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9 6 年 第 5期 壤 2 2 5

关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 )诊断
层和诊断特性的说明

曹 升 赓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南京 21 0 00 名

摘 要

阐述了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基本概念
.

对 《 中国土坡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所设置的诊断层和诊断特

性作了详细说明
.

并简述了它们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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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特点是 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
,

以发生学理论为指导
,

面向世

界与国际接轨
,

并具有中国的特色
.

为此
,

就必需建立一系列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作为鉴别土

壤
,

分类土壤的依据
.

早在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初拟
’ 〔 ’ 〕 发表时就建立了一套既与国际土

壤系统分类接轨
,

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而且
,

从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

次方案)》 〔2 , 起
,

还根据分类需要
.

创设了美国土壤系统分类 (s )T
,

联合国世界土壤图图例

单元任 A O / U en sco / sI R I C )和世界土壤资源参比基 础 (w R B) 等分类制所没有的
`

诊断现

象
, ,

妥善处理了亚类一级土壤的划分
.

1 基本概念
L l 诊断层

凡用于鉴别土壤类别的
,

在性质上有一系列定量规定的土层称为诊断层
.

土壤诊断层是土壤发生层的定量化和指标化
.

两者是密切关连而又互相平行的体系
.

用

于研究土壤发生
,

需建立一套完整的发生层
,

而用于土壤系统分类
,

则必定要有一套诊断层

(和诊断特性 )
.

许多诊断层与发生层同名
,

例如盐积层
、

石膏层
、

钙积层
、

盐磐
、

粘磐等
.

有些诊断层

由一个发生层派生
.

例如作为发生层的腐殖质层
,

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按有机质含量
、

盐

基状况和土层厚薄分为暗沃表层
、

暗瘩表层和淡薄表层等 3 个诊断层
.

有些诊断层则是由两

个发生层归并而成
,

例如水耕表层包括 (水耕 )耕作层和犁底层
,

粘化层包括淀积粘化层和次

生粘化层
,

干早表层包括孔泡结皮层 和片状层
,

漂白层包括各种不同发生过程 (如灰化作

用
、

漂洗作用 )形成的 E 层
.

有的诊断层相当于某一发生层
,

但名称不同
,

例如雏形层与风

化 B 层
.

诊断层按其在单个土体中出现的部位
,

可细分为诊断表层和诊断表下层
.

( )I 诊断表层是指位于单个 土体最上 部的诊断层
.

在 土壤系统分类中诊 断表层 用

e iP p e d o n
表示

,

意指这是单个土体的上部层段
.

因此
.

它并非发生层中 A 层的同义语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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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义的
“

表层
’.

它既包括狭义的 A层
,

也包括在土壤形成中由 A 层向 B 层过渡的 A B 层
,

例如在具均

腐殖质特性的土壤中
,

其腐殖质的聚积由土表向下逐渐减少
,

颜色逐渐变淡
,

这样形成的暗

沃表层就包括了 A 层和 A B 层 ; 又如肥熟早耕人为土的肥熟表层应包括其上部的高度肥熟

亚层 (相当于 A 层 )和下部的过渡性肥熟亚层 (相当于 A B 层 ) ; 另外
,

还包括在人为土壤形成

过程中由人为耕作施肥活动造成的覆于原土壤单个土体上部
、

厚度达 5c0 m 或更厚的灌淤表

层
、

堆垫表层等层段
,

不论它们是否 已有 B p 层 (耕作淀积层 )的分异
.

(2 )诊断表下层是由物质的淋溶
、

迁移
、

淀积或就地富集作用在土壤表层之下所形成的

具诊断意义的土层
.

包括发生层中的 B 层 (例如 : 粘化层 )和 E 层 (例如漂白层 )
.

在土壤遭受

剥蚀的情况下
,

可以暴露于地表
.

L Z 诊断特性

凡用于鉴别土壤类别的
,

具有定量规定的土壤性质 (形态的
、

物理的
、

化学的 )称为诊断

特性
.

它们是根据土壤系统分类需要而设置的一套独立体系
.

诊断特性与诊断层之不同在于所体现的土壤性质并非为某一土层所特有
,

而是可出现于

单个土体的任何部位
,

是泛土层的或非土层的
.

大多数诊断特性是泛土层的
,

例如
“

潜育特征
’

可见于 A 层
、

B 层或 C 层
.

有些则是非

土层的
,

例如
`

土壤水分状况
’ 、 “

土壤温度状况
.

等
.

而且它们在名称上虽然与土壤物理学中

相同
,

然其定义和研究目的却迥然相异
.

在土壤物理学中
,

土壤水分状况是指土壤剖面 中周

年或某一时期内含水量的动态变化
.

而在土壤系统分类中
,

则指土壤水分控制层段或某土层

内 < 1 5 0 OkP
a 张力持水量或地下水的有无或多寡

,

并细分为干早
、

半干润
、

湿润
、

常湿润
、

滞水
、

人为滞水
、

潮湿等土壤水分状况
.

土壤物理的土壤温度状况是指土壤剖面中周年或某

一时期内温度的动态变化 ; 而在土壤系统分类中
.

则指土表下 5c0 m 深度处或浅于 5c0 m 的

石质
、

准石质接触面处的土壤温度
.

而且除水冻土温状况外
,

其他如寒冻
、

寒性
、

冷性
、

温

性
、

热性和高热等土温状况均指年平均土壤温度 (个别则辅以夏季平均土温的说明 )
.

大多数诊断特性具有一系列土壤性质的定量规定 ; 少数仅为单一的土壤性质
,

例如石灰

性
、

盐基饱和度等
.

L 3 诊断现象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还把在性质上已发生明显变化
.

但尚未达到诊断层或诊断特性规定

指标
,

但在土壤分类上具有重要诊断意义
,

即足以作为划分土壤类别依据的称为诊断现象 (

主要用于亚类一级 )
.

其命名参照相应诊断层或诊断特性的名称
,

例如碱积现象
、

钙积现

象
、

变性现象等
.

各诊断现象均规定出一定指标及其下限
,

其上限一般为相应诊断层或诊断

特性的指标下限
.

目前已建立的诊断现象有 : 有机现象
、

草毡现象
、

灌淤现象
、

堆垫现象
、

肥熟现象
、

水

耕现象
、

舌状现象
、

聚铁网纹现象
、

灰化淀积现象
、

耕作淀积现象
、

水耕氧化还原现象
、

碱

积现象
、

石膏现象
、

钙积现象
、

盐积现象
、

变性现象
、

潜育现象
、

富磷现象
、

钠质现象和铝

质现象等 20 个
.

2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是所有土壤系统分类制的基础
.

虽然各系统分类制之间差异较大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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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诊断层
、

诊断特性及其鉴定标准却大同小异 ; 这样就使各分类制之间的交流有了共同

语言
.

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实际需要 出发
,

吸取国际 s T
, 〔 3〕

,

F A o / u ne
sco / I S R I c 闭

,

w R B 〔 ’ 〕 等分类制的先进经验
,

结合中国实际
,

总结包括 《首次方案》 在内的已有资料
,

特别是 1 9 9 2一 1 9 9 4 年期间所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 ( 1“ 篇论文 ) (曰〕
,

经过 4 次修改
。 ,

重

新建立了 33 个诊断层 (l 1个诊断表层
.

20 个诊断表下层
,

2 个其他诊断层 )和 25 个诊断特

性
.

表 1 中国土堆系统分类中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设里及其归类

直接引用

名称
、

指标与国外

基本相同

名称不同
,

指标基本

与国际相同

引进姆念
,

间接引用
,

综合国外各主要系统
.

并根据我国资料
.

进行修订
、

补充
.

根据我国土坡特点和已有

研究资料而建立的

断

磐磐磐粘盐磷

暗沃表层

暗瘩表层

淡薄表层

漂 白 层

舌 状 层

灰化淀积层

超盐积层

石 青 层

超石青层

钙 积 层

超钙积层

磐 有机表层

雏 形 层

铁 铝 层

聚铁网纹层

耕作淀积层

粘 化 层

碱 积 层

盐 积 层

含 硫 层

草毡表层

范淤表层

堆垫表层

肥熟表层

水耕表层

干早表层

盐 结 充

低活性富铁层

水耕级化还原层

小小计 1 111 小计 11111

共共计 3333 共计 12
.

占 3 6
.

4%%% 共计 9
.

占 27 .2 %%% 共计 1 2
,

占 3 6
.

4%%%

诊诊诊 石质接触面面 有机土坡物质质 岩性特征征

断断断 准石质接触面面 变性特征征 人为淤积物质质

特特特 永冻层次次 土壤水分状况况 人为扰动层次次

性性性 值值 土城沮度状况况 冻触特征征

火火火山灰特性性 潜育特征征 板化还原特征征

铝铝铝质特性性 腐殖质特性性 均腐殖质特性性

铁铁铁铁质特性性 t 铝特性性

钠钠钠钠质特性性 富磷特性性

石石石石 灰 性性 盐荃饱和度度

硫硫硫硫化物物质质质

共共计 2 5

… 共计 6
.

占 2 4 %%% 共计 10
.

占 4 0%%% 共计 9
,

占 3 6%%%

把这些诊断层和诊 断特性进行归类 (表 l)
,

可以看 出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所设置的诊断层

和诊断特性在整体上与 国际接软
,

且具有 中国的特色
.

具体体现在
:
第一类直接引用的 占

l / 3 弱
,

第二类引进概念
,

予 以综合
、

修订或 补充的约占 1 / 3
,

第三类 中国特有的占 1 / 3

`
在定稿 州 之前分别刊印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土纲检索及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初稿(1 9 94 年 10 月 )
,

中国

土壤系统分类检索 (修订方案 )
,

二稿 ( 19 9 5 年 3 月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

三稿 ( 19 9 5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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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2. 1 第三类中国特有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若千说明

2. L I 人为表层类

灌淤表层
、

堆垫表层
、

肥熟表层和水耕表层第 4 个人为表层分别是灌淤早耕人为土类
、

泥垫和土垫早耕人为土土类
、

肥熟早耕人为土土类及水耕人为土亚纲 的诊断依据
.

但水耕人

为土除具水耕表层外
,

还必须具有水耕氧化还原层
.

原曦土和珠江三角洲桑 (蔗
、

蕉
、

花
、

草 )基鱼塘地区土壤均具堆垫表层
,

但物质来源不同
,

土壤性质也不一样
,

故在堆垫表层中

又细分出
`

土垫
’

和
`

泥垫
’

两亚型
,

作为划分土垫早耕人为土和泥垫早耕人为土的依据
.

张效

朴
、

龚子同等通过对肥熟表层重要指标有效磷的比较研究 〔 ’ 。 ,
,

肯定了 《首次方案》 所用的

N a
H C o 3 浸提磷优于国际上通用的柠檬酸溶性磷 〔--35 〕 ,

同时对前者的定量指标提出了修订

建议
.

故 《修订方案》 对肥熟表层的一系列指标作了全面调整
.

此外
,

重新规定肥熟早耕人

为土的诊断依据除肥熟表层外
,

还应具有磷质耕作淀积层
.

目前
,

这些人为表层的概念已为 W R B 制采纳
,

也是国际土壤系统分类制向中国接轨的

最好例子
.

1 1.2 结皮表层类

包括干早表层和盐结壳
.

前者用 以取代干早土壤水分状况作为鉴别干早土纲的依

据 〔” 〕 ,

后者是潮湿正常盐成土中划分结壳亚类的依据
.

1 993 年 8 月在乌鲁木齐举行的国

际干早土分类和管理会议上
“

中国干早土系统分类
’

一文提出的新诊断层一千早表层
,

以及盐

磐 〔` 2 ) 得到了国外土壤学家的肯定
,

认为分别是对国际干早土分类的贡献和补充
.

乞 1 3 新增设的诊断层

除上述的干早表层
、

盐结壳外
,

尚有 :

( l) 草毡表层
.

是高寒草甸植被下形成的草毡状表层
,

用于划分寒冻雏形土亚纲中的草

毡土类
.

(2 )低活性富铁层
.

全称为低活性粘粒一富铁层
,

是鉴别在中度富铁铝化作用下形成的具

低活性粘 粒 (C E C < 24 cm ol (+) / k g 粘粒 )和 富含游离铁 (细土 D C B 浸提游 离 F e ZO 3>

加g / gk )的土壤
—

富铁土纲的依据
.

( 3) 磷磐
.

《首次方案 》 中的原磷积层指标包括有磷磐
,

为避免磷积层与磷质耕作淀积层

棍淆
,

以及更主要 的是在富磷岩性均腐土 (南海诸岛的鸟粪磷矿土壤 )中磷积特征实际上是泛

土层的
,

故将原磷积层改为富磷特性和磷磐
.

乞 1.4 诊断特性的增设和修订

增设的有人为淤积物质
、

人为扰动层次
、

均腐殖质特性
、

富铝特性和富磷特性
.

人为淤

积物质包括由以灌溉为目的引用浑水灌溉形成的灌淤物质和以淤地为目的引淤造成的截淤物

质
.

前者说明灌淤表层 的物质来源
,

后者是徽积人为新成土 (俗称淤土 )的诊断依据
.

《修订

方案》 取消 《首次方案 》 所设的均腐殖质表层
,

引进 S T 的暗沃表层
,

另设均腐殖质特性
.

它与暗沃表层一起作为均腐土纲的诊断依据
.

富铝特性虽然与第一类诊断特性中的铝质特性

同为土壤中铝 富集的特性
,

但前者是指 ( l) 除铁铝土纲外的低活性粘粒土壤中和 (2) 具常湿润

土壤水分状况或偏向常湿润的湿润水分的
,

粘粒为高活性的强淋溶山地土壤
,

它们的矿物组

成中有较多三水铝石或铝间层矿物的铝富集特性 ; 见于富铁土中
.

如原红壤
、

黄壤等 ; 而后

者则指中度风化土壤中铝富集的特性
,

见于淋溶土
、

雏形土中
,

如原准红壤
、

准黄壤
、

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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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

灰棕壤
、

灰黄棕壤等
.

修订的有岩性特征和氧化还原特征
.

岩性特性中把近代冲积物岩性特征改称为冲积物岩

性特征
,

其指标也作了若干调整
.

把风积砂质沉积物岩性特征改为砂质沉积物岩性特征
,

用

以鉴别的土壤类型更为广泛
、

不限于原风沙土
.

增设的碳酸盐岩岩性特征是用以鉴别发育于

石灰岩的雏形土
、

新成土
、

部份富铁土和部份淋溶土
.

.2 2 关于第二类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若干说明

主要是引进概念
,

大部分指标与国际相同
,

但均根据我国研究资料予以补充或修订
.

.2 .2 1 有机表层 该层基本上引用 S T 的定义和指标
,

但吸取 W R B 设置落叶层的经验
,

将有机表层分别按泥炭质有机表层和枯枝落叶质有机表层规定指标
.

并根据我国现有资料规

定了厚度为 20 一礴oc m 的
,

水醉纤维按体积 < 75 %或有机土壤物质为半腐和高腐的泥炭质有

机表层的容重上限
,

即 0
.

1刊
.

4M g / m ’ .

.2 .2 2 雏形层 与 F A o
、

w R B 制的雏形层一样
,

也将潜育指标排除在外
,

另设潜育特

征
.

但厚度与国外的不同
.

S T 无厚度指标
,

F A O 和 W R B 均为 1 5ctn
,

而我国则考虑到干

早土和具寒性或更冷土壤温度状况土壤的特点规定至少为 sc m
,

其他土壤则 > 1 oc m
.

.2 2 3 铁铝层 该层是鉴别铁铝土纲 的诊断层
,

其主要指标均与 F A o
、

w R B 的相同
,

由于定量测定可风化矿物需有一定实验室条件
,

故细土 K ZO 全量 < 109 / kg 也可作为高度

风化土壤的又一指标
.

因为在高度风化土壤中随着钾长石
、

云母类等含钾矿物的彻底分解
,

B 层 K Zo 含量必定很低 川〕
.

.2 .2 4 聚铁网纹层 该层是鉴别铁铝土和富铁土网纹亚类的依据
.

S T 和 F A O 制只设诊

断特性聚铁网纹体
,

中国参照 W R B 设聚铁网纹层
.

设该诊断层是基于 ( 1) 在正常情况下聚

铁网纹层出现于 B 层或 C 层
,

而不是泛土层的
,

(2 )在 S T 和 F A O 的土壤分类检索中均有厚

度或土层的概念
,

例如 F A O 的一级单元 (聚体网纹土 )定为在一定深度范围内厚度> 1 sc m 土

层中聚铁网纹体> 25 % ; ST 规定老成土的聚铁网纹土类在 0一 1 5c0 m 内有一个或更多土层

内的聚铁网纹体数量 > 50 %
,

聚铁网纹亚类则至少有 5%
.

关于聚铁网纹层的聚铁网纹体数

量指标
,

我们与 w R B 一样
,

定为至少 10 %
.

另外
,

《修订方案》 中还设立了聚铁网纹现象

俘度为 5一 1c5 m 或聚铁网纹体数量为 5一 10 % )
,

虽然在 目前的分类检索中尚未用上
,

但考

虑到随着资料的积累
,

有可能设立网纹土类
,

这样
,

聚铁网纹现象便可作为划分亚类的依

据
.

当然
,

数量指标要作相应的调整
,

例如分别为 > 25 % 和 5一 25 %
.

.2 2占 变性特征 该诊断特性是变性土纲的诊断依据
.

F A O 制虽然也设有变性特征
,

但

它只有定性指标
,

我们则从 S T 的变性土纲检索和其他土纲的各种变性亚类检索中抽取有关

指标加以综合
、

归纳
,

并补充了我国在诊断变性上特有的指标— 自吞特征
.

1 .2 ` 腐殖质特性 在 F A O 制的诊断特性和 501 1 T ax
o n o m y 的分类检索中

,

腐殖质特性

是热带亚热带酸性土壤所特有的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则将之扩大到变性土的
“

腐殖
’

土类
.

即包括前者的淋溶淀积物质和后者重力积累 (自吞作用 )产物
.

腐殖质特性与均

腐殖质特性虽然从腐殖质的剖面分布来看都是腐殖质积累深度较深
,

由上向下逐渐减少 ; 但

均腐殖质特性纯由生物学积累引起
.

而腐殖质特性则既有 A 层 (和 A B 层 )的生物学积累
,

更

主要的是又因淋溶或重力作用导致腐殖质在 B 层的积聚
.

两者的形态特征也不相同
,

具均

腐殖质特性的土壤中腐殖质含量与根系分布一致
,

在各土层内的空间分布较均匀 ; 而前者腐

殖质在 B 层的积累则以结构面
、

孔晾壁腐殖胶膜形态出现 (热带亚热带酸性土壤 )
,

或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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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间填充含腐殖质土体或土膜形态出现 (变性土 )
.

.2 .2 7 土壤水分状况 该诊断特性的分级基本上与 S T 相同
,

但增加了水耕人为土的人为

滞水水分状况
.

《首次方案》 中的人为潮湿水分状况
,

混淆了
`

滞水
’

(某一时期土壤被上层滞

水饱和 )与潮湿 (某一时期土壤被地下水饱和 )的概念
,

故予以订正
.

.2 .2 8 土壤温度状况 该诊断特性的分级也基本上与 S T 相同
,

但增设了永冻土温状况

伊 e

mr
a g el ic )

.

指的是土表下 5c0 m 深度处或浅于 50 cm 的石质
、

准石质接触面处常年土温 <

0℃
.

原引用 s T 的 cP
r
ge h c( 年均土温< 0℃ )曾译为永冻

,

现改称寒冻土温状况
,

英译则改为

G iel c
.

对温性土壤温度状况则进一步分出温热与中热两种情况以适应划分暖热砂质新土
、

暖热冲积新成土
、

暖热正常新成土之需
.

总之
,

只要仔细查阅第二类所列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并与国际上其他土壤系统分类制

所设置的有关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相对照
,

不难看出其指标不尽相同
,

而且有我国自己的资

料
.

.2 3 第一类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若千说明

直接引用 国际成熟的又适用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中除钙磐相当于

S T 的石化钙积层外
,

其余在名称和指标上均国外基本相同
.

腐殖质表层类的三个诊断表层
,

在 S T
,

F A O / U ne
s
co / sI R I C 和 W R B 等分类制中均

有设置
,

我们主要用于鉴别土类
、

亚类
,

但暗沃表层加均腐殖质特性则又是鉴别均腐土纲的

依据
.

鉴于过去的译名并不完全切意
,

故作了订正
.

暗沃
、

暗痔除反映腐殖质含量较高和土

壤颜色的明度和彩度值较低外
,

还分别说明盐基的饱和与贫瘩状况 ; 淡薄表层则表明该诊断

层或是腐殖质含量较低以及明度和彩度较高或是厚度较薄
.

漂白层
、

舌状层 (新增 )和舌状现象分别相当于 s T 制中的漂白层+ 漂白物质 ③
、

舌状层

和漂白物质指间状延伸
,

它们除其他指标外
,

漂白物质分别为> 85 %
,

15一 85 % 和 < 15 %
.

灰化淀积层相当于 s T 制的灰化淀积层 +灰化淀积物质 仁3〕
.

《修订方案》 新增的引进诊断特性尚有
n
值和铝质特性分别用于雏形土纲和淋溶土

、

雏

形土中的铝质类别
.

永冻层次引 自 S T 制
,

但在定义上对深度范围作了明确规定
.

3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意义
1

.

由于土层和 土壤性质是不同成土过程的产物
,

故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本身体现了土壤

形态
、

土壤特性和土壤发生三者的结合
.

根据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来鉴别土壤
,

实际上就反映

了土壤分类与土壤发生的相互联系 ; 而且不把成土过程
.

甚至成土条件作为分类标准
,

而是

以反映成土过程结果
、

有定量规定的土层或性质作为分类标准
.

保证了土壤分类的客观性
.

2
.

土壤系统分类的各级类别是通过有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检索系统确定的
.

根据某一

土壤的基本资料和野外剖面观察
,

确定其具有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后
,

便可按检索系统将之

从土纲
、

亚纲
、

土类一直检索到亚类
,

也就是说
.

每一种土壤可 以在这个系统中找到所属的

分类位置
.

也只能找到一个位置
.

以某一原称为黑钙土的土壤为例
,

从其剖面形态特征和理

化分析资料
,

知其具有一暗沃表层
,

有均腐殖质特性
,

有一钙积层
,

钙积层之下直至

15 Ocm 有锈斑纹
,

土壤水分状况按实测资料或计算属半干润的 ; 则通过检索可查得该土壤

归属均腐土纲
、

干润均腐土亚纲
、

钙积均腐土土类
、

斑纹钙积均腐土亚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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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土壤类别的命名均 以诊断层或诊断特性的名称作为字根
,

少数

则取与诊断层或诊断特性名称有关的字组作为字根
.

因此
,

反过来
,

从土壤命名上也清楚反

映该土壤具有何种诊断层或诊断特性
,

从而也就能了解该土壤的基本特征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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