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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取得我国土种与土系研究成果的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本文简述了土种与土系的概念及其区

别、土种与土系的参比原则和依据，以海南岛土壤为例进行了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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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壤科学的发展，土壤分类在理论上、方

法上也日趋完善，并在应用实践中显示其生命力。

以我国土壤分类而言，50 年代以来我国主要采用发

生分类系统，以土种为主要基层分类单元，开展了

一系列的区域性和流域性的调查与制图，并完成了

全国乡区级乃至全国性的土种资料汇编供有关科

研、院校及生产管理部门采用。但发生分类多少是

一个定性的分类，在实践应用中有一定局限性。随

着国际上土壤诊断定量的系统分类推行，自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进行了土壤系统分类研究，之后又开展

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基层分类研究，土系划分研

究成果也逐步普及，在实践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 

尽管土种与土系都是具有实用意义的基层分类

单元，因分类体系不同而存在着很大差别，在目前

我国两种分类制并存的情况下，开展我国土种与土

系的参比研究，既推动土壤基层分类学术交流，并

将参比成果用以实践，以满足有关科研、院校及生

产部门对土壤分类学科的需要。 
 

1  土壤基层分类中的土种与土系 
 
土种与土系均属土壤分类中的基层分类级别，

各自代表了一群土壤剖面形态与属性或发育程度相

似土壤个体的组合，是构成一个完整土壤分类系统

的基础，也能为土壤大比例尺制图、资源开发利用、

环境治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服务，但因分类体

系的不同而存在着很大区别。 

1.1  土种与土系 

 

 

土种（Âè�û）一词是前苏联地理发生分类中的一

个基层分类级别名，该分类常用的由土类、亚类、

土属、土种、变种 5 级所构成，土类为高级分类的

基本单元，土种是土属的续分，也是变种的归纳。

在发生分类中，土类为发育在同样生物气候条件和

水文地质条件下、土壤的主导形成过程有明显的方

向性，由成土过程所决定，而基层单元土种则按主

要成土过程发育程度划分[1]。土种制的命名是采用

连续名，即在土类名称前加上亚类和土属的词汇构

成，系统性强，也易理解，但文字冗长。 

而土系（Soil Series）是 20 世纪初美国用以划

分土壤基层单元的名称，是大土类下的一个基层分

类级别，但早期美国的土系曾具有地质学的涵义，

把土系当作土壤起源相同而质地不同的一群土型
[2]，在受到俄国土壤发生学观点影响后即按剖面中

各土层颜色、质地、结构等形态特征来划分。土系

的命名采用地方名，当时美国的土系独立性强，但

存在着与大土类脱节的现状 [2~5]。自 40 年代起直至

60年代，美国土壤学家探讨了土壤实体最小的体积，

提出单个土体（Pedon）与聚合土体（Polypedon）

的见解[2, .5, 6]，并明确土系是一群土层排列和分异特

性相似的土壤或聚合土体[6]，这就为土系概念的建

立作了精辟的论述，也为美国《土壤系统分类》的

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国土壤分类历经变革，在上世纪 30 年代曾采

用美国土系制，50 年代起便改用前苏联土种制，但

不同时期的土种概念及划分依据有所区别：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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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我国基本上全部采用前苏联的土种制；50 年

代末的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中，普遍注重农民识土

辩土经验并应用群众俗名来划分土种；70 年代末开

始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中，由土壤工作者提出的

土体构型来划分土种[3. 4]，开始将土种的划分建立在

土壤剖面的形态及其属性基础上。借助 60 年代以来

国际上诊断定量分类的发展影响，在 1985 年全国土

壤基层分类学术讨论会上也提出具有美国新土系概

念的土种见解，并提出新土种的划分方法[7]，这是

我国土种概念上的新进展。但就全国来说，由于长

期受前苏联土种制的影响，全国各地土种的定义、

划分及命名方式仍很不一致和存在着不平衡状况，

我国的土种仍是依附于土类而存在的分类单元。为

发展我国土壤分类学科，自 1985 年起我国开展了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并于 1995 年恢复了土系的应

用，当今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土系，是所属各高

级单元按诊断定量指标逐级续分的基层分类单元，

具单个土体、聚合土体的实体概念，是按易以鉴别

的特性及所属高级单元的分异属性来划分，并密切

联系微域景观条件，通常按控制层段中土层的种类、

厚度、排列以及土层的理化性状与土壤颜色、结构、

裂隙、新生体等等[6.8]，已有研究[9~13]表明，我国土

系划分研究已步入新阶段。 

1.2  土种与土系的区别 

土种与当今土系因分类体系而有重大区别，主

要表现在： 

(1) 分类原则。土种是地理发生分类中的基层

单元，该分类以土壤发生学为依据，着重考虑土壤

的形成条件、过程和属性，强调土壤的地带性分布

规律，由于土类是在同样生物气候和水文地质条件

下的土壤，则土种是土类下的基层单元，受制于生

物气候条件，并随土类而存在。而土系是系统分类

中的基层单元，该分类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

强调土壤属性是主要依据，土系按所属高级单元的

分异特性来划分，土系的鉴别及特性指标限于在土

族及其以上分类单元的特性指标范围内，而且土系

的鉴别特性是土层排列等普通和易以观察的，具有

自然客体特征。 

(2) 研究对象。地理发生分类是按土壤发生学

理论的假说推导，在一定的生物气候带内有着一致

的成土过程并形成相应的土壤，加之成土过程及划

分土种的发育程度没有明确的土壤限定属性，土种

就成了抽象化的分类单元；我国曾借助于肥力程度

及耕性来划分土种，此非土壤本身属性，同时也不

具稳定性；借助于土体构型来划分土种，则具有模

式化与多元化弊端。而系统分类中的土系则相反，

它是建立在单个土体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小体积的

土壤来研究，足以反映控制层段内土层种类、排列

和形状，以及侧面上的起伏变化等性状，并与微域

生境条件一致，能客观反映土壤性状及其演变规律，

具有真正土壤实体概念。 

(3) 指标体系。因土种所属的高级别土壤，在

性质上无严格的定量界限，由此也难以保证同一土

种级别内每一土壤个体在性质上的基本相似，加之

不同土壤的土种划分依据具多元性，具体划分时呈

单一性，造成发生分类中的土类至土种不具土壤性

质与指标上的必然联系。即便有的土种有规定的性

质指标，也是人为设定的部分定量与半定量的量级

指标，因此发生分类中的土类在性质上不可能是土

种的归纳。土系所属的高级别土壤在性质上有明确

的限定界限，即按诊断层与诊断特性检索划分的界

限，且规定一个土系只能是归属于一个高级别土壤，

高级别土壤的重要性是所属土系性质的归纳，在系

统分类中由土纲到土系存在着重要性质上的联系。

同时，土系的划分是以实体为基础，综合了土壤的

形态及包括土壤矿物学在内的理化性状，通过规范

化描述记载，有定量指标，克服了因对划分依据理

解不同而导致分类上的任意性，经规范化和量化的

土壤性状资料能储存交流。 
 

2 土种与土系的参比 
 

为挖掘我国现有土壤信息资料的使用潜力，开

展土壤参比研究是一重要途径。从严格意义上讲，

土种与土系在分类原则、依据及指标上存在着很大

差异而很难比较，但由于基层土壤类型的实体性相

对较强，根据具体信息资料，运用土壤发生学原理

作分析比较，可获得近似参比效果，但应遵循以下

原则与依据。 

2.1  参比原则 

(1) 以属性为主要依据。应在诊断定量的系统

分类理论指导下，以土壤属性为主要依据，自高级

分类单元至基层分类单元作系统鉴别和比较划分，

方可保证参比土壤的属性及其在统一系统分类位置

中取得基本一致。 

(2) 实体为对象。土系具有很强的实体性，而

土种概念抽象，属性模糊，用代表性土种剖面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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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因带有具体信息资料，可与土系作参比。 

(3) 联系景观条件。以土壤发生学原理来研究

土种与土系与其地理分布区域的相关性，在均取得

一致情况下，方可作同一参比单元。 

2.2  参比依据 

土种与土系的参比依据应是多方面的，鉴于土

种数据资料相对欠缺，在具体参比时，应在现有数

据及有关信息基础作综合分析判断，主要依据是： 

(1) 土壤的地理分布区相似。土壤是一个自然

地理实体，每一类土壤均占有与其属性相一致的地

理区域，分类级别愈低的土壤，其地理分布区愈受

限制。由于土系只是占有较小的地理分布区乃至微

地理区域，与之参比的土种其较小的地理区分布特

征应相似，这是土种与土系参比的重要前提。 

(2) 成土物质类型与属性相似。发生分类中常

以成土母质的岩性类型为土属划分依据，往往将不

同发育阶段或属性不同的土壤作为同一土属单元，

由此造成土种划分的混乱。而系统分类则重视土体

上部层段中土壤基本属性对土壤发育的影响，取得

控制层段内成土物质类型与属性相似，才能为进行

土种与土系的参比奠定基础。 

(3) 土壤形态与理化性状相似。土系具有从土

纲到土族以及自身的一系列特有形态与属性，与之

参比的土种必须与之取得基本一致，包括土壤色值、

潜育特征、粘粒胶膜、裂隙与滑檫面等形态特征，

以及粘粒含量、阳离子交换量、游离铁、全钾、有

机碳等理化特性。同时，在土壤高级分类单元性状

鉴别基础上，还应重视剖面中各特征土层的种类、

厚度和排列等状况，只有当参比土壤的重要诊断性

状与个体鉴别性状基本相似时，方可作为同一参比

单元。 

2.3  参比实例 

据上述土种与土系参比原则与依据，现以海南

土种志[14]及海南岛土系概论[15]中部分土种与土系

为例作具体参比（表 1）。 

(1) 水稻土类土种的参比。海南岛的水稻土分

布范围广、成土母质类型多，续分的亚类与土种较

多。据资料[2. 3. 16, 17]发生分类中的水稻土与系统分类

中的水耕人为土相当，水稻土中主要类型的确立及

其中心概念与水耕人为土中主要类型相似，根据各

土种的地理分布区、成土物质类型与属性，以及土

体中氧化还原作用的特征和剖面分异状况，将有利

于土种与土系的参比。例如：赤冷浸田土种与上东

村系参比；麻冷浸田土种与白类村系参比等等。 

(2) 砖红壤类土种的参比。在海南土种志中，

该类土壤分布于全岛山丘、岗地、台地，也包括西

部的丘陵山地与阶地，成土母质多样，其续分的亚

类与土种甚多，据资料[14~17]，砖红壤其中心概念[17]

可与湿润铁铝土相似，经参比表明：只有分布在东

北及中部的缓岗阶地及台地上、并有更新世玄武岩

或花岗岩风化沉积物及更新世浅海沉积物发育的砖

红壤，因具有强脱硅富铝发育征状与湿润铁铝土相

似。因此可根据土体色调、颗粒组成等区分是玄武

岩风化沉积物抑或花岗岩风化沉积物，再按土体厚

度及有无铁结核层等剖面特征作土种与土系的具体

参比，例如赤土与福山系、灰赤土与琼山系和罗梧

村系的参比等。分布在丘陵区或在残坡积物上的另

些砖红壤土种，据其属性与地理分布区只宜与湿润

富铁土和湿润雏形土中的土系作参比。 

(3) 赤红壤、黄壤类土种的参比。赤红壤、黄

壤在发生分类中均属脱硅富铝化发育过程的土壤[14. 

16. 17]，大部分丘陵区的赤红壤土种其中心概念[17]可

与湿润富铁土中的部分土系参比，例如中页赤红壤

与南方系、页赤红土与晨星系的参比等。另些赤红

壤的土种及黄壤土种，因土壤发育年幼，只宜与湿

润雏形土的土种作参比。 

(4) 燥红土类土种的参比。发生分类中的燥红

土，在海南岛分布于西部及西南部海拔 10 ~ 60 m 的

台阶地上。据资料[14. 16]，燥红土其中心概念[17]与干

润富铁土和干润淋溶土相似。经参比表明：只有在

沿海阶地上、具有半干润土壤水分状况的土种如浅

海燥红土可与小岭系参比，而另些燥红土土种位于

低丘台地，并具湿润土壤水分状况，只宜与湿润淋

溶土参比，如麻燥红土与保丁村系参比；在滨海阶

地上发育度低的土壤虽具半干润土壤水分状况，只

宜与干润雏形土中的土种参比，如灰浅燥红土与乌

烈系的参比。 

除上述以外，海南岛尚分布有火山灰土、酸性

硫酸盐土、风沙土、紫色土、新积土等，这些土壤

发育年幼，母质属性明显，根据土壤的地理分布区，

成土物质属性及土壤剖面性状即可进行土种与土系

的参比。 

总之，开展土种与土系的参比，必须认识两种

分类制及土种与土系基本概念为前提，具体参比时

应以实体为对象、属性为依据，就现有的理化性状

及有关信息，运用土壤发生学原理及系统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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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南土种与土系的近似参比 

Table 1  Primary correlation of soil species and soil series of Hainan Island 

土种 土系 主 要 依 据 

水稻土 潜育水耕人为土  
    赤冷浸田     上东村系 玄武岩台地沟谷低处，青灰色粘壤土，强潜育作用 
    赤低青泥田     三江村系 玄武岩台地沟谷低处，棕灰色粉砂粘壤土，心底土潜育 
    麻冷浸田     白类村系 花岗岩台地沟谷低处，青灰色，潜育作用强，粘壤土、砂壤土 
    冷底田     什骋村系 花岗岩丘陵沟谷，青灰色，潜育作用强，砂壤土至砂质粘壤土 
 铁聚水耕人为土  
    谷积沙泥田     美偶村系 缓岗宽谷，黄橙色砂壤土，多锈纹斑 
     简育水耕人为土  
    浅海底青泥田     南明村系 滨海沉积，淡灰色，底潜，砂壤土至粘壤土 
    麻赤土田     后田村系 花岗岩台地及丘陵沟谷，黄橙色，砂壤土，多锈纹斑 
火山灰土 湿润玻璃火山灰土  
    中火山灰土     雷虎系 火山喷出物发育，暗棕红色，砂壤土、壤土，厚 50cm 左右，多火山砾 
 腐殖质湿润火山灰土  
    灰火山灰土     永兴系 火山喷出物风化，土体厚，暗灰，壤土至粘壤土 
砖红壤 暗红湿润铁铝土  
    赤土     福山系 玄武岩台地，红棕色粘土，深厚，具腐殖质特性 

灰赤土 琼山系与罗梧村系     玄武岩台地，红棕色粘土，深厚，底部可见铁结核 
    灰铁子赤土     排市村系 玄武岩台地，红棕色粘土，心土有铁结核 
    浅海赤土     新桥镇系 滨海阶地，浅海沉积物发育，红棕色粘土，心土有铁结核 
 简育湿润铁铝土  
    黄赤土     三门坡系 玄武岩台地，土体深厚，黄棕色粘土 
    灰浅海赤土     新洲系 滨海阶地，浅海沉积物发育，黄棕色砂壤土、粘壤土 
酸性硫酸盐盐土 潮湿正常盐成土  
    灰硫酸盐土     东寨港系 红树林下，蓝灰色壤粘土，具盐积层、硫化物物质与潜育特征，强酸性 
燥红土 简育干润富铁土  
    浅燥红土     小岭系 西部沿海阶地，浅海沉积物发育，橙色砂壤土至砂质粘壤土 
赤红壤 粘化湿润富铁土  
    中页赤红壤     南方系 砂页岩丘陵区，棕红色、橙色粘壤土、粘土，底土多半风化体，具粘化及腐殖质特性 
    麻黄赤红土     翰林系 花岗岩或片麻岩丘陵，黄橙色粘壤土，深厚，土壤黄化与粘化 
砖红壤   
    麻赤土     培瑞村系 花岗岩丘陵岗地，红棕色砂质粘土，底土多半风化体，粘化，全钾高，交换量低 
赤红壤 简育湿润富铁土  
    页赤红土     晨星系 砂页岩高丘，粘壤土至粘土，棕红色，深厚，全钾量高 
    麻赤红土     新星系 花岗岩丘陵区,棕色粘壤土,底土多碎屑,砂壤土 
砖红壤 酸性湿润淋溶土  
    灰浅黄赤土     美训村系 滨海阶地，浅海沉积物发育，黄棕色砂粘壤土，深厚，酸性，粘化，全钾高 
    灰页赤土     王五系 砂页岩低丘台地，黄棕色壤土，酸性，粘化，全钾高，心土以下多半风化体 
燥红土 铁质湿润淋溶土  
    麻燥红土     保丁村系 西部花岗岩低丘台地，红棕色砂粘土、壤粘土，粘化，心土以下多半风化体 

灰麻燥红土 万达村系 西部花岗岩低丘台地，红棕色砂粘土、壤粘土，粘化，土体深厚 
铁质干润雏形土  

灰浅燥红土 乌烈系 西部滨海阶地，浅海沉积物发育，棕红色砂壤土 
紫色土 紫色湿润雏形土  
    中紫色土     志针系 紫色砂页岩丘陵区，红紫色砂壤土、壤土，土体厚 50cm 左右 
    紫色土     阳江系 紫色砂页岩丘陵区，紫色，厚度约 1m，上部砂壤土，下部砂粘壤土 
黄壤 铝质湿润雏形土  
    麻黄土     坝王岭系 花岗岩中山区，土体厚 1m 左右，黄色粘壤土，酸度高 
    页黄土     毛感系 砂页岩低山区，土体厚，黄橙色壤土、粘壤土，酸度高 
砖红壤   
    中麻赤土     蓝泽系 花岗岩丘陵区，黄橙色粘壤土，土体厚 60-80cm，全钾高，酸度高 
 铁质湿润雏形土  
    灰麻赤土     龙则系 花岗岩丘陵区，黄橙色粘壤土，土体深厚，全钾高 
赤红壤   
    灰麻赤红土     大凯系 花岗岩低山区，土体厚 1m 左右，棕色粘壤土，全钾高 
    灰麻黄赤红土     富克系 花岗岩低山丘陵区，土体深厚，棕色砾质砂壤土，全钾高 
风沙土 潮湿砂质新成土  
    固定沙土     欧村系 东部滨海沙地，棕色单粒状砂土，或含珊瑚碎屑，彩度低 
 干润砂质新成土  
    流动沙土     昌江系 西部滨海沙丘，棕色砂土，单粒状，松散 
新积土 潮湿冲积新成土  
    潮沙泥土     南渡江系 沿河滩地，砂壤土夹有粘壤土，有锈斑或低彩度 
赤红壤 湿润正常新成土  
    麻赤红性土     山圃岭系 花岗岩低山丘陵区，土体厚，黄橙色砾质砂壤土，底土多半风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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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指标，逐级划分、鉴别、比较，在取得土壤环

境条件、形态与属性基本一致情况下，可作为同一

参比单元，由此确保参比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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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OF “SOIL SPECIES” AND “SOIL SERIES” 

— A CASE STUDY OF THE SOILS OF HAINAN ISLAND  

 

DU Guo-hua   ZHANG Gan-lin   GONG Zi-tong 

(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Nanjing  210008 ) 

 

Abstract   “Soil species” and “soil series” are the bottom categories in the soil genetic and soil taxonomic 

classification systems. Their conceptions and differences and principles and criterion fo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were discussed. On such a basis, a case study of the soils in Hainan Island was conducted.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to facilitate exchange and sharing of findings in the research of soil classification and other soil information.  

Key words   Soil species, Soil series, Genetic classification, Taxonomic class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