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主
,

例子很多
,

不胜枚举
。

我们只 想借太湖高产地

区水稻土生态系统中土壤与耕作制度的因果关系
,

说

明土壤生态系统的研究离不开微观研究
,

抓了微观研

究将丰富土壤生态系统的内容
。

2
。

综合分析与单项研究相结合
:

自然科学 发 展

史告诉我们
,

科学分工越来越细
,

研究越来越深入
,

但

是
,

为了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或生产问题
,

就要求高度

的科学综合
,

在工作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整体规划和

严密的组织
。

例如土壤肥力的研究
,

没有土壤学各分

支的深入
,

不可能透解土壤肥力的本质及各因素间的

关系 ; 而如果不把肥力特性与环境条件结合起来
,

找

出其变化规律
,

不把各分支学科所累积的材料加 以系

统的综合
,

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且上升成理论
。

所以从解决生产问题上或从提高土壤科学水平上
,

土

壤生态系统的研究都是十分迫切而重要的
。

在资本主

义国家里
,

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不易密切结合
,

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使我们有条件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
,

进

行土壤生态系统的研究
,

这样可使土壤科学的研究建

筑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

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有利的
。

冻土学研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意义
*

丁 德 文

(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 冻土研究所 )

我们幅员辽阔的国土
,

有近五分之一的面积为多

年冻土区
。

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北大
、

小兴安岭山地
,

青

藏高原和西部高山地 区
。

季节冻土则从长江沿岸开始
,

遍及我国北部
。

冻土 区储有多种矿藏
、

森林
、

地热及

水力资源
,

也是发展农林牧业的重要基地
,

反霸斗争

的前哨
。

因此
,

冻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

对巩固国防

和发展 国民经济均有很大意义
。

冻土学是地球寒冻地区的一门主要学科
,

它主要

研究地壳上部的物质系统
,

在常 温常压 下
,

以 热运

动一
一

相变化为基本矛盾的综合过程和现象 ; 研究冻

土层与环境之间 (包括人为活动 )物质和能量的关系 ;

以及冻土用于不同 目的的改造和冻害的预防治理
。

所

以
,

冻土学是认识和征服寒冻地 区的基本学科之一
。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
冻土 区的农业战线同样

面临着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任务
。

因

此
,

冻土学也将承担着为实现寒冻地区农业现代化的

新使命
。

冻土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农业和工程建

设都与冻土学有关
。

按其寒冻因素对不 同利用方式的

影响
,

目前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

一
、

关于冻土作为农作物生长和发育的基地
。

要

求研究冻土 区土壤发生和发展的特征
、

类型和改 良利

用区划
;

研究冻土区土壤的肥力特征和管理技术
。

以

确定冻土 的合理开发利用方案和改良培肥措施
。

二
、

关于寒冻条件控制下农作物的生活环境
。

这

方面的问题是要创造农作物适宜的生活条件 ; 建立植

物保护方案 ; 特别是要制定正确的耕作制度和栽培
、

管理方法
。

为此
,

要求研究寒冻因素控制下的农业气

象规律和灾害性气象规律; 研究寒冻条件下农作物生

理过程的特征和生长
、

发育各阶段与外界条 件 的 关

系
。

三
、

关于农田基本建设中冻土作为污土和地基等

应用
。

这方面的问题是要确定工程的选址 (线)
、

合理

布局的方案
。

特别是要制定合理的冻土利用改造措施
,

以及确定合适的施工技术和机械
。

为此
,

要求研究冻

土的工程分类原则和类型
。

研究冻土的工程特征
、

强

度和变形等规律
。

四
、

关于寒冻条件控制下冻土污工和构筑物的稳

定性
。

这方面的问题是要确定合理的基础和上部结构

形式
,

探寻克服冻害的工程措施和保证构筑物稳定的

围护
、

管理方案
。

为此
,

要求研究寒冻条件下构筑物

稳定性原理
,

研究冻害发生的原因和规律
,

以及施工
、

运营各阶段与外界条件的关系
。

从现代科学研究进展的总趋势来看
, _

上述 四方面

的课题
,

都可以归属于土壤生态系统
、

农作物生态系

统
、

自然地理
一
地质系统和建筑工程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的研究
。

但是
,

众所周知
,

系统的综合研究
,

必须建

立在分析基础 之上
,

并在具体的分析中应特别注重矛

盾的特殊性
。

同时分析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决定事物本

质的运动形式和它展示的真实过程
。

按上述观点
,

我

* 本文是在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施雅风教授勉励下
,

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熊毅教授指导下写成的
,在写作过

程 中
,

得 到了兰州沙漠研究所 陈隆亨
、

郭建刚
,
.

黄子深 和童立中等 同志的帮助
,

仅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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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澎蒸缪篆德
翼 l薰黔 :漱蒙薰狱翼
缘黔袭霆霭霎霎黯篡重翼翼桨弄言嚣
冻土学的

卜

发夙
_

目前处于丈程学和冻土李边缘上的
,

新兴的工程冻土学
,

就是把前面两者有机结合的学科
,

它研究冻土与严寒的气候对建筑物的影响
、

冻土的利

用改造
、
冻害预防以及建筑物在寒冻条件下的稳定性

黑黑咒簇黔斗卿
的陋应

关于冻土学在参与解决第一
、

二方面的间题中
,

日前的主要任务应当是
,

把冻土层中热运动— 相变

化以及由它们决定的各个过程— 温度变化过程
、

一

水

分运动过程 (包括水分存在状态和迁移 )
、

物理化学过

橙咆猜胶体吸附
、

离子水花与注移入 力孚冠程 ( 包

括力事获悉
、

一

性质从 冷生组构冠液 、以及它们之向相

互作用的综吞迫i穆的研究 ( 包括透些过程及蜡抬过程
与环境的相童作用 ) 应渗透到农业利

`
学中丢

。

另外
,

夏重要的是
, 一

澎土学脚粤积极
一

的吸取农奥唾学科的理论

器暴翼霭霍霭茹翼咒乳默粼笙
壤发生

、

发展的影响
,

应给予特抓收重视
。
因为在现

阶段
,
冻本仍被作为一个自然地理

一地质系务在该系
统中

少

把冻土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的物理
、

物理一化学

租物理~ 力学特征
,

,

并在吻质丫能量交换
、

转化过程

中的特殊部分
,

总吞
尸

是作办土力学
,

而不是作为土

壤学的研究劝氛 迎州 冻土学 目前也不专口研究生
物学诊程和近彝鱼面大气的物理过程已气象因索只作为
冻土层中诸过程的条件

,

所以只研究冻土层形成后对

生物和气象以及自然地理综合体的影响
,

重点在于研

称翼攀生属
应勇于 ; 入、 、 代化 /、 、

、 、

科研工作中去
,

这是大有作为的
。

在冻土学与农亚科

学相互渗透的过程中
,

可以期望一 门崭新的学科—
农亚冻土学的诞生

。

这一门学科不仅能解决冻土区的

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间题
,

而对非冻土区
一

也是有指导意

义的
,

冻士学本身也会在这一工作中得到长足附进展
,

使其在整个生态系统
,

自然地理
一

地质系统秘工 程 系

统的研究中发挥作用
,

一

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 一

「

一

(上接络念立分页 )

表 7 佩月即曾效剂 (疏卿
「

对小麦产量结构的影响
( 上外邓年 乡

奋i 二三一…
注 :

小麦 品种为
左

安微 n 号
” 。

四
·

犷 小
「

一 …

结

1
.

硫脉作为氮肥增效齐止能够抑制土壤亚硝酸
厂

细

向物活动
,

提高氟肥利用率
,

对小麦有增产效果
。

在我

所氮肥甩量较亮吟水平下有绍曾产作用
.

,

在氮月玛用量诊

较低的淆况下
,

增添少量硫眼
,

提高氮肥利用率
,

对经

济用肥更有现实意义
。一我县有生产硫脉的原料 〔石灰

氮 )
,

工业都仃也组织过生产丈对在小麦上推广使用硫

脉作氮肥增效剂有有利条件
。 丫 1

「

2 、
硫脉剂量公 从经济效果考虑

,

以在 3% 以内为

宜
。

、

熟刊
、
麦施用纂月睽效剂

, 一

以腊肥 (1 月 )或早春返

青肥时施丹比较有弧
一

` 一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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