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土壤学会举行
“
农业土壤

” 、 “
士宜

”
学术尉蒲会

安徽省土壤学会 1 9 1 6年曹先后召开了两次 学 术

甜渝会
,

豺输了
“
农业土壤

, ,

和
“
土宜

, ,

简题
。

到会同志

对
.

以上两个简题展开热烈的争鸣
,

樱过封瑜取得了一

些共同意见
,

但仍然存有着一些不同兑解
。

在
“
农业土壤

”
封渝会上

,

着重封渝农业土壤的概

念和农业土壤发展动力周题
。

大家一致敲为农业 土

壤与自然土壤有联系亦有区别
,

既有共同点亦有不同

点
。

农业土壤是在自然土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它是

土壤发展的更高阶段
。

农业土壤和自然土壤相同之处

在于 : 它们都是历史的自然体
,

都有其自己的发生
、

发

展观律
,

它们都具有肥力的特征
。

农业土壤与自然土

壤不同之处在于 : 自然土壤是在自然成土因素影响下
,

通过地盾大循环
、

生物小循环矛盾就一而发生发展的
,

并以生物因素为主导因素 ; 农业土壤成土因素除有自

然成土因素外
,

还有人为因素影响
,

而且人为因素是农

业土壤形成的主导因素
。

由于农业土壤受人为因素的

影响
,

所以它的发展总是有 目的的
、

定向的
,

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
,
总是向着土壤肥力不断提高的方向前进的 ;

而自然土壤的发展虽有规律
,

但不一定符合人类需耍
,

对人们来耕
,

它的发展总是带盲目性的
。

大家还敲为

农业土壤发展速度快
,

自然土壤发展速度较拨馒 ;农业

土壤具有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
,

两者粽合表现为粳济

肥力
,
自然上壤只具自然肥力 ; 土壤科学工作者对两

者的研究的着眼点也有所不同
,

对农业土壤的发展内

容
,

除了研究一般理化性状外
,

主耍是研究生产特性

的发展
,

而自然土壤仅仅研究一般理化性状的发展等
。

在甜输会中对农业土壤发展的动力简题曹引起了

争渝
。

对于人类生产活动是农业土壤发展的内因还是

外因这一周题有三种不同看法
。

一种款为
,
农业土壤

中肥力因素消长过程
,

实盾上是自然力影响过程和上

壤中所进行的人为过程之背的斗争和梳一
,

人类社会

生产活动直接影响农业土壤肥力的消长
,

土壤熟化和

反熟化
,

如深耕
、

灌溉
、

施肥可理直接增加土壤的养分
、

水分
,
提高土壤肥力

,
因此

,

人为因素可以看作内因 ;另

一种看法敲为
,

人类生产活动是外部因素
,

它必须通

过土壤 内部矛盾发生作用
,

施下的肥料必镇通趁士肥

相融
,

握过土壤分解
、

合成
、

吸牧后
,

才能成为土壤 内容

物
,

灌溉的水分也必须握过土壤吸收后
,

才能成为士壤

溶液粗成分
,

把农业土壤发展的动力看作是人和自然

的斗争就一
,

把土壤撇开或隐蔽起来是不恰当的
,

不能

因为人为因素作用强烈
,

会起主导作用
,

就把它看作内

因 ;还有一种看法敲为
,

人为因素是外因
,

但当人类施

肥
、

灌溉等措施加到土壤后
,

外因就变为内因
,
肥料

、

水

分就成为土壤粗成之一
,

对土壤发生作用
。

在
“
土宜

, ’

尉希会上着重封瑜了什么是“土宜
” ,

以

及
“
土宜

, ,

本盾等同题
。

与会者敲为
,

合理利用士壤和

改良土壤是农业土壤科学的主要内容
, “
土宜

, ,

是研究

合理利用土壤和改员土壤的依据
。

研究
“
土宜

, ,

对服务

农业生产
、

推动土壤科学发展方面
,

既有实际意义又有

理输意 义
。 “
土宜

, ,

是客观存在的
。

我国农民一向重祝

因土种植
、

因土耕作
、

因土施肥
、

因土改良的阴题
。

他

们在不断的实践中
,

进行着“ 土宜
, ,

的研究
,

井取得了一

些耀脸
。

但大多停留在感性敲歉的基础上
,

还没有深

入地揭发它的本盾
,

因此
, “ 士宜

, ,

的研究必须加强
。

关于什么是“ 土宜
, ,

? 会上有两种看法
,
一种款为

,

“
土宜

”
是因土制宜 ;一种敲为

, “ 土宜
, ,

是指土壤的宜种

性
。

前者敲为“ 士宜
,

坏仅包括因土种植
,

而且还包括

因土耕作
、

因土管理
、

因土改良等等
。

因而“ 土宜
,

缺究
的任务

,

不仅是消极地利用土壤
,

而且还是积极地改良

土壤
,

割造更适合作物生长发育的土壤条件
,

以不断地

滞足人类耀济需耍 ;后者款为
,

土壤的宜种性和因土制

宜既有联系又有区 gIJ
。

宜种性是基础
,

只有研究了宜

种性
,

揭发作物与土壤的关系
,

才能歌到因土制宜
,

改

良土壤也才有依据
。 “

土宜
”
应着重研究土壤宜种性

,

首先探索作物与土壤的关系的本盾
,
了解作物与土壤

之背的观律
,

然后才能利用这个规律为人类服务
。

在尉渝中
,

大家敲为
“
士宜

, ,

有相对性和相对
`

稳定

性
。 “ 土宜

, ,

所解决的简题
,

不是什么作物需要什么土

壤
,

没有迭种土壤就不能种 ; 而是研究在一定地区
,

某

几种土壤相对比另一些土壤更适合于某种作物
。

作物

种类与类型是很多的
,

它们对土壤也各有其不同的要

(下蝉程真 )



」
_

二

和碳酸盐揭色十 )
,

并且还导致形成界糟分明的独立

土壤类型 `季风相杠壤 )
。

境中海相土壤 (叙利亚
、

伊创的一部分
、

阿富汗以

及苏联中亚的南翻 ;) 人育于气候温和季节性又相当明

显的气候条仁自
:

-

一 冬季温暖多雨
,
夏季炎热干燥

,

降

水主耳集中 J’-冬春
。

匕堆为揭色土和灰钙土
,

后者为

中性反应或含有碳酉到次
。

土壤颜色呈揭色或谈杠色
。

粘化作用 没有季风相或海洋相土壤强烈
,

而且是发生

于剖加均中部
。

剖面的厚度不友 (达 2 米 )
。

粘土矿物

只伊利石为主
。

业热带季风相 卜壤发育于湿度很大的务件下
。

降

水主要集中于夏季
。

卜壤大 多为酸性
,
少数为中性

。

州黄攘和杠接分布最广
口

杠续形成于排水蛟好的条件

F ,
或者与母兴的性直有关系

。

粘化作用相当强
。

代

表性粘土矿物是高岭石
,

然而也有檬脱石形成
。

在季风相范围已
_

I ,

大致可以分为湿消地区的土壤

(耗唤 )和大陆性季风地区日勺土壤两类 (中性棕色森林

J
一

,

淋溶揭色土 ) ;后一地区特点是冬季寒冷
,

夏季潮湿
。

热带和赤道带的土壤发育于只有一个季节或两个

李书 (热而湿和热而干 )的气候条件下
。

植被和士壤的

生活史中没有冬季休眠期
。

热带的土壤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
一

日奕
。

在高滥
、

雏茂的植被和大量水分的影响下

成 」二赴程强烈
,

受到土续溶液和植物根系作用的土层

的厚度校大 (达 10 米 )
。

在湿调的热带土壤中形成高

岭石和三水魏石 (热带杠色
:
}
二 ,

砖杠壤化土 )
,

而在干燥

的热带
一

[壤中
,

则形成檬脆石 (热带黑色士 )
。

必须强稠指出
,

牌度地带性在亚洲的北部和中部

表现校明显
。

在亚洲的南部山于地形切割严重和受到

海洋的影响
,

一般的地带的牌度性遭到破坏
,

而形成当

地的地带系扰
,

不再成霓阴的带状自西向东伸延
。

士壤被复的一般地带性变化都是从一个区域的中

部向其外释发展
,

一

也就是税是从不受海洋影响的地区

向洽海地区发展 (腼旬
,

越南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摹岛 )
。

在亚洲 」二壤图上
,

热带和赤道的土壤分 为 三 粗 :

(l ) 发育于早季非常明显的条件下的土壤 ; ( 2 )发育于

早季不太明显的条件下的土攘 ; ( 3 )发育于无旱季或早

季不明显的条件下的上攘
。

属于第一粗的是热带黑色生
,

这种土续发育于旱

季明显的条件下的热带灌木直原下
。

如黑棉 }
、

玛尔

干 上 (
M 。 p r。 。 。 n e T a , ,

)
、

黑色十和吉尔加依
万 {: (

r ; , : r r a , ,
)

,

其特点是具酸性反应
,

碳氮比率宽
,

为钙
、

找所鲍和
;

这些士攘一般为粘士
,

富苦嚎晚石
。

根据凯洛格的意

晃敲为发育于澎院不 i粘士的黑色 上壤 是隐地 带性的
,

似乎是属于水成土型土壤
。

但是在升多著作中赦为热

带黑色土发育于古生代籍石上
,

是在自成条件下发育

于桔品措的残积层上的土壤 (印度
、

印度甩西亚
、

澳大
禾。亚 )

。

可韶是在这类自成条件下存在着干燥热带所盯

有的特殊风化类型
,
而在这务件下形成了态脱石粘

二卜
。

属于第二扭的土壤是季风林和稀树干草原的热带

杠色土和温带黄色土
,

其特点是粘化作用 强烈
。

这此

匕壤含有校多的原始矿物
,

虽然 也形成铁桔核
,

但砖扣

续形成作用几乎没有表现出来
。

属于第三祖的土壤是热带和赤谊带雨林和季风朴

下的最湿溯的上接
,

士壤发生张烈的淋溶作用和砖扣

壤化作用
。

这些土壤属剖面上部为砂性
、

深层为粘性

的深厚高岭石一三水铝石土
。

以其砖杠攘化陇度
、

矿

物盼量和铁籍核以及致密 的 铁 积 聚 层 (’’ 铁皮
, ’ , `

橄

万 ,) 的特点力脚区分
。

不含坚硬精核和没有握历过于

燥期的最湿消的土绒是砖杠壤性黄色 」: “
oK

c
cll

。
二

”

(月 lT )
。

一

含精核的握历过千燥期或排水较好的砖杠壤

性土壤是栗色土
“
ox p o c。二

, ’ 。

具有矿物盼存的砖缸攘

性土壤是暗棕色砖杠壤性土
“ 6 p y o oc

。 。沪
。

理上所歌的总的原 lRJ
,

也 就是福 制 此 例 尺 为
] : ` , 。。 。 , o。 。的亚洲士续图图例的根据

。

福豁图例时曹参考了以下各国的土壤 图和 图例 :

颖甸
,

越南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中国

,

朝鲜
,

蒙古
,

叙利

亚
,

苏联
,

日本
,

井参考了有关文献
。

参加椒豁图例的

有 : E
.

H
.

伊凡豁娃
,

E
.

B
.

罗鲍娃
,

B
.

A
.

祥辛
,

八
.

H
.

罗赞藉夫 ) H
.

H
.

罗佐夫
,

C
.

A
.

舒瓦洛夫
。

主橱人 : E
.

B
.

罗鲍娃
,

B
.

A
.

科夫达
。

(陈恩健耀自第 七届国际
二卜壤学会

苏联七缝学家报告集 )

(上接封 3)

求
,

人们可以通过品种的选育
,

使之适应不同的土壤条

汁 ; :」二壤也不是不可变的
,

通过改良措施
,

可以变不适

合灼士壤为 适加均土壤
。

因此
, “
土宜

, ,

是具有很大的

方{飞对性的
。

但必项指川
,

在一定的农业环境条件和栽

培措施下
,

一种
_

{二壤壮培某种作物能高产
,

换了一种作

物就不能高产
,

因此
, ` .

土宜
, ’

又具相对稳定性
。 “
土宜

, ’

的主要矛盾究竟在哪里呢 ? 会上有人从为
,

在于 匕壤

条件与作物要求之阴
,

不同作物与 曰襄之朋所表现的

土壤与作物供求关系的紧张与版和的程度是
` ’

土宜
, ,

的

权贡
。

因此敲为研究
“
土宜

,

嗽是着重土壤和作物关系

观律的探豁
。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刘 春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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