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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技重要著作'农业领域》序∥’

当前，世界上正在兴起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自然科学已经猛增至两千

多门学科，直接或间接推动着生产迅速发展。而科学技术图书是总结、推广新

的科学技术革命成果、传播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交流科技信息、培养科技人

才、提高人民科技水平和文化素质、积累基本资料的重要媒介和工具。翻译国

外先进科技著作，是引进国外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成果，先进科学技术最廉价、

受益面最大的根本措施。因此，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系统地出版好我国的科技

重要图书，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

会基于这种情况，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第四届年会

上，决定酝酿组织《当代科技重要著作》丛书，由全国一百五十多家科技出版社

协作出版。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根据第四届年会的决定，发函广泛征求国内科

．技学者，专家的意见，得到热烈的支持和高度的评价o’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为

此事向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写过报告，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国家科委在起草

≮2000年前科技图书出版规划》建议时，并把这套丛书列为骨干系列书。

出版这套丛书，重点在于有计划及时地总结、推广国内专家的科学技术成

果，全面、系统地引进国外科学技术，在于克服目前我国科技书籍出版中的盲

．，目性，把力量用在刀刃上，使出版工作更有效地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

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丛书按学科分成：生物技术、电子信息、航天、自动

化、能源、激光、新材料、地质、煤炭、石油、冶金、机械、化工，建筑，水

利电力，交通、铁路、邮电、轻工、纺织、农业、林业、医学、海洋科学，气

象学，环境科学、国防科学、数学、力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

学，交叉科学，培训图书等36个领域，分批制定选题计划，用十年或更多一

点时间把书出齐。’

出版这套大而新的丛书，远非单靠我们科技出版社的同志所能完成。我们

要依靠各个部门、各级领导。从确定出版方针、选择出书范围、宣传丛书意

义，动员社会力量、筹集出版基金，都需要他们的领导。没有他们的参与，丛

书的出版就会偏离方向，就会半途而废。我们要依靠广大的科技工作者，特别

是了解并一向热情支持科技出版工作的知名专家，不但要请他们写书，译书，

还要请他们同我们一起来规划丛书选题，组织作译者队伍，审读校阅稿件、提

高稿件质量。当然，我们科技出版社的同志，更应该兢兢业业，顽强拚搏，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高效工作，珍惜这一献身四化、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机会，

在这套丛书的工作上，把我们的全部力量使出来。



日本著名的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文库》至今已出版4600多种重要著作，

对日本科学技术和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集举国的
力量于出版一套科技丛书，。一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

；奎；’’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

， 1990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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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种志》是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十余年来所取得的系列成果之一，是一部具

有首创性的土壤科技专著，容量之巨，国际鲜见；它为我国土壤基层分类研究奠定了基

础，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为合理利用专开发土壤资源，实行因土种植、因

土改良、因土施肥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书以大区为单位，共分六卷， 是根据业已编成的备省、．自治区、直辖市土种

意，经过反复评比、提炼，选择其中个体单元清晰、资料信息齐全的土种，首批编写成

册， 内容翔实， 覆盖全国。 土种是有若干土壤特征相类似的一组土壤个体组合成的集

合体，选出其中心概念十分清晰的土壤个体为代表，作为评比土壤性状差异与划分土种

的依据。土种的形态及环境条件共性可弘在田问识别，其理化性状的变幅，经过测定，

得出土种的量级指标，反映中心概念与边缘概念，基本做到规范化、标准化、数据化。

土壤表层质地和养分状况的较小分异，均可允许出现于同一土种， 这次土壤普查还来不

及仔细规定同一土种内的这些差异去划分变种，今后在土种应用过程中应逐步细分变种。

《中国土种志》中每一个土种均为一组相对独立的生态样块， 具有一定微域景现条

件、近似的水热条件及生产特性。各士种的生产性能综述是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收

集大量科学实验结果，归纳而成，其所提出的适种性、适耕性、肥水管理、产量水平、

存在问题及利用改良措施，针对性强，具有生产应用价值。

自从微型电子计算机发展以来，各国竞相建立土壤信息系统，其所输入的均为土壤

分类基层单元。就我国而言，很多县(市、旗)、地区(市、盟)、省(市、区)己在不同

程度上建立了不同容量的土种信息系统，通过贮存资料的运算，随时可弘提供咨询服务。

本书的出版， 正可为上述全国性土壤信息系统网络的建设仓Ij造条件，使土壤成呆转化为

生产力，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全面发展。‘

席承藩
一 1991年6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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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土种研究的回顾 √ ，． 。

，。、

联中国土种志泠是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系列成果之一，它是在整理、总结省(市、区)级

有关土种资料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全书以大区为单位．，共分六卷，分别介绍了各大区主要

土种在土壤分类系统中的归属、分布、面积、主要性状、典型剖面，生产性能和理化分析

数据。嫩中国土种志》将为我国土壤分类的系统化，标准化、数量化及发展土壤分类科学打

下扎实的基础，为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生产，合理

利用土壤资源，推广农业新技术，、提供科学依据。我国近代土壤研究中，．曾有引用土系、

土种作为基层分类单元的两个时期。本世纪20年代以土系作为基层分类单元，进行过土

壤调查与制图，1在全国范围内根据同一母质上土壤削面层段的形态特征与性状差异，划分

士系。土系命名采用地名加表层质地名称，如南京系粘土，指发育在宁镇丘陵下蜀黄土上

的土壤，徐闻系粘土指在雷州半岛发育于玄武岩上的土壤。1953年以后按照发生学为基

础的土壤分类原则，采用土类、亚类、土属、土种和变种五级分类制。以土类为中心，根

据土壤的发育程度与发育阶段划分土类、亚类，以土壤地域性特征(主要是母质类型)来划分

土属。土种是土属下的续分单元，反映土类发生过程中土壤性态特征量级上的变化，并以土

类为中心进行连续命名，’．如厚层黄土状草甸黑钙土土种，是指该土种属于黑钙土士类，草

甸化黑钙土亚类，黄土状母质土属，厚层黑土土种。这种以土类为中心的分类命名方法，

能顾名恩义，了解其分类归属，但在野外实际应用时，必须先定好土类，然后才能延伸到

土种。一旦土类或亚类的名称调整，土种的概念即不复存在。，1958--1961年我国开展的第

一次土壤普查，通过总结农民群众的识土、辨土、用土和改土等的经验，根据土壤形态特

征及生产性能等综合性状来划分土种单元，促进了耕地土壤基层单元的研究。土种名称采用

了各地群众习用的名称进行命名，如太湖地区的黄泥土，青泥土，r珠江三角洲的泥肉田、

泥骨田，华北平原的两合土，蒙金土，西北地区的黄绵土、灌淤土等等，其中不少名称已

被广泛应用于科学文献串。自1979年起进行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各地都绘制了大比

例尺至中比例尺土壤图，编写了以土种为基础的土壤资料，对土种单元进行了大量的理化

分析，在省(市，区)级土壤普查成果资料汇总工作中，又采集了大量的骨干剖面，做了

系统的理化分析，在逐级评土比土的基础上，编写出了省(市、区)级土种志，有些省、市

把土种资料输入计算机贮存、运算，为土种研究和编写“中国土种志》奠定了基础。 ，

二、土种划分的原则与依据 ’。． ：

土种是土壤分类系统中的基层分类单元，是土壤分类的基础，它是出于相同或相似景

砚部位，及其类似的水热条件下，具有相对一致的土壤剖面形态特征和理化生物性质相似

的一群土壤实体。土种划分应遵循以发生学理论为基础，以土壤属性为依据的总原则。具

体应掌握： ；

。．．。，’ 。{
’

《一'j》之整个土体相对稳定的属性为依据，

户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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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狰“，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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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状指标具有量级差异。

(二)土种为一生态样块。具有一定的微域景砚条件，近似的水热条件，相同的母庞

以及相同的植被与利用方式。 ； ”

(三)同一土种的剖面发生层或其它土层的层序排列及厚度是相似的。

(四)同一土种的土壤特征、土层的发育程度相同。

(五)同一土种的生产性能及生产潜力相似。 j．、铲”、．’ +一

’’三、土种划分的指标 ，‘

’

我国土壤类型众多，有囱成型土壤与非囱成型土壤，土种划分的属性依据不尽相同’，

受地域性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属性依据，量级指标也不一样。如盐土的盐化度指标，

内陆盐土与滨海盐土差异就很大。全国土种划分的’主要指标是，

．(一)土体厚度：丘陵山地土壤按土体厚度分为薄层<30cm，中层30—60cm，厚层>

60cm(热带、亚热带的为<40、40一80和>80cm)。平原冲积土壤以lm土体为对象分静

三个层段：上位0—30cm，中位30--60cm，下位60--100cm。淤灌土壤按覆淤层厚度

分为薄淤层(<20cm)，厚淤层(20～50cm)，并按淤土层下部土壤命名土种，如灌淤xx土，

淤土层>50cm的土壤，属灌淤土。

(二)有机质层厚度与丰度：薄层<20cm，中层20--40cm，厚层>40cm；丰度因土类

而异。

(三)砾质度：按土体中>2mm的石砾含量(体积％)分为：轻砾质<15％，重砾质

15～50J％，粗骨土>50％。

(四)特征土层的部位。按土体中特征土层出现部位不同，划分为不同土种，如臼浆土

的臼浆层出现在30cm以内的是上位臼浆土，30cm以下的为下位臼浆土f钙积层、淀积

层、粘盘层、潜育层和腐泥层等出现在50cm以上的称上位，50cm以下的为下位。

(五)特殊土层：例如贝壳层、砂姜层、砂砾层、铁子铁盘层、埋藏层等，视其出现

部位的差异，划分为不同土种。 ，

(六)土壤酸碱度。pH<5．5为酸性，pH5．5—6．5为微酸性，pH6．6—7．5为中性，

pH7．6—8．5为微碱性，pH>8．5为碱性。

(七)土体质地及构型：按土体质地差异划分的不同土种，土壤质地按国际制为砂土

类、壤土类、粘壤土类、粘土类四级，平原冲积母质上的土壤按lm土体质地层次排列可

划分为均质型、夹层型、身型、底型四种构型。均质型指lm土体为同一质地类型；夹层

型指土体30—50cm处夹有>20cm厚的另一质地类型，身型指30cm至100cm为另一质

地类型，底型指60cm以下为另一质地类型。
。

(八)特征土层的发育度；以特征土层的发生学形态特征及其属性指标划分不同土种。

各土类的特征土层不同，划分土种的指标也不一样。如潴育性水稻土按潴育层的发育强度

划分土种，自成型土类按B层发育特点划分土种。
一

．(九)盐渍度，因地区不同而异； “

1．半湿润地区按地表20cm土层的盐分含量％戈{分： 。：

①以氯化物为主的盐渍土壤cl一十sol一>co；一十HCO；，C1一>SO：一。轻盐化O．2一
O．4％，中盐化O．4一o．6％，重盐化o．6—1．o％。氯化物盐土>1．o％。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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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以硫酸盐为主的盐渍土壤sol一十Cl一>Co；一+Hcoi，sol一>C1一。轻盐化0．3—

0．5％，中盐化0．5—0．7％，重盐化0．7—1．2％，硫酸盐盐土>1．2％。

③以苏打为主的盐渍土壤co；一+HCO]>CI一十sol一。轻盐化0．1一O．3％，‘中盐化

0．3--0．50，重盐化0．6—0．7％，苏打盐土>0．7％。

2．滨海地区按lm土体盐分含量％划分：轻盐化0．1—0．2％，中盐化0．2--0．4％，

重盐化0．4—0．6％0，滨海盐土>0．6％。

3．干旱地区按O一30cm土体的盐分含量％划分。 ．一

．．①以硫酸盐氧化物为主的盐渍土壤，轻盐化0．7一O．9％，中盐化0．9一l，3％，，重盐

化1．3一1．6％，硫酸盐氯化物盐土>1．6％。 ， ．．．

②以氯化物硫酸盐为主的盐渍土壤，轻盐化0．7—1．O％，中盐化1．0—1．5％，重盐

化1．6—2．0％，氯化物硫酸盐盐土>2．o％。

③以苏打为主的盐渍土壤，轻盐化0．35一o．50％，中盐化0．50—o．65％，’重盐化

0．65—0．85％。苏打盐土>0．85％。～
。7 7

(十)碱化度，按土壤交换性钠占阳离子交换量％划分不同土种。弱碱化5--15％，

中碱化15—30％，强碱化30—45％。碱土>46％。碱土又按碱化层的部位划分为。浅位

O一7cm，中位7—15cm，深位15cm以下。

四、土种记述内容
’

土种记述内容包括命名归属、主要性状、典型剖面和生产性能综述四个部分，每个土

种都有理化性状统计表和典型剖面理化性状表。本着宁缺毋滥又有一定代表性的原则，对

各省、囱治区、直辖市提供的土种资料进行挑选，按四部分的内容要求，对每一个土种进

行系统整理论述。 ，
； j

(一)土种命名，各省土种命名方法很不一致，有些省采用群众习用名称，也有些省

采用以土类为中心的连续命名法。本书土种采用单名法，为了区别同土异名或异土同名，

在土种名称前加一个地名，作为土种名，如祁山橙泥土，我国有些地方在水稻土的名字后

面加一个田字，本书仍然保留，如潮砂泥田、泥肉田、臼粉田等。 ．+．

(二)土种归属。对山地薄层土壤，没有B层发育的，归属于石质土或粗骨土；B层

发育不好的归属于相应土类的性土。南方在网纹红土层上耕种的土壤，是受冲刷的土壤，仍

然归属于红壤土类，而西北与东北地区的耕种红粘土，都归属于红粘土亚类。我国南方石灰

岩发育的A—C型土，分属于不同的石灰岩土，而北方石灰岩发育的土壤，则归属于相应

的自成型士。根据铁的晶胶率，把水稻土归属于不同的亚类。， ’；t

(三)土层符号。各省(市、区)土种恚中土层符号的应用是比较混乱的，参照有关

文献，本书对土层符号做如下规定。 。

；
_‘ ·：j。．

1．土层符号。 。

～ 1

，+水稻土t 旱耕土i 囱型土。 。 。

：、 耕作层A。 旱耕层A。。 草根层或草毡层 A。 凋落物有机质层 。

犁底层A。 亚耕层A。。 泥炭状有机质层 H 表层 A。 ’

．渗育层P 心土层C。 纤维状泥炭层 Hi 灰化层 A2
4

j潴育层w 底土层C。 半分解泥炭层 。He 母质特征消

' S ·

／b



-脱潜层‘G-

潜育层 G

’腐泥层M

高分解泥炭层；“Ha 失的土层 ，、 B

受成土作用 ，’，．

少的母质层 C

．+ 不受成土过程 。
-

、。

，。 ．? 影响的碎屑层 D

漂白层 E ‘一，

坚硬岩石层 R

2．土层后缀符号；表示该土层的|；I；{加特征，以小写英文字母附注在主要土层符号的

右下方。
～

’‘‘

埋藏或重叠 b

冰冻特征 f

弱分解有机质 i

碱化特征 n

三二氧化物积聚 s

网纹特征 V

石膏聚积 Y

硫化物聚积 SU

结核或硬结核 c

潜育斑特征 g

石灰积聚 k

耕作或扰动P

粘粒淀积t

色泽或结构发育w

易溶盐聚积 g

漂洗特征 e
，

有机质淀积h

胶结或固结 m

硅积聚 q

地下水升降引起的锈纹 U

脆盘X

铁锰胶膜 mo

(四)主要性状：土种的主要性状，包括发生性状与养分状况两部分。每个土种都有

特定的剖面发生层构型，如棕壤类的土种为A—B—C构型，黑垆土类的土种为A—An—

B—C型，渗育性水稻土为A．一A。一P—C构型，潮土类的土种，不仅要注明其剖面构

型为A--一A，。一C，一C：型，同时要说明lm土体的质地层次构型。对上述反映发育程度

的B、A。、P等特征土层的形态，理化性状作重点论述。对一些特征指标，知红壤的红

色率，棕壤、褐土的粘化值，钙层土的钙积值等全部录存。各土种的养分状况，如有机

质、氦、磷、钾及微量元素等，如实反映其集中趋势。这不仅有一定的生产意义，也反映

了这次土壤普查的特点。

(五)典型剖面：土种的典型剖面体现该土种的中心概念，起定位、定性、定量的作

用。因此，典型剖面的记述，如剖面的采样地点、地形部位、海拔高度、母质或母土。植

被、利用方式和气象指标等生境条件，都要翔实具体而不是泛指。剖面形态特征的描述要

规范化，用Munsell标准比色校正土壤颜色，根据室内分析结果，按国际制粒级含量，

订正质地名称，对其它性态特征都做了修正，典型剖面的理化性质，都处于统计数字范围

之中。．少部分土种只有典型剖面的理化分析表，缺少统计表，我们保留了这些土种，因为

它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反映这些土种的中心概念。

(六)生产性能综述；土种的生产性能应具体反映各土种的宜种性、生产潜力及存在

问题和改良措施，有关区域治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生产中经营管理内容，都是泛泛指

导一个地区的生产措施，不属于土种生产性能，对这些内容，我们进行了删简。在编写中

我们保留了每个土种的耕性、适种作物、轮作制度、常年的粮棉产量、部分土种的基础产量、

不同作物的肥料试验结果、以及具体土种所进行的改良试验结果，这些内容都反映各土种

·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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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性能特点。对有参考意义的生产力评价、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编写中都尽量采用。

五、土种编排

本书各卷所包括的众多土种，根据中国土壤分类系统，按土类分别编排。土种排序采

用开放式，即每一土类中的土种作为一个序列。
。

这次编写的土种志，只挑选了各省(市、区)土种志中部分资料较为完整的土种。由

于土壤研究的进展和土种资料的不断丰富，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土种继续划分出来。本志的

完成，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促进土种的研究，使代中

国土种志>>更臻于完善，则编者幸甚。

编者

1991年3月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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