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
,

除上述五个士俐以外
,

华南热带地区还可能

存在有其它土纲
,

如 V er t始山 , H i蚝 i导 ol : ,

但其分

布面积不大 , 或者只是具有这些土翻性质的亚类
,

仍

然分属于上述五个土纲中
,

因此就不再作详细叙述
。

上面所述的按类国土玻系统分类学划分的土镶类

型与我国的土攘分类之间的大体上相互关系列子表 1
。

因为中美两个分类系统所采用的划分依据互不相同
,

土壤类型不可能是简单的全部相当
,

而是交错的部分

相当
,
即一个大土类 (美李可相当几个土类或亚类 (中 )

的部分土集
,

反之亦然扩
’

一个土类或亚类心中 )可部分

地分别相当于几个大土类 (美 )
。

详见表 1
。

图 1
,

2

表示我国华南热带地区各类土集分布概况
。

总之
, 一

美国土集系统分类具有如下特点
:

在划分

高级分类单元时
, `

是粗与土集发生相联系的土壤固有

特性
,

特别是形盛特征作为主要根据
,

把这些一般在

野外可以定级盆度的特性组合为诊断土层 或 诊断 特

征
,

用来鉴别土旗类型
,

使土镶分类趋于定量化
,

因

此
,

高级分类单元的划分大体上反映土壤的形成过程

与发育阶段 , 同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土壤

实际情况
。

在命名上高级分类单元采用字根拼 级 法
,

每个字根都有一定的发生学含义
,

反映着土壤固有特

性 , 因此
,

从简短的名称上就可略知该土壤的发生特

点
。

由于是根据定量限定的诊断土层或诊断特征对土

壤加以命名
,

也就减少了同土异名或同名异土的混乱
。

土攘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自然体
,

它随着时间
、

空

间而发生变化
,

其种类繁多
,

要根据其固有特性进行分

类时
,

必须作出许多具体的条文规定
。

由于受地理位

置限制
,

美国土竣系统分类学中对热带地区的土坡类

型划分并不完善
,

从以上粗略尝试看
,

对于土纲
、

亚纲

及主妻的大土类的划分
,
系统分类学已有的条文规定

大体上两可以满足使用
。 ’

若继续在亚类一级进行细分
或许会遇到困难

,

可能系统分类李中所设立的具体类
型

,

尚不能包括所有客观存在的土续类型
。

正如系统

分类学中所摺出的 , 热带地区的土壤类塑刘分尚须通

过实际应用加以补充修订
。

最为突出的是水稻生在系统夯类学中没有其应有

的地位
,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土壤分类持有不同观点

或对水稻土的认识
、

研究不够所致
。

最近某些外国学

者 (如 F
.

R
.

M o or m a 二 n ,
1 9 8。 )提出

,

有些水稻土与

其起源土坡相比并无显著变化
,

仍然分属午原来的土

壤类型
。

而对子有些水稻土与其起源土壤相比有显著

变化
,

如形成漂白层
,

一

淹水包膜 f( I。 。 d 。 。 at 过 g的
,

铁锰象积层或薄铁盘层的水稻土
,

应在亚类一级增补

新的类型进行划分
。

对几个土壤学词名与词义统一的商榷

马 同 生

( 南京农学院 )

土壤紧实度
、

土壤坚实度
、

土壤硬度
、

土壤松紧

度几个名词
,

在土绷物理和土壤调查中是及见不鲜的
。

长期以来这几个名词在很多场合是很用的
。

许多正式

出版的专业书籍
,

包括土壤学教课书
、

辞典
、

土壤调

查
、

土壤物理以及有关的期刊文章
,

对这几个词的概

念
,

各有各的讲法
,

众说不丫
。

形成不同的书籍之中

同词名而异意
,
: 有的则异意而词名同

,
「

有的词义不十

分清晰
。

甚至还有些书籍
,

在前后不同的章节中
,
同样

指的一个意思西却用了两个词名
,

一本书内也不能够

统一
。

这样就使这几个名词呈现了棍淆的状况
,

现就

最近几年出版的书声例来说明
.

江苏科学井术出版社 1 97 9年 8月第又粼农业辞典》

(第2 24 页 )采用
“
土壤坚实度

”

和
“

土壤紧实度
”

两 个辞

目
。

土壤坚实度的解释是
“
又叫穿透阻力

。

指柱塞 (或

蛾体 )擂入土攘时与垂直压力相当的土集阻 力
,
以 公

斤 /厘米
2表示

。

它与土壤的质地
、

徽构特性及含水量

的大小有关
。 · · · ·

一般结构好的土壤坚实度较小 , 板

结的砂土和千的粘土
,

坚实度都较大
。

砂土的坚实度

主要由内摩擦力构成
,

粘土主要由粘结力构成
,

二者

的内在原 因不同
。 ”

土壤紧实度的解释是
“
土壤紧实 的

程度
,
以土壤的容重表示 (克 /厘米 3 )

,

土壤紧实度能

够反映土旗的结构状况
,

结构好的土壤
,

紧实度较低
,

结构差的土壤
,

紧实度较高… …
。 ”

《土攘结构改 良剂》科技出版社19 76年召月第 1 版

第 18 页第二段
, “

土集的坚实度和硬度
,

乃是最近在研

究土壤密度对作物产量的影晌中提
一

出来的两个概 念
。

这两个概念的单位不同
,

我们不能将它棍淆起来
。

坚

实度的单位是克 /厘米 8 ,

而硬度的单位则是克 /厘米 名。

这两个因素之间固有联系
,

.

然而它们之间却是不同义
的

。 ”

第肚更第二段
` , ·

…
,

而土壤坚实度的大小
,

除与土 ’

攘的机械成分
、

湿度等等因索相关外
,

它还旅决于土

旗结构状况
。 ” “ ”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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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编教材《土壤学》土化专业用第二册 1 9 7 9年

河北农业大学印
,

第十一章土壤物理机械性和耕性
,

第

扁 一节土壤物理机械性采用土壤硬度和土壤坚实度两个

词
,

它们的词义是
: “

土壤硬度是指外物楔入 (或切入 )

挤压时与垂直应力相当的土壤阻力
,

可用楔入阻力或

抗压强度表示
。

前者是柱塞 (锥形或圆柱形 )插入土壤

中一定深度所需的力 (公斤 /厘米
2
) , 后者是指原状土

块或调制成一定形状的土坯抵抗外力使其破碎的阻力

(公斤 /厘米 “ )
。

土壤坚实度 (也称抗缩阻力 )是指土壤

对挤压力的反应
,

定量地用压缩每单位容积土壤所需

的力 (公斤 /厘米 , )表示
。

土壤在压缩过程中孔隙容积

的变化最为明显
,

所以也可以土壤孔度或孔隙比的变

化
,

来反映土壤的压缩程度
。 ”

见该书 162 页
。

在第四节

土壤压板问题和少耕法
,

土壤板实问题的小段中写道
:

“

当土壤承受较重荷载时
,

受到压缩
,

表现为孔度减小
,

孔径缩小 (主要是通气孔隙减少 )
,

土壤的紧实度增大

容重增大等
。 ”

见 16 9页末
。

从这一小段的内容来看
,

此

处所指的土壤紧实度即 16 2页质讲的土壤坚实度 的概

念
,

两者是同义词
。

《土壤学》农业出版社 1 9 6 5年 5 月版
,

第三章土壤

的物理性状和耕性
,

第三节土壤的物理性质
,

在第 99

页土壤的坚实度小段中写道
: “

土壤的坚实度是指土壤

产 的松紧程度及其易碎或不易碎的程度
。 ”

在该书第七章

土壤调查
,

第 29 6页土壤剖面的观察和记载一节 中用

“
土壤松紧度

”
一词

,

解释为
“

是土壤重要耕性之一
。 ”

从

所讲的意思来看
,

和前文所指的
“

土壤坚实度
,

是一回

事
。

,

科学出版社 1 9 7 8年 1 1月出版的《土壤物理性质 测

定法 》 ,

第十二章土壤物理机械性质
,

第 1 88 页
“

土壤坚

实度是指柱塞 (或锥体 )插入土壤时与垂直压力相当的

土壤阻力
,
又称穿透阻力

,

它与土壤的质地
、

结构特性

及含水量的大小有关
。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1 9 7 9年 6 月出版的《 土壤物理性测定法》 (译本 )
,

第六

章土壤力学
、

第一节土壤硬度
“

是对粒径组成
、

孔隙量
、

容积重 (现场填充密度 )
、

含水状况等的综合表现
。 ”

见

43 9页
。

从上列的几段文字
,

即可看到
“
土壤坚实度

”

这个

词
,

在不同的书中
,

有着不同的概念
,

所表示的单位

也不同
。

《农业辞典》和《土壤物理性质测定法 ))( 科学出

版社 )两书对这个词的词义是一致的
。

《土壤结构改 良

剂》和全国统编教材《土壤学》两书的词义是相吻合的
。

但是前两书所讲的
“

土壤坚实度
”

与后两书所指 的
“

土

人 坡坚实度
, ,

却是词义不同的两桩事
. “

土壤硬度
”
和

“
土

攘坚实度
.

两个词在某些不同的书籍却成为同义词
,

如

《土壤结构改良剂》
、

《土壤物理性测定方法》 (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和全国统编教材《土壤学》所 讲

的
“

土壤硬度
”
与《土壤物理性质测 定 法》 (科 学 出 版

社 )
、

《农业辞典》所指的
“

土壤坚实度
”

概念相同
。

而在

《土壤结构改 良剂》与全国统编教材《土壤学》两 书 中
,

“

土壤硬度
”

和
“

土壤坚实度
”
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词

。

假

若现在要使用其中一个词名
,

那么就必须附加它的词

义说明
,

否则他人就很难判断指的是什么词义了
。

不仅如此
,

在近两年出版的土壤书籍中
,

有不少

采用
“
土壤松紧度

”

一词
,

如全国中专农业学校试用教

材《土壤肥料学》南方本下册
、

农业出版社 1 9 7 9年10 月

第一版
,

第 484 页土壤松紧度的解释
, “

土壤松紧度是

指土壤疏松或紧实程度
,

一般可用小刀插入土壤深度

及阻力大小进行判断
。 ”
《土壤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9 7 5

年 10 月版
,

第 1 12 页
“

土壤松紧孔隙状况
,

紧实的表现

以容重来衡量
,

以容重为指标
。 ”
《土壤普查与改 土 规

划》河北人 民出版社 1 9 7 9年 3 月版
,

第 104 页
“

土壤的松

紧
,

它是土壤质地
、

结构
、

孔隙
、

水分等物理性状的综

合反映
,
其中特别是与土壤孔隙状况有关… …在评定

土壤的松紧度和孔隙度时最好用容重取土器按剖面层

次分别取土以测定其容重
。

… …
” 。

《土壤知识浅说》农

业出版社 1 9 8。年 11 月版
,

第 143 页
“

孔隙和松紧度
,

在

野外调查松紧度多用筷子或小刀插入土壤
,

根据插入

的深度和用力的程度来判断土壤的松紧度
。 ”
《土 壤普

查
、

诊断与土壤改 良》湖南人民出版社 1 9 7 7年 8 月版
,

第 62 页
“

土壤松紧度是指土粒胶结及排列的紧密程度
,

它可反映土壤耕性及孔隙状况
。

… …
” 。

这几本书所采用的
“

土壤松紧度
” ,

词名相同
,

但

仔细来看
,

其概念仍存在着差异
,

词义并不是一致的
,

把上列书中
“

土壤松紧度
”

的词义若与《农业辞典》的两

个词来比较
,

不难看出
,

有的和土壤坚实度意思相近
,

有的则和土壤紧实度意思相似
。

综上所述
,

这四个名词
,

虽然在土壤物理
、

土壤

调查中用得很广泛
,

因为词名和词义不统一
,

已经发

生了矛盾
。

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对土壤物理机械性质的研究还薄弱
,

我 国在这方面的

研究资料和数据也比较贫乏
,

尤其是缺少合适的田间

测试的仪器和手段
。

另一方面亦是由于引用国外资料

翻译过程中造成的
。

致使这几个词的概念在各书中不

完全一致
,

其实这四个词归纳起来只有两种概念
,

从

词义的角度来看并不紊乱
,

完全应该做到
,

而且也能

够做到词名与词义的统一至于非专业性的辞书
,

上海

辞书出版社 1 9 7 9年 9月出版的《辞海》
,

把
“
土镶紧实度

”

与
“
土壤硬度

,

两个词划以等号
,

并为一词
,

那是不适

的
。

当然
,

各书的作者在这方面所采用的词名与词义

都有自己的出处
,

或有一定的根据
,

毫无疑义
,

是不

会不界而虹的
。

仅鉴于此
,

笔者提出商榷的意见
,

建议

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
,

进行一些调整
,
暂做一个



统一
。

必须说明
,

所提出的商榷意见
,

并无折衷是非

和援疑质理的意思
,

只是为着解除矛盾
,

便利读者
、

方

便教学
,

供大家讨论
。

第一
、 “

土壤坚实度
”

一词在词义上矛盾最突出
,

是

产生矛盾的焦点
,

建议把这个词 名封存
,

暂不使用
,

避

免了同词而异义的间题
,

又免除了异词而同义的状况
。

第二
、

保留
“

土壤硬度
”
和

“

土壤紧实度
”

两个词
。

凡

是指柱塞 (圆柱形或锥体 )楔入土壤时与垂直压力相当

的土壤阻力 (楔入阻力亦即穿透阻力 )者
,

用
“

土 壤 硬

度
”

这个名词
,

其单位是公斤 /厘米
“ 。 “

土壤紧实度
”
是

指加一定量载荷
,

使土壤体积减少 (压缩现象 )
,

即由

于土壤孔隙量的减少所致
,

它是土壤对挤压力的反应
:

其表示的方法是压缩每单位容积土壤所需的力 (公斤 /

厘米 3 )
,

因此也可用土壤孔隙度或以土壤容重 (克 /厘

米
“
)的变化来反映土壤紧实的程度

。

第三
、 “

土壤松紧度
”

一词
,

从词名来看是比较通

俗的
,

但是目前各书所给予的概念含糊
,

其所指的内

容
,

也没有超出
“

土壤硬度
”

·

和
“

土壤紧实度
”

的范畴
,

因

此建议不要继续使用
,

也把它封存起来
。

这样做法
, 四个名词封存了两个

,

大家都暂不使

用
,

保留两个名词流通
,

既不影响日常的运用
,

又解

决了混淆的现状
。

土壤学讲座

土 壤 矿质 颗 粒 及 土壤 质地

邓 时 琴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

土壤是一个三相体
,

由固
、

液
、

气三相组成
。

土壤固相

即土壤颗粒 (简称土粒 )
。

土粒包括矿质颗粒
、

有机颗

粒及有机
一
无机复合颗粒

。

在一般土壤中
,

矿质颗粒约

占土壤固相重量的95 %以上
,

因此
,

所谓土壤顺粒
,

主

要是指矿质顺粒
。

土粒是组成土壤的重要物质基础
,

有的直接由岩

石在原地风化残积而来 , 有的则是风化产物经水流或

风力搬运沉积而来的
。

土粒的组合比例即土壤质地
,

可

影响土壤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化学及物理化学等性质
,

是拟定土壤利用
、

管理和改良措施时最容易掌握的重

要依据
。

因此
,

合理的划分粒径标准
,

分离和研究各

粒级的理化性质以及拟定科学的土壤质地分类 系统
,

不仅是土壤物理学中的重要内容
,

也是土壤地理和土

壤改良工作者所重视的间题
。

一
、

土粒分级标准及各级土粒的性质

土粒的大小很不均一
。

在 自然状况下
,

这些大小

不同的土粒
,

有的彼此不粘结的存在于土壤中
,

称为

单粒
,

也有的相互粘结成为一个集合体
,

称为复粒①
。

土粒的分级通常是按不同大小的矿质单粒而划分的
。

(一 )土拉分级标准 将土壤颗粒按其直径的大小

(毫米或微米 )可划分成若干级或组
,

称为粒级或粒组
。

土粒的形状都是不规则的
,

特别是薄片状和棍棒状的

细土粒
,

在长
、

宽
、

高三个方向上相差很大
。

因此
,

人

们把不同形状的土粒假定为理想的球形土粒
,

把这个

理想球体的直径
,

叫做
“
当量直径

”

或
“

有效直径
” ,

以

这个
“

当量直径
”

作为划分土粒的标准
。

所以
,

在土壤

学中所说的土粒直径 (粒径 )
,

往往是指其
“

当量直径
” 。

土粒的
“

当量直径
”

是根据土壤顺粒分析 (即土壤

机械分析 )来确定的
。

砾和砂 ( > O
。

25 毫米 ) 是用筛分

法分析
,

它们的
“

当量直径
”

就是指该粒级恰好通过筛

孔的直径
。

而粉粒和粘粒 ( < 。 .

25 毫米部分 )
,

是利用

各土粒在静水中沉降速度的差异 (粗粒沉降快
,

细粒沉

降慢 ) 来分级
。

它们的
“

当量直径
”

是相当于沉降速度

相同的理想球体的直径②
。

如何确定各个粒级之间的粒径界限
,

例如多大直

径范围的土粒叫砂粒
、

粉粒及粘粒
,

至今世界各国采

用的标准不尽相同
,

甚至有的一个国家也有几种分级

标准
。

因此
,

使得各地研究结果难以相互比较与引用
。

现将我国及国外主要的土粒分级标准列于表 l
,

并

简介如下
。

1
.

国际制 1 91 2年瑞典土壤学家 A
.

A
.

阿特伯

( A tt er b e r g ) 提出了土粒分级标准
, 1 9 3 0年在第二届

国际土壤学会上
,

被采纳作为国际土粒分级的基础
。

目

土化专业《 土壤学》教材编写组
, 1 97 9

:

土壤矿物质
。

全国统编教材
,

上坡学
,

12 一 26 页
,

河北农业大学印
.

浙江农业大学土 壤教研组 编
, 1 97 0

:

土壤 的顺粒 组成与理化性质
。
《 土城与土城改 良学》的补充讲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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