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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从
“
中国土坡系统分类 (前次方案 )

’

的特点阐述 了 它在 土壤调查与制图
、

土地评 价与规 划
、

农业 技术 转

让 以及全球变化研究 中的应用 问题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重点资助下
, 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持
,

经过全国 30 多个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的 1 00 多位土壤学专家

和学者的通力合作研究
,

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

该
“

方案
”

以定量化
、

标准化的诊断层和诊断特

性为基础
,
并具有树枝状的检索系统

。

较中国以往的土壤系统分类科学
、

实用
, 易管理 和便

子交流 , 同时
,
它按科学标准和精度对我国境内土壤信息包括土壤的土体构型

、

物理
、

化学
、

矿物学和生物学等方面的性质以及各类上壤分布区的气候
、

地形
、

植被
、

地质
、

水文以及土

壤退化
、

土壤污染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全面汇总
。

现在的问题是
,
如何充分发挥这一科研成

果的实用价值
,

并在实用过程中不断使之更完善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 口的激增
、

人地矛盾

日益加剧
、

全球性土壤退化
、

环境污染 日趋严重
, 农业

、

环境
、

土地及规划部门需要了解和

掌握更多的土壤信息
。

因而土壤系统分类的应用问题
,

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
。

目前
,

美国
、

荷兰
、

加拿大
、

英国
、

澳大利亚等在定量土壤分类研究上较有成果的国家
,

已经将土壤分类的成果应用于土地资源评价
、

农业持续发展
、

土地退化
、

环境污染等方面
,

并

取得良好的效益
。

我国是一个具有 n 亿人 口的农业大国
, 加强土壤系统分类的应用研究更加

必要
。

长期以来
、

我国对土壤分类的应用研究一直局限于土壤调查与制图方面
, 应用于其 它

方面则较少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组 10 年来在完善分类系统的同时
, 一直十分注意其应用

研究
,
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
本文试图从儿个方面对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应用问题进行一些讨

论
。

一
、

在土壤调查和制图中的应用

土壤调查与制图是合理利用
、

管理土壤资源必不可少的手段
, 而土壤分类则是指导土壤

调查与制图的基础和依据
,

它直接影响着土壤调查与制图的质量和实用价值
。

我国一直沿用

以地带性和定性描述为主要特征的地理发生分类系统
, 习惯于根据土壤地带性观点和定性的

描述确定土壤的性状和土壤图的制图单元
,
对组成景观单元的土壤的性质和变异的复杂性考

虑不够
,
难以客观地反映土壤实体的实际特征和分布规律

, 因而土壤制图单元精度低
,

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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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资源 的评价
、

规划等受到很大的限制〔 1〕 。

现在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首次方案 )
”

根据土壤本身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划分土壤类型
,

要求在进行土壤调查与制图时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根据土壤性状确定土壤单元的界线上
, 从而

真实地反映土壤的客观分布规律
,

保证了土壤制图单元的精度
,
使用者可以从中获得准确而

丰富的土壤信息
。

这在大比例尺的土壤调查与制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虽然应用这一
“

分类
”

在进行制图时
,
仍会造成在制图单元

,

尤其是小 比例尺的制图单元中出现复合土壤类型
,
但

这可以通过土壤图说明书和图例设置作进一步解释 2t 〕 ,

因而仍可保持土壤制图单元 的精度和

透明度
。

当今
,

国际上进行土壤制图 (例如 1 : 5 00 万的世界土壤图 )或进行土壤分类学术交流时基本

上均 以联合国粮农组织 ( F A O ) 的世界土壤分类系统和美国农部的美国第 7 次土壤分类系统

为依据的
。

尤其是后者 日益受到各国土壤学家的青睐
。

迄今
,

世界上 已有 8。多个国家采用 了

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的土壤分类系统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的问世 , 为我

国参与土壤系统分类的国际交流提供 了可能
,

与国际同行们有了共同语
一

言
。

目前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已用于全国和 区域性的土壤制图 (如黑河流域的

1 : 1 00 万土壤图〔 3〕 、

三峡地区的 1 : 75 万土壤调查制图 〔们
、

平 邑县榆林小流域的土壤详查制图

以及北京地 区的中比 例尺土壤图
、

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实验站及南京郊区蔬菜中试基地的大

比例尺土壤图等 〔 5〕 ) ,
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已得到了证实

。

二
、

在土地评价与规划中的应用

土地评价是对不同利用方式的土地的潜力和适宜性进行估价
。

它的实质是对土地生产力

的高低进行鉴定
。

在此基础上
,

再综合土地质量和社会
、

经济
、

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
对土地

的各种利用方式进行合理规 划
。

土地评价与规划的目的是为了使土地能够持久地生产
,

并保

持最佳经济的
、

生态的和社会的效益
。

而能否达到这一 目的的关键则在于土壤调查的质量
。

美国农部土壤保持局的 K o v e :
将土地利用规划过程比作一个三角形

,

并以土壤调查与解

译作为核心 〔的
。

通过土壤调查收集土壤通透性
、

土层厚度
、

水分状况
、

质地
、

养分以及坡度
、

气候
、

植被
、

侵蚀等信息
, 然后根据不同利用方式制定具体的依据和指标

,

通过 比 较 土 地

质量 与土地利用要求
,

得出每种土地的适宜程度
,

是决策部门进行土地规划的最重要的依据
。

K l i n
ge b i e l和 人oI n t g o m e r y 根据以土壤系统分类 制成的土壤图

,

将具有相似生产潜力和限制

因素的土壤 制图单元归并成土壤生产力单元
,

再进一步综合成土壤生产力级和亚级
, 以此进

行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管理 〔 7〕。

日本的 K os k ia 等根据土壤性质对农场的土壤进行分类
,

编

制土壤图
,

建立 区域性的农场环境管理 信息系统
,

对各种土壤类 型的施肥和灌溉进行方 便而

科学的指导
。 〔的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

用于分类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的指标反映了气候
,
水

分
、

养分
、

质地
、

土层厚度等土壤性质与背景信息
,
是土地利用的基础

。

应用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进行土壤调查获得的资料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选择作物
、

农业制度甚至非农业利用方式
。

例

如
, 我们判定某土壤类型为变性土

,

则至少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如下信息
:

土表至50
c m 范

围内质地粘重
,

胀缩性很强
,

在 5 0 C m深度处易形成宽 I c m 以上的裂隙
,

并一直向上延伸至地

表或耕层底部
,

容重较高
,

通透性差
, 具有潮湿或湿润水分状 况 〔的

。

这样就可 以较容易地推

出该土壤的大致利用方式
:

适于小麦
、

棉花和水稻生 长
;
有效水分低是其限制因素

, 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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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不湿的情况下耕作 , 不能作城市和工程用地
、

通过应用土壤系统分类我们可以查明任一

地区的土壤的限制因子
、

适宜性
,

帮助土地规划部门取得 良好的结果
。

由此可见
,

土壤系统

分类实际上是土壤调查 向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转化的动态媒介
。

同时
, 由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定量化的土壤分类

,

从野外调查取样至室内化验分析等

都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 为定量化的土地评价打下了基础

,

也为地理信息系统 ( G ls )在土地

评价与规划中的应用提供 了条件
。

三
、

在农业技术转让方面的应用

农业技术转让 ( A g r o t e e h n o l o g y T r a n : f e r .

)是将农业新技术
、

知识和经验从它们起源 的

地点或地区应用到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新地 区的过程
。

它是一个为特定的农业技术寻找适宜环

境条件的过程
,
其中专家的任务是尽可能正确地预测农业技术转让后的结果和效益

,

避免重

大的
l

失误〔 ’ 。〕 。

土壤系统分类在农业技术转让中具有重要作用
。

因为一般的植物生理学和农学

试验往往忽视对土壤
、

气候等条件的细微测量
。

一个新品种能推广到哪些地区 ? 一个国家的

农业技术和经验能否适用于另一个国家? 要解决诸如此类的间题
, 我们不可能对每项措施都

进行试验
, 也不可能在每个地 区和每种土壤类型上都进行试验

。

但如果 仅按土壤表面的相似

性 (农民或非土壤学者 眼中的土壤 )为依据进行转让
,

又具冒险性
, 因为表面相似的土壤很可

能本身的性质差异很大
。

必须用规范的方法调查各种类型的农业环境的特征
,
才能预测它们

对某一农业技术是否合适
。

这时
,

土壤系统分类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

美国和南太平洋地 区的一

些国家建立了一些专门的农业技术转 让网络
,

它们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美国土壤 系 统 分 类

〔 1 0
,
1 1〕。

我国原来的地理发生分类用于农业技术转让至少有两个缺陷
:

首先是与国际上流行的土

壤分类缺乏联系
,

这使得国外的先进农业技术和信息如作物高产技术
, 土壤管理技术等很难

在我国有效地推广
;
其次是 以地带性划分土壤类型的方法常常掩盖 了土壤本身的性质差异

,

导

致转让失误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依据
, 土壤类型的划分反映了成

土条件
、

成土过程与土壤属性三者的结合
,
而且可以与国际土壤分类体系接轨

,
在农业技术

转让时就克服了原来的地理发生分类的两大缺陷
,

成为我国农业技术转让的有力的传输工具
。

四
、

在全球土壤变化研究中的应用

所谓
“

全球土壤变化研究
” ,

是指研究在 自然和人为条件下土壤圈与地球各圈层间的物质

迁移及转化规律
。

其 中包括土壤类型的形成
、

组合
、

分布及其物理
、

化学
、

生物学性质的时

空变化
、

土壤温室效应
、

土地退化
、

水土流失及环境污染等 〔 1 2〕。

目前
,

世界水土流失面积已

达总面积的 1 6
.

8% ,
每年还有 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沙漠化

,
约有 12 万公顷的土地发生次生盐

渍化
, 预计到 2 0 0 0年

,
每年因退化而损失的土地将超过 l o c。万公顷

。

随着土地退化的加剧
,

来

自土壤的 5 种温室痕量气体的释放也不断增多
, 它们对温 室 效应 的 贡献是

: C O
:

为 50 % ;

C H
`

20 % , N
:
O 切% ; 0

3 8% ; C F C 15 % 〔 , “ 〕 。

随着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增大
,

酸雨对土壤和

环境的威胁正在加剧
。

因此 , “

全球土壤变化研究
”

已引起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
,
被

列为当前及今后相当一个长的时期的全球范围的研究课题
。

有关世界上各种土壤类型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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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的信息
,
则是进行此项研究所不可缺少的资料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应 用

于
“

全球土壤变化研究
” ,

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提供丰富的土壤信息
,

而这些信息与国际上通

行 的标准是一致的或者是可换算的
。

它至少可在 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1
.

提供不同土壤类型和利用方式下温室痕量气体的释放情况
。

从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中至

少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得出影响或决定温室气体释放的因素 (如土壤 温度
、

湿度
、

有机碳储量
、

氧化还原状况
、

盐分含量
、

利用方式等 )
,

根据这些影响因素
,

通过建立温室气体释放模型
,

计算出温室气体的释放情况
。

2
.

提供环境变化对土壤资源演替和土壤性状及其形成过程的影响
。

主要是提供各种类型

的酸雨及其强度对土壤理化性质
、

土壤物质的迁移转化以及土壤发育过程的影响等
。

3
.

对土壤退化因子作 出评估
。

根据某个地区土壤系统分类的详细资料
,

可 以对各类土壤

的退化因子和潜在退化因子进行分析和评估
,

若能结合遥感和计算机技术
,

可有效地监测各

类土壤退化的发展
,
并进行预测预报

, 此外
,

还可通过一些针对性的试验
,
建立相应的防治

对策
。

4
。

为土壤环境保护
、

规划和监测服务
。

利用根据土壤系统分类建立的土壤信息数据库及

数据库的动态更新功能
, 监测土壤中某些污染物质的时空变化

, 及时地提供给有关部门
,

以

便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 避免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

总之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首次方案 )
”

在我国的科研和经济建设中将会发挥越米越大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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