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方向
,
总是向六有利于人类

、

有利于农业生产酌方

面 ;而自然土缓则不 、它可似是有利于人类
,

也可以不

是有利于入类
夕

( 3 )二者的发展速度不同 : 自然土壤碗

粹在自然因素的作用下
,

它的变化一般靓是栽慢的
,

而

农业产纸的性欣改变
, ￡由于入的作用

,

可以是很快的
。

(的二者最木爪的特征不同 : 自然土缓仅仅具有自然肥

力 ;而农业土攘
,

除了 自然肥力外
,

还有人工肥力
。

自

群以:搜仅仅是个自然历史休
p

,

而农业土壤木身是个重

要的生产资料
,

和人类劳动的产物
,

在某种意 义上斜
,

甚至是劳动人民血汗的桔晶
。

从二者的关系来着
,

农

业土壤是在自然士致的荃础上发展的
,

农业土续学是

土缓学发反的更高阶段
。

假如靛
,

二者的研究对象相

同
,

那我仍效玄的土接工作者在耕作土壤的研究上花

了多大功夫
,

花了多少力量
,

做出了多少贡献呢 ?

在土攘发生学方面
,

席央生坚特要用
“ 发生学观点

研究耕作土壤的一切变化
” 。

我仍不知道他所指的土

攘发生学是什么
,

假如淤是
“
粽合地研究土壤的生物气

候特征
, , ,

那成位得仔翻研城了
。

首先我们熟为
,

苏联

土壤发生学的指导思想
,

挤愈唯物主 义的瞬点
,

即把土

莱和周围环境粽合地去研究
,

同时用发展的运动的观

点去研究
,

那是在过去
,

今天或者以后
,

都是非常正确

的
,

那是我们必须坚扎
一

的
。

我们应当学习苏联土壤发

生学的砚点
、

精神和指导思想
,

精合中国自己特点的

农业土峨发生学观点
。

那也就是我们一再坚持的在农

业土壤形成过程中的人类生产活动的主导 作用 的 思

想
,

’

以及正确的分析了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紊的关系 ;既

着到农业王幼{与自然土蛾的相同点与联系
,
也着到农

业土壤与自然土壤的木质差别的思想
。

具休到研究农业土壤分类周题上
,

我刊献为首先

必须考虑到土壤的农业性状特征
,

土壤与你物的关系
,

总之是农业土壤的生产特性 ; 羚欠才是土城的环境条
了

件
。

这样
,

才能使我俐的土壤分类密切桔合! {毛产
,

很好

为农业生产服务
。

但席先生敲为对大地区即的士壤分

类
,

应敲了解各地区的“干逞交替
、

塞署互异所引起的

土壤变化
,

以及“ 土攘的有机质及粘粒含员
、

盐墓代换

量
、

石灰琳溶及积累情况” 等
。

按照这样的原 lRJ
,

那宋

我们的土壤分类又如何休现农业土 j实的特征
,
为生产

服务呢 ?

最后
,

我想声明一点
,
就是作为士绒战楼土的一

个新兵
,

来封箭这样一个大的简题
,

坯是弈常吃力的
,

同时也一定会有错款的地方
。

不过
,

我坚信
,

只要我平,

坚持卿靓唯物主义观点
,

高举毛译东思想杠放
,

就一定

能解把周题阔清楚
。

所以我们有信心
,

在今后的工作

中
,

更好的向农民学习
,

更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
,
也更

加珠人的批 4JJ 土级学中的唯心主 义和形而上学观
`

点
,

只有这样
,

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仍中国自已
.

的土二火

科学
。

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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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 ;纸化幼 0
.

1 克

一 3 克 ) 100 活升 ;碳迄

; 2% 。 母水 (戏。 。 。 2

{
之溉 (或草计

;
灰 5一 10 克 ) 1 誉

磷扭菌剂和根瘤菌剂

的生产方法

苏 德 和

利用无在了草炭培养磷翩菌
、

根瘤菌
,

不但可似节省人

力
、

物力
,

而且为它俐生活创趟 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

根据

靛骇以草炭形为培养墓嗽一般浅层液体培养
,

菌数提高

5一 2t1 倍
,

且荫体大
,

活性弦二杂菌少
。

生产方法如下 :

(一 ) 培养墓制造

1
.

瞬泪 i茵培养焦 :

二

F公过娜的草众 (含水量不超过 20 % ) 5 0。 克 ;

土豆汁 50 一 100 克 ;碳酸钙 1` 2克 ; 酞碱度 7
.

0

一7
.

2 。

2
.

大豆权疥菌培养基 :

千嫌过汁 m草众 (言水员不超过 20 % ) 500 克 :

甘油或白粉 10 克 ;磷酸氢二钾 。
.

2 , 克 ;硫酸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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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人、 。 占。容 ;
;

{
默霎氨众裂篡

:

绍嘿黑默低料

ha
óJ口óJ,.口r,口ó.J̀,,ó,,电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