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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黑龙江省土壤普查划分出的 13个土类 ,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的方法进

行检索 ,并对这两个分类体系的差异进行对比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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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黑龙江省现行土壤分类是在学习前苏联发生学土壤分类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是以主

要成土过程定土类 ,以附加的成土过程定亚类 ,并以土类为基本分类单元 ,向下续分为亚类 、土

属 、土种 ,向上归纳为亚纲 、土纲。这个分类体系的主要弊端是土壤边界定义不明确 ,例如白浆

化草甸土和草甸白浆土　沼泽化草甸土和草甸沼泽土等 ,分界不清 ,划分的标准因人而异 。此

外 ,对有些土壤所谓的成土过程 ,由于都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 ,有一个认识过程 ,例如白浆土 ,

在早期曾认为是灰化过程 ,定为生草灰化土 ,后来有人认为是脱碱过程 ,定为脱碱土 ,最后又认

为既不是灰化也不是脱碱 ,而是白浆化过程 ,定为白浆土。

土壤系统分类 ,源于美国 ,是用诊断层 、诊断特性对土壤进行量化分类 。由于它简便易行 ,

边界定义清楚 ,已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在我国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主持进行的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 ,已进行了十几年 ,先后出版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和《中国

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 。前后两个方案 ,有很大的差异 ,特别在名称上《首次方案》基本上

沿用了原来的名称 ,辅以新的含义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往往混淆不清 ,造成很多误解 。因此 ,

在《修订方案》中完全拚弃了旧有名称 ,而采取新的连续命名的方法 ,这样虽然科学性和实用性

增强了 ,但对新接触到土壤系统分类的土壤工作者 ,感到诸多不便 ,甚至认为土壤系统分类 ,较

过去的分类复杂 ,不容易掌握 。实际上 ,下点功夫研究一下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按照顺序进行

检索 ,各种土壤都能找到它在系统分类中的位置 ,而且不会出现因人而异 ,避免了过去土壤分

类中的混乱。

现对黑龙江省土壤普查中所应用的土壤分类 ,以土类为单位 ,将该土类的典型剖面 ,按土

壤系统分类的方法 ,从土纲到亚纲到土类进行检索 ,并对一些问题做简要的说明 ,供同行们参

考和讨论 ,以乞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尽快普及应用。

2　黑龙江省主要土壤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参比
黑龙江省在第二次土壤普查中 ,共划分出 13个土类 ,即棕色针叶林土 、暗棕壤 、白浆土 、黑

土 、黑钙土 、粟钙土 、草甸土 、沼泽土 、泥炭土 、盐渍土 、石质土 、新积土和风沙土。现将这些土类

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进行检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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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棕色针叶林土

A.有粘化淀积层的 淋溶土土纲

A1.具寒性和冷性温度状况 冷凉淋溶土亚纲

A11.有漂白土层 漂白冷凉淋溶土

A12.有暗沃表层 暗沃冷凉淋溶土

A13.无漂白和暗沃表层 简育冷凉淋溶土

B.有雏形层的 雏形土土纲

B1.具寒冻温度状况 寒冻雏形土亚纲

B11.有暗沃表层 暗沃寒冻雏形土

B12.有暗瘠表层 暗瘠寒冻雏形土

2.2　暗棕壤

A.有粘化淀积层的 淋溶土土纲

A1.具寒性和冷性温度状况 冷冻淋溶土亚纲

A11.有漂白土层 漂白冷凉淋溶土

A12.有暗沃表层 暗沃冷凉淋溶土

A13.无暗沃和漂白土层的 简育冷凉淋溶土

B.有雏形层的 雏形土土纲

B1.具寒性或更冷的土壤温度状况 寒冻雏形土亚纲

B11.土表至 50cm 土层内有氧化还原特征的土层≥10cm 潮湿寒冻雏形土

B12.有暗沃表层 暗沃寒冻雏形土

B13.无潮湿状况和暗沃表层的 简育寒冻雏形土

B2.土表至 50cm 内有≥10cm 土层有氧化还原特征 潮湿雏形土亚纲

B21.有暗沃表层 暗沃潮湿雏形土

B3.除半干润和常湿润水分状况以外的雏形土 湿润雏形土亚纲

B31.具暗沃表层 暗沃湿润雏形土

B32.其他 简育湿润雏形土

2.3　白浆土

A.有粘化淀积层 淋溶土土纲

A1.具寒性和冷性温度状况 冷凉淋溶土亚纲

A11.有漂白土层 漂白冷凉淋溶土

2.4　黑土

A.有暗沃表层和均腐特性 均腐土土纲

A1.无岩性特征和半干润水分状况 湿润均腐土亚纲

A11.有滞水特性 滞水湿润均腐土

A12.具粘化层 粘化湿润均腐土

A13.无滞水特性和粘化层的 简育湿润均腐土

2.5　黑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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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暗沃表层和均腐特性 均腐土土纲

A1.具有半干润水分状况 干润均腐土亚纲

A11.土表至 50cm 内有粘化层 粘化干润均腐土

A12.土表至 100cm内有钙积层 钙积干润均腐土

A13.无上述粘化层和钙积层 简育干润均腐土

2.6　粟钙土

A.有暗沃表层和均腐特性 均腐土土纲

A1.有半干润水分状况 干润均腐土亚纲

A11.有钙积层 钙积干润均腐土

A12.无钙积层 简育干润均腐土

B.有雏形层 雏形土土纲

B1.具寒冻温度状况 寒冻雏形土亚纲

B11.有暗沃表层 暗沃寒冻雏形土

B12.无暗沃表层 简育寒冻雏形土

2.7　草甸土

A.有暗沃表层和均腐特性 均腐土土纲

A1.无岩性特征和半干润水分状况 湿润均腐土亚纲

A11.有滞水特性 滞水湿润均腐土

A12.有粘化层 粘化湿润均腐土

A13.无滞水特性和粘化层 简育湿润均腐土

B.有雏形层 雏形土土纲

B1.具寒性或更冷的土壤温度状况 寒冻雏形土亚纲

B11.有潮湿水分状况和在矿质土表至 50cm内有≥10cm土层具氧化还原特征

潮湿寒冻雏形土

B12.有暗沃表层 暗沃寒冻雏形土

B13.无其他诊断层 简育寒冻雏形土

B2.有潮湿水分状况和在矿质土表至 50cm 内有≥10cm 土层具氧化还原特征

潮湿雏形土亚纲

B21.50 ～ 100cm内有≥10cm 土层具潜育特征 潜育潮湿雏形土

B22.有暗沃表层 暗沃潮湿雏形土

B23.其它 淡色潮湿雏形土

B3.有常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常湿雏形土亚纲

B31.具冷性土壤温度状况 冷凉常湿雏形土

B32.有碳酸盐岩岩性特征 钙质常湿雏形土

B33.其他 简育常湿雏形土

B4.其他雏形土 湿润雏形土亚纲

B41.有碳酸盐岩岩性特征 钙质湿润雏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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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有暗沃表层 暗沃湿润雏形土

B43.50 ～ 100cm内有≥10cm 土层具氧化还原特征 斑纹潮湿雏形土

B44.其他 简育潮湿雏形土

2.8　沼泽土

A.矿质土表至 50cm 内至少有≥10cm 呈潜育特征 潜育土土纲

A1.具有寒性或更冷的土壤温度状况 寒冻潜育土亚纲

A11.具有机表层 有机寒冻潜育土

A12.其他 简育寒冻潜育土

A2.有滞水水分状况 滞水潜育土亚纲

A21.具有机表层 有机滞水潜育土

A22.其他 简育滞水潜育土

A3.其他潜育土 正常潜育土亚纲

A31.具有机表层 有机正常潜育土

A32.矿质土表 25cm 范围内有氧化还原特征 表锈正常潜育土

A33.有暗沃表层 暗沃正常潜育土

B.有暗沃表层和均腐殖质特征 均腐土土纲

B1.无岩性和半干润水分状况 湿润均腐土亚纲

B11.有滞水水分状况和在矿质土表至 100cm 内有氧化还原特征 滞水湿润均腐土

2.9　泥炭土

A.容重为 0.1 ～ 0.4g/cm3 ,厚度≥40cm 有机土土纲

A1.有永冻土壤温度状况 永冻有机土亚纲

A11.表层段以纤维有机土壤物质占优势 纤维永冻有机土

A12.表层段以半腐有机土壤物质占优势 半腐永冻有机土

A2.其他有机土 正常有机土亚纲

A21.表层以纤维有机土壤物质占优势 纤维正常有机土

A22.表层以半腐有机土壤物质占优势 半腐正常有机土

A23.表层以高腐有机土壤物质占优势 高腐正常有机土

2.10　盐渍土

A.有盐积层或碱积层 盐成土土纲

A1.土表至 75cm 内有碱积层 碱积盐成土亚纲

A11.具潮湿土壤水分状况 潮湿碱积盐成土

A12.其他碱积盐成土 简育碱积盐成土

A2.其他盐成土 正常盐成土亚纲

A21.无干旱水分状况 潮湿正常盐成土

2.11　石质土

A.其他土壤 新成土土纲

A1.无人为 、砂质和冲积特征 正常新成土亚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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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具寒性或更冷的土壤温度状况 寒冻正常新成土

A12.具半干润水分状况 干润正常新成土

2.12　新积土

A.其他土壤 新成土土纲

A1.近代冲积物岩性特征 冲积新成土亚纲

A11.具寒性或更冷土壤温度状况 寒冻冲积新成土

A12.具半干润土壤水分状况 干润冲积新成土

A13.其他 湿润冲积新成土

2.13　风沙土

A.其他土壤 新成土土纲

A1.具砂质沉积物岩性特征 砂质新成土亚纲

A11.具半润土壤水分状况 干润砂质新成土

A12.其他砂质新成土 湿润砂质新成土

3　几个问题的说明和讨论
3.1　一定要按顺序进行检索

看到一个土壤个体 ,首先看它是属于哪个土纲 ,以后按亚纲 、土类 、亚类进行检索 ,即由高

级分类单元向低级分类单元 ,采取排除法进行检索 。这在土壤系统分类中是很重要的 ,是必须

遵循的原则。

3.2　两个分类体系的主要差异

黑龙江省土壤普查划分出主要土类 13个 ,对这些土类内的基本剖面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的方法进行检索 ,分属于 7个土纲 , 17个亚纲和 44个土类。从土类的数量看增加了许多 ,而

且土类之间有交叉 ,如棕色针叶林土 、暗棕壤和白浆土均出现漂白冷凉淋溶土;黑土 、黑钙土 、

粟钙土和草甸土 ,甚至沼泽土中均可出现均腐土 ,这说明两种分类体系的差异 。在系统分类

中 ,土类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将土壤湿度和温度状况作为分类的分异特征。此外 ,在有机

土的划分中 ,尚考虑到有机物的腐解程度 ,这些是在过去分类中所没有的。

3.3　关于土壤湿度和温度状况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借鉴于美国的土壤系统分类 ,将土壤湿度和温度状况视为土壤的性

质 ,并作为分异特征在系统分类中应用 。土壤湿度和温度确实是影响土壤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

有必要在分类中加以区分 。然而 ,执行起来却有许多困难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是以土系为基

础 ,在建立土系时有详实的土壤湿度和温度的材料 ,由土系向上归纳时 ,不会发生什么困难 。

如果我们是以土类为基础向下续分 ,就很难准确地判断土壤湿度和温度状况。

3.4　关于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定义是很清楚的 ,但是初接触系统分类时 ,总是感到很繁琐 ,如有机

表层的厚度要考虑有机物质的组成和容重 ,土壤有机质含量要考虑矿质部分的粘粒含量等 。

这是因为在土壤分类中 ,要把土壤的边界划分清楚 ,达到量化 ,没有明确的数量指标是不可能

的。所有这些数量指标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要掌握土壤系统分类 ,首先要把诊断层和

诊断特性搞清楚 ,要理解其含义和制订标准的由来和依据 。这对正确运用土壤系统分类是很

·108· 土　　　　　壤　　　　　　　　1999年　　第 2期



重要的。

3.5　关于“简育”一词的解释

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出现“简育”一词 ,不能理解为简单发育 ,其含义是在检索到某一亚

纲或土类和亚类时 ,按顺序检索 ,最后剩下的那个土壤 ,就称谓简育××土 ,就像在土纲一级 ,

检索到最后 ,剩下的都放在新成土纲中一样。

3.6　土壤系统分类要借助于土壤理化分析

土壤普查中所应用的土壤分类 ,主要是依据在野外所看到的土壤形态和环境条件来确定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土壤 ,很少用理化性质的指标 ,而土壤形态又没有量化 ,所以边界定义很难

确定 ,往往因人而异 ,争论不休 。土壤系统分类强调分异特征的数量化 、标准化和国际化 ,要边

界定义清楚 ,为此 ,只是用形态指标不能满足要求 ,必须借助于理化分析 ,这也是两个分类的差

异。

4　结语
应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方法 ,对黑龙江省主要土壤进行参比 ,可以看出系统分类与原来

分类的差异 ,两者比较起来 ,原来分类主要依据形态特征 ,缺乏量化标准 ,边界定义不清。土壤

系统分类是依据量化了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对土壤进行分类 ,边界定义清楚 ,便于交流和统

一 ,但增加了许多理化指标。因此 ,加强土壤的基础分类的研究 ,实属必要 。

                                        

(上接第 103页)

剖面 925-5有雏形层 ,按 ST 制属始成土土纲;有淡色表层 ,PBS>60%,为典型饱和淡色

始成土亚类。若按 FAO 制 ,属于饱和雏形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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