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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桐
、

王华东
、

李天杰同志在本刊 1 % 1年第 5期上发表了
“
土壤地理学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 卜

一文
,

把土壤地理学分为自然土壤地理学和农业土壤地理学
。

提出土壤地理学发展的途径是开展

土壤稠查研究和分类制图
,

土壤食源的砰价和估算
,

土地利用的稠查研究和挽划
,

定位的观侧贰验

和草众握盼总拮等工作
。

近几年来
,

土壤地理工作者在敲渝土壤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

任务
、

学科性

盾和研究方法的同时
,

提到土壤地理学与土壤学究竟有什么关系 ? 在土壤利用的改良上与土壤耕

作学
、

土壤改良学等有什么不同 ? 土壤地理学如何粘合生产
,

尤其是如何更好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

刘培桐等同志适时地提出这个简题和解决的办法
,

这是很好的
。

通过对这些简题的衬萧
,

对推动

当前土壤地理学的发展将是有益 的
。

我们研蓄了这篇渝文以后
,

还有一些不同的意兑
,

今特提出以就教于刘培桐等同志及各位专

家
。

(一 ) 关于土攘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简题 作者对于土壤地理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理

解是
: “ … …如果魏

,

把在人类生产劳动作用下的土壤的内部矛盾及其所规定的土壤内部物盾和能

量的裤化与交换过程作为其他土壤科学部 阴的研究对象
。

那么
,

在人类生产劳动作用下
,

土壤 内
、

外因之简的矛盾及其所砚定的土壤与环境条件简所进行的物盾和能量的蒋化与交换 过程
,

便成

为农业土壤地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
。

掌握这一过程的规律性
,

有目的地稠节和控制达一过程以

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
,

便成了农业土壤地理学的中心任务
,

也是土壤地理学今后发展的主要 方

向 ”

我们款为这种提法是值得尉渝的
。

在研究过程中不但把土壤当作独立的历史 自然体
。

同时也

应把它作为基本的农业生产青料来看待
,

而土壤地理学则是在这个款敲的基础上发展的
。

把土壤

作为独立的历史 自然体来研究时
,

必须研究土壤内部矛盾及其所规定的土壤内部物质和能量的棘

化与交换过程
。

但是
,

这种独立的历史 自然体不是孤立存在的
,

而是与当时
、

当地的环境条件密

切联系着的
,

不可能脱离这些条件而进行钝粹的内部矛盾及其所规定的内部物盾和能量的斡化与

交换过程的研究
。

例如不研究土壤形成的母盾
、

气候
、

地形
、

生物等外在因素
,

则无法款栽土壤内

部矛盾是怎样发生的
。

又因为是把土壤作为基本的农业生产青料来研究
,

就必然注意到人类握

济活动对土壤形成发展的影 响
。

例如我们研究某一地区的土壤地理简题 (包括已翘利用的和尚未

利用的土壤在内 )
,

目的就是要为合理的利用土壤和改造土壤提供科学依据
。

要达到这个 目的
,

就

必然要研究土壤内
、

外因之简的矛盾及其所规定的土壤与环境之简的物质和能量的蚌化及交换过

程
。

回顾一下土壤地理学的发展过程
,

更可以靓明这个周题
。

在我国古代农业文化造产中
, “ 禹

贡
” 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区域地理表

,

它叙述了黄河
、

长江各流域简的土壤分布概况
、

确定土

壤性质
、

描述土壤形态
、

研究土壤分类和它的肥沃性
,

并按利用状况来确定赋额等
。 “ 周礼

”
地官慧



把土壤对植物的反应与影 响作了科学的阴明
。 “
管子~ 地具篇

, ,

阐明了土壤与植被的关系
,

叙述了

每类土壤的性厦和地下水位及其地表相应生长的植物
,

山区植被垂直分布
,

总拮 各种土壤上适宜

生关的作物种类及生产力
。
这些都是通过研究土壤与环境简关系所得出的桔渝

。

我 国劳动人民

在长期生产斗争中
,

款敲了黄士高原地区不合理地开垦
,

增加了水土流失
,

降低了土壤肥力
,

从而

找出开筑梯 田
、

菩水保墒的方法
,

款敲了在地势低洼的地区
,

如果地下水位高
,

矿化度大
。

不合理的

灌 i既会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
,

影响作物正常的生长发育
,

从而找出深沟排水洗盐的措施 ; 欲融了

一种作物长期速作
,

可能导致土壤肥力降低的病虫害的发生
,

从而提出了翰作制度
,

这些都是研究

了人类耙济活动对土壤发生影响而得出的拮箭
,

从而提出了 合理利用土壤和改造土壤的原则和方

法
。

从我国土壤地理学发展的历史传扰来看
,

主要是研究区域土壤的分类
、

分布
、

肥力砰价
、

士宜

以及通过人类活动改造土壤等
。

土壤地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一百年的历史
。

俄罗斯土壤学家和 自然地理学家道康恰耶夫

建立了发生土壤学
。

他所提 出的成土因素学靓
,

自然地带和土壤地带学税
,

就是研究土壤的发生
、

发展和环境条件简的关系
,

在他的翘典著作如
“
我国草原过去和现在

, , , “
俄罗斯的黑钙土

” 中指出 :

俄 国欧洲草原地区黑钙土肥力的降低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利用所致
。 ,

他不仅研究了土壤形成
、

演化

与自然 因素简的关系
,

而且也研究了人类握济活动对土壤的影响
。

我国 自建国以来
,

尤其是翘过 1 9 5 8 年全面大跃进
,

在全国 各 地 区进行了很多的土壤地理工

作
。

例如区域土壤地理稠查
,

荒地
、

林区或宜林区
、

牧区的土壤稠查与制 图
,

土壤发生分类
,

全 国性

的」二壤地理分布和土壤区划以及部分地区的土地利用现划
,

土壤青源稠 查或郭价等土壤地理工

作
。

在这些工作中
,

既需要桔合具体的自然地理条件
,

阳明土壤的发生
、

分类
、

分布和青源估算
,

也

必烦按照社会主义国民握济发展补划的要求
,

为充分发捧土地生产潜力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青源

提供科学依据
。

由此可兑
,

土壤地理学和其他 自然科学一样
,

是从生产实践中产生
,

同时也是在生产中受到检

输
,

不断丰富和提高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

古今中外
,

土壤地理学的发展进程
,

表现了既要研究土壤

内
、

外因之简的矛盾及其所规定的土壤与环境简所进行的物盾和能量的搏化与交换过程
,

同时也

要研究人类翘济活动对土壤的影响
。

前者和后者枕一起来才能更好地阐明阴题
,

揭发客观规律
,

二者不宜分割开来
,

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分开的
。

作为一阴独立的学科
,

应孩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

土壤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土壤与地理

环境之固的关系
,

自然与人类活动之简的辫敲关系
。

其任务是研究一定区域 (自然地带
、

地区
,

全

国
、

省
、

县
、

公社
· ·

… )中土壤的发生
、

发展和地理分布境律
。

既要研究土壤在自然成土因素作用下

的形成
、

演化
,

也要研究在人类握济活动下的变化发展规律
,

为土壤青源的并发
、

利用
,

为孰融自

然
、

改造自然提供科学依据
。

(二 ) 关于土壤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性厦 自然科学 是人对 自然斗争知豁的总

枯
。

土壤地理学和其他 自然科学一样起源于实践
。

从土壤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看来
,

古今中

外
,

没有例外的都是值接
、

简接地与农业生产相联系
,

井为它服务的
。

所以在土壤地理学中
,

是否

需要与农业生产相拮合
,

以及如何为农业生产服务不是新的固题
。

而在于用什么方式为农业生产

服务以及服务的方式和程度
,

这就涉及科学的性盾和分工了
。

土壤地理学是土壤学和 自然地理学之简的边椽学科
。

在土壤学和 自然地理学本身
,

按其研究

对象及任务又可划分若干分枝学科
。

例如
,

与土壤学有关的就有土壤物理
、

土壤化学
、

土壤生物及

土壤改良学等 ;在自然地理学方面有物理地理
、

化学地理
、

生物地理及古地理学等 ; 在应用科学方

面
,

与土壤学有关而又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有耕作学
、

肥料学及作物栽培学等
。

土壤地理学与

这些分枝学科是并列的关系
,

各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

虽然各阴学科之简
,

有些地方是交错



的 ;但又是独立的
,

不能互相代替
。

例如通过具休的耕作技术措施来提高土壤肥力是耕作学的任
务 ; 通过农业技术措施提高作物产量的则是作物栽培学的任务 ; 用水利措施来稠节土壤水分和提

高土壤肥力的则是水利土壤学的任务
。
这些都不是土壤地理学可以代替的

,

也是代替不了的
。

随着生产的飞跃发展
,

要求科学相应的发展
,

促使人佣对客观事物的款栽愈来愈深刻
,

人仍对

客观事物之简的联系和 内部规律的揭露也愈来愈多
。

然而客观的事物是具有质的多样性的
,

挽定

这质的多样性的各种特殊矛盾
、

各种运动形态不是互不联系
、

彼此独立的
,

而是一种形态向他种形

态搏化
,

必须从多方面去款融它
。

因而科学分工愈来愈韧
,

只有这样
,

凯融才能进一步深化
,

才能

掌握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进程
,

再进而加以合理利用及改造
。

如果要求农业土壤地理学一

四学科担负起全部敲栽土壤及改造土壤的任务
,

显然是庞杂的
,

也是不可能的
。

因而土壤地理学的性盾是从土壤与环境条件周的关系
,

以及人类握济活动对土壤形成和性盾

的影响的研究来敲敲土壤和改造土壤
。 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式

,

主要是通过研究土壤的形成和演

化
、

土壤空简分布
、

土壤分类
、

土壤资源估算和舞价
、 ;土壤稠查与制图

、

土壤利用观划及土宜等
,

而

为农业服务的深度主要是为土壤的利用改造提供科学依据
,

而不宜涉及具体的技术措施
。

(三 ) 关于土壤地理学发展的途径简题 作者款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兑物不兄人
,

觅土不

兑作物的片面观点
,

因而反映在土地利用的翩查观划中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

事实上这些现象

是客观存在的
,

而这些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

是土壤地理工作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存

在阁题
,

没有正确树立科学为生产服务的观点
,

没有使理箭很好的桔合实际
,

只注意自然土壤而忽

视农业土壤
,

使土壤地理学局限在钝自然观点的框子里
,

以致使学科研究的对象不明
,

任务不清
,

而不能更好的为生产服务
。

但是
,

这和学科性盾及科学分工有本盾上的区别
,

应敲分别对待而不

能混为一被
。

今后我们应敦加弦卿荻唯物主义的学习
,

加弦理输联系实际
,

改造思想方法和改进

工作方法
,

从而促进土壤地理学正确的向前发展
。

土壤地理学与其相关的学科比较
,

在发展水平上还比较落后
,

还不 能 符合生产发展的需要
。

但是
,

其他学科的发展必将促进土壤地理学的发展
,

翘常吸收其他学科的先进的理谕和技术来丰

富土壤地理学的 内容
,

改进工作方法
,

加速本身的发展是很需要的
。

土壤地理学如何桔合生产实际 ?如何为农业生产服务 ?应熟广义的米理解
,

只要能够在掌握自

然发展虎律的基础上
,

为改造自然提供科学依据
,

不渝是值接或简接的
,

近期的或远期的
,

都应孩

就这阴科学可以或者已握拮合生产而为生产服务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