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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的需要，宁夏境内曾进行过多次区域性土壤资源勘查和全

自治区的土壤普查。其中规模较大的调查计有：1957年中国科学院土壤队和中央水利部北

京勘查设计院土壤队在银川平原进行的土壤概查，1958年水利郭北京勘查设计院士壤队在

银川平原河东、河西灌区进行的土壤详查，1959年全自治区开展了第一次±壤普查，1962

年原宁夏农业综合勘查队7(我院前身)与有关单位合作，进行了盐池县土壤调查；尔后．

以宁夏农业综合勘查队为主，进行了卫宁灌区土壤详查(1963年)、固原地区土壤概查

(1973年)和银南山区土壤概查(1 975)，盐先后对六盘山，贺兰山、罗山和香出等出

地土壤， 进行了概查或详查．以上的土壤调查都为宁夏土种的建立， 积累了大量基础资

料．

19 79一1987年，全自治区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为完善宁夏土种和编写《宁夏土种

志》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 《宁夏土种志》是自治区和中央有关单位土壤工作者长期从

事土壤资源勘奄的一项重要成果．

宁夏土种的建立是以县级土壤普查中土壤基层分类和制图单元为基础．按照土种划分

的原则和依据，并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对所有调查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后确定的，

全自治区建立219个士种．

土种是土壤分类的基层单元．土种的划分在剖面形态和理化性质方面，有其数量化指

标；在生产性能方面，也有其差异性．因此，在确立土种时．要求做到既有中心概念．又

有明确的边际界限．即每个土种都有典型剖面和统计特征值，同时具有明确的划分指标．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对资料不完备的土种， 于1 987年组织人员进行了补课调查， 采集土

样，分析有关理化性质。补课之后还有少数归属尚不明确的土壤，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后

再建立土种，尚未建立土种的土壤约占全区土壤总面积的12％．

为了写好土种志，根据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召开的历次有关土种会议的精神，结台宁

夏实际，拟定了《关于土属、土种及亚种的划分意见》．《如何写好土种志》以及《土种

志编写人员分工》等工作规程和计划安排。收集和参阅了自治区有关科研单位、农业技术

推广部门，国营农场和各县市农科所、 农技站历年所作的土壤改良，培肥试验、 因土私

植，保墒耕作和土壤水分物理性质测定筹方面的试验研究和农业生产经验的成果资料．这

些资料丰富了土种志中生产性能方面的内容，为提高土种志的生产性和实用性，发挥了秘

极的作用．我们谨向为土种志提供资料的单位和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在编写过程中，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席承藩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朱克贵教授曾给予热情指导，在此谨致
衷心感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和工作经验，《宁夏士种志》I如存在的疏漏和谬误，汝请读者不吝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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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在土壤分类系统中，土种是基层分类的基本单元。如果把高级分类单元(土类或亚

类)看做一个群体，土种则相当予个体．这种个体，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景观

部位，其中小地形、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母质与植被(包括农作物)类型等相一致．土

种具有一定的形态特征和理化生物屏性，这些性态不是一般生产技本措施在短期内所能改

变的．因此，土种都具有相对独宣翱稳定性．土种的自然属性(土壤的理化性质与生物性
质)与生产性能(如适种性、限翩性及生产潜力等)基本一致。所以土种是因土种植、因

土施肥、因士耕作、因土灌溉和农田管理的基础，也是设计和实施土壤改良利用措施的基

本土壤单元．土种资料在农业区划和规划、国土整治、科学实验研究及农、林，牧、渔业

的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一节 成土条件及成土作用与土种

一、成土条件与土种

宁夏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属我国西北地区；省际分别与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陕

西省接壤。东西宽约45—250公里，南北长约456公里，总面积51 795平方公里。

宁夏的幅员虽小，但自然情况复杂。受气候、地形、地下水、母质、植被以及人为耕

种、施肥和灌溉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众多性态特征各异的基本土壤类型一土种。现将与土

种形成的有关条件，按四个大的自然区分别综述如下．

(一)黄±丘陵区

位于宁夏南部，为我国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面积约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总面

积的26．42％．由新生代晚期黄土物质(马兰黄土)所组成；黄土层深厚，达Ioo一200米

(六盘山以东)至300米左右(六盘山以西)．黄土物质疏松多孔，无沉积层次；垂直节理

发育，常形成直立陡壁．黄土的机械组成为极细沙至中粉沙；主要矿物为石英(占46—

94％)和长石(占30一43％)，石灰含量也较高，一般石灰含量可达8—16％。 黄土丘

陵区的地势较高，海拔1 500—2300米。本区气候属宁南温凉半干旱区， 年平均气温

5．i--8．0℃，立10℃积温90％保证率I 700—2500℃以上；无霜期l 20—l 50天；年降水量

350一550毫米，干燥度K=1．O一2．0。为宁夏重要旱作农业区，一般种植小麦、糜谷、洋

芋、油料等作物．本区南端的红河和茹河流域，水热条件较好，是冬麦、玉米、谷子和果

品的主要产地。

垦殖率较高，平均为59．5％，其中隆德县达77．8％．森林和草原面积较小，植被覆盏

度低，土壤侵蚀严重．一般沟壑密度达l一3公里／平方公里；沟深由数十米卒-200米，地‘

形破碎。按地貌景观可分为珂地，梁峁地、盆j削间地、沟台地及冲沟等类型．其中埔地主

要分布孟J2币黑垆土、暗黑垆土．北部则为钙斑黑垆土；丘陵坡地及梁峁地分布的主要土种



有黑黄士、武j琢黄绵土及缃黄±；涧地醪沟台地为各种新积士．
(二)盐同台地及宁中低山5丘陵区t

位于黄土丘陵区以北，为宁夏广大的牧业区。面积约2．26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

积睁43．6％。其中盐同台地系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e，地势较高，海拔1 200‘1，5Do米；台

面剥蚀’、风蚀作用强烈，地。形可分鄂尔多斯高原和间山缓坡丘陵两部分。台地以西2为牛首
山、小罗山及香山等中低山地和丘陵。一般海拔1 3 oo一2400米。台地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

(Q'4)地层所覆盖，一般土层较厚。’山地和丘陵则由不同地质时期的岩石所构成，属石质
山地和石质丘陵；一般坡度较大，土层较薄。部分山麓和丘陵区如滚泉、红柳沟、下流

水、。土坡等地有第兰系中上新统及始新统红土层出露。

位于荒漠草原地带，属宁南温暖风沙干旱区。年平均气温7．7一g．4℃；兰10℃积渝

2600一3200℃；年降求量220一300毫米，手燥度K=2．1～3．4。旱灾十分频繁，享作农业
极不稳定，基本上无灌溉即无农业。大部分为放牧草场，草场产草量随降水量多寡而毒有较
大波动，故牧业生产也很不稳定。在有灌溉条．降的地裹，可种植春小麦、玉米、枸杞和苹
果、梨、葡萄等果树。 ’。-¨ ‘-?

岔地的北部与毛乌素沙漠毗邻，常有外米沙吹人；H因干旱多瓤’i’就地，起沙现象也十
分普遍一固定和半固定风沙土较多，并有大面积流动沙州+e。-刀z＼．-1¨r一 如爽武县猪头岭沙带，陶
乐东部沙带、盐池哈’巴潮抄带等，均绵延数十公早，宽5—1 0／一,k，一H_j．．--*-一-->-，为宁夏土壤t沙化-

最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灰钙土的上种，如刁：劂质地的黄白土和自脑土；部分为风沙一■
红粘士和粗骨土的土种。

(二三)河套平原区
。，1

生y-夏河套平原由黄河冲积而成，分卫宁平原和银川平原两部分；总r}iiDt砻',,on900．q<-力公
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l 9．1％。河套平原水土条件好、久享黄河灌溉之利，旱涝保收。盛产

稻麦和瓜果，素有“塞上江南”之美称。是自治区主要农业区，也是全国商品粮基地之～。

地形开阔，地势平坦’'"7每拔1070--1 700米；／＼ffq：：。。¨r,,z，v坡降在l／3000—l／40002．r吾i。但
高阶地的坡降较大，一般为1／l 00一i／300；灌区下游坡降平缓、银_；北收为l／4000--l／
8000i'自然排水差、土壤盐化重。 n

气候干旱，年平均降水量仅200毫米左右，干燥度K犬S-3．4。但¨照多，太阳辐和

强，光热资源比较丰富。据银JIi地区实测， 年辐射总量l 49二F卡／平方厘米，年日照时数

3000小时·生长期200天以上、兰10℃积温3000一：j400℃。昼夜温差大； jF均达l 3℃再二

右·上述气候因子，黔干旱外均有利于作物生长和瓜果品质的提高。 ．

二t壤类型较多-高阶地主要有淡灰钙土(土科，为粗臼脑土、准自脑土、潮自脑土等)

和风沙土；低阶地有灌淤土(土种为薄立土、厚立土、新户土、高庄老户土、薄卧土、轻

盐卧士等)、潮土、沼泽士、泥炭土，盐土、龟裂碱土和新积土等。
(四)贺兰山、六盘山、大罗山等石质山地K

” 其中贺 ktj、六盘山和大罗山为宁夏三大天然次生林区。分别位予宁北．(贺兰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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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中(大罗山)和宁南(六盘山)．总面积约5606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10．82

％。+山体高峻，峰峦迭幛，坡大沟深。最高峰海拔贺兰山为3556米，六盘山2942米，大罗

山2624米。大部分地形陡峭，坡度大于25度的陡坡地占52．9％．全部为石质山地，其中贺兰

山基岩主要为古生代、中生代的花岗岩、石英岩、页岩和沙岩；六盘山则由中生代白垩系

地层所构成，岩石以沙岩、页岩、砾岩及泥岩等为主；大罗山的地层较古老，由古生界奥

陶系泥质板岩、粉沙岩、长石石英沙岩等所构成。一般贺兰山的母岩风化物质地较粗；六

盘山和大罗山的母质风化物质地较细。

山地气候高寒、湿润，年平均气温l一5℃；年平均降水量429毫米(贺兰山)一684毫

米(六盘山)，干燥度K为1．o左右；无霜期小于1 00K；兰i0℃积温小于500℃。生长乔

灌木及草甸和草甸草原植被．其主要树种贺兰山有青海云杉、油松、山杨、虎榛子、山

榆、蒙古扁桃等；六盘山有山杨、白桦、红桦、辽东栎、椴树、华山松、山柳、槭树；大

罗山有油松、青海云杉、虎榛子、紫丁香、小叶忍冬和灰枸子等。

IIj地土壤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海拔2600米(六盘LI-i)一3l oo米(贺兰山)以上为

jE高山草甸土，以下为灰褐土。灰褐土因植被条件、母质类型和淋溶作用等不同，划分有薄

层山黑土、中性山黑土、钙质山黑土、薄层暗麻土、云母暗麻土、黑红土等共l 5个士种。

二、成土作用与土种

土种的性态受成土作用制约。宁夏的土壤形成作用，主要有有机质的累积、盐类的淋

淀，盐化和碱化、氧化与还原以及熟化等，现分述如下：

(一)土壤有机质的累积作用

：_t壤有机质的累积及其含量，对于土壤的形成与理化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

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变化，大致有以下规律：

i、从水平地带看，土壤有机质含量呈南高：{匕低趋势。因南部海拔高，气温低、雨量

多，生长以禾唪类为主的干草原值被；覆盖度一般达50一70％，土壤有机质累积多，如钙

斑黑垆土有机质平均含量达2．i 3％。往北海拔降低，气温升高，而雨量减少，生长荒漠草

原植被，覆盖度仅30一45％。：{二壤有机质含量低。如蒿川黄白土有机质平均含量为I．60％，

细自脑土含量为0．66％。

2、从垂直地带看，山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鼠随海拔上升而增加。主要是海拔高，则气温

低、雨量多，植被生长好，有机质积累多。如六盘山区同样在草本植被下形成的土壤，海

拔2600米以上的粘质底冻土(厚层粘质亚高山草甸土)有机质平均含量大于7％；海拔

2300一2600米的暗麻土，(厚层细质暗灰褐土)有机质平均含量为4．02％；海拔2 300米以

下的基带土壤暗黑垆土，有机质含量为2．65％。

3、土壤利用方式、保护状况、管理水平及土壤本身属性，对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明显

影响。全区以森林土壤有机质含量最高，平均达1 0％左右；以牧用地(放牧草场)的含量

最低，大面积二E壤有机质含量小于I．0％。在旱作农业区和干旱牧区，多实行粗放耕垦或

过度放牧，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有机质含量下降。如大部分为草地或耕垦时间较短

的钙斑黑垆土，有机质平均含量为2．I 3％；经长期旱作的孟}糸黑垆土，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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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4嚷o。但恢复植被，’种植彀草．或增施有机胞科和秸杆还田，则可促进土壤有机质的零
累。如盐池县麻黄山地区的黑黄土，撩荒七年后，±壤有机质含荤真e．一8％提高郅1．27％·

在引黄灌区，稻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于旱地土壤．如高庄老户土(旱作农田)有机质

含量为1．18彩；‘厚卧土(稻旱轮作地)为1．30％．此外，’质地粘蘑的土壤比沙性士壤的有

机质含量离。 。

4‘‘，土壤的形成作用不同，二E壤有机质剖面也有差异。宁夏±壤布机质剖面有以下三

种类型：(1)表积型：有机质主要在表：上层中积案癣表土层以下有机质含量剧降，下降

率失于50％。属予这类土壤的有粗黄白土、细自脑士、攘质自脑土、粘层锈土和盐锈土等

灰钙土类土种及潮土类土种。(2)缓降型：土壤有机质层深厚，一毂厚度达50厘米以

上。土壤有机质含量自上而下缓慢降低，下降率一般小于30％。这类土壤包括黑垆二匕、灌

淤土、暗灰。褐土及亚高山草甸土的所属土种． (3)杂乱型：土壤有机质剖面无一定规

律。同一剖面各层次有机质含量忽离忽低。主要决定予不同时期{冗积物中的有机暖含镀·
如新积士所属各土种．

(二)碳酸钙(石灰)、硫酸钙(石膏)及易溶盐类的淋溶淀积作用

’’我区土壤母质普遍富含石灰，如黄土的石灰含量为8一18％；风积沙及沙质洪积

物的含量较低，为2—5够：其余母质石灰含爨均在l 0％左右或更高。黄绵士与灌淤土等

成土时间较短的土壤，石灰没有明显的淋淀现象，．上下比较一致，各层次之间相差不超

过20％．地带性土壤(由南往：f匕分别为黑垆土，灰钙土，淡灰钙士稻灰漠±)，因各地降水不

同，石灰的淋淀有明显的分异。黑垆土地区，降水量较大，且黄土疏松多孔，石灰的

淋淀现象很明显．一般以假菌丝体扶在黑垆土层的结构面上淀积，有时可见不明显的石灰

斑块淀积(如钙斑黑垆土)，但米形成紧囊的钙积层。灰钙土地区降水量减少，石灰

淋溶作用减弱，剖面中有明显的灰白色斑块状钙积层形成；钙积层的石灰含量一般达20

吻左右，少数可达3D％。其中淡灰钙土区的气候更干旱，淋淀作用更弱，钙积层出现的部

位较高，一般在30厘米左右，而灰钙士则在40一80厘米出现钙积层。最北端的灰漠土区。

气候最干旱，淋淀作用极微弱，钙积层出现的部位已接近地表。

我区大部分土壤母质含石膏和易溶盐均较低，一般石膏和易溶盐总量(全盐量)

均小于0．1％。但第三系红粘土的含鼍较高，石膏含量多为0．1一o．3％，易溶盐含量为
0．1_O．5％。

土壤中石膏和易溶盐的淋淀情况也与降水条件有关。在亚高山草甸土、灰褐土和黑

垆土区，降水量较大，剖面中不见石膏和易溶盐淀积；在灰钙土区，降水量减少，常在钙

积层以下出现易溶盐淀积的盐积层．
。

(兰)土壤盐化与碱化作用

盐化和碱化土壤主要分布在河套平原和其它黄河支流冲积平原地区．在成因上二者有

一定联系j但性质迥然不同．土壤盐化是指易溶盐分任泓砸中的积聚；土壤碱化则是±壤

肢粒上吸收多蛰的交换性钠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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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土壤盐化，大部分是由地下水位高，毛管水蒸发强烈所引起．凡对地下水位有影

肆喻构因素，都能直接或间接促进±壤盐化。如地形低洼、渠道渗漏、大水漫灌，高地种

稻、蓄水养鱼以及排水沟堵塞等，均能导致地下水位升高，加强土壤盐化；田面不平，高

处蒸发强烈，形成局部盐斑地。由地下水位高引起的土壤盐Ⅵf七，以干旱多风的春季(灌‘区

灌头水前)最强烈，是灌‘区土壤主要的返盐期．土壤易溶盐主要集中在地表，因此具有明

显的表聚性．此外，引用矿化水灌溉，也可引起土壤盐化．宁夏南部山区引用矿化度大于

3克／升的苦水灌溉，招致灌溉土壤发生盐化。一般随着灌溉年限的加长，剖面中易溶盐

的积聚也相应增加。质地轻的土壤，透水性强，盐分主要积聚在剖面下部；有粘土层的土

壤，因粘层阻水滞盐，盐分主要积聚在表土或剖面上部．

盐化土壤以盐土最典型，其盐积层的全盐量超过1．0％．未经洗盐改良，作物不能生

长，农业难以利用。其它盐化土壤，如盐化潮±、盐化灌淤±、盐化新积土等，盐积层的

易溶盐含量也较高，其全盐量大子0．1 5％．

我区碱化土壤主要是龟裂碱土(自僵土)，一般分布在古湖泊边缘、交接洼地或洼地

中的略高处；胶粒上交换性钠离子含量高，其钠碱化度一般大皆l 0％，最高达84％；pH

值高达9．0以上．土壤理化性质恶劣，高等植物难以生长．多为裸露的光板地。

(四)氧化还原作用

宁夏土壤的氧化还原作用，可分以下三种类型：1、 以还原占优势的潜育化作用．在

地面常年积水地区，土壤以还原作用占优势，土体中形成较多还、原性物质，如蓝铁矿

(F e。(PO。X8H：O]等，使潜育土层呈蓝灰色；还原性物质总量较高，平均在1 85单位

(每一单位相当于l×10—5M的Mn’)。腐殖质也不易分解，形成腐泥(缁泥)层或草炭屡．

具有潜育化作用的土种有壤质青土，壤质缁泥土、草炭缁泥土等多种。2、氧化还原交替

作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剖面底部接近地下水的土层，通气不良。还原性物质总量增

加，一般比氧化态时增加5倍以上；铁锰还原为可溶性的低价离子，并随毛管水沿孔隙运

动．当地下水位下降时，通气改善，低价铁锰离子氧化为高价化合物，沉淀在结构面上，

彩成锈纹锈斑。具有锈纹锈斑的土壤，表明经常处于氧化还康作用中．稻田土壤的表层，受

灌永和撒水影响，也有明显的氧化还原作用．属于前者的有潮土、潮灌淤土及亚高山草甸

查，e量要由底部冻层滞水引起)各土种；后者有薄卧土、厚卧土等土种。3、氧化占优势

姻作用：地下水位深，地面不淹水的土壤，均以氧化作用占优势。土体中还原性物质总盈

很低．、、o般低于一个单位．土壤无锈纹锈斑，颜色也比较鲜浅，黑垆土、灰钙土和灰漠土

等地帮性土壤，以及普通灌淤土中各土种，均以氧化作用占优势。还原性物质总量对农业

，生产有一定关系．初步观察，当还原性物质总量达2．4’单位时，谷子和甜菜受到明显抑

制，达巅瞎单位时，谷子未见出苗。

(五)土壤钧熟化作用

土壤然亿作鹿，是指土壤在农业利用中有目的地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土壤生产障碍因素的

消除．理化生物性质的改善和土壤肥力的提高．我区土壤熟化作用包括灌淤熟化和旱耕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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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令方面。灌淤熟化作用主要存在于引黄灌区，由于弓l用含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灌溉，使耕

种土壤每年增加大量灌水淤积物。据土壤普查在永宁和吴忠两县测定，每年淤积物小麦地为

686—940公斤／亩，水稻田为l；729一10360公斤／亩。加上每年施进太最土粪(。。艘窟施

量达0．5--1．o万公斤)。故土层逐年加厚i±粪的养分含量较高‘，谨水淤积物也含有L淀

的有机质和矿质养分，故加厚的土层比较肥沃j在士羼增厦过程申，灌水落淤和耕作施肥

交迭进行，落淤的沉积层次经耕作而消失，形成均匀的有一定熟化特征的灌淤土层。灌淤

土层质地均匀适中，星块状．碎挟状或粒状结构，有较多的孔隙；有机质及矿质养分含量

从上向下缓慢降低，在一定范围内，灌淤土层厚度。同±壤腮力有密切关系。 。

土壤旱耕熟化，2主要在旱作农业区。表现于通过深翻保墒耕作，剖面中形成巯松、渗

透及蓄水熊力增强，的耕作层．同天然草地相比，出壤含水量提高；速效磷含量也有明显增

加。但旱作农业区，一般广种薄收，极少施肥或不施肥，耕种后土壤有机质普遍有所下

降。

第二节 土种建立的原则与命名

一、土种建立的原则

宁夏土种的建立，．基本灌照以下原则：

卜建立土种的资料，以多级土壤普查大中晦例尺(I：j万残l：2，52：)秘蠲；鞋元为

基础，每个土种都有一定的空间分布范围和具体面积；土种韵最小面积为459J_亩；

2、有明确的划分指标。同一土种主要属性一致，不同土种属性互有区别，故土种具

有相对独立性。如分布在黄土螈地上的土种。{，蟊季桑黑垆土的有机质含量小于2．0％j；碚黑

垆土有机质含量为2。o％或大于2．o％；荒漠草琢摊睡奄恭出母质土形成的土种，王乐井黄

自主的钙积层出现部位在60厘米或60厘米以下，剖lI荧自，、童钙褓层出现部位在鲫厘米以
上，准黄白土的钙积层石灰含量，同上下土层相比，不超过钒菇倍等糕≯ ，

3。在剖面形态上，．同_土种的土层排列，土体构型相罚臻糨僻o。。溺±，盐出．勰积

士和灌淤土的土种，在发生羼段一致的基础上，再依质地剖面构型划分≯i质地剖面拘型按表

±和心底枣质地组合排烈划分。表土质地组合为粘质(粘土质地)，壤粘厨￡(相当苏制重壤

土)、壤质(壤土及粘壤土)．t沙质(沙土及沙壤土)等四种类型。 心底盘按30—1 00

(150)．厘米层段内的主要土层质地．组合为夹粘层<包括粘土和粉质粘壤土、)、漏沙层(

包括沙土和沙壤±)和壤土层(剖面以沙质土为主，中间夹有壤±和粘壤土层)等类型。。

孰面中的某些特．殊土层如埋藏沼泽±层等，在建立土种时也予考虑。：。 ，

4、土种的划分，突出对生产影响较大的属性。如山地，丘陵、洪积扇和．河滩地-的土

壤，有效土层厚度变化很大。而土层厚度是影响土壤利用的重要因素。’故上述地区土壤，

按有效±层厚度，分出厚层(有效土层厚摩60或大于屉。厘米)袒薄羼(．有，旗土羼孱魔小于
6Q厘米)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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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种的岔名

i种命名，麴图精练，：并能反映土种’自身的特点。一般采厣瓣众名称，赋以明确的涵
义。‘如缃黄芏、新户土、盈碴土等；或在群众名称的基础上缀以土壤主要属性，如粗黄白

i、准黄白土、沙白脑土、壤白脑土、沃户土、厚立土、薄卧土等等；有典型分布地区的

土种，也采用地名作为必要的辅助命名、。：如孟士泵黑垆土．：武±泵黄绵圭，王乐井黄白生和良

田老户土等要还有一些土壤；缺乏瓣焱各称．如潮盘。盐土和新积j三所属的土种，则根据土

壤的主要属性加以命名。为了避免土种名称过于冗长，命名时以突出限制性因子为主，且

表土质地为壤质土时，壤质在命名时不予反映。如剖面中有埋藏沼泽土层、质地为粘壤土

的盐化潮士，命名为青土层盐锈土。此外，土壤质地介于壤质与粘质之间(相当于苏制重

壤土)的土壤，因生产性能同壤质与粘质土均有所不同，命名时缀以粘性，予以反映。为

了使于同过去的资料相衔接，在土种名称之后，同时用括号注出了原来的系统名称；
f。

，第三靠 j土种与分类系统

一、±神与分类系统的关系

前己述及，坐种是具有相岢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土壤个体，在分类上属于基层分类的基

r本单元。＆种的建立，可为订立土壤箢类系统奠定基石。?土壤分类系统则是在了解：士二壤属

巨的基础上，7对不同土壤进行科学的区’分和归纳。土壤分类系统可因土壤资料的积累和研

充工作的深入，葳生产和科研的目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变化和发展，从而土种的归属也将

遁之发生变侄。茵此，。士种在笼类系统宇的归属是相对喇，只和基体穆分类系统相联

系∥

三、现阶段的s土壤夯类系统一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土壤分类系统是我国现阶段土壤科学研究成果的总结，体现了

当前我国土壤科学的现存水平。。宁夏土壤分类系统与全国的分类系统相一致，采用士纲、

土类：亚类、土属、土种和亚种六级分类制；各级分类单元的划分原则和依据，也和全国

的标准相一致。。由于亚种是土种范围内根据土壤性状的较小变异或不够稳定的属性划分

的，-．一般调查制图比较困难。因此，亚种在土壤普查中没有详细区分。现阶段的土壤分类

系统及各土种的面积详表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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