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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种志》是土壤科学的基础资料，是土壤凿≯i。最要成果之一．亦是《晒汾卜壤》

韵基础资料和补充。同时，为进一步研究我区二}二壤基层分类，逐步向定量分：类发展积累

资料。为合理利用土壤资源提供基本依据资料；对因土施肥、因土改良、因土种植，农

业区划规划，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都有重要作用。

根据全国和省土办对《土种志》编写的规格和要水，历：-l—1人Fl我I必土壤普查汇，鬯工作情

况，我们在《临汾土种志》编写过程中：(1)首先进行了全区性的评土比土工f11，根

据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分类最新技术规程要求，对先后八年土壤普查工作中土壤分类方

面的同土异名、同名异土土壤类型进行归并，最J哥确定全区十三个土类；二十二二个丑E

类：五十四个土属；一百五十五个工种。(2)为了准确描述每一个土种形态特征及生

产性能，达到土壤基层分类的系统化、标准化、数量化、运用PC～105型微型i千算机，

对每一个土种农化分析数据，剖面分析数据按发生次层求取了加权平均值、标准差、变

异系数、极限值。(3)据±办要求，土壤质地颗粒分级采用国际制。对原卡庆斯基制

使用的数据进行了换算。

此资料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位领导ful到志们火力支持和帮助。由于时间短，资料所

狠，不妥之处所在难免，敬请多提宝贵意见。

——编者

l 9 8 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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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土种划分原则依据及命名

划分土种原则：

)、同一土种有一定的地形，植被景观特征。

)、同一土种有相同的母质和母质类型。

)、同一土种有相同的土体构型。

)、同一土种有相同的量级指标和发育程度。

)，同一土种有相似的生产性能。

=、划分土种依据：

(1)土层厚度；

薄层：土层<30厘米；奔厚层；。j±层>30厘米。

(2)砾石含量： 越i’1’t“。‘

少砾：砾石含量<20％；

多砾：砾石含量20一50％：

(3)粗骨土：砾石含量50—70％。

1(逼r尊t侵蚀程度}

轻度侵蚀：坡度小于10度或覆盖度大于70％。

‘中度侵蚀：坡度lO一25度或覆盖度30一70％，表士50％面积受到侵蚀。

重度侵蚀：坡度大于25度或覆盖度小于30％，表土几乎全部剥蚀。

j。’．．!(，5)特殊土层或碍障层：

嚣 特殊土层或障碍层次，出现部位在20--50厘米，即为浅位；出现部位大于50厘米即

为潦粒。i只注明特殊土层或障碍层次类型，不说明厚度。(如粘化层、砾石层、料姜

层，砂层、粘土层等等)。

‘6)区分耕种与非耕种。

(7)质地：

以国际十二级粒级分级和质地分类命名，即：壤质砂土及砂土；砂质壤土；壤土；

粉(砂)质壤土一砂质粘壤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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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 ；(。8i’)_t盐碱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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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盐(碱)化：作物缺苗10一30％，非盐斑作物生长基本正常。全盐含量0．2—

0．4％。
．

中度盐(碱)化：地表盐结皮比较明显，作物缺苗30一50％，非盐斑的作物受一定

抑制，盐分含量0．4—0．6％。

重度盐(碱)化：地表盐结皮明显，连片分布，作物不能正常生长，盐分含量0．6

—0．8％。

三、土种命名： 、

根据《山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技术规程》，土壤分类采用分级命名法。

土类和亚类反映地带分布的特点，为了便于汇总交流，命名采用了全国统一的发生

学名称。

土属和士种采用连继命名法，土属是以亚类作名词，前边冠以划分土属的依据——
母质类型作形容词，排列组合而成。土种是以土属名称作名词，前面冠以划分土种的依

据作形容词，排列组合而成。

第二部分 土种各论

一、山地草甸土

山地草甸土是我区山地土壤中分布于最高处的土壤类型。海拔高程在2300米以上，

地表只能生长喜湿性苔草、莎草科、车前子、水蓼等，长势茂密，地面可看到微起伏状

虚松的小土丘。由于海拔高、年降水量大，气候寒冷湿润、土体冻融强烈，导致土壤物

理风化作用加强，化学风化作用微弱，盐基释放少。加之土壤淋洗作用强烈。土壤中可

溶性盐类淋失殆尽，土壤呈微酸性，PH值6．5—7．4。土壤经常处于潮湿状态，氧化过程

弱，还原过程强，心土层以下产生潴育作用，形成锈纹锈斑，土壤有机质积累多，分解

缓慢，土质肥沃，据成土母质不同和划分土种依据，本亚类有二个土属，二个土种。

1、厚层石灰岩质山地草甸±(群众称草甸±)

编号：04—09一001

属山地草甸土亚类，2石灰岩质山地草甸土土属。

分布在我区霍县境内东北部五龙壑山顶，面积很小，只有863亩，占总面积

0．003％。

此土壤发育在石灰岩母质上，土层中厚，表层有4 Cm左右半分解腐殖质层，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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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盐(碱)化：作物缺苗10一30％，非盐斑作物生长基本正常。全盐含量0．2—

0．4％。
．

中度盐(碱)化：地表盐结皮比较明显，作物缺苗30一50％，非盐斑的作物受一定

抑制，盐分含量0．4—0．6％。

重度盐(碱)化：地表盐结皮明显，连片分布，作物不能正常生长，盐分含量0．6

—0．8％。

三、土种命名： 、

根据《山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技术规程》，土壤分类采用分级命名法。

土类和亚类反映地带分布的特点，为了便于汇总交流，命名采用了全国统一的发生

学名称。

土属和士种采用连继命名法，土属是以亚类作名词，前边冠以划分土属的依据——
母质类型作形容词，排列组合而成。土种是以土属名称作名词，前面冠以划分土种的依

据作形容词，排列组合而成。

第二部分 土种各论

一、山地草甸土

山地草甸土是我区山地土壤中分布于最高处的土壤类型。海拔高程在2300米以上，

地表只能生长喜湿性苔草、莎草科、车前子、水蓼等，长势茂密，地面可看到微起伏状

虚松的小土丘。由于海拔高、年降水量大，气候寒冷湿润、土体冻融强烈，导致土壤物

理风化作用加强，化学风化作用微弱，盐基释放少。加之土壤淋洗作用强烈。土壤中可

溶性盐类淋失殆尽，土壤呈微酸性，PH值6．5—7．4。土壤经常处于潮湿状态，氧化过程

弱，还原过程强，心土层以下产生潴育作用，形成锈纹锈斑，土壤有机质积累多，分解

缓慢，土质肥沃，据成土母质不同和划分土种依据，本亚类有二个土属，二个土种。

1、厚层石灰岩质山地草甸±(群众称草甸±)

编号：04—09一001

属山地草甸土亚类，2石灰岩质山地草甸土土属。

分布在我区霍县境内东北部五龙壑山顶，面积很小，只有863亩，占总面积

0．003％。

此土壤发育在石灰岩母质上，土层中厚，表层有4 Cm左右半分解腐殖质层，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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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暗褐色为主，土壤颗粒较细，质地通体粘壤土，土体疏松、潮湿，多为团粒结构，

有机质含量8．5％，阳离子代换量28．7me／1009土，PH值7．4，全剖面无石灰反应，土体

发育较好，剖面构形为A。一A—Bg—C型。

典型剖面采自霍县五龙壑顶峰，海拔2500米处缓坡上．剖面编号霍@9—44，主要

特征和理化性质(见表l—l、l一2)。
此土壤分布很高，气候冷凉，只适宜高山草本植被生长。农、林，牧业利用比较困

难
、t

霍o 9—44 剖面主要特征 表1一l

层 次 颜 质 结 松 干 植 侵 新 石 反
紧 湿 物 入 生

(Cm) 色 地 构 度 度 根 体 体 灰 应

O一4 半分 解腐 殖质 层

4一16 暗褐 粘壤土 团粒 疏松 湿润 多

16—33 灰褐 粘壤土 团粒 稍紧 湿润 多 少量虫类

一33Cm．| 以下 为母 岩半 ．风化 物

黼⋯～

j
机械组织

层 有 全 全 全 代
CaCo s

质
次 机 N P K 换

PH > <质 量
(Cm) (％) (％) (％) (％) me／ (％) 地

1 009
0．02 0．002

4一16 8．5l 0．452 0．075 2．83 28．7 0．08 7．4 52 2l 粘壤土

16—33 7．43 0．448 0．060 7-8 0．1 7．2 52 21 粘壤土

镪繇孕、厚层红黄土质山地草甸土(群众称革甸±)

编号：04一09一002

属山地草甸土亚类，红黄土质山地草甸土土属。

分布在翼城县境内历山高峰舜王坪缓坡平台上，面积3259亩，占总面积b．01％。

典型剖面采自翼城县西阎乡舜王坪顶部，海拔2 321米，剖面编号：翼@两一82，剖

面主要特征和理化性质(见表1—3、1—4)。

由于该土壤发育在红黄土母质上。土层较厚，一般在80一100厘米左右，土壤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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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西一84 剖面主要特征 表1—3

层 颜 质 结 松 干 植 侵 新 石 灰
次 紧 湿 物 入 生

(Cm) 色 地 构 度 度 根 体 体 反应

锈纹0—20 灰褐 砂质壤：土 屑粒 疏松 湿润 多 锈斑
锈纹20一8l 浅黄棕 粘壤土 块状 稍紧 潮湿 由
锈斑

81Cm 以下 为基 岩

剖面理化性质分析结果 表l一4

机械组织层 有 全 全 全 代 CaCO 3
质

次 机 N P K 换 PH > ＼、质 量
(Cm) (％) (％) (％) (％) me／t009 (％) 地

o．02 0．002

砂质O一20 7．20 0．392 0．087 2．26 20．8 0．08 6．5 58．2 6
壤土

20—8l 1．54 0．102 0．058 13．3 0．0I 6．6 50．0 15．6 粘壤土

以红褐色为主，士体较松，结构团粒．_屑粒，土体湿润，多根系，质地砂质壤土一一粘

壤土，全剖面有少量锈纹锈斑出现，通体无石灰反应，PH值6．5，呈微酸性。剖面构形

为A—Bg—R型。但是本土壤类型所处地势高寒，适宜草本植物生长，农林业不宜利用，

是良好天然牧场，还可发展中药草。

二、棕 壤

棕壤土是我区主要的山区土壤之一，分布在海拔1800—2000米以上中山区，雨量

充沛，气温较低，无霜期短，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气候湿凉，适合于各种林木生长。以

针阀叶林为主，主要有落叶松、油松、桦树，山杨、栎树等，伴生山杏、野刺玫、绣线

萄、荷草等草灌植被，生长繁茂，地面覆盖度在90％以上。地表常有大量枯枝落叶和半

分解腐殖层，土壤肥沃，土体终年湿润，土体淋溶充分，PH值6．8—7．4二左右，呈微酸

性，全剖面无灰反应，本亚类有四个土属，七个土种。

1、薄层石灰岩质棕壤(群众称熙粘土)

编号：04一09—003

属棕壤亚类，石灰岩质棕壤土属。

主要分布在霍县李曹乡一带山地，面积5041亩，占总两积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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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土壤发育在石灰岩母质上，分布地势较陡，地面坡度较大，：土层浅薄，一般在

1 8—20cm左右，土壤颜色呈棕褐色。质地砂质壤土，土体稍紧，土层与母岩紧接，半风

化层次不明显，剖面结构型为Ao—A—C型。

典型剖面采自霍县李曹乡七里峪林场，流水沟后梁，海拔2270米处，剖面编号霍o

06—14 3，剖面主要特征和理化性质(见表2—1。2—2)

霍006—143 剖面主要特征 表2—1

层 次 颜 质 结 松 工 植 石 灰
紧 湿 物

(Cm) 色 地 构 度 廖 根 反 应

砂 质
0--——7 黑棕 团粒 疏 松 湿 润 多

壤 土

砂 质
7———18 棕褐 屑 粒 稍 紧 湿 润 多

壤 土

18Cm 以下 为 母 岩

剖面理化性质分析结果 表2—2

E} 有 全 全 代 CaCo 3 机械 组成蜃
机 换次
质

N P 』荨． PH > < 质地照
‘(’cm) (％) (％) (％) (me／1 OOg) (％) 0．02 0．002

—

O一7 10．3 0．485 0．080 31．1 0．09 7．4 65 7．6 砂质壤土

‘7一18 10．6 0．432 0．074 32．1 0．60 7．4 67．5 2．8 砂质壤土

i1|此土壤适合发展林业，由其针叶林，有着广阔前景。

“2：j厚层石灰岩质棕壤(群众称山地粘±)

编号：04一一09一一004

， 属棕壤亚类，石灰岩质棕壤土属。

布在霍山山脉1700一2300米左右中山区，包括古县老爷顶，党家山、霍县李

洪洞县苑川、明姜一代山地。除此，隰县上天山、艾和岩有零星分布。面积

占总面积0．34％。

5磷受壤同是发育在石灰岩母质上。主要特征是，土层中厚，一般在40cm／)放JL，土

体葡毓朗犀的发育层次，剖面构型为Ao一一A一一B一一c型。土壤颜色棕褐～一棕红

褐色，质地渺质壤土一一砂质粘土。表层土壤疏松，团粒结构，心土层驼2-Y．_-k体逐渐紧

塞．一土壤呈碎块状结构。土体淋溶强烈，全剖面无石灰反应，PH值7．2—7．5，CaC 0s

含量假平o．6％∥土壤养分含量丰富(见表2—3、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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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cm表层土样分析结果 表2—3

土种
项 目 N S CV(％) 最大值 最小值

代号 X

04

l 有机质(％) 2 2．515 2．62 38．026 7，6 2．29
09

剖面发生层次统计结果 表2—4

土 种 发 生
项目 N S 最大值 最小值

代 号 层 次
X

cv(％)

04
有

A 4 6．36 0．9 7 15．29 7．24 4．66

f
机

09
质 B 4 7．48 2．31 30．90 9．31 3．87

l (％) C 3 5．07 1．44 28．39 6．01 2．24
004

备 A 4 0．351 0．102 29．09 0．466 O．223

氮
B 4 0．367 0．114 31．1 7 0．499 0．211

(％参
C 3 0．230 0．063 27．60 0．313 0．139

全
A 4 0．079 0．020 25．53 0．103 0．05

磷
B 4 0．084 0。019 23．40 0．103 0．05

(％)
C 3 0．070 0．008 0．54 0．83 0．06

代 A
4 6．366 0。9 73 23．85 30．9 16．5

换
量 B 4 '25．409 6．323 24．89 31．9 16．9

me／lOOg C 3 17．44 5．153 29．55 21．9 10．3

A 4 0．57 1．03 181．06 0．9 0．01
CaCO 3

B 4 0。19 0．33 17l。39 2。5 0．01

(％)
C 3 0．41 0．54 133．9 1．2 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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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剖面采自古县热南镇大南坪林场，海拔2080米处，剖面编号：古o 2一一62，’

距电视转播台1000米，位置电视台南偏东100。。剖面主要特征和理化性质(见表2—

5、2—6)

古o 2—62 剖面主要特征 表2—5

层 次
’颜色 质地 结构 松紧度 干湿度 植物根 侵入体 石灰反应

(cm)

O一4 半分解 枯枝 落叶层

砂质4—13 灰 褐 团 粒 疏松 湿润 多
壤土

，1 3—32 棕 褐 粘壤土 团 粒 稍紧 湿润 多 小砾石

32—41 红棕褐 砂质 碎块 稍紧 湿润 中 小砾石．?粘三匕

41—59 半风 化物、 层

二盗卷i誓 以 下 为母岩 层
毒搬=；器}(沌

。■⋯～一⋯‘⋯⋯⋯一剖面理化性质分析结果 表2—6

层 次 ?榉t
，

全’≮ ·全1 全 代换量 CaCo 3 机械 组织
机 、 、

^，

质 P K
PH > < 质地

(c1"n) N

(％) (％) (％) (％) me／1009 (％) 0．02 0．002

4—1 3 4．66 0．262 0．050 16．5 0．08 7．2 62．0 6．4 砂质壤土

13—32 3．87 0．211 0．052 16．9 0．i2 7．2 50．6 21．6 粘壤土

32—41 2．24 0．139 0．060 I 7．9 0．12 7．5 16．6 26．4 砂质粘土

此土壤分布地区目前为自然森林区和新发展人工林区、应加强现有森林的护理工

作、严禁滥砍乱伐，有计划更新林木，发展成优质用材林基地。

3、薄层花岗片麻岩质棕壤(山地砂±)

编号：04一一09一一005
。． 属棕壤亚类，花岗片麻岩质棕壤土属。

·7·



分布在霍县境内李曹乡_带山一地，面积10333亩，．占面积o．03％。
一 典型剖面采自霍县李曹乡瞪眼坡海拔1950米地方，，自然植被有桦树、山杨等，覆盖

度达90％，剖面编号霍圆06—97，剖面主要特征理化性质(见表2—7、2—8)。

霍⑧06—97 剖面主要特征 表2—7．

层 次 颜 质 结 松 干 植 石

紧 湿 物 灰
反(cm) 色 ：地 构 度 度 根 应

0—4 枯 枝 落叶层

4—10 黑 褐 砂质壤土 团 粒 疏 松 湿 润 多

10一29 黑褐 砂质壤土 无 松散 湿 润 由

29cm 以下为 母 岩

剖面理化性质分析结果 表2—8

层 次 有 全 全 代
CaCo 8

机械组成
机釜 N P 换

(cm) 质 J§ PH 质 地里
(％)

> <
(％) (％) (％) me／1009 0．02 0．002

4—10 13．2 0．611 0．127 10．2 0．2 7．4 64．8 7．4 砂质壤土

1029 lO．57 0．613 0．110 31．8 0．06 7．3 72．8 2．0 砂质壤土

此土壤类型发商症花岗片麻岩质母质，由于母质中SiO。含量高，所以风化后形成

的土壤质地较粗，多为砂质壤土，>0．02mm砂粒含量64—70％，<0．002mm粘粒占

2—7％。其次土层浅薄，与母岩之间无明显过度层次一一半风化物层，剖面中很难

看到粘粒移动和淀积现象。剖面构型为Ao～一A一一C型，土壤呈中性至微酸性，

PH值7．4左右。但是由于此土壤分布海拔高，有充沛降雨量和适宜林木生长气候条件，

加之土壤比较肥!沃，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1 3够，是发展林业的良好土壤。

4、厚层花岗片麻岩质棕壤(群众称山地黑砂土)

编号：04一一09一一006

属棕壤亚类，花岗片麻岩质棕壤土属。

分布在霍山老爷顶、龙岩寺、溺陀翁、摩天岭一带中山区，海拔1800一一2300米之
间，面积51104亩，占总面积0．17％。

此土壤分布地势坡度较小，自然植被生长茂密，地面覆盖度达90呖以上，土体侵蚀

轻微，土体风化发育较好，土层中厚，厚度在40一80cm左右，剖面构型为A。一一A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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