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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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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类
,

肥力更次
,

生产能力为百分之六十
。

(3 ) 下等

土 , 下等土分三级
、

6个土类
,

加个土种
二 一 级包括犹

土
、

弥土两
一

个土类
,

每个土类又分五个土种
,

肥力很差
,

生产能力只有百分之五十
。

二级包括植土
、

谷土两个

土类
,

每个土类又分为五个土种
,

肥力更差
,

生产能力

只有百分之四十
。

三级包括鬼土
、

架土
、

两个土类
,

各

个土类又分五个土种
,

肥力最差
,

生产能力仅百分之三

十
。

特种地区土壤
,

主要指盐碱地和 山地土壤
。

共分

为 2 0种
:
黑值

、

赤值
、

黄唐
、

赤沪
、

汝土
、

坟延
、

陕芳
、

祀

陕
、
杜瞬

、

延陵
、

环陵
、

蔓山
、

付山
、

白徒
、

中陵
、

青山
、

赤

壤努山
、

陛山 白壤
、

徒山
、

高陵
。

特种地区土壤分类主

要根据但被
,

以地
一

F水位高低和盐碱质
,

制定利用规划

为目的
。

此外
,

自山上至 山侧
,

又根据地下水位的深浅和

草木生长情况分为五种类型的土壤
:

县泉
、

复吕
、

泉英
、

山之材
、

山之侧
。 一

. 「 L

总的说来
,

中国古代土壤分类
,

是从土地规划利

用发展生产出发
,

以
“

土宜
”
科学为基础

。

根据土娜爬

力
,
土壤植被

,

土壤质地
,

土壤颜色
,
土壤水文及酸

碱度等作为分类的主要标志
。
自后各个朝代

,
在规划

土地
,

利用土壤发展农业生产
,

都是沿着这方向而迈

进的
。

这不但在生产上起了一定作用
,
在科学上

一

也提

供了土壤分类的基本概念
。

其历史之悠久
,

造诣之高

深
,

在现代世界土壤科学史上
,

有着重要的意义
。

我

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就有此认识
,

是值得可贵的
。

土壤分类的历史经验和我国
:

土壤
:

分类问题

席 承 藩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早在公元前两
、

三世纪
,

我国就有
“

虞贡特
11

“

管子

地员篇
”

等古代土壤分类
。

这些朴素唯物主义的分类
,

有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

我 国古代的土壤分类
,

比西

方文献通称的最早土壤分类 l( 8 5 3 )早两千多年
。

西欧最早的几个土壤分类
,

是十九世纪中叶地质

学家们按土壤的质地粗细
、

地质成 因类型和风化
、

搬运

等情况划分的
。

十九世纪末琴二十世纪初叶
,

俄国土

壤学家们根据土壤的发生性状与成土条件
,

提出了土

壤地带性与生物为主导 因素等学说
,

奠定了土壤发生

分类的基础
。

这尸分类对不少国家的土壤分类产生了

影响
,

美国早期的分类就是明显的例征
。

」

法国
、

西德等国的分类主要按土壤风化和发育程

度划分
,

重视士壤水分状况
,

成土母质与风化类型
,

也

重视土壤有机质分解状态
、
自玲砂年以来

,

美国土壤

工作者经过长期研究
,
于拍胡年发表了第七次分类草

案
,

后于19 ” 年正式发表
“

生壤分类
”

一书
。

这一分类

系统主要依据诊断土层劫分土纲
,
再依据冷热

、

干湿及

水分状况
、

成土物质等类型划分其他相应级别
。

土壤

命名采用拚名法
,

即将与土壤属性有关的成语缩减为

短词姐
,

拚接为亚纲
、

土类等名称
。

其基层分类仍用土

系
。

现 已将分出的一万土系中的一半
,

偷入电子信息

系统
。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土壤图例
,

虽非正式分类

系统
,

但由于涉及到全球土壤类型的划分
,

不少国家

引用为分类单元
,

不足之处是过于概略
,

应用时必须

增加分类级别
。

目前各不同分类的原则与级别
,

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
。

为便于对比起见
,

本文对国际上现行的几个分类

单元
,

进行了概略评比
。

由各国土壤分类的历史经验评述可 以得出 结 论
:

我国土壤分类研究
,

虽应吸取各 国分类的长处
,

但更重

要的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

我国土壤资源十分 丰 富
,

类型繁多
,
又经长期耕作

,

土壤性状发生明显的变化
。

我国土壤调查研究工作 自三十年代起即 已开始
,

特别

是在解放以后
,

对全国各地的土壤进行了大规模的调

查制图与分类
,

积累了大量资料
。

1 9 5 9年开展了群众

性的土壤普查
,

初步总结了群众的辨土
、

识土经验
,

随

着土壤科学的发展
,

开展了有关土壤分类问题的学术

争论
,

促进了这一间题的深入研究
,

相信再经过一段

时间的仔细调查研究
,

有可能拟出具有我国特龟的土

黝类体系
。

一
_

为了拟订一个能反映我国实际的土壤分类 系统
,

应该对土壤有全面的认识
:

首先应把土攘既看作是自

然客体
,
又看作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产物

。

应把土壤

的有然属性和由于耕作所引起的土壤变化
,

在统一的

分类系统的不同级别中反映出米
。
进行土壤分类时

,

要全面考虑土壤的外因和内性变化
,

把成土条件
、

成土

过程和土壤属性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

关子分类级别与命名
,

拟采用土类和土种为主的

分段分类制
。

对研究较清楚的传统的土类名称应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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