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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土壤科学奠基人道库切也夫指出：土壤是成土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

物，土壤性状的分异是逐步演变形成的，其结果在地球陆地表面产生形形色

色的土壤。根据土壤的共性进行归纳并根据其差异性进行续分，可以建立起

具有不同分类级别和组别的土壤分类单元谱系。我国现行的土壤分类制，土

种是基层分类单元，是土壤分类的基础。土种也是特定的生态样块，是处于

相同或类似的景观部位和极其类似的水热条件下，具有相对一致的土壤剖面

构型、相近的形态特征和理化生物性状的一群土壤实体。根据土种的共性，可

以归纳为相应的土属、土类以至土纲。

土种又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对象，一切农业生产措施，都是在具体土种上

进行的，因此土种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基础。编写一部地方的土种志，不仅为

该地区发展土壤科学奠定基础；也为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因土

管理，调整农业布局，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和促进农业发展，提供基本依据，是

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河北省过去做过大量的土壤调查与制图工作。在开展全省第二次土壤普

查工作中，根据统一的布置和规范，大多数县以土种为单元绘制了五万分之

一的县级土壤国，编写出版了县的土壤志。在边查边试过程中。有些县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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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土种上进行作物施肥试验，找出合理的施肥配比方案。有些县在不同土种上进行基础肥

力测定，找出各土种的产投比，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有益的数据。有些地方还根据土种特

性调整作物布局，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对名特优作物的土壤亦做了详细调查。不难看出，在

土壤普查基础上编写好省级土种志是完全可能的，对土种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大有前途的。

河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在省级土壤普查资料汇总中，通过比土、评土，进行统一取样与

系统分析，初步建立了357个土种，阐明了各土种的景观部位、分布面积、特征、土层性状、

有效土层厚度、养分含量变幅与生产潜力，并指出利用改良方向。土种命名采用了群众习惯

用名，形象生动地表明土种特性，同时保留了地县命名，便于查对。土种志编写增加绪论一

章，使其独立成书，便于应用。为全省土壤基层分类研究和土壤资源多途径的开发利用，开

创了一个新局面。

《河北土种志》的编写与出版，是一件有意义的首创性工作，今后可将本书所列土种单元

的资料，连同有关试验研究成果数据，输入计算机，建立土种单元的土壤信息库，并错助电

脑进行有关运算，广泛开发利用土种资源，对科技兴农，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做出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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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土种志》是根据农业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第二次土壤普查全

国汇总编辑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编写的，是河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的主要成果

之一。

《河北土种志》的具体编写工作是在河北省土壤普查成果汇总编辑委员会

的组织领导下，从1987年3月开始，到1989年12月提交农业部及全国土壤

普查办公室验收通过，历时近三年。在此期间，经过野外调查，土壤剖面分

析及评土、比土，河北省土壤确定为21个土类、55个土壤亚类、164个土属、

357个土种。

《河北土种志》经四次修改成稿，第一、二稿由河北省土壤普查成果汇总

编辑委员会审稿，并作了重大修改；第三稿由《中国土种志》编写组和华北

地区七省市的有关专家审稿；第四稿由全国土壤专家审稿，均作了一定的修

改，其中修改最多的是土种的划分问题。最初，根据各地(市)普查的土种

数，经过评土、比土，全省初步定为616个土种。后根据各地资料的实际情

况，又经评土、比土，全省归纳为472个土种，为了更科学、更准确地反映

河北省的土种状况，又经几次审核研究，最后定为357个土种。土种内容主

要包括土种归属及分布；土种的个体特性；土种典型剖面的描述；土种的生
——1——



产性能综述等四个方面。它的完成，可为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合理利用土壤资

源、促进河北省农业生产提供基本的科学依据。

《河北土种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南京农业大学朱克贵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席承潘研究员、杜国华副研究员，农业部全国土壤肥料总站副站长章士炎高级农艺师审稿。

河北省土壤普查成果汇总编辑委员会主任魏义章、副主任宋谦、贾如江研究员以及李承绪研

究员等领导和专家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河北土种志》撰写分工是：丁鼎治：第一章绪论，第十一章灌淤土；缪书宝：第二章棕

壤；田保群：第三章褐土；李丙申+：第三章淋溶褐土；赵成森：’第三章石灰性褐土；贾文竹：

第三章潮褐土、褐土性土；高广惠：第四、八章灰色森林土、黑土、草甸土‘；李顺：第五章

栗钙土；李振梅：第五章暗栗钙土、草甸栗钙土；吕英华：第五章盐化栗钙土、碱化栗钙土、

栗钙土性土；穆如明：第六、十一章栗褐土，灌淤土；高增芳：第七章潮土；王志军：第七

章脱潮土、湿潮土、碱化潮土；李金声：第七章盐化潮土，余宝林：第八章山地草甸土，第

九章砂姜黑土；王壮国：第十章沼泽土，第十四章、第十五章新积土、风砂土、粗骨土、石

质土；阎恩林：第十三章盐土、滨海盐土、碱土；郝玉佩：第十二章、第十四章水稻土、红

粘土；段霄燕、冯洪恩两同志负责有关土种面积及有关数据的统计运算。撰写人员交稿后由

丁鼎治、李顺、田宝群、余宝林、闺恩林、王壮圈、穆如明、郝玉佩、李金声同志负责编辑

修改。河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主任宋谦同志对部分章节也做了编辑修改工作。最后由丁鼎治

负责统稿、定稿，在此过程中李顺协助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全书的编辑工作。

由于编写土种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没有经验，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故书中难免有不

够完善甚至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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