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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

无论何时何地
,

都没有

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
” 。

在土壤科学的发 展 过

程中
,

早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

辩证唯物主义者

认为
,

土壤是运动
、

发展的
,

相互联系 的
,

并且和外围

环境条件密切相关的 ; 但是
,

形而上学用孤立
、

静止的

和片面的观点看待土壤
,

既不能透解土壤的本质
,

了解

土壤运动
、

发展的规律
,

更不能遵循客观规律
,

充分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地利用和改造土壤
。

土壤是运动变化的物质
。

要真正认识土壤
,

就必

须了解土壤形成的条件和成土过程
,

并要深刻认识人

在土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一
、

土壤形成的因素

“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

” ,

认识土壤就要认识土壤的

矛盾性
。

土壤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壤内部的矛

盾性
·

上攘奥部组成不仅是矿 物质
、 ,

有机质
、

水分
、

空

气
,

还包括各种组成分之间的担互作用产物
。

各种组

成分不仅在含量和分配上有所不同
,

类型和性质也各

有差异
,

各种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 千 变万 化

的
。

这些差异和变化使土壤内部产生错综 复 杂 的 矛

盾
。

复杂的土壤内部矛盾性引起土壤朝着不同的方向

进行不同程度的运动和发展
,

并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物

理的化学 的和生物的特性
。

土壤之所 以多种多样
,

千

差万别和变化万端
,

原因就在于此
。

土壤的差异和变化是有规律性的
,

是和它通邃组
成分不开的

。

土壤含砂粒较多的是砂土
,

含粘粒过多

的是粘土
,

含水过多的有沼泽土
,

含水过少的有沙漠

土
,

含有机质较多的有黑土
、

腐泥土
,

含铁铝较多的有

红壤和砖红壤
,

含盐多的是盐土
,

碱性大的是碱土
,

酸

性大的是酸土
。

组成变化愈大
,

土壤性质变化愈大
,

组

成变化愈小
,

土壤性质变化愈小
。

因此
,

之鲤丝里的变

北有履翼契这分月交乡过渡丝的赞卢
。

土壤内在组

成和性质的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是研究土壤运动变

化的基础
。

但是
,

土壤组成和内在性质的变化不是孤立的
,

而

是与外在环境紧密联系的
。

所以
,
研究土壤不能只谈

内因
,

色缈塑互丝因攫堕醚坠壑组感与处垒乡境丝抵戛

退王
。

上玺内查丝丝二土主票皇且成分是勇亡勤质
J

它里土纂

遏厦的蜜姆鬓响
。

土壤母质是岩石风化而成的
,

岩石经

过物理风化只能崩解破碎
,

而化学风化可将岩石分解

为颗粒大小 不同的原生矿物和 次生矿物
,

并释放出盐

基
。

干旱 区域的土壤母质较易于保持其固有的性质
。

在湿润气候下
, r

花岗岩母质多形成酸性的粗质土
,

而闪

长岩和基性辉长岩则多形成土层较厚的土壤
。

在热带

气候下
,

斜长石和基性岩所风化的母质可含很多三水

铝矿
,

而酸性岩石中的正长石常使母质中含较多的高

岭
。

沉积物所发育的土壤中
,

静水沉积物多形成粘土
,

而流水沉积物多为砂土
。

逐鱼掉竺时至土援组拒奖的篡响最太显氰 草原地

带的土壤
,

表层 富含腐殖质
,

其分布土层亦较深厚
,

腐

殖质是微碱性或酸性 的
。

森林地带的地表有枯枝落叶

层和腐殖质层
,

如果是针叶树林
,

腐殖质呈酸性或强酸

性
。

林下土壤所含的有机质比草地土壤少
,

吸附性盐

基也较少
,
p H值较低

,

土壤发生酸性淋溶作用
。

森林

落叶所含的灰分
,

特别是其中的钙质含量
,

对于土壤酸

度的影响较大
。

每一类土壤都有它特定的微生物群
,

有机质的合成和分解都离不开微生物的活动
。

他如土

壤寄生的贩酬
、

昆虫和一般虫类也可 以影响土壤的形

成和变化
。

退退因幸支遭已着应土过程的水分担垫量条件
。

气

候因素直接参与成土过程
,

但是作为生物特别是绿色

植物和微生物的生活条件而间接影 响成土过程的作用

更为重要
。

一般来说
,

降水量增加
,

土壤中粘粒含量增

多 ; 土温增高
,

岩石及矿物的风化作用加剧
。

气候不

同
,

土壤中的次生矿物也不同
。

干冷地 区的土壤
,

多含

水云母
,

只有微弱的脱钾作用
。

湿热地区
,

除脱钾作用

外还有脱硅作用
,

多形成高岭类次生矿物 ; 而湿热剧

烈地区的土壤则因强烈的脱硅作用而含较多的铁铝氧

化物
。

冷湿地区则出现蒙脱类次生矿物
。

有机质的积累和分解密切受生物气候 条 件 的 影

响
。

年产草量和根量较多的草原土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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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湿润和长期冰冻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
。

黑土就是

因为生物量较大而气候较为冷湿
,

微生物受到一定限

制
,

而土中积累较多的腐殖质
。

栗钙土的气候较为干

燥
,

好气微生物 比较活跃
,

有机质易于矿化而腐殖质含

量较 少
。

不同生物气候条件下
,

各土类有其特定的腐

殖质及微生物群
。

黑土的腐殖质 以胡敏酸为主
,

胡富

比 (胡敏酸与富里酸的比值
,

下同 )约为 2
,

胡敏酸分子

量和芳构化程度较大
,

大部分与土壤矿质部分紧结合
,

活性胡敏酸在 25 % 以下
。

由黑土至栗钙土至灰钙土
,

胡

敏酸含量逐渐降低
,

芳构化程度依次变小
,

灰钙土腐

殖质的胡富比只 .0 6一 .0 8
,

活性胡敏酸也逐渐减少
,

甚

至于无
二

由黑土往南经棕壤
、

黄棕壤
,

到红壤
、

砖红壤
,

胡敏酸含量也逐渐减少
,

胡敏酸分子量和芳构化程度

也逐渐降低
,

活性胡敏酸则急剧增高
。

黄棕壤中腐殖质

的胡富比约 0
.

4一 0
.

6
,

胡敏酸绝大部分 (6 O一 85 % ) 以

游离态或活性氧化铁铝相结合
。

砖红壤的腐殖质不但

以富里酸为主
,

胡富比小于 0
.

4
,

而含量很少的胡敏酸
,

其芳构化程度也很低
,

近似富里酸
,

并且几乎全部是游

离态或与活性铁铝结合
。

由于气候不同
,

各种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

也有不同
。

草甸土中的微生物数量最多
,

黑土地带每

克土壤中的微生物数量可达数千万
,

干早和半干旱地

区的栗钙土
、

棕钙土和灰钙土 中 微 生 物数量 在 数

百万至数千万之间
,

湿热地区的红壤和砖红 壤微 生

物数量较少
,

但某些砖红壤中微生物数量也可达二千

万左右
。

一般来说
,

土壤经过耕种之后
,

微生物的数量

都大为增加
。

在微生物的类型方面土壤中细菌的数量

最多
,

每克土壤中约含 10 启一 10
?

个
,

放线菌次之
,

约

10
5

一 10
6

个
,

真菌最少
,

有 10
3

一 10
”
个

。

湿润地 区有

机质含量丰富的中性或微碱性土壤含细菌最多
,

干早

地区的中性和偏碱性的土壤含放线菌较多
,

真菌则多

分布于酸性的森林土壤和红壤
、

砖红壤
。

地形翅鑫这丝勇可里改变应李过嘿史
_

煎水旅条

取迈里鱼地土星翎是嘎委壤丝蛋座丝鲤翼竺通到虱
叹

雨水降落地面
,

多形成径流而汇集洼地
,

陡坡存水甚

少
,

成土作用缓慢
,

如在湿润地区
,

表土易受冲蚀 ; 洼地

则因水多而常产生潜育作用
。

微度起伏的坡地是土壤

剖面发育较好的地区
。

由于地形不同
,

排水条件不同
,

成土作用也有不同
,

土壤颜色
,

腐殖质的含量和厚度
,

盐分含量
,

硬盘性质都有差异
。

千早地区的冲积平原

由于地形平坦
,

排水不 良
,

上壤常产生盐碱化作用
。

土

壤剖面中粘盘或硬盘的形成
,

也是过去或现在地下水

位的影响
。

坡向不同
,

成土作用也有不同
,

南坡暖而

干
,

温度和湿度变异较大
,

而北坡与此相反
,

西坡与东

坡则介乎其间
。

各成土因素对于土壤组成的影响
,

将随时间延长

测喳止垄鱼整鲜卵
一

的基继上 :时鲤叁旗歹 )司
止
毖

、 、

夔叁宣鲤鲤垫丝竺矍塾
三灭;才称 土壤的发生发展

将随时间的前进而不断向前发展
。

除上述 白然环境因素和时间因素而外
,

人类活动

对土壤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

人乡鑫吓砂不仅改变白然

逊趁丝仪还旦返改变土矍直渔组感
。

例如施肥
、

灌

水
、

客土和施用有机物质与石灰
、

石膏等
,

是人类直接

在土壤中添加物质
,

而平整土地
,

修整梯田
,

灌排配套
,

植树造林以及其他农业技术措施
,

则是改变土壤的外

在条件
,

通过内因而使土壤性质发生变化
。

总之
,

要认真地认识土壤
,

必须了解土壤的内在性

质
,

同时还必须了解具有这样性质的土壤的外在条件
.

并弄清土壤内在性质的变化规律及其与外在条件的关

系
。

二
、

土壤形成过程

认识土壤必须认识土壤的运动形式
。

土壤运动形

式就是土壤形成过程
,

各种土壤的形成过程有其共同

点
,

也有特殊点
。

认识土壤的基础在于注意它的特殊

点
,

注意它和其它形成过程的质的区别
。

只有注意到

这一点
,

才能把多种多样的土壤区别开来
。

任何一种

成土过程
,

其内部都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
,

而这种特殊

矛盾就构成这种土壤区别于其他土壤的特殊的本质
。

还班霎土鬓丝特终鱼盾
,

就表熟鸯塑土夔逻成过程的
月寺殊堰

`

因或持迷依据鸿典无丛竺; i牛舞认 l异土攘
。

只有从特殊到一般
,

又由一般到特殊这样循环往复地

进行
,

才能对土壤的认识逐步提高
,

不断深化
。

研究土壤形成过程必须以之缝壑直为对象
,
由表

层至心土以至于底层
。

因为土壤组成的变化
,

不仅限

于某一土层
,

上下土层都有联系
。

土壤有着不同的组

成
,

又密切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

外因是条件
,

内因是根

据
,

外因通过内因而使土壤内部不断地发生变化
,

进行

各自的成土过程
,

并反映出不同的土壤剖面
。

我国 自

然条件复杂
,

土地又经过长期耕种
,

所 以土壤性状变化

很大
,

类型繁多
,

而每一种土壤都有 它特有的成土过

程
。

任何一种土壤的形成不能单纯地看作是某一成土

作用的产物
,

而是多种成土作用的综合结果
。

在分析各

种成土作用对某一特定土壤类型
_

的影响时
,

经常可以

发现这些成土作用的强弱有所不同
,

有的起着主导作

用
,

有的只起次要作用
。

这些强弱不同的作用的综合结

果
,

形成了土壤外形和内性的种种差异
。

为弄清各种

土壤的形成过程
,

又必须分别研究各种成土作用和风

化作用
。

-

土壤是由岩石变来的
。

岩石通过风化作用和成土

作用而变成土壤
。

原始土壤的形成首先是在岩面出现
“

岩漆
”

状物质 (岩漆状岩生植物主要是蓝藻
,

也有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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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
、

甲藻
、

硅藻等 ), 以后发展为岩面地衣类植物的繁

生
,

再一步是苔葬植物着生
,

最后是高等植物的繁生以

及一般常见土壤的发育
,

而原始土壤形成过程告终
。

盐碱土多形成于气候干旱而地势相对 低平 的 地

区
,

土壤中累积过多 的溶性盐分
,

产生盐化作用而形成

盐土和盐化土壤
。

如土壤胶体中交换性盐基逐步为钠

所交换
,

则产生碱化作用而形成碱土或碱化 土壤
。

但

是盐土和碱土的形成
,

除盐化作用和碱化作用而外
,

还

有有机质累积和分解的作用
,

否则只是盐渍淤泥而不

是盐碱土
。

~ 娜
,

星生是」聋土攘查i面史县有夔曹家钙聚 积
_

层 的 土

竺 :其形逃圣性主要是年蒸发量超过手降雨量
:

_

气坐干
、

是丝蔓厚还境相丫致
。

半干旱草原包括半湿润森林草

原
,

半干旱草原和较干旱的荒漠草原三个生物气候带
。

典型的钙层土有黑钙土
、

栗钙土
、

棕钙土
,

其次为灰钙

土
,

森林下的褐土也有钙积层存在
。

钙层土的形成过

程包括两种作用
,

即碳酸钙淀积作用和腐殖质累积作

用
。

在半干早草原气候下
,

土壤水分状况属 于非淋溶

型
,

多发生碳酸钙淀积作用
。

极易溶解 的盐类大部分

被淋洗
,

而难溶解 的硅
、

铁
、

铝氧化物不发生移动
,

土壤

溶液和胶体表面以及地
一

F水则多为钙 (镁 )所饱和
,

并

以碳酸钙的形式淀积于剖面中的不同深度
。

钙层土的

腐殖质主要米自旱生的草本植物
,

生物积累量较森林

为低
,

但草原植被的地下部分相 当发育
,

可超过地上部

5一20 倍
,

并主要分布在 50 厘米 以上
。

由于生物气候条

件的不 同
,

各种钙层土的腐殖质含量和腐殖质层厚度

都有差异
。

这类土壤的腐殖质组成 以胡敏酸为主
,

富

里酸次之
,

碳氮比在 5一 15 之间
。

违丝里土丝里廖丝粤
,

星丝些业里五熟 数化些用鼻
原生矿物逐渐分解为硅铝酸盐粘粒

,

并在剖面中迁移

担邃多王
。

粘化作用多发生于暖温带
,

湿润和半湿润地

区的棕壤和褐土
,

年降水量较高
,

受东南季风影响
,

四

季千湿变化明显
,

土壤中碳酸盐 已淋洗到剖面下部
,

粘

粒有迁移和淀积的现象
。

红壤的风化和成土作用 歌富铝化作用为主
。

在水

热丰沛的热带和亚热带
,

土壤矿物的分解与元素的迁

移和富集十分明显
。 、

终
、

详
、

钾
、

地和磷靓鲜大量琳朱
,

越生犷竺则甲丝钾
:

少乎作用而演变为
、

亮岭或铁姆氰
化铆竺终林些

中铝和铁的)霆分增加
,

这越星宣鱼必

作用
。

由于 热带和亚热带之间
,

生物气候和水热状况存

有差异
,

成土作用对土壤组成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别
。

红壤粘粒以高岭为主
,

而砖红壤粘粒中的铁铝氧化物

含量较高
。

红壤地区的风化淋溶作用较强
,

但生物累积

也很剧烈
。

红壤的积温较高
,

砖红壤区一般全年无霜

冻
,

既有利于上壤微生物的分解 活动
,

更有利 于生物量

的形成
,

所 以砖红壤中的有机质容易分解
,

也容易积

累
,

未受侵蚀的红壤和砖红壤的表层
,

一般含有机质都

较高
。

砖红壤的腐殖质
,

不但以富里酸为主 (腐殖质的

胡富比小于 0
.

4)
,

即少量胡敏酸的芳构化程度也很低
,

与富里酸很接近
,

并几乎全部 以游离态或活性铁铝结

合态存在
。

森林植被对森林土的形成有着 巨大的影响
。

森林

所造成的郁闭环境
,

森林凋落物和枯枝落叶层的形成

及其分解物对土壤的影响都十分显著
。

森林的枯枝落

叶多进行弱酸性分解
,

而使土壤形成一个较厚的腐 殖

质层
。

一般腐殖质层仍保持弱酸性
,

有较多的水溶性

和交换性钙镁以及较高的盐基饱和度
,

因而土壤不致

灰化
。

半湿润和半干早地区的森林土壤一般没有灰化

作用
。

湿润地区的大多数森林土壤
,

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和热带雨林下的森林土壤也没有灰化作用或很不明

显
。

只有西南高山冷杉林和寒温带针叶林下部分森林

土可能有灰化作用
。

逸鱼作用是酸性络合琳些的表里里
,

蛛姆租肩角质被酸难洗面淀
目

犯于工屠
J

卫成浅色的灰

业星和锤夔色剪淀质只层
。

灰化层的酸度较高
,

铁铝较

少而氧化硅相对较多
,

胡富 比约为 0
.

4或更低
。

草甸土的形式过程主要是地下水浸润下和草甸植
\ 一 一

-

一~ 一 ~ -

一
一

_ 一 _ 一 - -

一 ~ 一 一

_
_ _ 兰心 -

-
一户

_

一
,

L -

一

被的影响下土壤干湿交替的氧化还原作用和腐殖质积

萦作雨了这
.

种王壤多芬希手荷面泛滥地和低丽
.

施
.

丁
一

地

下水埋藏较浅
;
在降雨季节地下水位升高

,

受地下水

浸润的底层 土壤
,

氧化还原 电位低
,

处于嫌气状态
,

三

价氧化物还原成二价氧化物 ; 在干旱季节
,

地下水位

下降
,

二价氧化物又氧化为三价氧化物
。

在这样湿于

交替的情况下
,

土壤中有 些铁和锰化合物发生移动和

淀积
,

而在土壤剖面中形成锈色胶膜和铁铝结核
。

草甸

土中腐殖质的积累是和植被分不开的
,

一般草本植物
,

根系分布致密
,

干重 比较大
,

最有利于土壤腐殖质的积

累
。

腐殖质组成以胡敏酸为主
,

富里酸含量很少
,

胡敏

酸分子结构也 比较复杂
。

沼泽土 的形成过程包括土层上部的泥炭化或腐殖

化作 用和土层下部的潜育作用
。

沼泽土多形成于气候

湿润或比较湿润的低洼地 区
,

地表经常积水
。

由于夏

季高温多雨
,

促进莎草科为主的沼泽植物繁茂生长
,

而

在土 中积累大量的有机质
。

再因冬季严寒而持续时间

又长
,

有机质得不到充分分解而以泥炭或腐殖质形式

在土壤中积累
,

发生 泥炭化和腐殖化作用
。

土层下部则

因长期积水和有机质还原物质的影响
,

经常处于还原

状况而发生潜育作用
。

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土壤形成过程是在上述成土过

程中发生的
。

由于人类措施及其影响程度的不同
,

土

壤变化也不一样
,

对于原有土壤的属性及成土过程的

改变
,

也有程度上的不同
。

有些土壤虽经人类活动
,

仍

显示原有成土作用的烙印
,

有些土壤则因变化较大
,

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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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原有的形成过程而形成新的土壤类型
。

土壤运动变化 不仅有它自己的特殊成土过程
,

而
且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

土壤形成过程的根本矛盾和

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 日是不会消灭的
,

但是士壤形成

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
,

情形又往往是相互 区别的
。

在某一形成过程中
,

它的根本矛盾性质和过程的本质

虽然没有变
,

但生长过程中却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
。

在只有量变而未到发生质变的时期
,

土壤好象处于静

止状态
,

但当量变发展到质变
,

土壤则皇显著变化的状

态
。

很据土壤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阶段
,

并按土壤特

殊性质的量变和质变
,
就可进行系统的土壤分类

,

加深

对土壤的认识
。

三
、

.

耕种土壤是人类生产劳动的产物

人对 自然的认识也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

唯

心论形而上学者认为
,

人对自然是无能为力的
,

只能

消极利用和适应迁就 ; 而辩证唯物主义者则认为
,

人

是自然的主人
,

不仅能认识 自然
,

而且能利用自然和改

造自然
。

毛主席指出
“

世间一切事物中
,

人是第一可宝

贵的
。

在共产党领导下
,

只要有了人
,

什么人何奇迹也

可 以造出来
” 。

过去人们只把人类在土壤上的活 动 当

作农业技术措施或土壤管理
,

没有充分 注意人类活动

所引起的土壤组成和性质的变化
,

也没有把人类活动

当作土壤形成因素来看
。

大家都知道
,

人为作用 以前
,

土壤形成过程完全受 自然环境的影响
,

但良气类生产

活动开始以后
,

这种情况有了根本变化
。

随着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人为因素对土壤的影

响愈来愈广泛
,

愈来愈深刻
。

所以
,

土壤不仅是历史的

自然体
,

更是劳动的产物
。

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由于

对土壤进行掠夺式经营
,

土壤肥力下降
,

土壤朝着不利

于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
。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群众

组织起来 了
,

亿万人 民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改土培肥
,

才能使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

土壤朝着有利于农业生产

的方向发展
。

事实证明
,

我国广大的土地经过历代劳动人民辛

勤地耕种
,

土壤 已发生巨大的改变
。

特别是水稻的种

植遍及全 国
,

在长期水耕熟化作用下
,

已形成四亿亩左

右的多种多样的水稻土
。
他如旱耕熟化钓楼土

、

海绵

土
、

潮土
,

淤灌旱耕熟化的绿州土
,

以及多肥勤灌的菜

园土
,

都显示人类耕种对土壤形成过程的影响
。

水稻土是人类 活动下的一种耕种土壤
。

水稻土的

形成过程主要包括淹水灌溉条件下的氧化还原交替作

用和 因施用大量有机肥料而产生的有机质积累和分解

作用
。

总称之为水耕熟化过程
。

水稻土的氧化还原作用

各有不同
。

淹水田 (地表水型水稻土 )春夏季节灌水
,

耕层呈还原状态而下层仍为氧化状态 ;秋季稻田落水
,

到冬季落千后
,

全剖面均处于氧化状态
。

潜水田 (地下

水型水稻土 )全年都处于还原状态
,

尤以夏季为甚
。

爽

水 田 (良水型水稻土 )的变化比较明显
,

冬春处于氧化

状态
,

而夏秋处于还原状态
。

另外
,

在同一水稻土中还

有氧化还原电位的剖面分异
。

水稻土灌水 以后
,

耕层及

犁底层上部处于水分饱和或过饱和状态
,

耕层与大气

之间为水层所分隔而使有机质进行嫌气分解并导致土

壤发生还原作用
,

除表面棕色层外
,

整个耕层处于还原

状态
。

但犁底层有滞水作用
,

耕层中的水分只能徐缓下

渗
,

所以在水稻生长期 间
,

心土层水分仍处于不饱和状

态
,

而有一定比例的土壤孔隙处于氧化状态
。

这种氧化

还原的剖面分异
,

为铁锰的还原淋溶和氧化淀积创造

条件
,

并给水稻土带来一系列的生物和化学的变化
。

由于频繁的施肥和收获
,

水稻土中物质循环的速

度极快
。

渍水有利 于有机质的积累
,

而排水有利于有

机质的分解
,

渍水和排水的交替
,

也就是氧化还原 的交

替
,

有利于有机质的不断更新
。

所以
,

爽水田是肥力较

高的水稻土
。

水稻土中的有机质含量往往比同一地区

相应的早地土壤为多
。

水稻土中腐殖质的特征仍有地

带性土壤的烙印
,

但水稻土中腐殖质的胡富比均较相

应的地带性土壤和旱地土壤为高
。

总的来说
,

胡敏酸

含量较高
,

而胡敏酸 的分子量和芳构化程度却较低
。

债

水时间愈
一

长
,

胡敏酸的芳构化程度愈低
,

而胡敏酸含量

有略增的趋势
。

渍水有利于胡敏酸的形成
,

而不利于

分子复杂化
。

据初步研究
,

水稻土熟化 以后
,

土壤中基本微团聚

体 (又称粉团
,
0

.

2 5一。
.

01 毫米 )有增高的趋势
,

土壤有

机无机复合体中碳
、

氮和腐殖质的含量都较高
,

土壤保

肥供肥性能和透水透气性能都有所提高
。

江苏句容的

水稻白土经过多年熟化后
,

有机无机复合体中的腐殖

质含量增加
,

粘度
、

交换量
、

吸胺量和吸水量也增加
,

而

电动电位和磷酸固定量则减少
。

旱耕熟化过程是旱作土壤的形成过程
,

主要包括

农 田基本建设和土壤培肥两种作用
。

农 田基本建设如

平整土地和兴修梯田等
,

可以改变土壤的地形
,

也改变

土壤的水热状况
,

有些地区引水上山
,

变早地为水浇

地
,

大改土壤水分状况
,

促进土壤的熟化
。

在农扭基

本建设的基础上
,

施肥
、

客土等培肥措施
,

可以改变土

壤内在组成
,

对土壤熟化作用的影响更为剧烈
。

但是
,

旱作土壤的性质变化因耕种熟化程度不 同 而 有 明 显

的差异
。

在重施有机肥料和改善灌溉排水条件的情况

下
,

土壤性质变化更为明显
。

例如漠境土壤淤灌后
,

上

壤中腐殖质积累作用加强
,

而矿化作用减翁
。

褐土长

期不断地施加土粪而变为缕土
。

沼泽士排水后可由沤

田变为旱地
。

以有机肥料为主的施肥制度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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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点
,

也是早耕熟化的重要因素
。

早耕熟化过程是

在高度氧化和好气微生物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的
。

土

壤有机质的矿化作用 比水田强
,

但如大量而连续地施

用有机肥料
,
亦可增加土壤中的腐殖质

。

在耕种条件

下
,
植被类型发生很大的变化

,

土壤水热条件也因耕种

而产生不 同程度的变化
。

但总的来说
,

早耕土壤水热

条件的改变比水 田小
,

地带性土壤的烙印也较明显
。

所

以旱耕土壤的腐殖质性态既反映耕种的影响
、
又带有

地带性土壤的烙印
。

早耕土壤腐殖质中
,

胡敏酸的含

量
、

芳构化程度以及活性胡敏酸含量的变异趋势
,

都和

地带性土壤基本相同
。

但同一类型的土壤相 比较
,

早

耕土壤 的腐殖质中
,

胡敏酸含量较高
,

芳构化程度较

大
,

活性胡敏酸含量较低
。

早地土壤熟化 以后
,

土壤中基本微团聚体的含量

增加
,

蓄水保墒和保肥供肥性能都提高
。

大寨海绵土与

痔薄黄土相比
,

有机无机复合体中腐殖质和胡敏酸的

含量都较高
,

粘度和钱的吸附加大
,

而电动 电位和磷酸

固定则较小
。

新疆达板城天山公社东沟大队在潮土上

连续施用风化煤十年后
,

风化煤中的腐殖质 已和土壤

粘粒相复合
,

复合体中腐殖质含量显著增加
,

复合体的

极限 P H和电动电位稍有降低
,

而缓冲性能显著加强
,

粘度
、

交换量和 吸水量也都有所增加
。

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
,

亿万群众坚 j寺人定

胜天的思想
,

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

进行了规模空前
,

气壮山河的改造大自然的战斗
,

移山造田
,

平整土地
,

兴修水利
,

灌溉农田
,

坡地改梯 田
,

早地改水 田
,

沙漠变

绿州
,

沤 田变早地
,

痔土变肥土
,

盐碱变良田
,

充分说

明
,

人为作用可以迅速地改变土壤的形成过程
,

使土壤

朝着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
。

五渔感主困全手熊看感是丝或少月赏
, _

不熊纳
入五大成土因素之中

,

更不能与自然成土因素并列而

成为第六不成主因素
。

人为成土卤素是二不独特的因

毛
_

夏由扛音经、 件厉疾走殉
改变土壤世成凶因

缈胭的丫个重要成土因声
。

土壤熟化过程与其它成

土过程存在着经纬关系
。

我国土镶的耕神历史悠久
,

土

壤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很大
。

在文化大革命前
,

群众性

土壤普查 已引起土壤科学工作者对耕种土壤的重视
。

但十儿年来
,

耕种土壤的研究仍不甚多
,

也不够深入
。

为了弄清人类活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和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做好改土培肥的工作
,

耕种土壤的性态及其形

成特点的研究
,

无疑地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科学任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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