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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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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 ;同时
,

也从群众土壤名称中提炼
。

在公社
、

大队

范围内的土壤命名
,

尽量引用群众名称
,

但较大地区引

用这些基层分类单元名称时
,

需对土壤性状进行仔细

评比
,

使土壤分类概念明确
,

土壤名称能充分反映土壤

属性
。

关于土壤分类级别
,

土类以下细分亚类
,

土种以下

细分变种
,

并在其间分出土属
。

土类以上归纳为十二

个土壤系列 (相当于土纲 )
。

文中附列了暂拟我国土壤

分类系统
。

文章的最后着重讨论了土壤基层分类
,

因为基层

分类的确切划分
,

直接联系生产
,

也是当前土壤分类

中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

以土种为主的基层分类单元

间的差异
,

是在土壤发育过程中
,

由于一系列地方因

素的不同
,

引起土壤性质上数量的变化
。

因此
,

划分

土壤基层分类单元应分别考虑这些不同土壤性状突出

的差异
:

如富铝化程度
,

盐碱化程度 以及母质类型等
口

就红壤和黄壤来说
,

应依富铝化程度的差别划分土属
:

如铁质 (玄武岩
、

安 山岩母质 )
、

铁侣质 (石灰岩母质 )
、

硅铝质 (花岗岩
、

砂岩母质 )
、

硅铁质 (第四纪粘土
、

页岩

等 )
。

文中并列举了按母质及土层厚薄划分土种的实

例
。

本文对黄绵土
、

红色砂岩发育的红壤
、

石碴土壤等

在分类中的位置及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
,

也做了讨论
。

至于冲积平原中土壤的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
,

主要按

土壤质地及层次排列
。

盐化
、

碱化土壤主要按 盐 化
、

碱化程度划分
。

黑土
、

黑钙土等
,

按有机质层厚度划分

土种
。

水稻土则按水分类型和剖面发育程度划分
。

文

中用实例具体说明土属
、

土种及部分变种 的 划 分 方

式
。

近年来
,

土壤分类在国际上 己有新的发展
,

逐渐

由定性和形态描述向定量和数据化方向发展
,

并 已有

不少国家开展了电子计算技术的贮存
、

运算
,

使多因

子变化的土壤客体
,

有可能逐步找到其变化的内在规

律
。

我国的土壤分类研究
,

应急起直追
,

尽快应用先进

技术
,

深入研究我国土壤性状
,

确切划分土壤基层分类

单元
,

做为改土培肥和进一步发展生产的主要 依
一

据
。

在研究和评 比的基础上
,

拟出具有我 国特色的土壤分

类系统
,

必将丰富我国土壤科学内容
。

相信在全国土

壤工作者大力协同下
,

必然会把我国土壤分类的研究

工作
,

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

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土壤科

学现代化
,

做出新贡献
。

我 国 土 壤 分 类 的 商 榷 (初 稿 )

龚子同 赵其国 雷文进 徐 琪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我国农业历史悠久
,

早在二千年前
,

就有了土壤

分类的专门论述
。

近代土壤分类研究工作
,

开展比西

方迟些
。

从三十年代到现在近半个世纪中
,

在摸索发

展我国土壤分类的道路方面
,

积累了不少经验
,

也有

不少教训
。

回顾所走过的道路
,

大致可 以分为两个时

期三个阶段
。

所谓两个时期是指解放前与解放后
。

三

个阶段是指 .1 受美国土壤分类学派影响的阶段 ; 2
.

借

鉴苏联土壤分类观点的阶段和 3
.

结合我国实际发 展

土壤分类的阶段
。

从我国土壤分类的历史发展过程看
,

已经取得了

一定成绩
,

累积了很多经验
,

有些问题仍然存在着分

歧
,

分别讨论如下
。

(一 )隐域土分类问题 隐域土与地带性土壤一样

都是客观存在的
,

因此应辨证地予 以处理
: 1

.

凡土壤

形成尚未出现明显地带性特征的幼年土
,

如冲积土 (新

泛滥的 )
,

作为典型的隐域土看待 ; 2
.

凡是土壤形成租

特性主要受非地带性影响
,

但具有明显的地带
比
烙印

”

的
,

可在一个土类之下
,

划分出具有地带性特征的亚

类
,

如草甸土作为一个土类划分出来
,

其下分出暗色

草甸土
,

灰色草甸土和荒漠化草甸土等
; 3

.

凡土壤形

成受非地带性影响
,

但由于长期的耕种熟化和定向培

育又加强 了土壤之间的地带差异
,

可从土类一级划分

开来
,

例如我国不 同地带的水稻土
,

在耕作制度
、

熟化

过程 以及腐殖质与粘土矿物上均有明显差别
,

可 以考

虑在土类一级划分开来
。

(二 )耕种土壤的分类问题 耕种土壤是从自然土

壤的基础上耕垦
、

改良
、

熟化而成
。

两者的关系即具有

历史发生上的联系性或统一性
,

又具有发育阶段上的

差异性或特殊性
。

因而在分类原则和系统上应该把耕

作土壤和自然土壤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考虑
。

但在具体

划分上
,

分三种情况区别对待
。

第一
、

自然土壤开垦后
,

在人为作用特别是灌溉影响下
,

凡 土壤形成条件
、

土

壤形成过程的方向改变
,

土壤质的特性也改变的耕种

土壤就应从土类分开
。

如漠境地区各种漠土和龟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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