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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干旱土

分类的修订说明

雷文进 顾 国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南京 2 10加 8

摘 要

中国土维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中干早土分类已作盆大修订
.

本文从理论上对土纲鉴别指标
、

亚纲划

分
、

土类设置和土坡命名等修订原因作了系统说明
.

关健词 土城系统分类 ;千早土

我国干早土系统分类的研究是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总课题下开展的
.

18 9 5一 19 9 3年我

们先后在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初拟 亡̀ ,
、

二稿 〔 2〕 和首次方案 〔3 , 中发表了我国干早土分类

的各次草案 ; 此外
,

还在干早土国际会议和国内外刊物上介绍了干早土分类的研究成果和进

展 〔 4刁〕 .

在此阶段中
,

我们在原来发生分类基础上进行由定性向定量化分类的转变研究
,

实现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依据的干早土系统分类
.

但经过多年的探讨
、

研究和检验发现
.

在保留发生土类名称的情况下存在着以下难以克服的缺点
:

( l) 发生学土类本身许多特性并无明确的定量界限
,

在分类中若完整保留这样的土类就

难实现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 ; 若打破这样的土类就要增设新的土类 (如雏钙土和雏漠土 )
,

但

新土类大家都不熟悉
,

不易达成共识和普遍接受
.

( 2) 保留发生土类名称后必然要在土纲
、

亚纲两级和土类
、

亚类两级进行分段命名
,

致

使土类
、

亚类名称不能反映土纲和亚纲的鉴别性质
.

( 3) 大多数发生土类名称是用颜色命名的
,

不能真正反映它们的性质
,

不能顾名思义
.

(4 )有些发生土类是根据地带性概念划分的
,

土类之间性质相近
,

很难用诊断层或诊断

特性分开
,

如棕漠土和灰漠土
,

棕钙土和灰钙土
.

根据以上所述
,

要真正建立我国干早土的系统分类
,

实现分类标准化和定量化就必需在

分类系统中放弃发生土类名称和鉴别标准
,

充分吸收
、

采用已有研究成果
,

根据土壤鉴别性

质对前一阶段的干早土分类进行修订
.

新的干早土分类已编人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一书 〔` 0〕 .

l 土纲鉴别性质的挑选
干早土作为土纲虽是美国土壤系统分类最先提出的 〔川

,

但在此以前各国在各自的高级

分类中早就有了它们的分类位置
,

如美国 19 4 9 年分类中的干早区淡色土亚纲 〔` 2) ,

我国

19 7 8 年土壤分类暂行草案中的石膏盐层土和部分钙层土 c们
.

苏联 19 6 7 年土壤分类中的亚

北方带半荒漠及荒漠土壤省和 暖温及亚热带半荒漠灰钙土省 〔` 3〕
,

澳大利亚 19 62 年的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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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含石膏或石灰亚纲
〔 ’月 , ,

总之
.

各国所指土壤名称尽管不同
,

但均指不灌溉就无农业的干

旱土壤
.

为此
,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就把干旱水分状况定为干旱土的主要鉴别性质
.

这一鉴别特性曾在 1974 年联合国 1 : 500 万世界土壤图图例说明中和 19 91 年出版的 《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 ) 中试用

.

后经实践证明
:
(l )干早水分状况实际上是气候标

准
,

联合国世界土壤图图例不再用它确定土壤单元 ; (2) 干早地区地广人稀
,

设点观测水分

状况十分困难 ; (3) 干早地区气象台站也最少
,

利用气象资料估算水分状况也难实现
.

为

此
,

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替代干早水分状况的其它特性上
.

影响干早土形成的主要因素是降水少和渗透浅
.

土壤的现代生物
,

物理和化学过程可能

只在降水可渗人的表层进行
.

个别时期的大雨或暴雨有时虽可渗人表下层
,

但表下层大多数

是过去较湿时期的土壤残遗物
.

因此
,

表层应是现代土壤形成的标志产物
,

也是可以作为替

代干早水分状况的唯一土壤特性
.

这种表层我们定为干早表层
,

其定义参看
“

中国干早土系

统分类
’

一文
〔 , ,

.

干早表层包括孔泡结壳或结皮
、

多角形裂缝和个体及砾幂或砂被等形态特征组成
.

孔泡结壳或结皮是干早表层 的代表性特征
.

A
.

S o u irj i 引用其他作者的试验资料指 出
,

它是低腐殖质和孔隙充满空气的表土受机械压力 (如雨滴压紧 )或浸湿时空气在孔 隙中压缩
,

引起团聚体崩解和土壤垒结中颗粒重茉
.

排列 而形成 〔” 〕
,

w
.

D
.

N et lt et o n
也认为

,

它是无

结构
、

易消散
、

低腐殖质土壤反复饱和的结果
.

饱和时粗骨颗粒可重新自由排列
.

细粒物质

也可 自由移至粗骨颗粒的接触点上
,

雨后结壳上部立即干透
,

而下部充满孔隙的空气则被封

闭起来
,

龄是形成孔泡结皮 〔 ’ “ ,
.

但 E
.

B
.

A 0 6 。
二 认为

,

它是在夏季短暂湿润后迅速变

干
,

析出 C 0 2 ,

并在高温条件下促使 N a
、

C a
重碳酸盐转变为碳酸盐

,

以致胶结孔壁
,

形

成孔泡结壳 〔 ’ , )
.

他们的说法虽异
,

只是着眼点不同
,

前两者仅从物理变化角度考虑
,

后者

却从碳酸盐的化学转化角度考虑而 已
.

孔泡结壳表面在反复干湿变化过程中不断膨胀和收缩
.

但由于浸湿时间和质地不同
,

胀

缩程度不一
,

一般多形成大小不等
,

厚薄不一的多角形裂纹或裂缝和个体
.

砾幂是干早土壤表层的另一形态特征
,

其形成与砾质土壤物质和风
、

水侵蚀有关
.

砾幂

形成后不仅可以起到保护表土
,

免遭侵蚀的作用
,

还能捕集降尘
.

增加细土
,

形成新的孔泡

结皮
.

综合上述
,

不论孔泡结皮
、

多角形裂缝和个体
、

砾幂
,

还是砂被都是在干早水分条件下

形成的表层形态特征
.

这些特征可概括为干早表层
,

并在修订方案中把它选为干早土的主要

鉴别性质以代替干早土壤水分状况
.

2 亚纲类别的设置

按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③ 将干旱土分 出高寒干早土
、

钙积干旱土
、

石膏干

早土和正常干早土 4 个亚纲
.

这次修订根据 以下理由改变为高寒干早土和正常干早土两个亚

纲
:

1
.

在首次方案中大多数土纲是按土壤水分状况或温度状况设置亚纲的
,

只有干早土等

少数土纲是按其它诊断性质划分的
.

其实
,

中国干早土在温度状况上的差别远远超过其它诊

断性质
.

分布在高海拔( 3 5 0 0m 以上 )地区的干早土具有寒性或更冷土壤温度状况
,

而分布在

低海拔地区的干早土则为温性一热性土壤温度状况 (表 1)
.

两种干早土中均有钙积
、

石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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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化等类别
,

若按温度状况区分亚纲即可突出温度对可利用性的影响
.

表 1 干 早 土 水 分 和 盆 度 状 况

干度年操
土 城 沮 度 (℃ )

代 表坡土
拔度海高

地 点
观侧深度

( em )
` 月 , 月 8月 互平均 年平均

飞曰ō、ù6Q
JOù2

001ù l,山,J,.,.óU42Q
r户、ù

..

…
óO自JO声4
. .1月JfJ..,三

. ..,̀全J飞甘6心
甘

3033四14二哈 密

吐鲁番

托托河

7 3 7
.

9

3 4
.

5

6 6 2
.

5

3 19 2
.

1

4 5 3 4
.

3

正常干早土

正常干早土

正常干早土

高寒干早土

高寒干早土

40 2 7
.

7

40 3 0
.

6

40 17
.

4

20 12
.

2

20 一

13
.

6 3 7
.

1

17
.

名 1 6
.

2

10
.

2 2 4 5
.

6

兮
1 7吕

.

7

邓 7 .3

宁兰伊都

2
.

高寒干早土和正常干早土由于温度状况不同
,

其生物和化学过程也有一定差别
.

从

表 1 可以看出
,

我国高寒干早土区的海拔高度要 比正常干早土区高 3 000 m 以上
,

最热月气

温要低 10一加℃
.

因此高寒干早土的生物活动期
、

有机质的分解和转化受到限制
,

有机质的

含量要比正常干早土明显增高 (约高 0
.

3一0
.

5 个百分点 )
.

此外降低温度可急剧提高碳酸钙的

溶解度
.

因为温度愈低
,

蒸发愈弱
,

土壤溶液中的碳酸愈多
,

碳酸钙与碳酸作用可形成重碳

酸钙
,

其溶解度明显增加
.

溶解度的增高意味着碳酸盐的迁移力增强
,

许多高寒干早土表层

或全剖面缺少碳酸盐或含量很低可能与此有关
.

两种干早土因温度不同而产生的生物化学差

异也是分成两个亚纲 的依据之一
土壤分类的 目的之一是为合理利用

、

管理和改良提供科学依据
.

分出干早土纲就是为了

把不灌溉就不能利用的土壤和其他可利用的土壤分开来
.

但在干早土中由于上述温度状况不

同
,

有些干早土即使通过灌溉也不一定可以农用
.

譬如高寒干早土
,

由于它受干早和寒冷两

个不利因素控制
,

通过灌溉只解决了干早问题
,

寒冷因素尚限制着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

正常

干早土不受寒冷因素控制
,

只要解决干早问题便可直接农用
.

由此可见
,

若把干早土分成高

寒和正常两个亚纲 即可在利用上反映这一重要区别
.

3 土类类别的设置
在

“

首次方案
’

中干早土保留了不少发生学土类
.

当时虽然对这些土类重新下了定义
,

但

使用者仍按照名称的旧概念生搬硬套
,

以致出现混乱
.

为 了克服此类缺点
,

我们决定放弃
“

首次方案
.

中保留的全部发生土类
.

根据反映成土过程的表下层性质重新设置土类
.

干早土的表下层十分复杂
,

几乎没有共同的形态特征
.

因为在干早条件下
,

随着干早程

度
、

各种盐分的溶解度和成土年龄的不同
,

盐类在剖面中的重新分配和聚积
、

矿物的风化和

硅酸盐粘粒的形成
、

移动和聚积也有不 同
.

由这些过程产生的表下层势必各式各样
,

常见的

有钙积层
、

石膏层
、

盐积层
、

粘化层和雏形层等
.

钙积层只发生在向半干润过渡的干旱土中
.

石膏层和盐积层主要发生在典型干早土中
,

少数也发生在过渡干早土中
.

至于粘化层
,

有的发生在有钙积层的干早土 中
,

有的发生在有

石膏层的干早土中
,

其它无钙积层
、

石膏层
、

盐积层和粘化层
,

但有雏形层的干早土是各类

土壤发育的初始阶段
,

统统归人简育土类
.

修订方案与首次方案中的土类变更关系参看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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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在修订方案和首次方案中干早土土类的变更关系

修订方案 首 次 方 案

钙积高寒干早土

石青高寒干早土

粘化高寒干早土

简育高寒干早土

钙积正常干早土

石青正常干早土

盐积正常干早土

粘化正常干早土

简育正常干早土

有钙积层的寒冻钙土和寒钙土

有石 *层的寒淇土和冷淇土

无钙积层
、

石青层
,

但有粘化层的寒冻钙土和寒钙土

除雏形层外无其它诊断层的寒淇土
、

冷淇土
、

寒冻钙土和寒钙土

棕钙土和灰钙土

有石青层的棕澳土和灰澳土

有盐积层的棕澳土和灰淇土

无钙积层
、

石青层和盐积层
,

但有钻化层的灰淇土或棕澳土

雏钙土
、

雏澳土和龟裂土

4 土壤命名

土壤命名一向没有定规
,

但常与分类观点和依据相联系
.

早期以地质观点为依据的土壤

分类多以岩性组成命名土壤
.

地理发生分类强调生物气候原则
,

土壤命名则以反映地带性
、

省性和相性概念的名称为主
.

西欧的形态发生分类是在发生分类基础上发展成的
,

但强调形

态特征
,

所以土纲类别多以形态特征命名
,

而土类
、

亚类则以发生类型命名
.

现在的美国土

壤系统分类全部采用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分类土壤
,

所以土壤名称也全部属性化
.

过去的分类

学派很多
,

分类原则各异
,

但为了反映他们的分类观点必然要提出他们各自的土壤命名法
.

自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和联合国世界土壤图图例发表后
,

各国土壤命名有向属性和连续性命名

趋向发展
.

既然我们企图在干早土分类中把发生土类改变为属性土类
,

所以土类名称也应相应改

变
.

新的土壤名称依照以下原则命名
.

( l) 在高级级别中删除发生土类名称和分段命名法
,

从土纲到亚类采用属性连续命名

法
.

( 2) 在高级类别中性质术语选用能反映成土过程或影响成土过程的诊断层或诊断特性名

称
.

据此原则
.

现将干早土各级类别名称举例如下
:

亚纲类别名称是根据影响成土过程温度状况而命名的
,

如高寒干早土和正常 (温暖 )干早

土
。

土类类别名称是根据反映成土过程的性质命名
,

如正常干早土中反映钙积过程的钙积正

常干早土
,

反映石膏化过程的石膏正常干早土
,

反映盐分残积过程的盐积正常干早土
.

反映

硅酸盐粘粒聚程过程的粘化正常干早土
,

反映初始形成过程的简育正常干早土
.

亚类名称是根据反映成土过程强度或附加过程的名称或母质残留特性的名称命名
.

5 检索顺序

检索顺序对土壤类别的设立有直接影 响
,

先检出的土壤必然包括具有某诊断层或诊断特

性的所有土壤
,

后检出的就不允许再现这些性质
.

到目前为止
,

确定检索顺序的原则尚无统

一规定
.

美国干早土的检索顺序主要按照对农业生产的限制性确定
.

限制性大的先检
,

小的

后检
,

故盐积的先检
,

然后依次为硬磐的
,

石膏的
、

粘化的
、

钙积的和雏形的
.

我们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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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照这个顺序往往会把两个主要性质相同的土壤
,

由于次要性质不同而分类为两个不同

类别
.

如在半荒漠土壤中可能有两个有钙积层的土壤
,

一个只有钙积层
,

另一个在钙积层以

下还有石青层
.

若按上述限制性大小检索
,

必然要先检有石膏层的
,

后检有钙积层的
.

这样

一来
,

有石膏层的先要归为石膏土壤类别
,

有钙积层而无石膏层的只能归人钙积土壤类别
,

人为地把半荒漠土壤分成两个代表荒漠的和代表半荒摸的土壤类别
.

如能从发生角度考虑
,

先检有钙积层的土壤
,

那么两种土壤就可一起归人代表半荒漠的钙积土壤类别
.

此外
,

根据

现有资料证明
,

我国荒漠土壤中尚未发现有钙积层的
,

所以先检有钙积层的
,

再检有石膏层

的可以把荒漠土壤和半荒漠土壤分开
.

为此
,

在修订方案中由于亚纲只有温度状况一个鉴别性质
,

所以检索顺序可按其限制性

大小检索
.

土类的鉴别性质较多
,

根据上述理由其检索顺序可依次定为钙积的
、

盐积的
、

石

膏的
、

粘化的和简育的
.

亚类是土类的续分
,

在发生和主要鉴别性质上大致相同
,

其检索顺

序应按主要性质的表现强度和限制程度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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