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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条件对烟叶的香型风格的彰显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土系是系统分类中最低级的基层分类单元。本

研究以我国烤烟中间香型产地之一陕南安康的旬阳和汉中的南郑为研究区域，在综合考虑地形地貌、成土母质、土壤

条件、烟叶长势和质量的基础上，在每个地区确定 5个典型优质烟田尝试建立相应的土系。结果表明：①调查的陕南

烟区 10块代表性烟田分属人为土、淋溶土和雏形土 3个土纲，归属于 4个亚纲、11个土类、13个亚类，可分划为 18

个土族和 19 个土系。②鄂西烟田总体上起垄层质地多为壤质，养分含量中等且协调，较适宜优质烟叶种植，但需要

增施有机肥和实行等高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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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属于我国长江中上游烟草种植区中的陕南

山地丘陵烤烟分区，包括安康市、汉中市和商洛市，

该区多为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烟

区，目前区内年种植烤烟近 2 万 hm2，年产烟叶 3 ~ 3.5 

万 t。该区生产的烤烟颜色金黄 ~ 深黄，烟叶香气呈

中间香型特征，香气质量较好，在卷烟生产中多作优

质辅料烟或填充料烟叶使用[1]。 

烤烟产量和质量与土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一

般认为烤烟适宜在肥力中等、氮素营养不高、质地较

轻的土壤上种植[2–3]，土壤条件对烟叶香型风格的彰

显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4–5]。土壤系统分类具有更加

定量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特点，是土壤学发展的国

际大趋势[6]。土系是系统分类的最基层分类单元，是

指发育在相同母质和相似景观环境、具有相似土层排

列和理化性状的土壤集合，具有定量(精确的属性范

围)、定形(稳定的土层结构)和定位(明确的地理位置)

的特征，可对土壤给出最大量、最精确的解释[7]。土

系也必将是农产品的地理标志[8]中一个不可或缺的

内容，土壤的科学描述必须建立在土系上。土系在一

定程度上就是土壤的全息身份证，一个国家或地区土

壤研究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建立的土系单元的完整

性来体现的。我国在烟田土壤土系方面也开展了一

定的研究[9–15]，针对特定烟区，建立代表性烟田的

土系，不仅可以使研究成果能够与土壤学国际发展

趋势接轨，也可直观反映烟区烟田的土壤特征，对

于制订烟区发展区划，采取有效调控措施强化烟叶

的香型风格等，均具有积极的生产意义。本研究选

择陕南安康的旬阳和汉中的南郑作为研究区，旨在

通过对其典型烟田的土壤调查研究尝试建立相应的

烟田土壤的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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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基本概况 

旬阳和南郑的基本概况见表 1。旬阳县地势北跨

秦岭，南踞巴山，汉江横贯中部，是以低山丘陵为主

的土石山区，汉江以北为秦岭中山区，汉江以南巴山

低山丘陵区，汉江及其支流两岸为平原谷地。南郑属

陕南山地的组成部分，地势南高北低，呈阶梯状分布，

由北向南依次为汉中平原、大巴山低山丘陵、米仓–

大巴山剥蚀中山。 

表 1  研究区基本概况 

项目 旬阳 南郑 

地理位置 10858 ~ 10948E 
3229 ~ 3313N 

10630 ~ 10722E 
3224 ~ 337N 

面积(km2) 3 554 2 823 

地形地貌 ︰中山为主，山地 平原 

谷地 = 80︰20 

海拔 185 ~ 2 358 m 

︰中山为主，山地 平

原谷地 = 88︰12 

海拔 484 ~ 2 648 m 

气候特点 北亚热带温暖湿润 

气候区 

北亚热带温暖湿润 

气候区 

年均气温(℃) 15.4 10.7 ~ 14.2 

年均降雨量(mm) 851 970 ~ 1 649 

年均蒸发量(mm) 735 854 

日照时数(h) 1 790 1 510 

无霜期 252 267 

耕地面积(万 hm2) 7.7 5.1 

种烟面积(万 hm2) 0.67 0.15 

 
由于降雨量一般高于蒸发量，位于位置较高的坡

旱地以及梯田形式的烟田，土壤水分状况主要受降雨

影响，属于湿润；而位于平原和沟谷地段的烟田，土

壤水分状况主要受地下水影响，属于潮湿。植烟土壤

按发生学分类主要为黄壤和黄棕壤，成土母质旬阳主

要是各类岩石的风化残积物、坡积物和黄土，南郑主

要是黄土，基本以烟–绿肥(晚稻、杂粮)轮作为主。 

1.2  典型烟田的确定及其调查 

典型烟田的确定采用“以烟定田”的思路：①首

先依据 3 个典型区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按地形地

貌、成土母质、土壤条件的空间差异，结合烟叶公司

的种植区划，以村为单元划分“植烟片区”；②在每

个“植烟片区”，依据烟站技术人员和烟农的经验，

加上田间的农艺性状调查，确定烟叶长势好和能够产

优质烟叶的田块。按此原则，分别在旬阳和南郑确定

了 5块典型烟田。烟田中挖掘的土壤剖面尺度为：垂

直观察面宽 1.0 m×深 1.2 m。土壤调查包括剖面位

置、成土条件、成土过程、剖面形态特征等①。 

1.3  典型烟田系统分类归属 

典型烟田土壤系统分类高级单元(土纲–亚纲–土类–

亚类)归属依据文献[6]，土族和土系建立依据文献[16]。 

2  结果与讨论 

2.1  典型烟田概况 

旬阳和南郑 10块典型烟田的基本信息详见表 2。

由表 2 可见，10 块烟田均为坡旱地，其土壤水分状

况均为湿润。 

2.2  典型烟田系统分类高级单元归属 

根据 pH 测定结果 (水浸提法，1︰2 土水比)分

析结果[17]，10块烟田土族控制层段(25 ~ 100 cm)土层

加权 pH为 5.7 ~ 7.5，平均为 6.4，为非酸性。各土壤

剖面的系统分类高级级别归属见表 3。XY-02、XY-05

和 NZ-05具有黏化层，属于湿润淋溶土亚纲；其中， 

表 2  陕南烟区典型烟田的基本信息 

剖面 地点 纬度 经度 海拔(m) 地形 成土母质 土地利用

XY-01 甘溪镇桂花树村 32°54′59.923″ 109°13′6.048″ 715 低山坡地中上部 千枚岩、砂岩风化坡积物

与黄土沉积物混杂黄土

梯田旱地

XY-02 赵湾镇桦树村 32°57′31.426″ 109°8′25.904″ 1 067 中山坡地中上部 8° ~10°  坡旱地

XY-03 赵湾镇桦树村 32°57′37.409″ 109°8′18.640″ 1 012 中山坡地中上部 8° ~10° 千枚岩风化坡积物 坡旱地

XY-04 麻坪镇枫树村 32°57′23.590″ 109°6′11.886″ 710 低山坡地中上部 5° ~ 8° 千枚岩风化坡积物 坡旱地

XY-05 麻坪镇海棠村 32°55′42.137″ 109°8′30.381″ 936 中山坡地中上部 2° ~ 5° 黄土 坡旱地

NZ-01 小南海镇青石关村 32°49′47.557″ 107°1′53.846″ 856 中山坡地中部 2° ~ 5° 黄土 坡旱地

NZ-02 小南海镇回军坝村 32°46′22.348″ 107°4′13.269″ 1 315 中山坡地中上部 2° ~ 5° 黄土 坡旱地

NZ-03 小南海镇水桶坝村 30°45′56.887″ 107°2′59.470″ 1 292 中山坡地中下部 2° ~ 5° 黄土 坡旱地

NZ-04 两河镇地坪村 32°54′49.605″ 106°43′54.693″ 774 低山坡地中下部<2° 黄土 坡梯田

NZ-05 两河镇竹坝村 32°52′13.209″ 106°40′50.884″ 1 233 中山顶部<2° 黄土 坡梯田

注：低山：海拔 500 ~ 800 m，中山：海拔 800 ~ 3 000 m 

①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野外土壤描述与采样手册(第一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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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陕南典型烟田土壤系统分类高级单元归属 

土纲 亚纲 土类 亚类 剖面 诊断层 诊断特性 

黏磐湿润淋溶土 普通黏磐湿润淋溶土 XY-02，XY-05 黏磐淡薄表层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淋溶土 湿润淋溶土 

简育湿润淋溶土 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 NZ-05 黏化层，淡薄表层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钙质湿润雏形土 棕色钙质湿润雏形土 XY-04 雏形层，淡薄表层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碳酸盐岩岩性特征，

棕色特征 

简育湿润雏形土 暗沃简育湿润雏形土 XY-03 雏形层，暗沃表层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雏形土 湿润雏形土 

简育湿润雏形土 普通简育湿润雏形土 XY-01，NZ-01，NZ-02，

NZ-03，NZ-04 

雏形层，淡薄表层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XY-02和 XY-05土体中 40 ~ 60 cm为黏磐，属于普

通黏磐湿润淋溶土亚类，而 NZ-05 则属于普通简育

湿润淋溶土亚类。XY-01、XY-03、XY-04、NZ-01、

NZ-02、NZ-03和 NZ-04土体发育弱，有雏形层，属

于湿润雏形土亚纲；其中，XY-04土体中含有 50% 石

灰岩风化残体，且具有棕色特征，属于棕色钙质湿润

雏形土亚类；XY-03具有暗沃表层，属于暗沃简育湿

润雏形土；XY-01、NZ-01、NZ-02、NZ-03和 NZ-04

则属于普通具有湿润雏形土。因此本次调查的 10 块

典型烟田分属淋溶土和雏形土 2个土纲及其相应的 2

个亚纲、5个土类、5个亚类。 

2.3  系统分类基层单元确定 

根据文献[16]，建立的土系见表 4。由表 4可见，

调查的 10块烟田分划为 6个土族和 7个土系。但需

要指出的是：上述建立的土族和土系的建立仅是依据

野外调查信息的初步结论，土系的最后鉴定与描述等

还需土样关键理化指标测定分析结果以及更多土系

间的比较方能完成。 

表 4  陕南典型烟田土系划分 

土族 土系 剖面 

黏质伊利石混合型非酸性热性–普通黏磐湿润淋溶土 海棠系 XY-02，XY-05 

壤质混合型非酸性热性–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 地坪系 NZ-05 

粗骨砂质混合型热性–棕色钙质湿润雏形土 麻坪系 XY-04 

粗骨砂质混合型非酸性热性–暗沃简育湿润雏形土 赵湾系 XY-03 

粗骨黏质硅质混合型非酸性热性–普通简育润雏形土 甘溪系 XY-01 

青石关系 NZ-01，NZ-02，NZ-04 壤质混合型非酸性热性–普通简育湿润雏形土 

水桶坝系 NZ-03，110 cm以下为埋藏表土层 

 
2.4  植烟适宜性初评 

总体来看，旬阳和南郑的烟田土层深厚，土壤颗

粒大小多为粗骨至壤质，通透性好，且养分含量中等

且协调，较适宜优质烟叶种植。但大部分烟田位于中

低山的坡地上，由于雨季易发生水土流失，需注意实

行等高种植，另外烟田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偏

低，需要注意增加有机肥的使用。  

3  结论 

1) 调查的 10 块陕南典型烟田分属淋溶土和雏

形土 2个土纲及其相应的 2个亚纲、5个土类、5个

亚类，可划为 6个土族和 7个土系。 

2) 陕南植烟优势是土壤较粗、通透性好、养分

含量中等且协调，劣势是易水土流失和有机质含量普

遍偏低，需增施有机肥和实行等高种植。 

致谢：在本研究的采样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市、

县各级烟叶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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