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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_

要 本文按照《中国土城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

对《辽宁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 进行修订和补

充
。

修订后的辽宁土坡系统分类
,

共划分 9个土纲 (有机土
、

人为土
、

火山灰土
、

盆成土
、

潜育土
、

均腐土
、

淋溶

土
、

雏形土 )
、

18 个亚纲
、

34 个土类
、

82 个亚类
。

关键词 辽宁 ;土坡系统分类 ;琳溶土

土壤分类实现定量化
、

标准化
、

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
。

为使辽宁土壤分类尽快实

现定量化
,

1992 年
,

根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的概念和理论【̀ 1
,

以诊断层和诊断特

性为基础
,

运用辽宁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资料和理化数据
,

通过鉴定指标验证
,

制定的 (辽宁土壤

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共分 8个土纲 (初育土
、

均腐土
、

硅铝土
、

盐成土
、

潮湿土
、

有机土
、

火山灰

土
、

人为土 )
、

10 个亚纲
、

18 个土类
、

55 个亚类2[]
,

标志着辽宁土壤分类由定性向定量迈出第一

步
。

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发展
,

1993 年 7 月在沈阳召开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淋溶土纲学术研讨

会
。

尤其是 1 9 9 4 年 n 月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学术年会对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的修

订
,

使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彻底变更了土壤命名
,

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

也体现了我国特色
。

1 996

年
,

根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s[] 对辽宁土壤系统分类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和补

充
。

其修订原则是
:

( 1) 土壤系统分类依据和土壤命名原则完全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保持一

致
。
①

(2 ) 综合整理数百个土壤剖面的形态和理化性质
,

以及作者参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

的资料〔4
一

8劝② 。

根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中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检索系统进行验

证
,

把定量的指标落实到具体类型上
。

( 3) 根据辽宁区域土壤的特点
,

新增设 1 个土类 (酸性湿润淋溶土 )和 n 个亚类
。

根据上述原则
,

修订后的辽宁土壤系统分类共划分 9 个土纲 (有机土
、

人为土
、

火山灰土
、

盐成土
、

潜育土
、

均腐土
、

淋溶土
、

雏形土
、

新成土 )
,

18 个亚纲
、

34 个土类
、

82 个亚类
。

从而使

(辽宁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不但完全与国内外接轨
,

而且也体出了辽宁的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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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壤系统分类的原则和依据
1

.

1 分类原则

辽宁土壤系统分类属多级分类
,

共分 6 级
: 土纲

、

亚纲
、

土类
、

亚类
、

土族和土系
。

前 4 级为

高级分类级别
,

后 2 级为基层分类级别
,

现就高级分类级别的分类和命名原则阐述如下
。

1
.

1
.

1 土纲

是最高土壤分类级别
,

根据主要成土过程产生的或影响主导成土过程的性质划分
。

( 1) 根据主要成土过程产生的性质划分的如
:

淋溶土是根据粘化过程产生的粘化层划分
。

有机土是根据泥炭化过程产生的有机土壤物质特性划分
。

人为土是根据人为过程产生的水耕

表层和水耕氧化还原层 ;或肥熟表层
、

磷质耕作淀积层 ;或灌淤表层
、

堆垫表层等划分
。

盐成土

是根据盐渍过程中产生的盐渍层和碱积层划分
。

均腐土是根据暗沃表层
、

均腐殖质特性和高

盐基饱和度划分
。

( 2) 根据影响主要成土过程的性质的土壤水分状况
、

母质性质划分的如
:
潜育土是根据影

响潜育化过程的常潮湿土壤水分状况和潜育特征划分
。

火山灰土是根据影响成土过程进一步

发展的火山灰土特性划分
。

1
.

1
.

2 亚纲

亚纲是土纲的辅助级别
,

主要根据影响现代成土过程的控制因素所反映的性质(如水分状

况
、

温度状况和岩性特征 )划分
。

( 1) 按水分状况划分的亚纲有
:
淋溶土纲中的干润淋溶土和湿润淋溶土

。

人为土纲中的

水耕人为土和早耕人为土
。

潜育土纲中的滞水潜育土和正常 (地下水 )潜育土
。

火山灰土纲中

的湿润火山灰土
。

雏形土中的潮湿雏形土
、

干润雏形土
、

湿润雏形土和常湿雏形土
。

(2) 按温度状况划分的亚纲有
:
淋溶土纲中的冷凉淋溶土

。

有机土纲中的永冻有机土和

正常有机土
。

( 3) 按岩性特征划分的亚纲有
:
火山灰土纲中的玻璃质火山灰土

。

新成土纲中的砂质新

成土
、

冲积新成土和正常新成土
。

1
.

1
.

3 土类

土类是亚纲中的续分
。

土类类别根据反映主要成土过程强度或次要成土过程或次要控制

因素的表现性质划分
。

( 1) 根据主要过程强度的表现性质划分的如
: 正常有机土中反映泥炭化过程强度的高腐

正常有机土
、

半腐正常有机土和纤维正常有机土土类
。

( 2) 根据次要成土过程的表现性质划分的如
: 湿润淋溶土中所反映的漂白

、

碳酸岩岩性
、

粘磐
、

铝质特性
、

铁质特性等次要成土过程的漂白湿润淋溶土
、

钙质湿润淋溶土
、

粘磐湿润淋溶

土
、

铝质湿润淋溶土
、

铁质湿润淋溶土等土类
。

( 3) 根据次要控制因素的表现性质划分的有
:

反映母质岩性特征的钙质干润淋溶土
、

钙质

湿润淋溶土
、

钙质雏形土
。

反映气候控制因素的干润冲积土和湿润冲积土等
。

1
.

1
.

4 亚类

亚类是土类的辅助级别
,

主要根据是否偏离中心概念
,

是否具有附加过程的特性和是否具

有母质残留的特性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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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表中心概念的是普通亚类
。

2 )具有附加过程的亚类为过渡性亚类
,

如漂白
、

粘化
、

潜育
、

斑纹
、

表蚀等
。

3) 具有母质残留特性的为继承性亚类
,

如石灰性
、

酸性等
。

1
.

2 命名原则

土壤命名采用分段连续命名
,

即
:

土纲
、

亚纲
、

土类
、

亚类为一段
。

在此基础上
,

加颗粒大小

级别
、

矿物组成
、

土壤温度状况等
,

构成土族名称
,

而其下的土系则是另一段
。

为此
,

按照下列

原则命名
:

( 1) 在高级类别中废除首次方案中的二元命名法
,

取消不能准确反映土壤性质的名称
,

采

用从土纲到亚类的属性连续命名法
。

( 2) 名称结构以土纲名称为基础
,

其前叠加反映亚纲
、

土类
、

亚类性质的术语
,

分别构成亚

纲
、

土类和亚类的名称
,

性质的术语尽量限制为 2 个汉字
,

土纲名称一般为 3 个汉字
,

亚纲为 5

个汉字
,

土类为 7 个汉字
,

亚类为 9 个汉字
。

个别类别可略多于或少于上述汉字
,

如火山灰土

和灰土
。

( 3) 各级类别名称一律选用反映诊断层或诊断特性的名称
,

部分或选用发生意义的性质

名称或诊断现象名称
。

( 4) 如为复合亚类在两个亚类形容词之间加连续号
“

一
” 。

如斑纹一铁质简育湿润淋溶

土
。

( 5) 亚纲
、

土类
、

亚类一级中有代表的类型
,

分别称为正常
,

简育和普通以资区别
。

对人为

土可用简称
,

如水耕人为土可简称水耕土
,

肥熟旱耕人为土可简称肥熟土
。

2 辽宁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

表 l 辽宁土坡系统分类{修订方案 )

土纲 亚纲 土类 亚类 相当于《首次方案》中的类别

有机土 正常有机土 纤维正常有机土

高庸正常有机土

中腐纤维正常有机土
离腐纤维正常有机土
埋藏离庸正常有机土

普通高庸正常有机土

多数纤维泥炭土

部分普通泥炭土

人为土 水耕人为土 潜育水耕人为土
铁聚水耕人为土

简育水耕人为土

火山灰土

早耕人为土

湿润火山灰土

肥熟早耕人为土

腐殖湿润火山灰土
简育提润火山灰土

湿润碱积盐成土
潮湿正常盆成土

普通潜育水耕人为土
普通铁康水耕人为土
弱盐简育水耕人为土
普通简育水耕人为土
斑纹肥熟早耕人为土

潜育水稻土
漪育水稻土

盐演水稻土
普通水稻土

普通厚熟土

枯化腐殖湿润火 山灰土
粘化简育湿润火 山灰土

不饱和火山灰土
普通火 山灰土

盐成土 碱积盐成土
正常盐成土

普通泥润碱积盐成土
海积潮湿正常盐成土

潜育潮沉正常盐成土

溯碱土

滨海盐土
潜育盐土

潜育土 正常潜育土 有机正常潜育土

暗沃正常潜育土

纤维有机正常潜育土

高腐有机正常潜育土
弱盐暗沃正常潜育土

表份暗沃正常潜育土

石灰暗沃正常潜育土

普通暗沃正常潜育土

部分泥炭潜育土

部分泥炭潜育土

部分盐化潜育土
部分潮化潜育土

部分! 通潜育土
部分普通潜育土

均腐土 湿润均腐土 简育潮湿均腐土 斑纹简育潮湿均腐土

普通简育潮湿均腐土

潮黑土

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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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土纲 亚纲 土类 亚类 相当于 (首次方案 》中的类别

淋溶土 冷凉淋溶土 暗沃冷凉淋溶土

千润淋溶土 钙质干润淋溶土

钙积千润淋溶土

简育千润淋溶土

湿润淋溶土 酸性湿润淋溶土

简育湿润淋溶土

澡白暗沃冷凉淋溶土

普通暗沃冷凉淋溶土

普通钙质千润淋溶土
斑纹钙积干润淋溶土

普通钙积千润淋溶土
石质简育千润淋溶土
斑纹简育干润淋溶土

普通简育千润淋溶土
铝质酸性湿润淋溶土

铁质酸性跟润淋溶土
斑纹酸性砚润淋溶土
普通酸性湿润淋溶土
漂白简育湿润淋溶土
斑纹简育湿润淋溶土
钙质简育漫润淋溶土

铁质简育湿润淋溶土
普通简育漫润淋溶土

像白暗棕奥
普通暗棕城

石灰岩区部分揭士
潮钙积褐土

钙积褐土

薄层福土

潮褐土

普通褐土

部分酸性棕奥

铁硅铝酸性棕坡
多数潮酸性棕坡

多数普通酸性棕壤

多数澡白棕哭

多数瀚棕澳

铁硅铝棕簇
多致普通棕城

雏形土 潮湿雏形土 暗色潮湿雏形土 部分暗潮土

淡色潮湿雏形土 部分潮土

部分褐土

干润雏形土 石灰千润雏形土
部分褐土

简育干润雏形土

常湿雏形土 腐殖常湿雏形土

湿润雏形土 酸性湿润雏形土

暗沃湿润雏形土

简育湿润雏形土

水耕暗色潮湿雏形土
弱盆暗色潮湿雏形土
弱碱暗色湘湿雏形土
石灰暗色潮湿雏形土
厚熟暗色潮湿雏形土
普通暗色潮湿雏形土

水耕淡色潮湿雏形土
弱盐淡色潮湿雏形土
弱碱淡色潮湿雏形土
石灰淡色潮湿雏形土
普通淡色潮湿雏形土
暗沃石灰千润雏形土
普通石灰千润雏形土
暗沃简育千润雏形土

普通简育干润雏形土

腐殖酸性常提雏形土
普通酸性湿润雏形土
普通暗沃湿润雏形土
漂 白简育湿润雏形土

钙质简育湿润雏形土
普通简育湿润雏形土

新成土 砂质新成土 干润砂质新成土 风沙土

湿润砂质新成土 风沙土

冲积新成土 千润冲积新成土 冲积土

很润冲积新成土

正常新成土 红色正常新成土

斑纹千润砂质新成土
石灰千润砂质新成土
普通千润砂质新成土
斑纹湿润砂质新成土

石灰湿润砂质新成土
普通湿润砂质新成土
斑纹千润冲积新成土
石灰干润冲积新成土
普通干润冲积新成土

斑纹湿润冲积新成土
石灰湿润冲积新成土

普通湿润冲积新成土
石灰红色正常新成土

饱和红色正常新成土
石灰千润正常新成土

普通千润正常新成土
火山渣湿润正常新成土

钙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暗沃湿润正常新成土
粗骨提润正常断成土
普通湿润正常新成土

冲积土

红色土

千润正常新成土 部分石质初育土

湿润正常新成土 火山渣粗骨土及部分
石质初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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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辽宁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的改进
3

.

1 建立淋溶土纲

由于建立了淋溶土纲取消了硅铝土纲
,

使辽宁湿润硅铝土和干润硅铝土两个亚纲发生了

重大变革
。

因首次方案中硅铝土纲把具有硅铝特性的风化 ( B )层和具有硅铝特性的粘粒淀积

B 层置于同一土纲
,

即包括成土阶段不同的淋

溶土和雏形土两个土纲
。

通过 176 个土壤剖

面的形态和理化特性的整理
,

将其中具有粘化

层的 119 个土壤剖面归属淋溶土纲
,

而其余具

有风化 ( BZ层的 57 个土壤剖面归属雏形土纲

(表 2 )
。

由此可见
,

把首次方案硅铝土纲修订

为淋溶土纲并增设雏形土纲
,

既解决了硅铝土

命名出现的诸多矛盾
,

又达到了与国际上命名

的一致性
。

表 2 辽宁不同类型土坡粘化层统计分析

有枯化层 无枯化层
土壤类型 剖面数

剖面数 % 剖面数 %

棕 壤 84 6 1 7 2
.

6 1 2 3 2 7
.

40

酸性棕壤 23 15 65
.

2 1 8 3 4
.

19

揭 土 62 3 8 6 1
.

3 0 24 3 8
.

7 0

暗棕壤 7 5 71
.

叨 2 邓
.

动

合 计 17 6 1 1 9 67
.

6() 57 3 2
.

4()

3
.

2 增设酸性湿润淋溶土类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中淋溶土纲的指标是
: “

其它土壤中有上界在矿质土上表
至 12 5 c m 范围内的粘化层

,

或某些部分有达 0
.

s c m 或更厚淀积粘粒胶膜的粘磐
”

s1[
。

辽宁是

酸性棕壤的重点分布区
,

但与山东酸性棕壤有所不同
,

前者大部分具有粘化层 2[, “
,

9】
,

后者很少

具有粘化层 〔̀ ” ]
。

据辽宁 23 个剖面统计 (表 2)
,

其中不具粘化层的 8 个剖面归属修订方案中的

普通酸性湿润雏形土亚类
,

但具有粘化 B 层的 15 个剖面却找不到归属a1[
。

因此
,

在修订辽宁

土壤系统分类过程中增设了酸性湿润淋溶土土类
,

下设 4 个亚类
: 即铝质酸性湿润淋溶土

、

铁

质酸性湿润淋溶土
、

斑纹酸性湿润淋溶土
、

普通酸性湿润淋溶土
。

3
.

3 增补某些亚类

( 1) 在暗沃正常潜育土类中增补了表锈暗沃正常潜育土
。

( 2) 在简育湿润淋溶土类中增补了钙质简育湿润淋溶土
、

铁质简育湿润淋溶土两个亚类
。

( 3) 在暗色潮湿雏形土类中增补了弱盐暗色潮湿雏形土
、

弱碱暗色潮湿雏形土和厚熟暗

色湿润雏形土 3 个亚类
。

( 4) 在简育湿润雏形土类中增补了钙质简育湿润雏形土类
。

3
.

4 修订潜育特征的诊断指标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中潜育特征的规定指标是
: “

50 % 以上的土壤基质 (按体

积计 )色调比 7
.

5 Y 更绿或更蓝
,

或无色彩 (N )
” 。

鉴于辽宁潜育土的潜育特征达不到上述规定

标准
,

通常为 2
.

5Y 或 SY
。

这是由于北方与南方潜育土的形成条件不同的缘故
。

因此
,

在 <辽

宁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中将潜育特征改为
“

色调比 SY 更绿或更蓝
,

或无色彩 (N )
” 。

这

样
,

更符合北方潜育土的实际情况
。

3 5 关于盐成土问题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中盐积层规定指标是
: “

( 1) 厚度至少 1。 m ; ( 2) 易溶性盐

> 1 % s1[
。

辽宁的盐成土符合上述规定指标
,

归属碱化盐土和普通盐土两个亚类
。

但由于 (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把盐积层规定指标改为
: “

( 1) 厚度至少 1 5cnr
; ( 2) 含盐量 1 0 9 /

k g ,,[ 3〕
。

辽宁盐积层厚度 ( 2一 s c m )达不到规定要求
,

导致原普通潮湿雏形土和碱化盐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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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弱盐淡色潮湿雏形土和弱碱一弱盐暗色潮湿雏形土或弱碱淡色潮湿雏形土
。

4 结语
(辽宁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与 (辽宁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相比

,

虽然有了进一

步的改进和发展
,

但是
,

还不够完善
,

还有不足之处
,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

例如
:

( 1) 灌淤旱耕人为土类因缺乏资料未列人本修订方案中
,

有待补充
。

( 2) 厚熟旱耕人为土
、

有机土
、

火山灰土
、

潜育土等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
。

( 3) 辽宁也有类似亚热带的紫色正常新成土
,

但因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并未

明确包括北方的紫色砂页岩特征
,

故也未列人本修订方案中
,

如何归属有待研究
。

( 4) 加强基层分类的研究
。

值得注意的是
,

如何利用辽宁第二次土壤普查丰富的土种资

料与 (辽宁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接轨
,

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

总之
,

辽宁土壤系统分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
,

要在使用中不断修订
、

补充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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