的联系
,

以便形成比鞍全面的概念和

正确的理渝系枕
,

才可反过来指
一

导生产实践
,

在今后的生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关于黄士地区的士壤分类周题
.

,

以往的分类是遵循自然士壤的分类原刻而进行的
,

所以忽税

了
’ `

耕作土壤
,

抹杀了土壤熟化趁程在士壤分类上应占的重要位置 ; 同时黄土地区的士壤汲大多数
都已遭受人为的影响

,

因此充分考虑人为作用对于土壤性征的影响
,

并把它俏在土壤分类系兢中

具休地明确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

不过
,

土壤分类不能单钝考虑耕作土壤
” ,

所么
,

必然要产生耕作

土壤和 自然土壤能不能采取同一的分类制度的筒题
。
作者初步意兑靓为是可以的

。

一切土壤的

本质都是肥力
,

人为活动也就是社会因素应当作为主要的成土因子来看待
。

如果沈
,

把钝粹在自

然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士壤呼做自然士壤的韶
,

那末
,

这种土壤除非在荒无人烟的处女地上才会

出现
,

而且这些地方已翘逐渐地为人力所影 响
。
将来即将被利用

、

控制和改造
。
同时耕作土壤也

不应敲款为是钝粹人为的土壤
,

真正人为的土壤也只有在将来农业工厂化和所有的成士因子完全

被人力所控制的时候才会出现
。

就是到了那个时候
,

士壤的本盾还是肥力
,

只不过形成土壤肥力

的条件和士壤形成过程被人力所痊制
。
毫无周鹿

,

被用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士壤
,

深受人为因素的

影响
,

在一定的时简以后
,

可以完全改变宅原来的性征
,

这种士壤非但是历史自然体
,

同时也是劳

动产物和生产费料
。

但是在以往阶极方迁会内
,

胜种人为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

甚至
,

主要用来

掠夺和破坏土壤肥力
,

因此
,

也至 目前为
,

企
,

作为劳动产物的土壤产物肯待我们今后努力
,
目前的

耕作土壤虽然严重的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
,

但仍然不能脱离自然因素而存在
,

环磷在宅四周的 自

然条件
,

依然不断地对宅发生显著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 一

例如
,

关 中地区劳动人民每年施加大量

土粪所堆置起来的士粪土和最近堆置的耕作层的浇墒程度
,

都有明确的地带性
,

而且这种地带性

非但和 目前气候因素相一致
,

也和下伏的 自然土壤的性征相适应
。

当然我们也应敲理解到
,

土壤在自然条件的影响下
,

作为土壤特征的肥力的形成和发展是非

常援慢的
,

有些甚至要用地盾年龄来补算
,

同时更重要的匙 在一定的成土过程中
,

在未受人为
影响以俞

,

有些土壤肥力常常是从发生到发展
,

再从发展到消失
,

如泥炭士
,

由于有机盾的不断

积果
,

最后阻碍了原有植物的繁全 ;和灰壤中灰化程度的加深和灰化层不断加厚
,

也将不利于林木

的生长等
,

都可作为明显的例靓
。

威廉斯的土壤兢一形成学税也可以靓明这一点
。

但是土壤一

趣被人利用和耕种以后
,

在原有的土壤形成过程中所保持的相对平衡和发展方向就被打破了
。

土

壤肥力的发展
,

开始向二极 (前进或后退 )分化
,

速度是非常迅速的
。

事实敲明
,

在以往阶极社会里
,

土壤肥力愈来愈低
,

因而得出
“
土壤报酬递减率尸的反动的错视的理谕

。

以往我国劳动人民为了活

命
,

也曾不断地和 自然作斗争
,

创造和积奚了很多利用
、

控制和改造土壤的翘脆 ; 这些系翌脆在解放

以后获得了交流推广和提高
,

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
同样是人为作用

,
为什么一个可以

造成土壤肥力的诚退
,

而另一个能便宅不断地提高呢 ? 苏联伟大的土壤学家威廉斯曾握靛过
: “
没

有不良的士壤
,

只有不良的耕作
” 。

现在我们应款加一句
, “
不良的耕作就是不 良的社会制度的历

史产物
” 。

从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大跃进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因素对于土壤肥力的影响是
: “
非

但高速度
,

井且是按着人们的意图定向培育
,

土壤肥力的不断提高是没有止境的
, , 。

L

这些都是耕种土壤和自然土壤简所存在的宜大差别
。

对于这些差别的熟雇盖没研究和生产
_
L 的

具休应用
,

无疑是今后土壤改 良利用的方向
,

土壤工作者的广朋前途
,

同时也将不断地把土壤科学

推向新的水平和进入新的倾矶
-

黄土地区的极大部分士壤曹系绝遭受旧励会的刹削
,

有待改造和培肥
,

目前尚未翘营的
“ 自然士

壤
’ ,

大有开发的前途
,

所以我们不能把现在的耕作土壤同其他土壤完全割裂开来
。

作者款为在拟制

士壤分类制度时
,

应款把社会活动和 自然条件同样作为亘大的成士因素来看待
。

这些因索的不同

粗合
、

相互制的和彼此联系的矛盾兢一拮果
,

发生不同的成土过程和相应的士壤
。

我们完全可以应



用我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丰富拯脆
,

按照士壤发生发展过程和土壤的性征来进行系

兢的分类和排列
。

恩格斯曾握告霹我们
: “
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单个 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

和互相褥变的运动形态的
,

同时科学的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态本身之恢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

分类排列
,

·

,’’ 二
。 , ’

a1[ 我们应歌努力把这个具理和我国黄士地区的土壤分类的其体实践桔合起来
。

根据现有的敲款
,

土壤分类分为土类
、

土粗 (或土族
、

土层
、

土型 )和土种等三极制
几

,

必要时
,

可

在士类以
一

下加亚类
,

土种以下附加亚种或变种域土名 )等
。 _

土类是相同成土作用
一

F所形成的最大土壤粗合
。

苏联土壤学家 H
.

H
.

西比尔泽夫对子土

类的概念的阴述是 : “在确定主要土壤粗合时
,

应当在自然界中抓住士壤形成过程或土壤起源的类

型
。

应当表述自然条件的配合
,

这些自然条件把士壤形成过程引向一定方向
,

并使其在主要特征上

具有一定的和握常的桔果
, ’ 。

这个概念已为士壤学家 f阴所赞同
。

普拉索拉夫院士款为
: “
在正确的

建立发生学分类时
,

应把
`

土类
,

这个术藉保留始主要而广泛分布的士壤粗合
,

以明确其因果上的

关系等等
,

这一分布广泛的土壤祖合为物盾的起源
,

物盾的搏化与移动过程的兢一体所联系着 ,’o
E

.

H
.

伊凡带娃更进一步使普拉索拉大对于土类的概念具休化
,

她曾写遣
: “ 同属一个土类的士

壤
,

应具有相同的物厦变化和移动的过程
,

其拮果是
:
(一 )相同的水热状况 ; (二 )相同的生态环境

和植物类型
一

; (三 )发生层相同的士壤剖面构造
,

这是建立士壤发展过程所固定下来的 ;( 四 )水分
、

空气状况和植物营养元素浓度所决定的自然肥力水平
, ’ 。
他们对土类的凯歌

,

对我护身目前的工作

来视是富有深刻的指导和启发作用的
,

不过他仍都没有童祝人为作用
,

耕种土壤没有安排进去
。

所以作者款为应作如
’

下的补充
:
士类这个分布广泛的土壤粗合不单是活当的自然条件配合 的 产

物
,

有些是自然条件和人为 因幸罗合作用下的产物
,

一

而且今后必将扫 渐出现众多的人为条件为主

导的在各种不同 自然条件配合下所形成的相应的土壤粗合
。

同属一个士类的土壤
,

非但应具有

相同的物盾梢化和移动的过程
,

同时这些过程在今后适当的人为控制下可以定向的按照人俏的愿

望
,

循着相应的规律
,

高速的和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
。

耕作土壤既可以和其他 (所韶自然士壤 )土

壤在一起祖成同一土类
,

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土类
,

随着今后人为作用的加弦
,

必将有越来越多

的独立的耕作土类出现
。

这样一来
,

我俩所分出的土类
,

非但具有一定的相应的生物气候的地带

性或区域性
,

同时也孩烈地反映出他们的利用情况和人的作用
。

这样的划分
,

对于自然区划和农

业规划
,

都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

_
尹

擞循上述士类划分的原则
,

我们把关中的埃土和汉斑壤土
,

秦岭南北的黄泥田和冷浸田
、

烂泥
田

,

陕甘简的大黄土等等都戈11分为独立土类的耕作土壤 ; }爽甘简的黑墟士 (耕种 )和黑壮士 (草灌 )

以及砂土 (耕作 )和风砂土 (荒 )等等都分别作为独立的
“
耕作

”
和

“ 自然
, ’

土类来看待 ;而山地肝泥

(山地揭土 )
、

山地泡土 (山地棕壤 )
、

山地大黑士
、

大白土和潮土 (锈土 )等也可作为独立土类
,

既包

括耕作士壤
,

又包括未樱耕作或耕作放荒的士壤
。

-

亚类是发生学士类在相向成出作用
一

下不同发展阶段或士类简的过渡类型
,

在土类的一般特征

上出现了某些特别的性征
,

而这些险征常常表现在土壤发生剖面及个别层次的性盾和特征上
,

对

土壤中水
、

肥
、

气
、

热的季节性循环来耕
,

也起了显著的变化
,

这些士壤的演变顺序反映主导成士作

用的不同阶段或其他次要成土作用的发生和发展 ;同时
,

天然植被类型的 自然演变
,

自然水
、

热条

件在地理分布
_

L的差异或受人为干扰
,

自
几

然植被的破坏和利用情况的变更以及耕作制度的变革和

改善等也是促成这些变异的基本原因
。
因而我们可以遵循一定规律

,

找出土性变化的原因以及发

展方向和情况等
,

攀便人为地刺造条件来控制宅的发展
,

使其对于农业生产有利
。

所以相同的亚

类就必将具有相同的利用情况和改良途径 b 同时对耕作士壤来耕
,

也应当具有相同的耕作时期和

一定的翰作换磋方式
,

如同为黑墉士类的土壤
,

南部粘黑墟士 (亚类 )的冬麦播种时简
,

常在中秋以

后
,

农憩有
; “
地不冻

,

尽管种
”
之锐

,

中部黑墟士 (亚类 )刻在中秋前后播种
,

农忽有
: “
前十八不早

, ,



和
“ 后十八不迟

”
之靓 ;但是在北部黑紫士 (亚类 )则填在中秋前播种

,

否 lHJ 冬苗不旺
,

不好越冬
。
宅

们的 J佼割时期
,

刻又恰恰相反
。

亩于冬麦生长季节的长短不同
,

也就引起了翰栽换磋作物的差异
。

就地区性热力条件的差异来挽
,

黑墟土的热方条件可从土壤中粘化作用反映出来
,

粘化程度的张

弱又可影响土壤的水热状况和宅的季节变异
。

关中埋士也有上述的情况叽
、

一般耕作粗放和耕种时简不久的土壤
,

或耕地放荒时简不长的耕作土壤
,

可依原属土类划分
为相应的亚类 ;土壤拯过

`

冰改旱…
,

或
“
旱改水

” 的初期
,

也应作为原属土类的亚类来划分
。

土类简

的变化可以通过突变
,

也可以通过量变
,

只承氯其中的一种而否款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是不符合事

实的
。 、

总之
,

我仍应根据土壤性征来划分亚类
,

要搞清成土条件的粗合和演变情况
,

以及成士过程

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

换句韶税
,

我们非但要摸清士壤水
、

肥
、

气
、

热变化规律的底捆
,

同时也要搞明

白宅们的来龙去脉
,

以及和外界条件的相互联素
。

土翎
.

(士族或土型 )是界乎士类和土种之简的分类单元
,

具有承上启
一

F的意义
。

从发生学士壤

分类的发展历史来看
,

土粗是近年奔人俏在具体土壤分类的实践中
,

威到原定的士类
、

亚类和土

种
、

变种等分类单元不够应用
,

并也 同祥戚到
“
类

’

,cc种
”
之筒土壤在内在性盾

_

E的联系不够紧密
,

因

此要求增加土粗这个分类单元来加弓鱼参〕{婆个分类系兢的完整性和索兢性
。

土粗的增加对于变化多

端
、 `

!生态复杂的新作士壤来靓
,

更为迫切需要
。

但是用来划分土粗的具体士壤性征的指标
,

并没有

明确的 固定
一

F来
,

偷待今后在工作实践中发现
、

积累和选择
。

以往在 自然土壤的分类中
,

一般款为

由于局部地形
、

地 下水位的高低以及成土母盾等不同而引起的土壤发生特征上的差异可考虑作为

划分土栩的标准
。

作者阁在暂拟陕西土壤分类系兢一文中
,

曾肆言羲土类和土种之周增加
“
士族

, ’ “

土

科
, ’

立极
,

井以不同利用方式和耕作措施等所引起的土壤性征上的变化作为划分
“
士族

, ’

的指标
,
而

又 J扶成士母盾和水文地盾状况等对于土贷险征上的影响作为划分
“
土科

” 的依据
。

思溶之 0[] 建栽

以土壤发生层的剖面拮构和发生特征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为划分土粗的依据
,

井款为成土条件除地
.

形
·

母盾
·

地 下水位等地方性特征外
,

并应考虑改士措施等
。

就陕西省农民的实践翘睑曰“来靓
,

土

壤耕性剖面
、

盾地和垦拾隆是划分土粗的指示
,

廷些士壤性征比土壤的肥瘦还要重要
,

因为这些性

征
一

首先反映出好种不好种和费劲不费劲的简题
,

其次又和如何耕种
,

如何活时整地保墒
,

以保就出

苗等密切联系
。

同时这些
奋

图正又是决定土壤肥瘦的先决条俘
。

·

倘从这些士壤性征的发生演变过程

的次序来看
。

则又和土粗所处的所韶发生学上承上启下的位置相当
,

一

并且成土母盾
、

局部地形
、

水

文状况等差异
,

以及人为耕作袒营等方式的不同
,

又是引起这些差异的外在条件
。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
,

在具体划分耕作士壤的士粗时
,

我俩可以根据相同亚类中各种土壤的不

同耕性来划分
。

所稠耕性迄至 目前简无枕一的合义
,

应是迅速解决的周题
。

毫无疑周厂它是土壤
盾地

、

桔构性和粱积
J

清况的粽合表瑰
,

不仅反映出有关成土作用的程度
、

士壤剖面的发育和粗合情

况 (包括发生层地盾剖面和沉积层地盾剖面 )
,

也反映出人为耕作施肥的影响
。

自前虽无一致的

标准
,

但农民草众对于$l] 别不同耕性的握脸极为丰富
,

同一亚类中湘对差异是很明显的
。

例如粘

质土壤中的酥
、

重
、

胶
、

作
、

僵板
、

硕
、

死等 ; 壤盾土壤中的松
、

软
、

锦
、

鲤
、

口紧等 ; 砂盾土壤中的散
、

蚁
、

松
、 口紧等 ;水田士壤中的浆

、

烂
、

滑
、

糊
、

胶
、

板等不仅生动活泼
,

也筒单明了
,

便子区分
。

这样一来
,

我俏不难看出
,

在相同亚类以内区分土粗的士壤特征
,

除参照以往一般的指标外
,

更

应具体抓耕性
、

抓士壤盾地和抓士壤桔构性和累积性等的差异
,

而这些差异在同一亚类土壤的形

成作用和土壤特征的发生演变过程中
,

是土类和土种简的联接枢翘
。
以往所有分类系航中

,

常常把

和这些指标类似的士廖哇状作为划分士种和变种的指标
,

因而往街彭成独脚的现象
,

而使整个分

类系兢失去均衡
。
陕西省农民的士壤分类握阶中所体现出来的上述指标

,

非但使得我们划分士粗

指标由原则空洞和难于捉摸的情况变得具体明确
,

同时也刹正了以往我们在分类中脱离卖践
、

脱

离生产的现象
,

井也大大地力。弦了整个土壤分类系航的科学性
、

完整性和系兢性
,

这不能不靛是我



国农民对于现代土壤分类的宜大育献
。

由于
一

E述这些土壤性状的形成是和地方性的 自然成土条件以及人为耕作措施等紧密联系
。

因

而当我们就宅的性状划分土祖时必然会查明原因
,

通过这些过程后
,

那就很容易提出以后如何提

高土壤肥力和增加生产的管理方案 (如灌
、

排
、

水士保持
、

防尽护田等 )
。

同时这些士壤性厦对于农
具的改良和动力的估豁也将是不可缺少的背料

。

它们非但可以有助于今后农业机械化的实施
,

既

是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必要的参考膏料
J

土种是土壤分类中的基本单元
,

晕众对于这个单元的划分有最丰富的樱阶
,

他们拿土壤相对

肥瘦的差异作为相同土粗中划分不同土种的指标
。

士壤肥瘦是拿众在多年生产实践中觉察出来

的
,

也是土壤中某些重要性征的粽合表现
。

肥瘦的内容是以土壤中水和肥为主的水
、

肥
、

热
、

气在

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

在数量上的相对差异
,

而这些差异的形成又为土壤剖面 (包括土壤沉

积剖面 )中各层的性盾
、

厚度等所控制
。

具体来耕
,

这些土壤性盾就是土壤剖面的发育程度上的差

slJ
,

熟化厚度和熟化度上的差别
。

侵颤程度的差 lBJ
,

以及沉积层次的厚度和沉积层性盾的不同等
。

不难看出
,

草众用来划分土种的土壤性征和我们习
’

滑分类上的指标相 同
,

但更具休
,

并且容易

抓
,

由于抓住影响土壤肥瘦的最主要的土壤性征
,

可么提 出具体的改良土壤措施
,

有效地避免因机

械地抓不能反映土种肥力的某些土壤性征来迸行分划
,

致使形成士壤分类脱离生产实践的现象
。

在同一土粗中划分土种之前
,

应首先找出影响肥瘦差异的最主要而突出的因素
,

、

并进一步找

出控制这个因素的士壤性征
,

然后再根据这个性征来划分土种
。 由于影响土壤肥瘦情况的 因素有

主有副
,

在人为耕作的影响
一

瓦土壤肥瘦的变化又快
,

因素的主次也常在变化
,

所以我俩在划分土种

时要用相对稳定的肥瘦情况 中的主导因素为依据
,

次要因素可作为划分变种 (或亚种 )的依据
,

这

样一来
,

非但可以免去另定划分变种指标的手覆
,

也加弦土种和变种之筒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关系
。

最后
,

再衬渝一 下土壤命名周题
。

根据作者亲身握脆
,

当初改用各极建擅命名时也 戚 到整

扭
,

后来用熟了
,

非但习嚼成自然
,

同时也发现其中有很多优点
,

特lBJ 是对子某些不很了解的士壤
,

从宅们的名称上就可以知道它的大概了 (’例如宅的性状
、

分类上的位置
、

分布地带和利用情况等 )
。

当然
,

以往我俩用得不好
,

出现了很多没有从土壤具休性盾出发的人云亦云和死搬硬套等现象
,

因

此弄
导

些名韵蜡改百出
,

`

非但lSJ 人 1莫不着头脑
·

很难了解和豁忆
,

速自己也搞不清楚
·

无怪会

引起很多魏会
。

我佣的习
`

嚼是欢喜短小精悍的名称
,

不喜爱噜噜唠嗡的长书字
。

今后采取分极命

名的方法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

从军众性土壤普查工作中
,

涌现出很多生动活泼而丰富多

彩的士壤名称
,

我们应当从这些名称中选择代表性鞍弦的作为土类和亚类名称
,

地方性蚁孩的作

为士粗名称
,

士种且 下那就完全可似按照当地名称来命名
。

有关对外周题也是容易解决的
,

倘若

某些土壤如黑钙土和娜丐土等
,

当初是从外来名称翻泽过来的
,

但是我们发现军众呀做黑士和大
白士

,

那么我们应敲把翻洋的名称改正过来 ;又如黑撰是土和埋土等
;

国外还没有这些土壤名称郡
么应歌把这些名称用意泽改成音洋

,

翻成相应的外文
。

应敲特 lBJ 指出
,

今后决不允赏滥用国外现

成的士壤名称而造成张冠李戴的现象
。

当然
,

有些自然土壤当地并没有名称
,

那么我们可以用我

国草众常用的土壤祠汇为基础
。

根据土壤的具体性征来定名
,

同时也不妨把的确相同的国外土壤

名称翻都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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