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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日本几个土壤剖面的认识

看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土壤分类

龚子同 高以信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城研究所 )

作者应东亚和东南亚土壤科学联合会 ( E S AF S)的邀请
,

于 19 9 1年 1 1月 n 日至 15 日参加

在 日本大阪市举行的土壤分类系统对比专题讨论会
,

有机会向亚洲及其他国家的同行们介绍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共同切磋土壤分类问题
,

受益 匪浅
。

本文以 日本的兵库
、

冈山及高松 3 县的 8 个土壤剖面为研究对象
,

就东亚及东南亚各国

的土壤分类作一比较
。

一
、

日本8个土壤剖面的基本特征

会议期间
,

与会者首先在兵库县更新世高阶地上观察了 3 个土壤剖面
,

编号分别为 P e -

do
n i

、

P e d o n Z 和 P e d o n 3
。

其中前两个剖面的 B层的细土游离 F e : O :
> 2 %

,

其 C E C
7

/粘

粒 > 0
.

2 4 0
。

并且有淀积粘化层
;
而 P ed on 3 的B层中细土的 C E C 7

/粘粒 < o
。

2 4 0 ,

具有淀积

粘化层
。

在 冈山县境内的滨海平原又观察了编号为 P de
o n 4

、

P de on s 和 P e d o n 6 的 3 个 剖面
。

此

三者均为植稻土壤
,

植稻年限分别为 27
、

87 和 2 27 年
。

但 P ed on 4 尚未形成犁底层
,

也无水耕

氧化还原层的发育
。

在高松县的河谷平原及冲积扇上观察了两个剖面
,

编号为 P ed oll 7 和 eP d on s
。

此两剖

面植稻年限均在5 0 0年以上
。

P e d o n 7 具有 A PZ g
、

B g i r和 B g i r
一 M n

层
,

且在A p Zg层下还有一

个铁已被淋失的漂白层
,

其厚度在 10 厘米以下
。

F ed oll s 除具备 A ZP g
、

B g ir 及 B g i r 一 M
n
层

外
,

还有一个 C g层
。

图 1 显示 了 P e
如

n 4 一 8 的发育状况
。

二
、

东亚及东南亚各国对 P ed on !一 8的分类比较

根据上述的日木 8 个土壤剖面的特征
,

依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首次方案 )
,

P de on l
、

P de o n Z 及 P de on 3 应分属于粘淀黄棕壤
、

潮黄棕壤 (表土下 50 一 10 0厘 米内 有氧化还原 特

征 )和粘淀红壤
。

P e don 4 为普通潜育土
。

考虑到 P e d o n s具有水耕表层 (耕作层和犁底层 ) 和

水耕氧化还原层发育
,

而且在 49 厘米以下又出现潜育层
; P de on 6 因开垦年久

,

也明显有水

耕表层和水耕氧化还原层
,

其 47 厘米下也出现潜育层
,

因此
,

此两剖面应为潜育水稻土
。

鉴

于eP do
n 7 有一个厚度 > 5厘米的漂白层

,

故属漂白水稻土
,

P e don s 为漪育水 稻土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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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剖 面号

按 照 中 国 土 壤 系 统 分 类 (首 次 方 案 ) 对 8 个
`

日 本 土
一

壤 剖 面 的 分 类

土坡水分状况 … 剖 面 构 型 { 命 名 (中
、

英 )

…_
~

全生竺旦竺二燮
_

_ …
~ 一

竺绝芭些竺
_ _

{
-~

全1些些州
l吧生巴竺竺

湿 “ 的`dU lci) 一全P二旦竺二燮 一 }
~

~一

塑芭竺
一
一…

一

吵生里̀11,竺二些下日些
s

- - - - -

一…一竺全二全旦二竺竺二竺竺 — …竺笙竺竺一…
一

全生)111些竺旦i四 一

…一二翌吕少些生

—
…巡丝主

一

{一
aP icl 卿竺

_

_

! A P l g一 A P Zg we Bg i--r M --n gB i --r G } 潜育水稻土 } G le iy
e Pa d d y 5 0 11

劝髓
的 {

—
}

— —
}下—

一

一一一} A p l g es Ap Zg es Bg i r se Bg i--r M
n

一 { 潜育水稻土 1 G l e y i e p a d d y 50 11

哗 nt nr aq ul c) }一

—
{一

-

一
-一一 }一二

-
-

一
-

一
- -

-

一
-

{全卫些 E胜全些巴些些坐竺巴 {逻户竺卫色一…
一

理,砰̀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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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 ,

--sA
p Zg-- g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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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c p a d d y 5 0` ,

表 2 列出了东亚及东南亚土壤科学联合会各成员国按他们各自国家的土壤分类系统对 日

本 P de o
ln 一 8所进行的分类

。

从表 2 不难看出
,

除中国和 日本有自己的土壤分类系统外
,

其

他各国基本上是沿袭美 国的土壤系统分类的
。

但是
,

由于各国对美 国系统分类认识上的不一

致
,

因而在分类命名上常出现分歧
。

例如
,

P de on l及 eP d on Z ,

有的国家将其定为红壤
,

有

的归入老成土纲中的有关土类或亚类
。 。

而对于 P ed on 7 和 P ed on s ,

前者被归为新成土纲

或始成土纲中的有关土类或亚类
;
而后者被列入淋溶土

、

软土
、

新成土或始成土纲中的有关

土类或亚类
,

在分类及命名上极不一致
。

因此
,

在推行土壤分类 国际化时
,

必须对美国土壤

分类的理论和方法有统一的认识
,

并以其为基础
,

才能取得共同语言
。

此外
,

与会者对所观

察的部分 P ed
o n
的某些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

。

首先
,

大家对具有雏形 B层的土壤是 否都属始

成土有不同的认识
。

有人认为
,

虽然 P ed on 7 具有 B ig r
及 B g i r 一 M n层

,

但按美国系统分类中

的始成土对雏形层要求在 < 1
.

25 米深处的砂质一粗骨底土层之上的有机 C含量必须 < 0
.

2%
,

而 P de on 7 却> 0
.

2%
,

此剖面应属新成土
。

其次
,

对 P ed on Z 和 P e Pon 3 是否有聚铁网 纹

体
,

也有不同的看法
。

众所周知
,

网纹层的形成是在基质中铁铝氧化物含量较高及干湿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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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条件下形成的不可逆硬化层
,

它可 以由风化作用形成
,

也可以由移动聚集形成
。

鉴于 P `
-

d o
n3 所处的纬度位置并含有相当数量的 2 :1 型矿物以及 C E C

7

/粘粒 < 0
.

2 40 等条件
,

可 以认定

该聚铁网纹层是移动聚积而成的
。

然而
,

与会者同时指出
,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 中有关聚铁网纹

体形成在用词上有不一致的地方
,

应加 以修正
。

最后
,

会议参加者对潮湿土壤的分水状况进

行了讨论
,

并接受了 E s w 二an 教授的建议
,

将潮湿土壤的水分状况分为 A nt 五r a q u i c (人为潮

湿的 )
、

E p i a q u i e (表层潮湿的 )和 E
n d o a q u i。 (底层潮湿的 )

。

三
、

几点认识

参加此次研讨会后
,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工作进行一次回顾
,

以便
一

肯定成绩
,

找出差距
,

改进工作
。

近几年来
,

我国土壤分类学家对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进行了研究
,

并对世界上一少主要的
土壤分类系统进行评比

,

总结了我国土壤分类的经验
,

出版了一批论文和文集
,

拟定了中国

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还在不同地区结合不同比例尺土壤制图对它进行了验证
。

这些工

作和成绩受到 了国内外同行的关心支持和赞扬
。

他们相信
,

中国土壤学家再经过若干年的努

力
,

一定能提出既有明确的定量指标
,

又有我国特色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我国在进行土壤

系统分类研究时
,

在坚持 以上壤发生学理论作指导的前提下
,

强调历史发生和形态发生相结

合的原则
,

这是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较其他国家土壤分类只着重形态发生前进了一步
。

我国在

人为土
,

特别是水稻土分类研究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国家之一
,

并对世界土壤分类作出较大

贡献
。

但 由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工作开展较晚
,

又受经费所限
,

与先进国家相 比
,

还有

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

对此
,

找们有如下的认识
:

(一 )土壤系统分类是一项艰苦的研究工作和应用基础工作 随着土壤分类工作的进展
,

务

种指标 邵趋向数量化
,

使之有可能转化为技术或应用分类
,

并作为土壤资源调查与评价的依

据
; 有利于相邻学科

,

如农
、

林
、

牧以及生态
、

环境
、

地理科学对土壤学研究成果的应用
。

土壤分类还可用于生产开发
。

土壤学一般可分为土壤地学和土壤化学两大部分
,

土壤的发生
、

分类
、

分布
、

资源和物

质循环都涉及到土壤地学
,

而土壤分类是土壤地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

是一项创新工作
,

因而

难度较大
。

由于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
”

是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

助项 目
,

因而
,

我们必须齐心协力
,

加倍工作
,

尽早完成此项工作
。

(二 )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及资料作为今后工作蓦础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工作必

须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
。

首先
,

我们要利用美国的研究成果
。

美国土壤分类系统 (第七

次草案 ) 发表至今 已 3 0年
,

5 0 11 T a x o n o m y 已出版 1 6年
,

K e y s T o 5 0 11 T a x o n o m y 已经出

了 4版
,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目前在国际上已有 80 多个国家作为第一或第二分类
。

美国先后成

立有 40 0多位专家参加的 9 个分类委员会
,

对已有的诊断层
、

诊断特性进行讨论
,

使每一个诊

断层
、

诊断特性都有准确的定义
、

概念和鉴定指标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也进行 7年
,

发

表的文章总计约有 1 00 万字
。

这也是我们继续土壤系统分类工作的基础
。

(三 )坚持定量化
、

标准化 目前
,

土壤分类在国际上尚无统一的分类体系
,

要使土壤系

统分类国际化就必须坚持分类指标定量化和标准化
。

同时要做到别人忽视了的
,

我们要重视

它
,

别人不完善的
,

我们要充实它
,

完善它
。

例如对人为上
、

干旱土
、

铁铝土
、

硅铝土的分

类
。

我们正向国际分类靠拢
,

以期补充和完善世界性土壤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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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我们还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间题
:

1
.

我国现行的系统分类比较复杂
,

其中有参考美国
、

法国和联合国的
。

例如
,

在系统分

类中为了反映我国富饶的热带亚热带土壤资源
,

我们将铁铝土的鉴定指标细土 C E C
:

/粘粒和

E C E C /粘粒分别放宽到 < 0
.

2 40 和 < 。
.

1 80
,

这与美国系统分类中的氧化层和联合国世界上壤

图图例中的的铁铝 B层有关这两个指标的定量界限不一致
,

我们准备在修改方案 时将这两个

指标的定量标准与美国分类所规定的数值一致起来
。

2
。

译名问题
。

对于国际上成熟的并 已广泛应用的名词我们要尽量引用
,

不要另创新词
。

例如
,

在潮湿水分状况 A qu ic 50 11 m io s t u r e er g i m 。
中似无必要再另创人 为过潮湿土壤水

分状况 ( A n t h r o h y p e r a q u i c s o i l m 。 i s t u r e r e g i m e )
。

其次
,

在名词的 内涵上 不能取其名

违其意
。

以前
,

由于我们对 aq iu
。一词定义和概念不十分清楚

,

将潮潜育土译为 A q iu o g le y

5 0 11
,

这样A q u i e与 g l e y在含义上有雷同之嫌
,

现在看来似应改为 M o t t l e g l e y 5 0 11; 同

样
,

对老朽化的水稻土的译名
,

也不能将老朽化译为 A l ib c ,

应将 A l ib
。 改为 lB ae 。五de 等

等
。

我们相 洁
,

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成果
,

同时注意吸取国外先进经验
,

经过若干年的工作实

践
,

我国土壤工作者一定能制订出一个具有定量的及诊断层概念的土壤分类系统
。

(上接第 3 1 1页 )

很好的效果
,

单产增加 4 8% ( 1 0 1
.

5千克 )
,

从 1 9 8 2到 1 9 9 1年
,

柳江县施用钾肥 2 1 9 0 7吨
,

平均每季亩施钾 ( K
:
O ) 4

。

5千克
,

增产粮食 3 0 8 0 0 0吨
,

平均每季亩增产 6 1
.

6千克
。

(二 )稻草的增产效果

表 3 还表明
,

每季亩施 15 0千克干稻草
,

获得与钾肥相近的增产效果
。

在缺钾的土壤上
,

适量施用稻草
,

实行稻草还田
,

亦可获得增产
。

自1 9 8 2年晚稻开始
,

柳江县每年约有 40 %的

晚田 ( 10 一 11 万亩 )实行稻草还 田
。

亩施稻草 1 00 千克
,

平均亩增 50 千克稻谷
。

若将钾肥和稻草

配合使用则更有利于增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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