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室内修饰
:

将标本向后倾斜 1 0度靠在墙上
,

用

小尖刀挑修土壤
,

傀层次
、

结枚显解
,
同时用刀修出

剖面毛面
,

并将碎土屑欢掉 (可用小型空压机吹气 )
,

保

持土层厚崔达 1一多凰米
。

由于乳胶不能渗入粘土的毛

管孔隙
,

而只能停留在团聚体表面
,

所以喷洒乳胶前
,

应先使土坡干燥至表面形成细裂缝时
,

再将 50 %的稀

乳胶浸演
,

债土坡充分浸泡乳胶后
,

重新千燥变硬即

可 ,
一

{这种干燥常需几天时闻 , 如急需时可使用电吹风

或涵红外快速干燥法干燥 (附图 照片 l d)
。

于
。

禅
整段标本的陈郁与保存

皿`土墩整段标本陈列
.

木盒土壤整段标本由于重

量大卜
常以 4 5度角斜放在陈列架上阵列

。

陈列架上方

为陈列屏
,

悬挂景观照片
,
每个标本底部瓦有标签

,

注

明土瑰名称
、

采集地点
、

【

采集 日期 、 成土母质
、

地形

植被
、

利用改
卜

良等 (附图 照片 5 )
。

_

陈列时
,

标本排列

次序库有娜律性
。

例如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标本陈列

馆的整段标本和玻璃纸盒标本的排列
.

次序
,

是 按 照

1 9 7 8年中国土壤分类暂行草案的分类系统来排 列 的
,

即富铝土纲
、

琳溶土纲
、

.

半谁溶土纲
、

钙层土纲
、

石

膏一盐层土终
、

盐成土纲
、

、

岩成土纲
、

半水成土纲
、

水

成土练 水稻土纲及高山土纲等11 个土纲
。

各地市
、

县

级土攘陈列馆可根据当地土壤分类系统中的土壤类型

来排列
。

如上述各种类型土壤剖面
,

均可采用铝框胶

粘法制作整段标本
,

并在两米高的展览屏上悬挂陈列
,

这样不但整齐美观
,

而且便于对不同土壤类型的靓面

性态进行对比研究 (附周 照片 6 )o
、

2
.

土壤整段标本的保存 铝框薄层标本由于不使

用玻璃盖
,

长期陈列易积灰尘
,

需随时进行清扫
。

夏

季勿使阳光直射标本
, 以防标本退色

、

开裂
、

变形
。

暂

不陈列的标本
,

可平放木箱内妥为保存
。

保存时
,

标

本间应垫以棉絮
、

泡沫之类软物
。

当整段标本逐渐变

干或颜色消退时
,

可喷洒 25 %的稀乳胶液进行修复
。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
:
应用乳胶枯结土壤

、

制作整

段标本的方法
,

虽经初步实践 f 取得成功
,

但其中一

些具体问题如胶类的选择
,

浓度的标准及快速干燥方

法等均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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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试 谈 我 国 土 壤 的 高 级 分 类

蔡 凤 歧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奥研究所 )

土类 以上的土壤高级分类问题
,

迄今在我国还很

少进行讨论
。

1 9了8年全国土壤分类会议拟定的中国土

城分类暂行草案
,

在土类之上仅根据土类间的发生和

性状够井性初步归纳出富铝土
、

淋溶土
、

半淋溶土
、

钙

层土
、

石膏
一
盐层土

、

盐成土
、
岩成土

、

半水成土
、

水

成土
、

水稻土
、

高山土等U 个土纲〔 1〕
。

前一阶段曾将

土纲称为木土类或土类系列〔“ 〕
。

但是土纲之上以及土

纲本身划分的依据尚未及时进行研究
。

后来在
“

土壤

分类研究途径的初步探讨
”

中① ,

虽将生纲列入分类系

骆 但在划分依据上仅概略提出根舞球土雄程的共性

进行归纳
,

与分类暂行草案无多大差列呀 鼠际上不少

国家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其内容也各不相伺
。

美

国 1 9 75年正式发表的第七次土攘分类草案
,

在土类以

上区分出新成土
、

变性土
、

始成土
、

早成土
、

松软土
,

灰化土
、

淋溶土
、

老成土
、

氧化土
、

有机土等切个土

纲和 47 个亚纲②
。

土纲为分类系统中最高级单元
,

根

据土舞诊断层的有无
、

不同特性及主导形成过程划分 ,

亚纲根据土纲内土壤的水热状况
、

成土物质
、

腐殖质

染色
、

矿物组成
、

风化及熟化程度等差异划分 〔3〕 , 这

种分类方案
,

虽有规定的指标依据
,

但包括的土钱范

围过宽
,

性质差别也较大
。

如成土年龄短暂
、

缺少发

① 赵其国
、

雷文进等
:

土坡分类研究途径的初步 探 讨

(未刊稿 )
,

1 97 9
。 ,

② 中国科学院甫京土集研究所土旗地理研究室编
:

国外

土搜地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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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层的新成土纲划分的潮
、

泛滋
、

典型
、

砂质
、

耕种

等新成土 5个亚纲中
,

包括的土壤类型有河流冲积物

质形成的冲积土
,

招泽土
,

因侵蚀而失去表土的各类

土壤
,

因耕种而使土壤上部土层混合的各类土壤和易

遭风蚀的风砂土等〔3〕 ,

彼此之间很少有发 生 上 的联

系
,

性质上也各不相同
。

以遭受侵蚀的典型新成土亚

纲而论
,

实际成土过程并非象泛滥冲积土和流动风砂

土那样完全处于新的成土阶段 , 而仅是原来不同土壤

的遗身
。

在自然状态下
,

如果侵蚀停止
,

土壤将仍然

沿着原来各自的成土方向发展
,

很少有可能成为新的

其他土镶类型
。

因此
,

这种仅据一定侵蚀就将不同性

质的土壤列为新成土的亚纲之一
,

其论据是不够充分

的
。

在命名上
,

从土纲到亚类均采用拼接连续命名法
,

系统性较强
。

但在具体实施时
,

各级标准又不完全一

致
。

有的用在亚纲
,

如千早
、

半千早
、

季节性千早变

性土 ,有的用在土类
,

如千早
、

半千早
、

季节性干早典

型新成土 〔 3〕
。

同时这种名称不能直接反映土壤本身的

特性
。

苏联 1 9 76 年发表以伊万诺娃为 代 表 的 土 壤 分

类〔们
,

首先根据生物气候差异区分全国为极地带冰沼

和极地
,

北方带冻结泰加林
,

北方带泰加林
,

亚北方

带棕色森林
,

亚北方带草原
,

亚北方带半荒漠或荒漠
,

亚北方带和热带半荒漠灰钙土
,

亚热带半干早褐土
,

亚

热带湿润等 9 个土省 (群 )
,

然后根据大气降水再分配

和土壤水分状况区分每个土省为自成型土壤
,

半水成

型土壤
,

水成型土壤和泛滥地土壤 4 种大的类型
,

以

下再按顺序排列有关土类
。

这个分类充分反映了土壤

发生地带性生物气候变化的特点
,

从最高一级将不同

气候带的土壤分开
,

对大地区土壤改良利用规划具有

方向性的意义
。

但是这样的区分毕竟与土壤区划无多

大差别
,

而且把一些类型相近的土壤 (如水成型土壤和

泛滥地土壤 )也从次高一级分开
,

并列到相应的 9个土

省中
,

这样就使分类在某种意义上同区划相混淆
,

失

去自身应有的研究内容和特点
。

西欧国家以德国库比纳 ( K u ib e o
a) 和莫根浩森

M o c k e n h a u se 且 )为代表的分类
,

首先根据土壤溶液渗

透的主要方向区分最高一级土壤为门
。

库氏分出水下

土竣
、

半陆上土壤和陆上土坡三个土壤门 , 莫氏则将

陆上土壤门排在首位
,

依次为半陆上土澳门
,

水下土

集门和从中分出的泥炭土壤门
。

其次根据土壤具有的

哭似剖面层序及土坡中物质的动态在门下 区分 各土

纲
。

库比纳区分水下土壤门为无泥炭水下土和泥炭水

下土两个土纲 ,半陆上土壤门为半陆上原始土
,

假亚泥

炭土
,

半陆上泥炭土
,

盐渍土
,

陆地腐殖质潜育土
,

陆

地腐殖质未潜育化湿土 6 个土纲 , 陆上土壤门为陆上

原始土
,

类薄层土
,

类黑色石灰土
,

草原土
,

棕红石

灰土
,

棕红硅质土或塑性土
,

砖红土
,

株镶
,

浪潜育

土
,

灰坡10 个土纲
。

莫根浩森区分陆上土澳门为陆上

原始土
,

A 一
C型土

,

章原土
,

斑纹粘土
,

徐壤
,

灰镶
,

石

灰岩土
,

塑性土或棕红硅质土
,

砖红土
,

停滞水土壤

和陆上人工土 n 个土纲 , 半陆上土壤门为低地土
, ’

潜

育土
,

沼泽土
,

半陆上人工土 4 个土纲 , 水下土壤门
,

泥炭土壤门不分土纲〔5〕 , ;
七者分类的原 则 依 据一

致
,

具体区分和土壤命名略淆不同
。

方法上都是根据

土壤相同特征逐步归并成各级分类单元
。

莫根浩森述

注意到人为耕种对土壤的影响而分出人工土纲
,

把耕

种土壤的分类提高到应有的地位
。

西欧的分类 体 系
,

既吸取了苏联土城发生学的观点
,

又综合字美国按诊

断层分类的概念
,

命名上沿用了不少 习惯的土壤名称
,

因而参照引用比较方便
。

不足之处是土门的区分很不

平衡
,

特别是莫根浩森区分的水下土壤门和泥炭土壤

门
,

根本分不出土纲
,

而且土壤的发生和 属 性 常 常

是相互渗透存在
。

尽管如此
,

这个分类比起美国和苏

联的上述分类来
,

仍有不少地方是值得参 考和 借鉴

的
。

我国地域辽阔
,

自然条件复杂
,

土壤类型众多
。

如

何根据具体情况
,

参照国际上不同分类方案
,

拟定出

切合我国土壤实际的高级分类体系
,

也是土壤分类研

究课题中应该重视的问题
。

现试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

我国土壤的高级分类
,

拟以土类为基础
。

然后用

发生学的观点
,

根据成土过程和生态环境的共性逐步

将相同特征归并成各级分类单元
。

愈往上包括的范围

愈大
,

土壤的类型愈多
,

分类单元的数量愈少
。

分类的

体系采用土群
、

土族和土类三级
。

土群
:
分类体系的最高级单元

。

相当于西欧分类

级别的土门
,

根据土壤在空间分布不同的大群体结构

划分
,

由若干较小群体结构相似的不同土族组并而成
。

依其不同特点
,

区分为显域性和隐域性两 个 不 同 土

群
。

土族
:

分类体系的亚高级单元
。

近似于 《中国土

壤》所称土坡系列和西欧分类
.

级别的土纲
。

指在何一土

群内土坡形成的生态环境相近似
,

成土过程有一定共

性的较小群体
,

由两个以上不向土类组成
。

依其不同

特点
,

全国可暂区分为 16 个土族
。

土类
:
分类体系的基本高级单元

。

指在同一土族

内土壤形成条件
、

过程
、

例面形态和属性均较一致的

独立类型
。

是在一定生物气候条件
、

水文条件
、

岩性
、

耕作制度等 自然和杜会条件下形成的 o’ 各土类之间在

性质上有质的差异
。

根据《中国土壤》及新近研究
,

全

国可区分为 49 个土类
。

现将三者综迷争后
。

显域性土群 (基本上相当于西欧的陆上士壤门 ),

土群空间分布结构连片成带
,

土壤形成发育受生物气



候
、

大气降水影响强烈
,

也可称之为地带性土群
,

由

下列 10 个不同土族组并而成
:

~ 1
.

腐技质硅铁土族 土坡形成于温带湿润 森 林

灌丛草甸
,

而又有季节性冻结的生态环境条件
。

土壤

剖面的上部有明显暗色腐超质层
,

心土
、

底土有不 同

数量的硅粉和球形铁结核 , 由白桨土
、

黑土两个土类

组成
。

2
。

腐拉质漂灰土族 土壤形成于温带
、

寒 温 带

湿润针叶林或针阔叶混交林有较长冻结的生态环境条

件
。

土壤剖面上部腐殖质层灰暗
,

下部心土常具有灰

白色硅粉或硅土层
,

由漂灰土和灰色森林土两个土类

组成
。

3
。

棕攘土族 土壤形成于温带
、

暖温带湿润阔针

叶混交林的生态环境条件
。

土壤剖面上部腐殖质层稍

暗外
,

下部呈较均一的棕色或暗棕色
,

暂由棕壤和暗棕

壤两个土类组成
。

4
。

富铝化土族 土壤形成于热带
、

亚热带常绿雨

林或季雨林的生态环境条件
。

土壤的淋溶作用很强烈
,

硅和盐基淋失
,

铁铝氧化物在剖面中明显富集
,

土体

呈现鲜艳的红
、

黄色泽
,

由砖红壤
、

赤红壤
、

红壤
、

黄壤
、

黄棕壤
、

燥红土等六个土类组成
。

, 5
。

拈化钙型土族 土壤形成于暖温带
、

温带半千

早
、

半湿润早生森林灌木的生态环境条件
。

土壤剖面

心土具有稍紧实的褐色粘化层
,

其下有不同程度的碳

酸钙聚积
,

由褐土和灰褐土两个土类组成
。

6
.

腐值质钙层土族 土壤形成于温带半干早
、

半

湿润有季节性冻结的草原生态环境条件
。

土壤剖面上

部为明显的暗色腐殖质层
,

下部均有不同厚度的灰白

色钙积层
,

由黑钙土
、

果钙土
、

棕钙土
、

灰钙土
、

黑坊

土五个土类组成
。

7
.

旱漠石 骨
一
盐层土族 土壤形成于温带

、

暖温

带极端干早
、

稀疏荒漠植被的生态环境条件
。

土壤剖

面表层具蜂窝孔状结皮
,

上覆砾幕或砂砾
,

心土有较

紧实的铁质粘化层
,

其下有石膏和盐层聚积
,

由灰漠

土
、

灰棕漠土
、

棕漠土
、

龟裂土 四个土类组成
。

8
。

高山草甸毡层土族 土壤形成于海拔 3 8 00 米

以上寒冷湿润
、

夜冻昼融的高山草甸生态环境条件
。

土

坡剖面上部具不同厚度富子弹性的毡状草皮层和腐殖

质层
,

心土发育微弱而且较薄
,

多属 A
一 C 型土

,

由高

山草甸土 (草毡土 )
、

亚高山草毡土 (黑毡土 )和亚高山

灌丛草甸土 (棕毡土 )三个土类组成
。

9
.

高山草原钙型土族 土坡形成于海拔 40 00 米

么 以上寒温半干早的草原生态环境条件
。

土攘剖面上部

有较弱的腐殖质聚积
,

下部钙积层不很明显
,

土薄砾

多
,

由高山草原土 (莎嘎土 )
、

亚高山草原土 (巴嘎土 )

两个土类组成
。

i0
。

高山冻漠土族 土壤形成于海拔4 0 0 0米以上

寒冻
、

干早
、

稀少植被的生态环境条件
。

土壤剖面发

育微弱原始
,

土层浅薄
,

轻微分化
,

粗骨性强
,

富石灰

性
,

由高山寒冻土
、

高山摸土 (寒漠土 )
、

亚高山漠土

(冷漠土 )三个土类组成
。

隐域性土群 (相当于西欧的水下
、

半陆上两个土

门
,

并包括部分陆上土门在内 )
,

土群空间分布结构分

散另星
,

土壤形成发育受岩性
、

地下水和耕作的影响
,

生物气候影响不明显
,

由下列 6 个土族组并而成
。

1 1
.

岩成土族 土壤形成主要受成土母质岩性的

影响
,

发育较弱
,

剖面分化不及上述土族明显
,

大多

属 A
一 C 型结构

,

由石灰土
、

磷质石灰土
、

紫色土
、

绵

土
、

火山灰土
、

风砂土等 6 个土类组成
。

12
.

半水成土族 土壤形成于河流冲积平原
,

受

一定地下水影响和喜湿草甸植被作用的生 态 环 境 条

件
。

土壤剖面沉积层理明显
,

上层有不同程度的腐殖

质积累
,

下部较多锈斑雏型铁子新生体
,

全土 比较湿

润
,

由草甸土
、

冲积土两个土类组成
。

1 3
.

水成土族 土壤形成于湖洼积水低地和湿生

沼泽植被的生态环境条件
。

土壤剖面上部为暗色的腐

殖质或泥炭
,

下部为蓝灰色并有H : S气味的潜育层
,

土

体潮湿
,

由沼泽土
、

泥炭土两个土类组成
。

14
.

盐碱土族 土壤形成于地下水位较高
,

矿化

度较大
,

蒸发量较强的干早
、

半千早盐生或耐盐植被

生态环境条件
。

土壤剖面上部常有结皮
、

结壳
、

盐磐

层
、

疏松层
、

柱状层等不同形态的盐碱聚积
,

下部沉积

层理明显
,

常有锈斑
、

石灰斑或蓝灰潜育斑
,

土体湿润

或干而紧实
,

由盐土和碱土两个土类组成
。

15
.

耕种土族 土壤形成于长期人为耕翻
、

施肥
、

种植
,

使土壤不断熟化的生态环瑰条件
。

土壤剖面上

部原土已被混合成不同厚度的耕作层和犁底层
,

下部

土体变化不大
,

由楼土
、

砂姜黑土
、

潮土
、

莱园土 4 个

土类组成
。

16
.

耕种灌溉土族 土壤形成于长期人为耕翻
、

灌溉
、

施肥
、

种植
,

使土壤不断熟化的生态环境条件
。

土

壤剖面上部具灌溉增厚的耕作层和犁底层
,

下部呈现

铁锰淀积
、

蓝灰斑等渗演
、

潜育层次
,

由灌淤土
、

水稻

土两个土类组成
。

总结我国土壤的高级分类体系
,

计有 49 个基本高

级单元— 土类
,

16 个亚高级单元一一土族
, 2 个最

高级单元— 土群
。

其中显域性土群有 10 个土族
,

31

个土类 , 隐域性土群有 6 个土族
,

18 个土类
。

详情见

下表
。



中 国 土 壤 高 级 分 类 系 统 表

显域性土群

1
.

腐殖质硅铁土族

() 1白浆 土

(2 )黑 土

2。

庸殖质漂灰土 族

() 1漂灰土

《 2 )灰色森林士

3棕城土族

() 1棕 族

2 ()暗棕攘

4
.

富铝化土族

() 1砖红坡

(2 )赤红攘

(3 )红 镶

( 4)黄 壤

(5 )黄棕城

(6 )燥红土

5
。

枯化钙型土族

( 1)褐 土

(2 )灰褐土

6
.

腐殖质钙层土族

( 1)黑钙土

(2 )栗钙 土

(3 )棕钙 土

() 4灰钙 土

《 5 )黑沪土

了
.

早摸石裔
一盐层土族

() 1灰漠土

(2 )灰棕澳土

(3 )棕漠土

() 4龟裂土

3
。

高 山草甸毡层土族

() 1商山草甸土 (草毡土 )

(2 )亚高山草甸上 (黑毡土 )

3 ()亚高山滋丛草甸土 (棕毡土 )

9
.

高山章原嘴垫土族
,

( 1) 高山草原土 (莎 嘎土 )

( 2) 亚高 山章原土 <巴唤土 )

10
.

高山冻漠土族

( l) 高山寒冻土

(2 ) 高山摸土 ( 寒摸土 )

( 3) 亚高 山漠土 (冷摸土 》

二
、

隐域性土群

n
.

岩成土族

( 1 ) 石灰土

(2 ) 磷质石灰土
:

( 3) 紫色土

( 4 ) 绵 土

( 5 )火山灰土

(6 )风砂出
`

首

12
.

半水成土

( 1 )草甸土

( 2 ) 冲积土

13
.

水成土族

( 1 )沼泽土

( 2 )泥 炭土

1 4
。

盐碱土族

( 1 ) 盐 土

( 2 )碱 土

15
。

耕种土族

( 1 )楼 土

( 2 ) 砂姜黑土

( 3 ) 潮 土

( 4 ) 莱园土

16
.

耕种灌概土族

( 1) 灌淤土

( 2 )水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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