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简讯

第九次国际土壤分类工作会议概况
’

赵 其 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29 87年 7月 2 0日至 s月 i日
,

我应邀参

加了在 日本举行的第九次国际土壤分类工作

讨论会
,

这次会议是由日本土壤及植物营专

学会及美国农部土壤保持局等单位共同召开

的
。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 57 人
,

包括 16 个国家
,

其中日本20 人
,

美国 13 人
,

新西兰 4 人
,

西

德
、

南朝鲜各 3 人
,

中国
、

菲律宾
、

荷兰各

2 人
,

泰国
、

印尼
、

西班牙
、

马来西亚
、

哥

斯达尼加
、

厄瓜多尔
、

比利时
,

菲济等各 l

人
。

会议目的是通过论文
、

墙报交流及会后

实地土镶考察
,

对火山灰土壤的分类制进行

讨论
,

并在此基础上
,

对美国系统分类及 国

际火山灰土分类的现行方案进行修订
。

会议

共开十三夭
,

除宜读论文 ( 25 篇 )及墙报 ( 20

篇 )交流五天外
,

其余 8 天为野外土壤考察
,

从 日本筑波市经仙台
、

盛冈
、

青森
、

带广
,

直

到札懊市
,

行程三千多公里
,

共观察17 个土

城剖面
。

由于这次会议主题是火山灰土
,

过

去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

因此
,

我在这

次会议上仅进行了墙报交流
,

但不少学者对

我国火山灰土
,

特别是对东北德都五大莲池

的火 山灰土很感兴趣
,

美国
、

新西兰及 日本

的土壤学家们都希望与我国进行合作 研 究
,

这对我国火山灰土的研究将有所推进
。

一
、

火山灰土的分布与基本特性

火山灰土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分布面 积
。

美国农部W
.

A r
on ld 指出

,

这类土壤的分布

与火山喷出带密切相关
。

从全球看
,

火山活

动区主要位于太平洋火山喷出带及非洲断裂

谷带
,

同时
,

意大利南部
、

加那利群岛
、

冰

岛及夏威夷群岛都有火山分布
,

日本也是火

山分布区
。

据统计
,

当前世界上已有记载的

火山共有 1 3 0 0多座
,

而火山灰碎屑所覆盖的

土壤面积
,

在全世界约有 1 亿公顷
,

占整个

地球总面积的 0
.

8 %
。

由于火山灰土是发育在火山喷出物或火

山碎屑物上的土壤
,

其发育程度较微弱
,

因

此
,

这类土壤具有特殊的土壤性质
。

首先
,

土

壤中的原生矿物以玻璃质物质及 长 石 等为

主
。

据日本N
.

Y
o s h i n a g a等人研究

,

在 日本

33 个火山灰土中
,

比重 < 2
.

8 的轻矿物含量

最高
,

而比重 > 2
.

8 的重矿物仅少量存在于

部分砂粒中
。

这类土壤的粘土矿物是以短程

有序矿物
,

如水铝英石及伊毛镐石为主
,

并

在一定条件下出现非晶态的铁的氢氧 化 物
,

这些短程有序矿物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

它能

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发生明显变化或变化很缓

慢
,

这是该类土壤在发育程度上区别于其他

土壤的主要特点
。

其次
,

按日本北海道大学

B
.

W
a r k e nt in 等人研究

,

火山灰土具有容重

低
,

结构稳定和干燥时不可逆的变化等土旗

物理性质
,

这类土壤中稳定团粒之间的联结

力
,

主要是靠颗粒之间的可变电荷表面和有

机质的力来维持的
,

所有这些物理特性
,

均

.
本文摘写中

,

引用了
.

第九次国际土城分类工作会议土城考察指南
’
及 “

国际火山次土分类委员会分类草案
”
中的部

分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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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火山灰土的诊断特征
。

此外
,

日本东

北大学的 1
.

K at s u
hi or 等人对采自七个国家

的 1 00 个火山灰土的铁铝腐殖质复合体进行

了系统研究
,

结果表明
,

火山灰土中腐殖质

的积累和稳定化作用与铁铝腐殖质的形成是

同时进行的
,

同时无论是单质还是聚合态的

氢氧化铁
、

铝离子都与腐殖质相联接
,

从而

形成铁铝腐殖质的复合体
,

而这种复合体的

形成与积累是阻碍火山灰土 中
,

水铝英石与

伊毛镐石形成的主要原因
。

因此
,

铁铝腐殖

质复合体对火山灰土的发生与性质有明显影

响
,

并可作为区分湿润火山灰土和冷冻火山

灰土的重要标志
。

日本 O
.

Y ut a k a
等人对 89

个火山灰土的腐殖质进行了对比研究
,

结果

表明
,

氢氧化钠溶性的土壤有机质的△log K
,

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土壤腐殖化 程 度的 指

标
。

为此他们提出
,

按
`

照 △ l
o g K ( 0

.

6 5 0 )

值
,

可将土壤划分为两组
,

而△l o g K < 0
.

65 。

的均可划归火山灰土
。

此外
,

火山灰土的腐

殖质
,

按照光密度可分为四种类型
,

即 K
: ,

K Z ,

K
3
和 K

` ,

这样
,

绝大多数的火山灰土

均可归入其中
。

二
、

火山灰土的国际分类

较早的火山灰土的分类建议
,

是 1 9 7 8年

由 G
.

S m it 五提出的
,

其后这一分类制
,

则由

国际火山灰土分类委员会 ( I C O M A N D ) 不

断加以完善
。

这次工作讨论会上
,

该分类委

员会对火山灰土的分类制又提出 了 新 的 建

议
,

兹简介如下
。

( 一 )关于火山灰土的概念

火山灰土的中心概念
,

是发育在火 山喷

出物 (如火山灰
、

浮石
、

火山碎屑
、

玄武岩 )

上的土壤或仅指在火山碎屑物上的土壤
。

这

类土壤的胶体部分主要是短程有序矿物或是

铝腐殖质复合体
。

根据最近研究认为
,

在某

些环境条件下
,

非火山起源的母质中的原生

的铝一硅风化物
,

也可形成短程有序矿物
,

这

种土族也包括在火山灰土的概念中
。

大多数

火山灰土的主要过程是一个风化和转变的过

程
,

通常土壤内部的迁移和迁移化合物的淀

积是微弱的
,

然而
,

有机物与铝复合的有机

物的积累
,

在许多状况下
,

都是火山灰土的

特征
。

原生的铝硅风化物可在短程有序矿物

如水铝英石
、

伊毛镐石等形成之前而存在
,

通

常这一状态被认为是由未风化的火山灰母质

向风化较深条件下的其他土纲特性转化的一

个阶段
。

火山灰土可以有各种诊断表层
,

它也可

以有各种土壤湿度和温度条件
,

因为这种土

壤可出现在景观的任何位置和任何高度 上
。

此外
,

火山灰土符合矿质土的要求
,

因此可

将其与有机土分开
。

许多火山灰土都是有层次的
。

火山灰土

的特点一般都显示在上层 60 厘米的矿质土城

中
,

至少也要显示在上部 35 厘米的土层中
,

这

是火山灰土在土纲一级上的最低要求
。

火山

灰土与灰化土
、

氧化土的区别
,

主要表现在

土壤淀积层与粘土矿物组成上
,

同时这类土

壤允许有一个干早土壤湿度状况
、

碳酸盐
、

石

膏和盐类的次生积累也可能在火山灰土中发

生
。

(二 )火山灰土的特点

土壤物质必需符合以下三个要求中一个

以上的
,

才算具备火山灰土的特点
。

1
.

a
.

草酸可提取的铝加上 1 / 2草酸可提

取铁为 2 %或更多 , b
.

< 2 毫米碎屑 的 容

重
,

在 1/ 3巴水吸力下等于 或 小 于 0
.

9 克 /

厘米
” , 。 .

硝酸盐的固定在 85 %以上
。

或者

2
. a .

60 % 以上的土体是 > 2 毫米的火

山碎屑物 ; b
.

在 < 2 毫米的碎屑中
,

草酸可

提取的铝加上 1 / 2 草酸可提取的铁等于或大

于 0
.

40 %
。

或者

3
.

0
.

02 一 2
.

0毫米碎屑至少是 < 2 毫米

碎屑的 30 %
,

且符合如下三个要求之一者
:

a .

如果 < 2 毫米的碎屑的草酸可 提 取

的铝加上 1 / 2 草酸可提取的铁是 0
.

40 %或更

多
,

那么在。
.

02 一 2毫米的碎屑中至少有 30 %

的火山玻璃质
。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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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如果< 2毫米的碎屑的草酸可 提 取

的铝加上 / 12草酸可提取的铁里是 2
.

0%或 更

多
,

那么在 0
.

02 一 2 毫米碎屑中至少有 5 %

的火山玻璃质
。

或者

。 .

如果 < 2毫米碎屑中草酸提取的铝加

上 1 / 2草酸可提取的铁在 (。
.

40 % 和 2
.

。% 之

间
,

那么在0
.

02 一 2毫米碎屑中有足够的火山

玻确质
。

(三 )火山灰土纲与亚纲划分

国际火山灰土分类委员会已正式建议将

火山灰土列为土纲
,

土纲以下共划分为 8 个

亚纲
,

即潮湿火山灰土
、

冷冻火山灰土
,

早

火山灰土
、

操火山灰土
、

碎屑火山灰土
、

干

火山灰土
、

水成火山灰土及润火山灰土等
,

土

纲及亚纲均有各自的检索标准
。

( 四 )土类与亚类的划分

兹列举潮湿火山灰土亚纲中所划分的土

类为例
。

如在潮湿火山灰土亚纲中
,

按土类

检索标准
,

共分为 6 个土类
,

即冷冻潮湿火

山灰土
、

薄层铁磐潮湿火山灰土
、

硬磐潮湿

火山灰土
、

碎屑潮湿火山灰土
、

黑土性潮湿

火山灰土及弱发育潮湿火山灰土等
。

在上述土类中
,

如冷冻潮湿火山 灰 土
,

按亚类检索标准共可分为永久冷冻潮湿火山

灰土
、

石质冷冻潮湿火山灰土
、

碎屑冷冻潮

湿火山灰土及典型冷冻潮湿火山灰土
。

又如

在弱发育潮湿火山灰土土类中
,

按亚类检索

标准
,

可分为七个亚类
,

即有机弱发育潮湿

火山灰土
、

水成弱发育潮湿火山灰土
、

高度

风化弱发育潮湿火山灰土
、

埋藏有机弱发育

溯很火山灰土
、

碎屑弱发育潮湿火山灰土
、

通

气性弱发育潮湿火山灰土及典型弱发育潮湿

火山灰土
。

至于亚类以下的分类标准与美国系统分

类中的标准基本相同
,

此处不再列举
。

在火山灰土分类问题的讨论中
,

美国农

部的W
.

A rn ol d指出
,

由于这类土壤在 分布

及土城性质上具有特殊性
,

可考虑在美国土

城系统分类中将火山灰土作独立土纲 列 出
。

此外
,

新西兰的M
.

L ea m y 对火山灰土 的 分

类单元提出了新的建议
,

美国 的 A
.

H e w it t

及 J
.

K im lb e
等人

,

分别对火山灰土向始 成

土及向氧化土的过渡问题
,

提出不少看法
,

同

时美国 C
.

L
.

iP n g对美国阿拉斯加及 日本北

海道的火山灰土的分类提出了具体建议
,

日

本的 S
.

S h oj i对火山灰土的分类指标提出了

修改方案
。

所有这些均说明
,

当前火山灰土

的分类问题已引起国际关注
,

这对火山灰土

的分类研究
,

必将起明显的推动作用
。

三
、

日本的火山灰土

日本地处太平洋西岸火山带
,

全国有火

山 16 8座
,

包括活火 山36 座
,

其中著名的火山

是海拔 3 7 6。米的富士山
,

它最后一次的喷发

期距今仅 2 80 年
,

当今仍有喷气现 象
。

日本

S
.

S hoj i指出由火山灰碎屑所覆盖的火 山 灰

土占日本全国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

在耕作

土壤中
,

这类土壤占40 %左右
,

过去这种土

壤肥力不高
,

但六十年代后
,

随着农业技术

发展
,

火山灰土逐渐具有较高生产力
,

除生

长茂密森林外
,

块根作物如萝 卜
、

山药
、

马

铃薯
,

果树如苹果
、

温州密桔
,

以及大豆
、

甜

菜等均可种植
,

此外
,

由于土壤具有良好排

水性及多孔性
,

因而还可用于道路及房屋建

设
。

根据这次土壤考察
,

兹将日本几个代表

性火 山灰土的剖面性状介绍如下
。

(一 )
`

:沮润玲月火山灰土 ( U d i v i t r a n d )

位于 日本青森东北 2 公 里
,

海 拔 13 米
,

年均温 7 ℃
,

年雨量 1 1 0 0毫米
,

植被为蒙古

栋
,

母质为多次堆积的火山灰碎屑物
。

A层
,

O一 22 厘米
,

表层 2 厘米为落 叶

层
,

10 Y R 2 l/
,

疏松
,

大量根系
、

火山碎屑

物
,

断代年龄2 00 年
。

粘粒含量 ( < 2 时 2%
,

容重 0
.

2克 /厘米
3 , p H S

.

6 ,

有机碳 5
.

51 %
,

C E C (阳离子交换量 ) 1 9
.

3 毫克当量 /百 i克
。

水铝英石。
.

4%
。

B层
,

2 2一 1 0 0厘米
, 1 0Y R 5 / 6

,

疏 松
,

润
,

多孔
,

有根系
、

火山碎屑物
,

断代年龄

3 3 2



幼。年
,

粘粒含量 5
.

2%
,

容童。
.

69 克 /厘米
3 ,

p H S
.

8 ,

有机碳 7
.

2%
,

水铝英石 8
.

32 %
。

B w 层
, 1 0 0一 1 5 0厘米

, 1 0Y R 3 / 4
,

夹粗

砂
、

松
,

润
,

根系少
,

含10 %玻璃物质
,

断

代为 8 0 0 0年
,

容重 0
.

5 2 克 /厘米
” , p H 6

.

0
,

有机碳 1
.

49 %
,

C E C 4 2
.

8 毫克当 量 /百 克
,

水铝英石 3 1
.

92 %
。

B t层
, 1 5 0一 1 9 0厘米

, 7
.

5 Y R S / 6
,

含

粗砾质
,

并含大量火山砾岩块
,

此层物质断

代一万年
,

有 机 碳 1
.

4 9%
, p H 6

.

0
,

C E C

3 4
.

6毫克当量 /百克
,

水铝英石 2 2
.

3 2%
。

本剖面是由火 山灰碎屑物堆积所发育的

火山灰土
,

其分布面积占6
.

7万公顷
。

一般只

发展林业
,

但通过改 良
,

每公顷可产玉米 1 0
·

2

吨
,

干草可产 7
.

3吨
。

改良措施是在表 层 50

厘米内增施磷肥及枯土物质
,

以改良土壤耕

性
。

( 二 )黑土型润火山灰土 (M
e l a n u d a n d )

位于北海道土别市东南 2 公里
,

海拔 52

米
,

年均温 5 ℃ ,

年雨量 1 4 0 0毫米
,

植被为

落叶阔叶林
,

母质为火山灰物质
,

年龄 1 0 0。一

5 0 0 0年
。

A 层
, 。一 36 厘米

,

表层 4 厘米为落 叶

层
,

10 Y R 2 1/
,

疏松
,

多孔
,

大量根系
,

细

团块构造
,

粘粒含量 6
.

3%
,

容 重 0
.

45 克 /

厘米
3 ,

有机碳 9
.

3 7%
, p H S

.

5
,
C E C 3 1

.

o 毫

克当量 /百克
,

水铝英石 0
.

64 %
。

B层
, 3 6一 10 0厘米

,
i o Y R S / 6

,

疏 松
润

,

多孑L
,

团块构造
,

有少量根系
,

粘粒苦
蛋 2

.

8%
,

有机碳 1 1
.

6%
, p H S

.

s ,
C E C 3 5

毫克当量 /百克
,

水铝英石 8
.

4 %
。

B w 层
, 1 0 0一 1 2 7 厘米

, 1 0 Y R Z / 2
,

较

紧
,

根系少
,

结构不明显
,

含有 2 一 5 毫米

的浮石块
,

粘粒含量 2
.

7 %
,

有机碳 4
.

48 %
,

容盆。
。

7 0克 /厘米
“ , p H 6

.

3 ,

C E C 2 6
.

5毫克

当量 /百克
,

水铝英石 1 5
.

6%
。

B t层
,

1 2 7一 1 8 8厘米
,

7
.

5 Y R S / 6
,

较

松
,

较干
,

孔隙多
,

根少
,

含大量浮石块
,

有

的直径达 18 厘米
,

粘粒含 t 3
.

6%
,

有 机 碳

0
.

5 1%
, p H 6

.

3
,

水铝英石 2 0
.

4%
。

C层
, 1 5 5一 2 0。厘米

,

松
,

多孔
,

火山

碎屑夹大量浮石
,

有机碳 0
.

45 %
,

水铝英石

8
.

9 6%
。

这类土壤约占1 7
.

6万公顷
,

除林用外
,

在

改 良条件下
,

只能种植牧草
,

每公顷年产草

量 8
.

2吨
。

在改良中
,

主要补充氮及钾肥并追

施磷及镁肥
,

以便维持牧草的养分平衡
。

(三 )弱发育火山灰土 ( H a p l u d a n d )

位于仙台市东北 1 5公里
,

海拔 5 80 米
,

年

均温 7 ℃
,

年雨量 1 5 0 0毫米
,

植被为针阔混

交林
,

母质为火 山灰物质
,

堆积时间
, O一

3 0厘米为 1 0 0 0年
,

3 0一 1 0 8厘米为 5 0 0 0年
。

A 层
, 。一 30 厘米

,

表层 4 厘米为落 叶

层
,

10 Y R 22/
,

疏松
,

多孔
,

湿润
,

团块构

造
,

根系多
,

粘粒含量 15
.

9%
,

有机碳7
.

9%
,

p H 4
.

9 ,
C E C 4 1

.

9 毫克当量 /百克
,

盐基饱

和度 4
.

6 %
,

水铝英石 1
.

76 %
。

B层
, 3 0一 20 5厘米

,
7

.

5 Y R 5 / s
,

疏 松
,

多孔
,

含有砾石 40 %
,

粘粒 10
.

1%
,

有机碳

9
.

0%
, p H S

.

1 ,
C E C 1 3

.

8毫克当量 /百 克
,

盐基饱和度 4
.

4%
,

水铝英石 12
.

56 %
。

B w 层
, 1 0 5一 1 2 5厘米

,
7

.

5 Y R 4 / 6
,

大

块状构造
,

干
,

多孔
,

粘粒含量 1
.

5%
,

有机

碳。
.

7%
,

C E C 4
.

。毫克当量 /百克
,

盐基 饱

和度 4
.

2%
,

水铝英石 9
.

44 %
。

此类土壤大多用于发展林业
,

以生长各

种松树及柞树为主
,

年生长量每公顷可达 10

一 12 立方米
,

它与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火山灰

的生产力相当
。

四
、

问题与体会

(一 )关千分类标准的统一

这次在野外共观察了 17 个土坡剖面
,

但

对同一个土壤剖面的分类
,

在不同的分类制

之间
,

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

例如
,

在这 1 7

个剖面中
,

按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制归为典型

灰化土的 8 个剖面
,

而按国际火山灰土分类

制却归为典型火山灰土 , 另外 9 个剖面按美

国分类制均属始成土
,

而按国际火山灰土分

3 3 3



类制其中6 个应属火山灰土
,

其余 8 个按国

际湿地土坡分类制
,

应归为湿地土坡
。

产生

这些分歧的原因是
:
第一

,

各个系统对不同

土镶的研究深度有所不同
,

例如美国系统分

类制中
,

对火山灰土缺乏深入研究
,

因而并

无全面的火山灰土划分标准 , 第二
,

对于不

少过渡性土坡的性质研究不足
,

例如灰化土

向火山灰土
,

始成土与氧化土向火山灰土的

过渡特征与典型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 不 够
,

因此很难确切地对某一典型火山灰土加以区

分 , 第三
,

有的国家
,

由于火山灰土分布较

广
,

也有一定研究基础
,

因此在分类中
,

易

于过份强调火山灰土的固有特性
,

而忽视这

种土城与其他土壤相互存在的客观性
。

总之
,

要彻底解决火山灰土的分类问题
,

还有待对

这一土城进行深入研究
,

特别要通过国际间

的合作
,

共同将这类土镶的分类问题加以解

决
。

(二 )土城分类应考虑土城的生产力

单纯的按土镶定量指标划分土坡而不注

愈土城生产力的特性
,

这是当前国际土城分

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

因为土壤分类的目的
,

最终是在于对土坡进行合理利用
,

以发挥其

生产潜力
。

例如
,

在这次火山灰土分类中
,

绝

大多数土坡按定量分类指标均归为灰 化 土
,

而这种土坡
,

根本不具备灰化土所特有的植

被条件与土壤生产力 , 又如
,

不少水稻土
,

按

定量标准划为始成土
,

其实始成土与水稻土

是两种生产力绝不相同的土壤
,

所有这些说

明
,

不管土壤分类的定量指标化如何发展
,

但

土坡生产力的特性作为土壤分类依据是不可

忽视的
。

(三 )我 . 土坡分类必份定 t 指标化

我国土坡分类
,

虽然有明确的发生原则
,

也往意到将土壤生产力作为分类依据
,

但存

在的问题是缺乏分类的数量化指标
,

致使土

壤分类长期处于意见分歧
,

并难于与国际土

坡分类制进行对比交流
。

今年 1 月
,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土壤分类组初拟了
“

中

国土坡系统分类
”
(二稿 )

,

这是我国根据诊断

土层与土坡定量指标进行土壤分类的一次重

大尝试
,

我们希望这一分类体系
,

经过国内

外同行们的共同修改补充
,

必将会逐渐得到

大家公认
,

并将对整个土壤地理学的发展起

到推动作用
。

、 . 尸 ,

二 r 、 了 , . `
,

、 确 、 一
,

二
尸 ,

一
,
一“

护 卜 ` , ` ,白 . 护 、 ` . 护 , 卜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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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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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科学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
,

重要科研成果的专题报告
,

各学科研

究的新进展和综述等
。

读者对象是国内外农牧业科技工作者和院校师生
,

农业生产战线上的

干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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