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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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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对于土壤分类与土壤分区相结合的问题
,

同志

们指出
,

我国地域辽阔
,

土壤类型复杂
,

尽管在土壤

分类研究上已取得了不少成绩
,

但对制定我国自己的

土壤发生分类系统 目前条件尚不成熟
,

可以采用土壤

分类与土镶分区相结合的原则来处理我国土壤分类间

题
。

对子土壤分类与分区相结合的分类
,

国外有人作

过尝试
。

在土壤普查总结中不少省 (区 )也采用过分类

与分区相结合的方案
。

实践证明
,

这种方案在利用上

是方便的
,

但分区毕竟不是分类
,

在全国土壤分类中
,

分区不作为分类级别对待
。

4
.

对于地带性土壤与隐域性土壤问题
,

}司志们认

为
,

土壤地带性是土壤在 空间上存在的客观规律
,

这

是不能抹煞的
,

但是也不能象某些苏联土壤工作者那

样
,

把土壤地带性绝对化
。

由于地形
、

水文地质与母

质特点各地不同
,

在地带性土壤存在的同时
,

也有大

量
“

隐域性
”

土壤存在
,

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

这类土壤

发育程度弱
,

地带性烙印轻
,

随生物气候变化的带幅

相应较宽
,

所以在进行土壤分类时
,

对地带性土壤与

隐域性土壤必须辩证地处理
。

有的同志还以暖温带土

壤为例
,

拟出如下分类图式
:

一一

卜~ {鹦
噢 米 ’’ < 10 000 1 0 0一2 5000 2 5 0一 5 0000 50 0一 8 0 000

上上 坡 类 型 ~ 卜 卜 \ ~~~~~~~~~~~

显显 域 性 土 类类 棕 漠 州 灰 钙 土土 灰褐土 (灰褐土
、

楼土 〕〕 褐 土土

隐隐隐 水成 系列列 半 水 成成

域域域域 水 成成

土土土土 盐 渍渍

岩岩岩成系 列列 石 灰 质质

砂砂砂砂 质质

熟熟熟化 系列列 水 耕耕

早早早早 耕耕

四
、

关于土壤分鬓系统的级别

1
。

对于土壤分类系统的级别有两种看法
。

一种是

生张采用五级制
,

即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与变种 ;另

一种是主张采用七级制
,

即土类
、

亚类
、

土属
、

亚属
、

土

种
、

亚种与变种
。

要不要用土纲
、

亚纲对土类进行概括
,

也有两种

主张
:
有的认为不要概括 ; 有的认为对土类加以概括

,

眉 目更加清楚
。

主张要概括的同志中也有不同看法
,

一种意见赞同《 L

卜国土壤》 的办法
,

用土壤系列概括
,

不作为土壤分类 的级别 ; 另一种意见认为土壤系列定

义不明确
,

不如采用土纲与亚纲
,

对于高级分类单元

的划分依据与命名
,

过去曾作过多种尝试
,

大家都知

道
,

曾提出过不同的划分原则和命名方案
,

可以借鉴
。

这次有人提出
,

可分为自成土
、

半水成土与水成土三

个土纲
,

其中再相应分出拼种土壤的三个亚纲
,

即旱

作土
、

灌耕土与水稻土
。

2
.

对于土壤分类系统中各级单元的理解也 不 尽

相同
。

有的主张抓基层单元`土种 )
,

逐级归纳
,

形成

士类体系 ; 也有的主 张把土类作为基本单元
,

把土种

作为基层单元
,

并以亚属和亚种作为辅助单元
,

有利

于制定土壤分类系统
。

3
。

对子各级分类单元的定义间题
,

进行了广泛而

深入的讨论
,

指出各级分类单元的含义 比较抽象
,

不

易掌握
,

应尽量具体明确
。

同时对 《中国土壤》中各级

分类单元的定义进行修改
、

补充
。

各级分类单元的定

义如下
:

土类 根据土壤形成条件
、

过程
、

剖面形态和属

性 (理化
、

生物特性 )划分
。

土类是在一定生物气候条

件
、

水文条件
、

耕作制度等 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

具有独特的形成过程和剖面形态
,

土类与土类之间在

性质上有质的差异
。

亚类 是在土类范围内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
。

根据主导土壤形成过程以外的另一个次要的
,

或者新

的形成过程来划分
。

土属 是在发生学上互相联系
、

具有承上启下

意义的分类单元
。

主要是根据母质
、

水文等地方性因

子来划分
。

土种 是土壤分类的基层单位
。

根据发育程度

或熟化程度来划分
。

土种的特性要具有相对 的 稳 定

性
。

变种 是土种范围内
,

依据表层或耕层某些变

化划分的分类单元
。

讨论会上
,

对基层土壤分类单元 (如土属
、

土种与

变种 )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

大家认为
:

基层土壤分类

单元应根据某些土壤属性的数量差异来划分
,

主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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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三条标准
: (1 ) 母质相似

,

(2 ) 剖面层 次 排 列 相

同
,

( 3 ) A层发育程度或耕层熟化程度上的差异
。

这

三条标准分别用于三个分类级别
,

郎土属按第一条标

准来划分
;

土种按第一
、

第二两条标准来划分 ;变种的

划分是在第一
、

第二基础上
,

可依土种内某些变异来划

分
。

凡符合上述标准的
,

便可确立为相应的分类单元
。

同时大家还认为
,

各地条件不 同
,

基层土壤分类单元划

分的标准也不能千篇一律
,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研

究
。

五
、

关于土壤的命名系统

土壤命名系统与土壤分类系统是不可分割的
。

一

个好的土壤分类系统
,

必需有一个好的命名系统
,

对于

土壤命名系统间题大家提出了如下意见
。

1
.

要创建新的土壤命名制
,

这个命名制应逐步拉

丁化
,

形成严整的土壤命名体系
,

以便于 国际交流
。

2
.

土壤命名要通俗易懂
,

鉴于 目前土壤命名比较

混乱
,

可采用分级命名制
,

习惯名称与群众名称并用
。

高级分类单元 以习惯名称为主
,

也可 以从群众名称中

加 以提炼
,

如楼土
、

黑坊土
、

白浆土等
。

.

在基层分类单

元中
,

尤其是耕种土壤的基层分类单元中应尽量选用

群众名称
,

对于群众名称也应予 以选择与提炼
,

以便

形成土壤命名体系
。 一

也有的同志认为
,

连续命名也有

其优点
,

虽然字数多
,

比较累赘
,

但可表达土壤各级分

类单元之间的发生联系及其特点
。

还有的 同志 认为
,

《中国土壤》 中的名称
,

大都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

修订的
,

可 以试用
。

不要轻易改 动
,

以免造成混乱
,

不

利于制定命名体系
。

六
、

关于土壤类型划分及其在

分类系统中的位置

在讨论发言中
,

大家一致认为
: 《 中国土壤》中的

全 国土壤分类系统表
,

是综合和概括我国土壤分类的

研究成果
,

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后
,

经过多次反复讨论

而拟订的
,

内容比较全面
,

可以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
。

同时大家还指出
,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

自然条件复杂
,

土壤区域特性差异大
,

以及研究深度不够等原因
,

在

土壤类型划分及分类位置的处理上尚有许多值得商榷

之处
。

1
.

土壤分类表的排列 土壤分类表排列的形式
,

是分类体系严密性和逻辑性的体现
。

对于全国土壤分

类系统表的排列
,

有两种意见
。

一种主张是按过去习

惯自北而南排列
,

以反映风化
、

成土作用由弱到强的变

化
。

另一种主张是 自南而北排列
,

突出我国主要土壤

类型的特点
,

也可反映土壤地理发生的特点
。

2
.

水稻土的分类 对于水稻土分类的争论较多
,

概括起来有四种 意见
。

一种是基本同意《中国土壤 》中

的分类
,

即水稻土是一个土类
,

下面分若千亚类
。

在

命名上亚类 以上可用概括性较强的群众名称
,

或同习

用名称并用
,

而土属 以下则可用提炼的群众名称
。

另

一种是主张水稻土为一个土类
,

再根据受水影响程度

或水分类型分为四个亚类
:

( 1) 淹育性水稻土亚类
,

A C 型剖面
,

质地中壤

偏砂或轻壤
,

底层为中壤
,

受水的作用较浅
,

淹水后表

层颜色略变深
,

基本无铁质还原和淋溶淀积现象
,

土

粒分散
。

一般分布在距河较远
、

地形部位 略 低 的地

方
。

(2 ) 渗育性水稻土亚类
,

A C 型剖面
,

为砂土或

砂质轻壤土
,

受水的作用不明显
,

淹水后土层颜 色没

有明显变化
,

水分上下移动迅速
,

分布在距河较近
、

地

形部位略高的地方
。

( 3 ) 储育性水稻土亚类
,

也可分为三种情况
:

①

初期储育水稻土
,

A P C 型剖面
,

质地中壤偏砂
,

由于

间隙性干湿交替
,

有轻度淋溶淀积现象
,

P层有黄色

斑点
,

呈块状结构
,

分布在距河较远
、

地形部位略高 的

地方 , ② 漪育淋溶水稻土
,

A W a型剖面
,

中壤或重

壤
,

心土层为粘土
,

受水分淋溶强度大
,

有厚度不等的

灰漂层
,

群众称为 白散泥
,

分布在距河较远
、

地形平坦

而略低的部位 ; ③ 储育淀积水稻土
,

A W b剖面
,

中

壤或重壤
,

心土层为粘土
,

水分渗漏缓慢
,

有铁质淀积
,

呈褐色软结核
、

硬铁子
,

大小不等
,

土壤肥力比白散泥

高
,

分布在距河最远
、

地形平坦而略高的部位
。

( 4 ) 潜育性水稻土亚类
,

由于铁的还原
,

呈蓝色或

蓝灰色
,

分别形成表土潜育 G W
、

心土潜育 A G C和底

土潜育 A G 三种剖面
。

分布在地势低洼
、

受部分区域

排水不良影响的地段
。

第三种是主张根据气候耕作制度条件
、

土壤形成

特点和有机部分及矿质部分的特点
,

把水稻土分为南

方水稻土
、

水稻土
、

北方水稻土三个土类
。

第四种是主张根据成土条件
、

形成特点
,

分为南方

水稻土和北方水稻土两个土类
。

此外
,

还有的主张水稻土应归到水成 土 系 列 (土

纲 )中去
。

3
.

红壤的分类 对于红壤分类的意见
,

集中在四

个问题上
。

( 1 ) 关于砖红壤的分类位置
。

我国的砖红壤并不

是典型的热带砖红壤
,

因此
,

有的主张应当作为红壤亚

类处理
,

有的认为作为一个土类存在是可 以的
。

( 2) 有的认为赤红壤
、

燥红土 以及暗色砖红壤
、

暗

色赤 红壤
、

暗色红壤等名称都不够确切
,

赤红壤要恢复

原来砖红壤性红壤的名称
。

也有的认为
,

砖红壤性红

壤与稀树草原土名称不够明确简练
,

而赤红壤
、

燥红土

里7 3



等名称都是在征求各方面同志意见后经反复讨论修订

的
,

最好不要再轻易改动
,

两种名称可并行试用
。

(助 有 的主张砖红壤土类中不必划 出 暗 色 砖 红

壤
,

增加褐色砖红壤亚类
;

砖红壤性红壤 (赤红壤 )土类

中的暗色赤红壤亦可去掉
,

增加黄色砖红壤性 红 壤 ;

燥红土与褐红壤合并为燥红土亚类
,

归入红壤土类之

中
。

也有的主张恢复热带稀树草原土名称
,

作为土类
,

归到钙成土系列 (土纲 )之中 (也有人认为该类土壤含

石灰不多
,
列入钙成土纲不合适 ) ; 红壤土类中的暗红

壤可去掉
,

增加红泥土和棕红壤 (在垂直地带上 )两个

亚类
。

还有的认为灰化黄壤实际上是表潜黄壤
,

可把

灰化黄壤亚类去掉
。

(4 ) 有的主张土类以上应加以概括
,

统称为砖红

壤一红壤系列 (土纲 )
,

也有的主张叫做 富铝化土纲
。

4
.

褐棕土的分类 对于褐棕土分类的意见
,

集中

在两个问题上
。

一是对于这个系列概括的土类 问题
,

有不同看法
。

有的同意《 中国土壤》的归纳方法; 有的

认为除了黄棕壤
、

棕壤和褐土三个土类外
,

灰褐土类也

应归入这个系列 (土纲 ) ,
还有 的主张把棕壤与褐土分

开
,

成为两个系列 (土纲 )
。

另一个是关于亚类名称的

更改和补充问题
。

有的同意《中国土壤》的分类
;
也有

的提出应作部分的修改和补充
,

即黄棕壤分为黄褐土
、

黄棕壤两个亚类
,

棕壤分为棕黄土
、

草甸棕壤
、

白浆化

棕壤兰个亚类
,

原来的黄僵土亚类应降为土属
,

褐土

分为典型褐土
,

淋溶褐土
、

碳酸盐褐土
、

草甸褐土 (潮黄

沪褐土 )
、

耕种褐土 (即黄坊土或黄沪褐土 ) 等五个亚

类
。

5
。

潮土的分类 对于潮土分类的意见较多
,

有的

认为潮土属于半水成土
,

应归并到半水成土系列 (土

纲 )之中 ; 有的主张潮土要恢复用浅色草甸土的名称 ,

有的提出潮土土类中的砂姜黑土应提升为土类
,

绿洲

土类应改为灌淤土类 ; 还有的主张灌淤土单独成为一

个灌淤土系列 (土纲 o)

6
.

黑土的分类 有的主张在《中国土壤》 的基础

上
,

黑土土类再增加一个耕种黑土亚类
,

黑钙土土类增

加一个碳酸盐黑钙土亚类
;
有的认为黑土应归到半水

成土系列 (土纲 >之中
;
还有的认为黑土

、

白浆土是地带

性土壤
,

可单独成为一个系列 (土纲 )
。

了
。

绵土的分类 对于绵土分类的意见
,

集中在两

个问题上
。

一是关于绵土系列的名称
,

有的认为绵土

这个名称不够贴切
,

概括不 了这个系列有关土类的基

本特征
,

有的主张把绵土土类归到岩成土系列 (土纲 )

之中
,

把黑沪土类归到棕栗土系列 (土纲 )之中
。

二是

关于土类和 亚类的划 分间题
,

有的 同 意 《 中国土壤》

的分类
,

有的认为绵土
、

搂土
、

黑协土实际上是一个

土类
,

还有的提出绵土系列应作部分的修改和 补 充
,

例如
,

黑坊土可分为 黑坊土
、

黄土
、

粘黑沪土三个

亚类
。

8
.

水成土的分类 有的主张水成土 系列 (土

纲 )应当包括潮土
、

草甸土
、

沼泽土 三 个土类
、

十九个

亚类 ; 也有的提出草甸土类中应增加一个河淤土 (冲

积性层状草甸土 )亚类
,

把沼泽土中泥炭土亚类提升为

一个土类
。

9
.

盐碱土 的分类 有的主张盐土和碱土 要 归

到水成系列 (土纲 )之中
。

对于盐土和碱土 的分类
,

有

两种意见
:
有的同意《中国土壤》的分类 ; 有的主张将

盐土分为滨海盐土
、

盐土和内陆盐土三个土类
,

其中内

陆盐土分为内陆盐土
、

沼泽盐土
、

草甸盐土
、

干盐土

(残余盐土 )
、

碱化盐土五个亚类
,

原来的洪积盐土降

为土 属
;
碱土分为草甸碱土

、

草原碱土
、

龟裂碱土三

个亚类
。

1 0
.

石灰土的分类 对于石灰土分类的意 见
,

集中在三个间题上
。

一是关于石灰土系列的名称
,

大

家认为这个名称不够贴切
,

有的主 张改为 岩 成 土 或

岩性土
,

并增加一个火山灰土类
。

二是关于石灰土的

分类
,

有两种意见
。

有的同意《中国土壤》 中的分类 ;

有的主张黑色石灰土与红色石灰土应提升 为两 个土

类
。

三是关于紫色土亚类的划分
,

也有三种 意见
。

有

的同意《中国土壤》中的分类 ; 有的主张酸性紫色土应

归到当地的地带性土类之中
;

还有的认为紫色土应该

进一步再细分
。

有的主张分为酸性紫色土
、

中性紫色

土
、

石灰性紫色土三个亚类
,

也有的主张分为红紫泥
、

黄紫泥
、

棕紫泥
、

暗紫泥四个亚类
。

另外
,

对于风沙土的归 属与分类也有不同意见
。

有的认为风沙土应归并到岩成土系列 (土纲 )中
,

还有

的认为风沙土与岩成土不完全相同
,

应该分出来与石

质土
、

粗骨土
、

新冲积土
、

灌淤土等单独成为一个新成

土系列 (土纲 )
。

风沙土又可分为流动风沙土
、

半固定

风沙土
、

固定风沙土三个亚类
。

11
.

棕栗土的分类 有的同意《中国土壤》的分

类
。

有的主张栗钙土 只保留三个亚类
。

可把栗钙土亚

类去掉
,

也有的主张要增加盐化栗钙土
、

碱化栗钙土

亚类 , 灰钙土类在原有三个亚类的基础上
,

可增加盐

化灰钙土
、

底盐灰钙土两个亚类 ; 棕钙土可增加一个

碱化棕钙土亚类
。

也有人认为盐化和碱化的土壤可在

土属一级区分之
。

12
.

漠土的分类 有的认为灰漠土类中可去掉

钙积灰漠土
、

白僵灰漠土两个亚类
,

增加一个碱化灰

漠土亚类
。

棕漠土类中
,

增加一个盐化棕漠土亚类
。

漠土系列 (土纲 )增加一个龟裂土类
。

也有的主张灰漠

土与灰棕漠土合并为一个土类
。

13
.

暗棕壤的分类 对于暗棕壤的分类
,

有四

1了居



种意见
。

一是同意《中国土壤》的分类
;
二是主张暗棕

壤和灰黑土归到棕壤系列 (土纲 )
,

漂灰土作为一个独

立的灰化土系列 (土纲 ) ; 三是主张恢复原来森林土壤

的分类和名称
,

即暗棕色森林土分为暗棕色森林土
、

草

甸暗棕色森林土
、

自浆化暗棕色森林土
、

潜育暗棕色

森林土 四个亚类
,

棕色针叶林土分为草甸棕色针叶林

土
、

表潜棕色针叶林土
、

灰化徐色针叶林土三个亚类
,

灰色森林土分为灰色森林土
、

暗灰色森林土
、

淡灰色

森林土三个亚类
;
四是认为某些林型 (如新 疆 的 山

杏
、

野苹果林和沙漠中的锁锁林
、

红柳林等 ) 下的土

壤
,

以及东北栗钙土带的松林砂土 , 也应给予一定的

分类位置
。

_

1 4
.

高山土的分类 主要集中在土壤名称和分

类间题上
。

有的认为现在正在试用的高山土壤名称不

易看懂
,

要恢复大家已熟悉 的习惯名称
。

也有的认为

习用 的高山土壤名称是采工附也貌或地理景 观来命 名

的
,

由子概念不 明确
,

在实践中常发生矛盾
,

造成混

乱
,

《中国土壤》 中采用的高山土壤名称是从藏语中提

炼的
,

曾广泛征求过意见
,

予 以试用并加注原来的名

称
,

可作为过渡
。

有的认为高山土与亚高山土没有绝

对划分标准
,

主张合并后分为高山草甸土
、

高山草原

土
、

高山荒漠土
、

高山寒漠土四个土类 ; 也有的主张

再增加一个 山原盐土土类
。

还有的扬出南方的山地草

甸土及
一

长白山的亚高山疏林草甸土
,

要给予一个适当

的分类位置
,

可把它们归并到高山土系列 (土纲 )之中
,

成为一个山地土系列 (土纲 )
。

以上简要的叙述
,

仅仅反映出对土壤分类间题讨

论的一个大概
。
大家坚信

,

会议结束之后同志们回到

各地去
,

团结广大土壤科学工作者
,

通过深入踏卖地工

作
,

一定能够把我 国的土壤分类工作提高到一 个 新的

水平
,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 的贡献
。

·

(徐琪
、

陈鸿昭执笔 )

会议报告摘要

中 国
「

古 代 的 土 壤 分 类

王 云 森

(江西共产 主义劳动大学 )

土壤分类
,

对于 合理规划利用土地 乡提高农亚劳

动生产率和土壤利用率
,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早在

四千多年前的夏代
,

我们的祖先就进行了土壤分类的

尝试
,

是世界土壤科学史
_

L的创举
。

其分类体制
,

从

生产实际出发
,

以
“

土宜
”

科学为基础
,

其技术变革
,

随着生产而辩证的发展
,

其理论体系
,

从生产而到生

产
,

儿千年来是一贯的
。

(一 )夏代土壤分类 夏禹平治水土后
,

把全国土

地分为九州
。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
,

开发土地 ,利用土壤
,

进行土地规划
,

制订国家贡赋
。

根据各州 的地理形势

和土壤的植被
、

颜色
、

质地
、

水文等
,

把九州的土壤分

为
:

壤
、

黄壤
、

白壤
、

赤填坟
、

白坟
、

黑坟
、

坟坊
、

涂泥
、

青黎九个类别
。

根据各类土壤肥力不同
,

又分为兰等

九级 (上
、

中
、

下三等
。

每等各分三级 )
,

这是我国古代

土壤分类的创举
,

是有历史意义的
。 一

.

-

(二 )周代土壤分类 周朝为了进一 步地发展农业

生产
,

在夏代土壤分类的基础上
,

把全国土壤划分为
:

山林
、

川泽
、

丘陵
、

坟衍
、

原瞩五个土区 ,进行农业布局
。

并根据各州土壤特征和改土要求
,

将各区土壤又分 ,

醉刚
、

赤堤
、

褐泽
、

卤泻
、

勃壤
、

坟壤
、

值坊
、

疆案
一

、

轻哭九

种
,

进行土化方法
,

培肥土壤
。

(三 )春秋时代的土壤分类 春秋时代
,

奴隶制度

日趋崩溃
,

封建的生产关系不断壮大
,

生产力又有提

高
,

辟土植谷尤为重视
,
推动了土壤科学的进步

,

土

壤分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

提出了
“

凡草土之道
,

各有

谷造
” ,

为土壤分类主要依据
,

并根据当时地理情况和

土壤特征
,

采用一般地区和特种地区分类方法
,

进行

规划利用
,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般地区土壤分类
,

把九州的土壤分为三等七级
,

十八个土类
,

每一土类又分五种
,

共 9 0个土种
。

(1 ) 上

等土
:

上等土分两级尹 6 个土类
,

30 个土种
。

一级包

括粟土
、

沃土
、

位土三个土类
,

每个土类又分五个土种
,

肥力最高
,

生产能力百分之百
。

二级包括隐土
、

壤土
、

浮土三个土类
,

每个土类又分五个土种
,

肥力稍次
,

生产能力为百分之八十
。

(2 ) 中等土
:

中等土亦分两

级
,

一

6个土类
,

30 个土种
、
一级包括杰土

、

坊土
、

滥

土三个土类
,

每个土类又分五个土种
,

肥力又次` 生

产能力为百分之七十
。 `

立级包括剁土
、

沙土
、

搞土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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