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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很多省区
,

正 在开展矗瓷烈烈的纂众性

里: 壤普香运动
,

广大农民
,

在党的镇导下
,

和土壤科学

工作者一道
,

进行着清查田上
,

制成人 民公社土壤图

幅
,

规划农类生产
,

为进一步发展生产作出了出色的工

作
。

我国农凡
,

通祖辈辈耕作利用土壤
,

积果了极其丰

官的耙输
,

对池们所使用的土壤
,

非常熟悉 ; 井用着极

其俩辣而生劫活溅的藉汇
,

象征七壤
,

表明土壤的耕作

特征及 !{巴力
.

巧履书兄
,

如用
“
油

, , “
黑

,

淤明肥沃
, “

死
, , “

板
, ,

视明疥薄
。

南方对水田土壤分法和看法
,

也多考虑耕

作特性
,

上匕科学拼作竿蒙只罩用形态持毛印勺分类方法要

实际的多
。

比如房白散
、

正白散
、

死内散之分
,

直接反

映肥 力高低
,

耕作插秧的难易
。 』

皂白散肥沃
,

死白散黄

疥
·

讲后部需插秧 ,否划彝易板桔
·

对青火泥田
,

翠钝

就其剖面形态
,

很不易分出肥沃与不肥沃
,

但农民在生

产实跷中
,

就能分开
。

北方 也有很多例子
,

同样是轻鉴

七
,

一

可分为蒙金夜潮
、

雨合土
一

蒜瓣
_

卜
,

黄上板等等
,

充

分 J又映耕作及水分运行
。

农民对注
:

壤情况
,

了如指掌
。

草众普查所取得的土壤瓷料
,

制成的图 !)履
,

均能充分反

映出土壤的挑作利用
,

对深拼改土
,

发展生产有着道接
的指导意义

,

但如何把这些宝贵餐料
,

进行总精提高
夕

丰富上攘

科学内容
,

目前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看法
。

有的人豁

为这已忽是完整无疵的科学青料 ; 但在实际 整理的过

程
l
一

氏各公耐
_

阁资料汇总时
,

同土具名
、

具上同名很多
,

如何去粗存精
,

把拣个上壤的名称和 内容
,

肯定
一

下来
,

使
_

卜嚷的个体特征明确
,

井能消晰地划分不 同上壤阴

的差具
。

这些
_

七壤性贸
,

什么 隋祝下反映量的积果
,

到

寸}么 11街况下
,

又可达臂的飞跃
,

都要很好地反复思考
。

卜壤查料中
,

小地区局部的名称
夕

又如何和省际及全国

联系起来
夕

都有很多工作等我们去作
。

我侧在京郊普查完后
,

曹化很大力量
,

去归钠各公

欣阴的土壤名称
。

当由万分之一公社图制成市土壤图

时
,

舫到」
一

万分之一
,

很多原来公社的土壤翠元
,

看不

洪来丫
。

因此又产生一个新的阴题
,

理
一

蒸龚毕个 8I] 的名

称
,

系毓整理起来
,

才能毓制更大地区的图幅
。

因为纂

众的怨麒有它的局限性及地区性
。

在确定土壤的个体

特征后
,

再进一步寻状出土壤自够琴l司性
,

才能使这些不

同的士壤
,

归釉起来
,

既反映了地区特征
, 一

也反映大区

土址献规律性
。

我们豁为然填归掀整理工作有着极其

兹要的意义
。

这样整理的工作篓体现
“
上

’
)’’ 洋

”

箱合的精神
二

公

社图是以当地名称制成
,

对当地公社来沈很好
,

用起来

此畏畏的洋名易懂
,

内容也极其丰富
夕

因此应孩坚特以

土为主的原则
。

较大地区就应考虑
“

上
’
3’’ 洋

’

肺合只至
于如何作到上洋精合

,

大家的体会 也是不同的
。

很多地

区是采用土名和洋名并列
,

左
“

土
”

右
“

洋
” ,

这种并列方

式
,

廷浚有能把土洋桔合起来
,

如用
“
洋

”

必略
“

土
” ,

用

“

土
”

必略
“
洋

” ,

有时土名旁 i)) i塌瑟的洋名
,

并不一定确 切

反映
“
上

”
名所指的内容

,

也可以税形式和内容还浚有

兢一起来
,

使得有人怀疑
)

发生卖壤学是否需要
。

阴题

不在于土壤本身
,

而在于如何正确理会 七壤的发生与

演变
。

也有些地区
,

先作一套
“

洋
”

的土嚷分类
, 一

F去便

套拿众的名称
,

这种作法
, 一

也很难把拿众的翘蔽总就起

来
。

由于这雨种不同方式的仔在
,

使得有人作出这样

掀赫竺洋
”
多是

` `

自然
”

土壤
,

而当地名称为农类上缀
·

稿农类土壤
,

可以不必多思考
,

甚至完全浚有必要老虑

土壤发酬寺征
。

但是这种看法
,

应敲展开很好的学术

豁谕
。

为了明确这一阴题
,

首先被从韶撇 长颧环日改造

土壤淡起
。

土壤是自然客体
,

过去
二七壤工作者

,

研宪土壤自然

形成较多
,

考虑土壤的生产特性鞍少
,

形成对农类生产

箱合不密切的偏 l6]
。

这次拿众普查
,

可以基水土料
一

正

这种缺点
,

如果我们反过来又只强稠 土壤的农类生产

特性
,

而忽习昆土壤的自然发生规律
,

就局部地区利用起

来尚可
,

较大地区就会发生一系列阴题
。

我俨J肯定军

众对土壤韶款和利用有着极其丰富的翘尉
,

但
一

也得韶

款到这种趣胁受浩地区性的限制
。

这些丰富的耗脸中

所包藏着队普遍规律
,

要很好的加工提使
。

如壁众在东

北月i称的黑土
,

是指有机鬓量 s一 1 0 %
,

有机赞层厚达
1 米以上的土壤

。

而华北地区塞众所称的黑
_

L系指地

势低平
,

水分充足
,

有涯涝的士壤
,

有机臀量仅 1 %
_

仁

下
,

有机臀层厚仅 2 0一 3。 厘米
。

南方摹众月诩弋的黑 卜

为薄层石灰岩山地土壤
。

这兰种
“

黑上
”

存在着本优
_

卜

的差奚
,

施不能混为一款
。

又如西北黄互
: ,

贾地枉松
,

上层深厚
,

粗成源勒地形
,

土壤含大量碳酸钙
,

呈碱比

反应
。

而江南纂众
,

把起伏丘陵地上的酿性耗色粘上
夕

也称为黄
_

上
。

作为科学瓷料来整理
,

找训就不能不 多

加推敲
。

部不能因此而否定拿众名称的不恰当一也不

能把狄些 胜嚷混淆起来
。

应言刻卫好地老虑
,

哪种上绒

。
挂



惬生馨的
,参l种 上壤是比鞍次霎的注鬓的放鑫反映士

类亚奥恃征
,

次者放在土种变种的位置
。

要作到很好地

熹凝磐默鞘翼
是把雾

类的基

由差具

性白狄小
,

区别王类或土种买种的变界
。
习乙们的意见

是以公社为覃位
,

应完全把莺黔众难七摧摹的名称和意见

保畜下来
,

对小地区来看
,

要多反映土壤的澎卜作生产特

堆
,

对大地区 (氛省以至全国 )多 2丈卫央称些玉壤性赞的

书同特征
,
一

士壤分布的规律性
。

这些大地区的上壤特

征
,

是由小地区的具体材料归扔出来的 ; 而范些参乙律

性
,

尽葬来对局部他区的续鑫鬓降征
,

也阅
.

以包含进去
夕

因此必镇使>J/ 地区及大 悉也区的玉壤绝昆律 l生形矫起来
。

这是正确的上洋精合的道路 :

苏联王壤学
,

在憧大的士壤学家社康恰耶夫的奠

基下
,

取得很大的成就
,

得至吐世界公韶
,

我俐应很好地

学习
,
不过不能教条地生翻雯!i更套 ;也决不能割断科学的

莲苹壹性
。

但具体到我们的国家
,

上壤澎卜作已久 ; 很多土

壤罐过多年来的耕作乡应肥活动
,

使原来的自然发 生特

斌有了很大的改变
。

我们要知道这种人为活动
,

土壤

特性的程度也不一致
,

如南方缸攘种植水稻后
,

由黄

泥田至U大眼泥
,

再到青夹泥的变化
。

北方由黄沙土逐
`

撕发展成为黑沙土
,

油沙上
。

这都是很好的例子
,

有的
、

变化根大
,

有的变化很握微
,

靓明我们过去只笠攀苯屯注意
.

首然成上因素 ;分析研究土壤
,

只 注意土壤的自然特

征
,

而忽视人为活动的因素
,

肯定不能掌握我侧这些因

耕作而引起的土壤变具
·

但人类的活动
1

毕竟还是在

!矍鬓霉黔本翠翠
有 f l勺蚤角已发生 )寰变

,
同外尸

变阶段
,

还没有晚离自必上

攘时它的耳大影响
。

如南方因过多施用石灰
,

使水田

土壤变为
“
石灰板给角

“ 、
句以我巴铿写l起上壤性臀上

宜大的变具
。

不致根多士壤施用石灰
,

并汝有引起上

壤基本性覃的改变
。

但各地士壤由于自然条件不同
,

反

映在上壤基本性胃上的差吴也很大
。

南方水田和北方
-

水田差具很大
。

华南
、

北方和新疆白崛 t作土壤
, `

聋们在

性臀上还存汹:着本霎别二的差界
。

晋北春麦区和晋南冬

麦棉花区
,

土壤性鬓及自然条乎储肠有影响
。

我招3在研究

农类上壤时
,

也还得考虑份些上壤的自然特瑰谁
,

荆俄 }四

这样土地辽筒的国家来视
,

自然条件变化复杂
,

我滩尸弓对

士壤尚题如果考虑不够全面
,

很不符合党j咐旨示的
“
冲

-

天千勤加科学分析
, ,

的精神
。

我 价赊占合拿众
,

政想敢

矛
,

进行土壤普杳
,

打破常规
,

取得丰富土壤瓷料
,

但对

瓷料整理过程
,

又是一件极其复杂而耙致的工作
。

并
歹犷土

, ,洋名称
,

拯浚有作到上洋精合
。

少数 };斗学工作
者

,

忽砚墓众未当三盗渝的总桔
)

豁为
`

汪
”

的称斗学
,

不系杭
,

也值得批利
。

呈i墓奔屯强稠自然形成
,

忽 i衫活上壤的农巢生

产锡正
了
位很难桔合生产

。

正确地对待星篙众普查于碑云料
,

.

应款根好地把宜纂众土壤普聋成果
,

系杭加工
。

要在这

些爵料的基砷再。捆工姆使才毛夕电车洋毛焦
“

工二户公感

僻省世界科学成果合流
,

丰富土壤科学宝康
。

侧
`

土
”

的提高
,

洋的改造
。

所渭洋的改造
,

就是不一定用那些

默架霎{粼靡繁黔架忽瓢土壤科学放果
。

考虑成土因素时
,

应敲把人为泪卜作活

动因素
,

敛在较高的位置 ; 但同释也不忽视自然因素对
土壤的影响

。
·

把这些丰富的士透襄脊料
,

系就地整理权
来

,

既确切地反映地区特征
,

生产特征 ; 而大地区士缓

的概念胜澎辞倒全也很明确
。

使这些瓷料
,

对指导农巢

生产
,

充实土壤科学内容
,

放出奇界的光彩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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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阻擒风力
,

湿渭室气
,

可 以减弱上壤的蒸发作

用
。

以上这些稽施只是改良奥斑地的主要措施
,

亦可

能还有更好的指施
。

在卖施上应根据具体附祝灵活地

果舒l和运角
,

并应考虑粽合性地运用
,

相辅而行
,

成效

就更显著
。

从上面的措施里我摺可以看到
,

忿些措施主要是
屡于水

、

肥
、

土
、

种
、

密
、

管等几方面的
,

而这些亦正是农

类增广刁曹施的八字宪法的重要内容
。

河套地区一个劳

动力平均负担 Z D一40 亩的耕地面积
,

种的多
,

自然就

种的差了 ;种的差
,

自然就产的低了 ;产的低
,

自然就收

的少了
。

广种薄收的习惯还普遍地存在
。

农地中粟斑

畏期存在
,

返不能不与广种薄收的耕作制度是有着密

切的关系
,

种的多
,

种的差
,

亦就不会过多地注意已欠良

嚓斑地
。

现在已释提出种少
、

种好
、

高产
、

多收的基本

农田制
,

大力贯彻扒行农第增产指施脚、字宪法
。

我

们相信在八个字上力气用到了家
,

农地中的奥吩酬等被

消灭
,

作物产量亦将无限高孤
在实施种少

~

种好
、
高产

、

多收基冰农田制的同时
,

将有一部分农地退耕
*

这些地一般是嗯碱比翰严重的

地
,

应 当考虑在这些地上种扎置部分的牧草和树木、
一

在

这种地上如集径过币撇牧草而改良好了
,

肥 力亦增高

了
,

还可以用来种粮盒和释济作物
,

从而可以豁禺一套

编作制度来
。

从农
、

牧
.

林巢全面发展出发
,

根据王地薰清等等

情祝进行全面的王地规划
,

将咙清地的改良和农
、

收
、

林类上的利用紧密地桔合起来
,

这样圣簿斑地亦不会作
怪了

,

它将同祥地听从人们的使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