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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 ,国际土壤科学发生重大变革 ,从 60年代兴起的 , 70年代在世界上传播的土壤

系统分类已成为当今世界土壤分类的主流。1973年我受命派遗赴非洲进行土壤考察 ,当地

政府提交一份英国人应用系统分类所绘制的土壤图 ,由于当时我不谙这一新的分类制 ,无法

应用 ,造成工作上的困难 ,从中真切感受到国际学术交流障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非洲工

作一年多回国后 ,我便潜心学习这一新分类制 ,并开展一些研究工作 ,但毕竟十分局限 ,感到

我国幅员广阔 ,土壤类型繁杂 ,进行这项研究当非易事 。

龚子同教授组织了全国各地土壤科学工作者 ,历经十年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 ,写成《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 ———理论·方法·实践》〔1〕巨著。这不仅为中国土壤工作者与国际同行交流

奠定基石 ,而且又充分显示了丰富的中国土壤资源的特色 。这一分类开创性地建立了一系

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诊断层 ,尤其是水耕层系列 、灌溉表层 、堆垫表层和肥熟表层的建立 ,

使人为作用下变得十分复杂的土壤得到系统和科学的表达。鉴於这些开创性的工作 ,国际

土壤分类组织聘请龚子同为人为土壤组组长 ,并将其成果纳入世界土壤分类体系中 ,对国际

土壤分类作出了贡献 。
〔2、3、4〕

。

本著是我国土壤科学的一大成就 ,也是土壤领域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早在 1992

年我与何宜庚教授所编《土壤地理学》〔5〕一书中就介绍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目前我校已将

此书作为博士生的必读书 。我相信 ,这部巨著将在我国土壤领域的研究与教学中发挥重大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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