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

l一 16

> 16

强

特强

附表 2 土滚的细菌腐蚀与氧化

还原 电位 ( Eh )标准

附录 土坡腐蚀性分级的若千指标

到目前为止
,

在土壤的腐蚀性和土壤的任一理化

性质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简单的对应关系
。

关于用间接

的实验方法来确定土壤的腐蚀性问题
,

也还没有得到

彻底的解决
。

因此
,

根据土壤的某些个别的理化性质

作为土壤腐蚀性的分级指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E h* (对 氢 电
伏 )

极 )
细 菌 腐 蚀 性

强弱无中< 10 0

10 0一 2 0 0

20 0一 4 0 0

) 4 0 0

* 表中 E h系指 2 5
O

C时佼正至 p H 7 时之值
。

附表 1 土壤腐蚀性的电阻率指标

美
、

苏
、

日
、

英
、

法各国土壤腐蚀性的

电阻率指标 (概要 ) (欧姆
·

米 )

附表 3 土壤腐蚀性的含盐量 ( % )等级

油 田号
r

特
强

}
“

…
中 ! “

> 1
.

2 { 1
.

2一 0
.

2 1 0
.

2一0
.

0 5

I { > 0
.

7 5 1 0
.

7 5一 0
.

0 5 } 0
.

0 5一 0
.

0 1 } < 0
.

0 1

< 1

< 5

< 二O

< 9

< 5

1一 1 0

5一 2 0

2 0一 4 5

9一 2 3

5一 15

1 0一 6 0

2 0一 1 0 0

遮5一 6 0

2 3一 10 0

15一 2 5

> 6 0

> 1 0 0

> 6 0

> 10 0

> 2 5

国联本国国
一美苏日法英一

我国某些油田土壤腐蚀性的

脚一…一曰
电阻率指标 (概要 ) (欧姆

·

油 田 号 特 强 } 强

< 2 0

5一 5 0

5一 1 0

2 0一 50

< 5

< 5

5 0一 10 0

10一 5 0

> 5 0

> 1 0 0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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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土壤》

管 野 一 郎

本书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全国土壤的一本著

作
,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编
,

参加编写的单

位有辽宁省林业土壤研究所
,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

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

组
、

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
,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

山

西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

山西农学院以及南京林 学 院
。

1 9 7 5一 1 9 7 6年经过集体讨论
,

于 1 9 7 6年 11 月脱稿
,

在此

期间吸取了土壤科学工作者以及许多有实践经验农民

的意见
。

本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
。

所谓农业学大

寨是以大寨农民的精神和
“

八字宪法
”

( 土
、

肥
、

水
、

种
、

密
、

保
、

工
、

管 )为基础
。

这些在
“

前言
”

( X V 1 1 )和序

(1 一4页 )中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

本书由三篇组成
,

第一篇
“

土壤的利用 改 良
”

( 7

一 2 22 页 )分为 16 章
,

第二篇
“

土壤的荃本性质和肥力特

性
”

( 2 2 5一 .13 7页 )分为 15 章
,

第三篇
“

土壤的类型和分

布
”

( 4 4 1一7 19 页 )分为16 章
。

书中附有中英土壤名词对

2 1 4



!((宪( 72 0一 2 72页 )
,

中
、

拉植物名词 对照 ( 7 2 3一 7 2 9页 ) ,

以及南京上壤研究所主 编 ( 1 976 年 10 月 )的中国土壤图

(一千万分之一
,

彩色印刷 )
。

这类书通常的编写顺序是第三篇
,

第二篇
,

第一

篇
,

但在本书中则与此相反
,

我想可能与他们重视生产

实践和土壤的利用改良有关
。

不过在阅读第三篇新采

用的土壤名称时
,

要参照中英土壤名词对照表不免有

些麻烦
。

在第一篇中详细叙述了高产稳产大寨田的 建 设
,

培肥措施
,

肥力特性
,

肥沃水稻土的特性及培育
,

黄淮

海平原盐碱土的综合治理
,

风砂土的改造利用
,

黄
.

上地

区土壤的水土保持及其防治
,

还有如下土壤的改良利

用
,

即低产水稻土
,

红壤
,

褐棕土 (森林土 )
、

盐碱土
、

黑

土 (与黑钙土不 同 )
、

白浆土
、

沼泽土
、

草原土壤
、

沙漠土

壤
、

森林土壤以及西藏高原土壤等
。

记载具体
,

要点阐

述确切
。

在第二篇中分以下各章
,

土壤肥力条件和作物生

长
,

上壤颗粒
,

土壤结构
、

土壤水分
、

土壤粘土矿物
、

土

壤有机质
、

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
、

土壤表面化学性质
、

土壤酸碱性
、

土壤中的氧化还原过程
、

土壤氮素
、

土 壤

磷素
、

土壤钾素
、

土壤微量元素
、

以及土壤微生物
。

土壤

颗粒的分级和质地分类与略加简化的苏联的卡琴斯基

法相类似
。

粘土 ( < 0
.

0 0 5 m m )分粗粘土 ( c
.

0 0 5一 0
.

0 0 1

m m )和粘土 ( < 。 .

00 1 m m )
。

本章附有粘土矿物 分 区

图 (分 7个区 )
,

土壤 (表层 )阳离子交换量图
,

以及中国

土壤的 P H 和盐基饱和度图
。

对于土壤的氧化还原过

程作为中国水稻土的荃本性质提出许多宝贵的资料
,

同时也阐述了主要土类的腐范质组成
,

胡敏酸
,

富里

酸的结构分析和光学性质
。

此外还有关于 N
、

P
、

K 的

许多资料
,

以及 土壤微量元素 ( M o 、

B
、

M n 、

Z公
、

C u )

的资料
,

特别是对M 。 。

提出了全国缺 M 。地点及 M 。

肥有效地点分布图
。

关于土壤微生物
,

生长刺激素
,

微生物肥料也有许多资料
,

土壤微形态学的研究也应

用于土壤学的各个分支
,

并附有若千显微照片
。

对土壤学家来说最感兴趣的第三篇
,

用约 2 70 页的

篇幅系统地详细叙述了土壤分类
,

有纪元前 4一 5世纪

的
“

禹贡
”

和
“

管子
·

地员篇
”

上的记载
,

特别指出采用

农民群众的土壤命名经验的重要性
,

概述了解放后土

壤分类的发展
。

然后提出了土壤分类中的几个重要问

题即地带性
,

耕作土壤分类
,

基层分类等
。

中国土壤分类采用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
、

变种 5

级分类制
,

土类和土种为基本单元
,

在土类的上一级根

据土类的共性分成若千土壤系列 ( oS 订
。心 er )

。

土壤系列
:
红澳系列是以富铝化过程为其共同特

点
,

包括砖红壤
,

赤红壤
,

红壤
,

黄壤
,

燥红土
,

褐棕土系

列在成土过程上有其共同联系
,

包括黄棕坡
、

棕壤
、

褐

土 (在中国是以 D r a b 5 0 11代替 C i n n a m o n i e s o i l )
,

而水稻土系列的土类只有一个水稻土
。

把水稻土暂定

为一个土类的观点书中的看法也不大一致
,

可能有较

多的争论
。

共分 14 个土城系列
。

土类
:
在一定的生物气候条件

、

水文条件
、

耕作制

度
、

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

根据与此相应的形成过程
,

剖

面形态和特性 (物理化学的
,

生物学的 )来划分
。

以前认

为砖红壤化红城 (属于红壤)是红壤与砖红坡之间的类

型
,

但由于这类土壤对热带作物有重要的意义
,

所以把

它作为 一个独立的土类
,

叫赤红壤
。

共分为妇 个土类
。

土属
:
主要根据母质和水文等地方因子划分

。

红坡

根据母质的影响划分为铁质
,

硅铁质
、

硅铝质红壤等

土属
,

而盐土是根据盐分的组成来划分土属
。

土种
:
是农 民群众用的土坡基本分类单元

,

根据发

育程度而分
,

耕种土壤则是根据熟化程度划分 土 种
。

后面将 以水稻土为例来叙述
。

土壤变种
:
在土种范围内按土镶肥力的不同划分

。

因耕作
,

施肥等肥力变化
,

由某个变种变为另一个变

种
。

土类
、

亚类名称列入附录一
。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使

用的土壤名称有很大变化
,

如黑土与黑钙土有区别
,

前

者气候湿润有明显地滞水现象
,

喜湿性植物生长茂盛
,

在草甸化过程中普遍有腐殖质的积累
,

淋溶作用也强
。

以前的良水型南方水稻土和酸 性 水 稻 土 叫 潮 泥 田

( C h a o n i , 0 11 ,

W e l l一 d r a i n e d s u b m e r g i e 5 0 -

n t h e r n p a d d y , 0 11)
,

潜育 中 性水 稻土 叫青泥 田

( Q i n g n i 5 0 11:
,

G l e y e d rn i d d l e p a d d y 5 0 115 ) ,

另外发育在黄土上的土壤叫揭土 ( D r a b 5 01 1)
,

绵土

( M e i n 5 0 115 ,

C u l t i v a t e d l o e s s i a l 5 0 115 )
,

楼土

( L o u 5 0 11`
。

S t r a t i f i e d o l d m a n u r i a l l o e s s i a l
5 0 125 ) 以及黑沪土 ( H e i z n 5 0 12。

,

D a r k l o e s s i a l

5 0 11)
。

书中介绍了一些水平的
,

垂直的地带性分布例子
,

而且绘制了全国土壤风化壳类型图 ( 19 种类型 )
。

所附

的中国土壤图
,

图例表示到亚类
。

这些理论的记述在继土坡系别的各章中对土镶形

成过程
,

形态特征
、

物理的
、

化学的
、

矿物学性质
、

利用

状况等都有系统地叙述
。

因为都已列入各章中
,

所以

重点介绍一下 水稻土
。

书中提出水稻土的基本层次有耕作层 ( A )
,

犁底

层 ( P )
、

淀积层 ( B )
、

还原淀积层 ( B G )
、

潜育层 ( G )
,

拱

作层可进一步细分为浮泥 (表层 )氧化亚层和糊泥 (栩

状 )还原亚层
,

淀积层可再分为铁淀积亚层 ( iB r) 和盆

淀积亚层 ( B m n)
。

水稻土的形成过程包括暇化还原过

程
,

腐殖质的积累和分解
、

复盐墓和盐墓淋溶
、

粘较的

积累和淋失等
,

而且也具体地论述了在这些过程中元

卫1`



素的活化和移动
,

水稻土的熟化过程
。

水稻土各类型

的划分标准如下
。

土类
:

有 2 种划分方式
,

一是按地带特征所表现的

热 t 条件
、

土壤性质和耕作制度等
,

划分为南方水稻

土
、

峪血水稻土
、

北方水稻土三个土类
,

另一种是按水

分类型分为表潜 (表层潜育)水稻土
、

绪育 (季节 性 淹

水 )水稻土
、

潜育水稻土三个土类
。

前一种分类考虑了

土城形成的地带性特点和土壤矿质养分
,

在利用和施

肥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

但没有突出水分在水稻土形成

中的重要作用
,
后一种分类恰与前者相反

。

在中国暂

将水稻土作为一个土类
,

而把地带性特点和水分特征

用来决定其下一级的分类单元
。

亚类
:

除根据水分类型不同新形成剖面结构的差

异划分亚类外
,

同时把地带性特点也在亚类一级中反

映出来
。

当然
,

复盐基和脱盐基过程也是划分亚类的

一个指标
。

土属
:
根据母质和改良程度的不同

,

表现在肥力类

型上的差异划分土属
。

这里所说的肥力类型指如下 9

种
。

即油 (播 )性
、

起浆性
、

僵性
、

淀浆性
、

沉砂性
、

冷性
、

梗性 (刚性 )
、

绵性
、

凉性
。

并叙述了它们的详细内容
。

土种
:

根据熟化程度划分
。

按上述标准把各地带的土壤亚类
、

土属的特点和

名称列在 474 一 4 75 页附表中
。

其他的土类从略
,

但值得注意的是黄棕壤未列入

红续系列
,
而是列在褐棕土系列

。

所谓与棕色森林土不

同的分布在山东半岛的 ( T h o r p 1 0 3 6 )
“

山东棕壤
”

(加

里福尼亚的非石灰棕色土 ) 被定为棕壤
,

主要分布在

山东半岛
、

辽东半岛
、

山海关西北部等地
。

另外
,

过去

我认为分布在东北山岳地带的所谓棕色森林土被定为
“

暗棕缝
”

( D a r k B r o w n F o r e s t 5 0 1 15 )
。

黄
一

L地带

(山西省 ) 的淡栗色土 ( T h o r P
,

1 9 3 6 ) 或灰褐土 (苏联

原学派 )被划为肉桂色土 (中国叫褐土 )
。

发育在华北

平 次 生 黄 土 的 耕 种 土 壤 划为潮土 ( C ul it v at e d

F l u v i o g e n i e 5 0 115 )
。

在各章的末尾列有解放后的文献数十篇
,

而且全

部是中国的
,

没有一篇欧美
、

苏联
、

日本的文献为特点
。

本书印刷图板清楚易读
,

土壤剖面和大寨的彩色照片
,

各种景观照片等都有助于对中国土壤的理解
。

本书把解放后中国土壤科学工作者所从事的各种

研究
,

做了系统地总结
,

很值得 日本读者参考
。

在 1 9 7 8

年
“

土壤学报
”

( A e t a p e d o l o g i e a s i n i e a ) ( 1 5卷 1

号
、

季刊 ) 以及
“

地理学报
”

( A e t a G e o g r a p h i c a

s i n i e a ) ( 3 3卷 l号
,

季刊 ) 已复刊
,

当日中土壤学会开

始正常交流之际
,

本书将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著作
。

附
:

本稿执笔后
,

由于南京土壤研究所熊毅所长的支持
,

本

书已由川獭金次郎博士和我进行翻译
。

根据熊毅所长

的意见土坡系列的英文译名应是 5 01 1 o r d e r 。

另外
,

潜育白浆土的英文名称 G l e y e d p a n o i o l是 G l e y e d

p l a n o , 0 1 的刊误
。

何群译 自“ 犷 。 , 大 卜第 22 卷
、

2号 ( 1 9了8年 )

《 土 壤 的 本 质 与 性 状 》 一 书 评 介

罗 汝 英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 )

(( 土坡的本质与性状 )) (
“

T h e N a t u r e a n d P r o -

p e r t i e s o f 5 0 115 ”
)一书

,

已于 1 9 7 4年在美国发行第

八版 了
。

这 本书 最初是 由 T
.

L
.

L y o n 和 H
.

0
.

B u ck m a n 合写
,

于 1 9 2 2年首次出版
,

其后一再重版
,

从 1 9 5 2年的第五版起改由 H
.

0
.

B u e k m a n 和 N
.

C
.

B r a d y 合作
,

而现在的第八版则由 N
.

C
.

B ar d y 独

力改写而成
。

正如 W
.

W
.

M e F e e 和 G
.

E
,

V a n

S e o y o e 所写的书评指出 (见 5 0 11 S e i
.

S o e .

A m
.

J
. ,

V o l
.

s 。
,

N o .

5
,

2 0 7 5 )
,

本书自初版到 目前的五

十余年间
,

在美国已成为久经广泛使用的土壤学基础

教科书了
。

这个新的改写本全 书 共 22 章 6 39 页
,

与

英国的 E
.

W
.

R ” , el l 改写的《土城条 件 与 植 物

生 长 ( 第
一

! 版 ) 》 (
“

5 0 11 C o n d i t i o n s a n d P l a n t

G r o w t h
”

) 等书一样
,

可说是在国外版本比较新的普

通土城学教科书之一
,

适用于高等院校农学类各专业

学生参考
。

对这本书作一些 剖析
,

可能有助于了解国

外土壤学教科书的水平和特点
,

为当前编写新教材的

工作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

由于评介者本身的水平有限
,

不可能对该书各章节作出详细的全面评介
,

所以本文

只是概括地介绍和讨论其中的几个问题
。

这个新版本的著者 N
.

C
.

B r a d y 是美 f1[ 组约州立

生物学和农学院的土壤学教授
、

非律宾国际水稻研完

所所长
,

并曾任美国土壤学会 1 9 6 3一时届理事长
。

他

在这本书中声明主要是用 E d a p h o l o g y 的观点
,

即从

高等植物生长的角度来研究土壤性状
;
书中的大部分

篇幅 (有 19 章 ) 是讲述 土壤的性状 以及 }CJ 料施用问赳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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