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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现行的土壤分类制t土纲、亚纲，土类、亚类、土属，土种，亚种，土种是主要的

基层单元。它是特定的生态样块，处于相同或相似的景观部位和类似的水热条件，具有相对

一致的土壤剖面构型，相近似的形态特征和理化生物性状的一群土壤实体。从许多土种共性

进行归纳和异性进行续分，可以建立起具有不同级别的土壤分类单元谱系。因此土种不但是

土壤分类的基础，而且还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基础，一切农业生产措施都是在土种上进行的。

故正确划分±种，编写好一个地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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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土改良，因土管理，调整农业市局，合理利用土壤资源，促进农业发展提供

基本依据，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的工作。

辽宁省在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中，根据统一布署和规范，所有的县都以土种为单元绘制

了大比例尺的“土壤图’’，编写出版了掣土壤志矛。有些县还对主要土种进行了基础肥力测

定和作物施肥试验，明确了各土种的产投比及合理施肥的配比方案，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

有益的数据，有些县还对柞蚕林土壤，参园土壤，苹果园土壤、菜园土壤及沿海滩涂和中，

低产土壤做了专题调查，为合理利用与保护土壤资源，制定了长远发展规划。这些成果都为

《辽宁土种志》的编写提供了基础资料。

《辽宁土种志》是在基本查清了全省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通过比土评土，剖

面理化性质数理统计，对确立的237个土种，逐个阐明了其所处景观部位，分布面积，特征

土层性状、有效土层厚度，养分含量幅度，不同年景的生产潜力及土壤障碍因素、利用方

向，改良措施等土种个性。在土种命名方面，采用了群众习惯名称，很形象的反映出土种特

性，同时保留了县，市资料的曾用名，有利于土壤文献的查对，便于独立应用。该书对充实

事富辽宁土壤科学内容，发展农业生产将开创一个新局面。

《辽宁土种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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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

了辽宁土壤资源概况，提高了对土壤个体的认识，开拓了利用改良土壤资源的前景。今后可

将本书所列的土种资料与有关试验研究结果一同输入计算机，建立以土种为单元的土壤信息

库，并藉助电脑进行有关运算，为开发利用土种资源，科技兴农，发展农、林，牧，付业生

产做出应有的贡献o

朱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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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土种志》是在全省第二次土壤普查中，基本查清了各士种的面积，分布，主要理

化性质，生产性能、障碍因素等大量第一手调查资科的基础上，而编写的一本有关辽宁土种

方面的科学专著。

土种是土壤分类的基层单元。它是一种发育在相同母质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发育程度

和割面层次构造，其肥力水平、利用方向及改良措施基本上相一致的相对独立的土壤单元。

土种又是合理利用土壤资源，调整农林牧业结构和农业布局，以及实行因土种植、因土施

肥、因土改良，促进农林牧业生产发展的重要依据。过去，在我国人们只注意土壤高级分类

单元土类，亚类的研究，而对土种从未有过系统全面的专著。在这次土壤普查汇总中，把编

写《±种志》做为土壤普查的一个重要成果资料，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无论对于发展土壤

科学，实现土壤分类的科学化、系统化，标准化，数量化，还是指导生产，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辽宁土种志》一书是根据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制订的土种志编写规格、要求，结合辽

宁省的实际情况而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首先根据全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分类系统，在

进行评土比土的基础上，对全省土壤诊断削面进行了全面地审查，从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土

壤诊断剖面31 60个，约1 4万余个化验数据进行了数理统计。统计项目包括；平均值(x)，

标准差(S)，变异系数(cv％)。同时引用了大量省内农，林、孜业方面和科研，教育，

技术推广等单位的最新科技成果，以及群众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认土、用土，改土经验。对

全省253个土种逐个地加以比较，详尽地阐明了237个土种的分布、面积，形态特征，理化性

质、生产性能、存在问题，改良措施及利用方向等。体现了科学性、生产性，实用性和区

域性的特点。本书是从事农业生产，科研，教学和技术推广等部门专业人员很好的参考书。

《辽宁土种志》是全省参加土壤普查的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集体劳动的结晶。在编写过

程中，得到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高级农艺师唐近春，章士炎、郑炜萱、李象榕，南京农业大

学教授朱克贵、马同生，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席承藩、付研究员杜国华，沈阳

农业大学教授蒋毓蘅，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王汝镛，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土

肥所研究员王锦珊，付研究员江渊等专家的悉心指导，并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我国著名±

壤学家朱克贵先生为本书作序。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l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疏漏和错误，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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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龙塔坡黄土(壤质坡积淋溶褐土)⋯⋯⋯⋯⋯⋯⋯⋯⋯⋯⋯⋯⋯⋯⋯⋯⋯⋯⋯⋯(179)

北票黄土(薄腐黄土质淋溶褐土)⋯⋯⋯⋯⋯⋯⋯⋯⋯⋯⋯⋯⋯⋯⋯⋯⋯⋯⋯⋯⋯(182)

宋杖子黄土(壤质黄土质淋溶褐土)⋯⋯⋯⋯⋯⋯⋯⋯⋯⋯⋯⋯⋯⋯⋯⋯⋯⋯⋯⋯(184)

柏山粘黄±(粘质黄土质淋溶褐土)⋯⋯⋯⋯⋯⋯⋯⋯⋯⋯⋯⋯⋯⋯⋯⋯⋯⋯⋯⋯(187)

坡淤土(壤质坡洪积潮褐：t)⋯⋯⋯⋯⋯⋯⋯⋯⋯⋯⋯⋯⋯⋯⋯⋯⋯⋯⋯⋯⋯⋯⋯(189)

腰砂坡淤七(壤质夹砂坡洪积潮褐土)⋯⋯⋯⋯⋯⋯⋯⋯⋯⋯⋯⋯⋯⋯⋯⋯⋯⋯⋯(t91)

底砂坡淤：}二(壤质砂底坡洪积潮褐土)⋯⋯⋯⋯⋯⋯⋯⋯⋯⋯⋯⋯⋯⋯⋯⋯⋯⋯⋯(194>

章营子板潮黄土(壤质浅钙黄土质潮褐土)⋯⋯⋯⋯⋯⋯⋯⋯⋯⋯⋯⋯⋯⋯⋯⋯⋯(196)

南台潮黄土(壤质深钙黄士质潮褐土)⋯⋯⋯⋯⋯⋯⋯⋯⋯⋯⋯⋯⋯⋯⋯⋯⋯⋯⋯(199)

阜新菜园黄±(壤质菜园潮褐土)⋯⋯⋯⋯⋯⋯⋯⋯⋯⋯⋯⋯⋯⋯⋯⋯⋯⋯⋯⋯⋯(201)’

黄黑土(薄层黄土状黑土)o⋯⋯⋯··。⋯’⋯⋯⋯⋯⋯⋯⋯⋯⋯⋯⋯⋯⋯⋯⋯⋯⋯⋯·(203)

黑土(厚层黄土状黑土)⋯⋯⋯⋯⋯⋯⋯⋯⋯⋯·⋯⋯⋯⋯⋯⋯⋯⋯⋯⋯⋯⋯⋯⋯-·(205)

砂滩土(砂砾质冲积土)⋯⋯⋯⋯⋯⋯⋯⋯⋯⋯⋯⋯⋯⋯⋯⋯⋯⋯⋯⋯⋯⋯⋯⋯⋯(207>

石灰砂滩士(砂砾质石灰性冲积土)⋯⋯⋯⋯⋯⋯”⋯⋯⋯⋯⋯⋯⋯⋯⋯⋯⋯⋯⋯·(208)

荒砂丘土(薄层固定草原风砂土)⋯⋯⋯⋯⋯⋯⋯⋯⋯⋯⋯⋯⋯⋯⋯⋯⋯⋯⋯⋯⋯(2lo)

砂丘土(初熟固定草原风砂土)⋯··’⋯⋯⋯⋯⋯⋯j⋯．．．⋯⋯⋯⋯⋯⋯⋯⋯⋯⋯⋯⋯(212>

灰砂丘土(中熟固定草原风砂土)·⋯⋯．．．⋯：：⋯⋯⋯：⋯⋯⋯⋯⋯⋯⋯⋯⋯⋯⋯⋯··(214)

西章古砂包土(薄层半固定草原风砂土)⋯⋯⋯⋯⋯⋯⋯⋯⋯⋯⋯⋯⋯⋯⋯⋯⋯⋯(216)

后新秋流砂土(流动草原风砂土)⋯⋯⋯⋯”．．．⋯⋯⋯⋯⋯⋯⋯⋯⋯⋯⋯⋯⋯⋯⋯·(218)

盖县荒砂土(薄层固定草甸风砂土)⋯⋯⋯⋯⋯⋯⋯⋯⋯⋯⋯⋯⋯⋯⋯⋯⋯⋯⋯⋯(219)

·台安荒砂土(厚层固定草甸风砂土)⋯⋯⋯⋯⋯⋯⋯⋯⋯⋯⋯⋯⋯⋯⋯⋯⋯⋯⋯⋯(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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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初熟固定草甸凤砂土)⋯⋯⋯⋯⋯⋯⋯⋯⋯⋯⋯⋯⋯⋯⋯⋯⋯⋯⋯⋯⋯⋯⋯(223，

灰砂土(中熟固定草甸风砂土)⋯⋯⋯⋯11 0"Of m⋯⋯⋯⋯⋯⋯⋯⋯⋯⋯⋯⋯⋯⋯⋯⋯(225)

泥底砂土(壤底固定草甸风砂土)⋯⋯⋯⋯⋯⋯⋯⋯⋯⋯⋯⋯⋯⋯⋯⋯⋯⋯⋯⋯⋯(227)

台安砂包土(薄层半固定草甸风砂土)⋯⋯⋯⋯⋯⋯⋯⋯⋯⋯⋯⋯⋯⋯⋯⋯⋯⋯⋯(229)

瓦房店流砂土(流动草甸风砂土)⋯⋯⋯⋯⋯⋯⋯⋯⋯⋯⋯⋯⋯⋯⋯⋯⋯⋯⋯⋯⋯(231)

辽阳红土(薄腐红粘土)⋯⋯⋯⋯⋯⋯⋯⋯⋯⋯⋯．．⋯⋯⋯⋯⋯⋯⋯⋯⋯⋯⋯⋯⋯·(232)

北票红土(壤质红粘土)⋯⋯⋯⋯⋯⋯⋯⋯⋯⋯⋯⋯⋯⋯⋯⋯⋯⋯⋯⋯⋯⋯⋯⋯⋯(234)

红粘土(粘质红粘土)⋯⋯⋯⋯⋯⋯⋯⋯⋯⋯⋯⋯⋯⋯⋯⋯⋯⋯⋯⋯⋯⋯⋯⋯⋯⋯(236)

建平石灰红土(薄腐覆钙红粘±)⋯⋯⋯⋯⋯⋯⋯⋯⋯⋯⋯⋯⋯⋯⋯⋯⋯⋯⋯⋯⋯(239)

北票石灰红土(壤质覆钙红粘土)⋯⋯⋯⋯⋯⋯⋯⋯⋯⋯⋯⋯⋯⋯⋯⋯⋯⋯⋯⋯”(241)

石灰红粘土(粘质覆钙红粘土)⋯⋯⋯⋯⋯⋯⋯⋯⋯⋯⋯⋯⋯⋯⋯⋯⋯⋯⋯⋯⋯⋯【243)

石砬土(硅铝质中性石质土)⋯⋯⋯⋯⋯⋯⋯⋯⋯⋯⋯⋯⋯⋯⋯⋯⋯⋯⋯⋯⋯⋯⋯(245)

山石土(铁镁质中性石质土)⋯⋯⋯⋯⋯⋯⋯⋯⋯⋯⋯⋯⋯⋯⋯⋯⋯⋯⋯⋯⋯⋯⋯(247)

板石土(硅钾质中性石质土)⋯⋯⋯⋯⋯⋯⋯⋯⋯⋯⋯⋯⋯⋯⋯⋯⋯⋯⋯⋯⋯⋯⋯(248)

砾石土(硅质中性石质土)⋯⋯⋯⋯⋯⋯⋯⋯⋯⋯⋯⋯⋯⋯⋯⋯⋯⋯⋯⋯⋯⋯⋯⋯(250)

灰石土(钙镁质石质土)⋯⋯⋯⋯⋯⋯⋯⋯⋯⋯⋯⋯⋯⋯⋯⋯⋯⋯⋯⋯⋯⋯⋯⋯⋯(251)

酥石土(硅铝质中性粗骨土)⋯⋯⋯⋯⋯⋯⋯⋯⋯⋯“⋯⋯⋯⋯⋯⋯⋯⋯⋯⋯⋯⋯·(253)

粗石土(铁镁质中性粗骨土)⋯⋯⋯⋯⋯⋯⋯⋯⋯⋯⋯⋯⋯⋯⋯⋯⋯⋯⋯⋯⋯⋯⋯(255)

片石土(硅钾质中性粗骨±)⋯⋯⋯⋯⋯⋯⋯⋯⋯⋯⋯⋯⋯⋯⋯⋯⋯⋯⋯⋯⋯⋯⋯(257)

砂石土(硅质中性粗骨土)⋯⋯⋯⋯⋯⋯⋯⋯⋯⋯⋯⋯⋯⋯⋯⋯⋯⋯⋯⋯⋯⋯⋯⋯(259)

灰砾土(钙镁质粗骨土)⋯⋯⋯⋯⋯⋯⋯⋯⋯⋯⋯⋯⋯o⋯⋯⋯⋯⋯⋯⋯⋯⋯⋯⋯(261)

火山灰土(腐殖质暗火山灰土)⋯⋯⋯⋯⋯⋯⋯⋯⋯⋯⋯⋯⋯⋯⋯⋯⋯⋯⋯⋯⋯⋯(283)

砂溜土(薄腐砂质草甸士)⋯⋯⋯⋯⋯⋯⋯⋯⋯⋯⋯⋯⋯⋯⋯⋯⋯⋯⋯⋯⋯⋯⋯⋯(264)

河砂土(砂质草甸土)⋯⋯⋯⋯⋯⋯⋯⋯⋯⋯⋯⋯⋯⋯⋯⋯⋯⋯⋯⋯⋯⋯⋯⋯⋯⋯(266)

。腰泥河砂土(夹粘砂质草甸土)⋯⋯⋯⋯⋯⋯⋯⋯⋯⋯⋯⋯⋯⋯⋯⋯⋯⋯⋯⋯⋯⋯(268)

底泥河砂土(粘底砂质草甸士)⋯⋯⋯；⋯⋯⋯⋯⋯⋯⋯⋯⋯⋯⋯⋯⋯⋯⋯⋯⋯⋯一(27 0)

荒甸土(中腐壤质草旬士)⋯⋯⋯⋯⋯⋯⋯⋯⋯⋯⋯⋯⋯⋯⋯⋯⋯⋯⋯⋯⋯⋯⋯⋯(272)

河淤土(壤质草甸土)⋯⋯⋯⋯⋯⋯⋯。⋯⋯⋯⋯⋯⋯⋯⋯⋯⋯⋯⋯⋯⋯⋯⋯⋯⋯⋯(274)

腰砂河淤土(夹砂壤质草甸土)⋯⋯⋯⋯⋯⋯⋯⋯⋯⋯⋯⋯⋯⋯⋯⋯⋯⋯⋯⋯⋯⋯(277>

漏河淤土(砂底壤质草甸土)⋯⋯⋯⋯⋯⋯⋯⋯⋯⋯⋯⋯⋯⋯⋯⋯⋯⋯⋯⋯⋯⋯⋯(279)

新城子黑淤土(薄黑壤质草甸土)⋯⋯⋯⋯⋯⋯⋯⋯⋯⋯⋯⋯⋯⋯⋯⋯⋯⋯⋯⋯⋯(281)

辽阳黑淤土(厚黑壤质草甸土)⋯⋯⋯⋯⋯⋯⋯⋯⋯⋯⋯⋯⋯⋯⋯⋯⋯⋯⋯⋯⋯⋯(284)

荒粘淤±(中寓粘质草甸土)⋯⋯⋯⋯⋯⋯⋯⋯⋯⋯⋯⋯⋯⋯⋯⋯⋯⋯⋯⋯⋯⋯⋯(286)

粘淤土(粘质草甸土)⋯⋯⋯⋯⋯⋯⋯⋯⋯⋯⋯⋯⋯⋯⋯⋯⋯⋯⋯⋯⋯⋯⋯⋯⋯⋯(288)

灯塔黑粘淤土(薄黑粘质草甸士)⋯⋯⋯⋯⋯⋯⋯⋯⋯⋯⋯⋯⋯⋯⋯⋯⋯⋯⋯⋯⋯(290)

辽中黑粘淤土(厚黑粘质草甸±)⋯⋯⋯⋯⋯⋯⋯⋯⋯⋯⋯⋯⋯⋯⋯⋯⋯⋯⋯⋯⋯(293)

砂菜园士(砂质菜园草甸土)⋯⋯⋯⋯⋯⋯⋯⋯⋯⋯⋯⋯⋯⋯⋯⋯⋯⋯⋯⋯⋯⋯⋯(295)

底黑菜园土(砂质粘底菜园草甸土)⋯⋯⋯⋯⋯⋯⋯⋯⋯⋯⋯⋯⋯⋯⋯⋯⋯⋯⋯⋯(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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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淤菜园土(壤质菜园草甸土)⋯⋯⋯⋯⋯⋯⋯⋯⋯⋯⋯⋯⋯⋯⋯⋯⋯⋯⋯⋯⋯⋯(299)

腰砂菜园土(壤质夹砂菜园草甸土)⋯⋯⋯⋯⋯⋯⋯⋯⋯⋯⋯⋯⋯⋯⋯⋯⋯⋯⋯⋯(301)

底砂菜园土(壤质砂底菜园草甸士)⋯⋯⋯⋯⋯⋯⋯⋯⋯⋯⋯⋯⋯⋯⋯⋯⋯⋯⋯⋯(303)

黑菜园土(壤质厚黑菜园草旬土)⋯⋯⋯⋯⋯⋯⋯⋯⋯⋯⋯”一⋯⋯⋯⋯⋯⋯．．．⋯”(30"6)

粘菜园土(粘质菜园草甸土)⋯⋯⋯⋯⋯⋯⋯⋯⋯⋯⋯⋯·m o．OO m⋯⋯⋯⋯”⋯⋯⋯⋯‘(30．8)

黑粘菜园土(粘质厚黑菜园草甸土)⋯⋯⋯⋯⋯⋯⋯⋯⋯⋯⋯⋯⋯⋯⋯⋯⋯⋯⋯⋯(310)

石灰砂溜土(薄腐砂质石灰性草甸土)⋯⋯⋯⋯⋯⋯⋯．⋯一⋯⋯⋯⋯⋯⋯⋯⋯⋯⋯(312)

石灰河砂士(砂质石灰性草甸土)⋯⋯⋯⋯⋯⋯⋯⋯⋯⋯⋯⋯⋯⋯⋯．．．⋯⋯一⋯⋯⋯(314)

底粘石灰河砂土(粘底砂质石灰性草甸士)⋯⋯⋯⋯⋯⋯⋯”⋯”⋯⋯⋯⋯⋯⋯”⋯(316)

石灰荒甸±(中腐壤质石灰性草甸土)⋯⋯⋯⋯⋯⋯⋯⋯⋯⋯⋯⋯⋯，．．．．⋯⋯⋯⋯“(318)

石灰河淤土(壤质石灰性草甸土)⋯⋯⋯⋯⋯⋯⋯”7．．．⋯⋯⋯””⋯⋯⋯”⋯⋯⋯⋯(320)

腰砂石灰河淤土(夹砂壤质石灰性草甸士)⋯⋯⋯⋯⋯⋯t⋯”⋯⋯⋯⋯．．．⋯⋯⋯⋯(323)

漏石灰河淤土(砂底壤质石灰性草甸土)⋯⋯⋯⋯⋯⋯⋯⋯⋯⋯⋯⋯⋯⋯t⋯⋯⋯”(325)

石灰黄淤土(中腐粘质石灰性草甸土)⋯⋯⋯⋯⋯掣⋯⋯⋯⋯⋯⋯·一．．．．．．⋯⋯⋯⋯(327)

石灰牯淤土(粘质石灰性草甸土)⋯⋯⋯⋯⋯⋯⋯⋯⋯⋯⋯⋯⋯⋯⋯⋯⋯⋯“w⋯·(329)

底砂石灰粘淤土(砂底粘质石灰性草甸土)⋯⋯⋯·j⋯⋯⋯⋯⋯⋯⋯⋯⋯⋯⋯⋯⋯·(331)

矛洪石灰黑粘淤土(薄黑粘质石灰性草甸土)⋯⋯⋯⋯⋯⋯⋯一⋯⋯⋯⋯⋯⋯⋯⋯一，(333)

辽阳石灰黑粘淤±(厚黑粘质石灰性草甸土)⋯⋯⋯⋯⋯⋯⋯⋯⋯⋯⋯w⋯⋯⋯⋯(336)

石灰菜园土(壤质菜园石灰性草甸土)⋯⋯⋯⋯⋯⋯⋯⋯⋯⋯⋯⋯⋯⋯⋯⋯⋯⋯⋯(338)

轻水碱甸土(轻度氯化物盐化草甸土)⋯⋯⋯⋯⋯⋯⋯⋯⋯⋯⋯⋯⋯⋯⋯⋯⋯⋯⋯(340)

水碱甸土(中度氯化物盐化草甸土)⋯⋯⋯⋯⋯⋯⋯⋯⋯⋯⋯⋯⋯．．j⋯⋯⋯⋯⋯⋯．(343)

重水碱甸土(重度氯化物盐化草甸土)⋯⋯⋯⋯⋯⋯j⋯⋯⋯⋯⋯⋯⋯⋯⋯⋯⋯⋯“(345)

轻杠碱甸土(轻度硫酸盐氯化物盐化草甸土)⋯⋯⋯⋯⋯⋯⋯⋯⋯⋯⋯⋯⋯⋯⋯⋯(347)

杠碱甸土(审度硫酸盐氯化物盐化草甸±>⋯⋯⋯⋯⋯⋯⋯．．一t⋯⋯⋯⋯⋯⋯⋯⋯⋯(349)

重杠碱甸土(重度硫酸盐氯化物盐化草甸士)⋯⋯⋯⋯⋯⋯⋯⋯⋯⋯一⋯．．⋯⋯⋯”(352)

轻青碱甸土(轻度硫酸盐盐化草甸土)⋯⋯⋯⋯⋯⋯⋯⋯⋯⋯⋯⋯⋯⋯⋯⋯⋯⋯⋯(354)

青碱甸±(中度硫酸盐盐化草旬土)⋯⋯⋯⋯⋯⋯⋯⋯⋯⋯⋯⋯⋯⋯⋯⋯⋯⋯⋯，．．(357>

霞青碱甸土(重度硫酸盐盐化草甸土)⋯⋯⋯⋯⋯⋯”⋯⋯⋯⋯⋯⋯⋯⋯⋯⋯⋯⋯·(359)

高家杠碱菜园土(轻度菜园盐化草甸土)⋯⋯⋯⋯⋯⋯⋯⋯⋯⋯⋯⋯⋯⋯⋯!⋯一··(361)

秃尾杠碱菜园土(中度菜园盐化草甸土)⋯⋯⋯⋯⋯⋯⋯⋯⋯⋯⋯⋯⋯⋯⋯⋯⋯⋯(364)

轻黑碱甸土(轻度碱化草甸土)⋯⋯⋯⋯⋯⋯⋯⋯⋯⋯⋯⋯⋯⋯⋯⋯⋯⋯⋯．．．⋯．．．(366)

重黑碱甸土(重度碱化草甸土)⋯⋯⋯⋯⋯⋯⋯⋯⋯⋯⋯⋯⋯⋯⋯⋯⋯⋯一⋯⋯⋯(368)

山甸土(厚腐硅铝质山地灌丛草甸土)⋯⋯⋯⋯⋯⋯⋯⋯⋯⋯⋯⋯⋯⋯⋯⋯⋯⋯⋯(370)

荒砂潮土(薄腐砂质湖土)⋯⋯⋯⋯⋯⋯·⋯⋯⋯⋯⋯⋯．．．⋯⋯．．．⋯⋯⋯⋯_⋯⋯”(371)

河砂潮土(砂质潮土)⋯⋯⋯⋯⋯⋯⋯⋯⋯⋯⋯⋯⋯⋯⋯⋯⋯⋯⋯⋯⋯⋯⋯⋯⋯⋯(373)

底粘砂潮土(粘底砂质潮土)⋯⋯⋯⋯⋯⋯⋯⋯⋯⋯⋯⋯⋯⋯⋯⋯⋯⋯⋯⋯⋯⋯⋯(375)

荒甸潮土(薄腐壤质潮土)⋯⋯⋯⋯⋯⋯⋯⋯⋯⋯⋯⋯⋯-⋯⋯⋯⋯⋯⋯⋯⋯⋯⋯··(377)

河淤潮七(壤质潮士)⋯⋯⋯⋯⋯⋯⋯⋯⋯⋯⋯⋯⋯⋯⋯⋯⋯⋯⋯⋯⋯⋯⋯⋯⋯⋯(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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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砂河淤潮土(夹砂壤质潮士)⋯⋯⋯⋯⋯⋯⋯⋯⋯⋯⋯⋯⋯⋯⋯⋯⋯⋯⋯“⋯⋯·(382=I

底砂河淤潮土(砂底壤质潮土)⋯⋯⋯⋯⋯“⋯⋯⋯⋯⋯⋯“⋯⋯．．⋯⋯⋯⋯⋯⋯·：·：(384)

粘潮土(粘质潮土)⋯⋯⋯⋯⋯⋯⋯⋯⋯⋯⋯⋯⋯⋯⋯⋯⋯⋯⋯⋯⋯⋯⋯⋯⋯⋯⋯(387)

菜园潮±(壤质菜园潮土)’⋯j⋯⋯⋯_⋯⋯⋯⋯⋯⋯⋯⋯⋯⋯⋯⋯⋯⋯⋯⋯⋯⋯··(389)

水碱潮土(轻度氯化物盐化潮土)’．．⋯⋯⋯⋯⋯⋯⋯⋯⋯⋯⋯⋯⋯⋯⋯⋯⋯⋯⋯⋯·(391)

杠碱潮土(轻度硫酸盐氯化物盐化潮土)⋯．．o⋯⋯⋯⋯⋯⋯⋯⋯⋯⋯⋯⋯⋯⋯⋯·(393：l

青碱潮土(轻度硫酸盐盐化潮土)⋯⋯⋯⋯⋯⋯⋯：⋯⋯⋯⋯⋯⋯⋯⋯⋯⋯⋯⋯⋯··(396)

卤碱潮土(强度碱化潮土)j⋯⋯⋯·-⋯⋯⋯⋯⋯⋯⋯⋯⋯⋯⋯⋯⋯⋯⋯⋯⋯⋯⋯⋯(398)

昌图涝洼土(浅潜腐泥沼泽土)j·⋯一··j⋯⋯．．．一II O'00I⋯⋯⋯⋯⋯⋯⋯⋯⋯⋯⋯⋯⋯(400)

绥中涝洼土(深潜腐泥沼泽上)·⋯···⋯⋯⋯⋯“⋯⋯⋯⋯⋯⋯⋯⋯⋯⋯⋯v⋯⋯⋯·(402)

石灰涝洼土(浅潜石灰性腐泥沼泽土)一j⋯⋯⋯⋯⋯⋯⋯⋯⋯6 0．·0 0⋯⋯⋯⋯⋯⋯⋯(404)

瓦房店洼甸土(浅潜草甸沼泽土)⋯⋯⋯⋯⋯⋯⋯“⋯⋯⋯⋯⋯⋯⋯⋯⋯⋯·o o'#*o⋯(406'

蚰岩洼甸土(深潜草甸沼泽土)⋯⋯⋯··：．．．．·⋯⋯⋯⋯⋯⋯⋯⋯⋯⋯⋯⋯⋯⋯⋯⋯⋯(408)

陈家石灰洼甸土(浅潜石灰性草甸沼泽土)⋯⋯⋯⋯⋯⋯⋯⋯⋯⋯⋯⋯⋯⋯⋯⋯⋯(410)

黄家石灰洼甸土(深潜石灰性草甸沼泽土)⋯“：．．．．⋯⋯⋯⋯⋯⋯⋯⋯⋯⋯⋯⋯⋯⋯·(41 1)

垡包土(浅位泥炭沼泽士)⋯⋯·：⋯⋯⋯⋯⋯⋯⋯⋯⋯⋯⋯⋯⋯⋯⋯⋯⋯⋯⋯⋯⋯·(413)

轻水碱涝洼土(轻度氯化物盐化沼泽土)⋯⋯⋯⋯⋯⋯⋯⋯⋯⋯⋯⋯⋯⋯⋯⋯⋯⋯(415)

水碱游洼土(中度氯化物盐化沼泽土)⋯⋯⋯⋯⋯⋯⋯⋯⋯⋯⋯⋯⋯⋯⋯⋯⋯⋯⋯(416)

重水碱涝洼土(重度氯化物盐化沼泽土)⋯⋯⋯⋯⋯⋯⋯⋯⋯⋯⋯⋯⋯⋯⋯⋯⋯⋯(418)

轻杠碱涝洼土(轻度硫酸盐氯化物盐化沼泽土)⋯⋯j⋯⋯⋯⋯⋯⋯⋯⋯⋯⋯⋯⋯··(420>

杠碱涝洼土(中度硫酸盐氯化物盐化沼泽土)⋯⋯⋯⋯⋯⋯⋯⋯⋯⋯⋯⋯⋯⋯⋯⋯(422)

薄草炭土(薄层泥炭土)⋯⋯⋯⋯⋯：⋯⋯⋯⋯⋯⋯⋯⋯⋯⋯⋯⋯⋯⋯⋯⋯⋯⋯⋯··(423)

厚草炭土(厚层泥炭土)⋯⋯⋯⋯⋯⋯⋯⋯⋯⋯⋯⋯⋯⋯⋯⋯⋯⋯⋯⋯⋯⋯⋯⋯⋯(425)

浅埋草煤土(浅位埋藏泥炭土)⋯⋯⋯⋯⋯⋯⋯⋯⋯⋯⋯⋯⋯⋯⋯⋯⋯⋯⋯⋯⋯⋯(427)

深埋草煤土(深位埋藏泥炭土)⋯⋯⋯⋯⋯⋯⋯⋯⋯⋯⋯⋯⋯⋯⋯⋯⋯⋯．．．⋯⋯⋯(430)

海滩土(滨海盐土)⋯⋯⋯⋯⋯⋯⋯⋯⋯⋯⋯．．．⋯⋯⋯⋯⋯⋯⋯⋯⋯⋯⋯⋯⋯⋯⋯·(432)‘

潮问土(滨海潮滩盐土)’．．．⋯jj··j⋯·j··j⋯⋯⋯⋯⋯⋯⋯⋯⋯⋯⋯⋯⋯⋯⋯⋯⋯⋯··(435)

海涝洼土(滨海沼泽盐土)⋯··⋯⋯⋯，．．⋯·：⋯⋯⋯⋯⋯⋯⋯⋯⋯⋯⋯⋯⋯⋯⋯⋯⋯(438)

盐土(氯化物草甸盐土)⋯⋯⋯⋯⋯·j⋯⋯⋯⋯⋯⋯⋯⋯⋯⋯⋯⋯⋯⋯⋯⋯⋯⋯⋯·(438)

尿碱土(浅位碱化盐土)⋯”’⋯⋯⋯⋯⋯⋯⋯⋯⋯⋯⋯⋯⋯⋯⋯⋯⋯⋯⋯⋯⋯⋯⋯·(440)

碱土(浅位草甸碱土)⋯⋯⋯⋯⋯⋯⋯⋯⋯⋯⋯⋯⋯⋯⋯⋯⋯⋯⋯⋯⋯⋯⋯．．．⋯⋯(442)

砂土田(砂质冲积淹育田)··：⋯⋯⋯⋯⋯⋯⋯⋯⋯⋯⋯⋯⋯⋯⋯⋯⋯⋯⋯⋯⋯⋯⋯(444)

腰粘砂土田(夹粘砂质冲积淹育田)一L⋯⋯⋯⋯⋯⋯⋯⋯⋯⋯⋯⋯⋯⋯⋯⋯⋯一··(446)

底粘砂土田(粘底砂质冲积淹育田)⋯·⋯⋯⋯⋯⋯⋯⋯⋯⋯⋯⋯⋯⋯⋯⋯⋯⋯⋯“(448)

河淤土田(壤质冲积淹育田)⋯⋯⋯·：⋯⋯：⋯⋯⋯⋯⋯⋯⋯⋯⋯⋯⋯⋯⋯⋯⋯⋯⋯(450)

腰砂河淤土田(夹砂壤质冲积淹育田)⋯⋯⋯⋯⋯⋯⋯⋯⋯⋯⋯⋯⋯⋯⋯⋯⋯⋯·(452)

漏河淤土田(砂底壤质冲积淹育田)⋯⋯⋯⋯⋯⋯⋯⋯⋯⋯⋯⋯⋯⋯⋯⋯⋯⋯⋯⋯(455)

东沟黑淤土田(薄黑壤质冲积淹育田)⋯⋯⋯⋯⋯⋯⋯⋯⋯⋯⋯⋯⋯⋯⋯⋯⋯⋯⋯(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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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丰黑淤土田(厚黑壤质冲积淹育田)⋯⋯⋯⋯⋯⋯⋯⋯⋯⋯⋯⋯⋯⋯⋯⋯⋯⋯⋯

粘淤土田(粘质冲积淹育田)⋯⋯⋯⋯⋯：⋯⋯⋯⋯⋯⋯⋯⋯⋯⋯⋯⋯⋯⋯⋯⋯⋯一

黑粘淤土田(厚黑粘质冲积淹育田)⋯⋯⋯⋯⋯⋯⋯⋯⋯⋯⋯⋯⋯⋯⋯⋯⋯⋯⋯⋯

底粘石灰砂土田(粘底砂质石灰性冲积淹育田)⋯⋯⋯⋯⋯⋯⋯⋯⋯⋯⋯⋯⋯⋯⋯

石灰河淤土田(壤质石灰性冲积淹育田)⋯⋯⋯⋯⋯⋯⋯⋯⋯⋯⋯⋯⋯⋯⋯⋯⋯⋯

石灰漏河淤土田(砂底壤质石灰性冲积淹育田)⋯⋯⋯⋯⋯⋯⋯⋯⋯⋯⋯⋯⋯⋯⋯

石灰粘淤土田(粘质石灰性冲积淹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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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论

辽宁自然概况

一，地理位置

、辽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南部，地处北纬38。437—43。267，东经118。537—125。4；67之

间。南临黄海和渤海，西南与河北省毗连，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东北界吉林省，东南

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以鸭绿江为界。东西长约574公里，南北宽约550公里。全省土地总面

积14．59万平方公里(21888．76万亩)，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1．5％，居30个省、市自治区

第2l位。全省低山丘陵约占土地总面积的60％，平原约占30％，水面积及其它约占lo％，概

称为叠六山，一水、三分田黟。全省土壤总面积20739．17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94．了5％，

其中：耕种土壤面积7727．59万亩，占土壤总面积的37．26％，非耕种土壤面积1 3911．58万亩，

占土壤总面积的62．74％。 ．

‘：、自然概况

辽宁在地质构造上，属于华北台块的一部分。古生代以来，地壳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

燕山运动时期，由于岩桨的侵入和喷出，强裂褶皱和断裂，导致辽河平原开始下陷。喜马拉

雅运动时期，辽河平原强裂下陷，而形成现在的鞍型地貌。地层发育比较完整，自太古代到

新生代的岩石种类比较齐全。新生代前期的岩石主要分布在中低山和丘陵，新生代沉积物主

要分布在辽河平原，其中I第三纪沉积厚度5000"。6000米；第四纪沉积厚度100'、-,500余米l滨

海平原沉积有海冲积物和海积物。

辽宁地势由北而南，由东、西向中部倾斜。以广阔的辽河下游平原为中心，东侧为辽东

山地丘陵，它是长白山支脉哈达岭的延伸部分，构成辽河和鸭绿江的分水岭。以沈丹线为

界，北为龙岗山脉，海拔多为500"-'600米，山地两侧丘陵多在400米以下，超过t000米的山

峰较少，老秃顶海拔1367米，岗山1355米，牛毛大山1350米，是辽宁最高的山峰I南为辽东

半岛丘陵，以于山山脉为主干，由于长期剥蚀而形成丘陵，海拔多在500米以下，而1000米

以上的山峰极少，步云峰海拔1132米，是千山山脉的最高峰。西侧为辽西山地丘陵，由努鲁

儿虎山，松岭和医巫阊山等东西向构造平行蛉所组成。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式倾斜，直

至渤海沿岸。努鲁儿虎山是褶皱断块侵蚀中山和低山，为辽河和大凌河的分水岭，海拔一般

为800—1000米，大青山海拔1153米，是最高峰，松岭除西南部分山势陡峻外，大部分是割

切破碎的低山丘陵，平均海拔400"、-'700米，北侧缓而南侧陡，最高山峰是轿顶山，海拔为

1084米，山地普遍有3—4级夷平面I医巫闯山是松岭和努鲁儿虎山的余脉，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除北镇有海拔600米的山峰外，一般为200"-'500米的丘陵，主峰望海山海拔866．6米。

山海关到锦州为辽西走廊狭窄沿海平原。

辽宁位子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处于暖温带湿润半湿润的气候区。冬季受西伯利亚大陆气

团的控制，夏季受太平洋湿润东南季风的影响。由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夹峙以及东部山

地的阻隔，气候大陆性显著，冬冷夏热，雨热同季。年平均降水量400"'800毫米，自东南向



西北递减。鸭绿江下游位于辽东山地的迎风坡，年降水量在I100毫米以上，形成多雨中心，

辽河下游平原处于背风坡，年降水量减少到600一,-700毫米，辽西山地丘陵年降水量400'",-'550

毫米。年际降水量多集中在6．7．8--个月，占年降水量的60一80％。干燥度由东南的0．6增加

到西北的1．35，表明由湿润转变到半湿润气候。年平均温度5一lo℃，随着纬度、海陆位置，

地形等因素的影响不同而异。北纬43。的八面城，年均温5"C左右，北纬38。的辽东半岛，年

均温9一lo℃；辽河下游平原，年均温5—9℃，辽西山地丘陵，年均温7—9℃。≥100C的活动积

温由南而北递减，辽东半岛3500--42006C，辽河下游平原3300一3500qC，辽北丘陵3100一

3300X3。冻土厚度随着各地温度而异，辽东半岛50一80厘米，辽河下游平原loo—150厘米，

辽东山地丘陵120一170厘米。

辽宁的植被属于华北植物区系，是第三纪植物区系系统，保存了南方亚热带树种·华北

植物区系深受长白植物区系的影响，并与日本，朝鲜、欧亚大陆草原植物也有一定的联系·

辽东低山丘陵的地带性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油松(Pinus tabulacformis)是其主要标

志种。与辽东栎(Quercus liaotungensis)，蒙古栎(Quercus mongolica)构成地带性植

被的主要建群种，伴生树种有花曲柳(Fraxinus rhychophylla)，大叶朴(Celtiskorainsis),．

小叶朴(Celtis Bungeana)、核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色木(Acer mOrro)，紫

椴(Tilia amurensis)等。在海拔800(900)米以上的山地有零星分布的红松(Pinus Kor

aiensis)，沙松(Abics holophylla)，云杉(Picea koraiensis)等，属于长白植物区系。

辽东半岛因受海洋季风的影响，赤松(Pinus densiflora)是主要标志种，同麻栎(Quercus

acutiSsima)，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槲栎(Quercus aliena)，蒙古栎构．成地带性

植被的主要建群种，保存了天女木兰(Magnolia parviflora)、自檀(Symplocos paniculatu)，

刺楸(Kalopanax septemlobum)等南方树种。辽西低山丘陵由于开垦历史悠久，油松，辽

东栎和蒙古栎为主的地带性植被残存无几，多为荆条(Vitex chinemis)、酸枣(Zizyphus

jujuba)为主要的灌丛次生植被所代替。辽河下游平原的地带性植被是油松，栎林的草甸植

被。由于开发历史悠久，原生植被荡然无存，仅在平原北部法库等残丘上保存有少量蒙古

栎，辽东栎和油松林。河漫滩积水洼地分布有原生的菱笋(Zizania caduciflora)沼泽和芦苇

(Phragmites communis)沼泽，沿海一带有柽柳(Tamarix chinensis)、碱蓬(Suaeda

salsa)，猪毛菜(Solsala collina)、盐爪爪(Kaljdum foliatum)等。

辽宁的广大山地丘陵的成土母质是各种基岩风化的残积物和坡积物，山麓地带有较厚的

迭复多次的沉积砾石层I在山麓和平原过渡地带出现洪积冲积物的混合堆积。中部平原则为

很厚的河流冲积物，海冲积物，到海滨逐渐过渡到海相沉积物，并可见冲积砂。在沿海阶地

和其它阶地上有大片的红色风化壳残存。省境西部与内蒙高原接壤，从干旱境内吹来风砂与

黄土麈粒。北部逐渐向我国的寒温带过渡，也有冰积物和冰水沉积物的分布。

辽宁土壤形成特点

一、演变特点

土壤形成过程是地质循环与生物循环共同作用的结果。每次新的地质循环必然伴随着新

的生物循环而产生新的土壤形成类型。晚第三纪以来，陆地隆起与剥蚀，海侵与海退，冰期

与问冰期以及千冷与湿热的交潜，引起成土条件多次改变，必然影响着辽宁土壤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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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辽宁境内曾发生过三次隆起，三次冰川和三次海侵，破坏了第三纪以来的土壤形成过

程的连续。每次冰川来临，改变了冰期前的地形、动植物区系和土被’每次冰川退却之后，都有

一个气候转暖的间冰期，也都是在针叶林～阔叶林一草原植物群系基本相同的顺序演变下，

进行着相应的土壤形成过程。众所周知，海退与海侵同冰期与问冰期的交潜是一致的。每次

海遐之后，沧海变桑田，扩大了土壤形成的盐化、脱盐化和草甸化、沼泽化过程。每次海侵之后，

桑田变沧海，陆地面积变小，地下水位上升，土壤形成向着陆地沼泽化和盐化方向发展。因

此，辽宁现代成士过程的地带性土壤，是在最后一次冰川消逝之后重新在先前成土阶段的各种

残余土上开始发育而形成的，属于多元发生型土壤。辽河下游平原的现代土壤形成的非地带

性土壤，是在最后一次海退之后，重新在海冲积物和冲积物上开始形成发育的。

=、地带性特点

辽宁的地带性土壤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规律，显示出和成土因素在空间和地理相关的规

律。由于纬度，地貌和距海洋远近的不同，辽宁的土壤水平地带结构，既有纬度地带的特

点，又有经度地带的特征。辽东地区自南而北的水平地带谱是按落叶阔叶林棕壤一一森林草

甸草原黑土一一草甸草躁黑钙土(吉林)的顺序演变。辽西地区自南而北水平地带谱是按落

叶阔叶林褐土——干草原栗钙土(内蒙)的顺序演变。由于地质构造和地貌区域性特点的影

响，辽宁东西两侧的LLI地丘陵呈东北西南走向，并环抱着辽河下游平原，东南季风由东南向

西北递减，大陆性不断增强，表现出明显的经度土壤带谱：辽东山地丘陵为棕壤，辽河下游

平原为草甸土，辽西山地丘陵为褐土。境内山地土壤垂直带谱的高度多在1000米以上。一般自

基带棕壤(褐士)开始，向上依次为山地暗棕壤(棕壤)所代替。

辽东山地土壤垂直带谱的特点是，海拔8 0 o一9 0 oR以上为山地暗棕壤，山地棕壤分布

在海拔500一800米之间。例如l岗山的土壤垂直带谱是。

基带土壤为棕壤(600米)——酸性棕壤(800或900米)——暗棕壤(800或900—134'7米)。

辽西山地土壤垂直带谱的特点是，海拔650一800米以上为山地棕壤，而山地褐土分布在

3 0 0～8 0 0米之间。例如，朝阳大青山的土壤垂直带谱是l

基带土壤为褐土(<800米)——棕壤(800—1153米)。

上述土壤分布规律表明，辽宁的主要地带性土壤为棕壤和褐土。前者广泛分布在辽东、

辽南且较集中，并与山东省的棕壤隔海相望。后者集中分布在朝阳、阜新地区，并与河北省

同类土壤相接。必须指出，过渡地带由于成土母质的影响，通常在酸性岩风化物上发育着棕

壤，而在碳酸盐岩石风化物上发育着褐土。暗棕壤仅限于辽东山地丘陵，只具有垂直分布带

的意义。

三，地域性特点 ：

辽东和辽西的山地丘陵由于自然因素(气候、地形、岩石)和人为活动(毁林垦荒，滥

砍滥伐，过度放牧)而造成的基岩裸露，洪积泥石流、倒石堆等母岩上，发育着石质土、粗

骨土。在正常发育的情况下，它们是按石质土2粗骨土：棕壤性土(褐土性土)：棕壤(褐土)

的方向发展。反之，在强烈侵蚀的条件下，则向相反方向发展。新积士是河流新冲积物、沟

谷暂时性洪水沉积物以及塌积物上轻度发育的幼年土。它主要分布在诸河流的河心滩和河漫

滩、三角洲等。风沙土主要分布在河海沿岸，海退之地和科尔沁沙地南缘。它是在风力搬运

堆积物上形成的幼年土。在定向熟化和改造的条件下，风沙士则按流动风沙土：半流动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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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固定风沙土方向发展，反之则按可逆方向发展。火山灰土主要分布在宽旬盆地海拔485

米的黄椅山，青椅山一带。它是第四纪中更新世中晚期火山喷出物，以玄武岩风化物为主，

在火山口附近，形成暗火山灰土。红粘土是在夷平面和黄土丘陵上出露的第四纪红色风化

壳，成士过程处于幼年阶段，全省各地均有零星分布。草甸土主要分布在辽河水系，大小凌

河水系和鸭绿江等三百余条河谷平原上，尤以辽河下游平原最为集中，是暖温带特有的草甸

±类型。它发育在冲积物上，而冲积物的水平分异规律和水流的特性密切相关。一般离河床越

近粒度越粗，反之，离河床越远粒度越细。因此，草甸土的土属则按砂质草甸土——壤质草甸±

一一粘质草甸土的顺序作有规律的带状分布。由于草甸土的开发历史悠久，经过长期旱耕熟

化(有机质含量下降到l～2％)而演变成潮土。沼泽土分布在辽宁各地的积水低地，滨海平

原分布着大面积的芦苇沼泽。由于无泥炭堆积而形成腐泥沼泽土，在温高风大，蒸发强烈和

地下水位下降的条件下，植物残体分解速度大于累积速度，不利于泥炭的形成，却有利于腐

殖质的形成。随着海面下降，陆地不断向海推进，苇芦沼泽离海渐远，水文状况恶化，改变

了成士条件，导致腐泥沼泽土有规律的演替；腐泥沼泽土一一草甸沼泽土一一草甸土。泥炭

土主要分布在河漫滩洼地，泻湖和沟谷洼地，尤以辽东地区的新宾、清原面积最大。这是由

于气候比较冷湿，雨热同步，为土壤形成的泥炭化过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盐土零星分

布在辽河下游平原，并与盐化草甸士，碱化盐土和碱土呈复区分布。滨海盐土广泛分布在沿

海平源，成土母质为海冲积物和海积物。目前仍受海潮侵袭影响的，则形成潮间盐士，早已

脱离海潮影响的，则形成滨海盐土。地下水位高，一般埋深在二米之内，由于地下水和海水

相连，矿化度很高，通常为5—30克／升，离海越近矿化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最高可达70克

／升。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使潮间盐：t朝着沼泽型水稻土方向转化，其演变规律是：滨海

潮滩盐土——滨海盐土一一盐化沼泽土一一盐渍水稻土一一潜育水稻土。辽宁的水稻士，由

于耕种历史短，长者不过60一70年，短者只有3—5年，一般为20r--30年，加之每年水稻生长

期的气温只能满足一季稻的要求。因此，在草甸土、滨海盐土，沼泽土和棕壤上，水耕熟化

的水稻士剖面仍保留着起源土壤的固有特征，处于水稻土发育的初期阶段，形成淹育水稻

±。

辽宁土种划分和命名

·一、±种研究的回顾

土种是土壤基层分类单元，在土壤分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过去，我省只重视高级

分类单元的研究，而对土种的研究甚少。1950年，宋达泉在东北开展土壤调查时，制定的土

壤分类系统中，根据地形、母质、剖面形态、理化性质及其它性质，提出了划分土壤基层分

．类单元(土系)的划分依据。但是后来，因为学习苏联发生学分类体系，而没有继续应用o

1958年，我省开展了第一次土壤普查，通过总结群众认土，用土和改土经验，推动了以

耕地土壤为重点的土壤基层分类研究。根据土壤的农业生产特性，性态、地形部位和成土特

点，制定了全省耕地土壤分类体系。共分出10个土类、19个亚类、78个土种和148个变种。

但因这次土壤普查进行的时间短，对每个±种的理化性状和生物特征研究的不够，尤其只注

重了耕地土壤，缺乏自然土壤同耕地土壤联系上的研究。因此未能建立起被公认的±种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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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为实现我困农业的现代化，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为

适应±壤普查的需要，我省从1979年开始了土壤分类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即

沿用了苏联发生学分类体系，又吸取了国外二L壤分类的新成就。同时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

通过沈阳市苏家屯区土壤普查试点，研究了l 400多个土壤剖面，并分析士壤理化性质1 1000

多项次，制定了《辽宁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尔后，通过十二个市级

土壤普查试点县试行，认为基层分类单元的划分依据和指标不够明确具体。为此，又组织土

’壤专家和科技人员进行了全省概查和辽东，辽西山地丘陵区的专题考察，采集土壤典型剖面

92个，化验分析1397项次，收集12市、24个县的1200多个典型土种标本，进行了比土评土，

重新修订了土种的具体指标，明确了全省±种的划分单元。至1982年底完成了《辽宁省第二

次土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方案》。1987年，又根据全国在昆明、滁县，太原召开的三次土壤

分类专业会议精神，结合省级土壤普查汇总，对全省土壤诊断剖面进行了全面地审查，从中

选出有代表性的土壤诊断剖面3160个，约14万余个理化数据，进行了评土比土和数理统计·

在明确本省土壤高级分类单元类型的同时，对那些形态特征，理化性质，生产性能相似的士

种进行了归并，形成了包括101个土属、253个土种在内的《辽宁省士壤分类系统》。这是目

前我省土种划分最具体，最完善的土壤分类系统。

=、±种划分原则和依据

辽宁土种的划分原则主要根据以下几个方面。

I．同一土种应处于相同或相近似的景观单元，具有一定的地形部位，水分条件及植被

类型等特征。

2．同一土种的母质类型或性质应相同。

3．同一土种剖面中各土层排列组合的土体构型相对一致，包括土层类型(发育层次和

质地夹层)、厚度(有效土层)及层位(出现部位)，层序(排列顺序)等。

4．同一土种的主要土层具有相一致的发育程度、形态特征和理化性质。

5．同一土种的农业生产性状，肥力水平、利用方向及改良措施应相似。

辽宁土种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以土体构型和土壤发育程度做为划分依据。

土壤发育程度既能反映土壤形成过程巾表现的强弱，又能说明土壤本身影响生产的能

力。如有效土层厚度、腐殖质层厚度，一般说，有效土层愈厚，腐殖质层愈厚，土壤发育愈深

刻，土壤肥力愈高，愈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土壤盐渍化愈重，含盐量愈商，对植物生长愈不

利。
。

土体构型是土壤剖面的层次排列顺序及其性态特征的表现，它不仅能反映剖面的形态差

异，又能体现：t壤水、肥，气，热状况的不同。例如发育在洪积母质上的土壤，常出现砂，

粘异质夹层，而使土壤的通透性，保水保肥性发生很大变化，有夹砂层的剖面，比无夹砂层

的剖面，漏水漏肥严重，有夹粘层的剖面，比无夹粘层的剖面，托水托肥效果明显。所以，

采用土壤发育程度和土体构型做为划分jE种的依据，即体现了土壤发生上的意义，又反映了

土壤对生产的影响。 ：

在划分土种时，指标的选择是很关键的，它必须因土而异。因为同一指标可能适用于许

多不同土壤类型，而每一类型土壤又可能有几个指标适用。这就需要从中选择即能联系土壤

发生定量的属性，又能反映影响生产效果韵指标，做为主要依据，一般每个士种只用l二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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