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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王壤的深入研究
·

不输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来靓
,

或从发展土壤科学本身来靓
,

都具有非

常董大的意义己

我国是世界古老农业国家之一
。

人类生产活动
,

已达几千年的历史
。

我国农民世
一

世代代在自

己的土地上从事耕作
,

敲glJ 土壤的耕作特
J

哇
、

肥瘦情况
,

采用蝙栽
、

复种
、

施肥制度
,

郡有很多宝

贵的握喻
。

深入韧致地总拮草众握硫
。

上升为理希
,

不仅可以指导当前生产
,

也可推进土壤科学

发展
。 、

.

过去的士壤研究工作
,

很少仔韧地研究耕作土壤 ; 对拿众挫硫童视也很不够
。

为了发展耕作

土壤的研究
,

首先要看到重众翘睑的可青
,

但也要款氯到拿众攫肺是在一定社会
、

技术条件下累积

起来的
,

有些还受到地区限制
。

所以必镇从大量的实际查料中
,

深入韧致地进行分析
,

去粗存精
,

并与近代土壤科学成果密切地拮合起来
。

对待前人成果
,

既要吸取有益的理渝
,

也要摒弃不合我

渺隋况的谕点
,

证要批判不正确的观点
。

-
1

土壤是梦吩复杂的 自然客休
,

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
。

为了正确凯敲土壤
,

必填掌握科学查料
,

应用潇韶唯物观点
,

揭露这些矛盾
。

俱 目俞对耕作土壤的箭远中
。

很多主观假靓
,

缺乏全面的分析

研究
。

.

本文拟就耕作土壤形成本盾及发生分类
,

略加尉新
,

并清指教
。

最近几年来
,

我国土壤文献中
,

大量出现对
“ 自然土壤

, ’

与“
农业土壤

, ,

的尉渝
。

自然土壤可能

是指自然植被下所形成的非耕地土壤
,

也好象外国文献中所称的处女地土壤 (
”

雌谊 50 11 )
。

而卖

际上是将过去土壤分类系扰中的土壤名称
,

列入自然土壤范畴
。

井与农业土壤分类截然分为独立

的两个分类系杭
。

农业土堪戛是指农耕地土壤
。

农业土壤名称来自土壤普查
。

根据草众祠汇
,

福制

了生产队
、

公社土壤图
,

都能生动活泼地反映当地土壤情况
。

但如精蝙为省极或全国小比例尺士

壤图时
,

必须归井土壤名称
。

据现有查料来看
,

大致有以下儿种归并方式
:
一种是与习用的土壤名

祖郎目前称为 自然土壤名称 )相呼应
,

如紫色土与紫泥土
,

砖杠壤与赤土
,

忽壤与杠泥土等等
。
另

外一种是值接从拿众藉汇中产生的
,

如黄砂土来粘土等等
。

关子自然土壤与农业土壤二者关系的尉希
,

早兑于 1 9 0 9 年孺兆林同志 1[] 在人民 日报 (
.

3 月

1夕 日 ) 的短文中
。

曾歌到农业土壤要多研究一些耕作引起土壤的变化
。

少研究一些土壤形成的 自

然条件
。

以后
,

很多文献 2[] 衬渝自然土壤与农业土壤的差异
。

最近 再溶之同志闭着重尉输了耕作土壤

与自然土壤的差别
。

他曾提到
: 一自然土壤是在自然环境影响下

,

物厦的地厦大循环与生物小循环

的矛盾枕一体 ;天然有机盾合成和分解是 自然土壤形成发育的本厦
· ·

…
。

它的肥力特征
,

也仅有自

然肥力单独存在
· ·

… 、 耕作土壤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活动共同影响下
,

而主要是在人为措施
掩制下

,

熟化和反熟化过程
,

是耕作土壤肥力消长的特殊表现形式 ;而熟化过程是耕作土壤形成的

本盾
。 ”
井随郎提到

“
所有耕作土壤与自然土壤都有质的差异” 而且应孩在

“
确立为农业基地

,

开

垦利用之时
,

是划分的关节点?’o 根据这些希据
,

把土壤划分为互不相联系的两大分类系兢
。

l



万二
植被愈茂密

,

土壤愈肥沃 ;耕作愈深入
,

」典襄愈肥沃
·

土壤亦属同一范畴
。 、

’

我扒为他的学靓
,

不仅限于 f鑫陈装土壤
,

而耕作

井拼井……
合成与分解为其核心、 所不同者

,

弦度
,

都比鞍大
。

只是耕作土壤是在人为有 自的的按制下进行的
,

其变化速度与

)才井下



对这个商题的尉输
·

必然要牵涉土壤肥力本盾
。

本文木拟对肥力本厦多作餐述
。

因为土壤肥

力本质
,

牵涉到整个生壤学
,

,

非短文所能胜任
。
另外

,

土壤肥力实厦
、

还不够朗确
,

有待冷后深入研
J 一

究
,

才能有所简明
。 、 -

-

典拼分斗片…
补充了人工肥力

。

所施入的肥料
,

与土壤中原来所合有的成分
,

起着一系列化学变化及微生物转
。
这就很难在土壤中具体分别两种肥力因素了

。

只得称耕作攘
是在原剩巴力 的基础上

,

人工

力促进了土壤肥力的发展
。
当然在科学贰聆中

,

我佣可以用稳定向位素氮
、

放射性磷
,

以及重水

按等
,

征明土壤原来的养分合量与所施入养分的关系比值
。

郎使如此
,

也很难靓这是
“ 自然肥力

”

驯人工肥力翎分界称

覃

…
的任务

,

还应重祝揭发土壤中物厦运动的本盾
。

关于此尚题可以土壤水分为例
。

牛壤中有天然降
夕风也有人工灌水

,

实厦上也仅是人佣改变了原来大气降水的一种形式
。

湖水
、
倒水也米 自降水

,

「

择舞鲜布攀婆橄辫{愈{
力 )

,

提高土壤肥力
,

增加农业生产
。

-

上面尉谕了土壤形成的本原与土壤肥力的概念
,
使我们了解到妥正确贰瓤土壤

,

既要看判士
·

动着的自然客体飞又要把土壤看作是重要的农业生产手段
,

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拮箫
。

露在灿球陆劲表面
.

抓常受到其上的气圈 (空气 )
、

水圈 (降水
、

地面水
、

土壤水 )
,

以及其

耕化中的生物圈 (植物与微生物 )与其下的岩石圈的影响
。

任何人类生产活动
,

都对镶
有所千扰

。

作引起土壤发生变化的情况
,

翘常与粽合 自然条件相互影响
,

错粽复杂地在土壤中进行着物理
、

滩澡断麟茸夔蕊戴计袱黔些默黯款蕊瞿弩粉鑫驾瓷晕默
l

恭粼{霭篡奥霜望
“ “

雏鱿鑫成警爵嚣黯蠢翼、 料
;,

可以修

肚
建公路

、

二崛
又可以代替

砖石
、

木料应用
。

他们的研究内容
。

着重于力学食荷
、

剪切力
、

呈浆流程和力学舒算等
。

从这两个学科出发
,

必然把土壤看作是死的
、

变化不大的固定物盾己在这两个学科的镇域内

3



他们

霆飞象篡宾黑飞̀
壤学观点、 。 看

二撇
、

运动、 自然客体
八

壤内部

近百年来
,

在有关基础学科发展的基础上
,

逐渐缈ù洲
握常发生一系列诸理

、

化学及微生物
、

生化变化
。

建立起较全面而系枕的土 j襄发生学观点
,

卿敲地分析土壤中的变化
,

大大地推进了土壤科学的

滩馨然矫潍爹淤粼募泌丫花
首乡跳从研究土壤的深度来豁之明此尚题

。

是分析查料
,

还是视不明土壤变化的规律
。 鑫絮黑翼戮睿篡蹂提起

大

不

…万书井拼{
介寸井仁

…井分…
一

铸



面中的夹砂层和夹粘层
,

影响土壤的水盐动态
,

也影响作钩的生长
。

华北平原中的蒙金土与两合

土
,

表层质地都很相 同
。

只是心土以下的沉积层次发生变化
,

也就影响宜种作物的种类
,

如蒙金土

为好小麦地 ;两合土种棉花很好
,

小麦也能长
。

农民郭极定土都根据这些变化犷
如上所述

,

土壤的很多 自然属性
,

同样也值接影 响农作物的生长
。

所以没有必要兹分这种土

块是 自然的
,

而那种土壤是人为影响的
。

把土壤弦分为互不联系的自然土壤与农业土壤 (或耕作

土壤 ) 两大分类序列
,

不若把二者的特性更好地桔合起来为宜
。

如能充分应用土壤发生学观点
,

研究自然 因素及耕作因素所引起土壤的一切变化
,

把土壤变化的外因 与内性更好地桔合起来
,

深

入韧致地进行研究
,

既要研究土壤的生物气候条件
、

水热条件
、

不 同成土母盾和不同地貌单元所引

起土壤的变化
,

也要深入研究耕作施肥
、

编作倒茬等所引起土壤的变化
。

例如 :坡地修梯田
、

洼捞

盐碱地排水别沛凤固沙
、

杠壤改良
、

荒地并垦
、

椽肥牧草栽培等对土壤所发生的影响
。
这些都是我

俏的研究裸题
。

_

至于靛到耕作土壤分类应如何搞法 ? 我的意思
,

首先是如何把耕作土壤分类很好地与整体土

块分类桔合起来
,

钠入一套分类系抗中去
。
这样作法

,

既可承袭前人成果
,

也可发展过去分类系辣

中不足之处
,

不必把耕作土壤分类截然分开
,

与整体土壤分类系航对立起来
。

我们可以借龄植物

分类的方法
,

如牧草分类和作物分类所用的科学名称
,
都仍延用植物分类名称

。

比如牧草
,

主要为

豆科
、

禾本科植物为主
。

在牧草分类中
,

对这两科属植物
,

要比植物分类相致得多 ; 牧草学家在研
莞收草中

,

要花最大的精力于枚草的培育
、

杂交
,

并研究其可食性
、

甸料价右宣等
。

但某些牧草翘济

价值很高
,

井不因此而打乱植物分类系枕
。

握济价值高的豆科
,

仍属豆科
。

辉济价植高的禾本科
,

仍属禾本科
。

有时新培育的牧草品种
,

使原来的植物习性发生很大的改变
,

在分类系就中仍以变

种表示
。

我们不能靓这样作法是低估了新牧草品种的价值
。 …

耕作土壤分类
,

也同属这个道理
。

我佣应当重祝土壤生产力的高低
。

我们应当仔捆地研究划

分人平所培育的肥沃土壤
。

但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耕作土壤
,

全部从土壤分类系就中
“
一刀两断

”
地

划分出去
。

这样
,

使得土壤分类就很难成系抚了 ;不仅慨括不了土壤属性变化
, 一

也很难找出土壤演

化的
、 `

亲椽
”
关系

。

这是不符合土壤发生分类原则的
。

-

正碘的方法
,

·

应敲是根据士壤耕作影响的大小
,

土壤外形
、

内性变化的情况
,

有根有据地区 。吐

厦变量变的情况
,

卖事求是地分别列入埃
、

亚类
、

土种
、

卿中中去
。

清楚地看出土壤变化的孩度

与幅度
,

更有力地指导土壤改良与培肥方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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