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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潮 土 基 层 分 类
*

杜国华 周明极 王浩清 范本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潮土是直接发育在河流沉积物上
,

受地下水活动影响
,

经不断耕种熟化而成的一类土

壤
。

国际上通常称为冲积土或河积土
。

根据成土母质特性及时间因素所反映的成土过程

及其属性
,

分别进行土纲
、

土类和亚类等高级分类单元的划分【l..1 l,l’ .1e. 叩
lJ ,

至于基层分类

的各级单元尚缺乏系统研究资料以供参考
。

我国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
,

广大冲积平原的土壤也称冲积土
,

并根据土壤石灰及

盐分的有无划分亚类
,

再按质地差异续分基层单元—
土系11.7 .11]

。

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华北平原土壤调查制图
,

以及典型地区的土壤详测工

作
,

曾对黄河中下游平原土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

将冲积土改名为浅色草甸土圈
,

并

着重从沉积物的分选特性
、

质地剖面层次排列及土壤肥力变化等方面对土壤基层分类单

元作了进一步划分Ll01
。

但以后未能继续深入的工作
,

致使潮土的基层分类仍缺乏科学的

标准
,

系统性也不够
。

1 9 59 一 19 6 。年全国土壤普查后
,

将大面积冲积平原的农地土壤命名为波黄土。。 继

后
,

又命名为潮土
,

并确认为独立的土类tZ, .lo

根据成土母质的类型和属性来划分土属
,

国内外多数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2. a.l ..1 ,] 。

我

国由六十年代至今有关潮土分类的文献
,

也多趋向于此[;, s]o 但是
,

关于土种划分的原则
,

国内外的标准却不很一致
。

美国
‘15, l’1 和加拿大 t1’,l’1 主要根据土壤剖面性态特征

,

如土层

的种类
、

厚度
、

排列和反应等划分土系(不完全相当于土种 )
。

苏联[1, 1主要按土坡发育程度

的差异划分土种
。

我国对土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
。

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着重从土壤的生产特性来划分

土壤基层单元。。 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
,

我国土壤工作者在部分地区进行大比例尺土

壤详测制图时
,

曾根据土壤熟化程度或不同土层排列划分土壤基层单元Ig. 10)
。

但限于当时

深入广泛地实践不够
,

未能对基层分类单元开展系统研究
。

近几年来
,

国内有些土壤工作

者提出以土体构型的变化
,

或不同质地剖面层次变化作为划分土种和变种的依据
〔‘.5J

,

概

念比较明确具体
,

为进一步研究土壤基层分类提出新的途径
。

笔者等曾在华北冲积平原及其他潮土地区进行过一些研究工作
。

根据调查结果和群

众经验总结
,

在前人研究潮土分类的基础上
,

本文试图在划分潮土基层单元的土体构型中

分别提出各种特征土层的涵义 ;并从这些土层排列组合的土体构型进行土种的划分
,

制定

潮土基层单元系统分类的原则
。

作为潮土分类依据的土体构型可归纳为均质型
、

厚体型
、

*
此项研究工作是在席承藩教授指导下进行的

。

1) 农业部土壤普查办公室 : 19 6 4
,

中国农业土坡志
。

2 62 一 2 83 页
。



杜国华等 : 试论潮土基层分类

夹层型
、

垫底型和三段型五大类
,

各种土体构型的土层排列和组合可编制成模式表
,

以便

查阅
。

一
、

潮土土属划分的原则

潮土是由河流沉积物发育而成
。

沉积物的质地决定于不同水流的水力分选
,

沉积物

随地势由高到低
,

或由河床向外延伸
,

质地由砂至粘呈规律性的连续分布
。

沉积物的质地

可概括为砂质
、

壤质及粘质三种
,

土属可根据影响作物生长最明显的上部土层的质地类型

来划分
。

这里所说的砂
、

壤
、

粘只分别代表一定范围内的质地类型
,

而非一般的质地分级
。

每种质地类型
,

其成因相同
,

其属性和分布地形部位也基本一致
,

水文地质条件也极相似
。

所以用质地类型来划分土属是适当的
。

质地对潮土的发育和肥丈嘟有显著的影响
。

以均质剖面质地而言
,

砂质土壤多含石

英颗粒
,

质地较粗
,

毛管作用力弱
,

易漏水
,

地下水升降所引起的氧化还原特征表现微弱
。

粘质土壤含细粒多
,

透水性差
,

降水易被滞留
,

土壤毛管水升降也不活跃
。

壤质土壤质地

适中
,

毛管力强
,

水分上下运行活跃
,

土体中周期性的氧化还原交替发生
,

锈纹锈斑等潮化

特征发育明显
。

另外
,

砂质土壤养分含量很少
,

即使添加肥料也不易保蓄
,

其肥力偏
“

贫性粘质土壤由

于水分物理性状不佳
,

土壤养分贮量虽高
,

但有效性较低
,

其肥力似
“

音气壤质土壤的理化

特性介于两者之间
,

水
、

养
、

气
、

热协调
,

肥力较高
,

多属潮土中高产基本农田
。

综合上述
,

按沉积母质的质地类型划分潮土土属
,

既反映了各类沉积物的形成特点
,

也反映了它们对土壤发育和农业生产性状上的一系列影响
。

二
、

潮土土种划分的原则

土种是土壤基层分类的基本单元
,

是相对稳定的客体
,

在剖面性态和发育程度上应有

明确的区分
。

冲积平原潮土的个体差异
,

主要由各质地土层和特殊异质土层 (如砂姜土

层
、

埋藏黑粘上层
、

砂砾层
、

泥炭层等 )排列组成的土体构型所决定
。

土体构型不仅制约着

土壤中水分
、

养分和盐分的运行
,

也影响着土壤的农业生产特性
。

因此
,

在冲积平原地区
,

可以通过土体构型判别土壤类型及其相应的农业生产特性
。

潮土的土体构型差异
,

对土壤生产特性的影响显著
。

如从耕层的质地和结构等
,

可以

判断土壤是酥松易耕
,

还是僵硬难耕 ; 是坚实板结
,

还是漏风跑墒
,

这是土体构型上部质地
.

土层的属性反映
。

但从改土培肥而言
,

不仅要考虑上部土层
,

而且还要重视土体构型对

水
、

肥的保蓄和供应能力
。

灌溉
、

施肥以及耕作应根据不同的土体构型采取不同措施
。

另

外
,

如果土体中存在着砂姜或砂砾等障碍土层
,

宜种作物也会受到限制
。

土壤肥力是土壤从营养条件和环境条件方面供应和协调作物生长的能力
。

从这个概

念出发
,

我们可从土体构型来判别潮土的肥力水平
。

如北方冲积平原上的
“

蒙金地
, ,

是

指上部 (。一30 厘米)土层为壤质或砂壤质土层
,

其下为夹粘或底粘的土体构型
。

由于上

部土层耕性好
,

土性柔和
,

下部土层不仅托水保肥
,

而粘质土层本身养分含量较高
,

故土壤

l�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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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小苗也发老苗
,

群众把这类土体构型的土壤称为
“

蒙金地
” ,

肥力水平较高
,

年产盆常在

千斤以上
。 “

漏砂地
”与

“

蒙金地
”的土体构型相反

,

耕作层以下即出现夹砂或厚体砂层
,

不

仅本身养分含量少
,

还有漏水漏肥的缺点
,

土壤发小苗不发老苗
,

后期常因脱肥早衰而减

产
。

因此
, “

漏砂地
”
是一类肥力水平低下的土壤

,

作物年产量只有
“

蒙金地
”
的一半

。

可

见
,

潮土土体构型的差异可明显地反映出土壤肥力的高低
。

同类土体构型的土壤中
,

有因

长期人工培肥
,

耕层色泽较暗
,

团聚体增多
,

并有大量腐殖质胶膜
,

剖面显示
“

油性
, ,

为区

别于同类土体构型的土壤
,

可作为高肥型的土种列出
。

土体构型还可以影响土壤的发育
。

土体构型不同
,

直接影响土壤剖面中水分
、

养分和

盐分的进行
,

其中以壤质土体最为明显
。

壤质土壤中地下水可沿毛管周期性地上下运行
,

氧

化还原交替发生
,

易形成锈纹
、

锈斑等
,

这就是土壤潮化的特征
。

同样
,

碳酸钙在土壤剖面

中的移动和淀积
,

土壤的脱盐或积盐
,

也都和土体构型有极密切的关系
。

壤质土体中碳酸

钙的淋溶速度最快
,

但如剖面中出现粘土夹层
,

则会妨碍碳酸钙的淋失
,

而往往在粘层上

面形成薄片状的碳酸盐淀积物
。

如在地形低平
,

地下水矿化度较高而排水又不通畅的条件

下
,

壤质土可发生不同程度的盐渍化 ; 但如剖面中夹有粘上或砂土层
,

则不易返盐
。

江苏

淮阴地区的均质两合土
、

夹粘两合土和粘底两合土
,

洗盐效果差异很大
,

其中以 60 厘米深

处夹有大于 10 厘米粘土层的夹粘两合土最难洗盐
。

三种不同土体构型的土壤洗盐难易

是均质两合土> 粘底两合土 > 夹粘两合土
。

但在脱盐以后的培肥阶段
,

其难易的顺序则

相反
,

夹粘两合土 > 粘底两合土 > 均质两合土
。

所以
,

根据各种不同土体构型及其反映的

土壤发育程度来划分土壤基层单元
,

不仅有发生学意义
,

还有实际生产意义
。

1
d.lJ, ..., ,创.

三
、

潮土中土体构型的划分标准

冲积平原潮土的土体构型是由基本质地土层
,

特殊异质土层
、

有时还有耕作熟化土层

所构成
,

这些土层可以统称为土体构型的特征土层 (C ha rac ter isti c la ye r)
。

特征土层不同

于诊断土层 (Di agn os ti c ho ri zo n)
。

凭借土壤剖面中的一个或两个诊断土层
,

即可辨别土

壤的发育过程和基本属性
,

并决定土壤个体单元的归属
。

特征土层是土体构型的物质基

础
,

主要反映沉积物的形态和属性
,

不能用以直接判别土壤个体单元
。

只有几个不同特征

土层排列成土体构型
,

才能综合反映土坡的水分物理特性和肥力水平
,

从而确立土壤基层

单元
。

质地土层是指具有一定质地级差范围的土层
,

是构成潮土土体构型的基本土层
。

根

据土壤质地的属性及其表现在农业生产上的近似性
,

将各级质地归纳为六种
,

即
:
砂土

(砂土)
、

面砂土(包括砂壤土
、

壤土 )
、

两合土(包括粉砂壤土
、

砂粘壤土
、

粘壤土 )
、

粘性土

(包括粉砂粘壤土
、

砂粘土
、

壤粘土 )
、

粘土(包括粉砂粘土
、

粘土 )和胶泥土 (重粘土)
。

冲积平原地区有时还有一些特殊土层
,

如埋藏黑粘土层
、

砂姜土层
、

砂砾层
、

泥炭层

等
,

由于这些土层具有不同于质地的独特的性态
,

故称为特殊异质土层
。

它们常与质地土

层掺杂在一起构成土体构型
,

对土壤发育
、

肥力和作物生长都有很大的影响
。

但这些异质

土层并非在每一个平原区都存在
。

此外
,

潮土地区还有一些人工培肥的类型
,

耕层中的有机质及其他养分含量均高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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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良好
,

其厚度往往超过 30 厘米
。

此种土层的基本属性已不同于类似质地的耕层
,

属耕作

熟化土层
,

也可作为潮土的一种特征土层
。

研究潮土的土体构型
,

以一米深度为准
。

因为地下水的季节性升降活动可在地表一

米土层内明显反映出来
。

另外
,

作物根系也大部分集中分布在 o一30 厘米土层内
,

少量根

系可深及 60 一80 厘米
。

所以
,

一米厚度的土体及肥力状况基本可以反映潮土的剖面发育

和农业生产特性
。

一米土体内可划分为表土
、

心土和底土
,

即上
、

中
、

下三个基本层位段
。

各层位的标准

表 1 潮土中不同质地土层所构成的土体构型

T 厄‘肠 1 P ed o n p a t te r n s d e ri甲e d fr o m d iffe r 己n t 七e x tu ra l 1oye r’ o f flu 甲。
一
盆q o ie , 0 11

ccc

黯
n

认
s

蕊
。。

砂土层层 面砂土层层 两合土层层 粘性土层层 粘土层层 胶泥层层

薰薰谈谈
111 222 333 呼

’’

555 666

SSSSS a n d lay e rrr S a n d y lo a
---

L o a m y l: y e rrr C la yeyyy C I盆y lay e rrr H e a 甲y c l。犷犷

mmmmmmm v l: ye rrrrr 1: yerrrrr Ia y e rrr

砂砂上层层
、、

。。 T
、

+
.

111 T
、
+

、

上上 T
、
+

、

111 T
、
+

、

土土
lllll 、、

(T
、
+

、
一)))))))))))SSS a , l

d lay e rrr 、、、、、、、
、、、、、、、、、
“““

泣泣泣泣泣泣泣
lllll
\ 、、、、、、、

、、、、、、、、、

、、、、、、、、、

面面砂土层层 ¹¹ 、、 ¹¹ T
、 + 、111 T 、+ 、

lll T 、+ 、

lll22222 ( T 、+ 、

一))) 、、 ( T 、 + 、

一)))))))))SSS a n d y lo a m y la y e rrrrr 、、、、、、
、、、、、、、、、
、、、、、、、、、
、、、、、、、、、

、、、、、、、、、

、、、、、、、、、
\\\\\\\\\\\\\\\\\

\\\\\\\\\\\\\\\\\

两两合上层层 T
、+ 、 111 ¹¹ \\\ ¹¹ T 、 + 、

111 T
、 + 、 111

3333333 ( T
、+ 、

1 )))
、、

( T 、+ 、

上)))))))LLL o a m y I ay e rrrrrrr 、、、、、
、、、、、、、、、
、、、、、

水
、、、、、

、、、、、、、、、
、、、、、、、、、
、、、、、、、、、

、、、、、、、、、

粘粘性土层层 T
、
十

、

-LLL T
、+ 、

iii ¹¹ 、、 ¹¹ T 、 + 、

-LLL444444444 ( T
、+ 、

1 )))
、、

( T 、+ 、

l )))))CCC la y e y la y e rrrrrrrrr 、、、、

、、、、、、、、、
‘‘‘‘‘‘

水
、、、、

\\\\\\\\\\\\\\\\\
、、、、、、、、、
、、、、、、、、、

\\\\\\\\\\\\\\\\\

粘粘土层层 T
、+ 、

111 T
、+ 、

lll T 、+ 、-LLL ¹¹
‘

」
、、、 ¹¹

55555555555 ( T
、+ 、

上))))) ( T 、+ 、1 )))
CCC la y Ia y e rrrrrrrrrrrrrrr

胶胶泥层层 丁
、 + 、 111 T 、+ 、

上上 T 、+ 、

111 T 、
十

、111 ¹¹
‘

丰
、、、

6666666666666 ( T 、+ 、 l )))))
HHH e a v y c la y la y e rrrrrrrrrrrrrrr

注 : 1
.

1

—
均质构型 ; ¹

—
亚均质构型 : T

—
军体构型 : +

—
夹层构型 : 1

—
垫底构型

。

2
.

距离虚线越远者土层质地级差越明显
。

3
.

表中未列三段构型
。

润o t e : 1
.

1

—
u n i fo r m p a tt e r n ,

¹

--s
u b u o if o r m P . t t e r n ,

T -
th ie k Ia y e r p a tt e r n ,

-L
—

su 玩 tr . d u .
pa t te r n , +

—
i n t e r be d d e d p a tte r n .

2
.

1
‘

h e fu r t h o r fr o m t h e d o tt e d lin e , t he m o r e s ig n ifi e a n t o f t h e t e x t u r a l , r a d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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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土 。一30 厘米
,

心土 30 一60 厘米
,

底土 60 一1 00 厘米
。

根据不同质地土层的厚度
、

层

位
,

及其排列组合
,

土体构型大致可归纳为五类 (表 l)
,

即 : (l) 均质型 : 全剖面由均一

的质地所组成
,

如潮砂土
、

两合土
、

潮粘土和胶泥土等
。

(2)厚体型 : 表土层(0一30 厘米)以

下为厚层(> 40 厘米)的另一种质地土层
,

如漏砂两合土
、

粘体两合土等
。

(3) 夹层型
:
心土

层(30 一60 厘米)夹有中层厚度(20 一40 厘米)的另一种质地土层
,

如夹砂两合土
、

蒙金面砂

土
、

蒙金两合上等
。

(4) 垫底型 : 底土层 (60 厘米以下 ) 为中
、

厚层的另一种质地土层
,

如

粘底面砂土
、

砂底两合土等
。

(, ) 三段型
:
上

、

中
、

下三个层位段分别为三种质地土层
,

如

夹砂粘底两合土
、

蒙金砂底两合土等
。

上述每一类土体构型都具有不同的肥力属性及生

产特性
。

同样
,

如剖面中出现砂姜
、

埋藏黑粘土
、

泥炭及砂砾等特殊异质土层
,

则可形成属性差

异很大的土体构型
。

特殊异质土层多系埋藏土层
,

所以不可能出现均质型的土体构型
,

只

有厚体型
、

夹层型
、

垫底型三类
,

如砂姜体两合土
、

夹砂姜两合土
、

砂姜底两合土等等
。

根据上述土体构型标准
,

我们在 1 9 7 9 年通县土壤普查工作中
,

曾划分出典型潮土土

种 26 个
,

并初步制定了潮土的基层分类系统
。

由于采用的标准一致
,

划分出的土种个体

间属性差异明显
,

以此进行土壤资源的评价及制定土壤利用改良区别
,

极为方便
。

早在五十年代
,

华北平原土壤调查已运用土体构型作为划分潮土基层单元 的依据
。

尽管当时命名与单元系统的划分与现在不完全一样
,

但基本原则是相似的
。

在土壤调查

中
,

以
“

馅
” 、 “

底
. 、 “

蒙金
”
等群众语言表达土壤质地层次的排列状况

,

并按粘
、

砂层次的厚

度及层位排列
,

划分出为数众多的土壤质地代号
,

作为基层单元划分的标准 t12 ]。
在江汉平

原工作中
,

以
“

烧砂
” 、 “

粘质
, 、 “

壳土
即 、 “

隔砂
。 、 “

结底
”
等剖面形态来划分个体单元

,

实际

上早已应用土体构型作为划分基层单元的依据气

四
、

潮土土种单元的确立

作为潮土基层分类单元的每一个独立土种
,

都应当具有一定的土体构型和相应的肥

力特性及农业生产水平
。

各土种的剖面形态
,

即特征土层的类型
、

厚度
、

层位以及土壤发

育程度也应有明显的差异
。

在潮土地区
,

如果单由六种质地土层进行排列组合
,

可得出 2 16 种 (6 x 6 x 6 )土体构

型
。

但在实际工作中
,

应挑选特征土层的质地
、

厚度和层位差异较大
、

而土壤属性及农业

生产特性的差异也较明显的土体构型为典型土种
,

其他组合可作为各典型土种的变异
。

土体构型中的三个层位段
,

以表土层对作物生长的影响最大
,

但心
、

底土的质地不同
,

也可影响土壤肥力因素的协调
。

权衡轻重而又照顾全面
,

我们建议
,

应明确表土层(0一30

厘米)为划分土种的主要依据
,

六种质地土层不作进一步归并 ; 而心土层(30 一60 厘米)可

作为次要依据
,

六种质地土层可归并为砂质
、

壤质
、

粘质和胶泥四级 ; 底土层 (60 一 100 厘

米 ) 为参考依据
,

六种质地土层可归并为砂质
、

壤质和粘质三级
,

或进一步归为砂
、

粘质

二级
。

这样
,

经过质地土层的归纳
,

其所组合的土体构型可从 2 16 个缩减为 56 个典型土

l) 中国科学院土城队编 19 , 6: 长江流城中游地区土城资料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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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而每一个典型土种都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土壤变异
,

也就是各典型土种允许的变异范

围
。

在进行区域性土壤调查时
,

各不同地区并不同时存在 56 个土种
,

也不一定能找到完

全符合规格标准的典型土体构型
。

因此
,

应尽可能选择近似典型土种的变异类型作为地

方性的典型土种
,

以便制定当地的土壤基层分类系统
。

由于划分标准统一
,

可进行区域间

的土壤评比鉴定
,

并可通过归纳和总结制定出统一的潮土基层分类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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