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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分类高山土与系统分类参比特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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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最新建立的 1:100 万中国土壤数据库，研究了我国发生分类高山土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的参比及其在系统分类下的空间分布和数量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发生分类高山土总面积为 197.8 万 km2，分

布规律明显；高山土参比后分属于 4 个系统分类土纲，雏形土、干旱土、新成土、均腐土，它们分别占高山土

总面积的 50.2 %、29.8 %、15.1 %、4.9 %，其中包含了系统分类的 11 个土类和 19 个亚类，参比关系复杂，不

是简单一对一的关系。分析高山土参比后分属的系统分类不同类型土壤面积比例及其标准偏差，表明土壤参比

的单元级别越低，越易于参比和把握，进一步开展土壤系统分类的基层分类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发生分类到系

统分类的参比关系复杂，参比难度大，原因在于它们的分类体系和划分标准是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对于土壤

类型的正确参比具有很好的参考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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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的土壤分类系统主要有美国土壤系统分

类（Soil Taxonomy，ST）[1]
、联合国与国际参比中

心的世界土壤资源参比基础（World Reference Base 
for Soil Resources，WRB）[2]

，以及奠定了分类体系

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Chinese Soil Taxonomy，CST）
[3]
，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被各国土壤学家们广

泛接受的、国际统一的土壤分类方案，土壤学家常

引以为憾[4]。世界土壤分类发展趋势是以诊断层和

诊断特性为基础，走定量化、标准化和统一化的途

径
[5] ，中国土壤分类研究和发展也不例外。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在学习和吸收前苏联土

壤地理发生分类的基础上，拟订出以地理发生分类

为基础，以成土条件为依据，以土类为基本单元，

包括土类、亚类、土属、土种和变种 5 级分类制的

土壤分类系统，即中国土壤发生分类（Genetic Soil 
Classification of China，GSCC），它在 80 年代前后

开展的全国第 2 次土壤普查工作中的发展达到高

潮，土类达到 53 个，亚类达到 200 多个，为广大土

壤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接受和使用。随着科学与信

息技术的发展，传统土壤发生分类在应用中所暴露

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土壤分类归属由于人们认

知不同而不一致，土类与土类之间的边界模糊，缺 
 
 
 

乏定量指标，难以进行自动分类和检索，在国际上

交流十分困难
[3]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新

土壤分类的研究，即中国土壤系统分类（CST）[3]
。

在近 20 年的研究工作中，先后提出和出版了《中国

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
[6]
、《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修订方案）》
[7]
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第

3 版）》
[3]等大量的文献著作，奠定了中国土壤系统

分类的系统体系，完成了土纲到亚类的基本类型单

元的划分。它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以发生

学理论作为指导，既体现中国特色，又面向世界并

与国际接轨，并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中国长期积累的大量土壤数据是以 GSCC

为基础的，而 CST 累积的土壤数据相对较少，人们

更熟悉 GSCC，认知和熟悉 CST 还需要有个过程，

因而 CST 的应用目前还不很普遍，中国正处在两种

土壤分类体系并存与使用的过渡时期。不过，国内

已有许多工作来积极推动 CST 的应用和普及。按

CST 首次方案新编 1:400 万和 1:1200 万中国土壤图

以及其他个别地区的土壤图
[8]
；GSCC 与 CST 的参

比研究
[9~15]

等等工作，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人们对

CST 的熟悉和认同，有力地推动了 CST 普及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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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6]。但这些工作，有些过于高度概括，有些研究

范围又太小，缺乏足够的系统性；参比研究结果过

于抽象，多数是简单列出某些土壤类型的参比对应

关系，既不全面，也没有数量和空间特征。为此，

利用本研究课题组最先建成的全国 1:100万数据库，

对我国土壤从GSCC到CST的参比及其研究结果做

最为系统和全面描述[17，18]，以进一步促进 CST 的知

识普及与应用。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土壤资源非常

丰富，也由于论文刊物篇幅限制，本文仅讨论 GSCC
高山土土纲。 
 
1  研究基础与方法 
 

1.1  研究基础 

 中国 1:100 万土壤数据库，是由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土壤资源与数字化管理创新科研小

组，历经 4 年建成的。该数据库由 3 部分组成，即

土壤空间数据库、土壤属性数据库、中国土壤参比

系统。 
 土壤空间数据库，即中国 1:100 万数字化土壤

图，是依据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 1995 年编制并出版

的《1:100 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图》，通过对该土

壤图进行数字化、图幅接边和编辑后完成的。该数

字化土壤图如实地反映了原土壤图的面貌，继承了

原土壤图编制时的制图单元，其基本制图单元大部

分为土属，共有 12 个土纲，61 个土类，235 个亚类

和 909 个制图单元类型。 
土壤属性数据库，分为土壤剖面描述数据、土

壤肥力数据、土壤化学数据 3 个子库，包含剖面编

码、土类名称、亚类名称、土属名称、土种名称、

母质类型、层次名称、土层厚度、剖面厚度、质地

名称、体积质量（容重）、有机质、pH、全 N、全 P、
全 K、速效 P、速效 K 以及 CEC、交换性 H+、交换

性 Al3+、交换性 Ca2+、可溶性 CO3
2-、可溶性 Cl-、

可溶性 SO4
2- 等 81 个属性字段。该数据库中土壤属

性数据引自《中国土种志》（共 6 册）以及部分省市

土种志，共有 2540 个各类型土种的剖面数据资料。 
中国土壤参比系统，由 3 个子系统组成，即

GSCC-CST、GSCC-ST、GSCC-WRB 参比子系统。

该系统是以上述土壤属性数据库中的 2540 个土种

剖面野外调查资料和分析测试数据为基础，由具有

丰富经验的土壤分类学家根据代表性剖面资料，按

系统分类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分别检索出每一个

GSCC 土种在 CST、ST 和 WRB 分类系统中的归属，

并相应建立它们之间的参比关系数据库，再由专业

人员编制出的计算机检索查询系统。 
1.2  研究方法 

利用中国 1:100 万土壤数据库资源，首先运行

土壤参比查询系统，对属性数据库中 2540 个土种剖

面逐一查询，分别检索出其在 CST 中对应的土壤类

型名称，建立这 2540 个土种的 CST（亚类）名称数

据库。然后以 GSCC 的土属名称为关键字段，将这

一土壤名称数据库与土壤空间数据库连接，进而研

究中国土壤在 CST 中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类型组

合。由于在全国第 2 次土壤普查总结工作中，编制

中国 1：100 万土壤类型图的人员并没有能够参与编

制《中国土种志》，对某些土壤类型的归属判断双方

都产生了一些差异；另一方面，土壤制图单元空间

数据与属性数据存在多对多的格局，根据关键字段，

土壤属性数据库并不能很好地与空间数据库自动连

接。为此，通过进一步查阅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土

壤及土种志，根据土壤成土母质相同或相近、土壤

类型一致与相似性、土壤剖面点位置与同类型土壤

分布区域一致或邻近等原则，以县级（市）行政区

域作为基本控制区域，逐省将一个个剖面数据合理

地与空间数据库中每个图斑（polygon）单元连接起

来，从而实现土壤空间与属性数据库的连接。该连

接方法归纳并简称为“土壤类型法”，研究工作是在

GIS 平台上完成的。 
 
2  研究结果 
 
2.1 发生分类高山土的分布特征 

 GSCC 高山土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以及西北部

分地区，包括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新

疆等省和自治区。它包含寒钙土、草毡土、寒冻土、

黑毡土、冷钙土、寒漠土、棕冷钙土和冷漠土 8 个

GSCC 土类，所占面积分别为高山土总面积 197.8
万 km2 的 36.9 %、25.6 %、15.1 %、12.8 %、7.7 %、

1.3 %、0.4 %、0.1 %。其中面积分布较大的寒冻土

主要分布于西藏中西部以及青海的西南地区，草毡

土主要分布在甘肃东南部和西藏的中部以及四川  
西部部分地区。寒钙土土类中 55.6 %为寒钙土亚  
类、草毡土土类中 67.6 %为草毡土亚类、黑毡土类

中 59.4 %为黑毡土亚类、冷钙土土类中 71.4 %为冷

钙土亚类。其余土类及其亚类土壤面积分布情况见

表 1。 
2.2 高山土与系统分类土纲-亚纲的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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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生分类高山土的土类和亚类面积统计结果 

Table 1  Areas of groups and subgroups of High-Mountain-soils in GSCC 

土类名称 

 

亚类名称 

 

面积 

(km2) 

面积比 

(%) 

土类名称 

 

亚类名称 

 

面积 

(km2) 

面积比 

(%) 

草毡土 薄草毡土 125236.7 6.3 黑毡土 黑毡土 149553.1 7.6 

 草毡土 341828.4 17.3  湿黑毡土 282.1 0.0 

 湿草毡土 8039.2 0.4  棕黑毡土 77429.2 3.9 

 棕草毡土 30766.4 1.6  小计 252833.1 12.8 

 小计 505870.6 25.6 冷钙土 暗冷钙土 11160.1 0.6 

寒冻土 寒冻土 298943.5 15.1  淡冷钙土 30952.9 1.6 

 小计 298943.5 15.1  冷钙土 109620.6 5.5 

寒钙土 暗寒钙土 104514.3 5.3  盐化冷钙土 68.5 0.0 

 淡寒钙土 216208.8 10.9  小计 151802.2 7.7 

 寒钙土 405323.6 20.5 冷漠土 冷漠土 2807.2 0.1 

 盐化寒钙土 4506.6 0.2  小计 2807.2 0.1 

 小计 730553.2 36.9 棕冷钙土 淋溶棕冷钙土 325.1 0.0 

寒漠土 寒漠土 26581.3 1.3  棕冷钙土 8063.0 0.4 

 小计 26581.3 1.3  小计 8388.1 0.4 

黑毡土 薄黑毡土 25568.6 1.3 合计  1977779.2 100.0 

 
高山土参比后分属于 4 个 CST 土纲，雏形土、

干旱土、新成土、均腐土，它们分别占高山土总面

积的 50.2 %、29.8 %、15.1 %、4.9 %。高山土与 CST
参比后在空间上几乎上述所有省份都有 CST 雏形

土、干旱土、新成土的分布，CST 均腐土主要分布

在西藏和青海的中部地区。 
GSCC 草毡土、黑毡土土类参比后归属于 CST

雏形土土纲，寒漠土、冷漠土归属于 CST 干旱土土

纲，寒冻土归属于 CST 新成土土纲。其他 3 个 GSCC

土类参比后分属于 CST 雏形土和干旱土土纲,且
GSCC 寒钙土土类还分属于 CST 均腐土土纲，棕冷

钙土也还分属于 CST 新成土土纲。参比后 CST 土

纲和亚纲面积分布见表 2。 
2.3  高山土与系统分类土类-亚类参比 

高山土土类参比后分属于 11 个 CST 土类，其

中草毡寒冻雏形土、寒冻正常新成土、简育寒冻   
雏形土、钙积寒性干旱土、简育寒性干旱土分别   
占 GSCC 高山土总面积的 34.6 %、15.1 %、14.9 %、 

 
表 2  发生分类高山土的土类与系统分类土纲-亚纲参比结果 

Table 2  References of GSCC-High-Mountain-soils to orders and suborders of CST 

土类名称 

 

系统土纲 

 

系统亚纲 

 

面积比 

（ %） 

土类名称 

 

系统土纲 

 

系统亚纲 

 

面积比 

（ %） 

草毡土 雏形土 寒冻雏形土 100.0 黑毡土 雏形土 湿润雏形土 5.1 

 小计  100.0  小计  100.0 

寒冻土 新成土 正常新成土 100.0 冷钙土 雏形土 寒冻雏形土 59.2 

 小计  100.0  干旱土 寒性干旱土 40.8 

寒钙土 雏形土 寒冻雏形土 19.5  小计  100.0 

 干旱土 寒性干旱土 67.2 冷漠土 干旱土 寒性干旱土 100.0 

 均腐土 干润均腐土 13.4  小计  100.0 

 小计  100.0 棕冷钙土 雏形土 寒冻雏形土 15.2 

寒漠土 干旱土 寒性干旱土 100.0  干旱土 寒性干旱土 78.5 

 小计  100.0  新成土 冲积新成土 6.3 

黑毡土 雏形土 寒冻雏形土 94.9  小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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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2.7 %；寒性干润均腐土、黏化寒性干旱土

2 个 CST 土类分别占 4.9 % 和 3.3 %；石膏寒性干

旱土、冷凉湿润雏形土 2 个 CST 土类面积分别占 0.9 
%和 0.7 %；永冻寒冻雏形土、寒冻冲积新成土 2 个

CST 土类面积百分比最小分别为 0.08 %和 0.03 %。 

GSCC 寒冻土、冷漠土土类与 CST 土类参比后归属

是唯一的，分别归属于寒冻正常新成土和简育寒性

干旱土；GSCC 草毡土、黑毡土参比后主要分属于

CST 草毡寒冻雏形土，分别占草毡土、黑毡土土类面

积的 92.3 %和 81.1 %；棕冷钙土、寒漠土参比后主

要分属于钙积寒性干旱土和石膏寒性干旱土，面积

分别占各自 GSCC 土类的 78.5 %和 62.8 %；冷钙土、

寒钙土参比后主要分属于简育寒冻雏形土、简育寒

性干旱土以及钙积寒性干旱土等 CST 土类（表 3）。 
 

表 3  高山土土类与系统分类土类的参比结果 
Table 3  References of GSCC-High-Mountain-soils to groups of CST 

发生土类 系统土类 面积比（%） 发生土类 系统土类 面积比（%） 

草毡土 草毡寒冻雏形土 92.3 黑毡土 草毡寒冻雏形土 81.1 

 简育寒冻雏形土 7.4  简育寒冻雏形土 13.8 

 永冻寒冻雏形土 0.3  冷凉湿润雏形土 5.1 

 小计 100.0  小计 100.0 

寒冻土 寒冻正常新成土 100.0 冷钙土 草毡寒冻雏形土 7.3 

 小计 100.0  钙积寒性干旱土 16.6 

寒钙土 钙积寒性干旱土 29.4  简育寒冻雏形土 51.9 

 寒性干润均腐土 13.4  简育寒性干旱土 24.2 

 简育寒冻雏形土 19.5  小计 100.0 

 简育寒性干旱土 28.9 冷漠土 简育寒性干旱土 100.0 

 黏化寒性干旱土 8.8  小计 100.0 

 小计 100.0 棕冷钙土 钙积寒性干旱土 78.5 

寒漠土 钙积寒性干旱土 37.2  寒冻冲积新成土 6.3 

 石膏寒性干旱土 62.8  简育寒冻雏形土 15.2 

 小计 100.0  小计 100.0 

 

高山土共有 21 个 GSCC 亚类，参比后分属的

CST 亚类有 19 个。其中普通草毡寒冻雏形土和石灰

简育寒冻雏形土 2 个 CST 亚类面积分别占高山土总

面积的 22.6 %和 11.6 %；普通钙积寒性干旱土等 12
个 CST 亚类面积百分比都在 1.0 % ~ 10.0 %之间，

共占高山土总面积的 63.3 %；酸性草毡寒冻雏形土

等 3 个 CST 亚类面积百分比在 1.0 % ~ 0.1 %之间，

共占 2.5 %；普通永冻寒冻雏形土、普通寒冻冲积新

成土 2 个 CST 亚类面积百分比＜0.1 %，共占 0.11 %
（表 4）。其中淡冷钙土、冷漠土、湿草毡土、湿黑

毡土、盐化寒钙土、盐化冷钙土 6 个 GSCC 亚类参

比归属的 CST 亚类是唯一的。但总体上，GSCC 高

山土的土类、亚类与 CST 土类、亚类参比并不是一

一对应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交叉，关系十分复杂。 
 
3  结果讨论 
 

3.1 高山土土类参比后归属的系统分类亚类面积 

     标准偏差分析 

标准偏差常用来说明样本内部之间的差异程

度，偏差越大，内部差异也就越大。对某一 GSCC
土类而言，参比后归属于不同 CST 土类间面积标准

偏差越大，归属的各 CST 土类所占该 GSCC 土类面

积的大小差距越显著，该 GSCC 土类参比的结果就

越相对集中到某个或几个 CST 土类，这样对于非土

壤分类专业人员来讲，该 GSCC 土类参比也就易于

把握。 
归属的CST土类面积标准偏差分析结果显示，

草毡土、黑毡土、棕冷钙土、冷钙土、寒漠土、寒

钙土 6 个土类各自参比后各自归属的 CST 土类面积

比的标准偏差分别为 51.2 %、41.6 %、39.4 %、19.3 
%、18.1 %、9.2 %；寒冻土、冷漠土参比后的归属

是唯一的，假设它们分别另有一个归属的CST亚类，

但该 CST 亚类面积为 0，那么它们的面积标准偏差

为 70.7 %。在这 8 个 GSCC 土类中，后二者的 CST
土类面积比的标准偏差最大，它们的归属程度比其

他 5 个土类来说最为集中；其次是草毡土和黑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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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山土亚类与系统分类亚类的参比结果 

Table 4  References of GSCC-High-Mountain-soils subgroups to subgroups of CST 

发生亚类 系统亚类 

 

面积比 

（%） 

发生亚类 系统亚类 

 

面积比 

（%） 

发生亚类 

 

系统亚类 

 

面积比

（%）

钙积寒性干润均腐土 93.4 石质寒冻正常新成土 64.4 冷漠土 小计 100.0 

普通钙积寒性干旱土 0.03 永冻寒冻正常新成土 35.6 普通简育寒冻雏形土 97.7 

石灰简育寒冻雏形土 6.6 

寒冻土 

小计 100.0 石灰简育寒冻雏形土 2.3 

暗寒钙土 

小计 100.0 暗色钙积寒性干旱土 15.0 

淋溶棕冷钙土 

小计 100.0 

钙积草毡寒冻雏形土 98.7 暗色黏化寒性干旱土 15.9 普通草毡寒冻雏形土 100.0 

石灰简育寒冻雏形土 1.3 普通钙积寒性干旱土 22.8 

湿草毡土 

小计 100.0 

暗冷钙土 

小计 100.0 弱钙简育寒性干旱土 14.0 普通草毡寒冻雏形土 100.0 

普通简育寒冻雏形土 0.03 石灰简育寒冻雏形土 32.3 

湿黑毡土 

小计 100.0 

普通永冻寒冻雏形土 1.2 

寒钙土 

小计 100.0 钙积简育寒冻雏形土 100.0 

石灰草毡寒冻雏形土 98.8 普通钙积寒性干旱土 37.2 

盐化寒钙土 

小计 100.0 

薄草毡土 

小计 100.0 普通石膏寒性干旱土 62.8 普通钙积寒性干旱土 100.0 

薄黑毡土 钙积草毡寒冻雏形土 73.8 

寒漠土 

小计 100.0 

盐化冷钙土 

小计 100.0 

 石灰简育寒冻雏形土 26.2 钙积草毡寒冻雏形土 18.3 普通草毡寒冻雏形土 49.9 

 小计 100.0 普通草毡寒冻雏形土 54.9 普通简育寒冻雏形土 50.1 

草毡土 钙积简育寒冻雏形土 5.1 普通简育寒冻雏形土 18.9 

棕草毡土 

小计 100.0 

 普通草毡寒冻雏形土 85.9 石灰草毡寒冻雏形土 7.1 暗沃冷凉湿润雏形土 16.5 

 石灰草毡寒冻雏形土 7.7 酸性草毡寒冻雏形土 0.9 普通草毡寒冻雏形土 60.0 

 石灰简育寒冻雏形土 1.3 

黑毡土 

小计 100.0 酸性草毡寒冻雏形土 23.5 

 小计 100.0 暗色钙积寒性干旱土 2.7 

棕黑毡土 

小计 100.0 

普通钙积寒性干旱土 28.5 普通钙积寒性干旱土 20.2 钙积简育寒冻雏形土 2.3 

普通简育寒性干旱土 71.5 弱钙简育寒性干旱土 5.3 普通钙积寒性干旱土 81.7 

淡寒钙土 

小计 100.0 石灰简育寒冻雏形土 71.8 普通寒冻冲积新成土 6.5 

弱钙简育寒性干旱土 100.0 

冷钙土 

小计 100.0 石灰简育寒冻雏形土 9.5 淡冷钙土 

小计 100.0 冷漠土 弱钙简育寒性干旱土 100.0 

棕冷钙土 

小计 100.0 

 
表现为草毡土、黑毡土参比后主要归属于 CST 草毡

寒冻雏形土，并分别占草毡土、黑毡土土类面积的

92.3 %和 81.1 %。这从亚类参比的结果分析更能得

到说明。 
3.2 高山土亚类参比后归属的系统分类亚类面积 

     标准偏差分析 

表 5 反映了不同 GSCC 亚类与 CST 亚类参比归

属结果的相对集中程度。其中淡冷钙土、冷漠土、

湿草毡土、湿黑毡土、盐化寒钙土、盐化冷钙土 6
个 GSCC 亚类参比后归属的 CST 亚类是唯一的，假

设它们都还归属于另一个 CST 亚类，但该 CST 亚

类面积为 0，那么它们的标准偏差均为 70.7 %，这

在所有 GSCC 亚类中是最高的，说明这 6 个 GSCC

亚类参比后都分别高度集中归属于其相应的 CST 
亚类，因而这些 GSCC 土壤类型的参比最易于把  
握。除此之外，暗冷钙土、淋溶棕冷钙土的 CST 参

比亚类面积比标准偏差也较大，分别达到 68.9 %和   
67.5 %，参比后都分别集中归属于钙积草毡寒冻雏

形土和普通简育寒冻雏形土 CST 亚类，占有各自

GSCC 亚类面积都在 98 %左右，因而这 2 个 GSCC
亚类的参比也是比较容易把握的。棕草毡土、寒钙

土CST参比亚类面积比标准偏差分别为0.1 %、7.7 %，

在所有的 GSCC 亚类中比较低，说明它们参比后的

归属过于分散，参比的难度相应较大，不易于把握。

显然，GSCC 亚类参比后分属于 CST 亚类面积比的

标准偏差越低，该亚类参比就越难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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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GSCC 土类与 CST 土类、GSCC 亚类与 CST
亚类参比结果比较来看，GSCC 亚类与 CST 亚类参

比结果中有许多归属是唯一的，且绝大多数分属于

系统分类亚类面积的标准偏差都大于土类的标准偏

差，这说明虽然在亚类层次参比时归属 CST 亚类的

类型增加，但参比的归属程度相对于土类来说更为

集中。这也就是说参比的层次越低，参比后归属就

越趋于集中，参比难度越小，参比越易于把握。通

过低层次的参比，然后再由基层的土壤类型归纳到

级别高的类型中，高一级的单元参比也就会更容易

些，所以，进一步开展 CST 的基层分类研究工作是

十分必要的。 
 

4  结论 
      
 发生分类高山土的总面积为 197.8 万 km2，包

括寒钙土、草毡土、寒冻土、黑毡土、冷钙土、寒

漠土、棕冷钙土和冷漠土 8 个土类，所占面积分别

为高山土总面积的 36.9 %、25.6 %、15.1 %、12.8 %、

7.7 %、1.3 %、0.4 %、0.1 %。高山土参比后分属于

4 个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土纲，雏形土、干旱土、新

成土和均腐土，它们分别占高山土总面积的 50.2 %、

29.8 %、15.1 %、4.9 %。其中包含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的 11 个土类和 19 个亚类。参比时它们之间相互

交叉，参比关系复杂，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参比后分属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土类、亚类

面积比的标准偏差可用来反映发生分类高山土各土

类和亚类参比的难易程度和结果可靠程度，土壤参

比的单元级别越低，越易于参比和把握。已掌握的

参比数据资料表明，参比最易于把握的有淡冷钙土、

冷漠土、湿草毡土、湿黑毡土、盐化寒钙土、盐化

冷钙土以及暗冷钙土、淋溶棕冷钙土 8 个 GSCC 亚

类；最难把握的是棕草毡土、寒钙土亚类。 
发生分类到系统分类的参比关系复杂，参比难

度大，原因在于它们的分类体系和划分标准是完全

不同的。土壤发生分类重视土壤发生的地理环境的

综合作用（成因）、土壤的发生过程及阶段性特点，

但土壤类型划分的定量化指标不足。土壤系统分类

是以土壤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的，土壤类型

的划分采用了众多的定量化指标。发生分类土壤类

型单元级别越高，土壤发生过程与特征描述越倾向

于土壤发生的主导因素，因而忽视了次要因素作用

和过程。但对系统分类而言，诊断层和定量化的诊

断指标，不仅包含了主导因素的作用和特征，也包

含了次要因素的作用和特征，由发生分类参比到系

统分类，大多是一对多的格局，参比的难度增加。

相应地，系统分类参比的单元级别越高，诊断指标

的标准宽松，限制性的诊断指标少，由发生分类参

比到系统分类，易于出现多对一的格局，也同样增

加了参比的难度。因此，土壤单元级别越低，参比

的难度越低，土壤系统分类的基层分类研究工作也

就越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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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REFERENCING BETWEEN GSCC 
AND CST FOR GSCC-HIGH-MOUNTAIN-SOILS 

 
YU Dong-sheng  SHI Xue-zheng  WANG Hong-jie  SUN Wei-xia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Abstract   Referencing between the Genetic Soil Classification of China (GSCC) and the Chinese Soil 
Taxonomy (CST) for GSCC-High-Mountain-Soils was conducted and their quantitativ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in CST w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1:1M Soil Database of China, which consists of 3 parts, 1:1M 
digital soil map, soils profiles attribution database and soil reference system of China. GSCC-High-Mountain-Soils, 
typical soils with a total area of 197.8×104 km2, can be sorted into 4 CST Orders, Cambosols (50.2%), Aridosols 
(29.8%), Primosols (15.1%) and Isohumosols (4.9%), and further into 11 CST Groups and 19 CST Subgroups, 
making referencing so complicated that there is no one-to-one referencing relationship,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2 soil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re absolutely different. Analysis of the area proportio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a certain 
GSCC soil classified to CST showed that the lower the unit in referencing, the easier the referencing would be. In 
order to make CST more practical and easier to popularize, it is essential and urgent to keep on studying and 
developing CST at lower unit level to establish basic soil classification units of CST.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is of high 
reference value to performance of proper referencing between GSCC and CST and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ST. 
 Key words   Soil reference, Chinese Soil Taxonomy, High-Mountain-Soi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