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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
,

对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初拟及二稿 )中的诊断层和诊断侍性作了修改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初拟
、

二稿 ) 〔1
、
2〕发表以来

,

受到了国内外土壤学界的重视和赞赏
,

并提出不少批评和建议
。

为了继续修改和完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对原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作

初步修订如下
。

一
、

诊 断 层

(一 )诊断表层

为便于 阐述和诊断层之 间的相互比较
,

且将 7 个诊断表层归纳为三大类
,

即有机表层
、

腐殖质表层和人为表层
。

I
、

有机表层

根据目前研究资料和土壤分类需要
,

暂只设立一个泥炭表层
。

其定义与鉴定标准同 《二

稿o})

卫
、

腐殖质表层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初拟稿 》和《二稿》中只分出暗色表层和淡色表层
,

未

引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松软表层
,

而是对前两者的定义作了修订
,

并按颜色
、

厚度
、

盐基饱

和度
、

碳氮比等再细分
。

其弊病之一是与美国土壤系统分类的这两个诊断层同名而意违
,

有可

能造成概念上混乱 ; 二是导致分类上的矛盾
,

例如在 《二稿》 中松软腐殖土纲的诊断依据是
“

具有胡敏酸 /富啡酸比》 1的饱和细暗色表层
” ,

而硅铝土纲中暗棕壤
、

灰黑土
、

灰褐土也具

同样的诊断表层
,

致使排序检索发生困难 ; 若将之归入松软腐殖土纲
,

则对作为森林土壤并具

明显硅铝层的暗棕壤似不合适 ; 即使设立
“

松软表层
”

和相应的
“

软土纲
” ,

在分类上也有很大

困难
,

因为这势必把许多原归属于其他土纲的土壤
,

例如硅铝土纲的暗棕壤
、

灰黑土
、

灰褐

土 ; 高寒腐殖土纲的寒冻毡土
、

寒毡土 ; 潮湿土纲的饱和腐殖质潮土亚类
、

饱和腐殖质潜育

土亚类等都包括进去
,

而大大打乱目前的分类体系
,

难以体现我国土壤分类的特色
。

解决办法的尝试 根据草原土壤和森林草原土壤腐殖质积累的特点
,

引进法 国形态发生

分类中关于均腐殖质土 ( i s o h u m i s o l s )和均腐殖质特性 ( i
s o h u m i e i t y )的概念 〔 3 〕 ,

设立均腐殖表

层
。

均腐殖质特性是指在温带草原土壤中
,

腐殖质积累深度较大
,

由上向下数量逐渐减少的特

性
。

丘林 ( 1 9 4 9) 指出
,

将。一 2 c0 m与O一 I 0 0 0 m土层中腐殖质储量加以比较时
,

就可看出在不同

的土壤中
,

腐殖质的剖面分布特性有很大的不同以〕
。

我们将这种分布特性称为腐殖质储量比

娜

*本文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绘研究所土编系统分类 组讨论后
,

并吸取协作 组部分 同志意见 的基础上写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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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mu sr s e eov r ea ts。 ,

简称R h )
。

在森林土壤中
,

因其腐殖质含量随深度增加而明显减 少
,

故 R h较大 ; 而草原土壤中
,

腐殖质的剖面分布自上 至下均匀降低
,

R h就较小 (表 1
,

2)
。

表 1 中国均腐殖土与硅铝土中。一
2 c0 ln 与。

一
100 表 2 苏联均腐殖土与非均腐殖土中

c m土层腐殖质储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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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上

91229一93580.。。
.任.b八己一J,O.Rù。。内O

月“。̀。。ōb一n匕0.左d.刃内0。J3。Jù刁叹二U口自,上

硅铝土

珍

由表 1 和表 2 可见
,

草原土壤和森林草原土壤的腐殖质储量 比一般都 < 0
.

4
。

基于现有统

计资料
,

暂且把 R h ( 0
.

4作为说明均腐殖质特性的指标
,

并以此作为鉴定均腐殖质层的主 要

指标之一
。

这样
,

在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三稿草案 )
”

中便相应地取消原松软腐殖土纲
,

设立新的

均腐殖土纲
。

凡是具有均腐殖质表层的土壤均分类为均腐殖土 ; 所包括的土类也比原松软腐

殖土纲有所扩大
,

除其湿润
、

半干润和岩性亚纲外
,

还包括原硅铝土纲的灰黑土和灰褐土
,

和

原高寒腐殖土纲的寒冻毡土和寒毡土 (设高寒均腐殖土亚纲 )
。

设立均腐殖质表层后
,

剩下的腐殖质表层在其定义和鉴定标准上便与美国土壤系统分类

中的暗色表层和淡色表层更趋接近
。

为了命名的系统性和避免
“

名同意违
” ,

我们分别称之为

暗腐殖质表层和弱腐殖质表层
。

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除了与有机质含量有关的土壤颜色是

淡色表层的一个指标外
,

凡厚度不符合松软表层和暗色表层的规定标准者均归入淡色表层
,

实际上后者有发育程度较差之意
。

因此我们把这种诊断表层称为弱腐殖质表层
,

既反映其发

育较差
,

又反映有机质含量较低的土壤颜色
,

命名似更确切
。

考虑到我国干早土分类的特点
,

拟按有机质含量把 < 0
.

5%者再细分出极弱腐殖质表层
。

现将这三个诊断表层的鉴定 标 准归

纳如表 3
。

巫
、

人为表层

是长期受耕种
、

淤灌
、

施用
,

有机肥
、

土杂肥
、

或其他人为活动影响而形成的表层
。

按其

形成特点
、

物质组成和特征分为灌淤表层
、

堆垫表层和厚熟表层
。

人为表层的 共
.

同 特 征是

( 1) 厚度至少达 50 c m ;
若厚度 < 50

o m ,

但其他条件符合时
,

则分别称为灌淤特 征
、

堆垫特

征和厚熟特征 ; ( 2) 含煤渣
、

木炭
、

砖瓦碎屑
、

瓷片等人工制品侵入体
。

不同点在于
:

1
、

灌淤表层

定义同《二稿 》
。

除具有上述人为表层的共同指标外
,

并符合以下条件
:

( l) 有机质含量加权平均值》 0
.

8 % ; 随深度逐渐减少
,

至该层底部至少为 0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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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腐殖质农层

三 个 腐 殖 质 表 层 的 主 要 鉴 定 标 准

厚 度 颜 色
盐 羞饱和度

%

均腐殖质表层 毛 O

若土体层 ( A+ B层 )厚

度》 5 7 e m
,

为 > 2 5e m ;

若土休层厚度 < 7 c5 m
,

则占土 体层 的 1 / 3

低亮度和 彩度

(芒塞尔值同

《二稿 》 )

暗腐拉质表层
> 0

.

4

若成 0
.

4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 5 0

弱腐班质表层 > O

高亮度和彩度

( 芒塞尔值同

《二稿 )}) .若有

机质含公和颇

色虽符合均腐

殖质表层或暗

庸殖质表层
,

但犀度不够

< 1

( < 0
.

5% 时为

极弱腐殖质表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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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全层机械组成相当一致
,

在。
。

2 5~ o
。

o s m m ; 0
.

0 5~ o
.

0 1m m
,

0
.

0 1~ 0
。

o 0 5 m m三组

粒级中至少有一组粒级各亚层最低含量与最高含量之差
:

a .

含量为 5%左右时
,

< 1% ;

b
.

含量为 10 %左右时
,

< 2%
;

。 .

含量为 15 %左右时
,

< 3% ;

d
.

含量为20 %左右时
,

< 4% ;

。 .

含量为 25 %左右时
,

< 5%
。

2
、

堆垫表层

是长期拼作
,

施入大量土粪或富含有机质土壤
,

或堆积其他矿质泥土而形成的表层
。

有

的堆垫表层可能同时受到自然搬运堆积的影响 (如黑沪土 )
。

除具有上述人为表层的共同指标

外
,

并符合以下条件
:

’

( 1) 有机质含量加权平均值》 1
.

0% ;

( 2) 具有双重耕种熟化层段 (在现耕作层
、

犁底层之下具埋藏老耕作层或老熟化层 )和双

重淋淀层段 (老耕作层或老熟化层中有来自上部的石灰淀积— 假菌丝体和软粉状石灰
,

再下

是埋藏的 (褐土 )土壤剖面 ; 或

(3 ) 全层土壤物质系来自附近另一种土壤
,

或矿渣土
,

或城市垃圾的混杂堆积物 , 不包

括因平整土地
,

修筑梯田等形成的耕翻扰动层
。

3
、

厚熟表层①

原称人工熟土层
,

定义同《二稿》
。

除具有上述人为表层的共同指标外
,

并符合以下条件
:

( 1) 有机质含量加权平均值> 2% ;

( 2 ) 0~ 2 0 e n z土层内速效 P ( 0
.

5似
.

N a r IC O
。

法 )含量 》 1 0 0 p p m ,

(3 ) 多蛆蝴粪和蛆绷穴 ;
-

( 4) 无灌淤表层或堆垫表层特征
。

(二 )诊断表下层

①不同于美国上壤系统分 类中的 lP a g ge n c p iP c d
o n, 此词过去译作厚熟表层 , 宜改为草垫表层

。



心

I
、

风化 B层

包括 ( 1 )硅铝层
,

( 2) 铁硅铝层和 ( 3) 铁铝层
。

其中铁铝层和铁硅铝层的修订 参 见本

期陈志诚同志一文
,

不另赘述
。

l
、

淋滤层

只分出漂白层
。

定义和鉴定标准同《二稿》
。

皿
、

粘化层

是土壤表层粘粒分散后随悬液垂直迁移并淀积于下层 ; 或土体层中原生矿物进一步发生

土内风化
,

形成粘粒并就地聚积 ; 或来 自沉积母质的继承性粘粒 ; 导致土壤剖面中某层粘粒

含量增加而形成的土层
。

分别定为淀积粘化层
、

变质粘化层和粘磐层
。

现将此三诊断层有关

粘粒含量的鉴定标准归纳如下 (表 4 ) :

表 4 不 同 粘 化 层 拈 拉 增 母 诊 断 标 准 的 比 较

微形态特征

粘 化 层 粘 粒 增 量
淀积粘粒胶膜% 风化粘粒斑块 % 沉积性拈粒斑块%

价

口

淀积粘化层 与腐殖质表层之比 > 1
.

2
一

》 1 一般无 无

变质粘化层 与腐殖质表层 之比 > 1
.

2 无 成 1 % 无

粘 磐 层 与漂 白层之 比> 2 < 1 一般无 》 1

与腐殖质表层之比 > 1
,

2

W
、

耕作淀积层

包括 (1 ) 耕作淀积层和 (2 ) 水耕淀积层
。

因研究资料不足
,

暂未修订
。

t

V
、

碳酸盐聚积层

包括 ( 1) 钙积层
,

(2 ) 超钙积层和 (3 ) 石灰磐
。

砚
、

石膏聚积层
.

:
一

包括 (1 ) 石膏层
,

(2 ) 超石膏层和 (3 ) 石膏磐
。

`

…
’

现
、

易溶盐聚积层

包括 ( 1) 盐积层
,

( 2) 超盐积层和 ( 3) 盐磐
。

以上三大类共 9个诊断层的定义和鉴定标准详见本期雷文进同志一文
。

恤
、

其他物质聚积层

1
、

碱化层

《二稿》中称钠质层
,

由于主要鉴定指标采用我国资料
,

故改 名 (英文译名拟为 A lk al ic

h or iz o n)
。

保留第 1项鉴定标准 ; 第 2项改为
:
钠碱化度 ( E S P ) 》 30 %或总碱度》 0

.

1%
,

p H >

9
。

相应地
,

原钠质特性改为碱化特性
,

其 E S P下限暂定为 5~ 10 %或其总碱度为 0
.

05 ~ 0
.

1

%
, p H > 8

.

5
。

2
、

含硫层 (未修改 )
。

3
、

磷积层 (未修改 )
。

双
、

赘合淋淀层

只有灰化淀积层
。

定义和标准同《二稿》 ,

但明确了灰化淀积特性的指标
,

详见本 期 高

以信同志一文
。

X
、

氧化还原层

只分出潜育层
,

定义和鉴定标准暂参照《二稿 》
。



二
、

诊断特性

本文仅对新增的一些诊断特性补充叙述如下
:

1
、

在土壤水分状况中增设滞水水分状况
。

其定义是
:

由于土体层中存在缓透水粘土层或

土体层下有石质接触面或地表有苔鲜和枯枝落叶层
,

使其上部土层在大多数年份中有相当长

的湿润期
,

或部分时间为水饱和 ; 土层中铁
、

锰发生 ( 1) 侧淋作用
,

使土体漂白 (例如滞水硅

铝土亚纲中的白浆土 )
,

( 2) 氧化还原作用 (例如滞水灰壤的泥炭表层
、

漂白层或灰化淀积层

以及腐棕土石质接触面 以上土层出现的潜育斑和锈斑
,

( 3) 水化作用 (例如滞水红壤等上 部

土层因滞水水化而颜色变黄 )
。

2
、

冻融特征
。

( 1) 在形态上
,

地表具有石环
、

冻胀丘等冷冻扰动形态 ; 或

( 2) 在土壤温度状况上
,

具昼夜冻融现象
,

全年正负温交替日数占全年总 日数的 70 %或

以上 ;

(3 ) 在物质迁移上
,

夏季表层解冻时
,

物质随下行水流迁移 ; 秋季表层开始冻结时
,

易

溶盐
、

石音 (在冻漠土 中 )或铁 (在寒棕壤中 )随上行水流表聚 ;

( 4) 在微形态上
,

表现为
: a .

> 。
.

01 m m的粗骨颗粒聚集
,
b

.

形成的冻融团聚体 (腐殖质

一粗骨颗粒的或光性定向粘粒一粗骨颗粒的 )
, 。 .

在细粒质和中粘质土层中有大量纤维状光

性定向粘粒
。

3
、

铝饱和度

定义
:
吸收复合体中交换性铝的百分含量

,

奋

盆,
K C I浸提性 A l

长八一亏产丁袄 抽一压自 飞日
.

石己一蔺、 二 气琪二为 f
,

几灿 1 仅泥 1土 八 1 十 父汉 1

X 1 0 0

表示
。

> 50 %者为铝饱和
,

< 50 %者为铝不饱和
。

此诊断特性主要用于划分硅铝土纲中铝饱

和亚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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