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类型
。

气候千热
,

成土母质为多种变质岩
、

水成

岩的半风化物
。

山地黄壤分布在琼中山地海拔 60 。 (7 00 ) 一 13 00

(1 40 0) 米的 中山区
,

热带山地常绿林
,

气候温凉高湿
,

成土母质为以花岗岩为主的风化物
。

山地黄壤的三个亚类中
,

山地淋溶黄壤分布他海

拔较高
,

湿度较大
,

山地黄壤则较低
,

分界线大致在

90 。一 10 00 米 左右
。

主要成土过程为黄化作用及轻微

的脱硅和富铝化作用
。

淋溶及表潜黄壤月玉附加有酸性

淋溶及表层潜育过程
。

山 东 土 壤 分 类 问 题 的 商 榷

张 玉庚
(山东 师范学院 )

“
于正 丰
( 山东大学 )

有关山东土壤分类问题
,

解放以来做了不少工作
,

积累 了一定资料
,

但由于土壤分类的原则
,
_

标准及命

名极不统一 , 很难把研究成果统一起来
。

概括 地 说
,

19 58 年以前的土瑰分类工作是沿用苏联发生学分类系

统
。
1 9 “ “ 年以后
,

在总结群众评土
、

命名
、

分类的基础

上
,

重视了分类工作的生产性和群众性
,

使土壤分类

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
,

但也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讨

论的问题
。

鉴于山东农垦历史悠久
,

垦殖指数高
,

自然土壤

仅残存于某些中
、

低山地中上部及鲁北滨海一 隅
,

显

然
,

完全采用那种纯属 自然土壤的分类原则和系统是

不恰当的
。

但是忽略发生学原则
,

不寻求土壤发生上

的联系及其综合属性
,

只注意其熟化程度和经济肥力

指标
,

而把自然肥力与人为肥力
,

成土过程与人为熟

化割裂开来
,

也是不客观的
。

特别是把农业土壤和自

然土壤对立起来
,

在分类上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系统
,

这

种
“

二元论
”

的方式必然会引起认识上的分歧和应用上

的混乱
·

我们应该坚持土壤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体
,

又是劳

动产物的观点
,

把白然土壤与农业土壤作为一个统一

体来认识
。

事实上它们在演化上有继承性
,

在性质上

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
因此必须在充分研究耕种熟化

对成土过程影响的基础上
,

把它们在发生上的联系体

现在一个统一 的分类系统中
。

在统一的分类系统 中
,

土壤熟化程度的差异可分别反映到不 同级别的分类单

位中去
。

厂

土壤分类是反映土壤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

因此土

壤分类系统不仅要注意区分
,

还要有综合概括
,

借以

表示出各大区间土壤特性上的差异及地带性演化分布

规律
,

使每种土壤个体与所在群体土壤特性密切相关
。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了解它们发生上的联系和形成上的

来龙去脉
,

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高低级分类单位之间

的混乱
。

因此曰在分类时应以土壤形成条件作为分类

的前提 ;土壤形成过程和综合属性作为分类的依据
,

纲

目才能清晰
。

土壤命名既要有确切的内容
、

,

也要适应广泛的需

要和便于国际交流
。

可采用分级命名法
。
i葛级分类单

位采用沿用 已久
、

命名恰当的发生学名称 ( 也可 以提

炼新名称 ) ; 低级单位应尽量提炼群众名称
,

并要注

意名称上的联系
。

(一 )各级土壤分类划分的标准 采用五级统一分

类系统和分级命名的原则
。

(1 ) 土类
;
将土壤形成条

件大致相同 ; 成土过程一致 ;土壤剖面发生层次相似 ;

土壤利用方式和提高肥力的途径和措施大致相同广泛
组合的土壤划为同一类型

。

(2 ) 亚类
:

从土类续分的

一级
。

(3 ) 土属
:

为亚类和土种间承上启下的分类单

位
,

是根据地域条件 (地形与母质差异等 ) ; 水成土的

水分补给状 况及地下水特征
;
附加的成土过程等进行

划分
。

(的 土种
:

同一土种的物理耕作特性
、

水肥条

件
、

熟化程度基本相同
,

并有一定适种范围和农业措

施
。

它是因土贯彻农业
“

八字宪法
”
的基本单元

。

( 5)

变种
:

是土种的辅助单元
。

(二 ) 山东土壤分类系统概述 全省耕地 1
.

1选 亿

亩
,

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50 %
。

土壤种类较多
,

全省共

可分为六大土类
,

十二个亚类
,

二十八个土属
。

棕壤和褐土属地带性土类
,

是省内主要的旱作土

壤
,

耕作历史悠久
,

熟化度一般较高
,

是高产稳产田

的重点分布区
,

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地
。

对亚类

的划分及类型界线
,

目前因资料不足尚有争议
。

山地丘陵棕壤及褐土
,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

性状深受母岩的影响
,

多属岩性土
。

故将它们单独划

出以示区别
。

该类土多为荒山宜林地及林地
,

部分辟

为果园或耕地
。

潮黄土以前称为浅色草甸土
,

分布在占全省总面

积约50 % 的泛滥平原地区
。

耕作历史悠久
,

自然肥力

较高
,

但盐化现象普遍
。

目前产量 虽不高
,

但增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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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
。

该土各级分类资料较多
,

比较统一
。

基层分类

需进一步探讨
。

盐碱土根据成因可分为滨海盐土
、

内陆盐土
、

次

生盐化土三个亚类
。

潮湿黑土主要依脱沼泽化程度续分亚类
。

新 疆 盐 土 的 形 成 和 分 类

李 子 熙

(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 院生物土壤 沙漠研究所 )

新疆地域辽阔
,

土壤资源丰富
,

在农
、

林
、

牧业生

产上具有很大开发前途
。

由于 自然景观有利于土壤积

盐
,

特别是现有 山系中
,

有古代海相沉积形成的盐山

盐岩
,

为平原地区供应盐源
,

在千旱气候条件下
,

土

壤积盐强烈
,

因此
,

在平原土壤中盐土占有一定比例
,

尤 以南疆和东疆分布最为广泛
。

新疆的盐土
,

属荒漠地 区内陆盐土
,

或称漠境盐

土
,
类型复杂

。

除一般的盐土外
,

有由于地层的变迁

引起河流改道
,

使原来的盐土变为残余盐土 , 有由于

古代海相沉积形成的盐山盐岩
,

通过现代成土过程而

形成的现代盐土
,

以及由洪水或欲泉携带盐类而形成

的洪积盐土
。

(一 )新疆盐土的形成 新疆儿乎四面环 山
,

是欧

亚大陆中心的干旱内陆盆地
,

远距海洋
,

具有气候干

早
、

降雨稀少
、

蒸发量大
、

热量充足
, .

相对湿度甚低

的气候特点
。

从地质构造的发展历史来看
,

现有的 山系所在地
,

在古生代以前是为海水淹没的地槽
,

而准噶尔和塔里

木为两个陆台
。

当时
,

盐类随水流从陆台向地槽迁移
,

形成了含盐地层和盐山盐岩
,

而在形成现有的山系和

平原以后
,

盐类又复从山系向平原迁移
,

为平原土壤

提供盐源条件
。

如阿克苏县的盐山为透明结晶纯食盐
,

含量达 99 %以上
,

巴楚县的盐岩风化物含盐叨一的%
。

这给平原地 区带来大量的盐分
。

新疆有数百条大小内陆河流和洪水沟
。

部分盐洪
、

盐泉或盐水河含盐甚多
,

如轮台县的盐洪沟和盐泉分

别含盐 2 4克 /升和 13 克 /升
,

阿尔金山北麓的山间盐湖

含盐 1 5克 /升
。

部分山间盆地或平原 中的盐湖盐沼
,

通

常呈
“

晶水共存
”

状态
。

平原地区的矿化地下水
,

有的

含盐 3一 5克 /升
,

也有含量在 30 一 5 0克 /升或更高些
。

此外
,

在盐土 区通常生长有怪柳
、

盐穗木
、

盐琐

琐
、

盐爪爪
、

猪毛菜
、

碱蓬等
,

通过它们的新陈代谢

作用
,

也可使土壤盐化加强
。

(二 )新疆的盐土类型 新疆盐土有三 个 主 要 类

型
。

( l) 普通盐土或称现代盐土
,

发生在地下水位较

高的地区
,

如扇缘
、

冲积平原低平地
、

河滩地等
,

地

下水位最高的仅几十厘米
,

最深的 4一 7米左右
。

土体湿

润
,

毛管水上升高度到达地表
,

盐源来自地下水
,

盐

类聚积于地表
,

盐分剖面呈
“
T

”

字形
,

改 良利 用必需

排水洗盐
。

在形成过程中以现代积盐过程为 主
,

部分

伴随有草甸过程或沼泽过程
;
部分伴随有荒漠化过程

或碱化过程
。

( 2) 残余盐土或称干盐土
,

也称
“

古盐

土
” ,

发生在地下水位较深的地区
,

如古老冲积平原
、

古河阶地
、

干三角洲等
。

地下水位在 7一 10 米 至几十

米以下
,

它是由原来的现代盐土 经过地层变迁引起河

流改道后
,

过去的积盐过程 已经由于地下水的下降而

停止 了
,

部分还伴随有微弱的脱盐过程或龟裂化过程
。

土体干燥
,

部分在剖面中出现几个盐层
,

盐类在剖面

中的垂直分布形式多样
,

呈
“
T

”

字
、 “

十
”

字
、 “

干
”

字
、

“

土
”

字形等
。

在盐类组成中出现硝酸盐
。

这类盐土在

改 良利用上
,

部分只需洗盐
,

不需排水或暂不需排水
。

(3 ) 洪积盐土发生在 山前洪积平原或洪积扇上
,

地下

水位在十几米到几十米以下
,

与现代成土过程没有联

系
。

其主要形成条件是在山区有含盐地层
,

包括盐山

盐岩等
,

积盐方式 以地表水 (盐洪
、

盐泉等 )携带盐类

为主
,

部分与含盐的坡积物有关
。

积盐过程从过去到

现在还在 继续不断地进行
。

由于盐类尚源源不绝而来
,

其成土母质也过粗
,

在改良利用上比较困难
。

(三 )新疆盐土的分类 盐土分类按土壤发生学分

类原则进行
。

在进行盐土分类时
,

要把盐土的形成条

件
、

形成过程和主要属性 (指稳定的发生学特性
,

要能

反映在土壤改良利用的方向途径的不同 ) 三者结合起

来
,

作为划分土类的根据
。

盐土分类系统
,

既要考虑与

全国土壤分类系统的统一性和衔接性
,

又要考虑地域

性特点所赋予的特殊性
,

同时还要考虑到在同一地域

作小
、

中
、

大比例尺土壤图时的统一 与衔接
,

构成局部

和整体的关系
,

这是盐土分类 (也是土壤分类 )所应解

决的问题
。

分类单元采用五级分类制
,

即 l( ) 土类
、

(2 ) 亚类
、

(3 ) 土属
、

( 4 ) 土种
、

( 5 ) 变种
。

但建议在土

类之上增加
“

土纲
”

和
“

亚纲气 把新疆的各类盐土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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