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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克贵

奋秋战国时期，我国人民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发
展农业生产，很重视对土壤性质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土壤进行分

类。《尚书·禹贡》中所载的九洲土壤，就是按土壤肥力性质划分的，并

且是以土壤颜色和质地命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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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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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多土种的共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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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各种土种上进

行的，因此土种是农业技术措施的载体和基础。编写一部地方土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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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业发展提供

基本依据，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在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时，根据统一布置与规范，大多数县以

土种为单元，绘制了l：5万的县级土壤图，编写出版了县的土壤志。在

边查边试的研究中，有些县还在主要土种上进行了作物施肥试验，找出

了合理的施肥配比方案。有些县在不同土种上，进行了土种基础肥力的

测定，找出了各土种的产投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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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80年

代后期，随着微机技术的开发应用，许多县市把土壤普查所获得的大量
·1 ‘



数据，以土种为单元，进行输入贮存，逐步建立土种单元的数据库，如江苏昆山县农业局应

用电脑模拟，编制专用水稻施肥软件，能实行人机对话，咨询各土种的水稻施肥用量，起到

明显的增产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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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种资

源的开发利用是大有前途的。

山西土壤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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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个土种，叙明各土种的景观部位、分布面积、特征、土层性状、有效土层厚

度、养分含量幅度与生产潜力，并指出了利用和改良方向。土种命名采用连续命名法与群

众习惯用名称双轨制，习惯命名比较形象的表明土种特性，便于应用，是值得学习的。这些

土种的建立，充实丰富了地区土壤科学的内容，为本省土壤基层分类研究和土壤资源的开

发利用，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山西土种志》的编写与出版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首创性工作，它以土种为单元，反映

了本省土壤资源概况，内容极为丰富。今后可将本书所列土种单元的资料连同有关研究试

验数据，输入计算机，建立土种单元的土壤信息库，并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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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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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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壤剖面性态特征在数量上基本一致，在农业生产上也具有相近的适种

性、限制性和生产潜力的一组土壤实体。弄清每个土种的类型、分布、面

积、理化性状及生产性能，将对改土培肥、推广农业新技术，合理利用土

壤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并且也将为山西省土壤分类科学的系统化、科学

化奠定基础。

《山西土种志》的编写，是在全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地(市)资料汇总

的基础上，进行评土、比土，综合归并，系统整理之后，按照全国土壤普

查办公室关于土种志编写要求进行的。质地分级采用国际制，土种命名

力求通俗化、科学化，便于同行及应用部门掌握。

《山西土种志》共分八章。第一章介绍本省概况、主要成土特征以及

土种划分原则、依据和命名方法；第二章至第八章以土类为系列，详细

阐述了351个土种的分布、面积；并以大量的科学数据为依据，阐述了

土种本身的特征特性和生产性能，综合分析了该土壤在农、林、牧等各

业利用方面的优劣条件，提出了可行性的改良利用途径，有的还引用了

近年来本省的试验材料，把土种的利用改良措施具体化。因此，《山西土

种志》将是我省农林牧生产部门，特别是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进行农业

生产和科学种田的指导书籍，也是有关科研、教学部门进行科研、教学

的参考资料。

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席承藩教授、南

京农业大学土化系朱克贵教授的具体指导，朱先生还为本书写了序；全

自土壤普查办公室章士炎、郑伟煊，南京土壤研究所杜国华等专家也多

次指导f各地区土肥站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山西土种志》编写尚属首次，加之我们水平所限，书中的错误和疏

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提出指导意见，以推动我省土种的划分和研

究更趋完善。

编者

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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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缘，黄河流域中游，位于东经110。14，6，，f114。33'4，，．北纬34。

34 7 8’一40。43’4”之间。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春秋时期属晋国，故简称晋。省境山环

水绕渖留成与邻省的天然分界。北邻内蒙古自治区，南与河南省毗连，东以太行山与河北省

为界，西与陕西省隔黄河相望。全省南北长约680公里，东西宽约370公里，总面积157 63

万平方公里，合23"-445万余亩；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6％。 ·一

’全省行政区划分为雁北、忻州、晋中、召梁‘、临汾、运城六个地区和太原、大同：阳泉、长

治、晋城、朔洲六个省辖市。县级行政单位118个，其中农业县(市、．区)111个，乡(镇)

l一929个，村庄32 377个。总人口2 755万人(1988年统计)，其中农业人口2 142．8万人。

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之比为l：3．5。统计耕地面积5 559．8万亩(1988年)，农业人口人

均占有耕地约27 60亩。据第二次土壤普查，全省土壤总面积21 810．5万亩，其中耕地

7 823万亩，占全省总土壤面积的35．87％，耕地中水田15万亩，水浇地1 704万亩：旱地

6。104万亩，荒地6 672万亩。 ‘．

·． 。’．

二、自然概况 ，一

山西地形比较复杂，既有山地高原，又有丘陵、盆地，其中山地占总面积的40％，丘陵

占40．3％，平原和台地占19．7％。整个地形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最高的五台山北斗峰，海

拔3 058米，最低的垣曲县东南的西阳河入黄河处，海拔仅180米，最大高差2 800多米。

综观全貌，两侧为高山隆起，中部为“多”字型断陷盆地。整个地形可明显的分四部分：

东部山地：沿省界的东部和东南部展布，自北而南主要由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行

山、太岳山和中条山组成，海拔大都在1 500米以上，属中山地形。我国五岳之一的北岳恒

山(主峰2 016米)巍巍耸立于本省北部大同盆地与忻定盆地之间。山地东西两侧与华北

平原及中部断陷盆地呈断列相接，界线分明。介于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之间地带为上

党盆地。
’

西部山区：北起采凉山，南至龙门山，以吕梁山为背斜的核心部分，为一系列山地组

成。包括七峰山、洪涛山、黑陀山、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关帝山等，主要山峰均在海拔

1 500米以上，关帝山为最高峰，高达2 830米。整个吕梁山，东部陡峭，接中部断陷盆地，

西坡较缓，逐步过渡为黄土丘陵区。
·1。



山西土种志

中部盆地区：自北向南由大同，、忻定、晋中、临汾、运城等五个彼此分隔的断陷盆地组

成。盆地四周山地隆起，多以断层与山地相接。地形北高南低，高程由大同盆地的1 000多

米降至运城盆地的400米左右，盆地内多为第四纪松散沉积物。区内地面平坦，土地肥沃，

人口稠密，是本省工农业最发达区域。

河东黄土丘陵区：为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延部分，西逾黄河，东至吕梁山，北起左云、右

玉，南至乡宁．吉县。除少数低山外，大部分为黄土覆盖，海拔800—l 400米，为自东向西

倾斜。黄土下伏基岩，北部为灰岩，中南部为砂页岩，黄土覆盖30一50米，厚者达200米。

区内的黄土抗蚀力差，在地表水营力长期作用下，侵蚀性沟谷发育，下切强烈，黄土塬变成

梁、峁。丘状地形，梁峁之间成为陡峭的羽毛状沟壑，形成了沟壑纵横的独特黄土丘陵地
、t

貌。

山西地处中纬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分属温带、暖温带：气候特征是四季分明，冬季漫

长寒冷，干燥多风；春季短暂，常有春旱；夏季南长北短，暖热多雨；秋季短而天气温和，降

水多于春季。省境绝大部分农耕地区年平均气温界于4—14℃。总的分布趋势是，由北而

南升高，由盆地向高山降低。晋西北地区4—6℃，中高山在4℃以下；忻定、晋中盆地及晋

东南大部地区为8～10℃；临汾、运城盆地及中条山以南黄河谷地，为本省热量资源最丰

富的地区。本省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400—600毫米之间。中条山以东的中山区、太岳

山、五台山等高中山区，降水量可达700毫米以上；晋东南大部地区、晋中山区及吕梁山中

山区，可达600—700毫米；大同盆地不足400毫米，晋西北450毫米以下；忻定盆地450

毫米左右；晋中盆地450—500毫米；晋南盆地和晋西黄河南段一般在500一550毫米。省

境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无霜期为80—205天，临汾盆地185天左右，晋中盆地160—175天，

忻定盆地及晋东南大部为140～160天，晋中东部山区125—150天，大同盆地125—135

天，晋西北100～120天，省境中南部中山区100’天左右，北部中高山区小于100天。

山西境内大小河流1 000余条，分属黄河、海河两大水系。属黄河水系的有汾河、沁

河、涑水河、听水河和三川河等；属海河水系的有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河。黄河流域占全省

总面积的62％，海河水系占全省总面积的38％。全省河川径流量多年平均约114亿立方

米，人均地表水资源占有量466立方米，为全国严重缺水省份之一。全省地下水资源总量

为93亿立方米／年，其中可开采的为．55亿立方米／年。在可开采地下水中，盆地为39亿立

方米／年，山区为．16亿立方米／年。自然涌泉较多是本省的一大特点，全省岩溶大泉共有

18处，共计流量61．79立方米／秒，其中娘子关流量达12．6立方米／秒，为华北第一大泉。

这些地方不仅是本省的古老灌区，有的还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省境植被受地形、气候和土壤条件影响较大，在不同地形部位，分别组成不同的植被

群落。由于人为活动影响，本省原始森林已破坏殆尽，一些山地森林破坏后重新恢复天然

次生林。南部、东南部及晋中地区东山，以落叶阔叶林和次生落叶灌丛为主的夏绿阔叶林

或针叶阔叶混交林分布区；中部包括临汾地区西山，以针叶林及中生的阔叶灌丛为主，夏

绿阔叶林为次的分布区；北部及西北部为灌丛和半干旱草原分布区。

我省地质构造复杂，沉积物种类繁多，影响到土壤母质的来源多种多样。母岩有岩浆

岩、变质岩、沉积岩，还有第三纪红土、第四纪午城(Q。)离石(Qz)马兰(Q。)黄土和现代沉积

物。一般少讲，山地土壤多发育于残积物上；丘陵低山多为坡积物’山麓平原地区的土壤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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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在洪积物和沉积物上；盆地内部和河流沿岸的土壤，多发育在现代冲积、淤积物及早
，J

期湖积物上。总之，我省以黄土母质发育的土壤面积最大。
扎

1．第二节土壤形成特征。 +．．．’‘一
：。 ．、。．i：：’一j

山西土壤的形成由于受自然条件制约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导致了成土特征的多样性。
、 -_

一、有机质累积 、
、，

．

’ 。· ， ：。 ． ；。z 0 t一

‘土壤与母质之别就在于它含有有机质。有机质在土体中的聚积是生物因素在土壤中

发展的结果。但由于受植被类型、水热条件、生物活动的影响，不同的土壤类型有机质的累

积有明显差异。如山地草甸植被下常发生草毡状泥炭性的强腐殖化，形成了亚高山和山地

草甸土；在针叶林或针阔混交林复被下，常发生强腐殖化形成了棕壤。 ， i ，

．一 ，·

二、淋溶脱钙 、

一
。·r ，。■-I

在物理风化、化学风化及生物风化的作用下，土壤中的钠j钾等_价离子被淋寒殆尽；

受降水的影响，土体中的钙、镁等二价离子也开始向下淋移，因而造成不同土壤类型的碳．

酸钙含量有所差异。如我省在雨量充沛的中山地带，土壤碳酸钙淋洗强烈‘，无石灰反应，其

碳酸钙含量小于0．25％。形成了亚高山草甸土、山地草甸土、棕壤、淋溶褐土。

三、粘化 、一 ，

‘

．

粘化是地带性土壤的主要成土过程，是指土壤中的原生硅铝酸盐矿物，在一定的生物

气候条件下，经物理、化学及成土作用，不断分解变质，转化成一系列次生硅铝酸盐矿物

(即粘土矿物)‘。其粘化类型有“残积粘化”和淋溶淀积。山西土壤垂直带上的粘化属淋溶

淀积粘化，如棕壤。才(平地带性土壤是以“残积粘化”为主，淋溶淀积为次，如褐土。，’：i：：√：，
t _：j一．． 、‘ ，．．÷．．

四、钙积 ‘√‘ “

_‘’．：
： 卜：。，。‘．：·o ：

水平地带性土壤在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下，土壤淋溶作用较弱，土壤上层中的钙和植物

残体分解的钙以重碳酸钙的形式随水下移，并以碳酸钙的形式淀积于土体中，形成栗钙土

的钙积特征土层，一般出现于30一100厘米处。淀积形式有菌丝状、粉状、斑状。钙积层碳

酸钙含量一般在20一30％。此外，层状钙积(白干层)碳酸钙含量可达30％以上’。
、： ． ．．： 。

‘五．、盐分积累 ～。 ：’’!．
， ．

‘

．’

’，一，’
，? ⋯●：

’

在我省各大河流的一级阶地、冲积平原及其局部低洼处，地下水位较高’，-在予旱和半

干旱的气候条件下，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3～4．5倍，盐分随水上升而使土壤表层产生不‘

同程度的盐渍化。我省有盐分积累的主要土壤类型有盐土、盐化潮土、碱化潮土、盐化沼泽

土、盐渍型水稻土。 ，

r一、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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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氧化还原

受地上水、地下水及土层滞水的影响，在土体的一定部位由于季节性的干湿交替，在

土壤结构体表面可形成明显的铁锰锈纹锈斑，如隐育性土壤类型潮土。此外，还有亚高山

草甸土、山地草甸土。
．，

‘- ·

‘七．、潜育化

多出现于河流两岸的积水洼地及多年的水田。由于潜水露头或接近地表，在常年积水

和季节性积水条件下：土体滞水，水分处于饱和，还原过程占优势，高价铁锰还原成亚铁

锰，使心j底土层染为蓝灰色斑纹或形成青灰色的潜育层，如沼泽土、湿潮土和潜育型水稻

土。． 1．

八、耕作熟化+’

在人为的长期耕作影响下，使土壤肥力诸要素不断得到协调和改善，逐步形成适于作

物生长的松软、肥沃、水肥相融、耕性良好的农业土壤，如潮土、褐土、水稻土。
●’● ，

、， 第三节土种划分的原则、依据和指标’ ．

：

一、土种的含义

一j土种为土壤基层分类的基本单元。它处于一定景观部位，是剖面性态特征在数量上基

本一致的二组土壤实体。

周一土种是发育在相同的母质类型上，同时占有相同或近似的小地形部位，水热条件

．也相近似：，具有相似的发育程度和剖面特征。其主要土层排列、层次、层位、厚度、质地、土

体构型、盐碱危害程度和适种性、限制性以及肥力水平等均基本相似。土种的特性具有短

期内所不能改变的相对的稳定性。
、：．。·

‘

二：土种划分依据、指标和省级汇总原则

’_一．． ．

(一)土种的土体厚度和层位的划分 ，．

在1．-5米土体内大致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土壤层段，即表土层、心土层、底土层。土体

·厚度原规定小于30厘米者为薄层，30一60厘米为中层，大于60厘米为厚层。省级汇总把

山地土壤土层小于30厘米定为薄层，大于30厘米定为中厚层。
‘

I．· +
：

。

(；，)土壤质地

县级普查时用卡庆斯基制，按砂质土、砂壤土、轻壤土、中壤土、重壤土、粘质土六级划

分；地区汇总改用国际制，即按砂土及壤质砂土、砂质壤土、壤土、粉砂质壤土、砂质粘壤

土、粘壤土、粉砂质粘壤土、砂质粘土、壤质粘土、粉砂质粘土、粘土、重粘土12级划分。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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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汇总又由12级归为砂土类、壤土类、粘壤土类、粘土类四大类。山地土壤及石质土和粗

骨土不反应表层质地。盐碱土质地根据我省实际，概分为砂土类、壤土类(包括粘壤土类)、

粘土类三大类。 ＼ ．．

‘

1，f

●

(三)夹层厚度与层位
‘ “。

按土体内出现的特殊土壤层次，划分为相应土种。但亦应看其出现层段及其影响水盐

运行、养分供应情况。特殊土层有料姜层、砾石层、砂层、粘层、白干土层。土壤的特征土层

粘化层、钙积层，只反映出现部位。浅位为30—50厘米，深位大于．50厘米。 ．．t．

’ ‘

i 7．‘

(四)耕种与否 ．，

‘

● ●

● 、 ，

长期稳定的耕地作为划分土种依据。
‘ “‘ ’一

● ●
、

(五)砾石含量
一

J．

⋯
一_。’

’

按大于2毫米粒径的石砾所占体积百分数表示，5～20％为少砾石；．孕0—50％为多砾

石；50一70％为粗骨土。省级汇总对非耕地砾石含量仅反映多砾，少砾只在土种叙述中阐

明。
’

一

i 、：·

(六)盐渍土 ．

．

”

‘ ’ 、

盐化、碱化程度按土壤表层0—20厘米全盐量及碱化度分轻、中j重三级。 ．．。，．’

1．盐化程度 轻度盐化的盐斑或缺苗面积在lO一30％，全盐量在0．2二-o．4．％。中度

盐化的盐斑或缺苗面积在30—50％，全盐量在0．4—0．6％。重度盐化的盐斑或缺苗面积

在50％以上，全盐量在0．6—1．0％。
。 “

2．苏打盐化土壤表层。一20厘米含盐量小于o．6％或0．7％，酸碱度大于8．5。土

种以盐分含量续分：轻度0．1一O．3％，中度0．3一O．5％，重度0．5_O．7％。苏打含量均大

于0．1毫克当量／百克土。 一
’。

3．碱化程度(指碱化潮土)’轻碱化，碱化度5—15％。中碱化i碱化度16_30％。重

碱化i碱化度30二45％： ，．

一’．

‘

1⋯‘‘’．i．- 、
．．＼

4．盐土、草甸盐土0—20厘米全盐量大于1％，酸碱度小于9，以表层质地续分土种。

碱化盐土0—20厘米全盐量大于0．6％或0．7％，酸碱度大于9，苏打含量大于1毫克当量

／百克土，以表层质地续分土种。

、(七)侵蚀程度
●

由于本省山、丘面积较大，分布范围广，均受不同程度侵蚀，所以划分土种时不作考

虚，仅在土种中叙述。
一

三、土种的命名 ．

我省从第二次土壤普查开始到结束，一直沿用连续命名法。土类和亚类按通用学名，

与全国分类名称一致，在亚类之冠加上土属依据即为土属，在土属之冠加上土种依据，即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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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土种名称，体现了各级分类单元的归属和分类体系的系统性。然而这种命名虽直观，但

较繁琐，不利于广大群众掌握和应用。对此，在这次编写土种志过程中，将原来连续命名的

土种，本着系统性、科学性和群众性相统一的原则作进一步简化，拟定现行土种名称。其命

名的原则和依据是：

，(一)亚类简化．
‘‘

． ．，

’每个亚类系列确定一个适当名词，如棕土(指棕壤性土)、。黄垆土(指石灰性褐土)、立

黄土(指褐土性土)、栗土(指栗钙土)、栗黄土(指栗褐土)、潮毡土(指山地草甸土)、盐潮土

(指盐化潮土)、砾土(指石质土)、渣土(指粗骨土)。

(二)母质类型简化和归属
．

如麻砂质(指花岗片麻岩类)、砂泥质(指砂页岩类)、硅铝质(指安山岩类和闪长岩

类)、铁铝质(指玄武岩类)、泥质(指千枚岩类)、硅质(指石英砂岩类)、灰泥质(指碳酸盐岩

类)、钙质(指碳酸盐岩类的石质土和粗骨土)。

‘(5-)土种命名时考虑了质地、特征土层、不良夹层及耕种等因素

．选其一二个因素作为命名依据，并结合土种本身属性和群众通用的而学术界也承认

的一些俗名，拟定了土种名称，如耕麻砂棕土(指耕种中厚层花岗片麻岩类棕壤性土)，浅

粘垣黄垆土(指耕种壤浅位粘化层黄土质石灰性褐土)、底白干栗土(指耕种壤深位白干黄

土状栗钙土)，蒙金潮土(指耕种浅位粘层冲积潮土)。
’’‘

．
●．

(四)采用“双名法”。 ．

j ，

‘

即现行名称和曾用名称同时并存，以利于对照应用。 4’

，

四、土种系列的归属与编号 ．

，，经评土比土，将山西省土壤总面积21‘810．5万亩，划分为351个土种；归127个土

属、40个亚类、17个土类(详见表1—1)。土种编号以阿拉伯数字顺序号排列。前面冠以英

文大写字母代表土类，小写字母代表亚类，阿拉伯字母代表土属，其间用圆点隔开，如：

B ·

土 类 亚类 土属
}’ ，一 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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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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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种归属表
表1—1 单位：万亩

土 种 土‘ 属 亚 ·类 一f一 类
其中：

代号 名称 面积 代号 名称 面积 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
耕地

A·a·1· A·a! 麻砂质棕
，

001
麻砂质林土 142．80 142．80

l 壤

A·a·2· A·a·

002 ．

薄硅质林土 6．30 硅质棕壤 6．30
2

A·a·3· A·a：、

003
泥质林土 8．90 泥质棕壤 8．90

3

A·a·4· 薄灰泥质林 棕
●

004 4-
3．00

A·a· 灰泥质棕
69．80 A·a

A·a·4· 4 壤

005
灰泥质林土 66．80

』

壤

A-a·5·

006
黄土质林土 76．70

A-a· 黄土质棕
77．50 O．80

5 壤A·a·5· 耕黄土质林
0．80

007 土

A·a·6· 红黄土质林
9．．40

A·8· 红黄土质
9．40

008 土 6 棕壤

A·b·l· 薄麻砂质棕
●

14．30
●

009 土 棕
_，

A·b·1· A·b· 麻砂质棕
010

麻砂质棕土 39．10 55．50 2．10
●

1 壤性土
A

A·b·l· 耕麻砂质棕
2．10

011 土
‘

A·b·2· A·b· 硅铝质棕

012
薄硅质棕土 3．30 3．30

‘壤，

2 壤性土

A·b·3· A·b· 硅质棕壤
棕

013
硅质棕土． 7．60 7．60

‘● 3 性土

A·b·4· 薄砂泥质棕
27．90

、 壤．
014 土 A·b· 砂泥质棕

28．60 0．70 A·b
A·b·4· 耕砂泥质棕 4 壤性土

●●

0．7．0
'●一

性 ●

015 土

A·b·5· 薄灰泥质棕
11．60

016 土
土 ，

●

A·b i 5·。 A·b· 灰泥质棕
017

灰泥质棕土 37．80
’

54．60 5．20
●

5． 壤性土

A·b·5· 耕灰泥质棕
●

5．20
018 土

。

A·b·6·

019
黄土质棕土 16．40

A·b· 黄土质：棕
16．60 0．20

A·b·6· 耕黄土质棕 6 壤性土
●

020
l 0．2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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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土 种 ’土 属’ 亚 类 土 类
其中j

代号 名称 面积 代号 名称 面积 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
耕地

B·a·l· 浅粘垣绵垆
25．00

021 土 B·a· 黄土质褐
48。50 48．50

1 土B·a·1· 深粘垣绵垆
23．50

022 土
褐

B·a·2·
深粘绵垆土 28．60 B·a

023 B·a· 黄土状褐
47．70 47．70 土

B·a·2· 2 土 ．+

024
浅粘绵垆土 19．10

B·a·3· 浅粘洪绵垆
4．90

B·a·

025 土 3
洪积褐土 4．90 4．90

B·b·l· 深粘垣黄垆
221．60

026 土 B·b· 黄土质石
377．50 377．50

I 灰性褐土B·b·1· 浅粘垣黄垆
155．90

027 土

B·b· 红黄-I"庾B·b·2· 浅粘垣红黄
10．50 石灰性褐 10．50 10．50

028 垆土 2
十

B·b·3·

浅粘黄垆土 52．50

029 ，

B·b·3· 褐
深粘黄垆土 259．50

030 ●

B
B·b·3· 石

底黑黄垆土 3．70
031 土
B·b·3· B·b· 黄土状石

二合黄垆土 248．60 661．30 661．30 灰
032 3 灰性褐土

B·b·3-

夹砂黄垆土 4．10 B·b 性
033

B·b·3·

底砾黄垆土 1．80
褐

034

B·b·3· 二合深粘黄
91．10

035 垆土 、土
●

B·b·4· 浅粘红黄垆

●

7．30 红黄土状
036 土 B·b·

石灰性褐 15．30 15．30
B·b·4· 二合浅粘红 4

8．00 土
037 黄垆土
B·b·5- ～

。

洪黄垆土 94．40
●038

B·b·5· 底黑洪黄垆 B·b· 洪积石灰
0．80 181．25 181．25

039 土 5 性褐土

B·b·5· 底砾洪黄垆
5．50

040 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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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土 ．种 土 属 亚 类 土 类
其中：

．代号 名称 面积 代号 名称 面积 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
耕地

B·b·5· 二合洪黄垆
04l 土

64．90
●‘

B·b·5· 夹砂洪黄垆
042 土

3．55

B·b·5·

043
粘洪黄垆土 12．10

B·b·．6· 深粘淤黄垆
一 一●

044 ． 土
15．95

B·b· 灌淤石灰
27．15 27．15

●

B·b·6· 二合淤黄垆 6 性褐土
045 土

】1．20
●

B·c·I· 薄麻砂质淋
046 土。

209．44

B·C·’1·

’-

B·C· 麻砂质淋
’ ●’_

047
麻砂质淋土 279．98 491．92 2．50

●

l 溶褐土

B·c·1· 耕麻砂质淋

048 土
2．50

B·C·2· 薄硅铝质淋 B·c· 硅铝质淋
一 ●

049 土
35．70 35．70

2 溶褐土 一

●
●

B·C．-．3· 薄铁铝质淋
050 土

10．10 。●

褐

B·c·3·

● +B
B·C· 铁铝质淋

05l
铁铝质淋土 2．80 13．40 0．50

，

3 溶褐土 一 土
●

淋B·．C·3· 耕铁铝质淋
O．50

052 土

B·C·4·
溶

●，

●

053
薄硅质淋土 9．80 B i C

B·C· 硅质淋溶
30．60 ● 褐 ’

B·C·4· 4 褐土

054
硅质淋土 20．80

土

B·C·5· 薄砂泥质淋
055 土‘ t

178．20 _‘

B·C·5· B·c· 砂泥质淋 !

056
砂泥质淋芏 255．30 440．30 6．80

●

5 溶褐土

B·C·．5· 耕砂泥质淋
6．80

●

‘

●

057 土． }

～

●

jB·C··6· 薄灰泥质淋 ～

058 土：
87．80

。

，

B·C·6· B·C·- 灰泥质淋

059
灰泥质淋土 246．68 335．08 0．60

6 溶褐土
●

B·c·+6· 耕灰泥质淋
060 土

0．60

J●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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