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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地理学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

犯
一

文以

学习了很多东西才早从实际工作考虑
,

还觉得有些周题
,

特提比两点不同的意

一
、

在土壤地理学发展方向方面
,

不一定要分
“ 自然土壤地理

”
和

“
农业土壤地理

” 。

最近儿年

后晃

一

土壤学界握常衬萧
“
农业土壤

”
相u耕地土壤

,

下同)和
“ 自然牛壤火郎非耕地土壤

,

下同 )简题
,

一

部分人主张把宅们分成两个不同的独立学科 ;另一部分人刻款为它们是土攘学中两个不可分割的

汾热弃澳冬准蒸很:翁…地理是研究一个地区一系列土壤的分布关系和粽合利用
。

因此不能只研宪次业王壤而不研究 自然

土壤
。

十壤地理学的另一个特点
,

是在于具有很大程度的粽合性
。
它不仅在研究土壤形成过程

上
,

要粽合考虑自然因素 (如气候
、

地貌
、

岩石
、

生物等 )和人为因素 (如耕作
、

施肥
、

灌既
、

排水等 )对

…井考井粱洋
土壤的

时也是

须具有

农耕地

以及今

业生产

地区
。

既有耕地土壤
,

也有林地土壤
、

园地生壤和牧地土壤
。

这样一来
,

农业土壤和 自然土壤混存

的情况
,

将更为清楚
。

因此
,

从土壤地理学这阴学科的主要特点一
一粽合性

、

时筒隆和室脊隆以及

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考虑
,

农业土壤和自
·

然土壤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事实上不能分开
,

似乎也

没有必要再划分农业士壤地理学和自然土壤地理学
。

-

当然
,

提出这样的看洪
,

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祝人为活动对土壤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

在我

仍这样一个农亚厉史悠久的国家中进行土壤地理研究
,

如果要想弄清各种土壤的来龙去脉和合理

利瓜必须随时注意人为因素的影响
,

及时总桔广大农民的翘漩
、

款毅利用和改 良土壤
,

将另。是在

广大农耕地区
。

土壤地理学的研究必须精合整个国民握济建段各个时期有关中心任务进行工作
,

在当前国民舰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
,

以土亚为指导的方卦指导下
,

我仰必须把工作重点礴移到耕

作地区
,

这是完全必要的
。

过去
,

也的确有一些土壤学家过多地注意了土壤的 自然形成和发展观

律
,

而忽视了人为活动对于士壤的重要影响
。

这种片面性现在以及今后还必镇随时注意克服
,

这

也是很对的
,

我们可 以作为另外一个筒题加以处理
。



二
、

关于土壤地理学发展的途径简题
,

蔽文所涉及的范围似乎广了一些
,

重点还不够突 出
。

土壤学是一阴内家比较复杂井和其他有关学科牵速较多的学科
,

各个学科之周特别需要有明确的

分工合作
,

才能促进它的迅速和深人的发展
,

便它更有效地为我国农业生产服务
。

1

土壤的发生和

发展
,

正象作冶穆于指出的那样川
`二山

·

其中包含着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一系列矛盾
。

首先是土壤
内部的矛盾

,

其次是土壤坏境条件之简的矛盾
,

最后是发生和发展着的土壤与人类生产活动的矛

盾
。 ” 为便于研究和解决这些矛盾

,

在土壤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爵多分支学科
,

例如研究土

壤内部有机质和矿物厦的合成分解以及土壤的水分
、

养分
、

空气和温度等物质的运搏规律
,

便有土

壤物理学
、

」

土壤化学
、

土壤生物学
、

士壤矿物学等等 ;在土壤与人类生产活动之简的关系方面
,

研究

土壤利用以及土壤中各种有关生产因素的稠节和改造
,

便有土壤改良学
、

土壤耕作学
、

土壤农业化

学等等 ; 最后在研究土垮与环境条件之筒的关系方面
,

还有土壤地理学
、

土壤制图学
、

土壤发生学
、

土壤分类学等等
。

后面这几种学科一般又兢称为土壤地理学 (址 n
.

格拉西莫夫等
,

苏联现代土

壤地理学研究的理箭简题和方法
,

1 9多8 )
,

根据这样一个分工考虑
,

要使土壤地理学的发展途径有

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

我款为研究土壤制图
、 几

土壤发生
、

土壤分类以及土壤餐源的郭价和估针等等

在我国当前具体情况下
,

仍然是土壤地理学的重要途径
。

二
最近九年来樱常听到这样的靛按

,

土壤地理学不解决简题了
,

要改换新方向
。

.

我靓为新方阿

固然需要
,

但老方向在我国生产和科学理渝上也还没有过时
。

似乎还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
解放 12

年来
,

由于有了党的镇导和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
,

我俏在土壤地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

但与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情况和要求相比
,

还差得很远
, 一

就是土壤地

理学那几个款为
“
传兢的项留

, 。

如土壤分类和土壤制图等等也不是都做完了
,

更不是都做好了
。

就以土壤分类来耕
,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比鞍科学并为大家一致同意的分类系兢
。

这不仅

妨碍了土壤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提高
,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我国农业生产握输和农亚科学拭

滕工作更好地总桔
、

交流和推广
。

再就土壤制图来耕
,

解放以来
,

我们桔合我 ;国各主要河流的勘侧

和规划
,

进行了大量的制图工作
,

特别是 1 9 : 8 年大跃进以来
,

1

我国农耕地区握过了翠众
J

隆土壤普

查
,

完成公社
·

号
、

专 (市 )
、

省
·

全国各粗土壤图
。

这次普查
,

`

无渝在生产上和科学研究上都有了较

大的收获
,

这是我国土壤地理学一个空前的重大发犀
。

但是
,

也不能款为这个工作就已拯做完了
,

我们要能普查成果如土壤图和土壤志在生产中充分地发挥作用
,

还要在现在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

的研究
。

`

至于为开垦荒地
、

发展灌区
、

改良土壤以及森林握营和造林毅卦等目的所必需进行的土

壤稠查制图的任务
,

也是异常亘大
,

亦急待发展
。 、 -

当然这样靓井不意味着在土壤地理学的研究中可以按照老一套方法工作
,

不必寻求新的发奚

途径了
。

我款为随着近代基础科学的飞跃发展
,

土壤地理学的研究显得特别落后
,

我们应敲加强

学习
,

广泛利用现代物理学
、

化学
、

数学
、

生物学
、

地学和农学各方面的最新成就
,

改进土壤地理学

的研究工作
,

提高理萧基础
,

以便更有效地为农业服务
。

此外
,

文中还敲到鹰产田改良和土地利用

的调查和规划
,

我款为廷些工作由土壤改良和土地利用专业来搞可能更好些
。

但也不能置身事外
,

我们土壤地理工作者的任务是为他们准备一套完整的土壤图
。

. 、

以上是我对
“
土壤地理学发晨的方向和途径

”
一文的一点菠后戚

。

由于水平的限制
,

鳍敲在所
难免

,

尚须盏者批即指正
。

·
斗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