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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年前在苏联阿拉木图召开的
“
国际土坡分类会议 ” ,

介绍 了国内外土坡 分类的发展 趋势
、

现状及我

国土壤系统分类的改进问题
。

1 9 8 8年 9 月中旬
,

作者应邀去苏联阿拉木图参加由国际土壤学会
、

全苏土壤学会
、

杜库

恰耶夫土壤研究所等单位主持召开的
“

国际土壤分类会议
” 。

包括东道国苏联在内的来自29 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1 00 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

这是一次东西方土壤分类三大学派的聚会
,

会议

动向反映了当前土壤分类研究的趋向
。

本文拟结合这次会议谈谈土壤分类的现状 及 改 进 问

题
。

一
、

土壤分类研究的趋势

这次会议反映出土壤分类研究工作的三大趋势
:

(一 ) 土壤系统分类研究更加活跃

这次会议是在各方面进行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
。

首先
,

美国近年来已就干早土
、

火

山灰土和灰土的分类问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
,

以进一步完善其土壤系统分类
。

为了及时反映

新的进展
,

美国在
“

土壤系统分类
”
一书出版后仍每隔两年出版一次

“
土壤系统分类检索

” 。

在

这次会议上
,

他们还向与会者赠送了该书的第三版
; R

.

W
.

A r n o
ld 并在会上作了题为

“

土壤

系统分类的新发展
”

报告
。

其次
,

联合国 F A O 出版了新的世界土壤图图例
,

划分 出 28 个一级

单元
,

并有详细的说明
。

M
.

F
.

P盯en n代表 F A O在会上作了
“

世界土壤图及其图例的修订
”

报告
。

再次
,

苏联的科研部门和高校部门分别提出了各 自的新的土壤分类系统
,

同时有近 30

位苏联朋友
,

代表各加盟共和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在会上介绍了地区性土壤分类的研究成果
。

此外
,

中国
、

印度
、

联邦德国
、

法国和罗马尼亚的代表也在会上作了发言
。

在这次会议上
,

国际土壤学会第 V 组主席 A
.

R ue n a n
(法 )和国际土壤分类参比基础 ( I

-

RB )负责人 R
.

D u
da l就如何加强交流和合作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设想和计划

。

所有这 些 都 表

明
,

国际上 土壤分类研究是十分活跃的
。

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又必将推动土壤分类的发展
。

(二 )对人为土坡更加孟视

由于人类活动对土壤的巨大影响
,

以致难以用一般的自然规律对人为土壤加以解释
,

因

此
,

对人为土壤的研究及其在分类中的位置已越来越受到重视
。

联合国 F A O 的世界土壤 图

的 2 8个一级图例单元中就包含有人为土 ( A nt h r os ol
s
) ; IR B 提出的 20 个土壤单元中也设有 人

为土 ( 5 01 1 w iht a nt h r i o at tr i but es )
,

这次会议上
,

·

苏联两位土壤学家分别提出了设人为堆积

土 ( A
n t il r o p o g e n i e一

a e e u m u l a t i v e
)和人为土 ( A n t h r o p o g e n i e )土纲的建议

。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虽未设人为土纲
,

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系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

他

5母

套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9. 02. 002



衡

们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

美国土壤学家 A
.

s K os e

在会上介绍了
“

人为土壤诊断层
” 。

他们根据

文献资料将人为土壤诊断层划分了人为表层 ( A nt h r op i砚 ePI P ed n o)
、

园艺表层 ( HO rt i oep ip -

ed on
)

、

灌淤表层 ( I
r r ig r ie ep ip ed on

) 和水耕淀积层 ( Hy d r ug r ie h o r iz on
)

。

在人为土纲下划

分出厚熟
、

矿质底
、 ’

园艺
、

岩性
、

灌淤和潮湿人为 土等六个亚纲
。

厚熟人为土 ( P l
a g ga s n)亚

纲中有湿润厚熟人为土 ( U d iP lag g a s n) 土类
,

并分出典型的 ( T y iP c )
、

湿草原的 ( B
r u
in

。
)和漂白

的 ( A lb ic )亚类 ; 矿质底人为土 ( T
e r ar sn )亚纲中有湿润矿质底人为土 ( U id t e r ar sn ) 土类

,

并

分出砂性的 ( A er in
c )和园艺的 ( H or ict )亚类 ; 园艺人为土 ( H or t an

s
) 亚纲中有湿润园艺人为

土 ( U d i hor at sn ) 土类
,

只分出典型 的 ( T y p ic ) 亚类 ; 岩性人为土 ( R ge an
s )亚纲中有湿润岩性

人为土 ( U id er ga sn )土类
,

只分 出种植葡萄的 ( V i in
。 )亚类 ; 潮湿人为土 ( A qu an

s
) 亚纲中有

淹水潮湿人为土 (还原 型 ) ( S u b a q u a n s )
、

水成潮湿人为土 (氧化还原型 ) ( H y d r a q u a n s )
、

表层

潮湿人为 土 (氧化型 ) ( E p ia q u a sn )和漂白潮湿人为土 (漂白型 ) ( A l b a q au sn )等土类
,

亚类很多

待研究
;
灌淤人为土 ( rI r g a sn ) 亚纲中有干热灌淤人为土 ( T or ir ga sn )土类

,

只分出典型的

( T y P i e )亚类 〔 1〕
。

我们认为
,

人类对土壤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 ; 也有消极的一面 (如水土流失
、

次生盐渍化

或次生潜育化以及污染等 )
,

所以必须具体分析
,

并应视其影响大小
,

给予不 同的级别
,

与会

代表对此表示赞同
。

(三 )建立世界性统一土壤分类的呼声更高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
,

学科之 间的相互渗透以及计算机的应用
,

对土壤分类的标准

化和定量化的要求越来越高
。

美国的土壤系统分类就是着眼全球而希望成为世界性的分类 ,

联合国 F A O也企图借助世界土壤图的编制而发挥其对国际土壤分类的重大影响
。

但从学术上

和财力资助能力上来看
,

仍以美国的分类影响为最大
。

凡有一定技术和经济力量的国家
,

它们一面在研究本国土壤
,

一面在探索世界性的统一

分类 ; 而更多的国家既无足够力量进行分类研究
,

又缺少可供使用的统一分类
,

因而他们对

建立世界性的统一分类的呼声特别强烈
。

有鉴于此
,
I R B提出了 20 个基本单元

,

要求各国共同研究
。

这 20 个单元是
:

有机土
、

变

性土
、

火山灰土
、

灰化土
、

滞水土
、

铁铝土
、

碱土
、

温带淋溶土
、

热带淋溶土
、

冲积土
、

潜

育土
、

盐土
、

苏打土
、

黑钙土
、

石介土
、

钙质土
、

松软土
、

雏形土
、

人为土和原始土
。

IR
-

B希望中国负责和参加人为土和冲积土的研究
,

只需提出二级分类
,

其余由各国自行确定
。

二
、

国外土壤分类的现状

鉴于国内土壤工作者对最具有学术影响的美国分类系统已较为熟悉
,

这里不拟重述了
。

下

面主要谈谈苏联
、

亚洲及东欧诸国的分类现状
。

(一 )苏联土壤分类

苏联土壤分类正处于一个重大变革的开始
。

其变革的背景一是由于缺乏定量指标
,

面对

同一剖面
,

土壤学家们常常是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意见不一 , 二是由于国际交往增多
,

土

壤分类需要共同语言 , 三是由于新一代土壤学家的成长使苏联的土壤分类有可能开始一个新

的阶段
。

1
.

现阶段的特点 ( 1) 采用诊断层
。

从杜库恰耶夫土壤研究所 L
.

L
.

谢学夫的分类中

(表 1 )可以看出
,

苏联也开始采用诊断层作为分类的依据 〔 2孔他提出的 26 个诊断层基本上包



含了美国系统分类中的诊断层
,

并对其中某些层次还作了进一步的区分
; 对每一层次都有相

应的符号表示 ; ( 2) 增加新的类型
。

主要涉及人为土
、

热带土和潜育土等 ; (3 ) 分级也和国

际上相呼应
。

2
.

两个代表性分类 ( 1) L
。

L
.

谢学夫分类
。

L
.

L
。

谢学夫在国际土壤分类会议上提

出的苏联土壤分类结构中
,

将苏联土壤分为成熟土
、

岩成土和有机土三个门
,

再进一步划分

为 18 个土纲
,

1 05 个土类 (表 2 ) 、
该分类较少涉及热带亚热带土壤

,

但对腐殖质土给予高度重

视
。

碱土的划分亦很详尽
,

人为土也给予应有的注意 ; ( 2) B
。

C罗扎诺夫分类
。

他在
“

世界

基础发生土壤系统
”

发言中
,

将全球土壤分为弱发育
、

弱粘化
、

粘化
、

强粘化和人为土五个全

球土壤组
,

进而划出从初育土到强风化粘盘土等 20 个土纲
、

50 个土类 (表 3 )
。

这个分类是从

全球出发的
,

所以涉及热带土壤的分类比较详细
,

但从全球范围来看
,

这 50 个土类远不能容

纳全球土壤
,

或许他只是举例而已〔 3〕
。

(二 )亚洲和东欧的分类

1
.

亚洲诸国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在亚洲的影响较大
。

经常采用美国系统分类的国家有印

度
、

日本
、

斯里兰卡和泰国
。

60 年代初
,
R ay

c
ha du hsu i 等人 ( 1 9 63) 首先采用美国土壤系统

分类
。

最近
,
N bs s luP ( 1 9 8 5) 根据美国土壤系统分类编制了印度土壤图

,

但他们对分类也 提

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

印度代表 J
。

L
。

S
e h g al 在

“

印度山地土壤及其土壤系统分类问题
”

报 告

中指出
,

美国系统分类应用于气候条件特殊的土壤时
,

需要修改标准
,

扩充概念和引进一些

新的土类或亚类
。

1 9 8 0年以后
,

泰国在土壤调查中受美国分类的影响较深
,

加之
,

一些国际土壤学会议或

训练班经常在泰国举行
,

因而泰国土壤学家对美国系统分类极为熟悉
,

并将美国土壤系统分

类作为国家的分类系统
。

美国分类中的 1 0个土纲在泰国就有 9 个土纲 (干早土除外 )
。

同时建

立了 30 0多个土系
。

他们还比较确切地计算出各土纲的分布面积
。

叙利亚和泰国相似
,

他们将

美国的土壤系统分类检索译为阿拉伯文出版
。

在土壤调查中也应用了美国土壤系统分类
,

并

据此编制了叙利亚土壤图
。

还有一些国家虽有本国自己的分 类 (如印尼就有 R
.

D du a l S
o e -

rP ot ho a dr oj 分类
,

并作为国家分类 )
,

但是他们仍能比较熟练地运用美国系统分类
,

而且采用

的人也越来越多
。

2
.

东欧诸国 东欧的土壤分类有两大流派
,

一是以罗马尼亚为代表的地理发生一诊断分

类
。

近 10 年间
,

它们有三个明显的变化
:

( 1) 增加了 A Y一变性A层
,

B Y一变性 B 层
,

并把

B S
、

B
n
和 B sn 均作为灰化淀积层 , ( 2) 增加了未发育土土纲 ; ( 3) 对每一土纲的诊断层作了

更明确的规定 ; 另一是以匈牙利为代表的地理发生分类
。

他们虽然认为罗马尼亚的分类是合

理的
,

也同意引用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概念
,

但涉及具体的分类间题时
,

他们又犹豫起来
,

说

明他们正处于变革过程中
。

套

三
、

我国土壤分类的现状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初拟 )
”

问世已有 3 年多
。
1 9 8 7年在中美联合召开的

“

土壤系统分类研

讨会
”

上又提出了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二稿 )
”
H

,
E s w ar all 认为

: “

这是一项值得赞赏的成果
” ,

并且对我国干早土
、

人为土的研究特别感兴趣 ; 加拿大土壤学家王强则认为
,

这是中国的土

壤分类工作迈向定量化道路的开始
。

西欧诸国同行们对我们的土壤系统分类也进行了研究
。

R
.

D ud al 认为
,

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的提出是向世界靠拢了一步 ; M
.

F
.

P r unc n( F A O)对我国人为土的研究也特别感兴趣
,

并对干旱土的分类提出了不同意见
。

苏联和东欧诸国对我国土壤系统分类的看法是复杂的
。

他们一致认为
,

我们采用诊断层

和诊断特性是完全正确的
,

但涉及到具体分类时则有两种看法
: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分类是

美苏两大学派的
“

混合
”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我们的分类是地理发生分类向诊断分类迈进的范

例
。

当然
,

由于我们的分类是从定性向定量的转变
,

其中必然尚有许多定性分类的痕迹及一

些与国外分类混淆的地方
。

具体表现在
:

( 1) 定量指标尚不完善
,

有时一个指标缺乏上限
,

有时缺乏下限
,

无法确定指标的严格范围 ; (2 ) 分类中虽引用了国外分类中一些常用的术语

(如暗色表层
,

淡色表层 )
,

但所划分的指标却与国外不一致
。

对这种
“

取其名而违其意
”

的作

法
,

外国同行认为不可取
,

容易引起混淆
,

不利交流 ; (3 ) 一些土壤的名称有待商榷
,

有的

名称引自国外 ; 有的则沿用已久 ; 但许多名称仍以景观命名
。

看来
,

其中有的是成功的
,

有

的还要进一步推敲
。

四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改进

香

今

我国土壤系统分类工作今后应着重注意以下 3 点
:

1
.

坚持走定量化的系统分类的道路 从国际趋势来看
,

定量的土壤系统分类是必然的趋

势
,

许多亚洲 国家和苏联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

地理
、

环境和生态学界对土壤系统分类也很关

心
,

他们也迫切要求有一个定量化的土壤系统分类供他们使用
。

2
.

明确指标 为了便于交流
,

一些诊断层的指标必须结合我国情况制订
。

中国土壤系统

分类
”

(三稿草案 )中已对一些诊断层的指标作了进一步的划分
。

如三个腐殖质表层
、

三个人

为表层
、

三个粘化层
、

铁铝层和铁硅铝层等都有明确的指标规定
。

3
.

不断完善土壤系统分类 修改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

·

与
“

二稿
”

相比
, “

三稿
”

拟

作如下修改
:

( 1) 暂设人为土纲和有机土纲
。

但对人为土的区分必须有明确的指标
,

以免造成混乱
。

对于填土
, 、

拟把它从硅铝土纲中移至早耕人为土亚纲中
,

但它必须具有 50
o m 以上的堆垫表

层
。

为了和国际上相呼应
,

暂设有机土纲也是必要的 ,

( 2) 取消高寒腐殖土和寒冻土纲
。

因为高寒腐殖土是一个区域概念
,

缺乏统一的诊断层
,

实际上是包括高寒干旱土和高寒均腐殖土两个亚纲
,

二者必须分开 ; 寒冻土在我国面积不大
,

不再作一个单独的土纲划分出来 ;

( 3) 设立均腐殖土纲
。

是根据腐殖质在剖面中的分布特性而划分的
。

包括原有的松软腐

殖土
,

并把灰黑土和灰褐土这样的森林草原土壤也包括进去
,

不受原来是不是单纯
“

草原 土
”

概念的局限 ;

( 4) 对干早土的亚纲进行了修订
。

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和土壤形成的地球化学特点
,

把原

来干早土中盐积干早上和钙积干早土两个亚纲扩大为正常干早土
、

钙积干早土
、

石膏干早土

和高寒干早土四个亚纲 ;

( 5) 增加了滞水硅铝土亚纲— 白浆土
,

此土原属常湿润硅铝土
,

而实际上最能反映特

点的是它的滞水特性
,

所以将它作为滞水硅铝土划分出来更符合客观实际
,

在常湿润硅铝土

纲中增加了灰棕壤土类 ,

( 6) 在潮湿土中增加了暗潮土土类
。



至于其它的一些修改
,

将另文报道
。

表 1 苏联的诊断土层 ( L
.

L
.

谢学夫 )

一~ }己 ~

~ 一
一

一
一一—

一 `

1
.

有机和有机矿质表层

( 1 ) T

— 泥炭层

T l

—
未分解泥炭层

T :

— 半分娜泥 炭层

T 3

—
高分解泥炭层

(2 ) O

— 残落物层

0 1

—
未分解残落物层

O :

— 半分解残落物层

0 5

— 高分解残落物层

(3 ) A O— 粗腐殖层

(4 ) A

— 腐殖质层

A U
—

黑土型腐殖质层

A W— 暗色腐班质层

A Y — 淡色廊之质层

2
.

矿质表层

( 5) K— 薄表层结壳

( 6 ) S— 盐壳

(7 ) D U— 表层硬壳

3
.

亚人为活动影响的层次

(8 ) P — 人为层

(9 ) M— 桥作层

(1 0) 多— 农业灌溉层

《1 1》 T P— 耕作泥炭层

4 表下层

( 1 2 ) E L

— 淋溶层

( 1 3 ) L

—
亚结壳层

( 1 4 ) G — 潜育型

( 1 5 ) G l

—
酸化潜育型

( 1 6 ) B

—
淀积 层

B H
—

腐殖质淀积层

B H F

—
腐殖质铁淀积层

B T— 粘粒淀积层

B M— 变质层

B S— 碱化层

( 1 7 ) V

— 紧实层

( 1 8 ) S L— 盐积层

( 1 9 ) C A

—
钙积层

( 2 0 ) C S— 石 育层

( 2 1) M C— 泥灰质层

( 2 2 ) S U
— 含硫层

( 2 5 ) F S— 沼铁层

( 2 4 ) F A — 砖红层

( 2 5 ) G R— 冷冻扰动层

5
.

母质和荃岩

( 2 6 ) C— 疏松的

( 2 7 ) R

— 大块的

( 2 8 ) D

—
荃岩

雌

W质地分异 土

T以 ut r e 一

id ff e r e n 一

t i a t e d

V 生草腐殖土

S o d o gr
a n o

a e e u r Q u la t ive

奋

丫I 变质土

M亡 t am
o r P n i e

表 2 苏联土壤分类的结构 ( L
.

L
.

谢学夫 )

16
。

铁侣腐班质生草灰化土

1 7
.

铁铝肩殖夙泥炭灰化上

18
。

潜育铁铝腐之质灰壤

19
。

潜育铁铝腐殖质生草灰镶

2 0
。

潜育铁铝庸范质泥炭灰化土

2 1
。

铁铝腐殖质农讲土

2 2
。

灰化粘淀土

2 3
。

灰化潜育粘淀土

2 4
。

生草灰化粘淀土

2 5
。

潜育生草灰化粘淀土

2 6
。

潜育泥炭灰化粘淀土

2 7
。

铝化拈淀土

2 8
.

潜育灰化粘淀土

2 9
.

质 地分异耕作土

3 0
。

黄壤灰竣粘淀土

3 1
。

谱育黄城灰旗粘淀土

3 2
。

砖红壤性生草灰化土

3 3
.

砖红壤性拼作枯淀土

3 4
。

生草腐殖土

3 5
。

.

生草潜育腐殖土

36
。

生草黑色石灰土

3 7
。

腐殖质黑色石灰土

3 8
。

耕作生草膺殖土

3 9
。

棕族

4 0
。

粗腐殖质棕镶

41
。

淡黄色变质土

4 2
。

褐土型变质土

土

I 潜育土

G I即 z

em

货 一门

纲 土

l 冷冻土

C yr o z

em

互铁铝腐殖土

(A l一 eF H u l n us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成熟土

类

潜育土

泥炭潜育土

腐泥潜育土

冷冻土

粗腐扭质冷冻土

泥炭冷冻土

棕色灰化土

泥炭棕色灰化土

潜育棕色灰化土

潜育一泥炭棕色灰化土

生草灰化铁铝腐殖土

泥炭铁侣庸殖土

潜育生草铁铝腐班土

潜育泥炭铁铝腐殖土

铁铝腐殖质灰镶

U 腐殖质积累土

A e e

um
u 】a t iv e

H以O世

姐 低腐殖质

破酸盆土

(助w ~
h tnn us

以让 b o n a
et

ac c们匡 n创la t i v e)

4 3
。

变质耕作土

越4
。

黑钙土

4 5
。

粘淀黑钙土

4 6
。

黑钙土型土

4 7
。

暗色紧实黑土

4 8
。

栗钙土

4 9
。

潜育腐殖土

5 0
.

潜育泥质腐殖土

5 1
。

碳酸盐积累耕作土

5 2
。

千早棕钙土

5 3
。

灰棕色土

5 4
。

灰钙土

5 5
。

潜育次钙土

5 6
。

龟裂土

5 7
。

灌淤土

5匀
。

潜育灌淤土

5 9
。

荒澳化泄淤土

礴

:…
nó.12
的O月任一勺Jl,1.1.1,1. .ù

6 2



土 纲 1 0 4二
矛构退化的泥炭土

1 05
.

铁淀积泥炭土

双粘粒分异碱性上

(C l
a y一 di ff e r e n

ti
a te

d
a l k a l i)

表 3世界基础发生土壤系统 (B
.

C 罗扎诺夫 )

梦
之 . ,
口

二 . . ` , 民二
二

. `二
~
二̀ ` : 二

~
目 泛 ` , ` , ` : 二

性
二 玉 . . 臼 . J 匕浮 j

全球土壤组 土 纲

A 弱发育土 I 初育土

X 盐成土

H a
l o m o r P n i e

皿 铁硅铝土

F er s ial l it i
e l 变性土

皿 结壳土

C r u s t

。

X l l l 石质 土

L i th
o z em

土 类

1
。

石质土

2
.

薄层土

3
。

黑色石灰上

4
。

红砂土

5
.

准黑色石 灰土

6
。

琉松岩性土

7
。

班纹岩性土

8
。

变性土

9
.

准变性土

1 0
。

火 山法土

1 1
。

火 山灰土

12
。

生草冲积土

13
。

草甸冲积土

14
。

沼泽冲积土

15
。

沼泽土

16
。

红树林沼泽土

第二 门

X万 弱发育土

W e

山y dve e l
o P e d

土 类

6 0
.

紧实荒漠化灌淤土

6 1
。

眼 色碱土

6 2
。

淡色碱土

6 3
。

镁质城上

6 4
.

潜育碱上

6 5
。

脱碱土

6 6
。

生草脱碱土

0 7
。

潜育生草脱碱土

6 3
。

潜育泥炭脱碱土

6 9
。

盐土

7 0
。

潜育盐土

7 1
。

红奥

7 2
。

黄城

7 3
。

潜育黄坡

7 4
。

石 裔结壳土

7 5
。

碳酸盐结壳土

7G
。

泥炭石夙土

7 7
.

粗腐殖石质土

7 3
.

暗 色石质土

7 9
。

淡色石质土

8 0
。

红 色石质土

岩 成 土

8 1
。

黄灰色干早土

8 2
。

洪积土

8 3
。

沼泽土

8 4
。

层状冲积土

8 5
。

生草冲积土

S B
。

生草潜育冲权土

8 7
。

有铁质层的生草潜育冲积土

皿火山灰土

F 冲积土

杏

B 弱粘化无 剖
.

B A水成的

面分异土族 V 潜育土

V l 有机土

B B 含盐的

孤 盐演的

仪 石青的

1 7
。

潜育土

1 3
。

有机土

n 冲积土

(A l l vu i
a l )

】X 钙积的

1 9
。

盐土

2 0
。

龟裂土

2 1
。

石音土

2 2
。

龟裂性土

23
.

灰棕色土红或灰棕

摸土 )

2 4
。

棕钙土

2 5
。

灰钙土

2 6
。

灰褐 土

即 I 火山灰土

(V o l e a n i e )

8 8
。

8 9
。

9 0
-

9 1
。

9 2
。

9 3
。

9 4
。

9 5
。

9 6
。

9 7
。

9 8
。

9 9
。

1 0 0
。

腐班质泥质冲权土

腐殖质石青冲积土

泥炭潜育冲积土

腐殖质潜育冲积土

紧实冲积土

层状火山灰土

淡色火 山灰土

泥炭淡色火山灰土

灰化淡色火 山灰土

泥炭灰化淡色火 山灰土

灌淤土

潜育汕淤土

紧实灌淤土

有 机 土

贫弱泥炭土

饱和 泥炭土

千泥炭土

B C 腐殖质的

X 黑土型 的

C 粘化土 X I

X l l

松软土

雏形土

舒 11 人为堆积土

A n t hr o P o g e n ie

a e e u m u l a t iv e

第三门

双 111 泥炭土

P e a t

Xl l l 粘化松软土

XF 淋溶土

舒 灰化土

2 7
。

梁钙土

2 8
.

黑钙土

2 9
。

湿草原 土

3 0
.

生草土

3 1
.

子舀色土

3 2
.

棕维

3 3
。

草色土

3 4
。

热 带淋溶土

3 5
.

灰色森林土

3 6
.

淋溶土

3 7
。

灰化淋溶土

3 8
。

灰城

0102的
J土口土曰
.占令

6 3



盯 I 滞水土

邵 11 碱土

D 强粘化 D
a

二未分化 的

土 X 租 铁铝土

3 9
。

棕色灰化土

4 0
.

粘盘土

4 1
。

脱碱土

4 2
。

碱土

D b 已分化 的

XIX 强风化

粘磐土

E 人为土 Xx 人为土

4 3
。

铁铝土

4 4
。

网纹土

4 5
。

4 6
。

4 7
。

4 8
。

减9
。

50
.

强风化粘盘土

强淋溶土

铝质土

堆积人为土

暗色人为土 (城市

人为土 )

农耕土

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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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中国土壤色卡》即将发行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机械研究所根据我国土壤特点联合

研制的《中国土壤色卡》将于年底问世
。

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完整的
、

可供土壤
、

自然地理
、

地

质和考古工作者描述土壤
、

沉积物
、

沉积岩等颜色用的标准芒塞尔色卡
。

色调页 和 色 片 数

量超过国外同类芒塞尔土色卡
,

共有 15 张色调页
,

28 种色调
, 4 23 个色片

。

该色卡采用国内先

进涂色和印刷技术印制
,

全部色片的芒塞尔值均经精密测定
,

质量可靠
。

色卡为 32 开本
,

装

帧精良
,

附有详细使用说明和中英对照颜色名称
。

国内价格约 12。元
。

不久即向国内外征订发

行
,

也可向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周斌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