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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陕西北部神木、榆林、定边等县区 11 个典型剖面的分析研究表明, 本地区土壤存在不同程度的

退化现象, 表现为土壤机械组成粗化, 有机质含量较低, 氮磷营养成分贫乏, 土壤交换性能较差等。在系统分类中共

检索出 5 个土纲, 7 个亚纲, 11 个土类。发生分类与系统分类结果之间既存在着差异, 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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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水蚀风蚀交错带位于半干旱草原和荒漠草

原过渡地带, 风沙地貌和流水侵蚀地貌交错分布, 土

地退化严重, 生态环境脆弱, 形成了农牧交错和水蚀

风蚀共同作用的特殊地区。有关该地区土壤的系统

全面研究, 特别是对土壤的形成发育、发生特性、演

化规律的研究很少, 对当地的土壤类型和相互之间

的主要差异认识尚不统一[1～ 3 ]。为此, 笔者通过实地

考察, 选取分布于该地区的典型土壤剖面, 在野外观

察和室内理化分析的基础上, 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土

壤的理化性质、形成发育, 以期为该地区土壤资源的

开发与综合利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土壤分别采自榆林市的神木、榆林、定边等

县、区的 11 个典型剖面, 基本上代表了该地区的主

要土壤类型。各剖面均按发生层次进行划分, 实地记

载剖面形态特征和成土环境条件, 同时分层采集比

样标本和分析样本, 结果见表 1。分析样本自然风

干, 去除根系、石块等后研磨过筛, 用于土壤理化分

析。样品理化性质分析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土壤

实验室分析项目及方法规范》[4 ]和《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土壤物理和化学方法补充》[5 ]进行。

表 1　供试土壤剖面性态描述

T able 1　D escrip t ion of experim ental so il p rofilesπcharacterist ics

剖面号
P rofile N o.

层次
Ho rizon

深度öcm
D ep th

颜色
Co lo r

结构
Structu re

松紧度
Compactness

石灰反应
Effervescence

SN 201
A C
BC
C1

0～ 30
30～ 70

70～ 120

10YR 6ö4
10YR 5ö2
10YR 6ö4

粒状 Granu lar
弱团快W eak nodu le
弱团快W eak nodu le

松 L oo se
紧 T igh t
松 L oo se

弱+
弱+
中+ +

SN 202
C1

C2

C3

0～ 40
40～ 70

70～ 150

2. 5Y 8ö4
2. 5Y 7ö3
2. 5Y 7ö3

粒状 Granu lar
粒状 Granu lar
粒状 Granu lar

松 L oo se
松 L oo se
松 L oo se

弱+
弱+
弱+

SN 203
AB
BC
C

0～ 20
20～ 80

80～ 150

10YR 7ö5
10YR 8ö4
10YR 8ö4

弱团块W eak nodu le
弱团块W eak nodu le
弱团块W eak nodu le

松 L oo se
紧 T igh t
紧 T igh t

强+ + +
强+ + +
强+ + +

SN 204

A
AB
BC
C

0～ 10
10～ 40
40～ 70

70～ 150

10YR 7ö4
10YR 7ö4
10YR 7ö4
10YR 7ö4

弱团块W eak nodu le
弱团块W eak nodu le
弱团块W eak nodu le

团块 N odule

松 L oo se
紧 T igh t
紧 T igh t
紧 T igh t

强+ + +
强+ + +
强+ + +
强+ + +

SN 205

A
AB
B

BC

0～ 15
15～ 55

55～ 115
115～ 150

10YR 6ö4
10YR 6ö3
10YR 6ö4
10YR 7ö3

块状 L ump
块状 L ump
块状 L ump
块状 L ump

松 L oo se
紧 T igh t
紧 T igh t
紧 T igh t

强+ + +
强+ + +
强+ + +
强+ + +

SN 206

A C
AB
B

BC

0～ 55
55～ 75

75～ 105
105～ 150

10YR 7ö3
10YR 6ö3
10YR 8ö2
10YR 8ö3

小团块N odule
小团块N odule
团块 L ump

小团块N odule

松 L oo se
紧 T igh t
紧 T igh t
紧 T igh t

中+ +
中+ +

烈+ + + +
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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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ontinue tab le 1

剖面号
P rofile N o.

层次
Ho rizon

深度öcm
D ep th

颜色
Co lo r

结构
Structu re

松紧度
Compactness

石灰反应
Effervescence

SN 207

A C
C1

C2

C3

0～ 20
20～ 55
55～ 90

90～ 150

10YR 7ö3
10YR 7ö2

10YR 7. 5ö2
10YR 7ö4

弱团块W eak nodu le
小团块N odule
小团块N odule

弱团块W eak nodu le

松 L oo se
紧 T igh t
紧 T igh t
松 L oo se

中+ +
中+ +
中+ +
中+ +

SN 208
A
B

BC

0～ 20
20～ 90

90～ 150

10YR 7ö3
10YR 6ö3
10YR 6ö3

小团块N odule
小团块N odule
小团块N odule

松 L oo se
松 L oo se
松 L oo se

中+ +
强+ + +
强+ + +

SN 209 A C
BC

0～ 65
65～ 115

10YR 7ö4
10R 6ö6

粒状 Granu lar
小团块N odule

松 L oo se
紧 T igh t

弱+
强+ + +

SN 210
A C
A 1

A 2

0～ 45
45～ 75

75～ 150

10YR 6ö2
2. 5GY 5ö2
2. 5GY 5ö1

粒状 Granu lar
小团块N odule

植物残体 P lan t rem ain

松 L oo se
紧 T igh t
松 L oo se

弱+
无 no
无 no

SN 211 A C
C

0～ 30
30～ 150

2. 5Y 7ö2
2. 5Y 3ö1

粒状 Granu lar
植物残体 P lan t rem ain

松 L oo se
松 L oo se

弱+
无 no

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机械组成

　　土壤机械组成是影响土壤松紧程度、通透性能、

耕性质量乃至肥力高低的基本因素, 也是反映土壤

发育程度的标志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说, 土壤的形成

就是粘粒的形成与机械组成的变化[6 ]。土壤机械组

成的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2　供试土壤的理化性状测定

T able 2　Physicochem 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experim ent so ils

剖面号
P rofile N o.

砂粒ö
(g. kg- 1)

Sand

粉粒ö
(g·kg- 1)

Silt

粘粒
(g·kg- 1)

C lay

有机质ö
(g·kg- 1)

O. M

速效氮ö
(m g·kg- 1)

A v. 2Nm

速效磷ö
(m g·kg- 1)

A v. 2K

速效钾ö
(m g·kg- 1)

A v. 2P
酸碱性

pH

碳酸钙ö
(g·kg- 1)

CaCO 3

阳离子交换量ö
(cmo l·kg- 1)

CEC

SN 201
921. 56
820. 96
808. 39

47. 89
110. 19
131. 27

30. 55
68. 84
60. 34

1. 64
4. 22
3. 39

35. 31
35. 04
14. 94

6. 53
10. 75
6. 71

27. 82
49. 18
29. 63

8. 30
7. 82
8. 15

4. 23
4. 03

14. 96

3. 71
4. 52
3. 92

SN 202 956. 97
965. 65

21. 15
13. 93

21. 88
20. 42

0. 84
0. 58

26. 82
25. 46

2. 58
0. 93

30. 35
26. 98

8. 46
8. 44

10. 77
12. 32

4. 52
4. 12

SN 203
360. 13
392. 71
423. 13

523. 49
485. 92
471. 74

116. 39
121. 37
105. 12

2. 27
1. 47
1. 12

20. 03
13. 07
13. 07

2. 85
3. 03
2. 14

57. 96
54. 52
61. 17

8. 12
8. 10
7. 85

134. 76
97. 56
86. 25

10. 38
9. 58
8. 77

SN 204

445. 24
558. 92
500. 74
345. 31

440. 38
319. 82
394. 32
572. 29

114. 38
121. 26
104. 94
82. 39

8. 95
5. 68
3. 53
2. 96

57. 21
53. 30
25. 80
13. 58

2. 52
1. 69
1. 97
1. 92

169. 41
50. 92
37. 38
33. 97

8. 21
8. 17
8. 27
8. 37

120. 84
121. 91
149. 39
159. 91

8. 56
7. 96
7. 76
7. 76

SN 205

394. 19
309. 25
406. 11
381. 75

498. 36
547. 12
479. 73
523. 29

107. 44
143. 26
114. 16
94. 96

7. 29
9. 48

10. 08
2. 40

68. 58
55. 68
34. 29
28. 01

6. 14
8. 93
3. 62
2. 75

91. 66
71. 59
54. 18
60. 96

8. 27
7. 98
8. 17
8. 47

83. 06
83. 35
85. 01

123. 04

9. 58
13. 41
8. 36
5. 94

SN 206

791. 22
425. 07
152. 24
164. 65

149. 95
457. 24
670. 70
680. 89

58. 83
117. 69
177. 05
154. 46

6. 00
10. 11
5. 34
3. 69

36. 67
80. 80
23. 77
20. 71

3. 70
2. 74
2. 42
1. 88

57. 54
65. 10
47. 68
47. 40

8. 06
7. 86
7. 92
8. 08

56. 91
81. 41

232. 20
209. 91

6. 14
15. 03
11. 39
10. 38

SN 207

806. 39
677. 28
469. 31
642. 11

122. 80
266. 26
438. 54
301. 15

70. 80
56. 46
92. 15
56. 74

2. 94
2. 66
4. 07
3. 63

12. 73
18. 83
18. 33
10. 19

3. 34
2. 15
2. 70
2. 56

67. 76
57. 57
47. 48
77. 93

8. 37
8. 19
8. 13
8. 25

62. 86
95. 12
79. 61
77. 14

6. 14
5. 33
7. 15
5. 74

SN 208
516. 06
344. 72
321. 76

382. 13
550. 82
545. 46

101. 81
104. 45
132. 77

3. 95
3. 36
4. 34

22. 41
17. 31
8. 66

2. 61
5. 12
6. 82

67. 80
94. 96

153. 02

9. 61
9. 55
8. 85

99. 02
114. 43
123. 94

6. 14
6. 95
7. 96

SN 209 946. 97
338. 19

25. 39
497. 60

27. 64
164. 22

1. 20
2. 49

19. 49
19. 48

1. 21
1. 48

48. 93
151. 12

8. 57
7. 86

11. 68
152. 68

2. 91
21. 09

SN 210
884. 75
702. 14
439. 96

81. 81
250. 58
444. 55

33. 44
47. 28

115. 49

5. 22
37. 57

303. 65

44. 03
209. 13

1151. 58

5. 61
9. 01
4. 87

25. 28
40. 78
64. 70

8. 41
7. 50
6. 10

10. 27
7. 37
4. 10

4. 93
11. 80
55. 45

SN 211 844. 92
755. 00

117. 24
191. 52

37. 84
53. 48

11. 99
270. 35

104. 37
829. 99

4. 14
5. 51

23. 69
37. 52

8. 17
5. 08

1. 66
10. 08

9. 37
26. 35

　　由表 2 可以看出, 供试土壤机械组成变化范围

很大, 其中砂粒为 152. 24～ 965. 65 gökg, 粉粒为

13. 93～ 680. 89 gökg, 粘粒为 20. 42～ 177. 05 gökg。

表明供试土壤发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土壤质地出

现明显分异。母质类型对土壤质地有着十分显著的

影响, 不同类型的母质矿物组成、化学成分存在差

异, 所以其风化难易程度也不相同, 各粒级含量多少

不一, 因而在其上发育的土壤质地也不相同。发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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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母质上的土壤 SN 201, 02 颗粒组成均以砂粒为

主, 含量达 808. 39～ 965. 65 gökg; 粉粒变化于

13. 93～ 131. 27 gökg; 而粘粒含量则很低, 仅为

20. 42～ 68. 84 gökg, 颗粒组成表现为砂粒> 粉粒≈

粘粒。发育于黄土或黄土状母质上的 SN 203～ 06,

08, 09 号剖面, 砂粒含量明显降低, 为 152. 24～

791. 22 gökg, 粉 粒 含 量 较 高, 为 149. 95 ～

680. 89 gökg, 粘粒含量为 58. 83～ 154. 46 gökg, 为

各类母质上含量最高的, 颗粒构成为粉粒> 砂粒>

粘粒。发育于冲积母质上的 SN 207, 各粒级在层次间

的变化较大, 其中砂粒含量较高, 达469. 31～ 806. 39

gökg, 粉粒含量为 122. 80～ 438. 54 gökg, 粘粒较

少, 为56. 46～ 92. 15 gökg, 颗粒构成为砂粒> 粉粒

> 粘粒。

2. 2　土壤有机质

供试土壤有机质状况见表 2, 该地区土壤有机

质含量为 0. 58～ 303. 65 gökg, 差异明显。SN 210, 11

剖面中埋藏的泥炭土层有机质含量很高, 超过了

250 gökg。其余各剖面有机质含量普遍较低, 其中发

育于风沙母质上的 SN 201, 02 和表层覆沙的 SN 209

剖面, 有机质更为贫乏, 仅为 0. 58～ 4. 22 gökg; 发

育于黄土母质上的 SN 203～ 06, 08 有机质含量高于

风沙母质土壤, 也只有 1. 12～ 10. 11 gökg。有机质

在剖面的垂直分布除个别剖面如 SN 202, 03 外, 其

余剖面表层有机质含量均低于下层, 这主要是由于

表层常处于通气良好状态, 好气分解较强, 不利于有

机质累积的缘故。

2. 3　土壤养分

供试土壤速效氮含量 8. 66～ 1 151. 58 m gökg。

其中 SN 210, 11 剖面的泥炭层速效氮含量很高, 大

于 800. 0 m gökg; 其余各剖面速效氮含量较低, 大部

分小于 30 m gökg, 并且呈现出表层较高, 向下递减

的趋势, 该趋势即使是在覆盖有明显流沙层的土壤

上也存在。这是由于土壤速效氮 主要来源于表层有

机质的矿化、施肥、降雨、灌溉等因素, 表层相对聚

集, 而不受粘土矿物及质地影响。

土壤速效磷含量变化范围不大, 最高 10. 75

m gökg, 最低 0. 93 m gökg, 绝大部分剖面土壤速效

磷含量小于 6 m gökg, 从剖面分布上看, 约 2ö3 的土

壤上层速效磷含量低于下层, 这主要是由于每年收

获时植株携带走部分磷, 而归还土壤的很少, 且不重

视施磷肥, 造成表层速效磷含量降低。另外, 由于表

层被流沙覆盖, 造成覆盖层速效磷含量比原表层低。

供试土壤速效钾含量较高, 可达 23. 69～

169. 41 m gökg, 根据陕西省土壤速效钾含量分级标

准[2 ] , 多为 6～ 7 级, 其中 SN 204, 08, 09 等剖面的个

别层次达到 3 级。从土壤速效分异规律来看, 风沙母

质上发育的土壤, 其速效钾含量偏低, 一般未超过

50 m gökg; 而黄土母质和冲积母质上发育的土壤,

速效钾含量较丰富, 大部分层次在 60 m gökg 以上,

最高达到 169. 41 m gökg。

2. 4　土壤酸碱性和交换性能

供试土壤 pH 值变化很大, 从 5. 08 到 9. 75, 各

剖面间差异较为明显。SN 210, 11 土体下部pH 值较

低, 呈现微酸性- 中性反应, 这主要是泥炭层及其过

渡层, 土壤有机质含量很高, 产生大量腐植酸等酸性

物质, 致使土壤呈现酸性。SN 208 号剖面pH > 8. 85,

呈现碱性- 强碱性反应, 主要是由于该剖面采自低

洼滩地, 地下水位高, 加上强烈的蒸发, 易溶性盐类

淋失较少, 并有所表聚, 致使土壤呈现碱性反应。其

余各剖面间差异不大, 大部分为 8. 0～ 8. 5, 根据陕

西省土壤 pH 值分级标准[2 ]大都呈微碱性。

从表 2 可以看出, 供试土壤不同剖面及同一剖

面不同层次间碳酸钙含量差异明显, 为 1. 66～

232. 29 m gökg, 主要受母质类型的影响和成土过程

的控制, 总的表现为黄土母质> 冲积母质> 风沙母

质。SN 209 土壤受侵蚀强烈, 表土层被侵蚀殆尽, 碳

酸钙淀积层露出地表, 后被流沙覆盖, 所以表层碳酸

钙含量较低, 其下部层次碳酸钙含量很高, 最高达到

332. 54～ 363. 44 gökg, 形成明显的钙积层。 SN 2
03～ 06, 08 发育于黄土母质, 碳酸钙含量丰富, 一般

达 80～ 250 gökg, 并在剖面下部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碳酸钙淋溶和淀积现象, 有的甚至形成了典型的钙

积层 (SN 204, 06)。

供试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在不同剖面间差异较

大, 其含量为 2. 91～ 55. 45 cmo lökg。发育于风沙母

质上的 SN 201, 02 土壤和 SN 210, 11 表层的流沙层,

阳离子交换量较低, 原因是该类土壤砂粒含量高, 质

地粗糙, 颗粒比表面积小, 因而吸附阳离子的能力较

弱; SN 210, 11 剖面泥炭层及过渡层土壤阳离子交换

量为 9. 37～ 55. 45 cmo lökg, 在剖面不同层次间变

化较大, 这主要是受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有机质对该

类土壤阳离子交换量贡献极大; 其余各剖面为

5. 74～ 21. 50 cmo lökg, 反应出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

变化趋势与母质类型和土壤发育程度有关, 即发育

于黄土及黄土状母质上的土壤> 冲积母质土壤> 风

沙母质土壤。从阳离子交换量的剖面分布来看, 多数

剖面粘粒含量高的层次, 其阳离子交换量也大,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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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土壤的离子交换能力主要受粘粒控制。

3　土壤系统分类

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7 ]对供试

土壤进行了分类、检索。

3. 1　土壤诊断层、诊断表下层和诊断特性

3. 1. 1　诊断表层　 (1)暗沃表层。SN 211 表层有厚

25 cm、有机碳含量为 42. 16 gökg 和 6. 95 gökg 的

土层, 其颜色为 5Y4ö1 和 2. 5Y5ö2, 表层比C 层暗 3

个芒塞尔单位, 盐基饱和, 主要呈小块状结构, 干时

不呈大块状或整块状结构, 也不硬, 划分为暗沃表

层。 (2)淡薄表层。SN 203～ 08, 10 表层干态明度为

6～ 8, 有机碳含量为 1. 32～ 5. 19 gökg, 属于发育较

差的淡色腐殖质层, 划分为淡薄表层。此外, SN 201,

02 号剖面的表层为厚度 30～ 65 cm 的流砂覆盖, 有

机质含量极低 (< 1. 0 gökg) , 无任何结构, 表现出

明显的砂质沉积物岩性特征。

3. 1. 2　诊断表下层　 (1)雏形层。SN 204, 08 在表下

层具有厚度在 30～ 70 cm 的B 层, 其粘粒含量分别

为 121. 37 和 104. 35 gökg,B öA 粘粒比分别为 1. 04

和 1. 03, 且土体碳酸钙在下部有下移迹象, C 层比

A 层分别高 39. 07 和 24. 92 gökg, 划分为雏形层。

SN 201 号剖面表下层厚 55～ 90 cm , 土壤结构有所

发育, 颜色为 10YR 5ö2 和 5Y4ö1, 与上、下层相比色

调和明度都有很大变化, 有机质含量也高于表下层,

其中 SN 201 还有明显的碳酸盐和粘粒下移聚积, 确

定为雏形层。 (2)粘化层。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7 ]粘化层诊断标准, 结合本地区上覆淋

溶层粘粒含量< 15% 的特点, 经计算, SN 205, 06 两

个剖面, B töA 属粘粒比分别为 1. 34 和 1. 50

(B öAB ) , 其厚度分别为 40 和 75 cm , 土壤结构发育

达到粘化层标准。 (3)钙积层。SN 206, 09 等土壤剖

面, B 层碳酸钙相当物为 152. 68～ 232. 20 gökg, 比

下垫或上覆土层高 141. 00～ 175. 29 gökg, 未胶结

或硬结成钙磐, 而且可辨认的次生碳酸盐如假菌丝

体等按体积计估计≥5% , 因此, 可划分为钙积层。另

外 SN 204, 05, 07, 08 表下层 CaCO 3 相当物大于

59. 12 gökg, 比上覆土层高 24. 92～ 48. 51 gökg, 可

划分为钙积现象。同时 SN 208 表层有一定易溶性盐

聚积, 全盐量为 2. 1 gökg, 可划分为盐积现象。

3. 1. 3　诊断特性　 (1)有机土壤物质。SN 210, 11 表

下层经常被水饱和, 有机物呈半腐解状态, 厚度为

70～ 130 cm , 且矿质部分粘粒< 600 gökg, 经计算

SN 210, 11 表层有机碳含量分别为 176. 13 和

156. 82 gökg, 具备有机土壤物质特性。 (2) 岩性特

征。①砂质沉积物岩性特征: SN 202 土表至 170 cm

以砂粒为主, 含量大于 924. 30 gökg, 土壤质地为砂

土, 且呈单粒状, 含一定水分时呈结持极脆弱的块状

结构, 无沉积层理, 有机碳含量为 0. 17～ 0. 90 gökg

(< 1. 5 gökg) , 属于砂质沉积物岩性特征; ②黄土和

黄土状沉积物岩性特征: SN 203 色调为 10YR 和

7. 5YR , 干态明度为 8, 干态彩度为 4, 上下颗粒组成

均 一, 以 粉 粒 占 优 势, 含 量 为 485. 92 ～

523. 49 gökg, CaCO 3 相 当 物 为 86. 25 ～

134. 76 gökg, 具黄土和黄土状沉积物岩性特征; ③

冲积物岩性特征: SN 207 号土壤剖面 0～ 150 cm 有

明显沉积层理, 在 125 cm 深度处有机碳含量为

2. 10 gökg, 符合冲积物岩性特征; ④北方红土岩性

特征: SN 209 有色调为 10R、明度为 6、彩度为 6 的红

色条带, 且含有石灰结核, 盐基饱和, 具有北方红土

岩性特征。 (3)土壤水分状况: 在无土壤水分观测资

料时, 可按 Penm an 经验公式计算的年干燥度计算,

各剖面所在地年干燥度为1. 88～ 2. 06 (除 SN 210,

11) , 依据土壤水分状况分段指标, 都属于半干润土

壤水分状况, SN 210, 11 地下水位较高, 使其在大多

数年份中有相当长的湿润期, 为潮湿土壤水分状况。

(4)土壤温度状况。笔者采用大多数文献[8, 9 ]中使用

的年平均气温基础上加 2. 5 ℃的标准来估算土壤温

度, 榆林、神木、定边三地年平均土温分别为 10. 5,

11, 10. 4 ℃, 属温性土壤温度状况。(5)石灰性。SN 2
02～ 09 各剖面 0～ 50 cm 范围内碳酸钙含量

> 10. 77 gökg, 用1∶3 HC l 处理有泡沫反应, 因此

具有石灰性。 (6)盐基饱和度。除 SN 210, 11 表下层

外, 其余各土壤盐基饱和度均> 50% , 呈饱和状态,

SN 210, 11 呈不饱和。(7)潜育特征。SN 210, 11 长期

被地下水饱和, 土壤颜色分别为2. 5GY5ö2, 5Y4ö1,

2. 5Y7ö2, 并有少量锈纹、锈斑, 具有潜育特征。 (8)

氧化还原特征。SN 208, 由于处于潮湿水分状况, 发

生氧化还原交替作用, 在土层中部有铁锰胶膜, 产生

锈纹、锈斑, 具有氧化还原特征。

3. 2　土壤分类结果与参比

根据上述诊断层、诊断表下层和诊断特性, 供试

土壤系统分类与发生分类结果见表 3。将两种分类

结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系统分类与发生分类之间

既有相同点, 也存在部分差异。SN 206、05 在发生分

类体系下同属钙层土纲: 在土类上分为灰钙土与黑

垆土, 在系统分类体系下同属淋溶土纲, 在土类上对

应钙积干润淋溶土与简育干润淋溶土; SN 208 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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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类的半水成土纲潮土类对系统分类下的石灰干

润雏形土; SN 207 是发生分类中的初育土纲新积土

对系统分类中的干润冲积新成土; SN 209 分类结果

为: 发生分类的初育土纲红色土土类对系统分类中

的新成土纲红色正常新成土土类。这些土壤在两类

分类之间基本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不同之处主要

出现在以下几个土类: SN 211, 10 在发生分类体系下

同属水成土纲沼泽土类, 而在系统分类体系下则被

分在有机土、潜育土两个土纲。SN 211 对应半腐正常

有机土, SN 210 对应简育正常潜育土。SN 203, 04 在

发生分类体系下同属初育土纲黄绵土类, 在系统分

类中则被分在雏形土和新成土两个土纲, 分别对应

的是黄土正常新成土类 (SN 203) 和石灰干润雏形土

类 (SN 204)。SN 201, 02 地理发生分类体系下同属初

育土纲风沙土类, 在系统分类中也被分为雏形土和

新成土两个土纲, SN 201 对应雏形土纲简育干润雏

形土类, 而 SN 202 则对应新成土纲的干润砂质新成

土类。

表 3　土壤系统分类表 (按检索顺序)

T ab le 3　So il taxonom y resu lts (acco rding to index o rder)

剖面号
P rofile N o.

系统分类 So il taxonom y

土纲
O rder

亚纲
Subo rder

土类
Group

发生分类土类
Pedogenesisπs

group

SN 211 有机土
H isto so ls

正常有机土
O rth ic h isto so ls

半腐正常有机土
H em i2o rth ic h isto so ls

沼泽土
Bog so il

SN 210 潜育土
Gleyso ls

正常潜育土
O rth ic Gleyso ls

简育正常潜育土
H ap lo2o rth ic gleyso ls

沼泽土
Bog so il

SN 206 淋溶土
L uviso ls

干润淋溶土
U stic L uviso ls

钙积干润淋溶土
Calc2ustic luviso ls

灰钙土
Sierozem s

SN 205 淋溶土
L uviso ls

干润淋溶土
U stic L uviso ls

简育干润淋溶土
H ap lo2ustic luviso ls

黑垆土
B lack L ou so il

SN 208 雏形土
Cam biso ls

干润雏形土
U stic cam biso ls

斑纹干润雏形土
M o t2ustic cam biso ls

潮　土
A quen t

SN 204 雏形土
Cam biso ls

干润雏形土
U stic cam biso ls

石灰干润雏形土
Calc2ustic cam biso ls

黄绵土
L oessal so il

SN 201 雏形土
Cam biso ls

干润雏形土
U stic Cam biso ls

简育干润雏形土
H ap lo2ustic cam biso ls

风沙土
A eo lian so il

SN 202 新成土
Entiso ls

砂质新成土
Sandic en tiso ls

干润砂质新成土
U st2sandic en tiso ls

风沙土
A eo lian so il

SN 207 新成土
Entiso ls

冲积新成土
A lluvic En tiso ls

干润冲积新成土
U st2alluvic en tiso ls

新积土
Entiso ls so il

SN 203 新成土
Entiso ls

正常新成土
O rth ic en tiso ls

黄土正常新成土
L oessal2o rth ic

黄绵土
L oessal so il

SN 209 新成土
Entiso ls

正常新成土
O rth ic en tiso ls

红色正常新成土
Red2o rth ic en tiso ls

红土
Red earth

4　结　论

该地区土壤存在不同程度退化现象, 表现在土

壤机械组成粗化, 有机质含量较低, 氮磷营养成分贫

乏, 土壤交换性能较差等方面。水蚀风蚀与风积作用

共存。

该地区土壤在系统分类中共检索出 5 个土纲, 7

个亚纲, 11 个土类, 按检索顺序依次是: 半腐正常有

机土、简育正常潜育土、钙积干润淋溶土、简育干润

淋溶土、斑纹干润雏形土、石灰干润雏形土、简育干

润雏形土、干润砂质新成土、干润冲积新成土、黄土

正常新成土、红色正常新成土。

发生分类与系统分类结果之间既存在着对应关

系, 也有一定的差异。土壤退化一方面对土壤物理、

化学性质产生影响, 同时给土壤分类工作也带来一

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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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edogenesis characterist ics and so il taxonom y

in the w ind2w ater ero sion crisscro ss zone of no rth of Shaanx i

AN Shao- shan 1, CHANG Qing-ru i2,L I B i-cheng1,W EN Zh i-guo2

(1 Institu te of S oil and W ater Conserva tion,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and M in istry of W ater R esou rce,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2 Colleg e of R esou rces and E nv ironm en t,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11 typ ica l so il p rofiles in Shenm u, Yu lin and D ingb ian coun t ies of

Shaanx i p rovince, the resu lts ind ica te that so ils in th is areas have differen t degradat ion. T he m ain phenom e2
na are m echan ica l compo sit ion tending coarse, o rgan ic m at ter and nu trien ts and capacit ies of exchange de2
creasing p rogressively. T he so ils are d ivided in to 5 O rders, 7 Subo rders, 11 Group s (H em i2o rth ic h isto so ls,

H ap lo2o rth ic g leyso ls, Calc2u st ic luviso ls, H ap lo2u st ic luviso ls,M o t2u st ic cam b iso ls, Calc2u st ic cam b iso ls,

H ap lo2u st ic cam b iso ls, U st2sandic en t iso ls, U st2alluvic en t iso ls, L oessa l2o rth ic en t iso ls, R ed2o rth ic

en t iso ls) in T axonom y. Itπs found that there is either d ifference o r co rresponding rela t ion s betw een so il tax2
onom y and pedogenesis classif ica t ion.

Key words: the pedogenesis characterist ics; so il taxonom y; w ind and w ater ero sion crisscro ss zone

·简　讯·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获 2000 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李健强教授主持的“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异源

细胞灭活苗及诊断盒的研究和应用”项目, 获 2000 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是危害养鸡业的四大传染性疫病之一。该病由病毒引起, 主要侵害 3～ 6 周龄鸡的中

枢免疫器官——法氏囊。这不仅影响法氏囊病疫苗的免疫效果, 还会导致鸡的其他传染病疫苗的免疫失败,

如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马立克氏病和大肠杆菌病等。本项目成功地研制出了预防本病的细胞灭活疫苗;

建立了特异敏感的抗原和抗体检测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本病的抗体检测试剂盒; 提出了不同情况下

的综合防治措施, 在控制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在预防兽医学基本理论和实践方面

又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本项研究采用非鸡胚源细胞 (V ero ) , 直接从患传染性法氏囊病鸡的法氏囊组织上

清液中分离到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 ( IBDV ) ; 采用细胞融合技术, 利用法氏囊组织上清液免疫Balböc 小鼠,

得到了能分泌抗鸡免疫球蛋白 ( IgG)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首次提出了 EL ISA 试验所测抗体OD 值

与血清中中和抗体水平以及机体保护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次将免疫过氧化物酶单层细胞试验用于本

病抗体检测; 研制的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细胞灭活苗和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抗体检测诊断试剂盒具有其特色。该

项研究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窦春蕊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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