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007161

四川土种志
四 川 省 农 牧 厅

四川l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
一．

，

'=Jttg

，

、



卿2新登字004．萼

书名／四川土种志

编著者／四川省农牧厅

四川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责任编辑·黄妁章何光扬旭牛小红

封面设计·李文金

版面设计·牛小红

责任校对·柯龙

规 格尹7跫l眵全毫采，％l巳钕＼

印数瞄辩》99千矽r印 数IlE堑00册j，》<_。l
定 价Ⅵoo棚a毒平装9鲫伊囊
ISBN 7-53643◇磷兰52矗霈钆／。

点

————————．．．———．．．．．．．．．．．．．．．．．．．．．．．．．．．．．．．．．．．．．．．．．．．．．．_-



．匹l Jll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侯光炯 ／．

主任。刘 明

副主任 陈协蓉 王寿廷甘书龙 ．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寿廷王泽仕 王楚云甘书龙

刘 明 李仲明 张仁绥 陈协蓉

杨俊森敬全林 曹觉廷

主编陈协蓉

副主编王泽仕李钦榜杨俊森

《四川土种志》编写组

编写负责人：蒙乃大

编写人员：蒙乃大’邓贞学 韩 斌

张忠信 周德昌 彭殿烈

田永清 周高华 王泽仕

陈品华 陈圣琼雷先林

蒋朋来 周南华

终 审：蒙乃大 王泽仕



．匹l Jll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侯光炯 ／．

主任。刘 明

副主任 陈协蓉 王寿廷甘书龙 ．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寿廷王泽仕 王楚云甘书龙

刘 明 李仲明 张仁绥 陈协蓉

杨俊森敬全林 曹觉廷

主编陈协蓉

副主编王泽仕李钦榜杨俊森

《四川土种志》编写组

编写负责人：蒙乃大

编写人员：蒙乃大’邓贞学 韩 斌

张忠信 周德昌 彭殿烈

田永清 周高华 王泽仕

陈品华 陈圣琼雷先林

蒋朋来 周南华

终 审：蒙乃大 王泽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曲．工．
刖f ’暮’

《四川土种志》是四川省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系列成果之一，它是在全国

和省土壤分类系统的基础上，按照《关于编写<中国土种志>的规格要求》和

《<四川土种志)编写内容提要》的具体规定，经过对全省地、县两级15000余

个和省统一布点的400多个骨干剖面资料进行整理、筛选、归并、补充、统计

后编写而成。全省共整理编写出380个土种，其中农耕地土种323个，非耕

地土种57个。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数据准确、齐全，内容、形式统一规

范。农耕地土种资料比较齐全完整，非耕地土种由于资料缺乏，仅编写了部

分土种，有些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已编写出的土种资料，对每个土种的

名称、代号、归属、分布、面积、主要性状、典型剖面和生产性能等均作了较规

范化的描述。

《四JIf土种志》的编写为四川土壤基层分类单元的初步确立和土壤分类

系统的建立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因

土耕作，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壤资源，促进农、林、牧业生产，推广农业先进技

术提供了科学依据。 ．

．

《四Jq_-t种志》的编写工作是在四川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汇．it．编辑委

员会和四川省农牧厅的领导下，经省、地、市、州、县有关单位通力协作，分工 ．j

负责完成的，它是全省土肥战线广大技术人员和编写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

晶。编写过程中，赖守悌教授自始至终进行了具体指导，曾觉廷、庞邦域、余

杰、张仁绥、刘世全、蒋道德、李仲明、唐时嘉、郑德邻等同志，提了许多很好

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初稿作了审查和修改。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的章士炎、

郑炜萱同志也曾先后来川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编写《四川I土种志》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缺少经验，加之～些基础资料

不足和编者水平所限，不尽完善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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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论

土种作为土壤分类系统中的基层单元，是土壤分类的基础。如何正确区分土种，

建立起我省土壤分类的基层单元，对发展我省土壤科学和合理利用土壤资源等方面

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省1958年开展的第一次土壤普查，广大科技人员、基层干

部和农民群众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全面完成了调查任务，在充分总结农民认土、辨

土、改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归纳、整理，将全省农耕地土壤划分为12个土

类、37个土属、97个土种，对我省土壤分类，特别是基层分类单元——土种的初步建

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的土壤普查工作，由于受基础资料、分析测试手段、调查

精度和技术力量的限制，所形成的成果定性、定量的内容较少，因而在土壤类型的划

分上深感依据不充分。1979年起，历时12年的全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由于采用

了许多先进的调查技术和测试手段，野外调查和内业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

进步和发展，县以上都编制了土壤普查系列成果图件，编写了以土种为基础的翔实土

壤资料，引用了大量分析化验数据和调查资料。在省级土壤普查成果汇总时，全省又

分类型采集了大量骨干剖面，增测了许多带诊断指标的项目，大量的基础资料通过梳

理、筛选、归并、补充、统计，为每个土种中心概念的形成和分异指标的划分，以及土种

基层分类单元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土壤分类包括土种分类单元的确立涉及因

子较多，许多方面还需不断探索、补充和完善。为了给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参

考，现将我省第二次土壤普查中土种划分原则、依据以及土种志编写中的有关问题简

要概述如下。

一、四川土种划分的原则和依据

土种作为分类系统中的基层分类单元，是土壤分类的基础，它是处于相同或相似

的景观部位和类似的水热条件下，具有相对一致的土壤剖面构型及形态特征和理化

生物性质的一群土壤实体，划分原则主要有：

1．．以整个土体的属性为依据。土种的属性相对稳定，同一土种的主要性状及量级

指标相同。

2．土种为一生态样块，具有相同的母质类型，一定的微域景观，近似的水热条件，

相同的植被与利用方式、生产潜力和改良利用途径。

3．同一土种其剖面发生层理与沉积土层厚度、层序排列等基本相似。

4．同一土种的土壤特征土层的发育程度相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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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受地质构造的制约和影响，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东西差异明显，高差悬殊，

地形复杂、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土壤类型众多，在土种划分上，东部农耕地较细，西部

因资料缺乏划分较粗。主要根据以下一些因素作为划分依据；

1．母质类型。母质是划分土属的主要依据，同一土属内的各土种应具有共同的物

质基础，即同一母质类型。我省80％以上的农耕地与紫色母质有关(包括河流冲积

物)。因此，在紫色土土种的划分上，我们将紫色母岩风化物属性相近的进行归并，首

先划分出lO个土属，然后根据不同岩层产状及组合状况(厚砂厚页、厚砂薄页、厚砂

岩、厚泥岩、砂页岩互层)的风化物划分为砂泥、砂、石骨子等土种。对于由河流冲积物

发育的土壤，则按冲积物物源和水文地质状况，分为灰色、灰棕、紫色、黄色、黄红、褐

色、棕色、黑色等成土母质，并作为土属划分的依据，然后再根据质地、土层厚度、夹砾

量等划分土种；川I西北及川西南高山峡谷区，山势陡峻，地质构造复杂，母质混杂严

重，难以细分，在土属和土种划分上较粗。

2．土壤发育程度。土壤发育程度反映了土壤在一定地理环境中的形成和演变，并

在其某些形态特征上表现出一定的量的差异。因此划分土种，一方面突出土种具有与

其形成相联的地方性特点；另一方面也表明土种与土类、亚类之间具有统一的发生学

联系。在土壤系统分类中，高级分类单元土类、亚类的划分，表现土壤发生过程的质的

特征，其基层单元土种的分类，则表现其量的差异，也是土类、亚类发育特征程度差异

的续分。 ·

3．土体构型。土体构型是具有土壤(土种)分类意义的特征土层按一定的土层厚

度和层位组合排列而成的土体构造类型。土体构型表明各种土壤实体各自具有的基

本建造物质及其层段结构和形体特征，用以划分土种，则土种就成为在物质结构和形

体特征上均具有充分独立性的土壤实体单元。同一土种，主要土层层次排列顺序、厚

度、质地、结构、颜色、有机质含量、pH值等基本相似，只在量上有些变异。

土层分为特征土层和基本土层。基本土层是指土壤基本物质(矿物质颗粒)在堆

积过程中发生粒度分异而形成的土层，是所有各种土壤都具备的土层。特征土层是指 ．

某些特定成土过程或地质过程中形成的分类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土层(包括发生层和

非发生层)，如草根盘结层、泥炭层、潴育层、潜育层、漂洗层、灰化层、铁盘层、钙积层、

粘化层、腐殖质层和砾幂层等。

我省土壤普查中土壤层段代号的拟定总的是与全国统一规定保持一致，偶有部

分代号的引用与全国稍有出入，但其含义仍与全国一致。为了便于资料审阅和交流，

本书土壤层段代号仍用原我省统一规定的代号，只少数作了更改，如漂洗层原为AL，

现改为E等(见附录一：四川省土壤剖面发生层次及其形态特征说明书)。

二、土种论述

土种论述的内容，主要包括命名、归属与分布、主要性状、典型剖面和生产性能等

内容。每个土种还附有土壤剖面理化性状汇总表和典型剖面理化性状表。

·2。



1．命名。在群众俗名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提炼。命名力求文字简炼，通俗易懂，形

象生动，并与母质类型和生产上的反映相联系，使人一看就知其起源母质(母土)类型

及其主要属性。如红棕紫泥土，为侏罗系遂宁组红棕色泥岩风化发育的石灰性紫色

土，质地偏重，土体较厚，肥力和生产水平较高；灰潮油砂田，代表了岷江灰色冲积物

发育的渗育型水稻土，质地适中，爽水透气，好耕作，肥力水平较高；灰棕潮砂田，为灰

色和紫色混合冲积母质发育的渗育型水稻土，质地轻，漏水漏肥，保蓄肥能力差，肥力

水平不高等。

2．归属与分布。概述土种在分类系统中的隶属关系(属何亚类、土属)，分布区域

大的地貌类型和微地域景观、海拔、行政区域、面积(土壤概查毛面积，即土壤面积)，

有些还简述了区域的水热状况。 -．、+⋯

3．主要性状。简要叙述土种的母质类型、形态特征、土层厚度、剖面构型、发育状

况、理化特性、特殊层段和养分丰缺状况等。并在大量剖面资料和分析化验数据的基

础上，经过统计(5个数据以上)，算出每个测试项目平均值(组中值)、标准差和变异

系数，反映了每个土种理化分析数据集中分布范围及其边缘值。主要理化数据的测试 ·

方法，按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规定的统一方法进行。土壤质地，原地、县均按卡庆斯基

制分级命名。为了便于应用和交流，按全国统一要求改换成国际制。因此，所列土种

的质地名称除少数为实测外，有7000多个剖面的资料系由地、县提供的卡制颗粒分
’

级资料，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提供的计算程序换算而来，命名及代号均按规定执行

(详见附录二：国际制土壤质地分级标准及命名)。土壤养分丰缺情况，按全国土壤普

查办公室的分级标准进行定级和叙述：一级以上的为极丰富，一级属丰富，二级比较

丰富，三级为中等，四级为缺乏，五级严重缺乏，六级及六级以下为极缺。表中标记有。

“▲”者，为缺素临界值指标(详见附录三：土壤养分分级指标表)。土壤颜色，一般由野

外调查记载的颜色，用门塞尔比色卡对照确定。

4．典型剖面。体现了土种的中心概念，起定位、定性、定量的作用。记述尽量做到

规范、具体和翔实。但由于有些土种的基础资料较少；例举的典型剖面不够理想。

5．生产性能综述。主要对土种的宜种性、宜肥性、宜耕性、常年产量水平(调查时

产量)、存在问题及改良利用途径等作扼要的叙述。对一些土种适宜发展某些名特产

品，我们亦作了介绍。

6．土种排列。土种排列顺序按全国分类系统的序列，从土类到土种统一下排。在

一个土属内，农耕地与林牧地统一编号，先排农耕地土种，后排林、牧地土种。林、牧地

按厚层(80era以上)、中层(40,---,80era)、薄层(40cm以下)的顺序排列。大写英文字母

代表土类，字母右下角后缀的阿拉伯数字，头一位代表亚类，第二位代表土属，第三位

代表土种序号。如：Cz--代表黄壤土类、漂洗黄壤亚类、白鳝泥土属的第一个土种——

冷白鳝泥土；U321代表水稻土土类、潴育水稻土亚类、潴育灰潮田土属的第一个土种

——灰棕潮大泥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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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红 壤

赤红泥土

编号：Alll

一、归属与分布

． 赤红泥土属赤红壤亚类、赤红泥土土属。有耕地1．5万亩，占全省耕地土壤面积

的0．01％，占旱耕地土壤的0．02％。分布于川西南山地，海拔1300(1400)米以下的

安宁河、雅砻江、三源河河谷缓坡。行政范围包括攀枝花市的米易和盐边两县的15个

乡。
●
’

二、主要性状
。

该土种成土母质主要为板岩、玄武岩等泥质岩类风化的残坡积物，剖面为A一

B—Bc型。土体厚80厘米以上，耕层平均15．8厘米。剖面层次分化大多不甚明显，多

呈红色，部分因耕作熟化和区域水分差异而略有变化。土壤呈酸性至微酸性，pH5．3

～6．8。质地偏粘，多为壤质粘土，粘粒略有下移，心土层粘粒明显高于表层。土壤结

构差，耕层一般为块状结构，心土层多为块状或棱块状结构，结构面上铁锰和粘粒胶

膜明显。土质较瘦，有机质和全量氮、磷含量均属中下水平，速效氮、磷不足，速效钾较

丰富。土壤交换性能一般，有一定的保肥性能。

，三、典型剖面

1983年1月采自盐边县健康乡河谷缓坡，海拔1200米，母质为会理群板岩风化

的坡积物。
’

A层；0,'--10厘米，淡红棕色(10R6／8)，壤质粘土，块状结构，夹少量砾石，pH

6．1，稍紧，根系多。

B层：10～25厘米，淡红棕色(10R6／8)，壤质粘土，块状结构，结构面有少量铁锰

胶膜，pH6．3，土润，稍紧，根系少。

BC层：25"-'50厘米，淡红棕色(10R6／8)，壤质粘土，棱块状结构并夹岩石碎屑，

结构面有较多的铁锰胶膜。

四、生产性能综述
一

该土种分布区域光热条件虽好，但灌溉条件较差，复种指数低。土壤质地较粘重，

结构差，宜耕期短，耕作管理粗放，熟化度低，耕层偏浅，部分土壤甚至有障碍层次。有

一定保水保肥能力，但肥效迟缓。土壤有机质和氮磷缺乏。农业利用多一年一熟。种

植玉米、甘薯、甘蔗、小麦、豌豆等，一般亩产玉米100～250公斤，甘薯100公斤，甘蔗

4"-'6吨，小麦50"--100公斤，豌豆50公斤。改良利用上，应深翻土层，除去石砾，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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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改良结构，熟化土壤；增添灌溉设施，施用速效氮、磷肥，有针对性的施用钾

肥、硅肥及微肥。大力发展甘蔗生产，充分发挥光热资源的优势。

赤红泥土土壤剖面理化性状汇总．A1 1 1一①

A B BC

项 目 -

S C V％ S C V％ S c v％

厚 度(era) 5 15．8 4．4 27．85 5 15．4 7．4 48．05 3 48．3

颗 2～0．2(ram) 5 14．27 10．26 71．90 5 13．15 9．38 71．33 5 12．07 9．32 77．22

粒
组 0．2～0．02(ram) 5 22．48 7．73 34．39 5 19．73 2．28 11．56 5 17．60 7．41 42．10

成 0．02～0．002(ram) 5 25．20 5．31 21．07 5 24．17 6．3l 26．11 5 23．49 10．38 44．10
^

％ <0．002(mm) 5 38．03 8．93 23．48 5 42．94 8．26 19．24 5 46．84 17．45 37．25
y

质 地 LC LC C

容重(g／era3) l 1．26 1 1．40 l 1．30

有机质(％) 6 l-83 0．26 14．21 6 1．23 0．57 46．34 6 0．84 0．54 64．29

全氮<％) 6 0．080 0．020 25．00 6 0．069 0．024 34．78 6 0．047 0．008 17．02

全磷(％) 6 0．059 0．034 57．63 6 0．078 0．049 62．82 6 0．105 0．035 33．33

全钾(％) 5 1．49 O．92 61．74 6 1．2Z 0．73 59．84 6 1．15 O．60 52．17

碱解氮(ppm) 6 78 11 14．10

速效磷(0pro)‘ 6 5．3 5．0 94．34

速效钾(ppm) 6 197 80 40．6I

pl-1(HzO) 5 6．1 O．8 13．11 5 6．4 0．6 9．38 5 6．1 O．6 9．84

阳离子交换量
6 16．57 11．07 66．8l

(me／1009土)

有效态锌(ppm) l 1．05

水溶性硼(ppm) l 0．04

有效态钼(ppm) 1 0．08

有效态锰(ppm) l 79．6

有效态锕(ppm) 1 0．68

有效态铁(ppm) 1 9．35

赤红泥土典型剖面理化性状A11 1一②

发生 深度 颗粒组成(％) 容·重 有机质
2～0．2 0．2～0．02 0．0Z一0．00Z <0．002 质地

层次 (m) (ram) (ram) (mm) (ram) (s／emo) (％)

A 0～10 16．68 17．37 31．87 34．08 LC 1．26 2．24

B lO～25 18．30 19．33 28．98 33．38 LC 1．40 1．92

BC 25～50 12．19 26．16 34．21 27．44 LC 1．30 1．22

发生 全氮 全磷 全钾 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 阳离子

．pH’ 交换量
层次 (％) (％) (％) (ppm) (ppm) (pvm) (me／1009土)

A 0．106 0．120 O．70 94 10．0 149 6．1 22．12

B 0．099 0．120 O．77 6．3

Bc 0．052 0．130 O．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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