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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壤系统分类的土壤类型和界线确定研究
① 

——以句容大顶山研究区为例 
 

黄礼辉， 潘剑君*， 雷学成， 杨志强， 邬明伟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南京 210095） 

                                     

摘 要： 我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土壤调查技术仍处于研究阶段，借鉴传统的发生分类的土壤调查方法，本文主要研究了基于土

壤系统分类的土壤类型与界线确定。土壤类型是通过常规布点法进行主要剖面点位置的设定，并从地形分级和制图精度方面分析

确定其数量，对挖掘的土壤剖面利用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定名得出。土壤界线则是利用内插法在调查路线上确定土壤类型分界点后，

结合遥感图像将不同调查路线相同土壤类型分界点用平滑曲线连接 终确定。研究表明，土壤类型和土壤界线与母质、地形、植

被和土地利用方式等多种景观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在土壤调查中要充分考虑景观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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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土壤分类正朝着定量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

方向发展，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的美国土壤系

统分类（ST 制）和国际土壤分类参比基础（WRB）代

表了当前国际土壤分类的主流，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CST）的研究从 1984 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经历了长达 10 多年的研究，先

后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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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系统分类用于鉴

别土壤类型的不是成土因素，也不是某一种土壤性质，

而是具有一系列定量规定的土层或特性[2-3]，利用诊断

层和诊断特性使土壤类型和土壤界线的确定更加精确。 

土壤调查是土壤制图与土壤分类研究的基本手段

与重要基础[4-6]。国内土壤资料是在长期应用土壤发生

分类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而基于土壤系统分类的土

壤调查资料很少。土壤系统分类的理论成果已经比较

成熟，但还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完善的土壤调查技术。

目前我国又处在以土系为基层分类单元的土壤系统分

类研究阶段，开展针对土壤系统分类的土壤调查技术

的研究，对于指导和完善我国土壤系统分类工作具有

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江苏省句容市大顶山研究区为

基础，通过对土壤类型与土壤界线的确定研究，期望 

 

 

 

 

能够给土壤调查工作带来一定帮助。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大顶山位于南京东郊句容市北山水库以东

的区域，地理位置 119°10′36″ ~ 119°12′44″E，32°3′37″~ 

32°5′44″N，面积约 8.8 km2。属湿润的北亚热带中部季

风气候区，雨量充沛，热量较丰富，年平均气温为

15.2℃，年积温 4 897℃，常年无霜期 229 天，干湿冷

暖，四季分明，具有湿润土壤水分状况。研究区以低山

丘陵为主，成土母质主要包括残积母质、坡积母质和下

蜀黄土母质。其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与北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的过渡地带，原始的地带性栎属和松属植被已

受破坏，目前多生长天然次生林、灌木草丛或人工林，

已开垦的平原区耕地种植季节性水稻与油菜等[7]。 

2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共采集了 128 个主要剖面，土壤采样点主

要分布在句容大顶山及其东北部和南部地带。通过对

128 个土壤剖面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分析，确定了它

们的土壤类型。其他利用到的资料还有 1:1 万的地形

图、《江苏省句容县土壤志》和《江苏土壤》等。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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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点的设置采用常规布点法，主要剖面点的设置做

到每个制图单元或景观单元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主要剖

面点。土壤界线通过内插法进行寻找，具体方法是在

调查路线上一定的间隔设置两个主要剖面判断土壤类

型。若这两个土壤类型不同，在两个剖面中间逐段挖

掘检查剖面和定界剖面，以缩小边界的找寻范围，如

此内插下去直到找出两种土壤类型的边界为止。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壤类型的确定 

    在一个未知的研究区域，土壤类型是通过挖掘土

壤剖面来确定。剖面点共包括主要剖面、检查剖面和

定界剖面 3 种类型。主要剖面是用来研究某个土壤类

型的全面性状特征而开挖的土壤垂直断面，通过分析

各土层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来确定土壤类型，是野外

重点挖掘的剖面类型。检查剖面是用来观察土壤属性

的变异性、稳定性以及观察土壤变化规律的剖面，是

对主要剖面的补充和修正；定界剖面则是为确定土壤

界线而设置的土壤剖面。主要剖面点是确定土壤类型

的关键，因此，如何设置土壤主要剖面点需要特别重

视。 

3.1.1  主要剖面点位置的设定    以土壤发生分类

为基础理论的土壤调查中，根据不同的地形等级和精

度要求设置的主要剖面点的数量不同。本研究区采用

1:2.5 万比例尺作图，借鉴土壤发生分类的土壤调查主

要剖面的挖掘标准，拟定调查区共采集主要剖面点的

数量为 140 个。主要剖面点设置在调查路线上，为使

其在数量上尽可能达到拟定的要求，在研究区共设有

10 条调查路线和 3 条检验路线，如图 1 所示，其中第

1 ~ 10 为调查路线，主要作用是确定土壤类型和土壤

界线；第 11 ~ 13 为检验路线，用于土壤调查精度的检

验。调查路线是通过对地形、植被以及土地利用等进

行分析后由低到高尽可能垂直穿过等高线进行设置，

这样能保证穿过各种土壤类型。在大比例尺常规土壤

调查中，调查路线的间距是根据绝大部分制图单位实

地面积的平均值来确定，以土壤发生分类为基础理论

的土壤调查中 1:1 万，1:1.5 万和 1:5 万 3 种比例尺都

取 500 m 作为调查路线间距。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并

考虑到发生分类的土壤调查方法特点对研究区进行了

如下设置：第 1 ~ 6 条调查路线主要通过林地，将其相

互间隔设为 300 m 左右；水稻区土壤类型较为复杂，

第 7 ~ 10 条调查路线间隔缩短为 200 m 左右。对调查

后的土壤类型分析可知，利用其中的第 2、4、5、6、

7 和 8 这 6 条调查路线可涵盖所有的土壤类型。第 2

条调查路线主要包含新成土、雏形土和淋溶土 3 个土

纲的 3 个亚类土壤类型，从山顶向下土壤类型过渡明

显，并且植被分异对土壤类型也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第 4 ~ 6 条调查路线的主要剖面点相对高差大，土壤类

型变化也较快，穿过的土壤类型丰富，调查路线很具

有代表性。第 7 ~ 8 条调查路线分布在水稻区，土壤类

型主要随着土壤水分含量和土地利用方式而改变，包

含人为土中的多种土壤类型。综合考虑研究区调查路

线的间距设为 550 m 较适宜，因人为土土壤类型变化

相对较快，其土壤调查路线间隔可以适当缩短。 

 

图 1  研究区主要土壤剖面点和调查路线图 

Fig. 1  The main profile points and survey line map of the study area 

 

主要剖面点设置在这些调查路线上，野外调查准

备工作拟定在调查路线上每隔 200 m 左右设置一个土

壤剖面。当景观发生变化时，土壤类型（土系）也将发

生改变，二者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8-10]，因此，在景观

类型变化明显的地方，应在景观分界点附近设置土壤

剖面。分析各调查路线表明，从山体顶部新成土过渡

到雏形土平均约为 350 m，雏形土到淋溶土约为 210 m，

人为土的土壤类型变化平均约为 200 m，因此选择 200 

m 作为土壤剖面的设置间隔能满足调查精度的要求。 

3.1.2  主要剖面点的数量    剖面点的数量的多少

不仅决定了工作量的多少，而且关系到土壤调查成果

的质量。主要剖面能够完全地反映土壤类型的全面特

征性状，是土壤调查的基础。不同区域特征决定了每

个主要剖面所能代表的范围不同，对它的数量控制是

一个重点。剖面点的数量与许多因素有关，笔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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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形分级和制图精度方面进行阐述。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中将调查区的复杂等级

程度分为 5 个等级，研究区共包含 III 级丘陵、洼涝平

原区和 IV 级水稻区两种地形等级。在丘陵区，包括石

质湿润正常新成土、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普通酸性

湿润雏形土、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斑纹简育湿润淋

溶土和普通酸性湿润淋溶土 6 种土壤类型。这一区域

地形、母质和植被类型复杂，山体上部发育为新成土，

随着土层厚度逐渐加深，土壤黏粒含量增大，向下逐

渐过渡到雏形土和淋溶土。从地形看，山体西侧坡度

较陡，因此土壤类型过渡比东侧快。由于土壤类型的

过渡性变化，据以上可知利用其中的 6 条调查路线即

可涵盖所有的土壤类型，同时应保证每条调查路线上

包含不同土壤类型的一个主要剖面以确定土壤界线。

经统计丘陵区共采集主要剖面 68 个，所占面积约为

4.3 km2，选取 10 个典型的主要剖面，既满足了精度要

求又减少了野外的劳动强度。洼涝平原区包括斑纹土

垫旱耕人为土、普通土垫旱耕人为土和普通肥熟旱耕

人为土 3 种土壤类型，它们主要分布在海拔 50 m 以上

地区，地下水位在 2 m 以下，以种植玉米和油菜为主，

在研究区有少许分布，主要剖面点的数量在保证分布

区域尽可能有代表性的原则下共设定 4 个。 

水稻区的土壤类型变化大，除了母质对土壤属性

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外，通过灌溉、排水、施肥、

耕作和轮作等措施也对土壤影响深刻，从而使水稻土

的性状多样[11]。该区共包含普通铁渗水耕人为土、普

通简育水耕人为土、普通潜育水耕人为土和底潜简育

水耕人为土等 4 种土壤类型。水稻种植区地势低洼，

既可以利用北山水库又有地表径流进行灌溉，氧化还

原频繁交替进行，潜育特征较明显，土壤结构发育较

好。由于土地利用方式多变，土壤类型变化规律不明

显，因此，在剖面点数量的控制上较难把握。通过对

挖掘的检查剖面和定界剖面分析，确定了土壤类型的

边界，在水稻区可设置 8 个主要剖面就可保证每个土

壤类型必定含有一个主要剖面。 

    在同一等级的土壤调查区内，其剖面数量还因精

度要求不同而差异悬殊[2]。大比例尺制图精细，要求

较高，剖面数量设置得就多[12]；中小比例尺偏重于概

查土壤类型，更注重通过景观等其他方式确定土壤类

型，要求设置的剖面数量就相对较少。综合考虑地  形、

精度和研究区实地情况等因素，参考《中国土壤普查技

术》[13]，提出主要剖面设置方法仅供参考（表 1）。 

 

表 1  主要剖面的控制面积及调查路线间距 

Table 1  Control area of main profile and the space of survey line 

地形复杂程度等级及其每个主要土壤剖面所代表的面积（hm2） 调查路线间距 土壤制图比例尺 

I II III IV V 地面（m） 图上（cm） 

主要的土壤

制图单位 

1:1 万 

1:2.5 万 

1:5 万 

1:10 万 

1:20 万 

25 

65 

110 

250 

700 

20 

55 

90 

200 

550 

16 

45 

85 

180 

400 

14 

37 

60 

140 

350 

10 

25 

38 

75 

150 

300 ~ 400 

500 ~ 600 

1 000 ~ 1 500 

1 500 ~ 2 000 

2 000 ~ 3 000 

3 ~ 4 

2 ~ 2.4 

2 ~ 3 

1.5 ~ 2 

1.0 ~ 1.5 

土系 

土系 

土族 

土族 

亚类 

注：I 代表冲积平原与高平原，II 代表切割平原与冲积平原，III 代表丘陵、洼涝平原与河谷平原，IV 代表山地、盐碱地、沼泽地、水稻区，

V 代表高度集约的农地。 

 

3.1.3   研究区土壤类型    据以上对土壤剖面点设

置的原则，在调查区实地采集了 128 个主要剖面。依

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第 3 版）》[14]中对土壤类

型的判定标准，对样区土壤分类至亚类，划分样区土

壤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有：黏化层、雏形层、水耕表

层、潜育层、潴育层、土壤水分状况、岩性特征、准

石质接触面等。由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共划分出 4 个土

纲、5 个亚纲、10 个土类、13 个亚类，分别是石质湿

润正常新成土、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普通酸性湿润

雏形土、斑纹简育湿润淋溶土、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

普通酸性湿润淋溶土、斑纹土垫旱耕人为土、普通土

垫旱耕人为土、普通肥熟旱耕人为土、普通铁渗水耕

人为土、普通简育水耕人为土、底潜简育水耕人为土

和普通潜育水耕人为土。 

3.2  土壤空间分布规律分析 

3.2.1  土壤类型和成土母质的关系    母质是岩石

风化过程的产物，是形成土壤的物质基础。地质条件

影响母质的类型，从而出现了不同地质构造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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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坡面点 

调查线路 

下属黄土母质 

坡积母质 

残积母质 

水体 

母质类型 

0            1          2 
km 

母质类型分异规律， 终控制着土壤类型的空间分布。

成土母质类型不同使其在矿质养分和土壤持水性等方

面有很大区别，对土壤质地、结构等性状也造成影响
[15]。研究区包括残积母质、坡积母质和下蜀黄土母

质 3 种母质类型。以第 6 条调查路线为例（图 2），

土壤类型分别为：51 普通紫色湿润淋溶土、52 普通

紫色湿润雏形土、53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54 普通

紫色湿润雏形土、55 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56 斑纹

简育湿润淋溶土、57 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58 普通

简育湿润淋溶土、59 普通肥熟旱耕人为土、60 普通

简育湿润淋溶土。在丘陵顶部主要分布残积母质，53

号主要剖面点发育在该母质上，可以看出残积母质发

育的土壤颗粒成分很不均匀，有大小岩石碎块，也有

砂粒、黏粒，没有明显层次性，由上层至下层的岩石

碎块由小到大分布，土层浅，土壤结构简单。丘陵中

下部主要分布坡积母质，该母质主要发育成为雏形土

和淋溶土，该母质发育的 54 号主要剖面点为普通紫

色湿润雏形土，它的颗粒成分也不均匀，有带棱角的

岩石碎块，也有砂粒、黏粒。与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相比，该土壤中岩石碎块小，土层中黏粒明显增加，

土层也逐渐加厚，雏形层明显，并有向黏化层过渡的

趋势。受到极易风化的紫色砂页岩的影响，在部分地

区形成了普通酸性湿润雏形土和普通酸性湿润淋溶

土。而平原区是第四纪地质时期的一种特殊的风积沉

积物——下属黄土母质，该母质类型在研究区主要发

育成人为土，土层深厚，有丰富的养分物质。在水分

供给充分的情况下，土质比较黏重，棱柱状结构发达，

潜育特征明显。 
 

 

 

 

 

 

 

 

 

 

 

图 2  研究区成土母质分布图 

Fig. 2  The map of parent material of the study area 

3.2.2  土壤类型和地形的关系    地形主要是影响

土壤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过程，尤其是对

水分的流动去向的影响，使地下水位存在差异。图 3

是研究区的高程图，可以看出在丘陵西侧地形坡度相

对较大，因土壤容易遭受雨水的冲刷，实地调查的土

壤土层发育薄，岩石碎块也较多；东侧随着高程的降

低，地势逐渐变缓，土壤类型变化的顺序为：新成土

→雏形土→淋溶土→人为土。在坡度变化较大的地区，

土壤类型的变化速度相对也快，第 5 条调查路线东侧

从山顶新成土过渡到雏形土距离间隔为 500 m 左右，

而在西侧则只用了 200 m 左右，这就是由于调查路线

山体西侧比东侧坡度大造成水分等成土因素的不同所

引起的。 

 

图 3  研究区高程图 

Fig. 3  Elev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在同一地区其他成土条件类似的情况下，由于地

形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土壤类型。同为下蜀黄土母质

发育的人为土，斑纹土垫旱耕人为土发育地势较高，

地下水位深；底潜简育水耕人为土发育地势较低，地

下水位很浅，土壤容易被灌溉，这是由于地形导致水

分分布不同和人类的长期选择性利用所引起的。此外，

我们在大顶山这个低丘的第 5 条调查路线的中部和坡

脚两个不同地形部位各选取一个典型主要剖面，其剖

面号分别是 42 号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和 43 号普通简

育湿润淋溶土，母质同是坡积母质，剖面的形态特征

如表 2 所示。 

经野外观察和室内分析，低丘中部的 42 号剖面，

山体坡度大，表层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A 层厚度介   

主要坡面点 

线路 

200 ~ 220 

170 ~ 200 

150 ~ 170 

125 ~ 150 

100 ~ 125 

75 ~ 100 

50 ~ 75 

25 ~ 50 

0 ~ 25 

高程 （m） 

0            1            2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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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典型剖面形态特征 

Table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profiles 

剖面编号 土层 采样深度（cm） 土体描述 高程（m） 土壤类型 

42 A 

B 

C 

0 ~ 16 

16 ~ 38 

38 ~ 

润态暗灰色（5Y 4/1），砂壤质，土体松散 

润态暗黄橙（7.5YR 5/6），黏粒胶膜数量＜5%，碎石体积约 35% 

坡积母质 

120 普通紫色湿润

雏形土 

43 A 

AB 

Bt1 

Bt2 

C 

0 ~ 10 

10 ~ 37 

37 ~ 58 

58 ~ 98 

98 ~ 

润态暗灰棕色（5YR 4/2），土体松散，砂壤土，多植物根系 

润态暗灰棕色（5YR 4/2），壤土，土体稍紧实，少量细小碎石 

润态黄棕色（10Y 5/8），土体较紧实，黏粒含量增多，夹杂少量石块 

润态红棕色（5YR 4/6），土体紧实，黏壤土，根系少，黏粒增多 

润态红棕色（5YR 4/6），土体坚实，坡积母质 

52 普通简育湿润

淋溶土 

 

于 10 ~ 20 cm 之间，B 层为雏形层，构成 A-B-C 型剖

面。土壤发育不够成熟，风化程度不高，整个土层不

够深厚，土壤性状受到母质的影响要比处于下坡的 43

号土壤剖面来得强。而处于坡脚的 43 号剖面，土体厚

度大，由于聚集了高处而来的黏粒，其黏粒含量有所

提高，使 B 层黏粒含量明显高于上覆土层，达到黏化

层的判定标准，从而定名为淋溶土。这一情况说明了

母质虽是土壤形成的主要因素，但如果是处于坡度较

大，侵蚀较严重的地形部位，诊断层也难以完全发育，

达不到淋溶土的定名要求。因此可以认为本区淋溶土

的形成，母质条件是主因，而微地形条件对促进淋溶

土发育也起着一定作用。 

3.2.3  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关系    土地利

用方式受人类活动的影响，通过砍伐森林，开荒种地，

人们对土壤进行干扰，改变了土壤的基本性状，产生

了新的土壤类型。人类长时期的耕种土壤则使土壤可

能由一种土壤类型转变为另一种土壤类型，普通简育

湿润淋溶土和斑纹土垫旱耕人为土高程均为50 m左右

且同为下属黄土母质，但淋溶土未被人类开垦利用，

仍生长着次生林，而旱耕人为土被开垦利用后，随着

灌溉、施肥等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显著特点的人为土。

普通肥熟旱耕人为土的耕作层深厚，养分含量丰富，

它是在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上通过长期的施肥、耕种

形成的熟化程度很高的一种土壤类型。有些土壤因利

用年代较近，如普通酸性湿润淋溶土上种植着茶园，但

土壤熟化程度不高，在土壤类型的判断上严格依照诊

断层和诊断特性后 终定名为普通酸性湿润淋溶土。 

3.2.4  土壤类型和植被的关系    生物因素是土壤

发育中 主要、 活跃的成土因素，植被能利用其对

环境的选择适应性来反映出土壤属性方面的特点[16]。

山体上部土壤贫瘠，土层浅薄，土壤类型为石质湿润

正常新成土，主要植被是马尾松，这种植被对土壤要

求不严格，在贫瘠薄地上都能生长，恰好可以反映出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的土壤状况。山体中部的普通酸

性湿润雏形土上生长着刚竹，它是一种抗性强、适应

酸性土至中性土的植物，位于丘陵缓坡处；普通酸性

湿润淋溶土种植着茶园，它和刚竹都属于酸性土植物

群落，这两种植物对土壤酸性起到很好的指示作用。

山体下部有白茅群丛，广泛分布于平原、岗地、残丘

等土层较厚的地区，着生在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等土

壤结构发育较好的土壤之上。平原区的粮食作物和经

济作物是区分人为土与淋溶土等其他土壤类型的土壤

界线的 直接方式。因此，植被对于土壤类型的判定

有一个重要的指示作用，在土壤调查中我们要充分利

用好这一特点。 

4  讨论 

4.1  土壤类型与景观的关系 

景观是土壤、地形、母质、气候、生物等的综合

体，土壤的发育是受到这些因素共同的影响[10]，在分

析土壤类型时要将土壤类型与母质、生物等景观条件

联系起来。本研究调查路线的土壤类型按照层次变化，

从山顶向山下依次为：新成土→雏形土→淋溶土→人

为土。 

新成土位于山体顶部（高程＞120 m、坡度＞20°），

母质是残积母质，地形坡度较大使土壤受到侵蚀严重，

土壤剖面结构简单，抑制了土壤的进一步发育，成为

影响土壤类型的重要因素。雏形土和淋溶土的母质均

为坡积母质，雏形土位于山体中部（高程 80 ~ 120 m、

坡度 16° ~ 20°），也处于一个土壤侵蚀比较明显的区

域，与新成土相比它的土壤层次发育较好，土体结构

中已经有 B 层发育，但没有发生明显黏化且土层较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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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类型从着生在新成土的马尾松逐渐过渡到白栎、

乌饭树等，这些树种主要为次生林，对土壤类型的影

响起不到关键作用，但他们的生长需要发育较好的土

壤，从侧面可以指示土壤结构已经开始复杂。因此，

母质和地形是雏形土形成的主要因素。淋溶土位于山

体中下部及坡脚（高程 40 ~ 80 m，坡度＜16°），坡度

较缓，土壤侵蚀作用减弱，土壤结构复杂，形成 A-Bt-C

的土壤层次。Bt 层淋溶淀积明显，为判定淋溶土的主

要诊断层。植被类型仍以白栎、乌饭树和杨树等为主。

淋溶土土层厚度平均在 1 m 左右，虽然白栎等植被是

次生林，但之前生长的植被对土壤结构发育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才形成了深厚的土层。所以，母质和植

被应该是淋溶土形成的主要因素。平原区分布的土壤

主要是人为土，母质类型为下属黄土母质，地势较高

的土壤长期旱作后发育为旱耕人为土；地势较低的土

壤，水分充足，灌溉方便，以种植水稻为主，发育为

水耕人为土。在人为土的形成中，母质是基础，植被

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人类起到主导作用。 

综上所述，不同的景观因素对土壤类型的形成起

到的作用不同。土壤结构发育简单，土层较薄，地形

复杂的土壤类型，一般以母质和地形的影响为主；而

土壤结构复杂，土层深厚的的土壤，母质和植被的影

响要更大。人为土的前身可以是其他很多种土壤类型，

但在人类的作用下 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人为

土，因此，人为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类。其他景观

因素也共同影响了土壤的发育。景观因素对土壤类型

的形成和指示都有重要的作用，在土壤调查和制图中

应充分利用。 

4.2  土壤界线的确定 

土壤界线有两种解释，一为土壤的“实体界线”，

即土壤实体本身的界线；一为土壤的“映像界线”，即

土壤在景观“镜子”里间接显示出来的界线[2]。在大

比例尺调查制图中，技术规范更强调土壤实体界线的

概念和特点。土壤实体界线通过内插法寻找，选择有

代表性的调查路线后对主要剖面挖掘定名，利用检查

剖面和定界剖面确定分界点，进而确定土壤界线。 

土壤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土壤调查的

过程中就要借助各种方式更快捷地确定土壤界线。首

先，应该确定研究区的母质类型，同样母质可能发育

为不同的土壤，但不同母质基本会形成两种类型的土

壤。其次，土壤的分布与地形有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通过地形图和土壤类型图的对比可以看出，新成土海

拔多在 120 m 以上，雏形土介于 70 ~ 120 m 之间，而

淋溶土一般在 70 m 以下。地形结合母质可以确定合适

的调查路线，这是我们进行野外土壤调查的前提，调

查路线应尽可能垂直穿过等高线。土地利用方式对土

壤界线的分布有着极显著的影响，在已经耕作年代久

远的土壤上可以利用作物区别人为土与其他土壤的界

线，但在远离居民区的新开垦旱耕土壤的边界判定上

仍应该以母质、地形为准。同时植被类型结合一定生

境条件，对土壤边界有一个很好的指示作用，如马尾

松和茶树在本研究中很好地指示了酸性土壤。因此，

在调查路线确定后，还应该结合土地利用方式和植被

状况设置挖掘土壤剖面点，找出土壤类型分界点，结

合遥感图像将不同调查路线相同土壤类型分界点用平

滑曲线连接确定土壤界线。 

综上所述，先粗略估算研究区主要剖面点数量后

拟定调查路线，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和挖掘剖面点，并

综合考虑地形植被等多种因素，利用内插法 终确定

了研究区的土壤界线（图 4）。 

 

 图 4  土壤类型图 

Fig. 4  The map of soil type 

5  小结 

（1）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建立在诊断土层和诊断

特性基础上，土层的土壤性状是成土过程的产物，故

土壤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本身就体现了土壤形态、土壤

特性和土壤发生三者的结合，因而以土壤诊断层和诊

断特性为基础的土壤类型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

性。在土壤界线的寻找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诊断层

和诊断特性的判断指标寻找到土壤类型分界点，进而

确定土壤界线，本研究区新成土和雏形土的界定就很

好地利用了雏形层未发生明显黏化，土层厚度≥10 cm



  636                                            土      壤                                       第 43 卷 

这一判定标准。 

（2）土壤剖面点的设置从地形分级和制图精度的

角度出发，利用土壤系统分类对土壤类型的判定理论，

笔者提出了利用常规布点法进行剖面点的设置。土壤

定界则利用内插法，通过主要剖面、检查剖面和定界

剖面的逐级挖掘，确定土壤类型分界点，进而确定土

壤界线。结果表明，土壤发生分类的土壤调查方法技

术在土壤系统分类上也有很好的应用。 

（3）土壤是气候、生物、母质、地形、时间以及

人为因素等共同作用的产物，而景观对土壤性质有一

个很好的指示作用。在本研究中，地形坡度、土地利

用方式和植被类型等景观因素对土壤类型和性质起到

了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在土壤界线寻找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因此，我们要重视地形、母质、水分状况和

人为活动对土壤类型的影响，在土壤调查中把景观因

素与土壤性质、土壤类型联系起来，更好更快地做好

土壤调查工作。 

（4）由于理论和技术上的限制，本研究对土壤类

型的系统分类只能进行到亚类，更基层的土壤分类调

查工作正在开展。我们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试

验，土壤调查的方法技术还需扩展到其他地区研究，

希望本研究能为从事农业生产和土壤学研究的相关工

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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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Soil Types and Boundaries Based on Soil Taxonomy 

——A Case Study of Dading Mountain of Jurong 

 

HUANG Li-hui,  PAN Jian-jun,  LEI Xue-cheng,  YANG Zhi-qiang,  WU Ming-wei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Soil survey technology based on soil taxonomy is still at the research stage in China. Taking example by soil survey method based 

on traditional genesic classifi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il types and soil boundaries based on soil taxonomy. Soil profiles 

were located by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nd the number of profile was decided by terrain classification and mapping precision, soil types were 

determined by using diagnostic horizons and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Soil boundaries were identified on the bases of demarcation points in different 

survey line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polation method and connected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e study showed that soil types and soil 

boundaries closely contacted with parent material, topography, vegetation, land use pattern and other landscape factor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landscape factors in the soil survey. 

Key words:  Soil taxonomy, Soil profile point, Soil bound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