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 壤 分 类 研 究 工 作 协 作 的 建 议

土壤分类集中反映了土壤科学的理论水平
,

是土

壤科学的核心问题
。

凡是开展土壤普查
、

正确评价土

壤资源
、

合理利用与改良土壤以及因地制宜地推广先

进农业技术
,

都要应用土壤分类的研究成果
。

但土壤

分类既是深入细致
,

又是面广量大的工作
,

为了推进这

一工作
,

必须应用新技术
、

新方法
,

逐步使我国土壤分

类规范化
,

以期在不远的将来
,

建立一个具有我国特

色的土壤分类体系
,

赶超世界先胜水平
。

为此必须尽

可能广泛地组织各方面力量协同工作
,

现根据会议讨

论意见
,

初步归纳出下列建议
。

(一 )结合全国土壤资源评价和编制 1 l/ 00 万或大

于 1 / 1 0 0万土壤图的任务
,

开展以土类为主的土壤形

成特性和分类体系的研究
:

1
.

采集主要土类的典型标本
,

研究各土类 的 形

态
、

矿物
、

物理
、

化学
、

地球化学和生物学特性 多

2
’

主要土壤形成特点和开垦
、

利用过程中肥力演

变规律的研究 ,

3
.

我国土壤分类原则系统和各级分类单元 划 分

依据的研究
。

(二 )结合土壤普查和大比例尺土壤制图加强土壤

基层分类单元的研究
:

1
。

基层分类单元划分原则和方法的研究 ;

2
.

不 同地区
、

不同类型土壤基层分类划分具体指

标的研究 ;

3
.

基层分类命名的原则和方法的研究
。

(三 )有关研究土壤分类方法的研究
:

1
.

土壤遥感资料 自动识别分类的研究 ;

2
.

土壤测试技术的革新和分析方法规范化 ;

3
.

土壤微形态
、

超微形态和土体构型的研究 ;

小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土壤分类的研究 ;

5
.

应用土壤生物地球化学方法进行土壤分 类 的

研究 ,

6
.

应用 C ` 4
方法进行土壤历史演化和土壤 分 类

的研究 ;

7
。

土壤特性的动态定位研究
。

(四 )成立土壤分类委员会
,

协调全国土壤分类工

作
:

1
。

成立全国土壤分类委员会
,

中国土壤学会理事

(扩大 )会上推选出 1 4名代表为委员会成员
。

该委员会

将在中国土壤学会领导下
,
推动和组织开展全国土壤

分类的研究工作
。

2
.

分类委员会在各地区设立协作组织
,

分别负责

各大区土壤分类工作
。

初步将全国分为东北
、

西北
、

华

北
、

华东
、

中南和西南六个协作区
。

各区根据各自的土

壤特点
,
有重点地进行土壤分类的研究

。

3
.

分类委员会在南京土壤所内设秘书处
,

负责联

系
。

4
.

全国分类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
,

大区 1一 2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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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志建议用七级分类制
,

即土类
、

亚类
、

土属
、

亚

属
、

土种
、

亚种与变种
。

此外
,

对于土类以上是否需要

再作归纳等问题
,

也进行了讨论
。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
: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是繁

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 , “

学术上

的各种观点和学派
,

在互相讨论
、

互相促进中得到发

展
” 。
会议一致认为

,

在土壤分类的研究工作中
,

出现

各种不同的观点
,

是完全正常的
。

只要我们有一个共

同的奋斗目标
,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

互相学习
,

互相讨

论
,

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

我们就

一定可以通过学术交流
,

取长补短
,

发扬正确的东西
,

修正错误的东西
,

使各种观点在讨论中和实践中逐步

地趋于一致
,

并不断地推动土壤分类研究工作向前发

展
。

会议期伺
,

还举行了遥感技术
、

数理统计
、

电子计

算机及土壤微形态研究等新技术在土壤分类中应用的

专题报告会和专业性学术座谈会
。

介绍了国外土壤分

类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分析了我国土壤分类工作

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

在此基础上
,

讨论了今后的研

究工作
,

提出了全国协作的初步建议
。

会议认为
,

在今后的工作中
,

应注重我国主要土壤

类型的成土过程和分类体系的研究
,

加强基层分类单

元的研究
。

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

尽快使土壤测试技术

和土壤分类研究实现自动化
,

数据化
。

会议建议
,

成立全国土壤分类委员会
,

以便进一步

推动全国土壤分类的研究工作
。

为了积累资料
,

培训

干部
,

建议建立全国性的土壤档案馆和土壤陈 列 馆
,

编写中国土壤分类志和地区性土壤分类志
。

与会代表最后一致表示
,

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地

工作
,

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

团结协作
,

为进一步完善

我国 的土壤分类系统
,

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尽快实现

土壤科学的现代化
,

促进农业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

(吴志东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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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次
。

各大区明年内召开一次分类协作和学术交流

会
。

(五 )逐步建立土壤档案馆
、

陈列馆和编写全国土

壤分类志
:

1
.

筹建土壤档案馆和土壤陈列馆 ;

2
。

建立各地区主要土类的基层分类单元
;

3
.

编写中国土壤分类志和地区性土壤分类志
,

希

望每一个大区有一个省进行试点
,

摸索经验 ;

4
。

组织学术交流
,

介绍国内外土攘分类经验和成

就
。

(土壤分类会议秘书组 )

土 壤 分 类 问 题 讨 论 概 况

在土壤分类学术交流会上同志们遵循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各抒 己见
,

畅所欲言
,

对土壤分类问题展开

了热烈讨论
,

对很多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

制

订了一个全国土壤分类系统试行草案
,

同时也有很多

问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工作和探讨
。

大家一致认为
,

通过讨论和交谈
,

互相学习
,

取长补短
,

达到 了共同

提高的 目的
。

对于土壤分类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

一
、

关于土壤分类的 目的性

上壤是 自然客体
,

也是劳动产物
。

上壤分类的对

象是土壤本身
,

要具有科学性
、

生产性与群众性
。

土

壤 同动
、

植物与岩石矿物不同
,

它的属性较复杂
,

空

间上并有明显的差异
,

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揭示土壤

的性质
,

尤其是动态属性的全部内容
。

因此
,

标志土

壤科学发展水平的分类
,

就其 目的性而言就存在分歧
,

归 纳起来有两种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
:

土壤分类的 目的性是明确的
,

为

农田基本建设
、

科学种 田与改土培肥服务
。

另 一种意

见认为
:
土壤是一个 自然客体

,

土壤分类是反映土壤

本身发生发展的规律
,

应该是 自然分类
,

而不是实用

分类
。

一个真正科学的土壤分类
,

如同植物分类一样
,

必然具有
“

三性
” 。

由此可 以派生出服务于不同 目的的

土壤分类系统
。

是根据土壤肥力发生条件
、

过程和特征进行土壤分类
。

有的同志指出
:

土壤肥力是外在因素结合内在因素的

表现
,

外在因素是成土条件
,

比较复杂
,

内在因素就是

属性
。

土壤分类以发生学为基础
,

以肥力为依据
,

两者

是一致的
,

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

土壤肥力
,

特

别是土壤肥力过程
,

同较稳定的属性相 比
,

在测定上

目前存在着困难
,

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

随着研究工作

的深入
,

只要找其内外因素的相互关系
,

不仅土壤肥

力
,

甚至土壤肥力的变化规律都是可以掌握的
。

3
.

有的同志认为
:

土壤环境条件
、

成土过程与属

性是统一的
,

土壤属性是条件与过程的反映
,

所以土

壤属性可作为土壤分类的依据
。

二
、

关于土壤分类的依据

由于对土壤分类的目的存在分歧
,

同时土壤是一

个独立的历史自然体
,

具有非均一性
,

据以分类的性

质十分复杂
,

所以进行分类的依据在看法上有明显分

歧
。

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
:

1
.

多数同志认为
:

土壤是成土因素综合影 响 下

的产物
,

成土条件
、

成土过程与属性三者是有机的整

体
,

所 以应把这三者作为土壤分类的综合依据
。

2
.

有的同志认为
:

土壤质的特征就是肥力
,

所以

土壤肥力应当作为土壤发生分类的依据
,

具体地说就

三
、

关于土壤分类的原则

对于土壤分类的原则也有不同意见
。

通过充分的

讨论
,

有 的问题在认识上已趋一致
,

而有些间题仍然

有所分歧
。

1
.

对于制定全 国统一分类系统的问题
,

大家都是

同意的
。

同志们指出
:

土壤是一个整体
,

自然土壤与

耕种土壤应该用统一的原则来制定统一的分类系统
。

但是为了不断促进土壤分类的发展
,

在制定土壤统一

分类
众

的同时
,

也应当鼓励和加强不同土壤
、

不同

地区或不同 目的的土壤分类研究
,

如耕种土壤
、

森林

土壤与草地土壤的分类系统及地区性土壤 分 类 系 统

(包括土壤检索表 ), 只有在深入研究各类土壤分类的

基础上
,

才能推动土壤分类的研究工作
,

为制定全 国

土壤分类系统打下牢固的基础
。

2
.

对于耕种土壤的分类问题
,

同志们认为
,

耕种

土壤是在自然土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既有发生上的

联系
,

也有性质上的差异
,

应区别对待
。

从国际土壤

分类的现状来看
,

耕种土壤分类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

我国具有研究耕种土壤分类的无比优越条件
,

水稻土

的发生分类已有较好的基础
,

深入研究耕种土壤的分

类不仅具有生产意义
,

而且也是赶超土壤分类世界先

进水平的突破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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