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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在浙江省平原旱地土壤分类中的应用 

章明奎 厉仁安 

(新可芒瓣秉 钌fr了Ioo29) ． ； 
摘 要 车文应用(中医土壤系托分类(酱订方案))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探讨了浙江省平原旱地土壤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部。属长江三角洲的南翼，全省陆地面积为1O．53万 lⅡ ，其中，丘陵 

山地 占71．6％。平原占22．O％，河湖水面 占6．4％。浙江省平原类型较为复杂，根据成因， 

可分为河谷平原、冲积海积平原、泻湖淤积平原、滨海平原、湖积冲积平原、岛屿及半岛海积 

小平原和滨湖平原 1]。平原早地是浙江省棉、麻、桑、果树和蔬菜主要生产基地。按照浙江 

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分类方案，该区土壤分别归属于滨海盐土和潮土土类⋯，两者的区别是 

前者 lrn土体内平均可溶性盐含量大于 lg／kg，而后者小于 lg／kg，包括的土 属和土种 很 

多 2]。该分类方案属地理发生分类，在分类时没有运用诊断层和诊断特性，虽然在土壤分 

类时采用了一些分类指标，但划分依据不完全建立在土壤性态上，而主要以成土过程作为划 

分依据，属于定性分类_4】。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对这些土 

壤的归属进行了探讨 3 j，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1 成土特点 

1．1 成土母质复杂 该区成土母质均形成于全新统。系岩石风化物经流水、潮流、波浪、风 

等动力搬运和分选，在一定部位沉积下来的松散堆积物。由于各地沉积环境先后有变化，所 

以这些物质的同期异相和同相异期现象普遍存在。颗粒组成和地球化学特征有较大的差 

异。主要包括冲积母质(洪冲积相母质、河床相母质、河漫滩相母质、平原河流相母质、牛轭 

湖相母质)、河口冲海积母质、滨海沉积母质、湖沼沉积及风积母质等。 

1．2 成土时间较短 据“C同位素测定，本区土壤的形成时间较短，大多在 7000年以内。 

土壤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成土时间有较大的差别。一般来说，在滨海平原越近海边，成土 

年龄越短：在河谷平原越近河道，成土时问越短。 

1．3 人为活动的影响明显 从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泉角古文化遗址考证，远在 7o00多年 

前。在浙江平原地区已有人类的活动和原始的农业，在秦汉已有筑塘挡潮的记载，东汉时开 

始兴修水利(绍兴鉴湖)。通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如兴修塘库，围垦海涂．修筑梯地，创建“桑 

基渔塘”以及轮作改土等，对该区土壤的形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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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有关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标准，浙江省平原旱地 

土壤具有以下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2．1 暗沃表层 该诊断层主要出现在老滨海平原的部分土壤中，这些土壤已经历了较长的 

成土时间，目前已脱盐，脱钙已有一定的程度，由于人为利用历史较长，土壤有机质积累明 

显．表土颜色显暗黑色，能满足暗沃表层的诊断要求。 

2．2 淡薄表层 该诊断层普遍出现在平原地区的旱地土壤中，尤其是成土时间较短的沿海 

土壤及质地较粗的土壤 中。 

2．3 堆垫表层 这些土层主要出现在杭嘉湖平原经过长年人工就地采土堆至形成的桑园 

地土壤中，是杭嘉湖一带农民为发展蚕桑生产在原来水田或低地挖土堆垛形成的。 

2．4 肥熟表层 这些土层仅出现在杭州等大城市郊区的老菜园地中，由于长期大量施用人 

畜粪尿、厩肥及有机肥和化肥，这些已经耕作熟化的土壤有机质和速效磷的含量已达到肥熟 

表层的要求。但由于城市的扩展目前这类土壤面积有所下降。 

2．5 雏形层 雏形层广泛出现在该区，由于该区土壤与 自成土相 比成土时间相对较短，土 

壤形成中物质的转化尚没有达到明显的程度，但在剖面中已发生物质转化及迁移，土壤结构 

也已有一定的发育，土壤剖面上层的彩度和色调已明显不同于母质层，土壤剖面中碳酸盐下 

移明显。 

2．6 耕作淀积层和耕作淀积现象 这些诊断土层和现象也出现在部分人为利用时间较长 

的土壤中，淀积物主要为腐殖质一粉砂 一粘粒胶膜。 

2．7 盐积层与盐积现象 盐积层主要出现在滨海地区尚未围垦的潮滩涂、盐田或围垦不久 

的土壤中。盐积现象主要出现在围垦不久的土壤中。 

2．8 岩性特征 本区岩性特征主要有两类．积物岩性特征和砂质沉积物岩性特征，前者出 

现在河谷平原近河流的泛滥地上，目前还受河流沉积物的影响；后者仅出现在滨海平原外缘 

以及海岛边缘的低地上，是近海风浪淘洗分选的砂质沉积物及其经过迎风面受强风激扬搬 

运沉积于山岙的风积砂，2～O．02m 砂粒含量高达80--90％，质地为砂质壤土。 

2．9 人为扰动层次 零星出现在城市公园中，如杭州花港公园中的土壤主要由西湖污泥、 

周围丘陵土壤、砖块瓦片和原地土壤等多种物质堆混而成，表土 O--50cm具明显的人为扰 

动层次，与其他土壤有显著的差异。 

2．10 土壤水分状况和温度状况 本tXff-~均气温约在 15．8--18．1"C之间，年平均土温在 

18-19"C左右，属热性土壤温度状况，降水量多在 I100--1500rrau之间，蒸发量一般为800 
～ 1200ram，并接受周围丘 陵山地地表径流的补充，具潮湿土壤水分状况特征。rh于受地下 

水活动 的影响，本区土壤大多数年份的雨季(4～6月)受季节性水分饱和，在土体 内氧化还 

原作用交替频繁，具氧化还原特征。 

此外，滨海地区土壤还有石灰性反应。 

3 主要土壤类型 

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和该区土壤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该 区土壤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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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为人为土、盐成土、雏形土和新成土等四个土纲，可续分为 6个亚纲、8个土类和 10个 

亚类(见表 1)。 

表 1 浙江省平原早地土壤系统分类与发生分类的参比 

指城市公园中的部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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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谈色蠢湿雏形土代表性剖面形态特征与理化性质 

发生分娄土名 潦土土类、灰搁土亚樊、搁泥土土属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土名 普通淡色搁湿雏形土 

采样地点 浙江省嘉兴市马桥多 

成土母质和利用 河期相况积物、桑园 

探虚(∞ ) 0～2O 2O一74 74～105 

颜色(千吝) 2 SY6f3 2．5Y6／3 2 6b 

结构和新生件 粒块较结构 小楗柱较结 构、铁锰斑点 大块状结构、有步量铁锰 

占5％ 斑点 

2-0．02ram 2 22I 198 

颗粒组成 
0．02～ O．002衄  383 425 565 

(g／ ) 
< 0．∞ 2 350 354 237 

有机碳(g／ ) 5．5 4．5 2．1 

垒氰(g， ) 0．68 0．5l 

垒磷(P2 )(g， ) 1．44 

6．1 6．8 7．8 

ECRU (a∞l(+)／ ) 15 29 l7．82 

盐基饱和度(％) 9g．1 9g．9 

游离氯化铁(FeaO~)(g，kg) l8．8 l6．8 16．6 

无定形铁(Fe20~)(g，kg) 6．35 1．37 2．06 

表 3 泥垫旱辨人为土代表性剖面形态特征和理化性质 

发生分类土名 潦土土类、灰搁土亚娄、堆叠土土■ 

中国土壤系统分娄土名 普通泥垫旱蒋人为土 

采样地点 浙江省桐乡县祟福镇 

皮土母质和利用 河期相况祝忉、桑园 

采样深度(cm) 0—21 2l一5o 5o～100 100—18t] 180～29o 

颜色(千态) 1OYR6／2 10Ⅵ ／3 lOYR6／3 1 Y ／4 2．sW ，2 
结构、新生体和侵人体 垃较结构、步 小块较结构、 大块状结 构、 棱柱软结 构、 层状结构 

量瓦片 少量斑纹、少 中量 羲锰 铸 较多 铁 锰 斑 

量瓦片 纹 绽 

颗粒组成 
一  

186 121 187 143 218 

442 525 424 533 436 

(g／ke) <0
． 002∞  372 354 38g 324 346 

有机碳(g／ ) 9 0 7 5 6．6 6 7 5 2 

垒氰(g，kg) l_I1 0 g5 0 79 0．83 0．56 

垒磷( )(g／ ) i 44 I 33 i．63 1．51 I．37 

ECEC(crno[(+)／kg) 16．71 l5．44 1415 17 21 14 54 

盐基饱和度(％) 98．9 98．9 g8 4 99 I 99 5 

p}l 6．12 6 54 6．38 6．67 6．90 

全铁(Fe2 )(g，kg) 

游离铁(F )( kg) 

无定形铣(Fe2 )(g，kg) 

40．61 

1：．23 

3 2l 

39． 

12．79 

2 46 

34 鸵 

14．64 

2．33 

37．g4 

l0．83 

3 46 

34．66 

13．22 

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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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海积潮湿正常盐成土代衰性剖面形态特征与理化性质 

发生分类土名 滨海盐土土类 潮滩盐土亚类、泥醅土属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土名 海积港温正常盐成± 

采样地点 浙江省临海市北洋醅 

戚土母质和利用 馥棒沉积物、荒地 

采样深度(∞) 0～2O 2O～1(30 

颜色(干态) 10YR 5YP,M1 

2～ 0．02D如  315 390 

o．02一o-oo：一  3＆5 335 
tg／K 

<0．0{}2m~a 300 

有机碳(g／kg) 6．2 

全氨(g／kg) 0 

全瞬(P2Os)(g，kg) 1．24 

CEC(cmol(+)／kg) 9．14 7 64 

盐酸洗失量(g／kg) I 135 0 118．0 
可溶性盐阴离~ l(cmol／kg) l 23．01 22 28 

可溶性盐阳离-~ i(cmol／kg) l 22．03 22．78 

表 5 弱盐溃色潮湿雏形土代衰性剖面形态特征和理化性质 

发生分类土名 菠海盐土土类、攘{孽盐土亚类、中威砂土量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土名 弱盐撬色潮湿箍形土 

采样地点 浙江省临海杜下捕 

戚土母质和利用 浅海沉积暂、荒地 

采样深度(∞ ) 0—14 ¨一加 40—60 60~80 

颜色(干态) l0Y硒 ，2 10Yl 6，3 10Y硒／3 1啉 7，2 

结构盈新生体 牡块 块状、具羲锰斑块 蚨状、具少量锰斑 软糊层状 

2— 0 02∞  343 442 454 428 

颗垃组成
0．02～0 002∞  359 324 3Q5 334 

(g／kg) 

< 0 002ram 298 234 241 238 

有机磺(g／ ) 5．7 

全氖(g／ ) 0．68 

全磷( Os)(g／kg) 1．24 

CEC(ca~ (+)／kg) 12 08 8 68 B 00 8．31 

pH 8 0 8．2 8 0 8．2 

可溶性盐(g／kg) 2 9 2．9 3 2 5．0 

c日0 相当物(g／ ) 60 63 51 58 

盐酸洗失量 (g， ) 121．0 101 9 78．0 1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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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发生分类的参比 

综观两种分类制对该区土壤的分类结果，可以看出两种分类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 

地方： 

对于发生分类所划定的潮土土类．基本上与系统分类的潮湿雏形土亚纲(包括淡色潮湿 

雏形土和暗色期湿雏形土两个土类)相对应(其代表剖面如表 2所列)。浙江省在第二次土 

壤普查地(市)、县级汇总时曾根据 lm土体内有无石灰性反应将潮土划分为灰潮土和潮土 

二个亚类(后来为了便于与全国土壤分类系统一致，统归属灰潮土一个亚类)，也可与系统分 

类的以上淡色潮湿雏形土等土类的石灰和普通两个亚类相对应。但从表 l也可以看出，发 

生分类中的潮土土类已在系统分类中可归为 3个土纲，究其原因是两种分类制的划分依据 

不同。在发生分类中把土壤剖面处于周期性溃水影响下，发生着土体内的氧化还原交替过 

程的土壤称为潮土．也即潮土仅根据成土过程进行划分，仅考虑成土方向，没有考虑土壤的 

发育程度(如剖面物质转化和迁移的程度．有机质的积累程度)和人为对其的影响；而在系统 

分类中不仅考虑了土壤形成的特征．还用一系列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等考虑 了土壤发育程度 

和人为对土壤形成的影响。根据土壤剖面发育程度，把雏形土与新成土区分开来，根据有机 

质积累程度，把暗色潮湿雏形土与淡色潮湿雏形土区分开来．根据人为活动对土壤的重大影 

响，划分出堆垫旱耕人为土(其代表剖面如表 3所列)与肥熟旱耕人为土。显然，用系统分类 

划分这些土壤更为合理、科学，对农业区划、因土种植和因土施肥更具有参考价值。 

对于一些城市公园土壤，由于受人为扰动的影响，其剖面特征已不同于一般土壤．在第 

二次土壤普查中没有对这些土壤进行专门的调查与命名，而把其归并于邻近的土壤类型中。 

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划定出扰动人为新成土，这就更加符合客观情况。 

对于含盐土壤，两种分类制的划分也有相似之处，即发生分类的滨海盐土土类基本上与 

(海积)潮湿盐土相对应(其代表剖面如表4所列)但两者由于所采用的盐分划分指标不同． 

划分结果也有差别：发生分类中的滨海盐土是指 lm土体 内全盐含量>l kg的土壤．并根 

据所处位置(是否 围墨)分为潮滩盐土亚类与滨海盐土亚类，而在系统分类中盐成土的要求 

是lm土体内平均含盐>lOg／kg，这样使本区盐土的范围比发生分类明显减少。在发生分 

类的潮滩盐土亚类，土体 内含盐较高，能满足系统分类中盐成土的要求 ；而对于滨海盐土亚 

类，根据盐分高低在系统分类中可划人不同的单元中：对于盐分在 l0 kg以上的仍可归人 

盐成土中，而对于围垦后，盐分已下降到 lO kg以下，土体内碳酸钙已发生下移的土壤，可 

归人雏形土土纲中，并根据其盐分是否在2 kg以上，分别归人相应的弱盐(其代表剖面如 

表 5所列)和石灰等亚类中。 

5 建议 

5．1 美于增设石灰性暗色潮湿雏形土亚类的建议 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在 

本区划分出的暗色潮湿雏形土土类中．有一部分土壤无石灰性反应(粉泥土和黄松土)，另一 

部分土壤全剖面均有石灰反应(淡撩泥和挠涂粘)，它们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成土时间和土 

壤发育程度及土壤肥力特性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应把它们区分开来．参照淡色潮湿雏形土土 

类的有关亚类设置，建议增设石灰暗色潮湿雏形土亚类，以便把它们与无石灰反应的普通暗 

色潮湿雏形土区分开来。 

5．2 美于砂质沉积物岩性特征的指标问题 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砂质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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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岩性特性具有质地(以砂粒为主，土壤质地为壤质细砂土或更粗 )、结构(呈单粒或极脆弱 

的块状结构)、有机质含量(41．5g／kg)等 3方面的限制。我们认为，表土有机质含量易随人 

为利用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对于我国南方地 区，由于 土壤资源有限，这些 由砂质沉积物上形 

成的土壤目前已多被利用。在利用过程中常施用大量的有机肥，目前这些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已超过 1．5g／kg。例如分布在浙江省滨海平原外缘、由近海风浪淘洗分进的砂质沉积物及 

经强风激扬搬动沉积的风积砂上形成的这类土壤，目前土壤有机质含量为7g／kg左右，远远 

高于修订方案中的标准，因此我们认为这类母质特性在有机质含量方面不应加以限制，否则 

这些土壤一旦被利用，其归属就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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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的资源、人 口条件决定了江苏省农业发展的战略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这也是江 

苏一贯的农业技术传统。仅建国以来主要农作物 良种的全面更换更新就先后进行 了4～5 

次 ，不仅提高了产量．而且改进了品质，增强了抗逆能力。江苏省农业技术路线在现阶段 

和今后应以生物技术、有机技术为导向，将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这不仅符台江苏 

省的省情，也符合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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