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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判读竞赛的重要性及其举办构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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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美国大学生土壤竞赛和首届国际土壤判读竞赛的举办情况。结合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的

新进展，在土壤判读竞赛的知识准备、人员组织以及竞赛的主办与认证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土壤判读竞赛的开展

将促进相关本科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长期来看，还能提高我国土壤分类研究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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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分类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不同土壤类型之

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更深刻地认识土壤的本质。目前

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土壤分类体系主要有世界土壤资

源参比基础[1]、美国的土壤系统分类[2]以及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3]等。我国近代的土壤分类研究大致经历

了马伯特分类(1930—1953 年)、土壤地理发生分类

(1954—1984年)和土壤系统分类(1985年至今)3个阶

段[3]。当前，我国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本科生使用的

《土壤地理学》教材[4]依然是基于土壤地理发生分类

编写的。这将给我国未来土壤资源调查与制图工作带

来困难。作为认识土壤的重要过程，土壤判读是土壤

分类学与土壤地理学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在我国开展

土壤判读竞赛，不仅有利于推广土壤系统分类统一使

用的国际标准方法，为土系调查与制图工作培养更多

掌握野外实践知识的年青技术人员，而且有助于引起

相关专业学生对土壤学的兴趣，提高土壤学在农业科

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的基础地位。当前我国尚未开展

全国土壤判读竞赛，本文介绍了开展土壤判读竞赛的

重要意义，结合国外土壤判读竞赛的发展现状和中国

土壤系统分类研究的新进展，提出了在我国举办土壤

判读竞赛的一些构想。 

1  土壤判读竞赛的重要意义 

1.1  建立统一土壤分类体系的需要 

为纪念第一届国际农业地质学大会召开 100 周

年，2009 年在匈牙利举办了“从道库恰耶夫学派到

量化的土壤分类”会议，会议倡导建立一个统一的土

壤分类(universal soil classification)体系。随之在 2010

年第 19 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上成立了统一土壤分类工

作组。 

统一土壤分类体系准备建立全球土壤学家普遍

接受和使用的野外土壤描述方法和诊断标准[5]，预计

到 2018 年完成。以统一土壤分类为导向开展土壤分

类与参比研究是我国土壤学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6]。

开展土壤判读竞赛，有利于推广统一土壤分类使用的

国际标准方法。 

1.2  为土壤调查与制图培养年青技术人员的需要 

随着全球环境变化、食品安全以及人类健康等问

题的日益严重，土壤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

重视。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1 年启动了“全球土壤伙

伴计划”，2013年成立了政府间土壤技术工作组，并

发起了包括土壤教育、土壤数据和信息、土壤监测方

法的统一等在内的 5大支柱行动。土壤类型的科学判

读是全面、正确理解土壤信息的基础。 

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

查，其后再没有全国范围的土壤调查，使得农业资源

与环境、环境科学以及地理科学等相关专业本科教学

对野外土壤判读重视程度逐渐降低。但是，野外实践

教学是土壤学科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7]。我国正在开

展“土系调查与《中国土系志》编制”项目，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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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理解我国土壤资源现状提供基础资料，也将促进

基础土壤教育的革新[8]。开展土壤判读竞赛，能够为

土壤调查与制图培养更多野外技能扎实、土壤发生学

背景知识宽广的年青学生和技术人员。通过土壤判读

竞赛，拓展参赛学生的学术交流网络，也有助于本科

生和研究生早期职业观的形成，能够促进其在土壤学

科相关领域顺利就业。 

1.3  提高土壤学基础学科地位的需要 

从 1883年道库恰耶夫发表《俄罗斯黑钙土》算

起，土壤学迄今已有 130多年的历史。目前，土壤学

正在从一门传统的边缘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综合、交叉

的基础主干学科。土壤能够记录地球演变历史、存

储转化淡水、调节地表大气和热量、提供工程建筑

原料和支撑生态系统等功能 [9]得到了更深刻的认

识，一些新兴的土壤学分支学科也相继涌现，如计

量土壤学[10]、水文土壤学[9]、固碳土壤学[11]、人类土

壤学[12]和星际土壤学[13]等。但是，以土壤的生成、

形态、分类和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发生土壤学

(Pedology)依然是土壤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回

答“土壤是什么”的土壤时空演变学部被列为国际土

壤科学联合会的四大学部之首。 

地理发生学土壤分类体系经验性和主观性较

强，初学者较难掌握。土壤判读竞赛采用土壤系统

分类体系，以定量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主要考查

内容，使学生更容易掌握土壤类型划分。土壤学研

究领域的拓展和以竞赛形式开展土壤判读都将吸引

相关专业学生对土壤学产生兴趣，有利于提高土壤

学在农业科学、资源环境科学和地球科学等领域的

基础学科地位[6,14]。 

2  国外土壤判读竞赛发展现状 

2.1  美国大学生土壤竞赛 

美国 1928 年就认识到野外调查和土壤剖面判读

竞赛的重要性[15]。目前，全美大学生土壤竞赛由美

国土壤学会下属的农业、土壤与环境科学学生委员会

主办。首先将全美分为 7个赛区，各赛区的优胜队参

加全国的竞赛，每个赛区轮流主办全美大学生土壤竞

赛。该竞赛从 1961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每年约有

来自 20所大学的 90名学生参加比赛。累计有 4 000

名学生参加过全美大学生土壤竞赛。 

土壤判读竞赛包括剖面描述、土壤分类、土壤剖

面解译以及土壤景观描述等。半个世纪以来的土壤判 

读竞赛促进了美国基础土壤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例

如，2011 年美国土壤学年会专设了一个干旱与半干

旱区土壤发生论坛分会场，以纪念德州理工大学已

逝的艾伦(B. L. Allen)教授。艾伦教授指导过的学生

曾 5 次获得美国大学生土壤竞赛的冠军，这些学生

已成长为美国土壤发生学领域的佼佼者，并参加了

本次论坛。 

2.2  首届国际土壤判读竞赛 

近年来部分国家开始借鉴美国土壤判读竞赛的

模式。为推广使用加拿大土壤分类系统，2010 年 6

月加拿大土壤学会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萨斯卡通

市举办了首届加拿大土壤判读竞赛。悉尼大学凯特

(Stephen Cattle)教授曾担任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土壤

教育与公众理解委员会的主席，他于 2012 年在澳大

利亚与新西兰联合土壤学会期间组织了首届澳大利

亚土壤竞赛，并且在 2014年第 20届世界土壤科学大

会期间，在韩国济州组织举办了首届国际土壤判读竞

赛。共有来自美国、中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

南非、澳大利亚、墨西哥、匈牙利和英国的 12 支代

表队参加了这次国际土壤竞赛。中国有 2支代表队参

赛，队员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农

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

的 8名研究生组成。首届国际土壤判读竞赛的目的包

括在全球更广泛地推广土壤判读的规则，以及为学生

提供融入土壤学界的职业机会[16]。 

3  中国土壤判读竞赛的组织与举办 

3.1  知识准备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我国土壤分类研究的新成

就，目前已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17]、《土壤发生与系统分类》[18]和《中国土壤地

理》[19]等。土壤系统分类以定量的诊断层和诊断特

性为依据判定土壤类型，使得野外土壤判读更容易操

作。需要以《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20]、《土壤质

量野外土壤的描述》国家标准[21]、中国①和美国的《野

外土壤描述与采样手册》[22]等为指导，编写一本简

明的《野外土壤判读手册》，作为土壤判读竞赛的培

训教材。同时，准备规范的土壤剖面判读表，作为野

外土壤判读竞赛的现场考卷。 

3.2  人员组织 

中国土壤判读竞赛的参赛单位主要从拥有农业

资源与环境本科专业或土壤学研究生专业的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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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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科研机构中产生，鼓励和欢迎地理科学、环境科

学、林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竞赛的组织采取“双

向结合”的方式。首先，从全国层面，采取自愿报名

的方式，由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发生分类和土壤地理专

业委员会的会员，以及参加过首届国际土壤判读竞赛

的成员组成中国土壤判读竞赛裁判组，负责组织各赛

区和全国的土壤判读竞赛。按照我国行政区划，初步

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和

华南 7个赛区。各赛区的优胜队参加全国土壤判读竞

赛，各赛区参赛名额根据其高等院校的数量具体确

定。每支代表队由 1 ~ 2名学术教练和 5名队员组成，

学术教练由从事土壤地理教学研究的老师担任，负责

参赛队员的培训，不直接参与竞赛。参赛队员应具备

土壤学、土壤地理学、土壤形态学和地质地貌学的知

识背景。其次，从参赛院校层面，各高等院校可以

先行组织本区域或本单位的土壤判读竞赛。例如，

2014年 4月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农业

资源与环境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结合土壤剖面照

片，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在室内组织举办了土

壤判读竞赛。 

3.3  主办、赞助与认证 

土壤判读竞赛需要相关院校、研究机构、教育培

训部门和公司企业的支持与赞助。全国土壤判读竞赛

由各赛区轮流主办，负责野外赛场 4个土壤剖面的准

备。竞赛时间安排在每年的 7月份，可以作为中国土

壤学会土壤发生分类与土壤地理专业委员会和土壤

遥感与信息专业委员会联合学术年会的一部分。土壤

判读竞赛所需经费可以从各参赛院校的专业建设经

费和课程野外实习经费支出，有条件时可以向农业部

或相关的公司企业申请专项赞助。全国土壤判读竞赛

成绩由中国土壤学会认证，各赛区和各省土壤判读竞

赛成绩由省级土壤与肥料学会认证，并颁发奖状。同

时，还可以积极争取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

培训中心的支持，为参赛获胜者颁发“土壤类型判读

师”岗位能力证书。 

4  结论 

土壤判读是土壤发生学、土壤分类学和土壤地理

学研究的基础内容。我国地域辽阔，土壤多样性丰富，

土壤调查与制图是一项长期的基础工作。在相关专业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展全国土壤判读竞赛，一方

面，可以规范野外实践教学，建立统一的土壤判读标

准，为搭建全国土壤剖面教学资源平台提供丰富的案

例，促进相关实践教学课程的改革；另一方面，能够

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加强不同区域学生对全国典型

土壤类型的认识，吸引更多优秀的年青人致力于基础

土壤学的研究。同时，开展与国际接轨的土壤判读竞

赛，能够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土壤分类、土壤教育

等领域的差距，长期来看，有助于我国土壤分类学研

究国际地位的提高。总之，开展土壤判读竞赛，必将

为我国土壤资源可持续管理和“两高一优”现代农业

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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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Soil Judging Contest and Its Host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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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d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soils contest in the USA, and the inaugural international soil 

judging contest hold in Korea in 2014. Combining with the latest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Soil Taxonomy, some suggestions 

relating on knowledge preparatio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hosting and attestation of a soil judging contest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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