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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 考虑到中国有大量受人为活动影响较深的土壤和国际上土壤分类的趋势
,

建议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中

设人为土纲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二稿 )[ 1〕反映了国际土壤分类的经验和我国土壤实际
,

注意了人为长

期耕种对土壤的影响
,

提出了堆垫表层
、

人工熟土层
、

灌淤表层
、

耕作淀积层及水耕淀积层

等受人为活动深刻影响的诊断土层
,

划分出堆垫土
、

灌淤土
、

厚熟土及水稻土等耕种土壤类

型
。 〔

但有些问题
,

似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

首先
,

在现有的十二个土纲中
,

未建立人为土纲
,

而

堆垫土
、

灌淤土
、

厚熟土及水稻土分属于不同的土纲
,

未能反映人为成土过程所形成的土壤

共性
,

从而未能充分体现人为成土作用的土壤发生学意义
。

其次
,

堆垫表层
、

灌淤表层及人

工熟土层的命名及厚度指标
,

尚有可商榷之处
。

我国土壤工作者在人为土壤研究中
,

作了大量的工作
,

席承藩先生进行了系统的综合
,

列

举了灌淤土
、

灌漠土
、

水稻土
、

层状黄土性土壤
、

沙田土及菜园土等类型〔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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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壤普查办公室提出的
“

中国土壤分类系统表
”

中已设有人为土纲
,

它包括水稻土
、

灌淤土

及灌漠土三个土类
,

可作为土壤系统分类的基础
。

当前
,

国际土壤学界对人为土壤更加重视
。

联合国 F A O 的世界土壤一级图例单元及国际

土壤分类参比基础 ( I R B )土壤单元
,

均有人工土
,

苏联也有土壤学家提出了人工土纲 〔“ 〕 。

在

制定我国土壤系统分类时
,

应充分注意国际土壤分类的这种趋势
。

人为活动对土壤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
,

建立人为土纲并不意味着要把全部耕种土壤都划

归到人为土纲
。

在土壤系统分类中
,

可依据人为影响的大小
,

制定不同的诊断土层或诊断特

性
,

在不同的分类级别 中划分分类单元
。

某些新垦土壤
,

土壤属性尚无明显变化
,

也可不在分

类中划分出来
。

但是
,

把现有 的公认的人为土类
,

分属于不同的土纲是欠妥的
。

例如灌淤土
,

按中国土

壤系统分类 (二稿 )属于初育土纲
,

这是难以反映灌淤土的人为成土过程实质的
。

灌淤土不同

于冲积土
、

风沙土及绵土等初育土
,

这些土壤没有明显的成土过程
,

也没有明显的人工熟化
,

基本上是母质状态
。

而灌淤土虽没有 B层
,

但这不是灌淤土的主要特征
。

灌淤土有边灌水落淤
;

边耕作
、

施肥熟化的过程
,

具特殊的灌淤土层〔 4〕 。

灌淤土层有均匀性
,

自上 )万下质地相近
,

有

机质
、

矿质养分及碳酸钙含量自上而下缓慢递减
,

下降率不超过 30 % ; 有一宁的熟化特点
,

具

有较高的孔隙度
,

留有人为侵入体 ; 在地下水位较深的地方
,

因经常灌
/ _ 、 ’

:分下移
,

土壤

全盐量小于 0
.

15 %
。

这些特点是初育土所不具备的
。

再如菜园土
,

虽有较厚的腐殖质层
,

但

不宜归属于松软腐殖土
,

因菜园土在利用方式
、

熟化过程和土壤属性以及土壤的高度熟化
、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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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化
、

蛆姗粪粒化及磷的富集 (《北京 土壤 》 9 1 1一 3 10页 )等方面均与松软腐殖土有所不同
。

水稻

土的特殊剖面构型和属性
,

也与其他潮湿土有所区别
。

总之
,

人为土类
,

都留有人为活动的

痕迹
,

具有人工诊断土层或诊断特性
。

可见在这些土类之上设立人为土纲是适宜的
。

关于人为土层厚度的诊断指标
,

似不宜一概定为 50 c m ,

应根据原有土壤基础及人为土层

厚度与生产的关系
,

分别确定
。

在冲积母质上形成的人为土壤 ( 灌淤土 )
,

可按耕作层
J护均厚

度加 1 c0 m
,

这种厚度表明已有稳定的人为土层 ( 如灌淤土层 )形成
,

可容纳作物的主要根 系
;

与相邻 的潮土或冲积土比较
,

有了这种厚度的人为土层
,

土壤生产力比较稳定
。

在发育明显

的土壤上形成的人为土
,

其人为土层厚度应超过 A 层厚度 十 1 / Z B层厚度
,

只有这样
,

才能表

明原有土壤已基本改变
。

未经耕作
、

施肥熟化的人工扰动土壤
,

不宜定为人为土
。

例如黄绵土在农田基本建设中

经人工移动
,

但其性质无明显改变
,

则应归属于黄绵土
。

附带指出
,

堆垫表层及堆垫土的名

称不甚确切
,

易与单纯的人工扰动土相混淆
。

某些人工土层
,

由于主要成土作用的变化
,

可转化为其他诊断土层或获得新的诊断属性
,

则应重新确定其分类
。

例如灌淤土撩荒后
,

可因盐化加重而转化为盐主
。

过样
,

原来的灌淤

土便是新形成的盐土的母质了
。

人为活动对土壤的影响是多方面
,

人为土壤类型也很多
,

尚需土壤工作者进行深入的研

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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