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
。

然后再把电极的连接交换一下
,

再通电 1 50 小

时
。

这样
,

从土壤内活化出来的钠离子
,

便向底土集

中
,

以后再结合化学处理来进行改 良
。

硫酸铝是最有

效的改 良剂
,

石膏 (附加 2 5% 的硫酸 )的效果接近于硫

酸铝
,

但是价格却便宜得多
。

如果仅用 电流活化钠离

子
,

使钠离子集中在 底土层
,

而不再加化学处理
,

那

么碱土的坚实少孔等不 良性质依然存在效果便差些
。

在这次会议中
,

很多从事于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家
,

非常重视旱地盐土的改 良
。

这类盐土发育于非灌溉区

的旱地
,

盐分是由于地表径流
,

以及上升的地下水所

携带而来
,

在雨季形成潮湿
、

多盐的表土
、

干早以后

地面有盐霜
,

使作物生长不 良或死亡
。

盐分的主要组

成是硫酸钠和硫酸镁 (对这种盐分的生成提出一个专

门名词
“
S al t兜扩

,

)
。

改良这类盐土
,

有三种比较易于

实施的方法
:

① 在雨季中把地表径流的水分引 导 于

其他用途
,

使不侵入附近的低地
; ② 种植深根的多年

生作物
,

北美半千早地区 (M o n
at

n a) 的试验证明
,

连

种五年苔猎
,

可 以使地下水位降低 2一 2
。

9公尺
; ③ 集

约耕作
,

使雨季时地面有作物覆盖
,

作物的蒸腾作用

可以使表土中由降雨所增加的水分不和地 下 水 相 连

接
,

这样不至于引起返盐作用
。

对于 由地表径流或地下水上升而造成的旱地盐土

的化学特性
、

研究方法
、

不同作物对盐土的抗性以及

相应的改良措施
,

有一个专门分组来进行讨论
。

就北

美大平原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匈牙利
、

非洲等地区

的旱地盐土提出了三十多篇报告
。

(七 、土壤矿物

土壤矿物组报告的论文
,

包括土壤物质的显微镜

观察
、

土壤矿物韵风化
、
水化氧化物等

。

根据显微镜观察
,

英国潜育灰棕壤中的主要胶结

物质是无定形硅
,

而不是粘粒或铁 ; 有人把加拿大的

亚表土分为三种
,

铁盘层的主要胶结物质是腐殖质的

铁铝络合物
,

薄盘层主要被铁胶结
,

硬盘层的主要胶结

物为无定形的铁
、

铝
、

硅
。

有人发现
,

波兰的黄土虽然年

龄不同 (25 一 100 千年 )
,

但粘土矿物并无差异
。

有人发

现
,

美国一种对创铁和水泥有腐蚀作用的酸性土壤是

由于含有大量黄钾铁矾
。

有人认为热带土壤的粘土的

表面性质 和电荷性质可以代表风化作用的最后阶段
,

而矿物组成则不易显示 出来
。

有人发现
,

埃洛石是某

些氧化土带有受 P H 控制的电荷的重要原因
,

这种土

壤中施用大量石灰或磷肥时
,

可 以降低 阳离子的活动

性
,

增强非专性吸附的阴离子 (N O
。 一 、

C l
一

) 的活动

性
,

并使物理性质变坏
。

矿物组报告的论文
,

大多是 区域性土壤的研究结

果
。

在内容方面
,

关于铁
、

铝化合物的材料较多
。

以上为会议概况简介
,

详细内容请参阅会议论文

集
。

(出席第十一属国际土壤学会中国土壤代表团 )

中 国 土 壤 学 会 活 动 简 讯

根据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科协的指示精神
,

中国

土壤学会于 1 9 7 8年 g 月在南京市江宁县召开 了理事扩

大会议
,

讨论 了开展学术活动等事宜
。

在此前后
,

不

少省
、

市
、

自治区土壤学会或土壤肥料学会也相继恢

复了活动
。

据初步 了解
,

北京
、

上海
、

天津
、

浙江
、

广东
、

福建
、

辽宁
、

安徽
、

山西
、

黑龙江
、

湖南
、

湖北
、

贵州
、

广西
、

江苏
、

陕西
、

新疆
、

河菊等省
、

市
、

自治区学会先后 召开

了理事会或理事扩大会议
,

调整和增补 了理事
,

拟定

了年度学术活动计划
,

讨论了科学普及工作
。

很多学

会已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报告会
,

例如广东省土壤

肥料学会开展学术交流
,

总结了土壤肥料科学研究工

作的经验和科研成果
;
介绍了当前国内外土壤肥料科

研工作的动态 ; 讨论了 目前土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今后研究的主攻方向
。

浙江省土壤肥料学会举行大型

学术报告
,

系统讲解农业现代化与土壤肥料科学的关

系
。

黑龙江省土壤学会除举行学术报告外
,

还结合本

省农业生产实际
,

组织专业人员在省内进行各种学术

考察
,

编写多种科普读物
,

并筹备试办学术刊物
。

安

徽省土壤学会根据当前农业生产的需要
,

组织了多次

小型专题讨论会和座谈会
。

江苏省土壤学会最近举行

学术报告
,

介绍了国际土壤学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学术

内容和中国土壤代表 团赴国外考察情况
,

传达了全国

土肥工作会议的精神
,

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
,

使大家

开阔 了眼界
,

看 到了自己工作上的差距
。

这些学术活

动都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
,

收到 良好的效果
。

目前
,

许多学会己键全了组织
,

成立 了学术活动

组
、

科学普及组
,

并按学科分支设立相应的专业委员

会或专业组
。

山西和江苏的土壤学会还在地区一级设

立了土壤学组
。

这样
,

更有利于学术活动和科普工作

的开展
。

一 `

此外
,

有些学会已着手老会员登记和发展新会员

的工作
。

( 中国土攘学会通讯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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