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款土垠
熊 毅

“
万物土中生

” ,

有了土坡
,

才能种植作物
。

农业
“ 八字宪法

” 中的八个字
,

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

豹的
,

但总的搅来土壤是莱础
。

作物种在好的土壤上
,

其他七个字发挥的作用就更大
。

士壤是陆地表面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层
。

土壤不只矗 自然形成物
,

耕作以后
、

就成为人类昨

动的产物
。

井且瘾过人类劳动不断得到改良
p
土壤可以供轮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

、

养分和其他 生

括条件
,

屯的这种能生长庄稼的能力
,

哄土该肥力
。

锰趁人类劳动
,

土壤肥力可以不断提高
。

、

掌握 土琅登展的客
、

视现律

孽改造土壤
,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

以获得农作物的高锣丰产
,

就需要敲栽土壤
,

批清土壤底耙
,

掌握土壤发展的客观规律
。

.

土壤中合有不同成分和数量的固袜
、

液体和气休
,

三者彼此紧密联系
,

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桃

体
。

固体包括各种不同成分的矿物和有机盾
,

它们是粗成土壤的骨于
,

又是植物养分的来源
。 ·

十

壤固体中的矿物质
,

包括不同大小的颗拉和节晶态盐类
,

其中颗拉较大的砂粒成分主要是石英
, 之

仁

对植物营养虽无直接意义
,

但对土坟的排水通气性质却十分重要 ; 颗粒被小的粉砂粒和粘位的矿

物成分很复杂
,

含有长种机物营养元素
,

这些元素的存在状态
,

多不溶解于水
,

难以被械物直按吸

收
,

只有变成溶解性的化合物后
,

才能被植物吸收
。
由于这些颗拉的大小和排列不同刹

二
峰就产生

不同数量和大小的孔隙
,

!狞藏水分和气休
。

砂粒较声
,

孔隙较大
,

土壤排水通气性能就好 ;粘性 多
】

排水通气性就差 ;所以就
,

土壤的疏松程度决定于其中矿物默粒大小的此例
。

此外
,

矿物颗拉的大

小还决定土 J典的吸水保肥能力的高低
,

颗粒愈小
,

表面积愈大
,

吸水性能就愈弥 ;也就
一

是没
,

粘位 劣

的土壤
,

.

吸水保肥能力就大
。

我们常税砂土保水保肥力差
,

就是由于它的粘拉少
,

吸收性能小的椽

故
。

士壤中的固休
,

除矿物外
,

还肴 1一 5拓的有机质
,

含量虽然不多
,

但对土壤的性质影响很大
。

有机盾就是指土壤中的动械树造休
,

拯过生物化学作用
,

尤箕是握过微生物的作用
,

形成腐殖质
。

生壤粘粒和土壤腐殖质紧密桔合在一起
,

形成土壤吸收性复合体
,

复合休表 面吸附 许很多可以为
、

松物直接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
。

复合休的吸收性能对于土壤肥力具有极龙要的作用
。

复 合休的

吸收性能
,

决定于粘粒和腐颓质的性质和 多少
,

特别是腐颓质的性质和合量
,

人 llJ[J 常挽腐殖放可以

增加土壤蓄水保肥能力
,

道理也就在此
。

有机质中合有植物月「需的养料
,

耗过分解
,

竹别是微生物

的作用
,

不断释放营养成分
,

供抬松物利用 6 此外
,

有机质还可以改善士壤的粘构性
、

疏价性和水

热状况
,

并可促进土舞微生物的活动
。

土壤中液休的合量和成分不一
,

砂性土壤的水分含量很少
,

泌洼地土壤舍水过 多
。

水分进入

土壤 ,,从土壤中浸出可溶性物质而棘变为士壤溶液
。

土壤溶液的成分各有不同
,

有的呈酸性
,

有的

呈碱性
。

土壤溶液中合有养分可供作物生长的需要
,

但如溶液中盐分含量过多
,

也会影响作物的

生长
。

土壤中气体舍量的多少
,

决定于土壤孔隙度不「潜水量的多少
,

因为水分和空气都装在土壤孔
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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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电水分多了
,

空气就会诚少
,

宅俩是互为消长的
。

植物根部需要空气
,

深耕可以促进作物
峥

的

发育
,

就是由于深耕后
,

土壤疏松
,

空隙增多了。 一般
哪

田由于土壤中水分多
,

室气就被少
,

采界
烤田的办法

,

可以增加土壤的空气
。

土壤中塔气增加
,

氧化作用加张了
,

就能促进养分的释 f)je
,

供

水稻吸收
。 .

土壤翘常泡水
,

不但空气减少
,

还会产生甲烷
、

硫化氢和氢等气体
。
这些气休积粱过

,

多
,

对作物生长不利
,

甚至发生毒害
。

在土壤中
,

无箭是固体
、

液体和气体之朋
,

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之简
,

有生命物厦和无生命物

质之简
,

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弱的
,

并
_

巨受粉外界环质的影响
。

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各种

各样的土壤
,

就肚
壤内在性质和外界环境矛后挽一的真体表现

。 ,

/
,

,

土壤形成的过程
,
就是补多矛盾枕“ 的过程

。

这些矛盾是
:
有机化合物的合成与分解

,

矿物的

合成与分解
)

有机无机化合物的生物积累与淋溶过程
,

土壤水洲
口空气的获得与报耗

,

土温的升高

与降低等等
,

宅们存在于所有的土康之中
,

不仅相互依存
,

·

相互制豹
,

而且是可以相互搏化的
。

这

些矛盾是引起土壤道动发展的原因
。
由于土壤中矛盾的多种多样

,

弃界环境的结粽复杂
,

!月而形

成的土壤就有各种各样
。

土壤时刻都在运动变化着
,

我们平时所言啪勺这种土壤或那种土嚷
,

只是

土壤航山运动过程中的静止阶段
。

由于各种土壤的内在性质和外界环境的各不相同
,

所以它们的

运动方向和速度也就各有不同
。

同 时
,

各种土壤也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
,

而是彼此互相联系
、

互相

影响的
。

因此它俩的发生与运动也就不是孤立的
,

而是由一个土壤过渡到另一个士壤不可分割的

橄擞
。

人们如果能够欲敲土壤中的矛盾
,

狡清土壤底糊
,

了解土壤运动发展的方向
,

也就是。老掌握

了土墩岑展的客观规律
,

就砰异用人为的办法
,

把土壤运动引向有利于人的方向
,

eIJ 坛加肥力的方

向发展
,

为农业生产的持使跃进服务
。

有 目 。恤利用和 改 良土 娘

影响土壤运动发展的因素专自然条件和人类生产劳动两个方面
6 自然条件包括气候

、

生物
、

地形
、

母岩和水文条件等
,

屯俩粽合地 影响着土壤的运动和发展
,

例如我国南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的忽色土壤
,

由于气温高
、

降水多
,

士壤中的有机厦虽然形成得多
,

但分解也很弦烈
,

土域` 般不合
、

石灰而呈酸性反应 ;分析桔果
:
腐殖质祖成中富啡酸合量较多

,

胡敏酸的分子较筋单
.

,

胶 体为
,

物中

多属高陵类
、

赤族矿及三水铭矿
,

这充分反映了在热湿环境 F的土联形成过程
。

我国东北所分布

的黑土
,

屯的形成过程和南方肛土就不同
。
由于寒冷季节长

,

土壤中有冻土层
,

因此新解有机物质

不能充分分解而大量积果起来洞时由子气温低
,

士澳蒸发小
,

土壤中的石灰一般淋洗至底层
,
土

`
·

壤多为中性反 应 ; 分析桔果
:
土壤中的韧小辉拉合有漾除类矿物

,

腐殖盾中合胡敏酸较多
。

土壤的运动发展
,

固然受 自然条件的影响
,

但人类劳动引起土壤的变化更大
。
人带生产劳功

对子土壤的影响和一般 自然条件的影响有本质上的差异
Q
人类是有针划

、

有 目的地利用和改良士

玻
。

土壤握过人类 :娜作后
,

在 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的粽合影响 卜
,

就会发生新的变化
。

人类劳动

改造土壤的例征很多
:
荒地的垦殖

,

干旱地区 白淮溉
,

卒原的放淤
,

洼地及盐碱地的挖沟排水
,

梯田
`

的修筑
,

水稻的种植
,

砂丘的固定和防护林裸舞均种植等等
,

这些人为的措施都大大改变了土壤的外

在环境和土壤的形成过程
,

使士壤向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
。

又茹深耕施肥和客土换土
,

不仅改变 /
、

土壤的粗成
,

还可以改变土壤的性状
,

加速土壤熟化
。
由于人类年复一年的不断劳动

,

土堆就能不

断地稚擅向前发展
Q {

我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早已欲熟到通过耕作可以改良土壤
,

土壤肥力可以不断提高
。

农罐 中

的 “ 人有懒人
,

地无薄地
, , 、 “
人勤地不娜

, ,

等等税法
,

充分反映出他们对土盛发生
、

发展科学的正确

瑰点
。

但是
,

过去在反动兢治下的青产阶极士壤
移

却把土壤看作是静止不变的
,

敲为土堪只是

自然形成物
,

因此人类对土壤是无能为力的 ;错视地把大壤学分为理输土壤学和实用土壤学两类
,



使理箫脱离实践 ;尤其反动的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
,

制造反科学的
“
土块肥力递碱律

” ,

欲 为土堆握

过种植以后
,

肥力就会愈来愈低
。

按照这个荒碧的规律演择下去
,

农业产显将愈来愈低
,
人 ,之将愈

来愈贫困
。

这种反动的观点
,

现在 听起来似乎觉得可笑
,

可是宅却在过去一个 l}J 期内豹束希人们

的思路
,

影响若土 J妻科学的发展
。

苏联先进的土堆学家威廉斯
,

对土壤科学的杰出觅解
,

彻底粉碎了资产阶序及土堆学初勺反 科

学的
“
理瀚

, ,

; ,醋能
:
二壤不仅是一个历史自然体

,

还是社会生产活劫影响下的劳动产物 ; 并 。
.

弦

稠土壤肥力是士壤质的特征
,

土澳肥力可以不断发展和提高
,

场土壤科学奠定了基础
。

.

近年来
,

我国农业生产 ,、勺大跃进
,

农民军众大搞农田基本建履的桔果
,

又进一步丰富初发展了

土壤科学的内容
。

人们她过兴修水利
、

平整土地
、

修筑梯 田
、

深耕改土
、

灌溉施肥
、

粘拼初行内:水士

保持等工作
,

使土壤起了极大的变化
,

土壤肥力迅速提高
,

农业生产获得室前的丰收
。

这
,

匆 ,。冠件
人类的劳动

,

可以使土壤亨动向人们要求的方向发展
,

迅速提高肥方 o’ 这不仅粉碎了
“
士土州吧方递

械律
” 的忍输

,

还为挤育肥沃土壤提出革命的欲淤
。

大跃进以来农业高产的事实 已押向人 fltIJ 衍 出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人类可以通过劳动高速度地定向改造土壤
,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

对于士 3襄肥力的献撇
,

我们今天也有了新的发展
。
过去威廉斯已握突破单林从矿物营养出发

的肥力魂点
,

款为土堆团粒拮构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标志
。

而我们在大踩进中的实践征耐
,

那过人

为的各种耕作措施
,

土壤肥力得到了迅速提高
,

增产的幅度很大
,

但是这些土壤有的并没有团 *林、

,

如水不写土 `有的团榨精构哪
得井不好

,

由此可见
·

团拉精构并非土壤肥力的唯六李怎“陇 应孩
,

土壤肥力是粽合的
,

培育肥沃的土块也得采用粽合措施
。

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今同祥}司

,

精合深耕大量施月巴
,

并适当灌溉
,

以改良土壤
。

1也提出的
“
土肥札融

, , ,
就已批指明高图把沃土

构表志

壤的意义
,

也指化了劳动定向改造土壤的内容和 目标
。

根据初步总桔
,

土壤施用有机肥料后
,

娜过

精耕初作
,

土壤中的有机质和无机质融为一体
,

土壤变油黑
,

又松又软
,

陈蓄水保肥
,

又耐
, l
顷州分、

这就是月纸土壤的标志
。

我国农民在生产中积累的类似的握验很多
,

充分脱明这些辉输 “ 系杭总

箱和提高
,

不仅将促进当前的农业生产
,

而且会使我国的土壤科学得到一个革命性的大展
。

`
、

劳动定 向改造土壤
,

就是充分发抑人目柱观能动性
,

按人类的需要来改造士壤
。

使土堆的肥

力迅速提高
。

定向改造土壤必须树立排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

掌握土壤运动发展的客观短律
。

人对客观说

律的了解
,

必须通过生产实案绝
,

而实践的基确就是劳动 ; 因此必须深入草奴
,

总拈生产实践
:

考
·

的丰

富握盼
。

陆着我们不断的劳动和生产握肠的积累
, ·

我仍对土壤运动发展客观规律的欲碱
,

将会愈

大在覃众对改造土壤的黔情更为高潞 ;在
“
八字宪法

”
,l(勺指

一

导来愈深刻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华只
,

覃众对改造土壤的黔情平,

搞园 田化
,

逐奔实现机裤化
`这一切都号我佣改造土壤

、

乒展生
毛泽东思想的指拿下

,

我国的土壤科学更将木放异彩
。

F
,

壤科学的有利条件
。

我们相 f1r
,

一一
~ ~

钊而闭曰`

一
钊门户舀、 n 口` 甩们 . ~

一
` 咭” 团 . 钊 , ~

一I

.

(上接第 12 页 ) 郎夏作水稻— 秋作主要是 王米
、

荞麦等早作— 冬作糠肥和大小麦
。

改制后因为速作

稻栽培的推广
,

秋作以种植速作晚稻为主
,

但为使稻田

在秋冬能够得到蝙流的耕翻
,

也为着种好后作草子
,

在

秋作中也搭配了早作
,

如在 1 , 5吕年的秋作中
,

早作占

了 1 8
.

7%
。

佗释就渺免了释年的水稻速作
,

影响士绒

:的风化
。

`

2
.

在冬作中合理的安担卜粮食
、

油料
、

铜料和糠肥作

物的种植面积
。

历年的冬作中
,

都是以安排检肥作物为

主
,

如以 195 8年为例
,

捺肥作物面积占 5 4
.

2 % ,
占冬作

面积的艳大部分
,

其中解刘紫云英的而积占 f3)
.

杨%
。

粮盒和油料作物占 29
.

4%
,

铜料作物占 16
.

斗%
。

这

样奴艳大部分的面积种植拣肥作物
,

一方面既可以解

决次二年早稻的肥源
,

供应牲畜的青狞铜料
,

!司时可以

使艳大部分土壤得至牲物学的改泉
。

满足了奇较业发

展的需耍
,
也照顾到粮贪作物和铜料作物的生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