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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献中
,

早有很多对土缀的纪栽 ;我国农

民长期以来耕作土攘
,

积累了丰富的握脸
,

对土性摸

得比蛟清楚
,

但是长时期的封建就治
,

既浚有把古代

士壤知撤很好发展起来
,

也没有把农民的丰富趣脸总

桔起来
。
近代土壤学在中国传布很晚

,
也和其他学科

一1羊民有半殖民地色彩
,

长期来受着裔本主义国家
,

特

别是美国土壤学影响较大
。
反动航治着的旧中国

,

又

把科学当作点掇品
,

没有发展条件
。
土壤学家人数既

少
,

学术思想
、

工作方法
,

又都存在着一些简题
。

解放后
,

随着握济建投的开展
,

很多苏联土壤学家

陆搜来华
,

通过耕学
、

考察
、

科学合作
,

使苏联的土壤学

视
,

在我国得到传布
。

使我国土攘学术思想上起了很

大的变化
。

首先是发生上姨学观点
,

逐潮在我国建立起来
,

并

且应用到我国士攘工作中去
。
发生上壤学之所以先进

,

在于运用发展观点
,

能动地看待土壤的一切变化
,

分析

土续运动中的各渭矛盾
,

研究土壤中物厦的娜化
。
随

着各地区自然条件的变化
,

土姨性质发生相应的演变
。

人类耕作活动同样也能动地变化着土续
,

使上竣发生

相应的变异
。
研究清楚了土壤运动的各个方面后

,

就

可以能动地定向改造土绒
,

可以更进一步地发展农业

生产
。
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撤别土壤机械割裂的弊病

。

比如
,

过去对平原地区土壤都以冲积土命名
,

这样只

锐明了河流冲积物所形成的冲积土壤
,

概念比较瀚止
,

很难靛明它运动变化的情况
,

冲积平原是我国重耍的

农业区
,

但过去熟为土壤变异比较单碗
,
因此研究蛟

少
,

对土续性厦了解的不深不透
,

很难能动地联系生

产
,

解决农业生产简超
。

其突平原地区土壤类型很多
,

存在着很多生产简题及理输简题
。

平原地区河流冲积物上
,
由于地下水的活动

,

对土

绒有深刻的影响
,

并不能如过去简单地看作冲积土
,

如

地表杖常期积水的土续
,

和有地下水活动而又借毛管

水的作用可到达地表的土壤就应豁分开
。
前者为沼泽

土类型
,

后者为草甸土类型
。
草甸士的地下水活动对

农业生产来盆
,

比坡地丘夔上的土级要好得多
,

但地下

水质
、

水深
,

均有所变化
。
好的地下水

,

土城不会发生

盐化
,

矿才助勺地下水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盐化上级
,

影

响农业生产
。
河谷平原有很多盐土

,

以前我们研究盐

土与非盐土
,

仅仅依地表的盐分积累情况
,

截然的把它

与非盐士分开
,

井浚有联系到盐土与非盐土之朋的联

系及相互棘化的情况 ; 也没有能把盐土的发生和地下

水密切联系超来 ; 也按有更多研究草甸土与当地其他

土壤之简的发生联系
。
其实这些土壤之简存在着很琴

过渡类型
,

如沼择草甸土
,

墓众在洞庭湖区围烷
、

开垦
,

就多选草甸沼泽土种稻
,

而草甸土多种早作
,

靛明把

土攘的个体与个休之阴紧密联系及相互转化
,

研究清

楚后
,

对利用改造各不同类型的土壤
,

大有好处
。
又如

石家庄附近的石津灌区为揭土
,

灌水 70 年来未发生盐

化现象
,

但固安金阴渠灌区属线色草甸土
,

灌水 2一3

年后即引起强烈的盐化
。

这和土壤
、

地下水等都有着

密切的联系
。
对植侧某一地区上壤

,

灌水会不会发生

次生盐化
,

和土壤的发生特征
,

有着密切的关系
。
苏联

土攘学靛研究土壤运动
,

掌握矛盾的各个方面 ;有机盾

的合成与分解
,

土级的淋溶和累积
,

水分的运动和聚积
,

盐分的运行和积果等
,

才表现出好多种类的土壤
。

以

华北为例
, 1 9拈年柯夫达在济南

,

格拉西莫夫在北京
,

都敲为这种土鉴
,

可与地中海沿岸的褐土相比校
。
这

样使得渤海沿岸的土壤
,

与地中海沿岸土壤的粽合特

征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 但太平洋岸季风影响
一

F的中国

海岸与地中海沿岸
,

月
二

不完全相同
,
因此这两种褐七性

厦也有一些差别
。
相同之处是粘粒的形成和移动 ; 碳

酸钙的生物果积和握度移动
。
不同之处是随着季风的

影响
,

我国揭土的有机质大量被分解
。

这样就充分表示

出半千早条件下
,

干湿交互明显所引起土壤和它的农

业利用上的一系列特征
。
如这些地区有充足的热全

,

有千旱与泥涝双重简题
。
农业利用上以旱作棉麦 为

主
。

苏联土壤学家握常强稠人类能动地改造土壤
,
使

土壤发生很大的变化
,
也属于发生上壤学范畴

。

原来

属于盐土
,

开沟排水降低了地下水位
。
冲洗排除了盐

分
,

修筑合子地等措施
,

改变了原来土续的发生条件
,

使士攘其新的特征
。

沼泽洼地土绒
,

担泳疏干
,

或筑境

修组
,

改变了原来的土绒特性
,

变为非泊泽化的土裘
。

同样我们也体会到原来为杠绒坡地
、

修梯田
,

灌水种



御
,

改变原来士竣的特征 ;以及山地修梯田种植
,

改变

了原来土壤的特征
。

又如内蒙
、

宁夏平原
,

每年引黄河

水灌溉
,

使土竣表层均有很多薄层沉积物增加
,

改变了

原来土壤的特征
,

而形成淤灌土坡
。

这些都使土续性

盾发生很大的变化
。
又如将原来不能种植的山坡

,

变

为可种的梯田 ;不能种植的盐土
,

变为可用于农业生产

的士壤 ;以及土姨的精耕翻作
,

大量施肥
,
园田灌水

,

都

改变了原来士绒的肥分
、

水分情况
,

人工 .lJ 造了比原来

更为肥沃的土攘
。

这都是我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人为

饭造土壤的典型事例
。

我介弓应教很好地运用发生观点
,

把这些个别的观点联系起来
,

找出它的变化规律
,

异征

地输征土续简的相互关系
。
运用发生土雄学观点

,

可

以找出这一系列上壤耕作演变的规律
。
因此

,

遵循着

杜康切耶夫的发生土竣学貌
,

是我介弓进一步开展土维

研究的指导思想
。
我们耍吏好地遵循发生土壤学的观

点
,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

研究我国土壤演化的规律
,

对

改造自然大有好处
。

土城的地带性学靛
,

也是苏联土维学的主要内容
。

土族地带性规律是杜康恰耶夫所确定并在以后逐步得

到发展
。

土壤的地带性规律可以充分反映水分
、

温度
、

母质同有机体之简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
。
使植被 (包

括农
、

林等人工植被 )与土壤在陆地上成带排列
。
这种

带状分布释常与棒度方向基本相同
,
即由两极到赤道

彼此演化着。 土壤的水平分带
,
与山地的垂直分布

,

都

把每一种土壤的变化紧密地联系起来
。
这种有规律地

变化的规律
,

是由土壤本身的发生特征充分反映出来
,

但各地区的生物气候特征又会产生洲些相应的变异
。

如黑龙江粽合考察
,

柯夫达
、

李稚豁斯签等与我国科学

家一道 , 征明中国东北部的黑土和生草灰化土与欧洲

部分的土壤分规律不完全尽同
。
不能生搬硬套苏联欧

洲部分的土攘分布情况
。
据此否定了过去生革灰化上

的看法
,

而初步确定小兴安岭及长白山区主要棕色森

林土的分布
,

河谷阶地上为广泛白浆土分布 ; 大兴安

岭区为山地泰加林土及草甸土分布
。

又如过去对新强

土竣曹有灰钙土等名称 ; 但握中苏土续学家联合的新

强粽合考察
,

队为新眼北部为灰棕荒漠土及新获南部

为龟裂土
,

在胡桐林下为特殊的胡桐林土维 ; 叶戈多

夫
,

平斯可依井注意到新疆南眼所特有的盐分累积情

况
,

有时表层积盐达 7” %以上 ; 也进行了国营农辑盐
土改良拭脸

。
这样对新弧的土坡利用改良方向

,
.

有很

大的参考意义
。

全面地联系土接的地带性特征
,

与各地带士坡的

农业生产特征
,

都有着密切联系
。
如才匕左的章甸土均

有导致盐化的可能 ;南方的草甸土
,

地下水位虽筏
,

但

并不发生土族盐化简题
,

这充分与土旅的地带性特征

有关联
。
这些不同类型的土壤 ,联系着地下水的活动

,

表现出不同盐分果积情况
。
由地带性概念更得知愈趋

,

西北干早地区
,

土族中积盐愈多
。

土簇的地带学靛可以指导我们把各地区的土竣及

水热条件充分地反映出来
,

如热带赤上与南亚热带肛

壤的不同
,

北部亚热带土攘 (黄棕续与黄揭土 )又与上

述二种土壤有所不同
。
这对农业生产配置

,

发犀农业

生产
,

都有直接关联
。

运用地带性学貌可以耕征地看王续的发生发展
。

如过去我国一些土壤学家在耗壤区所熟为 的灰化 作

用
,

佐恩教授持以否定的观点
,

队为灰化作用只有寒温

带针叶林下的上壤
,

才有可能
。

我国南方热带
、

亚热带

地区土续
,

不应有刻匕现象
,

最多只可敲为是脸灰化或

假灰化
。

土壤地带性学羲
,

充分应用在上续区划方面
。
我

·

国自然区划的研究
,

主耍就是学习了苏联发生土城学

和土续地带性学视的影响下进行的
。

格拉西莫夫
、

罗

佐夫等府自然区划抬了很大的帮助
。
罗佐夫的

`

协联

农业土壤区划” 的原 1RJ 方面
,

对我国科学家进行区划及

土壤区划有很大的启发
。

居用苏联先进理输与 方法
,

对我国具体情况下对圣壤的水平地带性及山地士镶的

垂直分带
,

划分为若千粗合
,

特别对海洋性及内陆性
,

更划分了很多土区 ;所划分的地带及土区
,

苏联土续学

家罗佐夫
、

舒瓦洛夫等
,

与其他有关苏联科学家` 武都

充分地进行了封蹄
,

使我国粽合自然区划
,

更趋完善
,

.

, 使土续的气候带及土续的生物带更能得到密切桔合
。

我国幅且广大
,

地势起伏甚大
,

包括着塞温带
、

i昆

带
、

暖温带
、

亚热带
、

热带
。
自东向西

,
由海洋性的湿溯

地带
,

到大陆性千早地带以至淇境草原带
,
中简有很子

的过渡类型
。
地势也是西高东低

,

这样复杂的自然条

件
,

使农业生产情况
,
多种多样

,

可以进行很多种类的

棕合挫营
。
我们能运用地带性的学甜

,

对土续的发生
、

演变情况
,

有充分的了解
。
对农业生产的发展

,

有舫很

大的参考意义
。
这种地带性概念

,

在我国古代早有敲

撤
,

但肯待进一步发展
,

如对南橘北扭
,

江南江北
、

淮南

淮北差异都有很多鼠救
,

这些都很符合地带性学靛
。

近

年来学习苏联土竣学扮的过程中
,

对我国土壤的生物

气候带概念及生物润如侈概念逐渐得到明确
,
当分析研

究我国土续分布规律时
,

我护气可众不仅支节地根据个

l8J 的土壤特性
,

而且更可以根据上维的粽合特性
,

把上

竣本身的发生演变粽合起来研究
。

苏联士攘学是社会主义科学的粗成部分
,

是世界

先进的土续科学
,
与脊本主义国家科学不同之处

,

在于

理揣密切联系实际
。
苏联土绒学家在中国共同工作的

过程中
,

特别强两土戮科学密切联系生产
。
我国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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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建歌初期
,

土壤科学界由于资产阶叙学术观点没

有得到改造
,

存在着理箫是否联系生产实际的争渝
。

苏联土壤学家都强刹指出
,

苏联建毅初期
,

也存在若类

侧的争输
,

他们在建袱的过程中
,
巳解决了这一阴题

,

就是理渝要从实际中来
,

科学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
。

这样方向性简题的解决
,

对推动我国士壤学前进
,

起着

很积极的作用
。
他啊举出如盐土改良是由于旧灌溉集

系的紊乱
,
农业技术措施的低劣

,

加以大规模发展灌

溉
,

缺乏握盘
,

使土壤遭致强烈盐化
。
国家决定大力改

造灌区土壤盐化
,

在很多灌区里大力展开了盐土研究
。

三十年来解决了土壤盐化简题
。
并在研究方法上也创

用了深坑剖面的方法
,

粽合研究土壤
、

底土
、

地下水等
,

从而累积了大量科学脊料
。

工作过程中还培养了大批

水平很高的科李家
。

这都是密切联系生产实际
、 `

提高

科学理输的典型例子
。

柯夫达涌靓院士
,

以中国科学院总顾简名义根据

苏联科学院生产力委具会的趣脸
,

建澈我国开展粽合

考察工作
,

为社会主义建歌
,

查勘自然查源
,

考虑生产

力配备
。

这样相继开展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
,

华南热带

植物粽合利用
,

新张
、

治沙
、

南水北稠等粽合考察琪 目

为社会主义建戳积果了半富的科学脊料 。 很多苏联上

壤学家
, 又扛伐国建毅事业与土壤科学

,

都作了很多工

作
,
如舒瓦洛夫

、

巴宁对长江
、

黄河流域土集工作 ; 以

阿尔曼德为首的苏联科学家们
,

对黄土高原终土流失
及水土保持

,

开展很多建歌性的工作 ;扎斯拉夫斯基对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
,

也作了很多工作 ; 康

皓酷娃
、

赫里斯捷娃对土壤腐殖盾
、

泥炭的利用及戈
,

伯豁夫对土攘矿物粘土矿物的耕学
,

对我国开展这些

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
此外

,

很多土维学家
,

对农业
、

施

肥
、

农垦等方面作了很多指导工作
。

在苏联土续学宋

的指导下
,

培养了大批青年的土壤科学队伍
,

如森林土

壤洞查方面
,

通过实际任务
,

建立起了一支青年森林上

壤队伍
。

苏联土续学家护弓以他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
严

肃的科学态度
,

在我国很多土级研究中开展了很多有

价值的工作
,

对我国土壤科学有深远的影响
,

改变了我

国土壤工作的面貌
。
但他们在工作过程中

,

很强稠根

姆我国具体特征
,

进行我国士壤科学的研究
。

我国是

自然条件很复杂的国家 ; 也是古老的农业国家
。
劳动

入民长期生产突践
,

积果了很丰富的挺脸
,

人类生产活

动对士攘也有很深远的影响
。

今后更进一步学习苏联

先进土姨学成就和总桔我国攀众农业生产粗输
,

必将

丰富土线科学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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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田不是士壤分类的单位
,

是

根据士地钟极指标所确定的一种土地

类型
。
和一般的田地来比校

,

在这种

士地上投入相等的劳力
、

物力
,

但滓收

举耍低得多
。
由于外界的原因

,

例如

长期不雨而又没有及时的灌溉所造成

的低产
,

不能称这种土壤是低产 田
。

但是在正常的条件下
,

某种引起土壤

低产的因素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
,

井

且赋予了士壤一定的性质
,

使它一贯

的低产 (例如冷水田 )
,

就应当称为低

产田
。
低产的土壤常常是在一定的自

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
因此

,

它可能具

有和它相应的土壤形成过程的特 征
,

因而在士壤分类果枕中
,

低产田常常

有着它固有的个体的命名
。

在安徽省的士壤系抚中
,

低产土

壤大概有着以下的名称 : 如麻骨出
、

砂

子士
、

死肛泥土
、

死
1

叮干
、

死黄崩土
、

澄

白土
、

寒浆泥
、

冷水田
、

锈水田
、

冷砂

土
、

黄出砂姜
、

黑止砂姜
、

风砂土
、

响砂

土
、

盐硷土等等
。

这些土壤低产的原因是很 复 杂

的
,

其中有的是因为土壤的自然肥力

本来就很低
,

有的是因为存在着某种

限制土壤生产力提高的因素使土壤低

产 ;换言之
,

有所串低产的主导因夯存

在
。

低产田的改良和一般的田地不同
,

赔吓咨浦硕ǐ安徽农学院)!
、

安徽省地区低产田的低产原因和改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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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有用较大的劳力

、

物力针对着影
一

—
`

响低产的主导因素加以改良
,

才能达

到一般田地的生产力水平
。

一般田地的改良
,

在实盾上

是州个合理利用的简超
。
低产田的改良

,

是耳有从根

本上来改造自然的意 义的
。

安徽省低产田的面积大钓 占全省耕 地面 积的

20 %
。
根据它们木身影响产量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

几个类型 : 石盾型
、

杠土型
、

焉千土型
、

白土型
、

青泥土

型
、

砂萎土型
、

飞砂土型和盐硷土
。

石质型
、

杠土型
、

青

泥土型的低产田多分布在山区
,

其中以青泥土型的而

积最大
。

焉干土型和白土型的低产田多分布在丘陡地

区
,

其中以白土型低产田分布较广
。

其他类型的 (tJ 产

田主要分布在淮北平原地区
,

其中盐硷土所占的比重

最大
。
下面分别予粤简单的封赢

(一 ) 石熨型 主要是指皖南山地和大别 山区

在很陡的坡上所新近开垦的田地来能的
。
当地的名称

有黄砂土
、

麻骨土
、

砂子土等等
。
这些土换整个的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