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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给新疆土壤系统科学分类提供依据，分析了新疆平原土壤的分布特点，并根据成土条件，比较了新

疆平原土壤在中国土壤发生分类和系统分类中的地位、分类依据和名称差异，对在系统分类中出现的干旱表层、

钙积土与荒漠土的区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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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brief account on the soil forming conditions and the rule of soil distribution in the plain of Xinjiang 
is given. The position, the index and the name of plain soils to be classified are compared between Chinese soil genetic 
classification and Chinese soil taxonomy. The aridic epipedon appeared in the soil taxonomy system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steppe desert soils and the desert soils are discuss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soil 
classification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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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

基础的定量分类[1]，它既充分吸取了国际土壤分类

的成熟经验，又保持了中国的特色；既能利用土

壤信息系统建立土壤数据库，又便于国际交流和

参比，同时还有利于实际应用，其中心概念、边

界定义和划分指标明确，可检索，对实现中国土

壤分类科学化、规范化和自动化具有重要意义[2]。

中国已有土壤资料是在长期应用土壤发生分类体

系条件下积累起来的，反映第 2 次全国土壤普查
成果的《中国土壤》虽然吸收了系统分类的某些

先进经验，但仍属发生分类体系；因此，开展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与发生分类的参比，对发展中国

土壤科学不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笔者根据成土条件，对新疆平原

土壤进行发生分类和系统分类的参比，旨在为其

科学分类提供依据。 

1  新疆平原土壤分布的特点 

新疆总面积为 1.663 1×106  km2，其中，平原

(盆地)面积 8.445×105 km2，占总面积的 51.8%。在
平原(盆地)中分布着约 4.22×105 km2 的沙漠 [3]、

2.08×105 km2的戈壁和 7.07×104 km2的绿洲[4]，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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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分别占平原(盆地)面积的 50%、24%、8.4%。由
于受水热条件、中小地形、母质、新构造运动和

人类活动的影响，新疆平原土壤呈现特有的分布

规律：在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周缘山前倾斜

平原及东疆戈壁是干旱土；广阔的沙丘为新成

土；河流两岸的河漫滩、低阶地，湖泊四周的湖

积平原及扇缘为雏形土、潜育土和盐成土；绿洲

中则为雏形土和人为土。其分布规律见图 1。 

 
图 1  新疆平原土壤分布规律 

Fig.1   Distribution rules of plain soils in Xinjiang 

2  新疆平原土壤的成土条件 

新疆平原气候干旱，降水稀少，北疆年降水

量少于 200 mm，东疆和南疆低于 50 mm，其中，
且末、若羌一带仅 20 mm 左右，托克逊平均只有
6.9 mm[5]。降水多以暴雨形式降落，蒸发量高达  
1 500～3 000 mm以上，干燥度[6]＞3.5(表 1)。气温
变化大，日较差一般为 14～20 ℃，最大可达 31 ℃；
年较差一般为 30～50 ℃，最大可达 50～60 ℃以
上，距地面 50 cm处土温高于 8 ℃。风的作用显
著，年平均风速 1.5～5.0 m/s，最大可超过 20 
m/s，一些风口附近有 40～50 m/s 的大风，能搬
运山前平原上直径 20～40 mm的砾石，形成砾石
坡[7]。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植被成分简单，多

为肉汁、耐旱种属(主要是超耐旱生的灌木、半灌
木及小半灌木)；植被覆盖度小，常出现大面积的
不毛之地[8−9]。 

表 1  新疆平原(盆地)水热状况 

Table  1   The condition of water and heat in the plain of Xinjiang(basin) 

平均气温/℃ 
平原(盆地) 海拔高度/ m 

全年 1月 7月 
年降水量/mm 年蒸发量/mm 干燥度 

北疆两河流域 470～750 2.5～4.0 −21.0～−16.0 20.0～24.0 150～250 1 600～1 900 4.5～8.9 
塔城盆地 400～1 000 4.0～6.0 −13.0～−12.0 19.0～23.0 290～300 1 604～2 082 3.7～5.0 
伊犁谷地 600～1 500 6.7～7.8 −12.3～−10.9 20.6～23.0 230～300 1 500～1 900 3.5～5.8 
天山北坡平原 350～1 000 5.5～6.5 −20.0～−14.0 22.0～26.0 96～180 1 600～2 200 6.2～16.0
南疆山前平原 1 000～1 400 10.0～12.0 −10.0～−8.0 24.0～26.0 <100 2 500～3 000 17.5 
哈密盆地 700～ 800 10.0 −13.8 28.8 30～40 3 500 61.3～81.7
吐鲁番盆地 −154～ 600 12.0～14.0 −11.0～−10.0 30.0～34.0 17 3 003 126.6 
塔里木河平原 810～1 020 10.0～11.0 −9.9～−8.6 24.9～26.5 34～42 2 300～3 000 38.0～61.0  

3  新疆土壤发生分类与系统分类的参比 

根据新疆第 2 次土壤普查结果，按照现行发
生分类，新疆平原区主要有 19 个土类，12 个亚
纲，7 个土纲，与其相对应的各级系统分类单元见
表 2。对比 2种分类系统不难看出，发生分类的分
类单元与系统分类的相应单元并非一一对应关

系，即发生分类的同种亚类在系统分类中可出现

多种类别，并且分类级别有所提高，提高到土类

一级，如：棕钙土亚类对应钙积寒性干旱土和钙

积正常干旱土；盐化棕钙土对应钙积正常干旱土

和盐积正常干旱土；林灌草甸土对应淡色潮湿雏

形土和冲积新成土等。由表 2 还可看出，某些发
生分类的土类在系统分类中的地位变化较大(土纲

级)，如土质初育土纲的龟裂土并未归为新成土，
而是归为正常干旱土，其下根据盐积黏化层的有

无分为 3 个土类，这是因为龟裂土具有干旱的表
层和特有的漠境表下层(盐化层、黏化层和雏形
层)。残余泥炭沼泽土一部分转为简育正常潜育
土，另一部分改为斑纹干润雏形土。残余泥炭沼

泽土主要分布在新疆塔城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两地，面积约 1.64万 hm2，其中 1.3万 hm2辟为耕

地，它们早已脱离地下水的影响(目前地下水位在
5 m左右)。一些自然土仍保持着 20 mm厚的残余
潜育层，开垦后表层有机质含量大大降低，残余

潜育层变淡并出现锈纹锈斑，故定为斑纹干润雏

形土较合适。在漠境盐土中，有些残余盐土和干

盐土具有干旱表层的特征，故划为石膏和盐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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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疆平原土壤发生分类与系统分类的参比 

Table 2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f the plain soil between Chinese soil taxonomy and genetic classification in Xinjiang 
土壤发生分类 土壤系统分类 

土纲 亚纲 土类 亚类 土纲 亚纲 土类(亚类) 
寒性干旱土 寒性简育正常干旱土 棕钙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淡棕钙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盐化棕钙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碱化棕钙土 黏化正常干旱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草甸棕钙土 

简育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棕钙土 

灌耕棕钙土 

简育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灰钙土 

简育正常干旱土 

淡灰钙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盐化灰钙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草甸灰钙土 

简育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干旱土 干温干旱土

灰钙土 

灌耕灰钙土 

干旱土 

正常干旱土 

简育正常干旱土 
灰漠土 简育正常干旱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盐化灰漠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碱化灰漠土 黏化正常干旱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草甸灰漠土 

简育正常干旱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漠土纲   干温漠土 灰漠土 

灌耕灰漠土 

干旱土 正常干旱土 

黏化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灰棕漠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石膏灰棕漠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干温漠土 灰棕漠土 

石膏盐盘灰棕漠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棕漠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石膏棕漠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石膏盐盘棕漠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盐化棕漠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干旱土 正常干旱土 

钙积正常干旱土 

漠土纲 

干暖漠土 棕漠土 

灌耕棕漠土 
雏形土 湿润雏形土 简育湿润雏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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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土壤发生分类 土壤系统分类 

土纲 亚纲 土类 亚类 土纲 亚纲 土类(亚类) 
盐积正常干旱土 

黏化正常干旱土 

龟裂土 龟裂土 干旱土 正常干旱土 

简育正常干旱土 

扰动人为新成土 新积土 人为新成土 

淤积人为新成土 

新积土 

冲积土 冲积新成土 干旱冲积新成土 

干旱砂质新成土 

初育土 土质初育土 

风沙土 荒漠风沙土 

新成土 

砂质新成土 

石灰质干旱砂质新成土 
潜育潮湿雏形土 

砂姜潮湿雏形土 

石灰性草甸土 

暗色潮湿雏形土 

草甸土 

盐化草甸土 

雏形土 潮湿雏形土 

弱盐淡色潮湿雏形土 

干旱冲积新成土 新成土 冲积新成土 

湿润冲积新成土 

潮湿雏形土 淡色潮湿雏形土 

钙质湿润雏形土 

林灌草甸土 

湿润雏形土 

斑纹湿润雏形土 

弱盐淡色潮湿雏形土 潮湿雏形土 

石灰淡色潮湿雏形土 

钙质湿润雏形土 

暗沃湿润雏形土 

斑纹湿润雏形土 

半水成土 暗半水成土 

林灌草甸土 

盐化林灌草甸土 

雏形土 

湿润雏形土 

简育湿润雏形土 
潮湿雏形土 淡色潮湿雏形土 

钙质湿润雏形土 

斑纹湿润雏形土 

潮土 

湿润雏形土 

简育湿润雏形土 

湿潮土 潮湿雏形土 暗沃潮湿雏形土 

潮湿雏形土 弱盐淡色潮湿雏形土 盐化潮土 

湿润雏形土 斑纹湿润雏形土 

湿润雏形土 简育湿润雏形土 灌淤潮土 

雏形土 

潮湿雏形土 淡色潮湿雏形土 

盐积正常干旱土 

半水成土 淡半水成土 潮土 

脱潮土 干旱土 正常干旱土 

斑纹简育正常干旱土 
均腐土 干润均腐土 钙积干润均腐土 残余泥炭沼泽土 

滞水潜育土 普通简育滞水潜育土 

(石灰)表锈正常潜育土 草甸沼泽土 正常潜育土 

暗沃正常潜育土 

腐泥沼泽土 滞水潜育土 简育滞水潜育土 

滞水潜育土 有机滞水潜育土 泥炭沼泽土 

正常潜育土 有机正常潜育土 

弱盐表绣正常潜育土 

弱盐暗沃正常潜育土 

矿质水成土 沼泽土 

盐化沼泽土 

潜育土 

正常潜育土 

弱盐简育正常潜育土 

水成土 

有机水成土 泥炭土 低位 有机土 正常有机土 半腐正常有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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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土壤发生分类 土壤系统分类 

土纲 亚纲 土类 亚类 土纲 亚纲 土类(亚类) 
潜育潮湿正常盐成土 草甸盐土 
弱碱潮湿正常盐成土 
结壳潮湿正常盐成土 典型盐土 

盐成土 正常盐成土 

弱碱潮湿正常盐成土 
潜育潮湿正常盐成土 沼泽盐土 
暗沃潮湿正常盐成土 

盐土 

碱化盐土 

盐成土 正常盐成土 

弱碱潮湿正常盐成土 
干旱土 正常干旱土 石膏正常干旱土 

普通干旱正常盐成土 
残余盐土 

洪积干旱正常盐成土 
漠境盐土 普通干旱正常盐成土 

洪积干旱正常盐成土 
石膏−盐盘干旱正常盐成土

盐土 

漠境盐土 

干盐土 

正常盐成土 

普通干旱正常盐成土 
草原碱土 简育碱积盐成土 
荒漠碱土 简育碱积盐成土 
龟裂碱土 龟裂碱积盐成土 

龟裂碱积盐成土 草甸碱土 
潮湿碱积盐成土 

盐碱土 

碱土 碱土 

盐化碱土 

盐成土 

碱积盐成土 

潮湿(简育)碱积盐成土 
渗育水稻土 铁渗水耕人为土 
潜育水稻土 潜育水耕人为土 
潴育水稻土 铁聚水耕人为土 

弱盐潜育水耕人为土 盐化水稻土 
弱盐简育水耕人为土 
弱盐简育水耕人为土 

人为水成土 水稻土 

淹育水稻土 

水耕人为土 

普通简育水耕人为土 
钙积灌淤旱耕人为土 灌淤土 
普通灌淤旱耕人为土 

潮灌淤土 斑纹灌淤旱耕人为土 
表锈灌淤土 水耕灌淤旱耕人为土 

灌淤土 

盐化灌淤土 弱盐灌淤旱耕人为土 
普通土垫旱耕人为土 灰灌漠土 
石灰性土垫旱耕人为土 

暗灌漠土 肥熟土垫旱耕人为土 
菜园土 肥熟旱耕人为土 
盐化灌漠土 弱盐土垫旱耕人为土 

人为土 

灌耕土 

灌漠土 

潮灌漠土 

人为土 

旱耕人为土 

斑纹土垫旱耕人为土 
 

常干旱土。此外，棕钙土、灰钙土、灰漠土、灰

棕漠土及棕漠土均被检索出石膏正常干旱土。 
在发生分类中，土类主要是根据成土条件、

成土过程及由上述条件和过程产生的主要属性划

分的；因此，中心概念清楚，但边界定义模糊，

有时难以确定土类的界限。然而，在系统分类

中，土类是根据成土过程所表现的性质划分的，

并且将这些性质定量化，如：钙化过程反映的钙

积层和钙积现象；碱化过程反映的碱积层、黏化

层现象；潴育化过程所反映的氧化还原特征等都

赋予数量阀值。因为有定量指标，故界限明确。

此外，系统分类是通过检索表确定各级分类单元

的具体位置，检索表采用按序排除法，检索到最

后是“混杂”的分类单元。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

深入，该“混杂”单元将会逐渐“纯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山区干润均腐土相邻的

部分平原干旱土，由于其 50 cm深处的土温低于 8 
℃，应当属于寒性干旱土亚纲，在表 2 中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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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与讨论 

a. 关于干旱表层的问题。由于干旱、干湿交
替、冷热交替和风蚀、风积使干旱土表层产生特

有的地表特征；因此，以干旱表层作为干旱土纲

的鉴别依据，既符合实际又实用，解决了大部分

干旱和荒漠土壤的分类地位问题，无疑是干旱土

系统分类的重大进展。然而，修订的干旱表层其

定义和范围仍不完善，有部分干旱和荒漠土的分

类地位尚不明确，如：棕钙土、灰钙土和漠土的

灌耕亚类，或一些种植时间短、尚达不到灌耕亚

类的上述土类，按干旱表层的定义，它们已不符

合干旱表层所规定的特性，不应归之于干旱土

纲。就其本质而言，应该属于干旱土。此外，某

些昆仑黄土母质的棕漠土也不具备干旱表层所规

定的特征，也会被排除在干旱土纲之外，因此，

干旱表层的定义和范围尚需进一步研究、完善。 
b. 关于荒漠草原土壤和荒漠土壤的问题。在

发生分类中，棕钙土和灰钙土属干旱土纲、干温

干旱土亚纲，是草原向荒漠过渡的土壤，其中，

棕钙土分布在温带，灰钙土分布在暖温带。实际

上，新疆的灰钙土分布在温带(伊犁盆地)，对此，
有人解释为伊犁冬季偏暖，接近暖温带气候。灰

漠土、灰棕漠土和棕漠土属于漠土纲，其中，棕

漠土分布于暖温带，属于暖漠土亚纲，灰漠土、

灰棕漠土在温带，属于温漠土亚纲。长期的干旱

和荒漠土研究及实践表明，棕钙土和灰钙土既具

有草原土壤的弱钙积和弱腐殖质积累的特点，又

有荒漠土壤的表层砾石化、孔状结皮化、表下层

铁质黏化及深层石膏、盐分淀积的特征，与荒漠

土壤有显著区别，应该在分类中有所反映。为

此，建议在干旱表层中增加腐殖质含量和颜色的

指标，在亚纲中加以区分。 
在荒漠土壤中，灰漠土与棕漠土和灰棕漠土

的区别较明显，也是被多数人接受的。棕漠土和

灰棕漠土除了分属于 2 个不同气候带外，性质上
并无太大差别，很早就有人建议将其合并为一个

土类。然而，在系统分类中，将上述 2个土纲的 5
个土类重新组合，将性状差别较大的土类混合在

一起，可能会在实际应用中产生某些新的问题。 
笔者认为，棕漠土和灰棕漠土多为粗骨性母

质，部分棕漠土可发生在黄土母质上，2 种母质对
土壤的作用迥然不同，由此产生的土壤性状差异

显著；因此，最好将具有粗骨性母质的棕漠土和

灰棕漠土合为同一土类，将黄土母质的棕漠土单

独列出。 
c. 关于干旱土亚纲的划分指标问题。在干旱

土亚纲划分中，以土表下 50 cm深处、年平均 0～
8 ℃的地温为指标[6]，原意是区分高海拔(3 500 m
以上)和低海拔的干旱土[10]。根据新疆土壤普查和

气象资料[11]，鄂尔齐斯河高阶地(海拔 740 m)上的
棕钙土，年平均气温只有 2～4 ℃，夏季平均气温
高于 15 ℃，另有一些石膏灰棕漠土年平均气温低
于 6 ℃，50 cm深处的地温也低于 8 ℃，按划分指
标，这些平原土壤将被归入寒性干旱土。由于地

温小于 8 ℃是借用美国的指标[12]，并不符合新疆

的实际情况。此外，由于地温是根据气象资料推

断的、是渐变的，故很难实地确定寒性干旱土与

正常干旱土的分界，这有待进一步研究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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