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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烟叶主产区土壤系统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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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明确陕西省烟叶主产区土壤类型归属，选取了陕西省烟叶适宜种植区中洛南县、陇县、旬阳县

３个典型剖面，分别进行了野外观察描述土壤性状和室内测试土壤剖面各层次的基本理化性质。在研究了

各取样地土壤形成条件和特点的基础上，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第３版）》，鉴定了诊断层和诊断特

性，明确了供试土壤剖面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归属。检索结果表明，陕西洛南、陇县、旬阳３个烟叶种

植基地土壤分别为普通铁质湿润淋溶土、普通钙积干润均腐土、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同时与中国土壤发

生分类进行了比较，以便于今后陕西省烟叶种植区对土壤系统分类的推广及利用，并为陕西省烟叶种植基

地土壤规划利用和国际间土壤学术交流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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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陕西省针对烟叶种植布局分散，
烟叶种植区域分布不合理等问题，积极实施“北烟南

移”战略，形成了以陕南烟区为主导、渭北烟区为补充

的新格局［１］。土壤分类是土壤科学水平的反映，是农

业技术推广的前提和依据，也是国内外土壤学术交流

的基础。目前，关于陕西省植烟土壤的研究很多，但

是大多以土壤发生分类为基础（主要以自然气候—植

被带进行土壤带的划分），研究结果难以进行国际交

流，其中针对新格局下陕西省两大烟叶种植基地土壤

的系统分类研究尚属空白。
本文旨在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及其修订方案

的原则、依据和方法［２－３］，通过对陕西省两大烟叶种植

区中３个烟叶种植基地的典型剖面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研究了陕 西 省 烟 叶 适 种 区 土 壤 的 成 土 过 程 和 特

性，并找到其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系统中的地位，以

期土壤系统分类今后在陕西省烟叶种植区进行推广



和利用，并为陕西省烟叶的科学栽培，种植区规划管

理和进行土壤信息的国际交流提供依据。

１　供试土样环境条件

陕西省为中国烤烟主要产区之一，地处于第二级

阶梯东缘，由于秦岭对南北气流的阻挡作用，使得境

内南北间气候差异明显，复杂的地形和差异显著的气

候使得陕西省境内烟叶种植基地的成土自然环境条

件不尽相同。其中供试土样分别采自于陕西省两大

烟叶适宜种植区中的３个主要种植基地：（１）位于秦

岭东段南麓，属于陕南山地丘陵烤烟区的洛南县谢湾

乡董底村试验田；（２）位于渭北黄土高原西部，属于

渭北 台 塬 烤 烟 区 的 陇 县 棱 底 下 镇 王 马 咀 试 验 田；
（３）位于秦巴山区东段，属于陕南山地丘陵烤烟区的

旬阳县甘溪镇桂花村试验田。供试土壤环境条件见

表１，理化分析 方 法 主 要 参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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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表１　供试土壤环境条件

剖面
编号

采样地点 气候条件
海拔／
ｍ

年均
温／℃

年降水
量／ｍｍ

地貌地形 自然植被

１ 洛南县谢湾乡董底村试验田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性气候 １　０７４　 １３．２　 ７６０ 丘陵上部 灌丛草类

２ 陇县棱底下镇王马咀试验田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９６８　 １１．３　 ６１１ 黄土高原塬面 灌丛草类

３ 旬阳县甘溪镇桂花村试验田 　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８４５　 １５．４　 ７６０ 山地、半山坡 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混交林

２　供试土壤发生特性

２．１　剖面特征与颗粒组成

三大烟叶基地土壤的剖面特性和颗粒组成如表２
所示。土壤颜色是土壤重要的物理特征之一，对于土

体的物理性质变化具有重要的诊断意义。其中１号

剖面以浊红棕为主要颜色，２号剖面从浊橙逐渐过渡

到浊黄橙，３号剖面颜色以浊黄橙为主。从土壤质地

上来看，供试土样各层土壤质地除３号剖面Ｂ层较黏

重外，其余均为壤质黏土。从不同层次的黏粒含量来

看，３个剖面都呈现出随着土层增厚黏粒含量增加的

趋势。其中１，３号剖面其Ｂ层黏化率均大于１．２，说

明洛南和旬阳烟叶种植基地上部土壤黏粒淋溶明显，
黏化作用 较 强［６－７］，并 根 据《中 国 土 壤 系 统 分 类 检 索

（第３版）》，这两个剖面的Ｂ层均形成了典 型 的 黏 化

层（Ｂｔ层）。相比于２号剖面Ｂ层黏化率小于１．２，说
明１，３号剖面土壤黏化作用强于２号剖面，发育程度

也较２号剖面高。

表２　供试土壤剖面特性和颗粒特征

剖面
编号

发生层
深度／
ｃｍ

颜色
（干态）

颗粒组成／（ｇ·ｋｇ－１）

＞０．０２ｍｍ　 ０．０２～０．００２ｍｍ ＜０．００２ｍｍ
土壤质地 黏化率

Ａ　 ０—２５　 ５ＹＲ６／４　 ２９１．３５　 ３７８．４８　 ３３０．１７ 黏土 —

１
Ｅ　 ２５—４７　 ５ＹＲ５／４　 ２１１．５９　 ４１６．６３　 ３７１．７８ 黏土 —

Ｂｔ１ ４７—６７　 ５ＹＲ５／４　 ２４５．０７　 ３５７．２０　 ３９７．７３ 黏土 １．２０
Ｂｔ２ ６７—１００　 ７．５ＹＲ５／４　 ２６１．７４　 ３３８．０３　 ４００．２３ 黏土 １．２１

Ａ　 ０—２０　 ５ＹＲ６／４　 ３４２．９０　 ３７７．４１　 ２７９．６９ 黏土 —

２
ＡＢ　 ２０—３０　 ７．５ＹＲ６／４　 ３６２．９６　 ３４８．２２　 ２８８．８２ 黏土 —

Ｂ１ ３０—５５　 １０ＹＲ６／３　 ３８８．１７　 ３４２．６２　 ２６９．２１ 黏土 ０．９６
Ｂ２ ５５—１００　 １０ＹＲ６／３　 ３２３．２１　 ３５０．５３　 ３２６．２６ 黏土 １．１７

Ａ　 ０—１５　 １０ＹＲ６／３　 １９１．３５　 ３９９．３６　 ３７７．９７ 黏土 —

３
Ｅ　 １５—４０　 １０ＹＲ６／４　 １５６．４１　 ４２５．３６　 ４１８．２３ 黏土 —

Ｂｔ１ ４０—６０　 １０ＹＲ６／４　 １１７．４１　 ３７３．７４　 ５０８．８５ 黏土 １．３５
Ｂｔ２ ６０—１００　 １０ＹＲ７／４　 ８５．６４　 ３８１．３６　 ５３３．００ 黏土 １．４１

　　注：土壤颜色根据《中国标准土壤颜色卡》记录。下同。

２．２　土壤化学性质

供试土壤 的 一 般 化 学 性 质 见 表３。根 据 分 析 发

现，供试各剖面土壤有机碳含量在表层积聚现象较下

层显著，１，２号剖面表层有机碳含量＞６ｇ／ｋｇ，并且盐

基饱和度均＞５０％，形成了明显的暗沃表层；３号剖面

虽然符合有机碳含量和盐基饱和度的指标，但是由于

表层厚度不够，不能检索为暗沃表层，应为明显的浅

淡表层特征［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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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供试土壤的一般化学性质

剖面
编号

发生层 ｐＨ值
有机碳／
（ｇ·ｋｇ－１）

腐殖质
储量比

碳氮比
阳离子交换量／
（ｃｍｏｌ·ｋｇ－１）

盐基饱
和度／％

黏粒阳离子交
换量／（ｃｍｏｌ·ｋｇ－１）

碳酸钙相当物／
（ｇ·ｋｇ－１）

Ａ　 ５．８０　 ８．０９　 ９．５８　 ２４．７７　 ７９．６５　 ６４．２８ —

１
Ｅ　 ６．８７　 ５．３５

０．２７
９．１３　 ２４．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４．７１ —

Ｂｔ１ ６．９９　 ４．６８　 ９．４８　 ２６．３０　 ９８．８１　 ７４．５９ —

Ｂｔ２ ７．０７　 ４．６３　 ９．３４　 ２５．２６　 ９７．６６　 ６９．４０ —

Ａ　 ８．２２　 ６．１４　 ８．８５　 １５．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１９　 ８８．８３

２
ＡＢ　 ８．１５　 ５．９９

０．２３
１０．８６　 １６．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５７　 ９５．６５

Ｂ１ ８．０２　 ５．３３　 ９．２６　 １６．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９２　 ７５．６３
Ｂ２ ８．１０　 ４．８８　 ９．２９　 １６．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４１　 ８２．６５

Ａ　 ７．５７　 １２．１５　 １０．１６　 ３０．５７　 ９９．２２　 ７０．０４ —

３
Ｅ　 ７．４１　 ２．９８

０．５２
５．９５　 ３４．３６　 ７３．９０　 ８２．１５ —

Ｂｔ１ ７．３６　 ２．５９　 ５．２２　 ２４．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３４ —

Ｂｔ２ ７．２６　 １．３１　 ２．９２　 ２３．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１０ —

　　供试各个剖面取样地点现均处于 人 工 种 植 烟 叶

环境中，其他植被几乎没有，覆盖度小，土壤有机物质

相对较少 且 单 一。在 通 风 透 气，温 湿 度 适 中 的 条 件

下，微生物分解活动旺盛，腐殖质矿化作用比较强烈，
使得土壤中的腐殖质积累较少，表层有机碳含量均小

于１５ｇ／ｋｇ，下层 更 低。１，２号 剖 面 中 反 映 腐 殖 质 熟

化程度的Ｃ／Ｎ比较高（８～１０），说明了土壤腐殖质熟

化程度较差，腐殖质发育时间 比 较 短，有 机 质 在 土 体

中循环比较快［９］。

１，３号剖面土壤交换能力较强，１ｍ有效土层内

ＣＥＣ均＞２０ｃｍｌ／ｋｇ，其中以交换性盐基离子为主，水
解酸含量甚微，土壤溶液呈现 弱 酸 性 和 中 性，盐 基 高

度饱和，ＣａＣＯ３ 含量极低（未能检出）。这表明１，３号

土壤淋溶作用强度中等，土壤中仅有１，２价可溶性盐

分 被 淋 洗，而 吸 附 在 其 胶 体 上 的 盐 基 离 子 尚 未 被

Ｈ－，Ａｌ　３＋ 交换代 替 而 遭 受 淋 失。２号 剖 面 水 解 酸 和

代换酸含量甚微，土壤呈现弱碱反应，盐基饱和，这些

特征说明２号 剖 面 土 壤 的 富 铝 化 过 程 非 常 微 弱。２
号剖面各层具有强烈的盐酸反应，碳酸钙相当物含量

介于７０～１００ｇ／ｋｇ，形成了较明显的钙积层［３］。

２．３　土壤氧化铁特性

随着土壤 风 化，矿 物 晶 体 中 结 合 的 铁 被 释 放 出

来，进而形成活性铁和游离铁，土壤发育越好，土体中

原生矿物风化释放形成的游离铁越多，而其中的活性

铁越少；反之，则游离铁越少，活性铁越多［１０］。
供试土样各形态氧化铁见表４。１，３号剖面游离

铁含量较丰富，均大于２０ｇ／ｋｇ，显示其Ｂ层具有铁质

特性［３］。供试土壤各层的游离铁水合系数变化不大，

１号剖面水合系数变化在０．０５２～０．０６５；２号剖面水

合系数变化在０．０４６～０．０５２；３号剖面水合系数变化

在０．０４９～０．０５６。说明这３个剖面中游离氧化铁黏

粒和高岭石等硅酸盐黏粒在土壤剖面 中 是 协 同 迁 移

淀积的。土壤活化度与土壤的形成时间成反比，显示

了土壤的风化状况以及近代 成 土 过 程 的 强 弱。通 过

土壤铁活化度的观察发现，３个土壤剖面都呈现了随

着土壤深度的增加土壤铁活化度增加的趋势，各层土

壤活性铁含量也呈现相应规律，这表明随着土壤深度

的增加越来越不利于游离铁的脱水结晶与老化，保持

了土壤铁活性维持在相对于 表 层 较 高 的 水 平。各 剖

面土壤 络 合 度 均 在１０％以 下，说 明 供 试 土 样 中 无 定

形铁以无机态形式为主［１１］。根据文献［１０］提出的对

土壤风化度发育阶段划分标准，１，３号剖面处于脱硅

富铁化阶段，２号剖面处于脱盐基富硅铝化阶段。

２．４　土壤的化学组成

供试土样 的 化 学 组 成 见 表５。从 中 可 得 知 供 试

土壤剖面 样 品 的 矿 质 元 素 中ＳｉＯ２ 含 量 最 高，Ａｌ２Ｏ３
含量居第２位，Ｆｅ２Ｏ３ 含量居第３位。这３种物质所

占比例 总 和 约 占 土 壤 矿 质 全 量 的８２％左 右，其 他 元

素含量较低。１，３号 剖 面 矿 质 元 素 含 量 排 列 顺 序 为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 Ｋ２Ｏ ＞ ＭｇＯ ＞ ＣａＯ ＞
ＴｉＯ２＞Ｐ２Ｏ５＞ ＭｎＯ，２号 剖 面 中ＣａＯ含 量 相 对 较

高，居于各元素含量的第３位，矿 质 元 素 含 量 排 列 顺

序为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Ｋ２Ｏ＞ＭｇＯ＞ＣａＯ＞
ＴｉＯ２＞Ｐ２Ｏ５＞ＭｎＯ。从 表５中 可 知，供 试 土 壤 剖 面

呈现较高的硅铁率和相对较低的硅铝 率 以 及 硅 铝 铁

率。３个不同剖面各个层次间的硅铁率、硅铝率以及

硅铝铁率之间的变化程度不大，说明３大烟叶基地土

壤中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 迁移沉积程度都相当。３个

剖面硅铝率Ｓａ和硅铝铁率Ｓａｆ在剖面各层之间变化

不明显，说明这３类土壤风化发育程度均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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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供试土壤的氧化铁形态特征

剖面
编号

发生层
全铁／

（ｇ·ｋｇ－１）
游离铁／
（ｇ·ｋｇ－１）

活性铁／
（ｇ·ｋｇ－１）

络合铁／
（ｇ·ｋｇ－１）

游离度／
％

活化度／
％

络合度／
％

水合系数

Ａ　 ５７．６６　 ２０．１３　 ３．６７　 １．８８　 ３４．９２　 １８．２５　 ９．３５　 ０．０５２

１
Ｅ　 ６２．００　 ２２．９７　 ４．２９　 １．３２　 ３７．０５　 １８．６６　 ５．７４　 ０．０６２
Ｂｔ１ ５９．００　 ２３．０７　 ４．８６　 ２．０５　 ３９．１０　 ２１．０５　 ８．９０　 ０．０６５
Ｂｔ２ ５８．４１　 ２２．５７　 ４．９６　 １．９７　 ３８．６３　 ２１．９６　 ８．７２　 ０．０６２

Ａ　 ５１．４６　 １３．３４　 １．７５　 ０．１４　 ２５．９３　 １３．１０　 １．０４　 ０．０４８

２
ＡＢ　 ５２．０３　 １３．５５　 １．８９　 ０．１７　 ２６．０５　 １３．９８　 １．２４　 ０．０４７
Ｂ１ ５０．９５　 １４．０８　 ２．０９　 ０．２１　 ２７．６４　 １４．８５　 １．５２　 ０．０５２
Ｂ２ ５２．４１　 １５．０４　 １．９９　 ０．１７　 ２８．７１　 １３．２１　 １．１３　 ０．０４６

Ａ　 ５８．０５　 ２２．２９　 ３．８８　 ０．６８　 ３８．３９　 １７．４０　 ３．０５　 ０．０５１

３
Ｅ　 ６２．９４　 ２１．９５　 ３．１４　 ０．５８　 ３４．８８　 １４．３２　 ２．６６　 ０．０５２
Ｂｔ１ ６１．１２　 ２３．８５　 ４．１９　 ０．８８　 ３９．０２　 １７．５７　 ３．７１　 ０．０５６
Ｂｔ２ ５８．３７　 ２１．６９　 ４．７５　 １．３２　 ３７．１５　 ２１．９１　 ６．０６　 ０．０４９

表５　供试土壤化学组成（占灼烧重）及化学组成分子比例

剖面
编号

发生层
ＳｉＯ２／

（ｇ·ｋｇ－１）
Ａｌ２Ｏ３／
（ｇ·ｋｇ－１）

Ｆｅ２Ｏ３／
（ｇ·ｋｇ－１）

Ｋ２Ｏ／
（ｇ·ｋｇ－１）

ＣａＯ／
（ｇ·ｋｇ－１）

ＭｇＯ／
（ｇ·ｋｇ－１）

ＴｉＯ２／
（ｇ·ｋｇ－１）

ＭｎＯ／
（ｇ·ｋｇ－１）

Ｐ２Ｏ５／
（ｇ·ｋｇ－１）

硅铝率 硅铁率
硅铝
铁率

Ａ　 １７６．６９　 １１６．８２　 ５７．６６　 ３４．０２　 ２．０９　 １３．０９　 ０．９１　 １．００　 １．８９　 ２．５７　 ８．１４　 １．９５

１
Ｅ　 １８９．７１　 １２３．１７　 ６２．００　 ３４．１５　 ３．８５　 １３．８３　 １．３９　 １．０４　 １．６１　 ２．６１　 ８．１３　 １．９８
Ｂｔ１ １６５．１１　 １２２．０５　 ５９．００　 ４０．９３　 ５．０２　 １３．７５　 ２．２２　 １．０１　 １．７８　 ２．３０　 ７．４４　 １．７５
Ｂｔ２ １８５．０１　 １１６．１９　 ５８．４１　 ３９．９９　 ６．４１　 １３．５１　 ２．３２　 ０．９３　 １．８７　 ２．７０　 ８．４２　 ２．０５

Ａ　 １５１．７１　 ９６．１５　 ５１．４６　 ３５．５６　 ４９．７５　 １４．５４　 １．４３　 １．０６　 ２．１９　 ２．６８　 ７．８３　 ２．００

２
ＡＢ　 １４４．２７　 １１１．００　 ５２．０３　 ３６．４６　 ５３．５７　 １４．５２　 １．３９　 １．０７　 １．９０　 ２．２１　 ７．３７　 １．７０
Ｂ１ １４６．４４　 ９７．５６　 ５０．９５　 ３０．１４　 ４２．３５　 １４．３５　 １．７３　 １．０９　 １．８０　 ２．５５　 ７．６４　 １．９１
Ｂ２ １５５．２５　 １０２．０４　 ５２．４１　 ３６．８１　 ４６．２９　 １３．１６　 １．３８　 １．０９　 １．８３　 ２．５８　 ７．８７　 １．９４

Ａ　 １９７．８０　 １３０．０２　 ５８．０５　 ３５．９６　 ７．２１　 １４．２３　 ２．４６　 ０．９８　 ２．２９　 ２．５８　 ９．０５　 ２．０１

３
Ｅ　 ２０２．７４　 １３０．５３　 ６２．９４　 ３６．５８　 ４．４９　 １３．０４　 ６．０１　 ０．８７　 １．２１　 ２．６４　 ８．５６　 ２．０２
Ｂｔ１ ２００．８４　 １２９．４３　 ６１．１２　 ３５．０７　 ３．４５　 １２．９０　 １．４６　 ０．８５　 １．４４　 ２．６３　 ８．７３　 ２．０２
Ｂｔ２ １９６．２７　 １２５．９７　 ５８．３７　 ３６．８２　 ３．１３　 １２．９８　 ２．４３　 １．０７　 １．５３　 ２．６４　 ８．９４　 ２．０４

３　供试土壤系统分类

３．１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１）诊断表层。

① 暗沃表层：１号 剖 面 Ａ层 有 机 碳 含 量 为８．０９
＞６ｇ／ｋｇ，土壤颜色为５ＹＲ，盐基饱和度＞５０％，可定

为暗沃表层。２号剖面Ａ＋ＡＢ层土壤平均碳含量为

６．０９＞６ｇ／ｋｇ，土 壤 颜 色 为５ＹＲ，盐 基 饱 和 度 为 饱 和

＞５０％，可定为暗沃表层特性。

② 浅淡表层：３号剖面颜色满足浅淡表层特性，并
且由于Ａ层有机碳含量虽然高达１２．１５ｋ／ｋｇ，但是由于

其厚度不能满足暗沃表层的条件，所以归入浅淡表层。
（２）诊断表下层。

① 黏化 层：根 据 表２，１，３号 剖 面 表 下 层 黏 化 率

Ｂ／Ａ值均大于１．２，符 合 黏 化 层 特 性，即１，３号 剖 面

具有黏化层。

② 钙积 层：２号 剖 面 各 层 中 的ＣａＣＯ３ 相 当 物 含

量介于５０～１５０ｋｇ，土壤颗粒质地 为 壤 质 黏 土，并 且

在剖面采集过程中可以清晰观察到。因此，可辨认的

次生碳酸盐含量按体积算较下垫体积≥１０％，可判定

该剖面具有钙积层。
（３）诊断特性。

① 温度状况：根据已有研究资料［１２］，１号剖面所

在区域土壤温度１２．４～１４．３℃，属 于 温 性 土 壤 温 度

状况；２号剖面所在区域土壤温度介于１０．５～１２．４℃，属
于温性土壤温度状况；３号剖面所在区域土壤温度介

于１６．２～１８．１℃，属于热性土壤温度状况。

② 水分状况：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第３
版）》采用土壤干燥度的划分标准，并参照中国年干燥

度分布图作为各个剖面土壤水分状况的判别依据［１２］。

１，３号剖面所在地土壤年干燥度范围在０．４～１．０，属

于湿润土壤水分状况；２号剖面所在地土壤年干燥度

范围在１．０～２．０，属于半干润土壤水分状况。

③ 盐基饱和度：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规定，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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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饱和度＞５０为盐基饱和，故１，２，３号土壤剖面均属

于盐基饱和。

④ 均腐殖质特性：根据表３，１，２号剖面腐殖质储

量比（Ｒｈ）分别为０．２７，０．２３，均小于０．４，并且有机质

Ｃ／Ｎ均小于１７，根据上述条件判断，１，２号剖面具有

均腐殖质特性。

⑤ 铁质特性：根据表２，４可以得出，１号剖面和３
号剖面土壤基 质 色 调 均 有５ＹＲ出 现，并 且 这 两 个 剖

面各层次中的游离铁Ｆｅ２Ｏ３ 均大于２０ｇ／ｋｇ，根据上

述条件判断，１，３号剖面具有明显的铁质特性。

３．２　土壤类型的归属

土壤系统分 类 的 各 级 类 别 是 通 过 诊 断 层 和 诊 断

特性的检索 系 统 确 定 的。根 据 上 述 诊 断 层 和 诊 断 特

性结果，按《中国土壤 系 统 分 类 检 索（第３版）》和《中

国系统分类（修改方案）》进行检索命名［２－３］，确定１号

剖面为普通铁质湿润淋溶土；２号剖面为普通钙积干

润均腐土；３号剖面为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并与发生

学命名进行对比［１３］，结果列于表６。

表６　供试土壤的诊断层诊断特性及类型归属

剖面
编号

诊断
表层

诊断表
下层

诊断特性
中国土壤系统

分类（亚类）
发生学

分类

１ 暗沃表层 黏化层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温性土壤温度状况、均腐殖质特性、铁质特性、盐基饱和 普通铁质湿润淋溶土 淋溶褐土

２ 暗沃表层 钙积层 半干润土壤水分状况、温性土壤温度状况、均腐殖质特性、盐基饱和 普通钙积干润均腐土 黄墡土

３ 浅淡表层 黏化层 湿润土壤水分状况、热性土壤温度状况、铁质特性、盐基饱和 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 黄褐土

４　结 论

依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第３版）》和《中国

系统分类（修改方案）》［２－３］检索，位于陕南山地丘陵烤

烟区的洛南县 和 旬 阳 县 烟 叶 基 地 土 壤 属 于 淋 溶 土 土

纲，其中洛南县烟叶基地土壤类型为普通铁质湿润淋

溶土，旬阳县烟叶基地土壤为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
位于渭北台塬 烤 烟 区 的 陇 县 烟 叶 基 地 土 壤 属 于 普 通

钙积干 润 均 腐 土。由 此 可 知，陕 西 省 主 导 烟 叶 种 植

区———陕南烟区土壤以淋溶土为主，而补充烟叶种植

区———渭北烟区以均腐土为主，从而确定了陕西省两

大烟叶种植区域 中３个 烟 叶 种 植 区 域 的 土 壤 在 系 统

分类中的地位，对于合理利用土壤，推广烟叶科学栽

培技术，科学规划管理陕西烟叶种植区域以及推进国

际间的土壤学术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关注了土壤自身的发生和发育特性，但未

能考虑到不同 烟 叶 品 种 同 与 不 同 类 型 土 壤 的 适 应 性

问题，因此，针对不同土壤类型对不同烟叶品种的品

质影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１］　杨立社，李 鑫，谭 杰，等．陕 西 烟 叶 标 准 化 生 产 经 营 模 式

研究［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１，２７（２）：４８８－４９２．
［２］　龚子同．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修 订 方 案）［Ｍ］．北 京：中 国

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 所 土 壤 系 统 分 类 课 题 组，中 国

土壤系统分类课题研究 协 作 组．中 国 土 壤 系 统 分 类 检 索

［Ｍ］．３版．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 所 土 壤 系 统 分 类 课 题 组．中 国

土壤系统分类土壤 实 验 室 分 析 项 目 及 方 法 规 范［Ｍ］．北

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５］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 所 土 壤 系 统 分 类 课 题 组．中 国

土壤系统分类土壤物理和化学方法补充［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　黄承武，徐 盛 荣．我 国 北 亚 热 带 花 岗 岩 发 育 土 壤 的 特 性

和系统分类［Ｊ］．土壤通报，１９９７，２８（２）：５５－５８．
［７］　顾也萍，刘 必 融，汪 根 法，等．皖 南 山 地 土 壤 系 统 分 类 研

究［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３，４０（１）：１０－２１．
［８］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 国 土 壤 系 统 分 类（首 次 方 案）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９］　常庆瑞，雷 梅，冯 立 孝，等．秦 岭 北 坡 土 壤 发 生 特 性 与 系

统分类［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２，３９（２）：２２７－２３５．
［１０］　常庆瑞，冯 立 孝，阎 湘．陕 西 汉 中 土 壤 氧 化 铁 及 其 发 生

学意义研究［Ｊ］．土壤通报，１９９９，３０（１）：１４－１６．
［１１］　龚子同，杨 德 涌，黄 成 敏．海 南 岛 北 部 玄 武 岩 上 土 壤 发

生研究（Ⅱ）：铁氧化物特征［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２，３９（４）：

４４９－４５８．
［１２］　龚子同，张甘霖，陈志诚，等．土壤发生与系统分类［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　陕西省土壤普查办公室．陕西土壤［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２．

０２３ 　　　　　　　　　　　　 　　　　　　水土保持通报　　　　　　　　　　　　　　　　　　　　　第３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