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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质地说明土壤是由若干不同粒径的颗粒组成的
。

土壤质地不同
,

其通气状况
,

供水
、

保肥性能
,

热容量及宜耕性等方面均显示出明显差异
。

质地良好的土壤
,

上述物理性状能经

常处于宜于作物生长发育的状况
。

为提高生产率
,

必须对低产田进行改 良
,

而较简单易行的

就是土坡质地的改良
。

随着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及经济建设
、

国防建设
、

公路建设等方面的需要
,

我国土壤科

技工作者于 1 9 7 5年制订了我国的土壤质地分类标准〔 ,〕 ,

后又进行了修订 〔” 〕 ,

但在一些质地 名

称
、

粒级组成上似还需商榷
。

现就我国制订的土壤质地分类体制与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三

种分类制进行比较
,

谈些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
。

一
、

土壤粒级分类

对于粒级 的划分标准
,

各国均不同
,

但我国过去一直没有自己制订的粒级标准
。

国际上

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标准
,

即国际制
、

苏联制和美国制
。

这三种标准各有优缺点
,

其中国际制

粒级标准〔幻比较简明
,

粒径的数字末尾均为 2
。

该粒级标准的特点是
: 石砾规定为 > 2毫米

,

这

种起点较低的规定
,

对于任何农机具都不会造成阻力
。

另外
,

线条较粗
,

适应面广
,

土城科

学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均可采用
,

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可直接采用
;
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可在

此基础上对相应的粒级进行细分
,

以适应土壤科技发展的需要
。

美国制粒级划分标准 lt 〕较国

际制细
,

在砾与砂的几个粒级中又作了更细的划分
,

而只是粒径不同
; 还分出石块一级

,

其

粒径为 > 3毫米
,

与国际制的石砾相近
,

苏联制的粒级标准〔 1〕是在一定的粒径范围内把粒级分

为两组
,

每组各包括几个粒级
,

石一级是单独划出的
,

粒径为 > 3毫米
,

与美国制相同
,

与国

际制接近
。

苏制对粉砂粒分为三个粒级
,

粘粒分为两个粒级
,

它的细粉砂粒即相当于国际制和

美国制的粘粒
,

而它的粘粒的粒径标准却更小
。

苏联土壤学家盖德洛伊茨 ( l
’ e 及 oP 业动提议把小

于 2 50 毫微米 ( 0
.

0。。2 5毫米 ) 的颗粒算作胶粒
,

实际上苏制中的胶粒粒径标准为小于。
·

0。。 1

奄米
。

总之在粒级及粒的划分上更细
,

要求更高
。

当然
,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检测技术的发展

有很大关系
。

上述三种粒级标准
,

在我国近代土壤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采用过
,

在实际应用上各

有千秋
。

我国土壤科技工作者根据过去习用的标准和实践
,

于 1 9 7 5年制订了我国的土粒分级

标准 (暂拟方案供讨论试行 ) 〔 1〕
。

以后又进行了修订
,

订出了
“

我国土壤颖粒成分分级标准
” 〔 1 〕。

把试行标准与修订后 的标准相 比较
,

看出后者较简明适用
,

去掉 了泥粒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
。

但是在石块这一粒径 的划分上
,

美
、

苏标准为 > 3毫米
,

国际制为 > 2毫米
。

土壤是一个历史自

然体
,

就农业土壤而言
,

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

感到对石块的粒径规定为 > 3毫米
,

和下面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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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邻的粒径较为接近
,

在粒径过渡上既科学又合理
。

在土壤中分布着这样的石块
,

对基本

的农田操作影响不大
。

因此规定石块粒径为 > 10 毫米
,

似偏大了
。

如该粒级标准既要适应
“

面
”

又要照顾
“

点
” ,

那么该粒级就应列为一组
,

再行细分
,

并去掉石砾一组归入石块组
,

以利于

. 粒径的合理过渡
,

与下一组砂粒的粒径相适应
。

因为在丘陵山区
,

大面积的基本农田中
,

分布的

石块粒径还有比这个标准大得多的
,

而名称都叫石块
,

就不太好处理了
。

尤以我国西北大面

积的千早半干早地区
,

土壤耕层及地表 比较均匀的分布着粒径在50 一 10 0毫米的石块
,

在抗早

保丰收方面还具有不可思议的效力
。

二
、

土壤的质地分类

在土壤质地分类方面
,

目前各国的分类方法不尽相 同
,

主要有三种分类 方 法
。

即 国 际

制
、

美国制与苏联制〔 l 〕 ,

其中国际制与美国制均采用三级分类法
,

划分为砂土
、

壤土
、

粘壤

土和粘土
,

分成四类十二级
;
苏制分为砂土

、

壤土和粘土三类九级
。

上述 三 种 分 类法
,

在

土坡质地的过渡上虽不完全相同
,

但层次都是很分明的
。

其次是国际制与美制只在粘土类的

坡质粘土与粉砂质粘土的排列顺序上有差异外
,

其余质地名称顺序完全相同
。

另外
,

上述两

种分类法在有些质地名称上虽相同
,

但在各粒级的含量百分数上
,

却有较大的差异
,

如国际制

的粘上
,

其粘粒含量为 45 一 65 %
,

而美制为 50 一70 % , 国际制的粉砂质壤土
,

砂 粒 含 量 为

O一 55 %
,

而同一质地名称的美制为 。一 30 %
,

相差达 25 %
,

这两种分类法在土壤质地的名称

上都是采用按粒级含量的主次来进行命名的
,

为主的在后
,

为次的在前
,

如粘壤土
,

说明是

带有一定粘性的壤土
,

是以壤土为主体的
。

这样的命名方法
,

对大规模土壤调查
、

土地规划

争 等是方便的
。

苏联的质地分类与上述两者略有差异
,

苏制是以各粒级含量百分数为基础
,

再

按轻
、

中
、

重来区别土壤质地的命名体制
。

苏制质地分类系统
,

我国自50 年代起
,

曾采用过相

当长一段时间
,

感到在实用上仍有一定价值
,

如对土壤调查与制图
,

田间试验土壤基本情况

的描述等
,

都比较清楚
、

明确
。

在教学上采用苏制的轻
、

中
、

重分类法
,

可以使学生用简易

法 (手测法 )分出六种土壤质地
,

对学生学习土壤质地分类大有好处
。

另外
,

苏制质地分类法

在土壤分类及命名上有很方便的地方
,

如命名到土种
,

可在分类名称前冠以
“

中壤质
”

或
“

重壤

质
”

等
,

对于认识该土种的概貌
,

既简明又方便
。

三
、

对我国土壤质地分类的一些看法

我国土壤科技工作者于 1 9 7 5年制订了我国的土壤质地分类标准〔` 〕 ,

供讨论试行
,

后又进

行了修订〔幻 。

现就我国
“

土壤颗粒组成及质地分类命名
”

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供参考
。

我国新的质地分类命名
,

列为三等十一级
。

在质地名称上
,

与我国过去沿用的标准及广

大土城科技工作者习用的标准比较接近
,

但在名称上仍有不方便及 比较含混的地方
。

如在质

地分组中的砂土组中
,

分为三个质地名称
,

其中粗砂土及细砂土两个名称
,

在我们以往的工

作中都是经常采用的
,

而对于面砂土
,

就其含义上及承上启下来看
,

应属于极细砂土
。

它含

有的砂粒 (1 一。
.

05 毫米 )为 50 一 60 %
,

及 < 30 % 的粘粒
,

能否命名为壤质砂土呢 ? 这一名称的

改动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

因为在实际上其它两质地组中
,

都有跨组名称
,

如在壤土组中有

. 粘壤土 , 在粘土组中有壤粘土等
。

在壤土组中
,

有五个质地名称
,

其中砂粉土
,

在名称上与该质地组的壤土组无任何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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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太确切
,

是否可更名为砂壤土
,

这样 既 能 看出质地过渡
,

又能看出上下联系
。

粉土

与粉城土两个质地均属坡土组
,

但单就其名称来看
,

很难区别出哪个在质地上较细一些
。

另

外
,

单从
“

粉
,

字来讲
,

在颖粒命名上是经常采用的
,

如粉粒
,

粉砂粒等
,

在国内外使用习惯

上
,

对
“

粉
”

字只表现在顺粒命名上
,

而用
“

粉
”

字来命名土壤质地
,

在土壤科技文献上是少见的
。

单独的
“

粉
”
土

,

可以理解为粉砂质壤土
,

这样明显地和下一个质地
“

粉壤土
,

成了一个质地的土

坡了 ; 因为粉攘土也可以理解为粉砂质壤土
,

而实际上两个土壤质地在粒级组成是有明显区别

的
,

能否将粉土改为坡土
,

而粉坡土的名称不变
。

其次是粘壤土
,

这一质地名称从颗粒组成

及质地过渡
,

都很明显自然
,

易于理解
。

在壤土组中
,

最后一个质地为砂粘土
,

该土虽含砂

粒超过 50 %
,

但粘粒大于 30 %
,

在实际表现中
,

确实粘着
,

干后硬如石
,

湿时难耕作
,

宜耕

期难于掌握
。

这种类型 的土壤
,

它和下面的粉粘土在粘粒含量上 ( 30 一 35 % )相差不多
,

故建议

将砂粘土归入粘土组
,

也许是适宜 的
。

另外
,

在质地命名中的颖粒组成一栏中
,

我国制的粘粒 ( < 0
.

00 1毫米 )含量百分数其中砂

土组的枯粒含量 < 为30 %
,

而国际制规定砂土组的粘粒含量为。一15 %
,

美国制规定为。一 20 %

觉得国际制与美制规定的砂土的粘粒含量较为适宜
,

因为实际上有些粗砂或细砂土中粘粒的

含 t 甚少
,

有的几乎不含粘粒
,

而我们规定的小于 30 %似乎有些偏高
,

应该规定一个从
“ 。”

开
,

始的适宜范围
。

在壤土组中
,

国际制规定粘粒含量在 15 一 25 %
,

美制规定为。一 20 %
,

我国制规 定 为 <

30 %
,

这个数值与国际制及美制比较
,

就壤土组而言
,

我国制有些偏高
。

在粘土组中
,

粘粒含量就砂粘土而言
,

国际制规定粘粒含量为25 一 45 %
,

美制规定为 30 一

50 %
。

我们规定的为大于 30 %
,

似乎稍偏低了些
。

我国制的粘土
,

实际上相当于美制及 国际

制的枯土及重粘土
,

国际制规定枯粒含量为 45 一 65 一 1 00 %
,

美制为 50 一 70 一 1 00 %
,

我国规

定为大于 40 %
,

这似偏低了
。

我们作过一些粘土的机械组成分析 (吸管法 )
,

其粘粒含量远 高

于 4 0%
。

土城质地分类在土壤科学和农业生产实践中
,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目前
,

为了提高农业

生产的经济效益
,

土壤质地的改良
,

已逐步成为改良土壤的重要措施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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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深拱作层 土壤耕层浅
,

不利于作物高产
。

宜兴县土肥站在官林乡中里村的调查
:

耕层深度不同
,

产量高低相差较大
。

耕层分别为 15
、

1 3
、

n 厘米
,

小麦亩产依次为 8 1 7
、

7 2 8
、

6 8 2斤
。

万石
、

红塔两个乡的不同耕层深度的对比试验
:

耕层 15 一 16 厘米比耕层 12 一 13 厘米
,

亩增麦 29 斤
,

亩增杂优稻 78 斤
,

年单产增 10 7斤
,

增长 6%
。

因此
,

注意逐步加深耕作层是培

肥土壤
,

提高作物根系活力
,

促进作物高产稳产的基本措施
,

最好每年能深耕一次
。

( 四 )合理轮作改土 安排好种植比例
,

处理好水早轮作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轮作的关

系
,

保证一定面积的早作物
,

使土壤有彻底回旱的过程
,

减少土壤浸水时间
,

促进地力常新
,

对高产稳产
,

增产增收
,

也是重要措施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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