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国 土 壤 分 类 学 术 交 流 会 议 纪 要

中国土壤学会于 1 9 7 8年 5月 15 日至 22日在南京市

江宁县召开 了全国土壤分类学术交流会
。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

交流科技成果
,

介绍国

外土壤分类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讨论今后工作及协

作方案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土壤学会理事和各省
、

市
、

自治区土壤学会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农业科学院
、

中国

林业科学 院的有关研究所
,

廿九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农

科院
,

以及有关高等院校等
,

12 5 个单位的代表
,

共

二百余人
。

全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同志
、

中国科学院

一局局长过兴先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

并作了重要讲话
。

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
、

省科委主任张仲 良同志也到会

看望 了代表
。

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共 1 10 篇
,

其中土

壤发生分类方面的 67 篇
,

土壤资源评价与区划 13 篇
,

土壤普查及制 图 11 篇
,

新技术应用 12 篇
,

国内外土壤分

类综述 7 篇
。

这次会议是中国土壤学会停止活动十二年以后召

开 的第一次学术会议
,

是我国土壤学界喜迎科学春天

到来的盛会
。

老一辈土壤学家和中青年土壤科学工作

者欢聚一堂
,

同仇敌气愤怒声讨
“
四人帮

”

破坏土壤科

学的滔天罪行
,

畅谈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 我国科

学春天的锦绣前程
,

交流了土壤分类的科研成果
。

裴

丽生副主席在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
,

详尽地阐述了

党的
“

百家争鸣
”

方针
,

使与会代表受到很大鼓舞
。

会议采用 了一个议题 (即土壤分类间题 )
,

三个结

合 (即大会阐述观点与小会畅谈看法相结合
,

会上讨论

与会下交换意见相结合
,

大会专题报告与会后阅读文

献相结合 )的方式
,

既活跃了学术气氛
,

又充分利用了

时间
,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

同志们一致反映
:

这次会

议开得好
,

发扬了学术民主
,

开展 了
“

百家争鸣
” ,

大家

心情舒畅
,

既开拓了视野
,

深化 了认识
,

又增强了团

结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土壤分类既是土壤科学的基

础
,

又是土壤科学发展水平的综合标志
,

是土壤科学的

核心问题
。

凡是开展土壤普查
、

正确评价土壤资源
、

合

理利用与改 良土壤以及因地制宜地推广各 种 先 进 技

术
,

都要应用土壤分类的研究成果
。

但是
,

由于受林

彪
、 “
四人帮

”

的干扰破坏
,

近年来我国土壤分类的研究

进展缓慢
,

已很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土壤科学现代化

的需要
。

因此
,

大力加 强土壤分类的研究工作
,

是新时

期赋于我们的光荣任务
。

会议经过七天热烈而又紧张的讨论
,

与会同志对

土壤分类中的一系列重大间题
,

充分进行了讨论
,

取得

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

如
:
土壤分类应坚持发生学观点

,

自然土壤和耕种土壤应统一分类
,

全国应有一个统一

的土壤分类系统
,

同时发展耕种土壤
、

林业土壤
、

区域

性土壤或以某一生产 目的为对象等土壤分类系统
。

在

此基础上
,

初步拟定了一个新的中国土壤分类系统暂

行草案
,

希望各有关单位在实践中提出修改意见
,

不

断予以完善
。

还有一些间题
,

虽然 目前仍然存在分歧
,

但通过讨

论
,

也起到了彼此沟通
,

相互促进的作用
。

这些问题归

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

1
.

关于土壤分类的指导思想
。

一种意见认为 土

壤分类应该有明确的 目的性
,

要为农 田基本建设
、

科学

种 田与改土培肥服务
,

多数意见认为土壤是客观存在

的历史自然体
,

土壤分类要反映土壤自身的客观差异
,

不同于土壤分区
、

土壤肥力评价及土地利用分类等
,

主

要应注重于分类的科学性
。

一个真正 的科学分类
,

必

然具有生产性和群众性
。

2
.

关于土壤分类的依据
。

有三种 意 见
:

(1 ) 认

为土壤属性是成土条件与成土过程的综合反映
,

因此
,

应以土壤属性作为土壤分类的依据
; ( 2) 认为土壤的

本质是土壤肥力
,

应该把土壤肥力和肥力形成过程作

为发生分类的主要依据
; ( 3 ) 多数认为土壤属性与成

土条件
、

成土过程之间是辨证统一 的关系
,

不能仅仅从

土壤属性来 区分土壤
,

必须把土壤形成条件
、

成土过程

和土壤属性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

作为土壤发生分类

的综合依据
。

3
.

关于土壤命名问题
。

一种意见是创立新的土壤

命名系统
,

逐步拉丁化
,

以便国际交流
。

多数意见是采

用习惯的连续命名与群众命名相结合的办法
,

在高级

分类单元中用大家熟悉的土类
、

亚类名称
,

耕作土壤的

基层分类单元主要采用经过整理和提炼的群众名称
。

4
.

关于土壤分类系统的级别
。

大多数同志 赞 同

用五级分类制
,
即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和变种 ;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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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壤 分 类 研 究 工 作 协 作 的 建 议

土壤分类集中反映了土壤科学的理论水平
,

是土

壤科学的核心问题
。

凡是开展土壤普查
、

正确评价土

壤资源
、

合理利用与改良土壤以及因地制宜地推广先

进农业技术
,

都要应用土壤分类的研究成果
。

但土壤

分类既是深入细致
,

又是面广量大的工作
,

为了推进这

一工作
,

必须应用新技术
、

新方法
,

逐步使我国土壤分

类规范化
,

以期在不远的将来
,

建立一个具有我国特

色的土壤分类体系
,

赶超世界先胜水平
。

为此必须尽

可能广泛地组织各方面力量协同工作
,

现根据会议讨

论意见
,

初步归纳出下列建议
。

(一 )结合全国土壤资源评价和编制 1 l/ 00 万或大

于 1 / 1 0 0万土壤图的任务
,

开展以土类为主的土壤形

成特性和分类体系的研究
:

1
.

采集主要土类的典型标本
,

研究各土类 的 形

态
、

矿物
、

物理
、

化学
、

地球化学和生物学特性 多

2
’

主要土壤形成特点和开垦
、

利用过程中肥力演

变规律的研究 ,

3
.

我国土壤分类原则系统和各级分类单元 划 分

依据的研究
。

(二 )结合土壤普查和大比例尺土壤制图加强土壤

基层分类单元的研究
:

1
。

基层分类单元划分原则和方法的研究 ;

2
.

不 同地区
、

不同类型土壤基层分类划分具体指

标的研究 ;

3
.

基层分类命名的原则和方法的研究
。

(三 )有关研究土壤分类方法的研究
:

1
.

土壤遥感资料 自动识别分类的研究 ;

2
.

土壤测试技术的革新和分析方法规范化 ;

3
.

土壤微形态
、

超微形态和土体构型的研究 ;

小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土壤分类的研究 ;

5
.

应用土壤生物地球化学方法进行土壤分 类 的

研究 ,

6
.

应用 C ` 4
方法进行土壤历史演化和土壤 分 类

的研究 ;

7
。

土壤特性的动态定位研究
。

(四 )成立土壤分类委员会
,

协调全国土壤分类工

作
:

1
。

成立全国土壤分类委员会
,

中国土壤学会理事

(扩大 )会上推选出 1 4名代表为委员会成员
。

该委员会

将在中国土壤学会领导下
,
推动和组织开展全国土壤

分类的研究工作
。

2
.

分类委员会在各地区设立协作组织
,

分别负责

各大区土壤分类工作
。

初步将全国分为东北
、

西北
、

华

北
、

华东
、

中南和西南六个协作区
。

各区根据各自的土

壤特点
,
有重点地进行土壤分类的研究

。

3
.

分类委员会在南京土壤所内设秘书处
,

负责联

系
。

4
.

全国分类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
,

大区 1一 2年开

(上接第 1 6 7页 )

一些同志建议用七级分类制
,

即土类
、

亚类
、

土属
、

亚

属
、

土种
、

亚种与变种
。

此外
,

对于土类以上是否需要

再作归纳等问题
,

也进行了讨论
。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
: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是繁

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 , “

学术上

的各种观点和学派
,

在互相讨论
、

互相促进中得到发

展
” 。
会议一致认为

,

在土壤分类的研究工作中
,

出现

各种不同的观点
,

是完全正常的
。

只要我们有一个共

同的奋斗目标
,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

互相学习
,

互相讨

论
,

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

我们就

一定可以通过学术交流
,

取长补短
,

发扬正确的东西
,

修正错误的东西
,

使各种观点在讨论中和实践中逐步

地趋于一致
,

并不断地推动土壤分类研究工作向前发

展
。

会议期伺
,

还举行了遥感技术
、

数理统计
、

电子计

算机及土壤微形态研究等新技术在土壤分类中应用的

专题报告会和专业性学术座谈会
。

介绍了国外土壤分

类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分析了我国土壤分类工作

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

在此基础上
,

讨论了今后的研

究工作
,

提出了全国协作的初步建议
。

会议认为
,

在今后的工作中
,

应注重我国主要土壤

类型的成土过程和分类体系的研究
,

加强基层分类单

元的研究
。

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

尽快使土壤测试技术

和土壤分类研究实现自动化
,

数据化
。

会议建议
,

成立全国土壤分类委员会
,

以便进一步

推动全国土壤分类的研究工作
。

为了积累资料
,

培训

干部
,

建议建立全国性的土壤档案馆和土壤陈 列 馆
,

编写中国土壤分类志和地区性土壤分类志
。

与会代表最后一致表示
,

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地

工作
,

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

团结协作
,

为进一步完善

我国 的土壤分类系统
,

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尽快实现

土壤科学的现代化
,

促进农业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

(吴志东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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