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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新疆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专著之一。全书对第二次土壤普查中获取的

大量土种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并和整理，详细的沦述了各土种的分布范围、面积

和其主要型态特征以及理化特性，并对各土利，的生产性能均做了简述，为土壤的

分类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合理开发新疆土地资源，因土种植，因土改良，因土施

肥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书对从事土壤学、地理学和生态学以及农林牧业生产、科研部门的专业人

员和有关高等院校师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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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吉
刚 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深居欧亚大陆腹地，总面积166万平

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根据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新疆土地资源丰

富，土壤类型众多，拥有相当数量的宜农、宜林、宜牧土壤。为了收集土壤普查中的

大量资料，建立新疆土壤基层分类单元的系统资料库，为新疆土壤分类的系统化、

数量化和标准化奠定基础，以便更好地为合理开发新疆土地资源，调整产业结构，

以及因土种植、因土改良、合理灌溉、科学施肥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按照全国第二

次土壤普查技术规范和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土普办)的要求，编写

了《新疆土种志》一书。 ．

《新疆土种志》的编写工作是从1985年底开始的，当时由何光后、何雄和曾强

等同志负责收集资料和进行比土评土。1986年因机构变动暂停工作。1989年元月

土壤普查工作由土地管理局交农业厅后，随着自治区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变更，重

新组织人员，在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核定了新疆土种划分的原

则、依据和指标，专门确定了《新疆土种志》的编写人员。

《新疆土种志》的编写是在各地(州)、林业厅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

兵团)土壤普查资料汇总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编写过程中收集了地、县、林业和兵

团师(局)及团场的大量资料，经过比土评土，根据土种划分的原则、依据和指标，

将各地(包括林业和兵团)划分的二千多个土种进行初步归并。由于新疆全面系统

划分土种还是第一次，目前在编土种仅是根据现有资料编写的，而且土种的划分

原则、依据和指标还不详尽，因此《新疆土种志》还有待在今后不断的补充、修改和

完善。

《新疆土种志》和《新疆土壤》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内容上它又自成一体，重

点突出基层分类的基本单元——“土种’’的特征特性。一便于生产上使用，另一也

为核定土壤分类奠定了基础。即使土壤高级分类单元的改动，亦不会影响基层单

元的客观存在，这就是我们编写《新疆土种志》的目的所在。
】



《新疆土种志》送审稿完成后，自治区土普办召集tl治区土壤界专家、教．授和

地(州)及部分县土壤专家进行了初审，并进行了修改和补充。1991年9月全国土

普办组织全国土壤普查省级成果验收组的学者、专家、教授进行了检查验收，自治

区科委主持了成果鉴定．专家们认为：《新疆土种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划分土

种的依据和指标明确具体，土种个体特征清晰，尤其对耕种土壤的土种描述更为

翔实，充分反映了新疆地区土种的分异特点，科学性、系统性和生产性强，填补了

该自治区系统研究土壤基层分类单元的空白。同时也对《新疆土种志》提出了很好

的修改补充意见。根据验收组和鉴定委员会的意见，我们进行了认真讨论和研究，

确定了修改方案，由曾强同志进行了修改补充。

在编写和修改过程中，全国土普办席承藩先生和朱克贵、唐近春、马同生、杜

国华先生，章士炎、李象榕、郑炜萱等高级农艺师曾多次进行指导和帮助，对《新疆

土种志》的完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治区土壤界的专家、教授和同行们，以及

兵团和林业厅的有关同志，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新疆土种志》的编写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工作量大，时间短，加之我们业务水

平有限，又缺乏经验，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错误再所难免，恳请专家和同行们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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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土种志》编写说明

一、土种划分的原则、依据和指标

(一)土种划分的原则和依据

土种是土壤基层分类的基本单元，它处于一定景观部位，是土属范围内剖面性态特征基本

一致的一组土壤实体，代表了土壤主要形成过程的发育程度。同时土种又是因土利用、因土改

良和因土种植的基本单位。因此以土壤发生学理论为基础，以土壤在形成与演变过程中所赋于

土壤本身的属性为依据，把科学性、生产性、群众性紧密结合起来，是划分土种的基本原则。

各土种都有其相对稳定的特性和特征，这是它们各自固有的内在属性的外在表现，同时也

反映了土壤的生产性能。而群众也正是依据土壤的主要性态特征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生产性能

来识土认土。因此以土壤基本属性为依据来划分土种，也就能充分体现其生产性和群众性。土

壤的颜色、质地、结构，土体构型、有机质含量、盐化和碱化程度以及特殊土层或障碍土层等，都

可以做为依据，但在具体划分时，则选择其中对生产性能影响最大的最重要最明显的属性。

对一部分跨度大，范围较广，剖面形态特征基本相似，但气候条件差异明显的土壤个体，在

高级分类单元又不能反映的，我们则在土种中加以区分。如部分耕种土壤和水成性土壤等。

(二)土种划分的主要指标

根据上述原则和依据，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在划分指标尽量做到数量化的前提下，以一米

土体内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性态特征，特别是土层排列的相同或相似为基础，制定了以下土种划

分指标：

1、按质地及质地构型划分为了便于利用，按质地及质地构型划分土种，将轻壤和中壤归

并为壤质土，重壤和粘土归并为粘质土。将一米土体分为表(o一30厘米)、腰(心)(30一60厘

米)和底(66—100厘米)三段进行排列组合。具体划分方法：

(1)砂土(全砂土)o一100厘米土层全为砂质土。

(2≥砂壤土0—100厘米土层均为砂壤土。 ．

(3)壤质土。一100厘米土层全为壤质士。

(4)粘质土。一100厘米土层全为粘质土。

(5)表砂壤质土0—30厘米土层为砂土，其下土层为壤质土。

(6)腰砂壤质土30一60厘米土层为砂土，其上和其下土层均为壤质土相问排列。

(7)底砂壤质土60一100厘米土层为砂土，其上土层为壤质土。

(8)漏砂土。一30厘米土层为壤质土，其下土层为砂土。

(9)表砂粘质土。一30厘米土层为砂土、砂壤土或二者相间排列，其下土层为粘质土。

(10)腰砂粘质土30一60厘米土层为砂土、砂壤土或二者相间，其上、其下土层均为粘质



土。

(11)底砂粘质土60一100厘米土层为砂土、砂壤土或二者相间排列，其上土层为粘质

土。

(12)表粘壤质土。一30厘米土层为粘质土，其下土层为壤质土。

(13)底粘壤质土60一100厘米土层为粘质土，其上土层为壤质土。

(14)砾质土。一100厘米土层中，砾石含量占10一30％。

根据以上100厘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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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厘米土体为同一质地类型I夹层型指土体30一50厘米处夹有>20厘米厚的另一质

地类型，身型指30厘米至100厘米为另一质地类型；底型指60厘米以下为另一质地类型。

2、按有效土层厚度划分土壤有效土层一般是指粗砂砾石层或基岩以上的土层，其实际

厚度对耕作、施肥、灌溉和农田基本建设等影响很大，其物理、化学性质及生产性能随土层厚度

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有效土层厚度是土种划分的一个重要指标。

(1)薄层土有效土层厚度小于30厘米。

(2)中层土 有效土层厚度大于30厘米而小于60厘米。

(3)厚层土有效土层厚度大于60厘米。

(4)底砾土50厘米以下出现厚度在20厘米以上的粗砂砾石层者。

3、按特殊土层出现的部位和地下水影响程度划分特殊土层指石膏以及石膏盐磐层，其

出现部位的高低和半水成土壤地下水位的高低对土壤的改良、利用有很大影响。

(1)高位特殊土层出现部位接近地表。 一

(2)中位特殊土层出现部位嘘地表20一50厘米。

(3)下潮土地下水位在1．5米以上者。

(4)--潮土地下水位1．5—3．0米者。

4、按盐渍化程度划分土壤盐分含量及其组成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和土壤改良影响很大。

因此在划分土种时，特别注重了土壤盐渍化程度。具体划分标准如下：

盐渍化分级标准荨皆 轻盐化 中盐化 重盐化 盐 土

硫酸攮型 0．25--0．60％ 0．60--1．20％ 1．20一2．00％

(Sof一) (O．Zo一0．50％) (O．50--1．00％) (1．oo--1．50％)
>2．00％

氯化物型 0．20--0．50％ 0．50--I．00％ 1．00--1．80％

(Cl一) (O．15—0．40％) (O．40--0．70％) (O．70--1．00％)
>1．80％

0．15—0．40％ 0．40--0．80％ 0．80--1．50％
苏 打 >】．50％

(O．i0--0．30％) (O．30一0．50％) (0．50一O．80％)

稍受抑触，缺苗 中等抑倒，映苗 严重抑甜，缺苗
作物生长情况

破产10—20％ 减产20一50％ 减产50～80％

Ⅱ

注：1．C07一含量>10．20me／100克土时且(C07一+HC0f)／(Ca+++Mg++)≥o．5冠以苏打化．

2．CI一／sOf一当量>1为氯化物类型，Cl一／so；一<1为硫酸盐类型．
3．括号中的数字为耕种土壤的分垃．



5、按碱化层碱化程度划分碱化度是指土壤交换性钠或镁占阳离子交换总量的百分比。

指标如下。

碱化分级指标

项 目 轻碱化± 中碱化土 强碱化土 碱 土

代换性钠(me／100克土) O．5—2．O 2．O一3．0 3．O一4．0 >‘．0

碱化度(％) 10一20 20_一30 30一40 >40

6、按耕作层有机质含量和耕性划分耕种土壤有机质含量和耕性是土壤理化性状蚵综合

反映。

(1)油土 以粒状或小块状结构为主，土质松散，易耕，透水保墒，有机质含量二般在

3．O％以上。

(2)绵土多以小块状结构为主，具有绵软、疏松、浸水后不板结，干后不裂口，有机质含量

一般在2．0—3．0％．母质均为黄土。 ?

(3)板土以片状结构为主，质地粘重、紧实，不易透水，犁后起块，有机质含量一般在

1ro％左右。
‘

7、按泥炭层厚度划分泥炭层是指以未分解或仅轻度分解的有机物质为主的土层。

(1)薄泥炭层泥炭层厚度小于30厘米。

(2)中泥炭层泥炭层厚度大于30厘米而小于60厘米。 一

(3)厚泥炭层泥炭层厚度大于60厘米。

二、土种的命名

为便于记忆和应用，一般均采用群众名称，如自板土、酥油土等。而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群

众名称的，则用能体现土种主要性态特征的文字加以表述，如底砾燥黄土，火洲轻盐土等。

三、土壤颜色

新疆各地(州)、县、林业厅及兵团土壤普查中，土壤颜色多采用国内简易比色卡或用肉眼

确定。自治区汇总中的典型剖面均采用了门赛尔比色卡。对未用门赛尔比色卡鉴定的，已找到

剖面盒的，我们又用门赛尔比色卡进行了比色，对未找到剖面盒的，仍用了原定颜色。

四、土壤质地

新疆地(州)、县、林业及兵团师局和团场在土壤普查中对土壤质地均采用卡庆斯基分级标

准。在自治区和兵团垦区土壤普查汇总中所采典型剖面的土壤质地都采用了国际制。按照全

国土普办关于土种质地必须采用国际制的要求，我们对原用卡庆斯基制的，而且分析5个粒级
●

以上的均用半对数纸进行了换算，用国际制表示；对于用卡庆斯基制分析不到5个粒级的，因

换算极不准确，仍用卡庆斯基制表示。其国际制分级标准如下：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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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级 土 粒 重 t (％)

质地名称 符号 牯 粒 粉 粒 砂 粒
<O．002ram 0．02一O．002mm 2一O．02ram

砂土、壤质砂土 S、LS 0—15 O一15 85—100

砂质壤土 SL 0--15 小一45 55—85

壤 土 L 0--15 35—45 4小一55

粉砂质壤土 SiL 0--15 45—100 0-'55

砂质粘壤土 SCL 15—25 0--30 55—85

粘壤土 CL 15—25 20一45 30．一55

粉砂质粘壤土 SiCL 15—25 45—85 0-40

砂质粘土 SC 25—45 0--20 55—75

壤质粘土 LC 25—45 0-'45 lo．一55

粉砂质粘壤土 SiC 25—45 45--75 o．一30

粘 土 C 45—65 0—35 小一55

五、土壤发生层次代号
(一)土层符号

1．水稻土、沼泽土 2．平原旱耕土

A．耕作层。 A。1旱耕层

A，犁底层 A。。亚耕层

P渗育层 C，心土层

W潴育层 C。底土层

G，脱潜层
’

G潜育层

M腐泥层

3．其它土壤

Aj结皮层 R坚硬岩石层

A。草根层或草毡层 0 凋落物有机质层

A表土层 H泥炭状有机质层

A。灰化层 Hi纤维状泥炭层

B母质特征消失的表下层 Ha高分解泥炭层

C受成土作用少的母质层 He半分解泥炭层

(二)土层后缀符号(以小写字母附注在主要土层符号右下方，比主要土层符号下半格)，表

示附加特征

b埋藏或重叠 n碱化特征

g潜育特征P人工扰动

h有机质淀积t粘粒淀积

i弱分解有机质 ．u锈色斑纹

k石灰聚积 y石膏聚积 、

m胶结或固结 z易溶盐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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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土种志》编写说明

一、棕色针叶林土土类

棕色针叶林土亚类

薄层棕色土⋯⋯⋯⋯⋯⋯⋯⋯⋯⋯⋯⋯⋯⋯⋯⋯⋯⋯⋯⋯⋯⋯⋯⋯⋯⋯⋯⋯··⋯⋯．(1)

中层棕色土⋯⋯⋯⋯⋯⋯⋯⋯⋯⋯⋯⋯⋯⋯⋯⋯⋯⋯⋯⋯⋯⋯⋯⋯⋯⋯⋯⋯⋯⋯⋯(2)

厚层棕色土··⋯·⋯⋯⋯⋯⋯⋯⋯⋯⋯⋯”⋯·⋯⋯⋯⋯⋯⋯⋯⋯⋯⋯⋯⋯⋯⋯⋯⋯⋯(3)

砾质棕包土⋯⋯⋯．．．⋯⋯⋯⋯⋯⋯⋯⋯⋯”⋯⋯⋯⋯⋯··⋯⋯⋯⋯⋯⋯⋯⋯⋯⋯⋯⋯(4)

生草棕色土⋯一一⋯”i··⋯⋯⋯⋯⋯⋯·⋯⋯⋯”⋯⋯⋯⋯⋯⋯⋯⋯⋯⋯⋯⋯⋯⋯⋯⋯(5)

表潜棕色针叶林土亚类
潜育棕色土一⋯⋯⋯⋯··⋯··⋯⋯⋯⋯⋯⋯⋯⋯_⋯⋯+⋯⋯．．⋯一⋯⋯⋯”⋯⋯⋯⋯．．．(6)

二、灰色森林土土类

暗灰色森林土亚类 ：+

薄层暗灰土⋯⋯⋯··⋯·⋯⋯⋯⋯⋯⋯⋯⋯⋯⋯⋯⋯⋯⋯⋯⋯⋯一⋯⋯··⋯⋯⋯⋯⋯．．(7)

中层暗灰土·⋯··⋯⋯⋯⋯⋯⋯⋯”⋯⋯⋯⋯·⋯”⋯”“⋯⋯⋯⋯⋯⋯⋯⋯⋯⋯⋯⋯⋯(8)

砾质暗灰土⋯⋯⋯⋯⋯⋯⋯⋯⋯⋯·⋯”⋯⋯⋯⋯⋯⋯⋯⋯⋯·⋯⋯⋯“⋯⋯⋯⋯．．．⋯(9)

灰色森林土亚类 i，

中层灰色土⋯⋯⋯⋯⋯⋯⋯⋯”⋯·⋯⋯⋯⋯⋯⋯⋯⋯⋯⋯⋯⋯．．．⋯⋯⋯⋯⋯⋯⋯(10)

厚层灰色土⋯⋯⋯⋯⋯⋯⋯⋯⋯⋯⋯⋯⋯⋯⋯⋯⋯⋯⋯⋯⋯⋯⋯⋯⋯⋯⋯⋯⋯⋯(11)

薄层淡灰土⋯⋯⋯⋯⋯⋯⋯⋯⋯⋯⋯⋯⋯⋯¨一⋯⋯⋯⋯⋯⋯⋯⋯⋯⋯⋯⋯⋯⋯⋯(12)

中层淡灰土⋯⋯⋯⋯⋯⋯⋯⋯⋯⋯⋯⋯⋯⋯⋯⋯⋯⋯⋯⋯⋯⋯⋯⋯⋯·⋯?⋯⋯．．．i(13)

厚层淡灰土⋯⋯⋯⋯⋯⋯⋯⋯⋯⋯⋯⋯⋯⋯⋯⋯⋯．．．⋯⋯⋯⋯⋯：⋯⋯⋯⋯⋯·⋯·(14)

砾质淡灰土⋯⋯⋯⋯⋯⋯⋯⋯．．．⋯⋯⋯⋯⋯⋯⋯⋯⋯⋯⋯⋯⋯⋯⋯·⋯·⋯⋯⋯··“(15)

三、灰褐土土类 ：

淋溶灰褐土亚类

薄层灰褐黄土⋯⋯⋯⋯⋯⋯⋯⋯⋯⋯⋯⋯⋯⋯⋯⋯⋯⋯⋯⋯⋯⋯⋯⋯⋯⋯·⋯⋯··(16)

中层灰褐黄土⋯⋯⋯⋯⋯·⋯⋯⋯⋯⋯⋯⋯⋯⋯⋯⋯⋯⋯⋯⋯⋯⋯⋯⋯⋯⋯”⋯⋯(17)

厚层灰褐黄土⋯⋯⋯⋯⋯⋯⋯⋯⋯⋯⋯⋯⋯⋯⋯⋯⋯⋯⋯⋯⋯⋯⋯⋯⋯⋯⋯⋯⋯(18)

灰褐土亚类

薄层灰褐土⋯⋯⋯⋯⋯⋯⋯⋯⋯⋯⋯⋯⋯⋯⋯⋯⋯⋯⋯．．．⋯⋯⋯⋯⋯⋯⋯·⋯⋯”(19)

中层灰褐土⋯⋯⋯⋯⋯⋯⋯⋯⋯⋯⋯⋯⋯⋯⋯⋯⋯⋯⋯⋯⋯⋯⋯⋯⋯⋯·⋯⋯⋯；·(20)

厚层灰褐土⋯⋯⋯⋯⋯⋯⋯⋯⋯⋯⋯⋯⋯⋯⋯⋯⋯⋯⋯·⋯⋯⋯···⋯⋯⋯⋯⋯⋯“(21)

】



弱生草灰褐土⋯⋯⋯⋯⋯⋯⋯⋯⋯⋯⋯⋯⋯⋯⋯⋯⋯⋯⋯⋯⋯⋯⋯⋯⋯⋯⋯⋯⋯

中度生草灰褐土⋯⋯⋯⋯⋯⋯⋯⋯⋯⋯⋯⋯⋯⋯⋯⋯⋯⋯⋯⋯⋯⋯⋯⋯⋯⋯⋯⋯

强生草灰褐土⋯⋯⋯⋯⋯⋯⋯⋯⋯⋯⋯⋯⋯⋯⋯⋯⋯⋯⋯⋯⋯⋯⋯⋯⋯⋯⋯⋯⋯

野果林土⋯⋯⋯⋯⋯⋯⋯⋯⋯⋯⋯⋯⋯⋯⋯⋯⋯⋯⋯⋯⋯⋯⋯⋯⋯⋯⋯⋯⋯⋯⋯

野杏林土⋯⋯⋯⋯⋯⋯⋯⋯⋯⋯⋯⋯⋯⋯⋯⋯⋯⋯⋯⋯⋯⋯⋯⋯⋯⋯⋯⋯⋯⋯⋯

碳酸盐灰褐士亚类

多砾火黑i⋯⋯⋯⋯⋯⋯⋯⋯⋯⋯⋯⋯⋯⋯⋯⋯⋯⋯⋯⋯⋯⋯⋯⋯⋯⋯⋯⋯⋯⋯

少砾火黑土⋯⋯⋯⋯⋯⋯⋯⋯⋯⋯⋯⋯⋯⋯⋯⋯⋯⋯⋯⋯⋯⋯·：⋯⋯⋯⋯⋯⋯⋯·

四、黑钙土土类

淋溶黑钙土亚类

(22)

(Z3)

(24)

(25>

(26)

(2 7r)

(28)

酥黑土⋯⋯⋯⋯”⋯⋯⋯⋯⋯⋯⋯⋯⋯⋯⋯⋯⋯⋯⋯⋯⋯⋯⋯⋯⋯⋯⋯⋯⋯⋯··”(29)

黑钙土亚类

棕黑土⋯⋯⋯⋯⋯··⋯··⋯⋯⋯⋯⋯⋯⋯⋯⋯⋯⋯⋯⋯⋯⋯⋯⋯⋯⋯⋯⋯⋯⋯⋯··(30)

黑壤土⋯⋯⋯⋯⋯⋯⋯⋯⋯⋯·⋯⋯⋯⋯⋯⋯⋯⋯⋯⋯⋯⋯⋯⋯⋯⋯⋯⋯⋯⋯⋯．．(31)

砾黑土⋯⋯⋯⋯⋯⋯⋯⋯⋯⋯⋯⋯⋯⋯⋯⋯⋯⋯⋯⋯⋯⋯⋯⋯⋯⋯⋯⋯⋯⋯⋯⋯(32)

黑绵土⋯⋯⋯⋯⋯⋯⋯⋯⋯⋯⋯⋯⋯⋯⋯⋯⋯⋯⋯⋯⋯⋯⋯⋯⋯⋯⋯⋯⋯⋯⋯⋯(33)

灰黑土⋯⋯⋯⋯⋯⋯⋯⋯⋯⋯⋯⋯⋯⋯⋯⋯⋯⋯⋯⋯⋯⋯⋯⋯⋯⋯⋯⋯⋯⋯⋯⋯(34)

底砾黑土⋯⋯⋯⋯⋯⋯·⋯⋯⋯⋯⋯⋯⋯⋯⋯⋯⋯⋯⋯⋯⋯⋯⋯⋯⋯⋯⋯⋯一⋯⋯(35)

旱黑粘士⋯⋯⋯⋯⋯⋯⋯⋯⋯⋯⋯⋯⋯⋯⋯⋯⋯⋯⋯⋯⋯⋯⋯⋯⋯⋯⋯⋯⋯⋯⋯(36)

碳酸盐黑钙土亚类

黑黄土⋯⋯⋯⋯⋯⋯⋯⋯⋯⋯⋯⋯⋯⋯⋯⋯⋯⋯⋯⋯⋯⋯⋯⋯⋯⋯⋯⋯⋯⋯⋯⋯<37)

旱酥灰土⋯⋯⋯⋯⋯·⋯⋯⋯⋯⋯⋯⋯⋯⋯⋯⋯⋯⋯⋯⋯⋯．．⋯⋯⋯⋯⋯⋯⋯⋯⋯(38)

旱酥黑土⋯⋯⋯⋯⋯⋯⋯⋯⋯⋯⋯⋯⋯⋯⋯⋯⋯⋯⋯⋯⋯⋯⋯⋯⋯⋯⋯⋯⋯⋯⋯(39)

草甸黑钙土亚类

底锈黑土⋯⋯⋯”⋯⋯⋯⋯⋯⋯⋯·⋯⋯⋯⋯～⋯⋯⋯⋯⋯⋯⋯⋯⋯⋯⋯⋯⋯⋯⋯。(40)

底锈灰土⋯⋯⋯⋯⋯⋯·⋯·⋯⋯⋯⋯⋯⋯⋯⋯⋯⋯⋯⋯⋯⋯⋯⋯⋯⋯⋯⋯⋯⋯⋯·(41)

五、栗钙土土类

暗栗钙土亚类

砾质暗粟土⋯⋯⋯⋯⋯⋯⋯⋯⋯⋯⋯⋯⋯⋯⋯⋯⋯⋯⋯⋯⋯·⋯⋯⋯⋯⋯⋯⋯⋯一(42)

暗栗土⋯⋯⋯⋯⋯⋯⋯⋯⋯⋯⋯⋯⋯⋯⋯⋯⋯⋯⋯⋯⋯⋯⋯⋯⋯⋯⋯⋯一⋯⋯⋯·(43)

栗绵土⋯⋯⋯⋯⋯⋯⋯⋯⋯⋯⋯⋯⋯⋯⋯⋯⋯⋯⋯⋯⋯⋯⋯⋯⋯⋯⋯⋯⋯⋯⋯⋯(44)

中层暗栗土⋯⋯⋯⋯⋯⋯⋯⋯⋯⋯⋯⋯⋯⋯⋯⋯⋯⋯⋯⋯·⋯⋯⋯⋯⋯⋯⋯“⋯⋯(45)

油栗土⋯⋯⋯⋯⋯⋯⋯⋯⋯⋯⋯⋯⋯⋯⋯⋯⋯⋯⋯⋯⋯⋯⋯⋯⋯⋯⋯⋯．．⋯⋯⋯。(46)

暗栗壤土⋯⋯⋯⋯⋯⋯⋯⋯⋯⋯⋯⋯⋯⋯⋯“⋯⋯⋯⋯⋯⋯⋯⋯⋯⋯⋯⋯⋯⋯⋯‘(47)

栗钙土亚类

壤栗土·”⋯⋯⋯⋯⋯⋯⋯⋯⋯⋯⋯⋯⋯⋯⋯⋯⋯⋯⋯⋯⋯⋯⋯⋯⋯⋯⋯⋯⋯⋯⋯(48)

砾质栗土⋯⋯⋯⋯⋯⋯⋯⋯⋯⋯⋯⋯⋯⋯⋯⋯⋯⋯⋯⋯⋯⋯⋯⋯⋯⋯·⋯一⋯～⋯‘(49)

灌溉栗灰土”⋯⋯⋯·⋯⋯⋯⋯⋯⋯⋯⋯⋯⋯⋯⋯⋯⋯⋯⋯⋯⋯⋯⋯⋯⋯⋯⋯⋯⋯(50)

旱耕栗土⋯⋯⋯⋯⋯⋯⋯⋯⋯⋯⋯⋯⋯”⋯⋯⋯⋯⋯⋯⋯⋯⋯⋯⋯⋯⋯⋯⋯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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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砂砾土⋯⋯⋯⋯⋯⋯⋯⋯⋯⋯⋯⋯⋯⋯⋯⋯⋯⋯⋯⋯⋯⋯⋯⋯⋯⋯⋯⋯⋯．．．(52)

中层壤栗土“⋯⋯⋯⋯⋯⋯⋯⋯⋯⋯⋯⋯⋯⋯⋯⋯⋯⋯⋯⋯⋯⋯⋯⋯⋯⋯⋯⋯．⋯(53)

红栗土⋯⋯⋯⋯⋯⋯⋯⋯⋯⋯⋯⋯⋯⋯⋯⋯⋯···⋯⋯⋯⋯⋯⋯⋯⋯⋯⋯⋯⋯⋯⋯(54)

淡栗钙土亚类 ．

砾质栗黄土⋯⋯⋯⋯⋯“⋯⋯⋯⋯⋯⋯⋯⋯⋯⋯⋯⋯⋯⋯⋯⋯⋯⋯⋯⋯⋯⋯⋯⋯·(55)

壤质栗黄土⋯⋯⋯⋯⋯⋯⋯⋯⋯·：⋯⋯⋯⋯⋯⋯⋯⋯⋯⋯⋯⋯⋯⋯⋯⋯⋯·⋯⋯⋯(56)

旱耕栗黄土⋯⋯⋯⋯⋯⋯⋯⋯⋯⋯⋯⋯⋯⋯⋯⋯⋯⋯⋯⋯⋯⋯⋯⋯⋯⋯⋯⋯⋯⋯(57)

冷旱栗土⋯⋯⋯⋯⋯⋯⋯⋯⋯⋯⋯⋯⋯⋯⋯⋯⋯⋯⋯⋯⋯⋯⋯⋯⋯⋯⋯⋯⋯⋯⋯(58)

灌溉栗黄土⋯⋯．t．⋯⋯⋯⋯⋯⋯⋯⋯⋯⋯⋯⋯⋯⋯”⋯⋯⋯⋯⋯⋯⋯⋯⋯⋯⋯⋯·(59)

砾质栗灰土⋯⋯⋯⋯⋯⋯·⋯⋯⋯⋯⋯⋯⋯⋯⋯⋯⋯⋯⋯⋯⋯⋯⋯⋯⋯⋯⋯⋯⋯．．(60)

盐化栗钙土亚类
硫盐化栗土⋯⋯⋯⋯⋯⋯⋯⋯⋯⋯⋯⋯⋯⋯⋯⋯⋯⋯⋯⋯⋯⋯．．，⋯⋯⋯⋯⋯⋯⋯(61)

氯盐化栗土⋯⋯⋯⋯··⋯⋯⋯⋯⋯⋯⋯⋯⋯⋯⋯⋯⋯⋯⋯⋯⋯⋯⋯⋯⋯⋯⋯⋯⋯·(62)

碱化栗钙土亚类

碱化栗土⋯⋯⋯·⋯⋯一⋯⋯⋯⋯⋯⋯⋯⋯⋯⋯⋯⋯⋯⋯⋯⋯⋯⋯⋯⋯⋯⋯⋯⋯⋯(63)

草甸栗钙土亚类

灌溉灰栗土⋯⋯⋯⋯⋯⋯⋯⋯⋯⋯⋯⋯⋯⋯⋯⋯⋯⋯⋯⋯⋯⋯⋯⋯⋯⋯⋯⋯⋯⋯(65)

六、棕钙土土类

棕钙土亚类

砾质棕钙土⋯⋯⋯⋯⋯⋯⋯⋯⋯⋯⋯⋯⋯r⋯⋯⋯⋯⋯⋯⋯⋯⋯⋯⋯⋯⋯⋯⋯⋯一

棕壤土⋯⋯⋯⋯⋯⋯⋯⋯⋯⋯⋯⋯”⋯⋯⋯⋯⋯⋯⋯⋯⋯⋯⋯⋯⋯⋯⋯⋯⋯⋯·⋯

棕黄土⋯⋯⋯⋯⋯⋯⋯⋯⋯⋯⋯⋯⋯⋯⋯⋯⋯⋯⋯⋯⋯⋯⋯⋯⋯⋯⋯⋯⋯⋯⋯⋯

棕黄板土⋯⋯⋯⋯⋯⋯⋯⋯⋯⋯⋯⋯⋯⋯⋯⋯⋯⋯⋯⋯⋯⋯⋯⋯⋯⋯⋯·⋯⋯⋯一

中层棕黄土⋯⋯⋯⋯⋯一⋯⋯⋯⋯⋯⋯⋯⋯⋯⋯⋯⋯⋯⋯⋯⋯⋯⋯⋯⋯⋯⋯⋯⋯

砾质棕黄土⋯⋯⋯⋯⋯⋯⋯⋯·⋯⋯⋯⋯⋯⋯⋯⋯⋯⋯⋯⋯⋯⋯⋯⋯⋯⋯“”⋯⋯·

冷漠棕黄土⋯⋯⋯⋯⋯⋯⋯⋯⋯·⋯⋯⋯⋯⋯⋯⋯⋯⋯⋯⋯⋯⋯⋯⋯⋯⋯⋯⋯⋯”

棕红土⋯⋯⋯⋯⋯⋯⋯⋯⋯⋯“⋯⋯⋯⋯⋯⋯⋯⋯⋯·”⋯⋯⋯⋯⋯⋯⋯⋯⋯⋯⋯·

淡棕钙土亚类

旱坡淡黄土⋯⋯⋯⋯⋯⋯⋯⋯⋯⋯⋯⋯⋯⋯⋯⋯⋯⋯⋯⋯⋯⋯⋯⋯⋯⋯⋯⋯··⋯·

破皮淡黄土⋯⋯⋯·⋯⋯一⋯⋯⋯⋯⋯··⋯·⋯⋯⋯⋯⋯⋯⋯⋯⋯⋯，⋯⋯·⋯⋯··⋯⋯

淡棕灰土⋯⋯·⋯⋯⋯⋯⋯⋯“⋯⋯⋯⋯⋯⋯⋯·⋯⋯⋯⋯⋯”·一⋯⋯⋯⋯⋯⋯⋯⋯

棕砂土⋯⋯⋯⋯⋯⋯⋯⋯⋯⋯⋯⋯．．．⋯·⋯·⋯⋯⋯⋯·⋯⋯⋯⋯⋯⋯⋯⋯⋯·⋯⋯”

淡棕黄土⋯⋯⋯⋯⋯⋯⋯⋯⋯⋯．．，⋯⋯⋯⋯⋯⋯⋯⋯⋯⋯⋯⋯⋯⋯⋯⋯⋯·“⋯⋯

砾质燥黄土⋯⋯⋯⋯⋯⋯⋯⋯⋯⋯⋯⋯⋯⋯⋯⋯⋯⋯⋯⋯⋯⋯⋯⋯⋯·⋯⋯”⋯⋯

淡棕红土⋯⋯⋯⋯⋯⋯⋯··⋯⋯⋯⋯⋯⋯⋯⋯⋯⋯⋯⋯⋯⋯⋯⋯．．⋯⋯⋯⋯⋯⋯一

盐化棕钙土亚类

轻硫棕黄土⋯⋯⋯⋯⋯⋯⋯⋯⋯”⋯⋯·．．．⋯”⋯⋯·⋯⋯⋯⋯⋯⋯⋯·⋯·⋯⋯⋯⋯·

．中硫棕黄土⋯⋯⋯⋯⋯⋯⋯⋯⋯⋯⋯⋯⋯⋯⋯⋯⋯⋯⋯⋯⋯⋯⋯⋯⋯⋯⋯⋯⋯．．．

氯盐棕黄土⋯⋯⋯⋯⋯⋯⋯⋯⋯⋯⋯⋯⋯⋯⋯⋯⋯⋯⋯⋯⋯⋯⋯⋯⋯⋯⋯⋯⋯⋯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

(79)

(80)

(,81)

(8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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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化棕钙土亚类
钠碱化棕黄土⋯⋯⋯⋯⋯⋯⋯⋯⋯⋯⋯“·”⋯⋯’⋯⋯⋯⋯⋯⋯⋯⋯一⋯“·⋯⋯⋯”‘(86)

草甸棕钙土亚类
底锈棕黄土⋯⋯⋯。·⋯⋯⋯⋯⋯”⋯⋯⋯·．．··⋯⋯·’⋯⋯⋯⋯⋯⋯⋯⋯⋯⋯”⋯“⋯”(88)

七、灰钙土土类

灰钙土亚类
丘陵灰黄土⋯⋯⋯⋯⋯⋯⋯⋯⋯⋯⋯⋯‘⋯⋯⋯⋯⋯‘⋯⋯⋯⋯-⋯⋯⋯⋯⋯⋯⋯⋯(89)

平原灰黄土⋯⋯⋯⋯⋯⋯⋯⋯⋯⋯⋯⋯⋯⋯·：⋯⋯⋯⋯⋯⋯j⋯·：·：⋯⋯··⋯⋯⋯⋯(90)

侵蚀灰黄土⋯⋯⋯⋯⋯⋯⋯⋯⋯⋯⋯⋯⋯⋯⋯⋯⋯⋯⋯⋯··j⋯⋯j⋯⋯一，．⋯⋯⋯·(91)

灰壤土⋯⋯⋯⋯⋯⋯⋯⋯⋯⋯⋯⋯⋯⋯⋯⋯⋯⋯⋯⋯⋯⋯⋯⋯”⋯⋯·j”⋯一·”o(92)

灰胶土⋯’⋯⋯⋯·o·j⋯⋯⋯··j⋯⋯_⋯⋯⋯“一⋯⋯⋯⋯⋯⋯一⋯⋯⋯⋯⋯⋯⋯(93)

底砾灰黄土⋯⋯⋯：⋯·j⋯⋯⋯⋯⋯_⋯⋯⋯：⋯⋯⋯：⋯。⋯⋯·⋯⋯⋯⋯”：一⋯⋯·(94)

棕红灰黄土⋯⋯⋯⋯⋯⋯⋯⋯⋯⋯⋯⋯⋯⋯⋯⋯⋯⋯⋯⋯⋯⋯⋯j”!⋯¨一一i·?·一(95)

红胶土⋯⋯一⋯⋯m⋯⋯⋯m⋯⋯⋯⋯⋯⋯⋯⋯⋯·?⋯⋯⋯⋯⋯⋯⋯⋯⋯·⋯⋯?ir(96)

表砂灰黄土⋯⋯⋯⋯⋯⋯⋯⋯⋯⋯⋯⋯⋯⋯⋯⋯⋯⋯⋯⋯⋯⋯’赞篓?-■譬参!鼍一。：(9 7=)

淡灰钙土亚类。 一· ⋯ ⋯⋯⋯r。⋯ i≯∥

淡灰黄土⋯⋯⋯⋯⋯⋯⋯⋯⋯⋯⋯⋯⋯⋯⋯⋯⋯⋯⋯⋯⋯⋯⋯⋯⋯⋯‘分t卜沁⋯!ii(98)

淡黄灰土⋯⋯⋯⋯⋯⋯⋯⋯⋯⋯⋯⋯⋯⋯⋯⋯⋯⋯⋯⋯⋯⋯⋯⋯⋯⋯”··⋯⋯“"·(99)

盐化灰钙土亚类。， 一 、一 o一0

盐化灰黄土⋯⋯⋯⋯⋯．．⋯⋯“⋯⋯⋯～”。···”．．．”·”⋯”．·-·一·一⋯·二i⋯i．¨i．．二⋯⋯：”I(-lOO)

草甸灰钙±亚类、 ，⋯

底锈灰黄土⋯···⋯～一⋯⋯·⋯⋯⋯⋯⋯一⋯·⋯⋯⋯⋯～⋯⋯一⋯”⋯⋯”·⋯⋯⋯⋯?·(102)

灌耕底锈灰黄土一．．⋯⋯⋯⋯⋯⋯··⋯⋯·⋯⋯··⋯⋯⋯”⋯”·⋯：·”··⋯⋯⋯⋯叫⋯_i．(103)

八、灰漠±土类 一， 、一

灰漠土亚类1 -’-．一 ’

灰漠黄土⋯⋯·．．．⋯·⋯·．．·⋯·⋯·····⋯··“⋯⋯““”“”“i⋯⋯·⋯·．．“·⋯⋯⋯⋯．-．．⋯(104)

底砾灰漠黄土⋯⋯⋯⋯⋯⋯⋯⋯⋯⋯⋯⋯⋯⋯⋯⋯⋯⋯⋯⋯⋯⋯⋯·：“·％o^■·j<106)

盐化灰漠土亚类‘ 一。 一 一 一

硫盐化灰漠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07)

氯盐化灰漠土⋯_“一·⋯．．“⋯”⋯⋯⋯⋯⋯·⋯”⋯⋯·一·⋯⋯⋯⋯⋯⋯⋯⋯一⋯”“·4(108)

苏打盐化灰漠土⋯．．．⋯⋯·⋯．．．⋯⋯⋯⋯“⋯·⋯“⋯“⋯⋯⋯⋯⋯⋯⋯⋯⋯⋯⋯⋯·(110)

’碱化灰漠±亚类
·

’

一．

强碱化灰漠土⋯oo⋯⋯⋯⋯⋯⋯⋯“⋯⋯⋯⋯⋯⋯⋯⋯⋯·⋯⋯“．·一⋯⋯⋯⋯⋯(111)

中碱化灰漠土m⋯⋯⋯⋯⋯⋯⋯⋯⋯⋯⋯⋯⋯⋯⋯⋯⋯⋯⋯·⋯⋯⋯⋯⋯⋯⋯⋯”(113)

轻碱化灰漠士⋯”⋯⋯⋯⋯⋯⋯⋯⋯⋯⋯⋯⋯⋯⋯⋯⋯⋯⋯⋯⋯·矗?·j⋯⋯⋯一·o÷(115)

草甸灰漠土亚类
‘⋯

底锈灰漠黄土⋯⋯⋯_⋯⋯⋯⋯⋯⋯⋯⋯⋯⋯⋯一⋯⋯⋯⋯⋯⋯⋯⋯⋯小·⋯“”·(117)

中氯盐锈黄土⋯··⋯⋯⋯_⋯一．，．⋯⋯⋯⋯⋯⋯⋯⋯⋯⋯⋯⋯⋯⋯⋯⋯⋯⋯⋯⋯。(1 18)

4



重氯盐锈黄土⋯⋯⋯⋯⋯⋯⋯⋯⋯⋯⋯⋯⋯⋯⋯⋯⋯⋯⋯⋯⋯”：⋯⋯⋯⋯⋯⋯⋯(119)

灌耕灰漠土亚类

重氯盐灌耕黄土·‘⋯··⋯⋯⋯⋯⋯⋯⋯⋯⋯⋯⋯⋯⋯⋯⋯一⋯⋯⋯⋯⋯⋯⋯⋯⋯⋯·(120)

中氯盐灌耕黄土⋯⋯⋯⋯⋯⋯⋯⋯⋯⋯⋯⋯⋯⋯⋯⋯⋯⋯⋯⋯⋯⋯⋯“⋯·⋯⋯”(121)

轻氯盐灌耕黄土⋯⋯⋯⋯⋯⋯⋯⋯⋯⋯⋯⋯⋯“⋯⋯·⋯⋯⋯⋯⋯⋯⋯⋯⋯⋯⋯⋯(122)

轻硫盐灌耕黄土⋯⋯⋯⋯”⋯⋯⋯⋯··⋯⋯⋯⋯⋯⋯⋯⋯⋯⋯⋯··“⋯⋯⋯⋯⋯⋯j(123)

中硫盐灌耕黄土⋯⋯⋯·⋯⋯·⋯⋯··⋯⋯⋯⋯⋯⋯⋯⋯⋯⋯⋯⋯·⋯⋯⋯⋯⋯⋯⋯·(124)

重硫盐灌耕黄土⋯·⋯⋯⋯⋯⋯⋯⋯⋯··⋯⋯⋯··一一⋯⋯⋯⋯⋯⋯⋯⋯⋯⋯⋯⋯”·(125)

苏打化灌耕黄土⋯⋯⋯⋯⋯⋯⋯⋯⋯⋯⋯⋯⋯⋯⋯⋯⋯⋯⋯⋯⋯⋯⋯⋯⋯⋯⋯⋯(126)

黄灰土”一⋯⋯⋯⋯⋯⋯⋯⋯⋯⋯⋯⋯“”·⋯⋯⋯⋯⋯⋯⋯⋯“·⋯⋯⋯⋯⋯⋯．．⋯·(127)

盖砂黄灰土⋯⋯⋯⋯“⋯⋯⋯⋯⋯·Q OQ,D O”·⋯·⋯⋯⋯⋯⋯“⋯⋯⋯·⋯⋯．-⋯⋯·⋯．．(128)

火岗土⋯⋯⋯·一．．·O O-O O⋯⋯⋯⋯⋯⋯⋯⋯⋯⋯⋯⋯⋯⋯⋯⋯⋯⋯”⋯·⋯⋯”“一(129)

灰漠白板土⋯．．f．⋯⋯⋯··⋯⋯⋯⋯⋯⋯⋯⋯⋯⋯⋯⋯⋯⋯⋯·⋯⋯⋯⋯⋯·一⋯⋯⋯(130)

灰漠黄板土⋯⋯⋯⋯⋯·⋯⋯⋯⋯⋯⋯一⋯⋯⋯⋯⋯⋯⋯⋯⋯⋯⋯⋯·⋯⋯⋯⋯．．．一(131)

灰板土⋯⋯⋯⋯⋯⋯“⋯一⋯⋯⋯⋯·⋯⋯⋯⋯⋯⋯⋯⋯⋯⋯⋯·⋯⋯⋯⋯⋯⋯⋯⋯(132)

一硫盐灌耕红土⋯一⋯⋯⋯⋯⋯⋯⋯⋯⋯⋯⋯⋯⋯⋯⋯⋯⋯⋯⋯⋯⋯一⋯⋯⋯⋯⋯一(133)

灰漠红土·⋯⋯⋯⋯⋯⋯⋯⋯·⋯⋯⋯⋯·⋯⋯⋯⋯⋯⋯⋯⋯⋯·⋯⋯⋯⋯⋯⋯·⋯⋯·(134)

红板土⋯⋯⋯⋯⋯⋯⋯⋯⋯⋯⋯⋯⋯⋯⋯⋯⋯⋯⋯⋯⋯⋯⋯⋯⋯⋯⋯⋯⋯⋯·”0i(135)

九、灰棕漠土土类 。

灰棕漠土亚类

：中砾质漠灰土⋯⋯⋯⋯·⋯⋯⋯⋯⋯⋯⋯⋯⋯⋯⋯一⋯，一⋯⋯⋯⋯⋯⋯⋯⋯⋯⋯·(1"36)
-少砾质漠灰土⋯⋯⋯⋯⋯⋯⋯⋯⋯⋯⋯⋯·⋯一”·⋯一”⋯⋯⋯⋯⋯⋯⋯⋯⋯⋯⋯．．(137)

灌耕漠灰土⋯⋯“⋯⋯⋯·⋯⋯·⋯”⋯⋯⋯⋯⋯⋯⋯⋯·⋯⋯⋯⋯⋯⋯⋯”⋯⋯⋯⋯(138)

石膏灰棕漠土亚类 ”；

石膏漠灰土⋯⋯⋯⋯⋯⋯⋯⋯⋯⋯⋯⋯⋯⋯⋯⋯⋯⋯⋯⋯⋯⋯⋯⋯·“⋯⋯⋯⋯⋯(139)

石膏盐磐灰棕漠土亚类

石膏盐磐漠灰土⋯·⋯⋯⋯⋯⋯⋯·⋯⋯⋯⋯⋯⋯⋯⋯⋯·⋯～⋯⋯⋯⋯⋯⋯⋯⋯⋯·(140)

十、棕漠土土类 ‘j

棕漠士亚类

砾质漠黄土⋯⋯j·⋯···⋯⋯·⋯⋯⋯⋯⋯⋯⋯⋯⋯⋯⋯⋯⋯⋯·⋯⋯⋯⋯⋯⋯⋯·一“(141)

‘j：砂质漠黄土····⋯⋯··⋯i一·⋯···”⋯⋯⋯··⋯⋯⋯⋯··⋯⋯⋯⋯··⋯⋯·⋯⋯⋯．．．‘一‘：(142)

土质漠黄土⋯⋯⋯⋯⋯⋯⋯⋯⋯⋯⋯⋯⋯⋯⋯⋯⋯⋯⋯⋯⋯⋯⋯⋯．．⋯⋯⋯⋯⋯·(143)

石膏棕漠土亚类 。

高位石膏漠黄土⋯·⋯⋯”⋯⋯·”⋯⋯⋯⋯⋯⋯⋯⋯⋯⋯⋯⋯·⋯⋯⋯⋯⋯”⋯⋯⋯(．144)

’；中位石膏漠黄土·⋯⋯⋯”⋯⋯⋯⋯一⋯⋯⋯⋯⋯⋯⋯⋯⋯⋯⋯⋯⋯⋯⋯⋯⋯⋯⋯·(145)

石膏盐磐棕漠土亚类

薄盐磐漠黄土⋯⋯⋯”⋯⋯⋯⋯⋯·⋯⋯⋯⋯⋯⋯⋯⋯⋯⋯⋯⋯⋯⋯⋯．．⋯⋯⋯一·‘(146)

中盐磐漠黄土⋯⋯“⋯⋯“⋯⋯⋯“⋯⋯⋯⋯⋯⋯⋯⋯⋯⋯⋯⋯⋯⋯⋯⋯．．⋯⋯⋯’(147)

厚盐磐漠黄土·一⋯⋯⋯⋯⋯⋯⋯⋯⋯⋯⋯⋯⋯⋯⋯⋯⋯⋯⋯⋯⋯⋯⋯⋯⋯．．⋯⋯‘(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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