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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湿润淋溶土类的设立

张俊民 曹升赓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12 000 8

摘 要 在回顾酸性棕壤分类进展之后
,

着重阐明了代表土壤剖面的基本性质
,

诊断层与诊断特性
,

从

而肯定了酸性湿润淋溶土的设立
,

最后探讨它在湿润琳溶土亚纲中的地位及其亚类的划分与检索
。

关键词 土壤系统分类
;
淋溶土 ;酸性湿润淋溶土

贾文锦等在最近撰写的
“

辽宁土壤系统分类研究的进展
”

一文中建议
,

将具有粘化层的
“

酸

性棕壤
”

定为
“

酸性湿润淋溶土
, ’

川
。

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可取的
。

为了论证酸性湿润淋溶土

的设立
,

首先对
“

酸性棕壤
”

在土壤发生分类和土壤系统分类的地位进行简要的历史回顾
,

而后

在湿润淋溶土亚纲中的选择粘化层 p H (氏O ) < 5
.

5 和盐基饱和度 < 50 % 的 6 个代表剖面
,

对

其基本性质进行比较分析
,

最后根据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阐明设立
“

酸性湿润淋溶土类
”

的必要

性
。

1 “

酸性棕壤
”

分类的近期历史回顾

(山东省山地丘陵区土壤) ( 1 9 96) 一书指出
: “

酸性棕壤是一种盐基不饱和而又无灰化特性

的棕壤
, ,

但名称并不相同
,

除匈牙利
、

罗马尼亚
、

日本等国称为
“

酸性棕壤
”

外
,

而法国则为
“

贫

盐基棕壤
” ,

英国为
“

低盐基棕壤
” ,

苏联为
“

隐灰化棕色森林土
”

或
“

不饱和棕色森林土
” … …

。

我们认为应划分出酸性棕壤
,

暂时作为棕壤的一个亚类
,

从全国来说也可能上升为土类
”

21[
。

(中国土壤) ( 19 78) 和 <中国东北土壤) ( 1980) 两专著在阐述棕壤的发生学特性时
,

都是应用采

自辽宁省的千山 2 号土壤剖面的理化分析资料
,

其主要特点为呈强酸性反应 ( p H (H ZO ) < 5
.

5 )和盐基高度不饱和 (盐基饱和度 < 50 % )[
3

,

`〕
。

显然它就是上述的酸性棕壤
,

并不能代表我

国面广量大的棕壤
。

它是棕壤的一部分
,

故曾划为棕壤的一个亚类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 19 9 1 )曾将
“

酸性棕壤
”

划为土类51[
。

可是在 ( 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 ( 19 95) 中
,

出于当时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酸性棕壤中的一部分具有粘化

层的考虑
,

将之都划归雏形土纲【6〕
。

贾文锦等最近指出
: 辽宁省在第二次土壤普查中所采集

的 2 3 个酸性棕壤剖面中
,

15 个土壤剖面有粘化层
,

占总剖面数的 “
.

2 %
,

建议设立
“

酸性湿润

淋溶土类
” [ 7

,

8 〕
。

·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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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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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的基本性质
、

诊断层与诊断特性
. 2 1基本性质

在湿润淋溶土亚纲中
,

呈强酸性反应 ( p H ( H ZO ) < 5
.

5) 和盐基高度不饱和 (盐基饱和度 <

50 % )的土壤
,

除原属于酸性棕壤者外
,

还有的原属于棕红壤和粘磐黄棕壤.0[ `” ]
,

后二者在 (修

订方案》的淋溶土中已有位置
,

即
“

铝质湿润淋溶土类
”

和
“

酸性粘磐湿润淋溶土亚类
”

e1[
。

三

者都相当于 FA o 的
“

高活强酸土 ll[ 〕
,

但在
“

修订方案
”

中前者在湿润淋溶土亚纲中无其位置
。

现在选用 6 个代表土壤剖面
,

其中的鄂 8 6 一 8 号和鄂 86 一 11 号剖面采自湖北
,

原属黄棕壤和

棕红壤 ;苏 8 8 一 2 号剖面采自江苏
,

原属粘磐黄棕壤 ;辽 20
、

辽 38 和辽 23 号剖面采 自辽宁
,

原

属酸性棕壤
。

现对其主要特性分别简述如下
:

2
.

1
.

1 土壤颜色和颗粒组成

供试土壤的 B 层颜色以棕色 ( 7
.

SY FS / 6) 或橙色 ( 7
.

SY 6R 8/ )为主
,

个别剖面 (如鄂 86 一

8) 因受老红色风化层母质的影响
,

有红棕色 ( 2
.

5Y R 4 / 6) 出现
。

A 层的颜色则因有机质含量的

多少不同而具较大差别 (表 1 )
。

土壤颗粒组成与成土母质有密切关系
,

例如由红砂岩残积物发育的鄂 86 一 n 号剖面以砂

粒为多
,

为 4 8 0 一 6 4 0 9 / k g ;由下蜀黄土母质发育的苏 88 一 2 号剖面以粉砂含量为主
,

为 540 一

68 0 9 / k ;g 各剖面粘粒含量都以粘化层为最高
,

粘粒比都 > 1
.

2
,

甚至达 1
.

87( 表 1 )
。

从质地来

看
,

表土层多为粘壤土
,

而粘化层多为壤粘土
,

相差一级
。

表 1 土坡颜色和颗粒组成的特点
’

颗粒组成(砂坛)

狮号 地点 母质 利用

, 瞥
。
髯

,
一

2

呱
。 _

忽
.02
魏

2 (

瓢
)

器 `
粘壤土
粘壤土
粘 土

1
.

56 1
.

00

1
.

0 8 1
.

16

0
.

5 8 1
.

87

珊33353669加53
八乙几J,L

石英砂
岩残积
坡积物

0 一 12

12 一 2 8

28
一 6 5

橙色( 7
.

SYR
亮红
红棕
棕( 5探
( 2

.

S Y R

ABABt
草杂哪 86 一 8

214365321222
自产汀n,内J, ró护b亡1ó之é月勺

曰1., 11二曰人̀八叨ùÙ护七口、ó
月.几ō口口,̀份气ùù

卜
.

峪ù、ù̀U
人lBtBtZc省市附北宁泉咸湖温近

鄂 86 一 1 1

红砂岩
残积物 杂草

0 一加 橙色(7
.

5YR 7/ 6 )
20 一 6 0 橙色 (7

.

5YR 7 / 8 )
60 一 96 橙色 (7

.

5YR 7 / 8 )
96

一 12 7 浊橙( SYR 7 /4 )

砂粘壤土 0
.

78 1
.

00

砂粘坡土 0
.

44 1
.

71

砂粘壤土 0
.

48 1
.

50

砂枯壤土 .0 64 1 04

69474436ABt
腼砚

江苏省
句容县
下蜀

下蜀
黄土

麻栋

苏 8 8 一 2
马尾

松幼

0 一 10 黄棕( 10YR 5 / 8 )
10 一 38 谈棕 ( 7

.

5YR 5 / 6 )
3 8一 88 红棕( SYR 4 /6 )
88

一 15 0 红棕( SYR 4 /6 )

67 5
.

2 2 55
.

4

58 6
.

4 3 66
.

5

54 0
.

7 4 14
.

8

59 8
.

0 3 65
.

4

粉砂粘壤土 2
.

64 1
.

00

粉砂粘奥土 1
.

印 1
.

44

粉砂枯土 1
.

30 1
.

62

粉砂枯壤土 1
.

63 1
.

43

辽 2 0

花岗岩
残坡积
物

0 一 10 浊棕( 7
.

5YR 5 / 3 )
1 0一 31 棕色( 7

.

5Y’R 4 / 6 )
3 1 一 87 棕色( 7

.

5YR 6 / 8 )
8 7 一 1 15 黄橙 ( 7

.

5YR 7 / 8 )
1 15 一 130 黄橙( 7

.

5YR 7 / 8 )

人BAlBt舱砚

土土土仕仕犯板板琳嘴糊引翻撇缈243408376拼2906095979334
内,ù,.``.`,.人,̀A1BtBtZ

辽 3 8

辽宁省
东沟县 非钙质
安民 黄土

(海拔 20。 )
B ,
少)

场

O一 21 蚀棕
2 1 一 4 2 橙色
4 2 一 6 6 橙色
66

一 11 6 橙色
11 6 一 1 60 橙色

( 7
.

SYR 6 /3 )
( 7

.

SY R 6 /6 )
( 7

.

SY R 6/ 8 )
( 7

.

SY R 7/ 6 )
( 7

.

5跟 6/ 6 )

1
.

63 1
.

0 0

0
.

97 1
.

6 8

1
.

14 1
.

55

1
.

40 1
.

5 1

1
.

64 1
.

19

R内J八,,̀14212515
七J,妇ē洲八U内J

护
匕目、é
ǎ
日孟, J峥J气J峪A1BtBtZ

辽 2 3

辽宁省
宽甸县
泉山

(海拔劝 0。 )

细砾岩
残坡积

物

杂木

林 B t (g )

砚

0 一 13 黑棕( 7
.

5跟 3 / l ) 4 17

13 一 35 蚀棕( 7
.

5YR 7 / 4 ) 2 75

35 一 74 橙色( 7
.

5跟 7 / 6 ) 2 83

7 4 一 1 15钱黄橙( 7
.

5粗 8/ 4 ) 4 18

砂维土 2
.

74 1
.

00

粉砂土壤 2
.

17 1
.

44

粉砂粘坡土 1
.

77 1
.

75

粘里土 2
.

20 1
.

23

,

注
:

那 86
一 8

,

那 86 一 11 据参考文献 2
、

3 ;苏 8 8 一 2 据周华茂硕士论文
,

辽 20
、

辽 38
、

辽 23 据参考文献〔7
,

1 11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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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88一 2号剖面以粉砂含量为主
,

为 540 一 680 岁k g ;各剖面粘粒含量都以粘化层为最高
,

粘粒比都 > 1
.

2
,

甚至达 1
.

87( 表 1 )
。

从质地来看
,

表土层多为粘壤土
,

而粘化层多为壤粘土
,

亦相差一级
。

2
.

1
.

2 土壤 p H 值和盐基饱和度

从表 2 可知
,

6 个供试土壤剖面粘化层的 p H (珑O) 值都 < 5
.

5
,

p H ( K CI )值除辽 20 号剖面

为 4
.

0 外
,

其余都 < 4
.

0 ;所以都呈强酸性反应
。

各个剖面粘化层的盐基饱和度都 < 50 %
,

其中

多数剖面 < 20 %
,

盐基高度不饱和
,

这在淋溶土纲中是很突出的
。

2
.

1
.

3 土壤交换性铝和铝饱和度

供试土壤都含有一定量的交换性铝
,

但变幅较大
,

其中以采于湖北的鄂 86 一 8 和鄂 86 -

11 号剖面的交换性铝含量为最高
,

在 2
.

53 一 14
.

31 cln ol ( + )/ k g 之间
,

相应具有很高的铝饱和

度
,

Bt 层在 60 % 以上
,

甚至 BA 层亦接近 60 %
,

且 K CI 浸提月李 12 cm ol(
十 ) / k g 粘粒

,

同时 p H

( K CI ) 4
.

0( 或 < 4
.

5)
,

故 2 个剖面都有铝质特性或铝质现象
。

采自辽宁的辽 20 号剖面部分土

层亦含有较高的交换性铝
,

且铝饱和度 > 60 %
,

但其 BA 层 ( 10 一 31 。m )交换性铝的含量只有

0
.

62
c m ol ( + )/ k g

,

铝饱和度只有 5
.

39 %
,

故在发育程度上不及上述 2 个剖面
,

尽管它也有铝

质特性或铝质现象
。

其余 3 个剖面虽然亦含交换性铝
,

但均不够铝质特性和铝质现象的标准

(表 2 )
。

表 2 土 坡 的 化 学 性 质
’

“ 面号 , ” 念
、 尸QK

有机质 全 N 《习万 习主 c O叹万 EO立二 盆若总 t 交换性姐

创切 ) [. d (+ )z掩〕

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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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C E q 为阳离子交换 t ; E CE C 为有效阳离子交换t (盆基交换总 t

+
交换性铝) ;

CE q /粘粒为表观阳离子交换

盘 ;E CE C/ 粘粒为表观实际阳离子交换盆
。

2
.

1
.

4 表观粘粒阳离子交换最

表观阳离子交换量是区分淋溶土和富铁土重要指标之一
,

前者必须 ) 2 c4 m ol ( + ) / k g 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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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

从表 2可见
,

6 个供试土壤剖面的粘化层的表观阳离子交换量都是 ) 2 4 c m ol ( + ) / k g 粘

粒
,

但其间仍有较大差别
,

例如鄂 8 6 一 8 号剖面在 24 一 4 c0 m o l( + )/ k g 粘粒之间
,

苏 88 一 2 和

辽 2 0 剖面在 4 0 一 6 0 e m o l ( + ) / k g 粘粒之间
,

其余 3 剖面 > 60 e

mo l ( + ) / k g 粘粒
。

2
.

1
.

5 有机质和全氮

土壤表层 ( A 层 )有机质含量中量至高量
,

在 18
.

4 一 113
.

5 9 /掩 之间
,

一般随深度的增加而

明显递减 ;粘化层 ( Bt 层 )的有机质量一般都 < 10 岁k g
,

但辽 23 号剖面为例外
,

Bt l 层尚有

27
.

7 9 / k g
。

全氮含量亦属于中量至高量
,

其剖面分布与有机质一致
。

若从土壤剖面的地域分

布来看
,

则采自辽宁的 3 个剖面有机质和全氮积累多
,

而采自湖北和江苏的 3 个剖面有机质和

全氮积累少
,

这与气候和植被条件有密切关系
。

2
.

1
.

6 土壤中氧化铁的特点

土壤中的氧化铁主要存在于粘粒部分
,

常随粘粒的移动而移动
,

并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而发

生变化
,

因此对土壤氧化铁的特点进行研究
,

可为土壤系统分类提供重要依据〔̀ “ 〕
。

表 3 土坡不同形态铁《eF )的含 t

剖面号 发生层 黔
全铁
( F e t )

游离铁

( F ed )

活性铁

( F eo )

游离度
( F e d / F e t )

活化度 结晶度
Feo / dE ) ( F e d一 F即 ) / F记

0 一 12

1 2一 2 8

28 一 6 5

3 4
.

0

44
.

6

6 7
.

8

( g /掩 )

2 6
.

3

3 3
.

9

5 5
.

7

( % )

1
.

1

0
.

9

1
.

5

4
.

8

鄂 86 一 8 2
.

7

2
.

7

9 5
.

2

9 7
.

3

9 7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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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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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OJ拓̀,孟,了O八61645972

哪 8 6 一 1 1

0一 2 0

2 0 一 6 0

6 0 一 9 6

9 6 一 12 7

0
.

7

0
.

8

0
.

6

0
.

5

6
.

3

3
.

8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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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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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户七月尹,直,人,才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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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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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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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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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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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0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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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一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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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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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知
,

6 个供试土壤剖面中
,

其全铁含量虽然因成土母质不同而有不同
,

但同一剖

面却是以粘化层含量为最高
,

游离铁的含量亦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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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辽 2 0号剖面外
,

其余 5 个剖面粘化层游离铁的含量都 > 14 以垅
,

而且铁的游离度都 >

40 %
,

甚至 > 60 % (鄂 86 一 11) 或 > 80 % (鄂 86 一 8 )
。

从土壤地区分布来看
,

游离铁的含量和铁

的游离度都有南高北低的特点
,

这是受水热条件的影响所致
。

鄂 86 一 8 号剖面粘化层游离铁

的含量特别高 ( 55
.

7 9 k/ g )和铁的游离度特别大 ( 82
.

2 % )与成土母质为古红色风化物有关
。

各剖面粘化层活性铁的含量变幅较大
,

在 0
.

6 一 4
.

5岁k g 之间
,

在地区分布上却是北高南

低 ;铁的活化度变幅亦大
,

在 2
.

7 一 28
.

5 % 之间
,

北方 > 南方
。

2
.

2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根据上述 6 个供试土壤剖面基本性质的归纳
,

其共同特点为
:
( 1) 都具有粘化层 ( Bt 层 ) ;

( 2 )各粘化层都呈强酸性反应
,

p H ( H ZO ) ( 5
.

5
,

p H ( K C I) ( 4
.

0 或 ( 4
.

5 ; ( 3 )粘化层盐基高度

不饱和
,

盐基饱和度 < 50 % ; ( 4) 表观粘粒阳离子交换量 > 2c4 mo l( + ) /掩 粘粒
。

据此
,

可统称

为高活性强酸性土 (灿 so 哟
。

但各个供试土壤剖面之间
,

在诊断特性方面仍有差别
。

3 增设酸性湿润淋溶土类

表 4 土坡的主要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剖面号
土壤水 土壤温

分状况 度状况
粘化层 粘磐

铁质

特性

铝质特

性或铝

质现象

级化还

原特性

C Eq

。 。。 ( + ) /

纯枯粒

盐基饱 铝饱和

和度 ( % ) 度 ( % )

—
土类归属

玲 0 HC I

检索

次序

那 86 一 8 湿润 热性 甲 侧 了 > 2 4 < 5 0 > 60 < 5
.

5 < 4
.

0

那 86
一 11 湿润 热性 甲 丫 认 > 2 4 < 5 0 > 60 < 5

.

5 < 4
.

0

铝 质 湿
润 淋 溶

土

—
一

’

一万荔
.

川

一 ~
’ .

…
’

苏 88
一 2 湿润 热性 甲 训 训 > 24 < 50 > 60 < 5

.

5 < 4
.

0 润 淋 溶 1

土

辽 20 湿润 温性 寸 > 2 4 < 5 0
·

> 60 ( 5
.

5 < 4
.

0

辽 38 湿润 温性 丫 了 训 > 2 4 ( 5 0 > 60 < 5
.

5 < 4
.

0

酸 性 湿

润 淋 溶

一
土

辽 23 湿润 沮性 甲 认
一

> 24 < 50 > 60 < 5
.

5 < 4
.

0

现将 6 个供试土壤剖面的主要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列在表 4
。

从中可以看出
,

它们都有粘

化层 (Bt 层 )
,

表观粘粒阳离子交换量都 ) 2 c4 m o l ( + ) / k g 粘粒
,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粘粒 ( <

0
.

00 2~ )的硅铝率都 ) 2
.

0
,

据此都属于淋溶土纲 ; 同时都有湿润土壤水分状况和热性或温

性土壤温度状况
,

故都属于湿润淋溶土亚纲
。

根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

湿润淋溶

土亚纲共划分漂白湿润淋溶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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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溶土和简育湿润淋溶土等土类
。

其检索如下〔6〕:

L 4
.

1

L 4
.

2

湿润淋溶土中在粘磐层之上有一漂白层
。

漂白湿润淋溶土

其他湿润淋溶土中有碳酸盐岩岩性特征
。

钙质湿润淋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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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

3 其他湿润淋溶土中在矿质土表至 125 c n l范围内有粘磐 ( ) 10 cm)
。

粘磐湿润淋溶土

L4
.

4 其他湿润淋溶土中在矿质土表至 1 25 cm范围内 B层均有铝质特性或铝质现象
。

铝质湿润淋溶土

L4
.

5 其他湿润淋溶土中在矿质土表至 1 2 5 cm范围内 B层均有铁质特性
。

铁质湿润淋溶土

L4
.

6 其他湿润淋溶土
。

简育湿润淋溶土

根据上述检索
,

苏 88 一 2 号剖面 38 一 8c8 m 为粘磐 (Bt m 层 )
,

应属粘磐湿润淋溶土类
。

鄂

86 一 8 和鄂 86 一 n 号剖面 B 层均有铝质特性或铝质现象
,

应属铝质湿润淋溶土类
。

而辽 20
、

辽 38 和辽 23 等剖面由于粘化层的盐基饱和度 < 50 % 的特殊性
,

既不能划为以粘淀黄棕壤为

代表的铁质湿润淋溶土
,

也不能划为以粘淀棕壤为代表的简育湿润淋溶土
。

它们作为粘淀酸

性棕壤的代表剖面在
“

修订方案
”

湿润淋溶土纲中无其位置
。

但应着重指出
: 辽 20 号剖面的

B t 层虽有铝质特性或铝质现象
,

但其 BA 层 ( 10 一 31 cm )的铝饱和度只有 5
.

37 %
,

这与当地为

温性土壤温度状况和降水量较少有关
,

故不能划归铝质湿润淋溶土
。

为此
,

在湿润淋溶土亚纲

应增设
“

酸性湿润淋溶土类
” 。

其检索次序排在第 5
,

即在
“

铝质湿润淋溶土
”

之后
,

如下
:

4L
.

5 其他湿润淋溶土中在矿质土表至 12 5c m 范围内部分 B 层的 p H ( H Z O ) < 5
.

5 和盐基饱

和度 < 50 %
。

酸性湿润淋溶土

原来的 4L
.

5 和 L 4
.

6 依次改为 4L
.

6 和 4L
.

7
。

酸性湿润淋溶土类划分为铝质
、

铁质
、

斑纹
、

普通等亚类
,

其检索如下
:

4L
.

5
.

1 酸性湿润淋溶土中在矿质土表至 125 cln 范围内部分 B 层有铝质特性或铝质现象
。

铝质酸性湿润淋溶土

4L
.

5
.

2 其他酸性湿润淋溶土中在矿质土表至 12 5 c m 范围内 B 层均有铁质特性
。

铁质酸性湿润淋溶土

L 4
.

5
.

3 其他酸性湿润淋溶土中在矿质土表下 50 一 l oo mr 范围内部分土层 ( ) 10 cln )有氧化

还原特性
。

斑纹酸性湿润淋溶土

4L
.

5
.

4 其他酸性湿润淋溶土
。

普通酸性湿润淋溶土

供试土壤中的 3 个酸性湿润淋溶土剖面
,

按亚类检索
,

辽 20 号剖面属于铝质酸性湿润淋

溶土亚类
,

辽 38 号剖面属于斑纹 一铁质酸性湿润淋溶土复合亚类
,

辽 23 号剖面属于铁质酸性

湿润淋溶土亚类
。

综上所述
,

酸性湿润淋溶土类既不同于粘磐湿润淋溶土类
,

也不同于铝质湿润淋溶土类
。

它在土壤发生分类 ( 1 9 93) 仁̀2 1和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19 91 )中均有其位置
,

但在土壤系统

分类 (修订方案
,

19 95 )湿润淋溶土亚纲中却无位置
。

现将 6 个供试土壤剖面在土壤分类研究

方面的进展列为表 5
,

从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设立酸性湿润淋溶土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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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供试土坡分类研究的进展

剖面号 土壤系统分类 土纲 亚纲 土类 亚类

那 8 6一 8

发生分类 (19 9 ) 3淋溶土

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1 9 9 1) 铁硅铝土

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1 0 95) 琳溶土

湿暖淋溶土

湿润铁硅铝土

湿润琳溶土

黄棕集

黄棕壤

铝质湿润琳溶土

黄棕奥

普通黄棕镶

普通铝质湿润淋溶土

发生分类 ( 2 99 3 )

哪 8 6 一 11 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1 99 1)

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1 99 5)

铁铝土

铁硅铝土

琳溶土

湿热铁铝土

湿润铁硅铝土

湿润淋溶土

红壤

黄棕壤

铝质湿润淋溶土

棕红镶

贫盐基黄棕城

普通铝质湿润淋溶土

发生分类 ( 199 3) 淋溶土

苏 88 一 2 不统分类 (首次方案
,

199 1) 铁硅铝土

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199 5) 淋溶土

湿暇淋溶土

湿润铁硅铝土

湿润淋溶土

黄褐土

黄棕城

粘磐湿润淋溶土

粘磐黄褐土

枯磐黄棕壤

酸性枯磐湿润淋溶土

辽 2 0

发生分类 ( 199 3)

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1卯1)

系统分类 (本文建议 )

淋溶土

硅铝土

淋溶土

湿暖温淋溶土

湿润硅铝土

湿润淋溶土

棕集

酸性棕城

酸性湿润淋溶土

酸性棕镶

普通酸性棕维

铝质酸性湿润淋溶土

辽 38

发生分类 ( 19 9 3 )

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19 9 1)

系统分类(本文建议)

琳溶土

硅铝土

琳溶土

湿暖温淋溶土 棕坡 酸性棕集

湿润硅铝土 酸性棕壤 普通酸性棕壤
湿润淋溶土 酸性湿润淋溶土 斑纹

一
铁质酸性湿润淋溶土

辽 23

发生分类 ( 19 9 3 )

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19 9 1)

系统分类(本文建议)

淋溶土

硅铝土

淋溶土

湿暖温淋溶土

湿润硅铝土

湿润琳溶土

棕壤

酸性棕壤

酸性湿润琳溶土

酸性棕壤

普通酸性棕壤

铁质酸性湿润淋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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