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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是对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由李天杰教授等编著的《土壤地理学》一书的评述，指出其

主要特点和意义，认为这是一本有时代特点的好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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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天杰、赵烨、张科利、郑应顺和王云编著

的《土壤地理学》（第 3 版）已于 2004 年作为普通

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该书自 1978 年第 1 版问世，1983 年第 2
版出版以来，已发行了 10 余万册，为中国土壤地理

学的教育事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近 20 年来，全球

人口持续增长、资源日渐减少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严

峻的现实，对土壤地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现

代系统理论、数理方法、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和新

的测试技术也促进了土壤地理学加速向定量化、标

准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土壤地理面貌为之

一新。该书的全面修订，充分体现了当今国际土壤

地理学的发展新动向和新成就，并适应 21 世纪高等

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该书广泛吸取了国内外 新研究成果，在 55 篇

主要参考文献中，绝大部分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

文献资料。2003 年出版的、由 Eswaran 等[1]编著的

Soil Classisocation，也被收集在参考文献中。 
该书共分 10 章，分别为：1. 绪论；2. 土壤固

相组成及其诊断特征；3. 土壤流体组成及其诊断特

性；4. 土壤形成因素学说；5. 土壤形成过程；6. 土
壤分类；7. 主要土纲特征；8. 土壤分布与分区；9. 
土壤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利用对策；10. 现代土壤调

查技术与土壤信息系统。附中英文关键词对照表（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和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全书共 47
万字，并附有相应的光盘作为电子教案，内容广泛

而丰富。该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引进新观念 

与以往的土壤地理教科书不同的是该书引进了

一些新的概念和认识。①吸取土壤圈的概念。众所

周知，土壤是覆盖于地球表面的一种连续的自然体，

犹如地球的地膜，在某种程度上与生物体的生物膜

有些类似，通过它与其他圈层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

的交换。土壤圈的概念自 1938 年 Mattson[2]提出以

后，Kovda[3]和 Arnold 等[4]又对这圈层的定义、结构

功能及其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论

述。我国土壤圈物质循环开放实验室的建立 [5]和

“Pedosphere”杂志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土壤圈的内

容。编著者在第 1 章中引出土壤圈的概念，这无疑

为该书的立论展示了广阔的视野。②重视人为因素。

作者在讨论传统的五大成土因素后，专门论述了人

为因素，指出人为活动影响是有意识的、是社会性

的、对土壤发生演变影响是双向的（既可向良性发

展，也可能退化）。人们通过改变某一成土因素或各

因素之间的对比关系来控制土壤的发育方向。当前

人为活动对土壤的影响日益加强，今天所见的一些

基本农田即是人为长期培育的结果；而水土流失、荒

漠化和土壤污染是不合理利用土壤所引起的。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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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些学者一样[6, 7]，编著者试图在经典的 Mattson 
（土壤圈）圈式中加上人类智慧圈，虽然其表达方

式还可讨论，但也充分体现了编著者对人为作用的

重 视 。 ③ 采 用 单 个 土 体 (pedon) 和 聚 合 土 体

(polypedon)的概念。土壤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体，在

这一点上它类似于“气候”而有别于“生物”。生物个

体的界限是清楚的，土壤则不然，仅在地形、母质

出现急剧转折时，才出现明显的界限。因此，一般

意义上土壤的定义都是指土壤的“总体”，而不是土

壤的“个体”。1960 年 Simonson 和 Gardiner[8]提出了

单个土体作为土壤土体的 小单位，它像一个晶体

中的晶胞，具有三维空间；1962 年 Simonson 又提

出了聚合土体的概念，单个土体和聚合土体就像一

棵树和一片森林之间的关系。聚合土体是土壤 小

的分类单元。这样，该书不仅有宏观的视野也有扎

实的立论基础。 
2  采用新土壤分类 

在该书中土壤分类占了很大比重。除土壤分类

和主要土纲特征两章专门论述土壤分类外，成土因

素和成土过程两章为土壤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土

壤分布与分区、土壤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利用对策以

及现代土壤调查技术与土壤信息系统都是在土壤分

类基础上展开的。 
该书从国内外土壤分类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土

壤系统分类[9]、联合国土壤图图例单元[10]和世界土

壤资源参比基础(WRB)[11]的发展，引出了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并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14 个土纲分别

叙述了每一土纲的地理分布、主导成土过程、主要

诊断层的诊断特征以及对其分类与利用展开了全面

的论述和介绍。这是迄今为止除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专著外，对此分类介绍 为详细的教科书。 
纵观土壤分类发展的历史，从古代朴素的土壤

分类，到西欧农业地质学派的土壤分类和俄罗斯土

壤地理发生分类，直至美国土壤系统分类，这是一

个土壤分类随着现代科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国

际土壤分类发展的趋势。我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

国家，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禹贡》和《管子、

地员篇》就有土壤分类方面的记载。上世纪 50 年代

前我国采用美国马伯特 CF..土壤分类，上世纪 50 年

代后开始应用苏联地理发生分类，均有所成就。而

上世纪 80 年代中开始，历时 20 年，200 多位土壤

学家共同努力所建立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使我国土

壤分类进入了新阶段[12, 13]；这是以诊断层和诊断特

性为基础，既可与国际接轨，又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的以定量化为特点的土壤分类。编著者从上一版教

科书中应用地理发生分类到新版教科书中全盘应用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也反映了

我国定量土壤分类的深入和普及过程。 
不仅如此，编著者还把这一分类体现在各个章

节之中，如在成土因素中强调人为因素，在分布规

律中以土壤系统分类为基础作图说明，在统计土壤

资源时也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来估算，在信息系

统中讨论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自动检索系统和中国

土壤系统分类数据库，说明编著者不仅引用了中国

土壤系统分类，而且力图用好这一成果。 
3  革新从内容到形式 

上世纪 30 年代，梭颇 J. 编著出版了《中国之

土壤》，该书原名是《中国土壤地理》（Soil Geogrphy 
of China）[14]，其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的土壤类型，

书末谈到了水土保持和土地利用，也许这是 早的

中国土壤地理著作。上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土壤地理

教科书与前苏联的同类教科书[15]相似，由土壤学基

础和土壤地理(区域土壤)两部分组成。至上世纪 80
年代土壤地理教科书中增加了土壤资源部分。本书

除基础部分更新概念、采用定量分类外，从理论和

实际相结合出发，在 后两章中还包含了土壤质量

评价，土壤退化防治、遥感和 GIS 技术、SOTER 和

土壤信息系统等。同时，在表达形式上也有新意。

该书的封面为彩色世界土壤图，封底是彩色的中国

土壤图及其代表剖面；而且各章节共有插图 130 幅，

图文并茂，使该书版面显得比较生动。为了便于阅

读每章开头都有一段提要，结尾又有思考题和个案

分析；为了便于国际交流，该书有英文目录和附录

以及章首的英文提要。 
总之，这是一本有时代特点的好的教科书。相

信该书的出版发行必将对土壤地理教学起到重要作

用，也可为土壤地理研究的创新起到积极作用。 
假如说有什么值得改进的话，我想只有一点，

即引文有时难于找到出处，或者引文较笼统，使读

者难于找到真正的作者。当然，对于教科书都要详

注也有困难，如果能更多的注意这一点，将更方便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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