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编制的1: 1 5 00 万世界土壤图简介

章 扬 德

(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 )

由苏联 I
’ 二 a 3。 B c K a 二 M

.

A
.

和中 p 。 江 Jl a H : B
.

M
.

编制的 1 : 1 5 0 0万世界土壤图是迄今唯一

的具有特 色的教学用图
。

编者根据长期的教学经验
,

将土壤图的编制与土壤学课程内容相结

合
,

较清晰地反映出全球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

有较好的展示效果
。

在图的内容上
,

既反

映了土被组成成分 ( 即土壤类型 )
,

又显示了土被结构类型
,

并 附有 1 : 6 0 0 0万世界土被发生几

何形状图
。

在制图方法上也有独特之处
。

该图图例分为两大部分
: 二L壤部分和土被部分

。

一
、

土 壤 部 分

土壤部分图例按坐标系统设置
,

水平方向为土壤水分状况
,

垂直方向为土壤热状况
。

土

壤水分状况共分 9 种类型
:

1
.

淋溶型
; 2

.

伴有季节性地表或地下过湿状况的淋溶型
; 3

.

滞水型
; 4

.

季节性非淋

溶型
; 5

.

非淋溶型
; 6

.

交替混合型 (非淋溶型
、

滞水型
、

弱渗出型交替 ) ; 7
.

强非淋溶型
;

8
.

渗出型
; 9

.

季节性淹水型
。

土壤热状况分为 3 组 :

1
.

寒冷地区 (有永冻层 ) ;

2
.

较冷与温暖地区 (有季节性冻结 ) ;

3
.

暖热地区 (无冻结
,

伴有季节性寒冷或常年高温 )
。

在图例中
,

土壤水分状况与热状况相交叉的位置上标 明在该种水热条件下所形成的土壤

类型
。

这种图例设计的优点是
:

读者可 以清楚地看到在同一热状况而不同水分状况条件下形

成哪些上壤 〔横向排列 )
,

及 同一水分状况而热状况不同又有哪些土壤类型 (纵向排列 )
。

土壤在按其形成的水热条件分开之后
,

再按土壤形成的总方向 (主要土壤过程 )划分为发

生组
,

同一发生组的土壤具有共同的主要土壤特性
。

这里的发生组一般相 当于 r laJ
3
oB

c
叨 “

1 9 6 8和 1 9 7 2年制定的土壤分类的土族 ( C “ M e
讹

T B o) 一级
。

发生组中有数个上图单元
,

它们一

般相当于土类或亚类
。

图例中共有 2 5个土壤发生组
,

包括 1 05 个上图单元
。

发生组的名称反映

该组土壤的主要成土过程和主要特性
。

图例中发生组的划分
,

既考虑到土壤发生特性又考虑其形成的水热条件
,

因此在将土类

或亚类归并为发生组时
,

这里就出现了一些交叉情况
,

即传统上被划归为 同一土类的某些土

壤
,

由于水热条件 (主要是水分状况 )上的差异在图例上被归入不同的发生组
。

例如棕壤 (棕色

森林土 )
,

经常被划归棕壤犷暗棕壤或酸性粗腐殖质棕壤 ( 在欧洲称褚色隐灰化土
,

在美国称

棕色灰化土 )
,

广泛分布于温带和亚热带山地上部的森林带
,

在图例 中没有把它与棕壤一起划

入
“

不饱和粘化硅铝 卜
”

中
,

而是归入
`

1
’ “

流痕铁质腐爪质土
”

发生组
,

作为棕色土 ( n 叨 ` y P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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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棕壤间的过波类型
。

黑钙土在图例 中被分在两个发生组
。

灰化黑钙土
、

淋溶黑钙土 ( 草甸草原 ) 和黑钙上型」
_

几

( 湿 草原 )一起归为
“

弱不饱和累积高腐殖质土
” ,

其水分状况为季节性淋溶型
。

冻结黑钙土
、

典

型黑钙土
、

普通黑钙土及南方黑钙土 (局部均有碱土 )归入
“

饱和累积腐殖质土
,

包括碱土
”

发

生组
,

其水分状况为非淋溶型
。

属于这一发生组的还有暗栗钙土和栗钙土
。

淡栗钙土由于其

水分状况为强非淋溶型
,

将它与棕色荒漠土
、

灰棕荒漠土放在一起
,

并与其它 一些干早土壤

组成两个发生组
。

总的来说
,

图例 `}
,

各发 产
1毛组内的土壤类型在发生土都比较一致

,

只有一个发生组例外
,

即
“

盐化
、

碱化
、

脱碱化潜育累积腐殖质土
”

(水分状况为交替混合型 )
。

这一发生组包 括 的土

壤有各种草甸碱土
、

盐土和脱碱土
。

把这些土壤归为一组
,

是因为它们在分布上 构 成 土 壤

组合和复区
,

而这种复域分布状况在小比例尺土壤图上不可能将其各组成成份分 别 表 示 出

来
。

大多数土壤发
Z胜织

、

都具有其特定的水分状况
,

只有
“

灰化土及灰化硅铝土
”

和
“

灰 化 铁铝

型土和灰化铁铝 L
”

例外
。

这些土壤的水分状况有两种
,

即淋溶型和伴有季节性地 表 或地下

过为泛状况 的淋溶型
。

至 于
_

L壤热状祝
,

则与水分状况不同
,

它没丫f成为严格 区分土壤发生组的重要依据
。

图

例
,

卜有不少发生组是由不同热状况下的土壤组合而成的
。

例如
“

不饱和 卜泥炭土及累 积 腐殖

质 !几
”

和
“

流痕铁质腐殖质土
”

两个发生组
,

其中包括有永冻层区和季节性冻结区 两 个地区的

相应土壤类型
。 “

不饱和粘化硅铝土
”

发生组则包括季节性冻结与不冻结两种热状况下的相应

土壤
。

潜育土和冲积土两个发生组的情况比较特殊
,

前者包括 3 种热状况下水分状况均为滞

水型午所有潜育化土壤
,

后者则包括 3 种热状况下水分状况为季节性淹水型的所有冲积性土

壤
。

卜壤部分的图例 i二要 以颜色表小
,

林一
_

:lI 划
一

单元都有其特定颜色
,

多为 习惯用色
。

同一

发生组的
_

}
_

几壤
,

颜色相近
,

同时
,

在
二仁壤分类 上

.

有联系但位于不同发生组的土壤 ( 如 淋 溶黑

钙土和典型黑钙
_

L )
,

其颜色也近似
,

每一上图单元的图例除标 明颜色外
,

还有字母符号和小

图形符号
。

图上的任一图斑均同时以颜色和字母符号表示所代表的土壤类型
,

如果图斑 中除

字母符
一

号外还有小图形符
一

号
,

则表示土被中的第 2 种或第 3 种组成成份
。

二
、

土 被 部 分

!
.

卜被种类

图例
,

扣将 平原土被与 高原
、

山原
、

山地土被 区分升来
,

!司时对山地土被的分异情况也竹

j
’

区分
。

共分 6 种土被
:

平原 ( 土壤多发育完全
,

细粒状 )

高原
、

台原
! f石1IJ原

(
_

l二壤发育完全或不完全
,

常为砾质
,

有坚实岩石露头 )

山地
,

有高度分异

山地
,

有高度分异和坡向分异

山地
,

高度分异不明显

平原土被在图 卜以全色表示
,

的 7 , 法 )川以 [尺别
。

(上壤有不同程度的发育
,

多有坚实岩石露头 )

其他各种土被是在底色
_

卜加 臼色横线
、

竖线和虚
、

实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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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平原土被结构类型

图例 由两部分组成
:

一部分为上被中结构( 组 台与镶嵌 )发生儿何形状种类
、 另一部分为

土壤微结构及其在中结构中的组合情况
。

现将图例中划分的13 种土被 中结构( 姐合与镶嵌 ) 发

, 生儿何形状种类分述如 i;
:

( 1) 侵蚀枝状结构
:

为有侵蚀切割网的平原地区的土被特点
,

土被结构呈树枝状
,

为地

球化学开放型
。

土被的组成分中以分水岭 自成型土壤为主
,

坡地各种侵蚀程度的土壤也 占校

大面积
,

侵蚀谷地下部为半水成型土壤
,

很少有水成型土壤
。

这种结构分布于中俄罗斯丘陵
、

美国中西部高平原和巴西的东北部等地
。

( 2 ) 弱侵蚀断裂枝状结构
:

为侵蚀切割较浅的低平原的土被特点
。

宽广的分水岭排水较

差
,

土被中侵蚀土壤的比重 比 匕一类型明显下降
,

而半水成土和水成土的 比垂增加
。

半水成

土和水成土不仅分布于谷地
,

而且 见于平坦的分水岭
。

这种结构分布于南乌克兰
、

美国中西

部低平原
、

亚马逊河流域
、

刚果河流域等地
。

( 3) 潜蚀与喀斯特圆一环状结构
:

主要分布在排水不 良的平原地区
,

在干早区由于淋溶

作用
,

在冻土带由于融化作用产生沉陷后形成
。

地球化学上为封闭型
。

注地多形成水成土和

半水成土
。

在洼地之 间地段的土壤一般没有过湿特性
,

这里没有侵蚀土壤
。

这种结构分布于

西西伯利亚的森林草原和草原带
、

阿根廷盘帕斯草原和非洲 南部等地
。

( 4) 圆一巨斑状加侵蚀冰川堆积枝状结构
:

为起伏堆积平原的土被结构特点
,

一般是在

冰川地形上有幼年侵蚀切割
。

地球化学上为封闭型与开放型交替
。

封闭的圆形土区与原先的

冰川堆积地形有关
,

枝状结构则与后来的侵蚀有关
。

土被结构中有 自成型土壤
、

侵蚀自成型

土壤和不同程度的水成型土壤
,

它们之间的比例变化很 大
。

这种结构见于苏联欧洲部分的西

、 北部
、

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中部等地区
。

( 5) 枝状与残余圆斑状结构
:

为古冰川台地
,

平原受侵蚀影响形成的枝状结构与原来冰

川堆积地 形所保留的圆斑状土区构成的复杂结构
。

主要分布于加拿 大中部和欧洲古冰川地区

高平原地段
。

( 6) 刨蚀冰川堆积 岛状巨斑形结构
:

地表曾为末期冰川覆盖
,

较好地保存了冰川刨蚀和

冰川堆积地形
,

坚实母岩埋藏近地表或出露于地表
,

形成插花的土被
。

主要分布于斯堪的那

维亚丰 岛
、

科拉半岛和加拿大东北部
。

( 7) 各种剥蚀岛状结构
:

主要形成于平缪起伏被切割的剥蚀地形上
,

近地表有坚实岩石

埋藏
,

一般切割地表比较古老
,

常为 中生代形成
。

这种岛状结构就是原始地表的残丘
,

土被

中土壤的年龄很不相 同
,

既有古土壤出露地表
,

也有近代堆积形成的幼年土
。

土被复杂性和

差异性都很大
。

此种结构主要分布于中非
、

南非
、

澳大利亚
、

巴西高原及其他热带地区
。

( 8) 水堆积 线状峰窝状粗带状结构
。

( 9) 水堆积线状蜂窝状细带状结构
,

这两种结构为水堆积地区的土被特点
,

形成于河谷
、

水一冰川沉积地区
。

地球化学上为封闭型或弱开放型
。

土被的复杂性主要由于洪水影响和地

质
、

母质条件不同造成
。

土被中常有水成土和半水成土
,

主要分布于中欧北部
、

苏联欧洲部

分
、

加拿大西部及澳大利亚东南部
。

( 10 ) 风蚀线状
、

新月状
、

圆状结构
。

形成于砂质平原风蚀堆积地区
。

在千旱地区这种结

构的复杂性与差异性都很小
,

地球化学上为封闭型
。

在较湿润地区其复杂性与差异 性 增大
,

. 同时地球化学上的开放性增强
。

主要分布于荒漠地区
,

如萨哈拉沙漠
、

卡拉哈里沙漠
、

克孜

耳沙漠
、

卡腊库姆沙漠
、

澳大利亚沙漠地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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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洪积扇状结构
:

为洪积扇
、

冲积扇和二角州特有的土被结构
。

从扇形顶端至边缘部

分土壤有规律地变化
,

质地为砾质一沙质一沙壤质一粘壤质
。

土被结构中常有水成型土壤
, 三

1
1

旱 J也区石盐渍
_

1
。

主要分布于高加索
、

中亚和喜马拉雅 fh南麓等地
。

( 1 2) 有机土壤圆状与线状结构
:

为泥炭土地区的特殊土被结构
。

主要分布于西西伯利亚

北部
、

不魂拉半岛
。

( 1 3 ) 务利
`

形状人工结构
:

由于长期人为作 用特别 J亡排水
一

与灌溉的影响
,

形成各种形状的

土被结构
,

许多结构很有规则
。

这种结构广泛分布于河流冲积平原
。

除土被中结构外
,

在图上还反映了 5种差异性最大且分布最广的 !:被微结构 ( 复区 )
。

它

们是
:

( 1) 冻结多边形复区
;

( 2) 冻结多边形波纹形复风
;

( 3) 盐成斑形父区
;

(灼 盐成斑形波纹形复区
;

( 5)
二
l
二

湿多边开裂复区
。

土被微结构 (复区 )是中结构的组成成份
。

一种复区可 以出现在不同的
: }二被结构中

。

根据

各种复区与中结构的组合情况
,

图上共划分 18 种有复区的中结构类型
。

土被结构在图上的表示方法
:

土被 中结构的图例是以各种网格图形表示
。

中结构的
_

[ 图

方法是在表示优势土壤的底色上加盖各种颜色 (与底色相配颜色协调且明显 )中结 构 网 格 图

形
。

标明
_

l
几壤微结构 (复区 ) 的中结构

,

其 图形的主要部分基本上采用相应的中结构图形
,

在

此图形
_

[’. 加
_

匕表示某一复区的小标记符号
。

如断裂枝状中结构的图例
,

为竖向短曲线组成的

图形
,

而带有冻结多边形复区的断裂枝状结构的图例
,

则为 竖向短曲线 中夹带小五星的图形
。

图例中土壤母质质地 (平原土壤 )共分 7 级
:

沙质与沙壤质
、

壤质与粘质
、

非均质且常变

化
、

砾石沙质与沙质
、

砾石壤质与粘质
、

细粘石质
、

砾石质
。

质地在图上以各种黑色线状网

格表示
。

未标 明质地者为有机土或冲积土
。

此外还有专 门的图例表尔非土壤生成物
。

此
_

L壤图凝聚了苏联土壤工作者多年来对土壤发生
、

分类
、

分布
、

制图等方面的研究成

果
,

反映了
` ,
介代苏联土壤地理研究的水平

。

它也为我们了解苏联小比例尺土壤制 图
一

〔作提供

了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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