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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稻土分布面积广朋
,

是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基地
,

在国民杯济
�

� 有着极其重要的

价值和地位
。 � � � � 年

,

我国土壤研究机构成立以后
,

水稻土分类的研究
,

就巳为我国土壤

学家所注意
。

自 � �� � 年侯光炯
、

禺溶之研究江西南昌区水稻土��� 开始
,

至 � �� � 年简熊

毅
、

侯光炯
、

朱道青和禺溶之等�� 一叼对水稻土的生成
、

分类命名都有所研究
。

解放后
,

水稻

土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

其中以研究水稻土的某些性厦和低产田的改良居多
,

为进一步研

究水稻土的分类
,

提供了很多材料
。

其简某些苏联土壤学家如 �
�

�
�

格拉西莫夫
、

�
�

�
�

舒兀洛夫等对我国水稻土的分类提供了意晃 �� 
。

在这一时期内
,

水稻土分类方面
,

有人主张按水稻土水分影响而分为淹育
、

璐育和漪

育三个亚类 �� � 有人�� 将水稻土直接划分为硷性�石灰性�
、

中性和酸性三个亚类�� ! 也有人

提出把水稻土作为某一地带性土壤的亚类划分出来
,

如肛壤性水稻土
、

黄壤性水稻土

等�� 
。

�
�

�
�

舒瓦洛夫意觅
,

水稻土划分为温带腐殖厦水稻土和亚热带腐殖盾水稻土
,

并按腐殖厦的多少来划分亚类 �� ,���
。

但所有这些分类因为材料不足
,

都没有能获得广泛

的应用
。

自 � � � � 年开始
,

到 � � � � 年广泛开展的布众性土壤普查运动拾我国水稻土分类命名

开辟了一个新的彼域
,

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土壤分类命名的内容
。

我国广大农民握过几千年来的辛勤劳动
,

培育和创造了现有的耕作土壤
,

特�� 是水稻

土 � 在这一过程中
,

基于农民对土壤的了解提出了相应的土壤分类和命名
,

它俩从生产中

产生
,

并用来为生产服务
,

和生产有着天然的联系
,

因此在土壤命名
�

上常直接反映了土壤

肥力以及在生产
�

上存在的简题
,

有时还包括了今后的改良方向
。

整个土壤
,

特别是土壤肥力
,

处在一个运动的过程中
,

这个概念在农民的分类命名中

非常明确
。

从一种士壤
,

通过一定的措施
,

可以进化为另一种士壤 �在另一种情况下
,

耕作

不当
,

一种土壤可么退化为另一种土壤
。

这是我国农民实践中所产生的耕作土壤的发生

学
,

农民运用它来改良土壤和提高士壤肥力
。

农民的分类命名不仅在观点和内容
,

�具备了这样的优点
,

而且善于运用 当地农民最

熟悉而筒拣的藉言来形容土壤
,

如用扁
、

灰
、

紫
、

杠
、

黄
、

青
、

白
、

黑等表示肥力变异
,

胶
、

泥
、

粉
、

砂
、

砾代表厦地 � 酥
、

检
、

板
、

烂
、

死禽明耕性 �并以冷
、

湿
、

粘
、

拮
、

咸
、

酸等反映土壤在生

产上存在的周愚
。

最形象的是农民用家畜和家禽的特点来象征土壤的性盾
,

如
“禺

、

牛
、

羊
、

鸡
、

犬
、

采
, ,

六畜的名称在农民的土壤命名中握常被应用
。

一般一种土壤的名称只有三个

单字
,

有的只有二个
,

最多也不过五个
,

而在这几个单字中常概括了土壤厦地
、

颜色
,

以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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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产生的耕作特性
、

肥力水平和生产
�

卜存在的简思等
。

在郭述这些土壤分类命名的时候
,

我国土壤学家在过去从事的研究工作
,

虽有一定的

科学根据和学术价值
,

但这些工作的根本的缺陷
,

在于缺乏草众观点
,

分类命名中生产性

不够
,

因而不能在实际中应用
,

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研究者的思想款栽所限制的
,

因此

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土壤分类命名
,

科学工作者必填深入实际
,

总拮农民握脸
,

这是丰富

土壤科学知栽的无穷的泉源
。

农民的土壤分类命名的优点是很突出的
,

但是有一点应歌提出的
,

即由于农业生产的

区域性很孩
,

加
�

� 这样丰富的农民握脸从未有人作过系枕整理
,

所以不免有同名异土
、

同

土异名的现象
。

这不是农民的土壤分类的缺点
,

而是它所产生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

但是

在整理和提炼农民土壤分类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了
。

我俩很庆幸
,

我国农民为我俩土壤科学创造了丰富的射产
,

我国土壤学家多少年来或

多或少也积累了一些材料
,

加
�

�
,

解放以后我俩学习了苏联的土壤发生分类
,

这就使我俩

有可能在布众性土壤普查的基础
�

�
,

吸取苏联和其他国外学者的握脸来衬渝水稻的发生

分类
,

本文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献
。

一
、

水稻土是特殊的耕作土级

�一� 水稻土是人为活动的产物

水稻土是人为活动的产物
。

在 自然界没有水稻土的发育
,

只有在人类定居耕垦以后

才有水稻土的出现
。

水稻土几乎是所有耕作土壤中人为作用最深的土壤之一
。

当人类活

动改变了原有的生物小循环和地盾大循环的秩序
,

并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以后
,

人俩年复

一年的在与灌溉和耕作的同时
,

将大量的肥料
,

特别是有机肥料施入田简
,

并从田简带走

全部收获物
,

甚至包括其童禅
,

如此周而复始
,

使土壤逐渐改变了母厦所遣留抬宅的性盾
,

形成了水稻土所特有的形态
、

理化性厦
、

耕性和生产特性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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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 南方水稻 土发 生分 类简 邃 牡

孩度几乎完全被人俩所掌握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这一过程使土壤的肥力不断提高
。

�� 土壤肥力飞跃发展 � 人为的作用使水稻土的肥力飞跃发展
。

一般酸性水稍土握

过一个时期的灌溉
、

耕作和施肥后
,

土壤酸硷度
、

阳离子代换量和盐基鲍和度迅速提高
,

矿

物盾养分大大地丰富起来
,

磷酸盐的有效性增加
,

稍态氮棘化为铁态氮
,

使氮素不易担失
,

相应的
,

土壤的援冲性能增孩 �图 ��
。

与此同时
,

土壤的物理性盾也在改善
。

袒厦土由于

施肥和客土而砂性诚权 �粘盾土刻相反
,

粘性减小
。

从土壤拮构来看土壤的拮构的量和盾

亦有向上发展的趋势
。

随着水稻土肥力的提高
,

土壤微生物的数量亦有显著增长
。

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肥力的发展
,

不渝在速度或张度上
,

亦为同样处于人为耕作控制下的旱地土

壤所不及 �表 ��
。

所有这些变化
,

都为水稻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 � 人为活动剧造了水稻土的剖面形态
、

耕性和生产特性 �长期的耕作
、

施肥和灌溉

形成水稻士的耕作层和犁底层
,

由于灌溉水的渗淋和移动
,

引起盐基跌
、

锰和植物养分的

淋溶淀积和移动
,

而生成淋溶或淀积层
,

在季节性氧化还原的交替作用下
,

发育斑救层
,

在

常期积水的还原条件下形成青泥层
。

这些层次除青泥层外
,

都是人为活动的产物
。

由于

这些层次的发育和排列不同
,

特别是耕作层的性厦
,

使各种水稻土都有它各自的耕性和生

产特性
,

在耕作过程中死士
、

板土
、

烂土
、

逐潮变为酥土
。

某些生产特性如保水性
、

保肥性
、

发裸性
、

耐旱性和拣种性等得到改善
,

另一些特性如发疆性
、

淀板性
、

烧苗性和烘性等得到

克服
。

因而高度熟化的土壤不仅具有一定的剖面发育
,

而且还有一定的耕性和生产特性
。

�� � 人为活动剧造了水稻土肥力分布规律 �人为活动使水稻土的分布复杂化
,

一种土

壤可因肥力提高而搏化为另一种土壤
,

同样亦可退化为另一种土壤
,

所以原来一种 自然土

可以变为一种
、

二种……甚至很多种
。

但是这种分布并非杂乱无章
,

其简亦有一定规律可

循
。

山区平援处多肥田
,

坡地管理不便多瘦 田 �洼地由于人为的琪土
,

土壤肥力因土层填

高地下水降低而提高 �平原地区人类的农业恬动以村庄为中心
,

近村多肥 田
,

远村多瘦田
。

因而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土壤肥力分布规律�图 � � � 人佣不仅剧造了水稻土
,

而且也创造了

水稻土的肥力分布规律
。

低地

河

活

山区

永

图 � 人为创造的水稻土肥力分布规律 〔上中下为土盛肥力等级�

�二 � 水稻土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水稻土形成过程中
,

人为耕作施肥
,

使土壤盐基部分增加
,

土壤性盾改善
,

这是水稻土

熟化过程 � 另一方面盐基和跌
、

锰的淋失
,

使土壤肥力降低
,

这是淋溶过程
。

二个过程同时

存在向相反方向进行
。

由于人俩长期耕种的速覆作用
,

常被款为水稻土已离开 自然过程

而单独存在
,

事实
�

�二者的矛盾过去
、

现在和将来始胳存在
,

这是客观规律
。

合理的耕作

措施可以增加物盾积累
,

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

不合理的耕作可能促进地质淋溶
,

因而使土



�� 王 绒 李 报 � 特

壤逐渐恶化�在 日本这种水稻土称为
“

老朽化水稻土
, , ,

我国某些地区的低产白土亦有类似

情形 �
。

水和土的形成过程的这种矛盾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合理利用土地
,

人俩掌握了生

物循环并按制了地盾过程
,

如大量的施肥补充了盐基的淋失
,

客土和施用泥肥可以诚缓和

制止白土化过程等
。

所以使土壤肥力逐步提高
,

这就是我国建国以来
,

低产田面积不断精

小
、

肥力不断提高的客观基础
,

在人的参预下水稻土内的物盾循环特别快
,

这几乎是其他

士壤所不能相此的
。

因此从一种低产田
,

很快可以变为高产田
。

�三� 水稻土的理化特性

这里所靓的理化特性主要是与其他的土类比较而言
。

在种植水稻后
,

人俩不断地将

夫量肥料施入田简
,

使土壤的吸牧性复合体的阳离子粗成得到很大的改变
,

酸硷度亦同时

增高
。

若以不同地区的水稻土和相应的自然土比较
,

刻其盐基鲍和度大大提 高�表 � �
,

我 � 不同地区水稠土的酸硷度和盐签的和度

采 � 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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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 期 南方水 柏土 发 生分 类朗魔

这一方面因为来源增加
,

另一方面因为夏季灌溉水的浸泡
,

援和了有机盾的分解作用
,

水

稻收割排水后
,

其时又值多令
,

气温显然降低
,

这就使土壤比较稳定地保持这种特性
。

从

酸硷度和盐基鲍和度在剖面中的分布来看
,

二者都有自
_
L而下增高的趋势

。

这一特点和

森林土或草原土表层由于森林和草原的残落物积累所引起的酸硷度和盐基袍和度较高的

情况有明显的不同
。

水稍土的腐殖质剖面
,

分布比较均匀
,

由
_
L而下逐步递诚而没有显明的腐殖厦积聚

层
。

水稻土腐殖厦的含量变幅不大
,

而腐殖质的性质刻有 明显的特点
。

根据我所生化粗

的研究发现水稻土握酸硷提取以后的不溶性凌渣部分—
胡敏素含量高可达全碳的扣一

60 多
,

屯和黑土
、

栗钙土等有极大的差异
,

和赶壤
、

黄壤相接近
,

而又有所不同
,

表现在第 亚

粗量的增多
,

以及胡敏酸/富啡酸比值的增大(0
.
斗一1

.
0)

,

这锐明在耕作影响下水稻土腐殖

质分子较赶
、

黄壤复杂 (表 3)
。

表 3 南方水稻土与其他土类俄抽熨粗成的比较(占全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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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H
.
B
.
T 幻p ““,

1 9 5 1 年法
,

用 0
.
5 N 场50

。
和 I N 场50

。

(
1 0 0℃)水解

。

** 用 H以 脱钙
。

水稻土的粘粒剖面与沼泽土不同
,

沼泽土的地面水和地下水联成一起
,

无灌溉水的下

渗作用
,

土壤颗粒按照一般静水沉淀的规律粗粒先沉
,

耙粒后沉
,

所以粘粒在剖面中的分

配上高下低
。

水稻土在灌溉耕作施肥过程中
,

粘粒下移
,

因而粘粒的分配
_
L低下高(表 心

。

二者所糟成之粘粒曲修有相反的趋势
。

根据熊毅
、

李庆建的早期研究[2]
,

水稻土粘粒部分
,

主要是氧化铁的向下移动
,

表层敛盾显著降低
,

下层则显著增加
。

事实
_
尸7]

,

锰的移动更为

张烈
,

因此形成了敛
、

锰的淋溶和淀积现象
,

在剖面形态上常晃有铁
、

锰拮核或敛
、

锰的胶

膜包被于构造体表面
。

而沼泽土均无此特点
,

据此
,

我俩可以将水稻土与沼泽土艳然分

开
。

水稻土的这种敛
、

锰移动的情况当然不能称为灰化过程
,

因为水稻土既无明显的 Al

层
,

亦无弦酸性的 A Z 层
,

在发生和肥力
,

E 与灰化土艳然不同
,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 回事
,

不能泯为一敲[z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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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中国科学院土盛研究所物理分析室
。

二
、

水稻土分类的原RIj
_
L节叙远了水稻土的很多共性

,

这些特性都是人为耕作施肥活动所造成的
,

而其中最

主要的是土壤肥力的飞跃发展
。

从这些特性来看
,

它已不同于当地原来的土壤
,

而已成了

另一个类型
。

因此它就不可能从属于某一种土壤
,

而应孩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型
,

是一种特

殊的耕作土壤
。

这是在封渝水稻土类时的首要简愚
,

不肯定这一点
,

尉渝水稻土的分类就

缺乏基础
。

对其他土壤而言
,

水稻土是一个独立的类型
,

然而水稻土本身的性盾在某种程度上还

是相当复杂的
。

要解决水稻土的分类尚愚
,

必填具休分析这些性盾及其产生的原因
,

以便

根据它对土壤性盾影响的大小确定它在分类中的位爱
。

下面我俩分别衬蓄这些简题
。

1

.

水稠土与气候条件

任何土壤都发育于一定生物气候条件下
,

水稻土所不同的一点是
,

一年中有半年或半

年以
_
上的灌水时简

,

援和了热力和降雨的作用
。

然而
,

另一个半年或半年不到的时简内和

其他士壤一样承受生物气候的影响
,

在灌水期简水热条件也受所在地区气候状况的支配
,

因此各地区之简的差异依然存在
。

这种水热状况
,

也很 自然的反映在耕作制度 上
。

我国

南方
,

长江
、

淮河之简 (大豹相当于北亚热带)
,

一般为单季稻二熟
,

长江以南(指中
、

南亚热

带和热带)一般为双季稻三熟地区
,

相应的耕作习惯施肥制度也不同
,

因而耕作制度对土

壤也发生了不同的影响
。

_

卜远的作用使水稻土显示出了它的地带性的特点
。

本文所萧述的长江
、

淮河之简的

地区和长江以南的地方
,

在土壤性盾上也有质的不同
。

首先在腐殖盾的性盾和腐殖盾的

矿化速度显著不同
,

据我所生化粗分析
,

腐殖盾粗成和 自然土壤是相应的愈向南腐殖盾粗

成愈筒单
,

长江流域的水稻土胡敏酸/富啡酸的比例比较高
,

向南水稍土胡敏酸/富啡酸的

此例此较小;从测定有机厦的代换量来看
,

也得出了相同的拮果
。

用比电导的方法所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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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盾的矿化速度
,

从矿化速度的 曲钱可以清楚的看出南方有机厦的分解速度快
,

长江

流域的刻比较援 慢 (图 3)
。

因此南方直稻稗 回 田的 习

惯
,

而长江一带稻草一般都

握过堆制后施用
。

其次
,

二个地区的土壤

物盾循环不同
。

南方地区高

温多雨淋溶弦度大
,

所以酸

硷度比较低
,

盐基鲍和度亦

较低需要施用石灰 ; 长江一

带淋溶作用诚弱
,

中性反应
,

水稻土几乎全为盐基所鲍

和
。

铁
、

锰的淋溶和淀积
,

亦

有同样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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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孩度大
.
,

活性敛
、

锰占全

量敛锰的比例高 ;长江一带
,

移动弦度相对较小
,

活性轶
、

锰占全量铁锰的此亦相应较低(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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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地区水稻士有机厦矿化笼度

至于粘土矿物类型
,

我俩目前虽无直接材料
,

但根据土壤去有机盾的代换量来推断和

自然土壤一样
,

不同地区的水稻土亦有它本身所特有的粘土矿物类型
,

虽然在某些清况

下
,

宅俩还受母盾的影响
,

但整个来耕这种趋势是很明显的
。

粽
.
L 所述

,

水稻土是一个特殊的耕作土壤
,

这种土壤同样是受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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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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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是这样
,

北方的水稻土亦有同样的情况
。

2

.

水稻土的起源和发育阶段

我国水稻土面积广朋
,

种类繁多
,

但究其起源不外乎三种 :即地带性土壤(自型土)起

源的
,

草甸土(华水成土)起源的
,

沼泽土(水成士)起源的三种
。

由于水稻 田的起源不同
,

屯俩的发育的途径亦不同
,

这三种起源的水稻土的发育阶

段
,

大休是这样的 :

从地带性土壤起源的水稻土
,

第一阶段属地表水型[3] 剖面发育不显著
,

物盾淋溶淀积

不明显
,

第二阶段
,

由于灌溉条件的改善
,

发展为 良水型水稻土通过耕作
、

施肥
,

物盾淋溶

淀积明显
,

剖面发育显著
。

第三阶段
,

属地下水型剖面分化孩烈
,

青泥层出现位爱较高
。

今以于天仁
、

丁昌璞少
’习的材料视明这一发育过程

,

从表 6 可以看到湖南衡阳 195 今年

新垦的发育于第四耙赶色粘土的水稻士为第一阶段属地表水型
,

与自然土墩相比
,

酸硷度

和盐基鲍和度有所提高
,

敛
、

锰的淋溶淀积尚不明显
,

只有比较容易移动的锰开始向 下移

动
,

剖面的层次分化不明显
。

湖南长沙的水稻土为第二阶段属良水型
,

土壤中盐基淋溶和

敛
、

锰移动极为明显
,

特别是锰的移动
,

层次分化明显
。

在个别的情况下
,

只有当水利工程

兴修或布餐不当造成局部的排水不良的情况下才会形成
,

52 一58 厘米为青泥层
。

江西东

乡的水稻上即是这个阶段的相当的例子
。

这几个发育阶段联拮起来即地带性土壤起源的

三个发育阶段
。

农 6 地称性土月赶渔的水抽土不同纽, 口段的化学性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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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土起源的水稻土发育过程是另一种方式
。

第一阶段属地下水型深受母厦影响
,

地下水位高
,

但土壤水分和盾地剖面已和沼泽土不同
。

第二阶段属良水型由于人为的琪

高土层或自然的脱沼泽过程
,

或者二者的拮合作用
,

地下水位降低
,

灌溉水和地下水分离
,

开始有铁
、

锰的淋溶和淀积
,

土壤剖面亦相应改变开始出现斑救层
。

‘

今以江苏里下河为例
,

自草渣土(沼泽土)开始鸭屎土
、

小粉士至杠妙土
,

这是一个由

于施肥和上层填高而引起的熟化系列
。

从小粉土开始可晃有族的移动
,

此即为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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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表 7
,

引宋育才材料lJ31 )
,

在此以前是第一个阶段
。

这是沼泽土起源水稻土的发育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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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甸土起源的土壤一般在一开始就处于发育的第二阶段
,

这一阶段是上述二种起源

的水稻土的发育方向
,

高肥力的水稻土都出砚于这个阶段
。

这三种起源的土壤
,

初期阶段

承受母盾影响比较明显
,

这三种起源水稻土的相应阶段是否属于性质相同的一个阶段或

彼此互不相同
,

这是确定多源的水稻土向一个方向发展还是向多方向发展的简思
,

目前材

料不够
,

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
,

处于相同气候环境条件下的长江老冲

积物
、

太湖老湖积物
、

下蜀系黄土坡积物上所发生的相应阶段的土壤性盾大休相同(表 s)
,

长江老冲积物的已失去字石灰
,

太湖老湖积物已握脱离沼泽影响
,

三者酸硷度已从各不相

同的三种情况而趋于一致
,

代换量
、

盐基总量以及矿物类型和有机盾的性盾都很相近
。

所

以我俩这样假毅
:
水稻土有三个来源

,

虽然屯仍发育的途径不同
,

但大体上可归钠为三个

发育阶段
,

即地表水型
、

良水型和地下水型
。

这里所禽的
,

三个发育阶段
,

并不是初极到高

极的三个发育阶段
,

对于一种起源的水稻土来瀚是前进的发展
,

而对于另一种来源来瀚BlJ

相反
。

’

3

.

水把土的地方性特点

一种土壤发育在另一种土壤上
,

前一种土壤即为后一种土壤的相对母厦
,

以区别于无

肥力的岩石风化物
。

水稻土是一种特殊的耕作土壤
,

大部分不是直接发育于岩石风化物
_
七

,

而发育于已握发育的土壤上
。

这种土壤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保持屯对水稻土 的影 响
。

这就构成了水稻土的地方性特点
。

如赶黄壤性水稻土
,

近代冲积物发育的水稻土
,
沼泽士

起源的水稻土
,

都有它俩各自粘土矿物类型和肥力特性
。

然而母厦的影响对水稻土发育

的初期阶段比较明显
,

随着士壤的熟化
,

母盾的影响逐步诚弱
,

而退居较次要的地位
。

另一个地方性因子是水分状况
,

这对水稻土来瀚特别显得重要
,

一方面可影响水稻土

的发育
,

另一方面在土地利用和土壤改良上有着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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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规
,

地方性因子在不同程度上对加速和推迟水稍士的发育起着一定作用
。

4

.

厦地和耕性

据我所分析的丰产水稻土的机械粗成和土壤拮构来看
,

这些土壤的机械粗成一般都

在中壤和袒粘之简
,

尤以重壤为多
。

拮构方面虽无艳对的数字标准
,

但一般丰产水稻土桔

构的盾量比低产的要高
。

肥田的松紧度也比瘦田好
。

这种土壤在耕作
_
L最合理想

,

不粘犁
,

不淀浆
,

也不漏水漏肥
。

当然这种耕性状况
,

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

这些士壤的母盾来源
,

有盾地粘重的赤土
、

砾质粗大的花岗岩和漏水漏肥的砂土
,

握过千百年来的施肥和客土等

格于剧造了目前的这种耕性(表 9 )
,

其中还由于施肥而带来了很多原来土壤中没有的夹

杂物
。

这是人为改造质地和熟化土壤的拮果
。

耕性不仅影响耕作难易
,

同时也直接影响

水分运行和养分裤化
,

因此耕作土壤特8lJ 是水稻土中
,

耕性可以作为一个熟化程度的指标
。

相同的耕性的土壤由于施肥的不同引起士壤的肥力变异
,

这种变异此较容易引起改变
。

三
、

水稻土分类命名的方法

1
.
分类命名的依据

分类命名时要考虑以下几点 :

科学的根据 :土壤分类是根据科学的原理
,

将不同的土壤根据它的血椽关系加似整理

和祖橄而成的
,

以便于掌握土壤肥力 发展和演变的方向
,

从而采取措施来控制它为生产服

务
。

生产的目的 :研究士壤分类的 目的
,

不是为分类而分类
,

应歌有明确的生产 目的性;分

类中
,

应歌休现土壤的肥力特征和存在的简题
,

以及土地利用改良方向和措施等
。

草众的藉言
:
士壤分类应用于生产必填要有草众的藉言

,

在土种以下的基层分类命名

中
,

地区性很孩
,

生产上运用也最广
,

作用最大
,

我俩主张基本上保留这些名称
,

稚掖赴它

在生产上发挥作用
。

上层分类中
,

为了便于在较大的范围中通用
,

土壤名称可吸取草众的

握盼加以提炼
,

或根据草众命名的特点加以BlJ 造
。

2

.

水稻土的分扭及盆明

在水稻土分类分极中应力求曹化
,

以便于在实际中应用
,

因此我俩基本
_
L 采用土类

、

土粗和土种三极
,

加上亚类和变种二个辅助极共分士类
、

亚类
、

土粗
、

土种和变种五极
。

土类:是水稻土分类的上层单位
,

在人为作用下
,

水稻土已改变了 自然土壤形成的特

点
,

成为一个独立的耕种土壤类型
。

同一土类
,

生物气候条件一致
,

具有一定的形成过程

的方向
。

土类的特征决定于:

(l) 有机物厦加入和分解速度及其性盾属同一类型
。

(
2
) 物盾的移动特点和吸度属同一类型

。

(
3
) 矿物的分解和合成属同一类型

。

(
4
) 土壤剖面具有相同的特征

。

(
5
) 推持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措施的方向属同一类型

。

亚类 :亚类是士类以下的分类单位
。

在土类范围内
,

根据三个起源有的以水稻土水分

类型所表现的发育阶段来划分亚类
。

同一亚类其地形条件和水分类型大致相同
,
各亚类



士 绒 学 报 7 卷

都有各自的作物配骨和翰作方式
,

人为作用可以加速或推迟土壤发育过程
。

土粗 :土粗是亚类以下的分类单位
。

按照同一亚类范围中
,

由土壤发育的前身和水分

地方性条件不同所表砚差异的程度来划分; 同一土粗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与剖面桔构和

相同的水分状况
,

利用和提高土壤的措施完全一致
。

土种 :土种是土粗以下的分类单位
。

土种主要根据耕性和与耕性有关的特性
,

每一种

土种具有一定生产特性和肥力水平
。

一个土种可以变为另一个土种
,

但需要更多的措施

和较长的时简
。

变种 :变种是土壤分类的基层单位
,

表示各个土种内不同肥力的差异
,

因而变种一极

容易为耕作
、

施肥所改变
。

一个变种可以很快变为另一个变种
,

在相同的耕作技术条件下
,

同一变种具有相似的产量
。

‘

土粗以下的分类单位
,

由于耕作习惯
、

施肥制度和某些地方性的特点不同
,

种类繁多 ;

为了便于应用
,

一般保留原名
。

如变种
,

一般耕性相同
,

但由于离村远近
,

施肥多寡
,

使土

壤肥力发生变异
,

土壤颜色也有不同
,

因而有的地方称为
‘

生(壤)等(极)
” ,

有的地方称为
“
泥色

, , 。

如太湖地区
_
七等扁山土

、

中等扁山土
、

下等岛山土等
。

只要合理耕作
,

下等 田很

快可以变为
_
L等田

。

土种简耕性和与耕性有关的性盾不同
,

鳝血扁山士耕性好
, “
干耕如

香灰
,

湿耕如搪化
, , ,

奥头岛山土
, “
敲敲一个洞

,

锄锄一条艳
, , ,

耕性很差
,

盗头岛山土可以

改成鳝血扁山土
,

但需要更多的措施和较长的时简
。

土粗根据水分
、

母盾等地方性特点划

分
,

如青泥士根据积水的程度分烂泥田
、

扁泥田和青泥田等
,

母盾对土壤的影响亦在土粗

一极划分
。

亚类是土类以下的一极
,

每一土类根据三个发育阶段分成三亚类
。

至于士类的划分
,

在我国南方根据生物气候条件可以划分为两个土类 ; 若三个起源的水稻土都有各自的发

育方向
,

HlJ 可划分为六个
,

根据 目前材料
,

特别是人为耕作以后所引起的变化来看
,

我俩

倾向于献为将南方水稻土划分为二个土类
,

即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
、

北亚热带
,

稻麦二

熟地区是一个土类
,

在此以南HlJ 为另一个
。

根据这样的抓融
,

推浏我国北方水稻土还有

2一3 个土类可以划分出来
。

因此水稻土不是一个独立的土类
,

而是好几个独立的土类
,

这些土类串起来
,

象森林土
、

草原土和沼泽土一样是一个土壤发生系列
。

3

.

土城命名的肘愉

首先敲一下各叙分类的用途对确定土壤命名是有益的
。

土类
、

亚类适用于全国范围
,

可供国家掌握全国的作物布局
、

肥料分配以及肥料厂的没置等
。

土类
、

亚类至土粗或士

种
,

可供省极硕导确定作物配置
、

肥料分配及主要土壤改良的参考
。

县极倾导根据士粗和

土种或变种提出播种作物的种类和播种面积
,

以及提高和改良士壤的主要措施
。

公社一

毅根据土种和变种具体确定作物种植面积
、

作物品种
、

肥料施用量和提高及改良土壤的具

休办法
。

因此对于各极分类都有屯的服务对象
,

各有各的用处
。

如何使命名适合于服务

对象也是我俩应孩考虑的
。

在命名方式
_
上有这样两种意兑

,

一种是速命法
,

即以低一极的命名作为高一极的名称

的形容祠
,

依次果加
,

如从前的壤盾中度潜育性水稻士等
。

这样的命名虽然可以看出其彼

此联系和在整个分类中的位看
,

它的最大的缺点是过干冗长
,

应用时颇有累弩的威党而不

能很好的税明简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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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意兑主张采取农民命名的优点
,

用三
、

二字来刻划出水稻士形成中的主要特

点
, _

七一极和下一级不必弦求速贯
。

前面已袒挽过土粗这一极在省 县一极应用最广
, _

七下

均很适用
,

因此
,

应重视土粗的命名
,

在全国范围中可以整理出一套土粗命名来应用
,

从土

粗的名称可以查出它的发生位置
,

虽不能从名称
一

E 一望而知
,

但用惯了亦可熟悉它的一切

特性
。

这与美国的土系不同
,

因为这些名称都有其发生地位
。

与此相应的
,

在命名
一

L 采用

单名法
,

这是农民分类的特点
,

比较适合于我国国情
,

因为农民命名无累督的串
.
七联下的

缺点
,

而有筒单明了一藉道破的优点
。

因此我俩应歌改变士壤命名
,

七的旧习惯
,

尽管一开

始难免有些困难
,

但以后会逐步完善起来的
。

如二个土类可以提出二个名称
,

一个代表长

江一带北亚热带地区
,

另一个代表在此以南的水稻士
。

前一种土壤一般为中性反应
,

土壤

胶体几为盐基所鲍和
,

胡敏酸/富啡酸比例较高
,

跌
、

锰淋溶不孩烈
。

后一种代表一般为酸

性反应;盐基尚不鲍和
,

胡敏酸/富啡酸此例较小
,

腐殖盾粗成较筒单
,

土壤代换量亦较小
,

敛
、

锰淋溶淀积明显
。

亚类用二粗字粗成
,

前面视明发育阶段
,

后面为土类名称
。

土粗名

称最好不要重复
,

这些名称修正完善后可以在国内单独通用
,

不必串
一

L 联下
,

以便于实际

应用
。

这是一个提裁
,

我俩希望这种命名法
,

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共同研究
,

正确的命名在

突践中去考殷
,

赴应用者自己去选择
,

应用过程中好的会被推行
,

不好的也会被揭弃
,

相信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切合我国国情的新的分类命名系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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