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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淮北平原样区的土系划分 

杜国华 张甘霖 骆国保 ／ 

t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2100~) 

摘 要 本文根据中国土壤摹坑分类谭压研究的总要束。应用‘中国土壤摹坑分类(謦订方案))的谚断 

层和谚断特性。撵讨了淮北平蜃祥区的土摹捌分。在有美土摹认识的基础上．撮出了土摹捌分的原则与依据。对 

#区土摹作了具律捌分。 
， ， 

关键词 土壤个体；橐合件；特征土层；控管层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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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平原区广泛分布着由古河湖相黄土性母质形成的土体上部色泽深暗、心底土具砂姜 

结核的粘质或壤质土壤。此种土壤长期来命名为砂姜黑土，作为一独立土类。但在实际土壤 

工作中由于缺乏严格的定量指标，导致砂姜黑土有面积过宽及类型过杂现象。全国第二次土 

壤普查汇总中，根据腐殖质层性状及砂姜结核层的有无、划分出砂姜黑土及潮土二个土类．认 

识上较前有所改进。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以土壤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依据的、有严格定量指标的土壤分类，在 

1991年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中．对土壤质地粘重、具有变性特征的砂姜黑土到 

入变性土土纲，将具有暗腐殖质表层及砂姜结核层的土壤定类为砂姜黑土．有弱腐殖表层而无 

砂姜结核层的则定为潮土．属潮湿土纲中的不同土类．从而对琢砂姜黑土的分类有了明确的定 

量属性标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仍制订了变性土纲，分出了潮湿变性土、干润变 

性土等亚纲；新制订了雏形土纲，分出了寒冻雏形土、潮湿雏形土等亚纲⋯，这样，淮北平原区 

的原砂姜黑土按诊断特性或诊断层被明确归属为变性土纲和雏形土纲。在变性土纲下分出有 

潮湿变性土亚纲、简育潮湿变性土土类、普通简育潮湿变性土亚类等。在雏形土纲下分出有潮 

湿雏形土亚纲、砂姜潮湿雏形土土类、淡色潮湿雏形土土类等，其下又分出变性砂姜潮湿雏形 

土、普通砂姜潮湿雏形土及普通淡色潮湿雏形土等亚类。这样分类上的更动．在整个系统中突 

出了以土壤诊断属性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并能将这些性状不同且又交错分布的土壤，在谱系式 

的土壤系统分类中均能找到恰当位置，既反映了土壤客观分布的规律性，又为土壤基层分类和 

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奠定了基础，现以淮北平原样区为例．阐述土壤基层单元的划分。 

1 自然条件与成土特点 

淮北平原样区位于安徽省怀远县北部的包集乡管辖区，占地面积666hm：。该区地处北纬 

33。10 、东经117’8 。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气候特点是光照充足、四季分 

明、降水适中、分配不匀。年平均气温 15．4℃，夏季平均温度 27．1℃，冬季平均温度 3℃。年 

降水量890ram,但年际与季节变化大。季节降水量的变化更大，夏季雨水多而又集中，约占年 

降水量的50％左右，冬季最少。年蒸发置为1616．7mm，为降水量的1．79倍．也以夏季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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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最少。降水与蒸发量分配不均，土壤干湿变化明显，对土壤性状及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影 

响。 

本区地形平坦，由东北向西南呈微度倾斜，地面高程21．4～22．9m，局部高起的为23．1m。 

土壤地下水位 1--1．5m,雨季地下水位上升快甚至可接近地表。地下水矿化度<0．5 L’土 

壤无盐碱危害，区内成土物质为黄土性古河湖相沉积物，土体深厚。由于昔时经历长期草甸及 

湿生草类茂密生长．土壤腐殖质积累及氧化还原作用明显，后经脱沼泽与脱潜，并经长期旱耕， 

现今仍普遍具有不同程度腐殖质积累，使耕作层呈暗色调，这些早期残留的成土特征．对土壤 

性状分异具重大影响。 

2 土壤鉴别特性和土壤类型 

2．1 土纲鉴别特性 

1．诊断层：本区土壤的粉砂及粘粒含量较高，普遍在200e,／kg以上，部分土体在耕作层以 

下有厚度>30era其粘粒含量超过上覆土层20％的粘土层．经同土层砂粒与粉砂含量比值的 

连线圈显示．仍具母质的分盎沉积特性．粘土层由沉积成困．同时也表明本区土壤发育的幼年 

性，根据属性检索u J，本区土壤发育有暗沃表层、淡薄表层、雏形层三个诊断层。 

(1)暗沃表层：本区的暗沃表层是指湿生沼泽植被下具有大量腐殖质积累、并经脱沼后残 

留的腐殖质表层，在本样区条件下的一些耕作层和犁底层亦属于此。厚度≥25ern，润时明度 

<4，彩度<3．5，干时明度<5．5，有机碳含量≥6g／kg。呈屑粒状、碎块状结构。 

(2)淡薄表层：系发育程度较差的淡色或较薄的腐殖质表层，本区的部分耕作层和犁底层 

属于此。色泽较浅，润时明度彩度均≥4．干时明度≥5．5．有机碳含量<6g／gk。或者有机碳含 

量较高。但土层厚度<25cm,, 

(3)雏形层：土层较深厚，大多呈黄棕色至橄榄棕色，具明显结构发育。随母质成因不同其 

色泽与结构有分异。全层复合有氧化还原特征而具黄色锈斑，部分多锈斑及灰斑，下部常常复 

合砂姜结核层．或含有零星砂姜。 

部分土壤的雏形层上部由20~30era不等的残留黑土层构成，这是早期土壤腐殖层的组 

成部分，呈棕黑色，润时明度 3、彩度 1，有机碳及粘粒含量高，呈块状、棱块状。多细裂隙，甚至 

有≥0．5era的裂隙和滑擦面。 

2．诊断特性：本区土壤具变性特征与变性现象．以及潮湿土壤水分状况与氧化还原特征。 

(1)变性特征与变性现象：经x．一射线衍射分析表明，本区土壤粘粒矿物主要由蒙皂石、水 

云母组成，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蒙皂石占粘粒矿物总量的一半或一半以上．水云母含量则在 20 
- 3ooe,／kg之间。由于土壤粘粒含量普遍较高，特别是由古湖相沉积的地势也最低洼地段的 

土壤，地表下50era土体内的粘粒含量>3oog／kg，可高达,~ooe,／kg以上．导致土壤明显的胀缩 

性，旱季自土表向下至心土层有≥0，5em裂隙．地表裂隙可宽达lem以上。土体润时明度 3、 

彩度 1～2，棱块状，有滑擦面及腐殖质薄膜．具明显变性特征。 

本区中部的部分土壤，耕作层粘粒<3ooe,／kg，但在上部50era内有若干亚层累计有 30em 

厚、粘粒含量≥3oog／kg的土层，心底土的质地也均较粘重。粘质土层大多呈块状或棱块状结 

构．有>1o．5em的垂直裂隙，具明显变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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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潮湿土壤水分状况与氧化还原特征：区内土壤的心底土部位被地下水或毛管锋水饱和 

并皇还原状况，普遍出现锈纹、锈斑、铁锰斑及粒状铁锰结核等，显示在潮湿水分状况下的氧化 

还原特征。另外，上都部分土层的基质色泽灰暗，占优势部分的润湿时彩度≤2。 

2．2 土壤类型 

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中的高级类别的检索，本区有变性土与雏形土两个 

土纲。 

1．变性土：本区具潮湿水分条件和氧化还原特征．仅分出潮湿变性土亚纲，其下分出简育 

潮湿变性土土类及普通筒育潮湿变性土一个亚类(表1)。 

2．雏形土：划分出砂姜潮湿雏形土土类，和具有淡薄表层的其它潮湿雏形土为淡色潮湿雏 

形土土类。 

(1)砂姜潮湿雏形土：位于中部及西部地区，具暗沃表层或淡薄表层，有的具残留黑土层， 

其下为结构明显的雏形层和具砂姜结核的土层。续分出变性砂姜潮湿雏形土和普通砂姜潮湿 

雏形土 2个亚类(表 1)。 

①变性砂姜潮湿雏形土：具有变性现象为鉴别标志，土表下为淡薄表层．也有明显残留黑 

土层(表 1)。 

②普通砂姜潮湿雏形土：腐殖质表层为暗沃表层或淡薄表层．有的具残留黑土层。 

③淡色淘湿雏形土：形成于黄土性古河相沉积物上．在 lm土体内仅有淡薄表层及雏形 

层．未见或偶见零星砂姜。本土类仅划分普通淡色潮湿雏形土一个亚类。 

3 土壤基层分类 

土壤基层分类包括土族与土系两个分类级别的划分，是土壤系统分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族是亚类的续分级别，是在同一亚类下由于地区性成土因素．或土壤利用管理引起土壤重要 

理化属性分异的续分级别，这些土壤属性不仅相对稳定，而且与植物生长密切有关。 

土系是土壤基层分类的基本单元，也是土族的续分，它是自然界中一组相似土壤个体(单 

个土体)组成的实体(聚合土体)，即同一土系的各土壤个体，剖面中的土层种类、排列、厚度及 

理化性状等应相似[ 】。由于土壤个体是一自然实体，与外界条件密切相关，划分土系也应 

建立在客观定量属性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来正确划分．才能为建立科学的土壤分类系统奠定 

良好基础。 

3．1 ±族的划分 

土族划分的依据众多，据我国土壤系统分类土壤基层分类单元建立的要求并结合国外经 

验【2-5．9]，土族单元的划分是根据控制层段内土壤颗粒大小级别、矿物学、土壤温度、石灰反应 

等，颗粒大小级别是指控制层段内颗粒直径>2mm的岩石碎屑所占体积及<2ram细土中粘 

粒、粉粒、砂粒所占重量．用加权平均的颗粒大小级别来命名，例如碎屑、砂质粗骨、壤质租骨、 

粘质粗骨、砂质、壤质、粘质等[ ̂ 10]。矿物学级别是根据控制层段中不同颗粒大小组分所含 

近似的矿物学组成划分。除此尚有土壤温度、石灰性和酸碱反应级别等．均有相应的指标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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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tL~z原区位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区，年平均土温为 17．9℃，冬季平均土温 5
． 5℃ 。 

具热性土壤状况。成土母质为黄土性古河潮相沉积物，在控制层段中的细土质地为粘壤土至 

粘土，无>2ram直径的岩石碎屑，呈中性反应，次生粘粒矿物以蒙皂石为主。但控制层段内的 

累计颗粒太小级别也存在着一定差异，不同土壤类型其色泽、结构、裂隙、碳酸盐下移程度 

等各有特点。按系统分类拟订的土族划分依据，本区运用了土壤温度、矿物学型及颗粒大小 

级别依据项目及标准，即：热性土壤温度——年平均土温≥15℃，但<22℃；蒙皂石型—— 

在0．O02mm粘粒中，蒙皂石矿物含量>500e．／kg；颗粒太小级别是控制层段中粘粒加权平均值 

<35oe．／kg的为壤质，>3soe．／kg的为粘质，这样就在不同亚类级别的土壤中划分出了壤质或 

粘质蒙皂石热性的土族单元，例如壤质蒙皂石热性变性砂姜潮湿雏形土、粘质蒙皂石热性普通 

砂姜潮湿雏形土等，这种由多因素(通常2--3项)组台所划分的土壤，达到顾名思意的效果，便 

于类型评比。 

3．2 土系的划分 

1．控制层段与特征土层的设定 

(1)控制层段：确定土系的控制层段是划分土系的前提。土系的控制层段与土族的不同， 

它是能以反映整个土壤剖面的性状为目的，即自土表向下至石质或准石质接触面、或诊断表下 

层的下部边界，以影响土壤利用的土族性状内在的差异为出发点。不同类型的土壤。土系的控 

制段深度不一。鉴于本区砂姜结核层分布部位较低，在修订方案中规定砂姜潮湿雏形土土类 

检索的土体深度为 125cra。其土系的控制层段深度也为125crr~ 

(2)特征土层：诊断层是划分土壤高级单元的主要依据，土系的划分也应根据诊断层的分 

异，这些在土系划分上具有诊断意义的、以及包括诊断层和某些特殊意义的土层均称为特征土 

层，藉这些特征土层在剖面中排列并结合其属性，可为划分土系提供依据。本区土壤中的特征 

土层有 ： 

暗沃表层：系指耕作层或与犁底层一起符合暗沃表层条件的土层，受长期综合成土条件的 

影响，土层厚26crn至32cm不等，有机碳6．4--9．7g／kg，随傲地势高低而有变化。 

淡薄表层：系指耕作层或与犁底层一起符台淡薄表层条件的土层，土层厚 23era左右。有 

机碳含量较高，为6．5--7．oe．／k 部分层次较厚，但有机碳<6g／kg，也随微域地势高低而有变 

化。 

残留黑土层：是部分雏形诊断层的组成部分，呈棕黑色，厚 25--32cra，有机碳4．5-7．5e．／ 

kg，粘粒含量均在3ooe．／kg以上，最高的479e．／kg，胀缩性强，呈块状棱块状结构，多裂隙，有的 

宽达≤0．5era,是导致本区土壤变性特征及变性现象的重要原因。 

结构(B)层：是雏形诊断层的主要层段，厚35--80cm不等，黄棕色、橄榄棕色等。块状或棱 

块状结构，复舍氧化还原特征，有机碳2．5～5．oe．／kg，粘粒含量300e．／kg左右，最高达500e．／ 

kg，随土壤类型不同其性状有差异。 

砂姜结核层：常与雏形层复合并出现于底部，土层厚 30cm以上，砂姜结核占土层体积 

10％以上，可高达30％左右。土层呈橄榄棕色、黄棕色，块状结构，仍复合氧化还原特征，有机 

碳2--4e．／kg，粘粒~>3ooe．／kg，土体的Ca0 相当物含量太多 30--40e．／kg，可高达 ~5og／kg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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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分原则与依据 

土系是土壤系统分类的基层分类单元，与土壤利用管理及农业生产密切有关．并可作为基 

本制图单元直接服务于大比饲足土壤调查制图．划分土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以易于鉴别 

的高级土壤分类属性分异为基础。(2)密切联系徽域景观条件。(3)与土壤利用管理及生产紧 

密相关。 

土系划分的依据众多，凡是作为土壤高级单元划分的如土壤水分、温度、矿物学类型等等， 

以及直接影响植物生长的如养分含量、酸碱度、质地、孔隙、结构等等均是土系划分的依据项 

目，为防止土系分类上的烦琐和无序状态．根据土系概念及其划分原则．土系划分的主要依据 

是： 

(1)控制层段中特征土层的种类、排列及其厚度相似：这是易于鉴别与区分的土壤形态特 

在，也是按诊断层进行土壤分类的具体体现。本区土壤中自上而下各特征土层种类及排列形 

式相似．即暗沃表层或淡薄表层、或有残留黑土层、结构(B)层、或复合砂姜结核层，但不同的 

土壤类型及其受环境条件的制约，控制层段中特在土层的种类及排列和厚度有变化，不同土壤 

类型的特征土层排列状况不同，在同一土壤类型中也不同。 

(2)特征土层与土壤的理化性状相似：同一土系的各土壤个体，其所处的环境条件基本一 

致，在同一的水文地质条件作用下，各特征土层的发育乃至土壤理化性状应相似。如试 3剖面 

所属土系．淡薄表层<25口 而有机碳含量在10g／kg左右，残留黑土层厚30cm左右，有机碳 

7．5g／kg左右，剖面50em以上土层的粘粒含量高达4OOg／kg以上，显著区别于其它土系。叉 

如与试4剖面相似的4个土壤性状统计，自上而下相似土层的有机碳含量分别为7．4±1．5g／ 

kg、5．0±0．7 kg、3．0±0．2g／kg及2．1±0．4g／kg，统计标准差小，表明不同土体中其特征土 

层性状的相似。统计也表明，同一土系的土壤个体，其理化性状存在着变异．当其变异范围超 

过该土系所属的指标范围时，应结合其它条件划分人另一土系。 

(3)土壤颜色、结构、裂隙、新生体以及土层界面过渡状态的基本一致：土壤颜色、结构等形 

态特征是土壤理化性状的外在反映，同一土系的这些形态特征应基本相似。倒如具变性特在 

的土系，结构(B)层呈棱块状．裂隙也相应发育；属古湖相沉积物发育的雏形土土系，结构(B) 

层发育骐显，锈斑与灰斑交错，砂姜结核层少见或砂姜少．等等，均可为研究土系的划分提供依 

据。 

3．土系的具体划分 

土系单元的建立．必须经过太比例尺土壤调查制图或典型地段的土壤剖析实践，在对调查 

区作成土条件分析、确定土壤分类所属．以及实际观察制图、规范描述、取样分析、类型评比等 

一 系列基础上，然后按土系划分的原则与依据进行具体划分，主要步骤是：①控制层段中特在 

土层种类、排列及厚度相似、土壤理化性状相似、以及所处徽域景观条件均相似者可划分为同 
一 土系；②若特征土层种类、排列状况有一定相似，而某一特征土层的厚度及其性状差异较大， 

如结构(B)层厚度及其色泽、新生体类型与色泽对比度及氧化铁组成的量上差异，而且其景观 

条件也有不同时，应划作为不同的土系；③对于个别土壤个体的土壤性状有较大偏离，应结台 

景观条件研究作为另一土系的土壤个体、或仍作为相似土系的变异；④对于所占面积大小也是 

确定土系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大比例尺土壤制图中，应视该土壤个体在土壤形成对生产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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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及其再现性，若具有重要意义以及重复出现并能详细制图，则可作为一独立土系。 

本样区初拟土系见表2。土系记述与样区土壤图略。 

衰2 样 区 土 系 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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