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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区划的依据与分区

席承藩 张俊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
,

不仅要使粮食产量不断增长 �而且要提高林
、

牧
、

副
、

渔业产

品的数量与质量
,

供生产与人民物质生活需要
。

因此
,

合理利用水
、

土
、

光
、

热非生物资源

和动
、

植物等生物资源
,

充分发挥我国 自然条件的优越性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的一项重

要任务
。

�
�

土壤是 自然资源中的重要要素之一
。

在我国 � �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

分布着多
�

种

多样的土壤
,

是综合农业生产的基地
。

由于土壤性状的差异
,
其生产潜力与改良利用途径

各不相同
。

为了做到因土种植
、

因土改良利用与因土经营管理
,

必须分析地区特征
,

探讨

各不同土区的土壤组合情况
,

为安排与发展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劝

我国从事土壤调查研究
,

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
。

在实地调查研究我国土壤
,

并总结

土壤经营管理与培肥经验的基础上
,

积累的大量科学资料
,

是进行土壤区划的主要依据
。

�� �� 年马溶之等切曾提出区划级别分为
�
带

、

地区
、

地带和亚地带
、

省
、

土区
、

土片等
。

·

在

带的划分中
,

共分寒温带
、

温带
、

暖温带
、

亚热带
、

热带等五个带和青藏高原区域
。

地区的

划分以暖温带为例
,

分为森林棕壤地区
、

干旱森林和森林草原褐土地区等
�
其划分的主要

依据是
�
天然植被类型和地带性土壤等

。

地区以下分地带与亚地带
,

其划分仍是土壤的

生物气候地带性
。

其下再分平地
、

半山和山地区
,

属省级区分
。

省以下再分土区
。
至子土

片未能细分
。 ��� � 年

“

中国自然地图集
”
中的土壤区划切亦大体相似

。
共分六至七级

。

这

种分区方式各级区划的层次分明
,

推理严谨
,

只是由于级别过多
,

失之过繁
,

致使土区特征

不够突出
,

不便记忆和应用
。

���� 年为编写《中国 自然地理》中的
“

土壤地理
”
一章�� 

,

曾对全国土壤进行分区
,
简化

为三级
,

即大区
、

地区与土区
。

先将全国分为八个大区
�

�
�

华南
、

滇南砖红壤
、

砖红壤化红壤
、

水稻土大区 �

�
�

江南
、

西南红壤
、

黄壤
、

水稻土大区 �

�
�

长江 中
、

下游黄棕壤
、

水稻土大区 �

�
�

黄河中
、

下游棕壤
、

褐土
、

黑沪土大区 �

�
,

东北黑土
、

白浆土
、

暗棕壤大区 �

�
�

内蒙古高原栗钙土
、

棕钙土大区�

�
�

甘
、

新干旱漠土
、

绿洲土大区 �

�
�

青藏高原高山土壤大区
。

二级区称地区
,

主要依据是土壤改良利用上的重大差异
。

三级区称土区
,

主要依据是

土壤组合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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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编写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一书中对全国分区也采用三级制
, �。 首先

,

在

第一级区中将全国分为三大 自然区域
,

即东部季风区域 � 西北干旱区域和青藏高原区域
。

在第二级区中突出了温度带
。

在总结种植热带植物经验的基础上
,

将我国热带细分为
�边

缘热带
、

中热带和赤道带
。

再将亚热带细分为南
、

中
、

北三个亚热带
。

温带明确分为暖
、

中
、

寒温带
。

这样
,

东部季风区域从南到北共分为九个温度带
,

作纬向排列
。

对其他两区

域也做了相应的温度带划分
。

三级区称
“
区

” ,

系根据地形
、

土壤组合与水分状况的综合差

异
,

尽量将
“

区
”

的特征划分得较为明确
。

全国土壤区划仍拟采用三级分区制即土壤区域
、

上壤带和土壤区
。

一
、

土壤区域的划分

土壤在地球陆地表面的分异与分布是有规律的
。

每一个土壤个体单元不是单独
、

孤

立地存在着
,

而是彼此相关联
,

构成形形色色的排列组合
,

有的呈土壤组合�有的呈土壤复

区等等
。

在条件相似的情况下
,

这些排列组合可以重复出现
。

一个自然单元内多种土壤

的并存
,

构成这个地区土壤利用
、

改良以及经营管理上的独特的征状
。

措施符合客观规律
,

生产就会蒸蒸 日上
,

也会促进生态平衡 �反之
,

必使生产状况矛盾重重
,

这些惨痛经验教训

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

因此
,

根据不同土壤类型的排列组合情况
,

划分出相应的土区
。

不

同土区内其相应的地貌
、

植被
、

水文等状况必有差异
。

将相同或相似的土壤组合归入一个

土区内 � 而将差异明显的土壤组合在不同级别的分区中划分出来
。

这样就有利于发挥各

种不同土壤的生产潜力
,

有利于安排和发展生产
。

从全国着眼
,

究竟抓哪些土壤特征加以概括
,

更符合我国土壤的实际情况呢 �

过去
,

我国进行土壤区划时
,

重视土壤的生物气候特征
,

如 �� �� 年区划
,

先分五个带

�另单独分出一个区域�
。

这样划分方式的逻辑推理是清楚的
,

但与我国土壤实际情况却

有不少矛盾之处
。

因为我国气候有雨热同季的良好特征
,

但也有温度带与干湿变化并不

完全吻合
,

因而导致一系列偏异
。

在东部季风区域里
,

温度带作纬向变化
,

由南向北
,

气温递减
,

自南向北形成热带
、

亚

热带
、

暖温带
、

温带而止于寒温带的纬向排列 �然而我国干湿状况是东南沿海为湿润境
,

逐

渐向西北推移
,

出现半湿润
、

半干旱
,

以至极千旱境地
。

这种温热与水湿交错情况
,

对我国土壤
、

植被以及农林业生产
,

均产生重大影响
。

如

在河北赤峰以北
,

就出现既象栗钙土
,

又具有褐土特征的土壤性状与植被类型
。

又如在伏

牛山南麓及南阳盆地的土壤
,

具有明显的南
、

北交错特征
。

根据最新研究资料
,

说它具有

华北山地相对干旱的森林土壤特征
,

可能更确切一些
。

再以新疆南疆为例
,

其热量情况良

好
,

属暖温带
,

可种长绒棉
,

但水量奇缺
,

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
。

在上述情况下
,

必须把土

壤与其景观特征结合起来考虑
,

进行具体分析
。

因此
,

先划带的做法
,

有时很难概括我国

土壤的实际情况
。

直接采用先划八大区的方式
,

可以解决上述一部分矛盾
。

但又会出现另一种情况
,

即

�� 席承落
、

丘宝剑
、

张俊民
、

刘东来等
, �� 贬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初稿�

。

国家农委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

划委员会组织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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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分区方式
,

会把迄今尚未被人类所控制的大气温度与热量变化
,

列为从属地位
,

因

而很多现象又难以解释清楚
。

因此
,

在进行全国土壤区划时
,

对一
、

二级区的划分依据
,

应

做深人的探讨
。

�� �� 年的综合自然区划中
,

先划分三大区域
,

然后再分带的做法
,

有它可取之处
。

三

大区域概括了东部季风区的雨热同季
,

而又有季节性千湿交替的特征 �西北干旱区域突出

了千旱和风沙
、

盐碱
,

水分不足限制了其他自然要素发挥作用 � 西南高原区域突出了高寒

限制生产力发挥的作用
。

然后对各自然区域再划分温度带
,

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
,

体现我

国自然特征的重大差异
。

在进行全国土壤区划时
,

首先应对东部季风区域的分区问题应再做仔细的探讨
。

因为

我国东部地跨北纬�� 余度
。

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
,

耕作集约
,

农业生产历史最悠久的地区
。

从土壤性状与农业生产情况来看
,

可以明显分为两部 � 在长江南北和广大的江南地区
,

属

高温多雨的湿热境地
,

多为不同程度富铝化的土壤
,

大都呈弱酸性至强酸性反应
,

有较明

显的游离铁铝累积
。

其天然植被为热带雨林
、

季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种植水稻 为

主
,

每年稻麦两熟
,

或二熟至三熟
。

长江以北则多为半温润至半千旱区
,

植被为落叶阔叶

林或针阔混交林
,

西部为早生林和林
、

灌
、

草类
。

土壤多以硅铝质风化物为主
,

不少土壤富

含石灰
,

在低平处可见盐分累积
。

作物多为旱作
,

以玉米
、

小麦为主
,

一年一熟或两年三

熟
。

仅南部可见一年两熟
。

这样一些土壤的重大差异可以体现出来
。

秦岭
、

淮河线是我国 自然分界的一条主要界线
,

但过去土壤区划多将之列为从属地

位
。

此次单独将我国东部季风区域依此线分为南北两大区域
,

南方突出了土壤富含铁铝

的共性
,

称富铝质土�或富铁铝质土�区域
,

北方概括为硅铝质土区域
。

硅铝质土区域系指我国华北和东北大部的暖温带至温带地区土壤的共同特征
。

在半

湿润至半干旱情况下
,

绝大部分土壤均处于硅铝质风化阶段
,

仅见微弱的铁质游离
,

而未

达富铝阶段
,

这是和南方土壤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富铝风化的土壤有很大差别
,

而在半干早

条件下
,

土壤中石灰累积明显
,

仅局部发生石灰的淋溶及钙层淀积
。

当然
,

土壤有机质积

累情况
,

差异仍很明显
。

这些差异就在下一级分区中加以区分
。

我国土壤及 自然景观的另一条界线是长城内外的差异
。

在华北境内沿长城线大致可

分两大区域
。

,

长城以南属半千旱森林特征的褐土类型 � 长城以北属干草原特征的栗钙土

类型
。

北部为一年一熟
,

作物以耐寒耐旱的春麦
、

马铃薯
、

燕麦等为主 � 南部为二年三熟
,

大都为冬小麦
、

棉花
、

杂粮区
。

这样
,

依据土壤与自然景观的重大差异
,

反映在农牧业生产与熟制上的不同
,

大致沿

长城线可作为东部季风区域的硅铝质土区域与西北干旱土区域的分界
。

这条分界线向北延伸
,

在东北西部与内蒙古高原部分
,

体现东北地区西部草甸草原下

所形成的黑土
、

黑钙土等 �与西部干草原下所形成的栗钙土
、

棕钙土等
,

作为硅铝质土与干

早土两大区域分界线
。

在传统的区划中
,

这条界线均依大兴安岭向南延伸的部分划界
。

但这条线东西两侧均有黑钙土分布
。

在土壤分界上最好沿黑钙土
、

暗栗钙土与栗钙土
、

淡

栗钙土的分界划线为宜
。

这一条分界就大致与年降雨量 ��� 毫米分界划分相吻合
。

这样

的分界有实际生产意义
。

在暗栗钙土上不论产草量
、

载畜量
,

显较西部为高
,

在没有灌溉

设施条件下
,

仍可免强从事早农耕作
,

只季节性干早突出而 已�而这条线以西淡栗钙土
、

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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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土地区
,

属千旱草原
,

不论其产草量
,

载畜量
,

显然减低 �而且只有在淤灌条件下
,

才可

从事粮食生产
。

这就是西部河谷平原中有很多灌区的原因
。

如弓�黄灌区的银川
、

后套 �大

青山麓的引小沟涧水灌溉
,

以及西部的引高山融雪水灌区等
,

均属之
。

因此
,

将西北干旱

土区与东部硅铝质土明显地划分两大土壤区域是依据上述土壤特性
、

自然景观特征划分

的
。

关于为什么要分出高山土区域的问题
。

我们认为
,

第一级区的划分
,

应依据重大的土

坡特征差异
。

青藏高原是我国境内低纬度
、

高海拔的高大高原
。

其土壤及其景观特征与

四周低海拔地区有重大的差异
。

由于第三纪末期以来的整个第四纪时期
,

高原面不断隆起
,

对高原及其临近地区的 自

然面貌
,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成为我国独特的自然区域
,

其土壤及其他自然条件与低纬度
、

低海拔地区很不相同
。

由于高原面大都在 ��� � 米上下或更高
,

其上还有更高大的山系
。

高原面上不同海拔

高度的原面 ��
,

�� � 米
、

气�� � 米
、
�

, ��� 米等�上的土壤及其农牧业生产情况
,

颇具特色
。

用通常的高山 ��� �� �� 概念
,

颇不符合
。 因为

,

各地到达这样高度的孤立山峰多为冰雪

线
,

而青藏高原却是高山草甸与亚高山草甸
、

草原所在
。

农作物种植上限可达 � ,

�� � 米以

上
。

在海拔较高的原面或沟谷中
,

生长着青裸
、

小麦
,

甚至有果木
、

蔬菜生长
。

这些特色和

它的土壤性状是密切相关的
。

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
,

影响所及
,

新构造运动十分发达
,

因而形成与青藏高原相联系

的高大山系甚多
,

形成我国多山特点
。

山丘总面积达 �� 并 以上
。

高大山系中土壤与植被的垂直分异明显
。

雪线以下
,

见寒漠土
、

高山草甸土与亚高山

草甸土等
。

高原面广阔
,

在总的高寒情况下
,

由于干湿等情况差异
,

出现高原面上的水平

分异
。

这种垂直与水平分异相结合的土壤分异规律
,

出现特殊的土壤组合
。

这就是将青藏高原上所分布的高山土壤组合做为第一级区域划分的原因
。

但在具体

划分上尚须进一步分析
。

如青藏高原南侧
,

低海拔所分布的红壤
、

黄壤及其上的土壤垂直

谱
,

与高原面上的土壤差异较大
,

因此在土壤区划中与云南高原上的红壤归人一个大土

区 �高原西北部柴达木盆地等地
,

其海拔虽亦很高
,

但其土壤性状与西北千旱土区域相近

似
,

因而归人西北干早土区
。

这样
,

将南部低海拔红壤黄壤和北部柴达木盆地分出后
,

突

出了青藏高原土壤的高寒特征
,

下垫面高
,

日照强烈
,

海拔虽高
,

仍有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

低纬度
、

高海拔下的土壤特征
。

因此
,

在一级土壤区域中
,

既未采用八大区分区制
,

也未采

用带的划分制
,

而将三大区域分为四个一级土壤区域 �

�一� 官铝质土区城�或铁铝质土区域��

�二� 硅铝质土区城 �

�三 � 千草土区城 �

�四� 高山土区城
。

二
、

土壤带的划分

我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
,

南起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
,

北止黑龙江省的漠河
,

地跨 ��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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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纬度带
。

在长时期的历史演化中
,

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土壤和自然景观
,

适生多种植物与作物
。

由于温度带
、

水湿状况和地形起伏的差异
,

其上所形成的土壤迥然不同
。

因此
,

土壤带的

划分在土壤区划中应给予适当的位置
。

前面已经谈及 � 过去的土壤区划过分重视土壤的地带性
,

或称生物气候地带性
,

有很

多现象不易概括
,

但又不能因此而忽视土壤带的划分
。

因此
,

将土壤带列人第二级区
。

其

划分的依据主要是温度带与土壤
、

植被等的一致性
。

其他影响于土壤特征与组合的因素
,

在相应的级别 中区分
。

与温度带相吻合的土壤性状差异
,

在东部季风区里
,

其变化规律是与纬度大致平行
,

由南向北推移 �在西北干旱土区的变化则发生偏斜
,

大致作由东南向西北分异
。

青藏高原

面上的土壤演化也类似于西北干早区
,

作东南向西北逐渐变得干燥
。

因此
,

我国土壤带的

划分上出现三个序列
。

东部季风区域过去分为热带
、

亚热带
、

暖温带
、

温带及寒温带
。

最近
,

在总结我国南亚

热带至热带种植橡胶及其他热带经济林木的基础上
,

结合温度带的实际差异
,

将热带分为

边缘热带
、

中热带与赤道带
。

其差异是
,

在南亚热带里
,

只有局部小气候条件下才能种橡

胶 �在边缘热带的海南岛北部与雷州半岛上的铁铝质土壤
,

可种橡胶
,

但易遭寒害
,

且生长

速度不若海南岛南部为好
。

因此
,

在土壤区划中原来的热带砖红壤
,

应分为边缘热带砖红

壤
、

中热带砖红壤以及赤道带土壤
。

后者主要为南海诸岛的磷质石灰土
。

由于资料不足
,

目前哲合并为砖红壤带
。

各个土壤区域各包括若干个土带
。

�一� , 铝质土区域 由南向北分为三个土带
。

�
�

砖红壤带 � 包括南岭以南及福建沿海
、

台湾省中北部大部
,

多水稻土分布
,

年可二

至三熟
。

生长龙眼
、

荔枝
,

亦多香蕉等
。

�
�

红壤
、

黄壤带
�
是我国带幅最宽的中亚热带土壤

,

包括江南至南岭间的广阔低山丘

陵区
,

以及四川盆地与贵州高原 �云南高原北部亦属之
。

盛产水稻
、

竹木
,

水稻年可一至二

熟
。

亦多柑桔
、

茶叶
、

油茶等
。

�
�

黄棕壤带 � 大致沿长江中
、

下游与汉水流域
,

属弱度富铝化土壤
。

稻
、

麦两熟为主
,

局部小气候条件下可以种植柑桔
、

茶叶等
。

�二� 硅铝质土区城 由南向北划分三个土带
。

�
�

棕壤
、

褐土与黑沪土带 � 也是我国带幅较宽的暖温带东部的土壤
。

包括华北大部
、

黄土高原
,

属半湿润至半干早境
。

盛产棉
、

麦
、

杂粮
,

年可二熟或两年三熟
,

为干鲜果类的

重要产区
。

西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较重
,

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
�

暗棕壤
、

黑土
、

黑钙土带
� 属我国中温带东部地区的主要土壤

。

在半湿润至半千旱

条件下
,

四季分明
,

冬季严寒
,

夏季足以满足喜凉作物生长
,

一年一熟
,

如春麦
、

马铃薯
、

甜

菜生长良好
。

玉米
、

水稻亦可生长
,

但易遭寒害
。

�
�

灰化土或灰漂土带� 在我国带幅甚狭窄
,

仅大兴安岭北端可以见及
。

主要为落叶

松
、

白神
、

樟子松等针阔混交林生长
。

�三� 千早土城区域 共划分三个土带
。

�
�

栗钙土
、

棕钙土
、

灰钙土带
�
上述我国东北的暗棕壤

、

黑土
、

黑钙土带向西延伸
,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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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干草原境的栗钙土和半漠境篙属矮生草原棕钙土区 � 并与南端半漠境草原形成的灰钙

土相联接
。

这些千旱草原以牧业为主
,

东部多牛
、

羊
,

向西山羊
、

骆驼增多
。

�
�

灰棕漠土带 � 与东部棕钙土衔接
,

向西进人中温带漠境地区
,

多风沙土
,

东部有腾格

里沙漠
,

西部巴丹吉林沙漠 �准噶尔盆地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

天山
,

阿尔泰山前多灌区
。

�
�

棕钙土带 � 以新沮南疆为中心
,

属欧亚大陆的干早中心
。

即由甘肃河西走廊逐渐

向西愈趋干早
,

直至塔里木盆地中心为广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

年降水量仅 �� 一�� 毫

米
。

由于引天山
、

昆仑山雪水灌溉
,

多绿洲
,

生长长绒棉
、

冬小麦等
。

�四� 离山土区城 主要指青藏高原
,

为海拔 ��� � 米以上的高原面
。

由于原面延

伸颇广
,

共划分五个土带
。

�
�

亚高山草甸土带 � 位于相对湿润的藏东南部
,

条件较好
,

属农牧区
。

�
�

亚高山草原土带 � 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和喜马拉雅北侧
,

为西藏高原的主要农

牧区
。

�
�

高山草甸土带 � 主要分布于雅鲁
、

金沙
、

澜沧江河源部分
,

地势高起
,

以牧业为主
。

呼
�

高山草原土带 � 主要位于藏北高原大部
,

地势高起
,

多盐湖
。

局部牧业
。

�
�

高山漠土带 � 北与柴达木盆地
,

西北与新疆南疆漠土相接
。

属高山漠境草原
。

三
、

土壤区的划分

土壤区是全国土壤区划的重要单元
。

体现区内土壤组合及其有关自然条件的一致性
,

及其利用改良特征的共性
。

但这种土壤组合的相同性或相似性
,

仍属广域概念
。

在省
、

县土壤区划时
,

仍须继续

细分
。

以黄淮海平原为例
,

这是棕壤
、

褐土带里的一个完整的土区单元
。

区内土壤分异仍

很明显
。

褐土仅见于山前冲积扇及平原中地下水位较深处
。

广大的平原部分
,

可续分为

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
,

黄河以南的黄泛平原
,

以潮土
、

盐碱土为主 �平原南端的淮北平原以

砂姜黑土为主
。

再以华北平原为例
,

尚可细分为山麓冲积扇潮褐土 �冲积平原潮土
、

盐碱土和滨海平

原盐土等
。

这些续分的土区以下的分区
,

对土壤改良利用有重大参考价值
。

从全国着眼的土壤区的划分
,

应明确区分广域土区的基本特征
,

使土区的个体单元清

晰
。
将土壤组合特征相同或相似的尽最归纳 �而将特征差异明显者

,

予以区分
。

兹举例说

明�

例一 � 传统上谈到黄土高原时
,

总是将太行山以西的山西
、

陕西
、

甘肃境内统称黄土

高原
。

这样由于黄土高原的范围过大
,

在讨论黄土高原的土壤改良利用与水土保持方向

时
,

由于所指的对象不一
,

争论不休
。

须知北起燕山
,

南延太行
、

吕梁山系土石山区
。

石质

山地沟谷中虽也是黄土堆积
,

但其特征与吕梁山以西的黄土振
、

梁
、

饰区差异甚大
。

因此
,

将黄土高原土区划小
,

只指黄土层深厚 �一般均在 �� 至 �� � 米�
、

水土流失严重
,

经割切

形成黄土筛状丘陵
、

黄土梁与黄土源的地区
,

其植被稀疏
,

以草类生长为主者称为黄土高

原黄绵土
、

黑沪土区
。

而东部的土石山区称华北山地褐土
、

潮褐土
、

山地棕壤区
,

为板栗
、

核桃
、

杏
、

柿等干鲜落叶果类的主要产区
。

这里的沟谷及盆地为重点农业区
。

但大型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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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则另划土区
。

上述两个土区的土壤组合不同
,

其利用改良差异也较大
。

大型河谷平原如汾河
、

渭河的河谷平原及其两岸的各级阶地
,

如渭河谷地中的头
、

二
、

三道源
,

基本无侵蚀或侵蚀轻微
,

农业生产稳定
,

属高产稳产的农业区
。

它与水土流失

严重的黄土高原区差异也甚大
,

故亦另作土区划分开来
, 称汾

、

渭谷地潮土
、

缕土
、

褐土

区
。

因此
,

现在将过去笼统称为
“
黄土高原

”
的土壤地区

,

明确划分为华北山地
,

黄土高原

和汾
、

渭谷地三个土壤区
。

这样可使土区概念明确
,

在讨论不同土区的改良利用方向时
,

有明确的方向
。

例二
�
关于四川盆地的土坡分区

,

对待这样大型盆地的土区划分
,

是完整地保持一个

四川盆地呢� 还是既适当划分
,

而又有所概括
,

是值得探讨的
。

我们将四川盆地的盆底区分为成都平原水稻土区和四川盆地紫色土水稻土区
。

至于

���东山地和四川盆地周围山地应如何区分
,

也是值得深人研究的问题
。

川东区的华樊
、

绪

云等山地
,

以黄壤分布为主
,

但其间谷地中仍多紫色土高丘分布
,

与川东紫色土丘陵区大

同小异
,

可以在土区以下的级细分为宜
。

而四川周围山地和贵州高原相比较
,

其土壤性状

及其景观特征大体相似
。

因此
,

将四川周围山地与贵州高原合并为一个土区
,

其上以黄

壤
、

石灰�岩�土
、

水稻土为主
。

至于昆明高原与贵州高原
,

由于土壤性状差异明显
,

不能笼

统概括为云贵高原
,

而分属两个土区
。

例三 � 长江以南的广阔山地丘陵是我国中亚热带的主体部分
,

幅员广裹
,

自然条件良

好
,

为农业和林业的重点发展区
,

过去习惯上统称为江南丘陵
,

实际上山地也占有较大面

积
。

起伏的丘陵区和层叠的山地
,

其土壤组合及其利用改良具有较大差异
,

因此将这广阔

的地区
,

先概分为江南丘陵红壤
、

水稻土区
,

主要包括湖南
、

江西
,

并向东延伸至浙江金衙

红色盆地
,

在地形
、

母质
、

土壤组合极相近似地区归纳为一个土区
,

再分出江南山地红壤
、

黄壤
、

水稻土区
,

包括南岭北坡
、

闽浙山地及皖南
、

赣北一带 的山地
。

江南丘陵土区
,

海拔

低
,

地势较缓
,

为重要农业区
,

需着重抓红壤改良
。

江南山地区
,

海拔较高
,

山体多数在 ����

米以下
,

其特点是大
、

小间山盆地十分发育
,

盆地均为河溪贯串
,

盆地中央多水田分布
,

溪

边阶地发育
,

多为红壤分布
。

高丘与低山为红壤与黄壤
,

多为常绿阔叶林被覆
。

这些盆地

成为竹
、

木
、

经济林木如茶
、

油茶
、

油桐
、

柑桔的主要产地
。

沟谷中及水源充足的不同高度

的 山坡上多见梯田
,

种植水稻
。

成为良好的综合经营的基地
。

当然
,

省
、

县级区划尚可细

分
。

例 四
�
我国西北干旱地区

,

多种漠土分布其间
。

干早土区里有塔里木
、

准噶尔等几大

盆地和河西走廊
。

这些盆地和其四周的山地构成一完整的 自然体系
。

就其土壤及其他特

征
,

尚可细分 � 盆地中央为广阔的干旱沙漠
,

如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其东部的盐湖 �

盆地四周为山地环绕
。

以天山为例
,

其上有棕钙土
、

栗钙土甚至有黑钙土等
,

随着山体的

升高
,

均作垂直谱分布
。

森林线上还见灰褐色森林土
。

高山冰雪融水
,

又成为盆地绿洲的

灌溉水源
。

这样明显地组成三个土壤组合区
�
��� 塔里木盆地

、

罗布泊棕漠土
、

风沙土区 �

���塔里木盆地边缘灌淤土
、

棕漠土
、

盐土区 �和���天山灰褐土
、

亚高山草甸土区
。

上述数例说明
,

土区在土壤区划中仍具有广域概念
。

尽量依据土壤组合相似情况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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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性相似者归人同一土区
,

因此区间土壤组合差异明显
,

易于辨别
。

各级较小差异
,

在

以下不同区划级别中区分
。

从全国着眼
,

土壤区不宜分得过细过多
,

如阿尔泰山灰色森林

土
、

亚高山草甸土区
,

系由几个土壤特征相似而不相连的土片合并为一个士区 �塔里木盆

地边缘灌淤土
、

棕漠土
、

盐土区
,

也有类似情况
。

在制定农业生产规划中
,

可根据土区间差

异
、

土区内的相似性
,

分别采取措施
。

四
、

中国土壤区划系统�附
�
中国土壤区划图�

� 宫铝质土区城

�
�

砖红坡带
����� 南海诸岛磷质石灰土区

�, ��� 琼南砖红坡
、

山地黄坡区

� ��� � 台南砖红坡
、

水稻土区

�� 赤红壤带
�� ��� 台湾省中

、

北部山地丘陵赤 红

坡
、

水稻土区

�
�

�� � 华南低山
、

丘陵赤红坡
、

水稻土

区

�� 红壤
、

黄壤带

卜��� 江南山地红坡
、

黄坡
、

水稻土区

�, �� � 桂中
、

黔南石灰�岩�土
、

红城区

�, �� � 云南高原红坡
、

水稻土区

�, �� 江南丘陵红坡
、

水稻土区

�, �, � 都阳湖平原水稻土区

�� ��� 洞庭湖平原水稻土区

�� 黄棕坡带
�
�

�� 长江中
、

下游平原水稻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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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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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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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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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分区中
,
均将南阳盆地划为黄棕坡区

, 根据最新调查资料
,
南阳盆地以划人本区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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