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修改和补充我国土壤

质地分类系统的建议
’ 代

邓时琴

( 中国科学院甫京土坡研究所 》

在 19 78 年出版的《中国土壤 》〔 ` 〕一书中
,

我们曾提出过中国土城质地分类系统
,

后来收集

各方面反映的意见
:
北方的土壤工作者认为

,

砂土组三个质地名称似还不够用
,

应再细分
;
南

方的建议粘土组还要细分
,

对壤土组都感到粉土的范围过宽
,

建议修改和补充
。

近年来我们

墓于上述要求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
,

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各级颗粒的理化性质进行了研

究
,

以此作为进一步土壤质地分类的重要依据之一
。

在研究的基础上对土粒分级
、

质地分类

和土坡中石砾含量的分级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

是否恰当
,

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

一
、

土坡颗粒分级

关于土粒大小的分级
,

国际间至今还没有一个被普遍采用的系统
。

因此
,

不同的研究者

往往采用不同的标准
。

仅在土壤学界
,

土粒分级就有好儿十种
。

除瑞士将土粒分为两个粒级

外
,

一般为 3一 n 级
,

而基本级也只有 4一 5级
,

如石块
、

石砾
、

砂粒
、

粉粒和粘粒
。

除苏联

卡庆斯基制将粒径小于 1毫米的颗粒作为细土部分外
,

苏联的各制和其他国家均采用小于 2

毫米
。

粘粒级的划分
,

除日本农学会制 ( < 。
.

01 毫米 )
、

波兰制 ( < 0
.

006 毫米 )和苏联卡庆斯基

制 ( < 。
.

0 01 毫米 )外
,

其他分级制均采用小于 0
.

00 2毫米的标准①
。

土粒分级
,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应有科学根据
,

当然也要便于应用
,

所以
,

不一定分级

愈多就愈好
,

因为过于详细在应用时会发生困难
,

但过于简单又不能充分反映土壤的性质
。

为了便于研究起见
,

根据我国的土粒情况
,

将土壤细土部分 ( < 1 毫米 )分成 7 个粒级来

测定它们的理化性质
,

但土壤中大小颗粒的理化特性不可能截然分开
,

而是逐渐过渡
、

连续

的
。

从各级顺粒的特性来看
,

砂粒
、

粉粒和粘粒的三个粒级中
,

在细砂与粗粉粒之间
,

细粉粒

与粗粘粒之间的理化性质就有过渡的趋势
。

各级顺粒的理化特性随着颗粒的变小有规律地变

化着
。

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土壤
,

影响它们理化性质的主要
、

次要粒级也有不同
。

如影响白土

理化性质的主要和次要粒级分别是粗粉粒和细粘粒等粒级〔 2
,
” 〕②

。

曾有人提到
,

关于细粘粒的粒径是否可改用 < 0
.

0 02 毫米的标准
,

以便与绝大多数国家

一致
。

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2
,
” 〕② ,

粒径 0
.

0 02 一 0
.

0 01 毫米与小于 0
.

0 01 毫米的土粒
,

在粘土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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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的分配上
、

化学组成和物理性质方面都有较大差别
。

因此
,

我们将枯粒级分 成 粗枯较
( 0

.

00 2一。
.

00 1毫米 )和细粘粒 ( < 。
.

0 01 毫米 )两级
,

并将小于 0
.

0 01 毫米的颗粒算为细粘粒
,

这样似更恰当
。

在工作中我们感到 1 9 7 8 年的土粒分级不太合适
,

例如
,

石砾的砾径为 10 一 1毫米
,

范围似

夕 过宽
,

因为从石砾本身性质来讲
,

石砾是细土粒 ( < 1 毫米 )向石块过渡的部分
,

它毕竟不是石

块
,

当它们处在母质或土层中时
,

最多是使其变得粗糙些
,

即是在含量较多时
,

对利用的影

响与石块也是不同的
。

因此
,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 2
,

3 〕② ,

在 1 9 8 1和 1 9 8 2年对 1 9 7 8 的土粒

分级〔 ” 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表 1 )
:

表 1 我国土滚颖拉分级 ( 197 8 )〔 1〕和建议修改方案〔 2 〕⑧④

土粒有效直径

(奄 米 )

土 牲 名 称

1 9 7 8 年 建议修改方案 ( 19 82年 )

介

石石 块块 石 块块

111 0一 333 石 砾砾 粗 砾砾砾

333一 11111 细 砾砾 石 砾砾

111一 0
。

2 555 砂 拉拉 粗 砂 拉拉 砂 粒粒 粗 砂 粒粒

000
。

2 5一 0
。

0 55555 细 砂 较较较 细 砂 粒粒

000
。

0 5一 0
。

0 111 粉 粒粒 粗 粉 较较 粉 粒粒 粗 粉 拉拉

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 粒粒粒粒粒粒

000
。

0 1一 0
。

0 0 55555 细 粉 位位位 中 粉 拉拉

000
。

0 0 5一 0
。

0 0 222 拈 粒粒 粗 枯 位位位 细 粉 位位

000
。

0 0 2一 0
。

0 0 111111111 粗 枯 位位

<<< 0
。

0 0 11111 枯 较较较 细 枯 位位

将石砾 ( 10 一 1 毫米 )分成石块 ( > 3 毫米 )和石砾 ( 3 一 1 毫米 )⑧④ , 将细 粉 粒 (。
.

01 一

0
.

00 5毫米 )改称中粉粒 , 粗粘粒 (0
.

0 05 一 0
.

00 1毫米 )分成细粉粒 ( 。
.

00 5一。
.

0 02 毫米 )和粗粘

粒 ( o
。

0 0 2一 0
.

0 0 1毫米 ) , 粘粒 ( < 0
.

00 1毫米 )改称细粘粒〔 2 〕。

二
、

土壤质地分类

近几年来
,

在工作中发现
,

1 9 7 8年《中国土壤》一书中提出的土壤质地分类〔 1 〕还不 够 完

善
,

因此做了以下的修改和补充
。

1
.

过去砂土组细分为粗砂土
、

细砂土和面砂土三个质地名称
,

从表面上看
,

划分的标准

似乎是按砂粒直径的大小
,

其实不然
,

我们主要是根据砂粒中粗砂 l( 一 0
.

25 毫 米 ) 和细砂

( 。
.

25 一。
.

05 毫米 )的含量多少来定其质地名称的
。

从表 2 中土壤的颗粒组成可看出
,

实际上只

有 1 号和 3 号土样是真正的粗砂土和细砂土
。

2 号的粗砂和细砂含量差不多
, 4一 8号的细砂含

量占绝对优势
,

高达 79 一 1 00 %
,

但按原质地分类它们却被称为粗砂土
,

显然
,

这样的质地名

称不能真实地反映出颖粒组成的特点
。

同时
,

砂粒含量大于 70 %者同属一质地名称
,

范围也似

过宽
。

因此
,

为了便于改良和合理利用砂土
,

据有关资料
,

1 9 8 5年作者将砂粒含量大于 70 %部

加 ③ 邓 时琴
,

土城顺粒 和土镶质地
。 《中国大百科 全书

,

农业 》卷中条 目 ( 待刊 )
,

1 9 81
。

④ 邓时琴
,

上城质地
。 《土城物理学 》中第一章 ( 1 9 87 年 2 月出版 )

,

19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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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分为异 70 一 < 80 %和》 80 %两级
。

这祥
,

将原砂土组的三个质地名称改为四个
,

同时在

命名上
,

又按砂粒 (1 一 0
.

05 毫米 )的含量由少到多而相应地称为轻砂土
。

中砂土
、

重砂土和极重

砂土
。

我们认为
,

用这些质地名称似更确切些
,

而且也系统化了①
。

表 2 某 些 海 涂 土 堆 的 颗 粒 组 成
*

(深度 O一 20 魔米 )

各 级 烦 粒 含 盆 ( % ) (校径 : 奄米 ) 质地名称

土样号

8 5
。

1

5 1
。

2

竺竺…竺
, 些…

` 4
· 9

」
“

】
峨 8

·

“

…
” _

…
“ 9· 5

…
“ 8

·

。

…
7 8

· 7

… ”
· 7

…
“ 1

· 0

…
’
9
· 7

…
“ 6· D

…
。 · ,

…
_

9 3
·

8

…
“

{
1 0 0

· 0

4
”

…

0
.

0 2一 0
.

0 0 5!0
.

0 0 5一 0
.

0 0 2
>>> 0

。

0 111
全旦i丝巴竺竺

粗砂土

粗砂土

细砂土

粗砂土

粗砂土

粗砂土

粗砂土

粗砂土

1 9 8 5年

极重砂土

极重砂土

中 砂 土

重 砂 土

极重砂土

极重砂土

极重砂土

极宜砂土

盛”甘 ---.护`l<
.

25一

* 浙江农业大学土城教研组 分析
。

2
.

原质地分类中有的质地名称含混
,

概念不清
。

例如
,

原壤土组中的粉壤土
,

它的粗粉

粒含量小于 40 %
,

砂粒含量大于 20 %
,

这个质地名称不能很好地反映该土壤的特性
。

因 此
,

1 9 7 9年在编制 1 : 14 0 0万《中国土壤质地图》⑤ 的过程中
,

已将粉壤土改称砂壤土
,

1 9 8 1年又将

粘镶土改称壤土⑧ ,

也认为这样更合适些
。

3
.

过去的质地分类
,

有的质地组与质地名称相重复
,

如粘土
。

又如
,

在热带
、

亚热带地区

玄武岩及石灰岩上发育的红壤
、

砖红壤等土壤中
,

有的细粘粒含量高达 80 %
,

若按过去质地

分类
,

粘土组中细粘粒含量大于 40 %的土壤均属粘土质地
。

显然
,

粘土质地的范围过宽是不

恰当的
。

根据有关文献的数据〔 4
,

5 〕 ,

按细粘粒含量整理成表 3
。

从中可看出
,

细粘粒含量的高低
,

能够由土壤的理化性质明显地反映出来
。

进一步还可看出
,

云南砖红壤化土中细粘粒含量>

40 一 < 60 %与》 60 %的土壤其物理性显著不同
。

因此
,

我们将粘土组中细粘粒含量大于 40 %

部分
,

修改和补充为李 40 一 < 60 %和 ) 60 %的两级是有必要的
。

同时
,

为了避免质地组与质

地名称相重
,

并使质地名称进一步概念化和系统化
,

与砂土组相似
, 19 8 4和 1 9 8 5年将原粘土

组的三个质地名称改为四个
,

并按细粘粒的含量由少到多而相应地称为轻粘土
、

中粘土
、

重

粘土和极重粘土①⑥
。

4
.

1 9 7 8年的质地分类中
,

由于在颗粒组成含量百分数之前
,

没有全部标明
“

大于或等于

或小于
”

的符号
,

所以不宜用电子计算机处理
。

过去定质地名称
,

当颗粒分析的百分含量正巧

处于两个质地名称的转折时
,

处理就不够严格
,

有时同一土壤的质地名称可相差一个 等级
。

如某土城的细粘粒含量为 35 %时
,

只好按 30 一 35 %和 35 一 40 %两个标准来定质地名称
,

一般

是采用粉粘土和壤粘土两个质地名称同时并列 , 或用
“

就高不就低
”

的原则
,

即按35 一40 %的

标准命名为壤粘土
。

1 9 8 2年
,

我们曾在质地分类中各级颗粒含量百分数前
,

全部增加标明
“

大

像

⑥ 邓 时琴等
,

偏翻 1 : 1 4 00 万 《中国土城质地图 》的愈义和方法
。

中国土城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 大会
,

论文摘要
,

16 一

1 7页
,

1 9 7 9
- 峨

⑥ 邓时琴
,

土搜硕拉和土狡质 地
。

为 1 9 7 8年 《中国土城》 再版和英文版的修改
、

补充稿 (待刊 》 ,
1 0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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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名 细枯拉( < 0
.

0 01 鑫来) 含 t与土壤某些物理性质的关系
*

留 t) 0大% 一 8 .最水( 5水 t)
一2

%
一

8 .

持当( 一2 细 枯 粒

( ( 0
.

0 01 奄米) %

容 宜

( 克 /厘米 3)

总孔晾度

(%)

吸湿水

(%)

团 较 结构系效

(%)

土祥傲

( 个)

》2 0一 <3 0

》 3 0一 <3 5

>3 5一 <4 0

> 4 0一 <4 5

> 4 5一 <5 0

》 5 0一 <5 5

》 5 5一 < 6 0

》 6 0一 <7 0

>7 0一 <8 0

> 8 0

2
。

69

,
_

5。

…
` 1

.

2。

{几不
。。 .

,

…
,

2
。

6 7

2
。

6 4

2
。

6 1

2
。

74

2
。

6 5

2
。

7 4

2
。

7 8 1
。

6 3

1
。

6 0

2
。

5 5

2
。

2 0

3
。

7 6

4
。

3 0

6
。

0 8

4
。

7 3

8
。

0 3

8
。

0 0

3 2
。

6 8

4 3
。

4 1

5 8
。

9 1

7 5
。

0 5

6 1
。

6 8

7 3
。

2 1

8 6
。

3

8 0
。

8

8 2
。

4

8 5
。

0

7 8
.

7

6 6
。
勺

8 6
。

1

9 4
。

8

漪二一

.

…
n口,孟几̀J的 马Ot了厅J确b

ǹǐ01勺,几
.

…
,几心口n甘,孟, .ōó月目才了

,00J
7
n舀片才ZQ
臼月勺

..

……
时才n甘O甘O甘,二月̀的J,d2

njǹ咋̀丹吮叨山nJ自0

80952012638736
介O品01舀品011舀O八tjù月,月,ù勺̀吸月吸3

J吸,̀八U路bù吕ù勺1占J口J性̀IJ峨匕J叮
.

:…
1二,几.上̀l,二̀l

》 4 0一 < 6 0 2
。

6 6 4 7
。

4 8

3 8
。

6 1

4
。

0 7 3 0
。

4

》 6 0 2
。

7 6 6
。

9 2 3 1
。

6

6 9
。

9

6 7
。

1

5 2
。

5 1

7 7
。

4 5

8 1
。

7

8 2
。

6

充U.勺月任几O

:
* 根据参考文献 〔 4

,
5 〕中的数据

,

按细粘粒含 t 整理而成
。

表 内数报均系平均值
。

于或等于或小于
”

的符号⑦
。

这样
,

较过去的

质地分类要严格一些
,

减少了人为的影响
。

因

此
,

根据我国土壤质地特点
,

用列表法将土壤

质地分为三大组
,

由原来十一种质地名称 (表

4 )
,

修改和补充为十三种质地名称 (表 5 )
。

尚需说明
,

在我们的土壤质地分类 (表

5) 中
,

由于划分砂土
、

壤土及枯土三个质地组

时
,

只列出了作为分类依据的颗粒组成的主

要粒级
,

它们分别为砂粒 ( 1一。
.

05 毫米 )
、

粗

粉粒 ( 0
.

0 5 一O
。

01 毫米 )及细粘粒 ( < 0
.

00 1

毫米 )三个粒级
,

因此
,

它们之和不足 1 00 %
。

因为还有中粉粒 ( 0
.

01 一 0
.

0 05 毫米 )
、

细粉

粒 ( 0
.

0 0 5一 0
.

0 0 2毫米 ) 和粗粘粒 ( 0
.

0 0 2一

0
.

00 1毫米 ) 三 个 次要粒级的含量未分别列

出
。

主要原因是
,

它们在土壤中所表现的特

性尚不足以影响到土壤质地等级的归属
,

而

表 4 我国土墩质地分类 ( 197 8年 )〔 1〕

质质质 质地名称称 顺粒 组成 (粒 径 : 奄米 ) ( % )))

地地地 粗 砂土土 砂 二 …
_

粗 粉 较 。较较 较
组组组组 ` l一 0

·

” 5 )
}
(” · ” 5一 o

· “ ` ) }
` < “ · “ o`)) )

砂砂砂砂 > 7 000 > 4 000 < 3 000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 4 000 > 3 000

细细细 砂土土 6 0一7 00000 3 0一 3 555

面面面 砂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55555550一 6 0000000

坡坡坡 砂粉土土 > 2 0000000

土土土 粉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粉粉粉族土土 < 2 0000000

枯枯枯城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砂砂砂枯土土 > 2 0000000

<<<<<<< 2 000000000000000000000

>>>>>>> 5 0000000

粉粉枯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族族枯土土土

枯枯 土土土

且在一般土壤中其含量也不多
,

特别是土壤中粗粘粒 ( 0
.

00 2一 0
.

00 1毫米 )含量往往较少
,

但

它们对土壤性质的影响却不可低估2t, 3〕②
。

三
、

土壤中石砾含 t 分级

由于我国山地和丘陵较多
,

砾质土壤分布很广
,

它们的理化性质不宜于作物生长
,

而且

还影响耕作和磨损农机具
。

关于土坡中石砾含量的分级标准
,

仍应与土粒分级和质地分类相对应
。

1 9 8 1
、

1 9 8 2年
,

我

O 邓 时琴
,

电子计算机在土族质地研究 中的应用《文鹅 》
,

1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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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石砾砾径由01 一 1毫米改为

砾质改称砾质⑥ (表 6 )
。

表 5

3一 1毫米⑧必
,

石砾含量仍按三级
,

但将含量 1 一 10 %的少

我国土壤质地分类建议修改方案 ( 198 5 )

软 较 组 成 (较径 : 奄米 )

质地组 } 质 地 名 称
砂
( I一 0

较
。 0 5 )

粗 粉 较
( O

。
0 5一 0

。
0 1

( % )

细 枯 粒
( < 0

。
0 0 1 )

二二
极 t 砂土

宜 砂 土

中 砂 土

轻 砂 土

砂 粉 土

粉 土

》 8 0

》 7 0一 < 8 0

砂 土

》 6 0一 < 7 0

> 5 0一 < 6 0

< 2 0

族 土 砂 城 土

. 土

砂 粘 土

轻 枯 土

中 枯 土

t 枯 土

极宜枯土

< 4 0

< 2 0

》 5 0

》 3 0一 < 3 5

> 3 5一 < 4 0

钻 土

》 4 0一 < 6 0

一一一一

四
、

有关的问题

(一 )关于各种质地分类制的质地名称对

照 我国在解放前的二十多年中
,

土壤颗粒

分级和质地分类都是采用国际制或美国制
。

解放后较普遍地采用苏联 H
.

A
.

卡庆斯基

制
。

早在五十年代末期
,

当我们刚提出
“

我国

南方土城质地四级分类梯级 表 (下 称 南 方

制 )
” 〔的 后

,

曾有些同志希望搞一个南方制与

表 6 我国土滚石砾含 , 分级 ( 19 7 8) 〔 ”

和建议修改方案⑧④⑥

石砾分级 (砾径
:

毫米 》

石

黔
, 19 78 年 建

恐粼
案

…
1。一 , : 一 1

< ; } 无砾质 (质地名称前不 冠 )

1一 10 } 少 砾 质 砾 质

】
卡庆斯基制〔7〕 土壤质地名称的对照表

,

以便于应用
。

我国南方制的特点是用
“

四级分类梯级

表
” ,

主要根据细砂 ( 0
.

25 一 0
.

05 毫米 )
、

粗粉粒 ( 0
.

05 一 0
.

01 毫米 )
、

物理性粘粒 ( < 0
.

01 毫米 )

以及粘粒 ( < 。
.

00 1毫米 )四个粒级的含量来分类
,

各质地组中的各种粒级并不是起同等作用
,

而有主次之分
。

卡庆斯基制的基本质地分类
,

则根据物理性粘粒 ( < 0
.

01 毫米 )的含量高低来

划分
。

由于各种质地分类制的分类原则
、

依据不同
,

没有共同的基础
,

所以根本不可能对照
。

直到七十年代末期
,

我们参加《中国土坡》一书中有关土壤颗粒一章的编写时
,

有更多的同志

要求试拟一个中国制与卡庆斯基制质地名称的对照表
,

以便可将仍在广泛应用的卡庆斯基制

土城质地名称
,

按中国制质地分类对应起来
,

为逐步过渡到应用中国制质地分类奠定基础
。

虽然明知不同质地分类系统的质地名称不能对照
,

但也做了一些对照的试探工作
。

1
.

中国制与卡庆斯基制的质地对照
。

现以全国7 08 个土样的资料为例 (表 7 )
,

根据土城

顺粒组成
,

按中国制土壤质地分类 ( 1 97 8年 ) 的同属一质地名称的土样
,

若按卡庆斯基制则分

3 0 8



表争 中国制与卡庆斯基制的土壤质地名称对照

(以全国 7 08 个土样为例 )

粗砂土 48

细砂土 “

面砂土 e7

砂粉 土引

粉 土 1 0 7

粉城土 ”

粘城土 1“

松 砂土 2 8、 紧砂土 。 、

砂坡土 6

砂坡土 1 8、 紧砂土 l e 、

松砂土 8、 轻坡土 : 、 重城土 :

紧砂土 1 8、 砂壤土 1 ?、 轻城土 1 4、 松砂土 。 、

中城土 8 、

轻 粘土 l

砂坡土 “
、

松砂土 2 2、 紧砂土 l。 、

轻城土 7、 中坡土 。

重城土 5 。 、

中集土 。 . 、

轻城土 8、 砂城土 8、 紧砂土 3、 松砂土 :

中城土 4 , 、

重城土 立。 、

轻集土 1: 、

砂城土 1 1 、

中粘土 : 、

松砂土 1

重续土
。卜轻枯 土 。卜中城 土 1 7 、

中枯土 1 2 、

轻城土
s 、

重枯土 3 、

砂坡土 2 、

紧砂土 1

枯 土

粉枯土 41

城枯土 27

拈 土 ”

轻粘土
2 3 、

中粘土 。 、

重集上 4 、

重粘上 3 、

中坡上
!

轻粘土 1 4 、

中粘土 1 1、 重城土 2

中粘土 1 5 、

重枯土 1 3 、

轻粘土 3 、

重维土 :

注: 土城质 地名称右下角数字为土样数
。

土城顺粒组成用吸管法分析
。

属于 3一 8 种质地名称
。

例如有 1 62 个土样的颗粒组成
,

按中国制都同属壤土质地组的粘壤土

质地名称
,

可是若按卡庆斯基制则属于 8 种质地名称 (表 7 )
。

也就是说一种质地可对上卡庆

斯基制 9 个基本质地中的 8 个
,

包括了紧砂土到重粘土的质地
,

仅缺松砂土这一种质地未包括

进去
,

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

2
.

南方制与卡庆斯基制
、

美国制
、

中国制的质地对照
。

这里 以苏南 72 个土样的资料为例

(表 8 )
。

( 1) 南方制与卡庆斯基制的质地对照
:
在南方制中

,

除轻胶泥土和重胶泥土分别只相当

表 8 中国南方制与某些土壤质地分类制的土壤质地名称对照

(以苏南 7 2个土样为例 )

砂粉土
:

中国制 ( 1 9 7 8年 )

粉 :=I 2

美 国 制

粉 砂质粘 土 2

小粉土 ” 粉土 3 2

粉粘土 l

粉 砂质粘土 24

粉砂质粘城土 。

粉 砂质壤土 3

苏联 H
.

A一卜庆斯 基制

粉一粗粉质中城 土 l

粉一粗粉质重缝 土 1

粉一粗粉质重坡 土 21

粉一粗粉质中城土 .

粉一粗粉质轻续土 2

粉一粗粉质砂城土 l

, . . . . . . . . . 侧口. . . . . . . .幽 . . . . 门 . , . . . , . . . . 曰
~

, . , 尸 . . . . . . . , 侧 . . . . .

重泥土 13 粉枯土 7

粉 壤土 5

城粘土 1

粉砂质粘土 。

续质枯土 4

粘一粗粉质重坡 土 12

粉一粗粉质重坡 土 1

轻胶泥 土 3 枯坡土 3 粗粉一粉质轻粘土 3

中胶泥土 17 粉粘土 13

搜粘土 4

坡质粘 土 2

粉砂质粘土 1

粘土 。

坡质粘土 ?

粉砂质粘土 l

粉一粘质轻粘土 8

粗粉一枯质轻粘土
`

粘一粉质轻粘土 3

粘一粗粉质轻枯土
2

重胶泥土 ` 粘土 4
粘土 `

粗粉一粘质轻粘土
`

注
:

土壤质地名称右下角为土样数
。

土壤颗粒 组成由徐梦熊 同志用 吸管法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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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卡庆斯基制的粗粉一粉质轻粘土和粗粉一粘质轻粘土质地名称外
,

其他每种质地可属于卡

庆斯基制的 2 一 4 种质地名称
。

( 2) 南方制与美国制的质地对照
: 从南方制中看

,

除了砂粉土和重胶泥土仅相当美国制

一个质地名称外
,

其余的每种质地都可属于美国制 〔“ 〕 的 2 一 3 种质地名称
。

( 3) 南方制与中国制的质地对照
:

南方制质地中
,

只有砂粉土
、

轻胶泥土和重胶泥土分

别属于中国制的粉土
、

粘壤土和粘土一个质地名称外
,

其他每种质地都属于中国制的 2 一 3

个质地名称
。

这同南方制与美国制质地对照的情况类似
。

表 8 中按南方制的质地分类均为小粉土质地的 33 个土样
,

若分别按 中国制
、

美国制和卡

庆斯基制则相应属于 2
、

3 和 4 种质地名称
。

同样
,

若以任何一种质地分类为主与其他质地

分类制对照
,

也可得到上述相似的结果
。

因为各种质地分类的原则
、

依据不同
,

而且同一质地名称的颗粒组成有一定的变幅
,

所

以对照时自然会出现一个质地可跨越几种质地的情况
,

从而也失掉对照的原意
,

因此根本不

可能用对照表来解决问题
。

但是
,

还可说明我国南方的土壤
,

若采用我国南方土壤质地四级

分类表 〔的 来定质地名称还是较合适的
。

(二 ) 土坡质地分类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土壤颗粒分析方法和土壤质地分类标准

均不统一
、

不够完善
,

同时采集土样的地点分布也很不平衡
,

所以
,

目前要较好地全面修改

土壤质地分类还有不少困难
。

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

1
。

粉土质地
。

( 1) 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成土母质的成因及形成时期都不相同
,

土壤中各

级颗粒组成也有差别
,

但按我们的质地分类制其质地均为粉土
。

所 以
,

在我们所编制的 1 :

1 4 0 0万《中国土壤质地图》⑧ 上
,

显得粉土质地的图斑面积较大
。

这实质上也是粉土质地的颗粒

组成变幅过宽问题
。

( 2) 根据文献卿 整理成的表 9可看出
,

群众称为粉砂泥涂
、

白土
、

小粉

土
、

半砂土
、

黄沙土和泡沙土等
,

它门的粗粉粒 ( 0
.

05 一。
.

01 毫米 )含量由》 40 一 < 70 %
,

细

粘粒 ( < 0
.

0 01 毫米 )含量为 15 一 30 % ; 还有
,

群众称的闭砂涂地
、

白土
、

汀板沙和咸沙土 ( 闭

沙土 )等
,

其粗粉粒含量更高
,

为 ) 70 一 90 %
,

细粘粒含量 < 12 %
,

其他粒级如细砂粒 ( 0
.

25 一

。
.

0 5毫米 )
、

中粉粒 ( 0
.

01 一 0
.

00 5毫米 )和细粉粒加粗粘粒 ( 0
.

00 5一 0
.

00 1毫米 ) 的含量均 <

10 %
。

这说明群众所称的粉砂泥涂的粉砂指的是粗粉粒 ( 0
.

05 一 0
.

01 毫米 ) , 而闭砂涂地的砂

表 9 浙江某些土壤各粒级含量范围*( % )

质地名称
(粒径 : 毫米 )量

一

含一粒一顺一

群 众 名 称

粉砂泥涂
、

白土

粉砂泥涂
、

小粉土

粉砂泥涂
、

白土
、

半沙 土

粉砂泥涂
、

黄沙土
、

泡沙土

闭砂涂地
、

白土
、

汀板沙
、

咸沙土

闭砂涂 地
、

咸沙 土 (闭沙 土 )

闭砂涂地

粗砂粒

…
1一。

’

肠
。
一

粗 粉 粒

0
。

0 5一 0
。

0 1

> 4 0一 < 4 5

》 4 5一 < 50

》 5 0一 < 6 0

》 6 0一 < 7 0

》 7 0一 < 8 0

》 8 0一 < 9 0

9 0

中粉粒

0
。

0 1一

0
。

0 0 5

细 粉 粒

粗 粘 粒
细粘粒

0
·

0 0 5一 o
·

0 0 11 < 0
·

0 0 1

1 3一 16

8一 1 5

9一 13

5一 10

( 1 0

< 5

2

1 4一 2 0

1 4一 18

1 1一 1 5

6一 1 1

< 6

< 3

2 4一 3 0

2 3一 2 8

1 6一 2 5

1 5一 2 0

5一 12

5一 1 1

5

粉 土

粉 土

粉 土

粉土

粉土

粉 土

粉土

05ó.--250
.

4<。7<l0l0<<8<
!

土样数一181522
7712 1

* 根据参考文献 〔的及浙江农业大学土壤教研组分析的有关数据
,

按粗粉粒 含 t 整理而成
.

⑧ 邓 时琴编制
,
《 中国土坡质地图 》 。

《 中国土城图集 ))( 1 : 14 0 0万 )( 待刊 )
,

1 9 8 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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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为土壤学中
“

砂
”

的概念
,

因其细砂粒 ( 0
.

25 一。
.

05 毫米 )的含量均 < 10 %
,

可见
,

这里的
“

砂
”

也是指粗粉粒
,

由于含量 > 70 %
,

具有极强的汀板性
,

使土壤容易沉实和板结
,

孔隙极

细且少
,

故得名闭砂涂地
。

上述土壤的物理性质
,

如比重
、

浸水容重
、

结构系数
、

紧实度
、

最

大吸湿量
、

田间持水量和透水性等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的 ,

但均属粉土质地
。

其他 如江苏
、

广东
、

湖北
、

安徽等省的土壤亦有类似情况
。

因此
,

粉土质地必需进一步细分才行
。

2
.

砾质紫色土 (石骨子土 )质地
。

四川紫色丘陵土地区
,

群众叫的石骨子土 (石骨子即半

风化的紫色砂页岩碎块 )
,

从质地分类的划分上属含石砾的紫色土
,

但这种
“

石砾
”

与一般石砾

的概念不 同
,

特性相距甚远
,

因为它总是在不断地风化形成质地较粘重的土壤
,

而且风化的

速度也较快
。

其中暗紫色石骨子还具有一定量的有效养分 ( 当然比同类母质的土壤要低些 )
,

红紫泥石骨子则几乎无有效性磷
。

这类容易崩解的石骨子
,

在现实的坡地土壤中的确可称为
“

瘩薄砂土
” ,

但这些土壤经颗粒分析后均属粘土质地
,

交换量与同类母质的粘土一样
。

因此
,

在质地分类中还未能适当反映这种特殊的质地类型
。

3
。

草甸土 (油砂土和砂土 ) 的质地
。

四川的油砂土和砂土的颗粒组成中
,

油砂土的细粘粒

吸水多而慢
,

失水也缓慢
,

而砂土中细粘粒的表现则恰恰相反
,

所引起的湿度变化也不一致
。

这些土壤在质地分类中的地位尚待确定
。

此外
,

其他地区亦存在类似的问题
。

总之
,

关于土壤质地分类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

尚需继续深入工作才能逐步完善我国的土壤

质地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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