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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认为
,
《 中国土坡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一书

,

以土壤 发生学理 论为 指导
,
以土坡单元 的诊 断层和诊断

特性 为基础所制定的土城系统分类制 , 既吸收了 国外 的先进经验 又具有 中国特 色
。

从完善中国的土镶系统分类制出发
,

作者提出了需要进一步考 虑的间题
:

亚 类划 分依据和标 准 , 诊 断 层和

诊 断特性 的选择和过渡土类 的地位
。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上壤系统分类课题组及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课题研究协作组

合著的《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一书
,

业经科学出版社出版 ( 19 91
.

北京 )
。

本书的问

世
,

表明我 国土壤 系统分类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

并迈向新的研究阶段
。

本文是笔者对该

书的初步评述
。

一
、

关午土壤系统分类的理论依据

我觉得
,

我国这次提出的土壤系统分 类制
,

其理论根据是 以土壤发生学理论为指导
,

以土

壤单元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实际基础
,

而孕育的历史发生和形态发生相结合的中国式的土

壤系统分类制
。

这个以历史和形态发牛相结合的土壤系统分类
,

无论在理
一

论
_

!二和分类学的逻

辑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

一个土壤系统分类的形成
,

必然是历史发生和形态发生相结合的过程
。

在 30 年代初
,

由

于我们学习 了美 国土壤分类制
,

引进了大土类概念和在调查基础上建立了 2 0 0 。多个土系
,

而

走上了大土类和土系相结合的道路
。

到了 50 年代以后
,

我们学习了苏联的地理发生学的土壤

发生分类
。

由于我们过于侧重地理发生上的联系
,

而忽视了形态发生上的结合
。

所 以
,

在过

去我们应用了多年的结果
,

也只能得到土类的中心概念
,

而无明确的边界概念
。

这样模糊不

清
、

模梭两可的土壤分类
,

既不可能有一个定量化指标
,

更谈不
_

匕有一个可检索的土壤系统

分类
。

因此
,

我完全赞同以发生学分类的历史发生为依据
,

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形态发生为基

础
,

走既有核心
,

又有范围的中国式的土壤 系统分类制
。

我们相信沿着这个方 向而发展的中国

土壤系统分类
,

就有可能准确地把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制引导到数量化 的道路
t

上去
;

二
、

土壤系统分类的特色

我认为 (首次力案 )具 有以下两大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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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工土纲有了应有的位里

由于我国土壤工作者对耕作土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

取得了丰富资料
,

作了比较系

统深入的研究
。

在土壤系统分类制中提出了
“

人为土纲
” ; 并对人工诊断层作出了明确的数量

声 化指标
。

同时在人为土纲中划出了灌淤表层
、

堆垫表层
、

厚熟表层和水耕表层等
,

使耕作土

壤 中有了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数量化指标
。

人工土纲的提出及其在土壤系统分类中的地位 的被确认
,

解决了长期来国际土壤分类中

争论不休的问题
。

(二 )土坡类型的代表性强适用范围广

我国地域辽阔
,

横跨寒
、

温
、

热三带
,

土壤类型繁多
,

制定一个适用范围广泛的土壤系

统分类制
,

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
。

在这次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中
,

既提出了适用于 自然土

壤和耕作土壤
,

又有各土类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可资计量的指标
,

的确是一件巨大工程
,

也是

难能可贵的
。

这次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 中所列的土壤类型
,

可以说完全与我国土壤分布的客观实际

相符合
。

同时各个类型所列出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也不是主观推测的
,

而是经过长期实践

和多次修改所拟定的
。

三
、

建 议

(一 )亚纲的划分标准和根据问题

亚纲是按控制土纲的因素
,

如气候
、

成土母质等划分
。

首次力案中所列铁铝土土纲划分

为半干润铁铝土亚纲
、

湿润铁铝土亚纲
、

常湿润铁铝土纲等
,

有的是根据水分 , 有的是根据

成土母质
,

指标还不够明确
,

以致应用时很难掌握准确
。

因此
,

我们建议在划分铝铁土亚纲

时
,

除了考虑水分外
,

可否考虑 以诊断层中的针铁矿
、

水针铁矿之和与赤铁矿的比值
,

作为

反映富铝化程度
,

从而确定半干润铁铝土亚纲
、

湿润铁铝土亚纲和常湿 铁 铝 土 亚纲
。

在划分变性土亚纲时
,

只是根据水分划分潮湿变性土亚纲
、

湿润变性土亚纲
,

似乎还嫌

不够反映诊断层特性
,

尤其是忽视了独特的土体形态的不同
。

因为变性土的土层分异不明显
,

整个剖面很一致
,

加以矿物组成在亚纲以上一级混杂较多
,

特别是在高级的分类中大多数矿

物组成变化大
,

并有显著的差异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建议增加诊断层的粗粘粒与细粘粒的差

异性
,

作为变性土亚纲 的主要诊断特性
。

由于亚纲的确定与土壤矿物学及大转化趋势有一定关系
。

如果亚纲含有一系列矿物占有

相当大的百分比
,

就应该被承认的
。

(二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选择问题

鉴定一个土壤类型依靠它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数量指标是有可能达到准确的划分土类

和亚类的要求
。

然而问题就在于如何选择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才能够真正体现土类的
“

型 .
与

“

质
”

的关系
,

这是鉴定土壤类型的一个关键问题
。

我们研究了方案中所列的一些亚纲所属的土类
、

亚类
,

有的类型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

选择过宽过泛
,

以致类与类之间的边界交错过多
,

难于把土壤类型划清
。

例如初育土中自表土

50 厘米范围内有无石灰质接触面
,

似有过宽之嫌
,

可否规定为人为表层厚度一般为 < 20 厘米

而在 20 一 50 厘米内无耕作淀积层
。

(下转 第3 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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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碳 铁 复 混 拉 肥 施 角 经 济 效 果

…
…理

…葺
” 旧

…
.

…
_

一甘
一

…半
.

下一…丫
*粉状碳按

每千克可增产稻谷 1
.

7一 2
.

7千克
,

平均 2
.

3千克
,

比每千克粉状碳按多增产 1
.

4 千克
。

如果稻谷价格为 0
.

7 0元 /千克
,

碳按复混粒肥价格为 0
.

40 元 /千克
,

粉状碳按价格为 0
.

30

元 /千克计算
,

每公顷水稻土施用75 。千克碳按复混粒肥能得到纯收入 5 8 9
.

3 5一 1 1 22
.

75 元
,

即

每施 1千克碳按复混粒肥可增收 0
.

75 一 1
.

50 元
,

平均 1
.

22 元
,

比施用粉状碳按多收入 0
.

8 8

元
。

上述试验结果表明
,

在水稻上施用碳按复混粒肥比当地习惯施用粉状碳按有明显的增产

效果
,

其增产原 因可能是与碳按压粒深施及复混肥的双重作用有关
。

关于复混肥加锌施用造

成减产 的原 因需要进一步研究
。

产 州 、 内 . 币 . 、 沪 , . r ` r 声 , ` , 、 . _ 司 嘟 卜 产

一
` .

_
吧 、 声 .

( 上接第 3 3 3 页 )

又如
,

变性土亚纲中土类
、

亚类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究竟是选择大残积性艺铆和淀积性
矿物的比率呢 ? 抑或是选择口含有混合型矿物 ( 因变性土的矿物主要是蒙脱石类

,

但也有混合

型的 )和土壤水分状况
,

作为主要诊断特性
,

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

( 三 )过渡土类问题

在土壤分类过程中
,

应把人类的耕作活动作为土壤的重要形成过程
,
强调人为作用在土

壤分类上的位置和重要意义
。

我们经常在野外遇到人为土纲中
,

无论是水耕人为土抑或早耕少为土亚纲中
,

都有人为

作用尚未达到质变阶段的人为过渡土壤
。

我们如何划分类型和确定其在土壤分类中的位置
,

确

实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

所以
,

对人为土纲应该承认有它的特殊的成土过程
,

对于有明显过渡性质的这类土壤
,

不

能置之不理
,

而应该有过渡土壤所属亚纲
。

我们认为可能这个亚纲与其他亚纲有相当大的差

异
,

对统一的土壤系统分类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

如何求同存异
,

划出一个相应的过渡土壤类

型
,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
,

又是一个亚待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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