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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我国土壤分类从

定性向定量的跨越
`

龚子 同 张甘 霖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南京 2 10 0 0 8)

〔关键词 〕 土壤系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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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层
,

诊断特性
,

人为土

1 背 景

分类是致力于发现
、

表征
、

命名
、

归类对象
,

以便

理解它的形成要素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 「̀〕
。

分类的

目的是鉴别和
一

认识
,

以及建立一个分类对象的有序

体系
。

分类是所有科学的基本需要
,

并且必须随知

识的增加周期性更新
。

土壤分类组织了关于土壤知

识
,

提供科学家之间交流的语言
,

并为土壤使用者提

供技术转移的工具
。

土壤分类的发展是伴随着土壤科学一起前进

的
,

并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 间内引领土 壤学 的发展
。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植物和动物分类的成功促进

了土壤分类的发展
。

但与植物和动物类相 比
,

土壤

分类面临更多的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
。

因为土壤不

像植物和动物个体那样易于区别
,

而是一个连续体
,

所以常会更多地依分类者观点去分割它
。

历史上以

地质学观点
,

将土壤分为花岗岩土
、

石灰岩土和砂岩

土等 ;从化学观点
,

将土壤分为氢质土
、

钙质土和钠

质土等 ; 而地理学家按生物气候条件和地带性将土

壤分为热带砖红壤
、

亚热带红壤
、

温带棕红壤等
,

后

者影响比较大
:

这一地理发生分类在我国土壤资源

调查
、

流域规划和土壤普查 中起了一定作用
,

但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
。.

如
,

该分类将分类和分区相混淆
,

强

调中心概念而边界不清
,

缺乏定量标准
,

使土壤分类

模棱两可
。

因此
,

面对土壤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
,

这

些从因子出发的分类
,

急需改进
。

上世纪 60 年代
,

由于农业现代化
、

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需要
,

对 土壤分类提出定量化的要求
。

经过

10 年努力
,

美 国提 出了以诊 断层 和诊断特性为基

础
、

定量化为特点的
、

可检索的土壤系统分类
。

使土

壤分类进入了新阶段
。

而在此期 间我国的土壤分类

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

从全球看
,

土壤学发源于温带

国家
,

人为作用对土壤影响强度不大 的地 区
。

我国

既有温带
、

又有热带
,

既有湿润区
、

又有干旱区
,

既有

自然土壤
、

又有大面积人为土壤
,

土壤的多样性在世

界上是罕见的
。

因此
,

任何一个土壤分类都不能完全

适合于我国
,

我们必须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创建适合于

中国实际的土壤分类
,

并为世界土壤科学做出贡献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支

持下
,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

开展了
“

中国土壤系统

分类
”

的研 究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

学院对这样基础性的工作给予长期和稳定的支持
,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的 2 个重点和 3 个面

上的基金资助
,

中国科学院提供的 4 期特别支持
,

还

有一些 国际合作项 目的支持
。

此项研究由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持
,

先后与 37 个科研单位和高

等院校合作
,

有 2 00 多位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土壤学

者参加
,

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

究
,

并取得 了重要进展 2[, 3〕。

2 主要成果

2
.

1 我国土壤分类由定性向定量的跨越

这是在我国土壤科学发展历史上
,

第一次 由中

国土壤学家自己制订的一个完整的定量的土壤分类

体系
。

( 1) 拟定了适合我国实际的诊 断层和诊断特性

( d i a g on
s t ic ho

r i z on
a n d d i a g n o s t i c c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

,

为

定量分类奠定了基础
。

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中
,

用

关

2 0 0 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奖项目
.

本文于 20 0 6 年 6 月 14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6. 05. 012



2 9 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0 6年

于鉴别土壤类别 (ta a x )的不是成土 因素
,

也不是某

一种土壤性质
,

而是具有一系列定量规定的土层或

特性
。

凡用于鉴别土壤类别 的
,

在性质上有一系列

定量规定的土层称为诊断层 ;如果用于分类 目的的

不是土层
,

而是具有定量规定的土壤特性 (形态的
、

物理的
、

化学的 )
,

则称为诊断特性
。

该分类共拟定

了 n 个诊断表层
,

2 0 个诊断表下层
,

2 个其他诊断

层和 2 5个诊断特性
。

( 2 ) 创建 了一个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为基 础

的
、

全新的谱系式土壤分类
。

整个系统共划分出 14

个土纲
、

39 个亚纲
、

1 38 个土类和 5 88 个亚类
,

并着

手建立了 7 50 个土系
。

( 3) 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检索系统
,

将鉴别指标

落实到具体类型上
。

每一种土壤都可以通过检索找

到 自己的分类位置
,

彻底避免了同名异土
、

同土异名

的弊端
。

( 4 ) 基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编制了一系列全国

性的区域性土壤图
。

俄 罗斯土壤学会副主席
、

莫斯科大学教授 V
.

T ar gu ial
n 4l[ 对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评论是

: “

他们完

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

基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编绘

了中国土壤图
,

出版 了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综合性

专著 ( 1 9 9 9)
,

将中国土 壤分类 的建议 (特别是人为

土 ) 引 入 W R B ( W o r ld R e f e r e n e e

aB
s e f o r 50 51

R es co er s)
,

这些都意 味着 中国土壤 科学在 现代化

中
,

以及在科学
、

经济
、

环境和农业发展 中的显著进

步
· · ,

…
,

这项工作也是 中国土壤学家对世界土壤科

学的重要贡献
” 。

2
.

2 科学界定了我国特有的土壤类型

我国许多土壤类型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 没有

的
,

科学界定这些土壤类型不仅解决了我 国土壤分

类问题
,

而且对国际土壤分类有重要借鉴意义
。

( 1) 创建一系列人为土诊断层
,

用以界定 我国

人为土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
,

人为活动影响之深
,

强度之大
,

是世界其他国家 不可 比拟 的
。

经土壤微

形态
、

植硅体和元素剖面分异的测定以及 14 c 断代
,

太

湖地区有 7 000 扔
.

P 的水 田
,

新疆和 田有 1 8 7 0 aB
.

P

的灌淤土
,

从广西石灰化水稻土看
,

1 6 7 5 a B
.

P 已开

始使用石灰
。

人为作用不仅通过修筑梯 田
、

平整土

地
、

人工堆积改变地形
,

同时
,

施用农家肥
、

磷质肥

料
、

草木灰和石灰
,

以及灌淤和洗盐等措施改变土壤

性质
。

在分析水耕
、

灌淤
、

肥熟和堆垫过程 的基础

上
,

创建了包括灌淤土
、

堆垫土
、

肥熟土和水耕人为

土在内的人为土图
。

( 2 ) 创立低活性 富铁层 ( L A c
一

f e
r r ie h o r iz o n )作

为鉴别季风亚热带的富铁土

我国有 2 只 1护 ( km )“ 的季风亚热带土壤
,

这也

是世界上沿北 回归线附近少有的湿润区域土壤
。

其

特点是 具有低 活性私粒 和富铁特性
,

主要指标 为

CE q ( + ) < 24
Cm ol k/

g 私 粒 和 细 土 游 离 铁 妻

14 9 / k g 等
。

中国土壤学家在国际上率先创立了低

活性富铁层
,

即根据土壤 电荷特性对亚热带土壤进

行分类
。

实现 了美国土 壤系统 分类创始 人 G
.

D
.

Sm it h 想实现而未实现的愿望
。

( 3 ) 提出干旱表层 ( a r i d i c 即 i p e d o n )代替干旱水

分状况来定义干旱土

西北内陆具有我国特有的寒性
、

积盐
、

超盐和盐

磐干旱土类别
,

是世界上干旱土宝库
。

长期 以来美

国土壤系统分类用干旱土壤水分状况来定义土壤
,

而干旱土壤水分状况并不完全是土壤性质
,

我们提

出以土壤微形态特征为基础 的干旱表层 (照片 )代替

土壤干旱水分状况来定义干旱土
。

( 4) 创立了反映青藏高原土壤原始性的诊断表

层— 草毡表层 ( M a t t i c e p i p e do n )

地处
“

世界屋脊
”

的青藏高原土壤有类似于极地

而又不同于极地的特点
。

据此
,

除划分出寒性干旱

土和寒冻雏形土两个亚纲外
,

特别提出了高寒草甸

植被下具有高量有机碳有机物质的反映青藏高原原

始性的诊断层— 草毡表层
。

( 5) 建立 了南海诸 岛土壤 的富磷特性 和磷磐

( P h o s p h i c p r o p e r t y a n d p h o s p h i p a n )

根据南海诸岛的 自然条件和鸟类活动下磷素积

累形成的土壤的特点
,

提出了土壤的富磷特性和磷

磐
。

美国农部资深土壤学家 R
.

w rA
n d d困 指 出

:

“

中国独特的诊断层和诊 断特性的提 出与定义是对

世界土壤学的主要贡献
。

欲解决全球尺度问题
,

须

获得全球尺度的数据支持
。

该书无疑会受到国际社

会的热烈欢迎
” 。

2
.

3 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人为土分类体系

德国大气化学家 c r az en 〔7 〕认为
,

自瓦特发明蒸

汽机以后
,

人为作用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地质营

力
,

提出了 A n t h or p o e e n e ,

即
“

人类世
”

的概念
。

v i
-

ot us
e k 等 8j[ 也认为人类对地球表 面的改变是深刻

的
,

而且在加剧
,

并估计 州 3一 1 2/ 的地表 已被人类

行为改造
。

作为地表最活跃部分 的土壤
,

随着人 口

增加
,

工业化
、

城市化和集约农业的发展
,

人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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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的影响越来越大
。

我们现在看到的土壤越来

越远离 自然状态
,

人为作用的烙印 日益加深
。

许多

土壤学家早已注意到人为因素的重要性
。

但人为作

用方式各异
、

强度不 同
、

人为类型复杂
,

难以表达
。

只有中国土壤学家提出了一系列人为诊 断表层
、

水

耕氧化还原诊 断表下层和有关诊断特性为基础
,

把

纷乱复杂的人 为土作了系统分类
,

同时这也为明确

人为因素是传统的五大成土因素之外的另一大成土

因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 1) 剖析人为土壤发生过程

从人为土历史
、

性质变化和人为搅动
,

特别是人

为作用下土壤脱盐
、

复钙
、

富盐基
、

磷的积 累
、

有机碳

的动态
、

水分的变化方面
,

提出了人为土壤的发生过

程 ( A n t h r o p e
d 〔) g e n e s i s )

,

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条件下的

人为土发生过程
。

提 出水耕熟化过程的同时
,

指 出

水耕淋溶作用是 由机械
、

溶解
、

还原
、

络合和铁解 淋

溶所组成
,

结合微形态观察和特征微 区化学成分电

子能谱测定剖析了水耕人为土还原淋溶和氧化淀积

过程 ;灌淤旱耕人为土的形成是由灌溉淤积
、

灌水淋

溶和灌淤培肥所组成 ; 土垫旱耕人为土的形成是 由

土垫作用
、

复钙过程和土垫培肥所组成 ; 肥熟旱耕人

为土的形成是 由有机质积累
、

磷 的富集和旱耕培肥

所组成
。

( 2) 建立了一系列人为土诊断层

如水耕层系列 (水耕表层
a cn ht osr t

agur
c eP IeP do n 、

水耕 氧 化 还 原 层 h y d r a g r i c h o r i z o n )
、

土 垫 特 性

( e a r t h
一 c u m n li c f e a t u r e s )

、

泥垫特性 (m u d
一 c u m n l ic f e a

-

t u r e s )
、

灌淤表 层 ( a i t i g i c 即 i p e d o n )
、

肥熟表 层 ( f im i e

e p i p e d o n )和磷质耕作淀积层 ( p ho
s 一 a g r i c h o r iz o n )等

。

( :3) 在世界上首先建立了人为土纲的诊断体系

在土壤分类历史上首次以诊断层的诊断特性为

基础
,

创建了人为土的分类体系
,

将纷乱复杂的人

为土进行了科学的区分和系统的表达
。

俄国土壤学家〔9〕指出
: “

中国土壤学家十分详细

地创建了人为土分类
。

国际土壤分类组织 ( W R B )

的人为土分类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人为土分类基础

上的
。 ”

国际土壤学会联合会土壤分类 委员会主席

aH ir sE w ar an l0[] 指出
: “

人为土纲的建立是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重要创新之处
。

人为土纲的概念
,

设立人

为土类别的需要在 国际上 已存在几十年
,

但 只有中

国土壤学家给出了明确
、

详细和准定量的涵义
。 ”

3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在国内外的影响

3
.

1 是我国土壤分类发展的
“
里程碑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自建立 以后 已经得到引用
。

三次修订 的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 方案共 已发行上万

册
。

据检索中国引文数据库 ( C S CJ〕 )不完全统计
,

项

目组发表文章被引用 1 4 1 1 次
。

1 9 9 6 年 中国土壤学

会正式将此分类作为我国标准分类 向全国推荐
。

同

时
,

应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编制了一系列全 国性
、

区

域性的不同比例尺土壤制图
。

与此同时
,

该分类体系已经广泛地进人教科书
,

如李天杰等的《土壤地理 》 ( 2 0 0 4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和黄昌勇主编的 《土壤学》 ( 2 0 0 2
,

农业出版社 )等 10

本教科书引用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同时
,

陈述彭主

编的 <地球系统科学》 ( 1 9 9 8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

李家熙主编 (中国生态地球化学图集》 ( 1 9 9 9
,

地质 出

版社 )和何康主编的 《农业大词典 》 ( 1 9 9 8
,

中国农业

出版社 )等 20 多部辞书和专著都引用了中国土壤系

统分类
。

在实践上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也逐步成为土壤

制图和评价的基础
,

在土地利用
、

土壤资源评价
、

因

土种植和环境变化研究等方面应用中发挥了作用
。

许多土壤学家指出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的建立

是我国土壤分类发展历史上的
“

里程碑
” 。

3
.

2 成为世界主流土壤分类之一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己得到各 国的认同
,

并 已经

跻身世界主流分类行列
。

国际土壤学会联合会全面

介绍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
、

全盘采用 中 国人 为土分

类 〔川
,

在第 1 5
、

16
、

17 届国际土壤学会大会上
,

项 目

主持人均应邀作中国人为土报告和介绍
。

在美国
,

被称为世纪之交土壤学 巨著的 《土壤科

学手册》用 8 页详细介绍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2 〕
,

在

美国出版的 《土壤百科全书》将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作

为专门词列出 〔̀ 3〕
,

H
.

E s w ar an 等主编的 <土壤分类》

一书
,

专章介绍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14[ l
。

在俄 罗斯
,

俄罗斯科学院生物研究所长篇介绍

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圈
,

俄罗斯土壤学会副主席 v
.

0
.

T ar gu ila
n 4[] 撰文称

:: “

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是革命

性的转变
。 , ,

莫斯科大学 M
.

E
.

G e r a s i u n o v a ( 2 0 0 3 )等

所著的 《人为形成的土壤》 (俄文 )一书中也引用了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
。

在 日本
,

日本农林水产省 国际农林水产研究中

心全文翻译了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
,

日

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
,

在 《农耕地土壤分类 (第三

版 ) 》 中积 极评价 并 弓}用 了 中 国土 壤 系 统分 类

( 1 99 5 )
。

还有
,

日本农林水产省近藤鸣雄在 《森林立

地》杂志上 ( 1 9 87 )
、

日本大学山本一彦在 《土壤学家》

杂志上 ( 1 9 9 2 )
,

京都大学久马一刚在 (水稻土科学》



2 9 6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0 6年

( 2 0 0 4) 一书中对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作了积极评述和

介绍
。

迄今为止
,

数十个国家数百封来函索要
“

中国土

壤系分类
” 。

在亚洲 国家如 日本
、

韩 国
、

以色列
、

印

度
、

印尼
、

越南
、

土耳其
、

伊朗
、

不丹
、

阿联酋和科威特

等国家来函索要
“

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 (英文版 )
” ,

希

望以此为参照建立本国土壤分类
。

日本土壤学会将

中国土壤分类作为世界三大分类之一向全国土壤学

家介绍
。

H
.

E s w ar an 称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亚洲

土壤分类的基础
” 。

3
.

3 人为土分类成为国际人为土分类的标准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人为土分类方案被国际

土壤分类组织 (w R B )全盘采用 [川
,

并成为其标准 ;

项 目主持人 15 年来一直是 国际土壤分类组织的指

导委员会成员
,

兼人为土分类主持人 ; 同时项 目主持

人应邀协调美国人为土分类
。

鉴于中国在研 究人为

土分类方面的成就
,

1 9 9 8 年在中国召开国际人为土

分类会议 ;并在国际土壤学会联合会主办的 eG do er
-

m a
杂志上 ( v ol

.

1 15
,

2 0 0 3) 出版了中国人为土专辑
。

4 结束语

由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充分把握了我国独

特的 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
,

经过大量的基础研 究和

积累
,

创建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全新的土壤分类
,

从而使中国土壤分类进入 了定量化的新阶段
,

并在

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

在人为土分类方面更为世界

同行所认同
。

总之
,

随着资料 的积累中国土壤分类内容越来

越丰富
,

中国土壤分类顺应土壤科学
,

其实也是 自然

科学的发展趋势
,

逐渐从定性分类向定量分类发展 ;

由引进国外土壤分类并加以改进
,

进而结合本 国实

际自主制定完整的土壤分类
。

当然
,

随着科学的进

步和资料的积累
,

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将继续不断地

发展
,

而定量分类的方向看来是不可逆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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