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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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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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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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2年首次出版
,

其后一再重版
,

从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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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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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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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然而
,

著者也认为不可能清楚划分 E d a p h o1 0 g y 与

P ec lo lo g y (后者指从自然体的观点研究土壤 )的界限
,

故 也用了两章的篇幅介绍风化
、

土壤形成和土壤分类

系统等内容
。

这是一种既突出重点又照顾全面的做法
,

与 R u s : e l l 的《土壤条件与植物生长 (第十版 ))) 基本

相似
,

而 与 德 国 的 E
.

A
.

M i t s e h e r l i 。 h ( i , 5 4 )的

((农 林 土 壤 学 》 (
“
B o d e n k u n d e f认 r L a n d w i: t e ,

F o r t“ w i r t e u n d G o r t n e r "

)那样突出一个学派的观

点
,

不讲土壤形成分类
,

专讲土壤性状及耕作施肥的做

法不同
。

作为普通土壤学教科书来说
,

B r a d y 这样的

处理是比较合适的
。

本书第一章中增补 了 有 关 土壤

概念和土壤学发展的简短历史资料
,

着 重 讲 述 了 自

H e l m o n t B o u s s i n g a u l t
、

L i e b i g 以来土壤肥力和

植物 营 养概念的发展 , 并引用 H i l g a r d 的观点
,

强

调土壤是一个动态体系 , 同时
,

也提到中国上古时代

的土壤图 (可能是指《 禹贡 》 )以及俄罗斯土壤发生学派

对美国土壤分类的影响
。

这段有关历史的叙述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著者的学术见解
,

与上文 提 到 的关于

E d a p h ol o g y 的声 明 以 及他对本书取材的做法基本

上是一致的
。

本书的内容比较全面
,

大体上包括 五 个 部 分
:

(一 )土块的基本性状
,

(二 )母质和土壤 (主要是 美 国

土壤 )的形成
、

分类和调查
,

(三 )植物营养和施肥 (主

要是针对农作物 ) , (四 )土壤污染
, (五 )世界土 壤 资

源和热带土壤利用问题
。

这些内容具体分为22 章
,

它

们是
: 1

.

土壤的透视
,

2
.

矿质土壤中植物养料的供

给及其有效性
,

3
.

矿质土壤的一 些重要物理性质
,

4
.

土壤胶体
:

它们的本质和实用意 义
, 5

.

土壤的生物
,

6
.

矿质土壤的有机质
,

7
.

土壤水
:

特性和状况
,

8
.

土壤水的汽态损失及其调节
,

9
.

土壤水的液态 损 失

及其控制
,

10
.

土壤空气和 土壤温度
,

n
.

母 质 的 起

源
、

本性和分类
,

12
.

土壤形成
、

分类和调查
,

13
.

有

机质土壤
:

它们的本质
、

性状和利用
,

14
.

土城反应
:

酸度和碱度
,

15
.

石灰及其与土壤一植物的关系
, 1 6

.

土壤中氮和硫的收支状况
,

1 7
.

磷和钾的供给和 有 效

性
,

18
.

微量营养元素
,

1 9
.

化学肥料及其 管理 使用
,

2 0
.

厩肥和绿肥
,

21
.

土壤与化学污染
, 2 2

.

土壤与世

界粮食供应
。

总的说来
,

它的取材范围已基本遍及土

壤农化各个主要领域
,

能满足作为农学类大学生专业

基础课程的要求
。

在编排方面
,

著者采取由浅入深和适当重复的原

则
,

一开头就 以简短的篇幅写了
“

土壤的透视
”

一章
,

对土壤的概念
、

研究历史和流派
、

野外剖面的初步观

察
、

土壤组成和性质的一般概念等
,

都作 了概 括 介

绍
,

使初次接触土壤科学的读者 先 有 一 个全面的了

解
,
然后在各章节中逐步开展土壤学各个 问 题 的讨

论
。

在
“

土壤的透视
”

之后
,

接着第二章便是
“

矿质土

壤中植物养料的供应及其有效性
” 。

尽管 M c F e e 等的

书评认为这一章摆的位置不恰当
,

不应该放在土壤反

应
、

阳离子代换和盐基饱和度等章节之前 , 但是实际

上在本书的前面先提出这个问题
,

并与后 面的章节相

呼应
,

正是一种由浅入深和适当重复的处理方法
。

况

且
,

把这一章放在前面
,

恰恰是体现了 E d a p h ol o g y

重视土壤与植物营养关系的特点 , R u s : el l的《土坡条

件与植物生长 (第十版 ))) 大体上也是这样安排的
。

在

表达方式上
,

本书着重运用许多总结性的综合表格和

形象化的示意图
,

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和记忆
。

在取

材方面
,

作者删去或压缩了某些比较陈旧的传统观念

和假说
,

采纳和增补了若干较新的材料
,

本书的结尾

还附有 2 8页土壤学词汇
,

对大约 500 个土壤学名词术

语作了注释
,

其中 有 若 干 是 比 较 新 的
。

例如关于
"

S P o d i 。 h o r i : o n ”
灰壤淀积层 ) 一词

,

注解是
: “ -

种亚表土诊断层
,

其中有铁和铝的游离三二氧化物和

有机质的淀积聚集作用
” 。

这是引用美国第七次土镶分

类系统草案中的概念
,

即主要根据灰白色淋溶层下接

的铁铝淀积层作为诊断指标来定义
“
S p o d os ol (灰土o)

这与有关灰化作用及灰壤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差别
。

此外
,

本书的文字也 比较简炼易懂
。

以上这些
,

都是

本书的优点
。

下文主要是评论本书在取材方面的若干

特点
、

长处和缺陷
。

在本书中
,

著者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土壤水的问

题
。

过去多数土壤学教科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
,

大都

以毛管假说作为重点
。

由于土壤孔隙系统的复杂性
,

使

得有关毛管水的概念和名词愈米愈策琐
。

著者在本书

中却把毛管概念放在次要的地位
,
而运用自由能和水

势 (w a t e r p o t e n t i a l ) 的概念来说明土集水的保持

和运动
,

主要是使用大气压或巴等压强单位表示土坡

水分的状况及其有效性
。

著者特别注意土壤一植物一

大气系统中的水分关系
,

从能量的观点阐述这个系统

中水分的转移
。

关于土壤水的运动
,

书中讨论了土坡

中饱和水流
、

不饱和水流和水汽平衡三种情况
。

著者

引用一个简单的水流方程式犷 =

lK
,

指出土镶水流的

速度 (以流量 犷表示 )和方向依赖于水力传导度 ( K )和

推动力 ( j )
。

不同之处在于饱和土城的水力传导度是

与土壤孔隙的形状和大小有关的常数
,

推动力为水力

梯度 , 而不饱和土城中的水力传导度除与土壤性质有

关外
,

还是含水量的函数
,

推动力则为水分吸力梯度

(m o i : t u r e s u e t i o n g r a d i e 住 t )
。

这 显 然 是 依 据

R i e il a r d s 以及 C h i l d s等关于 D a r e y 定律可同时适

用于饱和水和不饱和水流运动的论点
,

虽不算时新和

完善
,

但比较简单明睐
。

此外
,

著者还引用 G a r d n er

的资料
,

说明在不饱和情况下
、

上细下粗的不均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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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中
,

上层的水很少向下层转移
。

在讲述水分蒸发时
,

著者列举几项理由肯定残搓幕与塑料幂对防止燕发的

效果
,

而否定土幕及中耕的保墒作用
。

这些论断
,

与

L
.

D
.

B a v e r 在《 土壤物理学》 (
“
5 0 11 p h y s i e : ”

)一

书中所阐述的见解相近似
,

但与某些流行的看法有矛

盾
。

例如
,

目前还有一些教材肯定中耕对防止蒸发的

效果
,

因此 B ar d y 等的论点是值得注意的
。

总之
,

著

者的确花了较大功夫改写有关水分的章节
,

使之反映

现代土镶水分物理研究的进展
。

M e F ee 等的书评认

为著者在这方面提出了过多的新名词概念
,

超出了为

理解土壤一植物体系中水的行为所需要的基本程度
。

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见解
。

实际上
,

B r a d y 在这部分

章节中所使用的名词概念
,

与现代植物生理学教科书

(例如 B
.

5
.

M e y e r e t a l
. :

I n t r o d u e t i o n t o P l a n t

P lz y s i o l o g 了
,

2 97 3 , R
.

G
.

5
.

B i d w e l l
: P l a n t

P h y s i o l o g y
, 1 97魂)中

,

有关水分生理方面所使用的

能量关系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

另外
,

R u s s e l l 的

《 土壤条件与植物生长 (第十版 ))) 一书中有关水分问题

的材料取舍
,

也有许多与本书相似的地方
。

这反映了

一种力求使教科书赶上时代的努力
。

虽然正如 M c F ee

等所指出
,

在本书这部分章节中的确存在着一些名词

概念混乱的现象
,

例如在 185 页讲吸力梯度对土壤水

运动的影响时
,

相应的图 7 : 17 却以水分含量 % 而不是

吸力作为表示单位 , 但是
,

这只不过是采纳新见解过

程中资料不足所造成的暂时困难而 已
。

然而
,

著者在

讲述排水问题时虽用了 7 页的篇幅
,

却只是作了一般

性的介绍
,

完全回避了当代土攘排水 ( 特别是暗管排

水 ) 的理论间题
,

因而显得理论性和实际应用两方面

都不够
。

例如
,

作为排水设计理论基础的许多土壤水

流运动公式
,

大都是以 D a r e y 定律和 L a p l a c e 方

程式为依据的
,

但是在本书中除了列举一个形式上类

似于 D ar c y 定律的简单方程式外
,

对后者略而不谈
,

更说不上指出这两个公式的重要意义
。

又如
,

本书中

虽也列举了一些在不同质地土壤上暗管间距和深度的

参考数据
,

却并未阐明排水流量与排水管半径
、

深度
、

间距等因子的关系
。

如果著者在这些方面能略加说明
,

虽然不一定要引用许多数理推导资料
,

但只要指出理

论根据和发展趋势
,

并适当介绍一些概括性的结论性

的东西
,

也 就 会 使 这 部 分 内容 更 加 完 善 一 些
。

F
.

S h e f f e r / P
.

S e h a e h t s e h a b e l 等 在 他 们合写的

((土壤学教科书 (第九版 ) 》 (
“
L e h r b u e h d e r B o d e -

n k u n d e ” ,
1 97 6 )中

,

就是这样做的
。

他们以不到一页

的篇幅
,

扼要地说明了如何从 D a c y 公式出发
,

证明

土城水流运动服从于 L a p l a c e 方程
,

以及该方程在

解释土坡水多向运动形式方面的意义
。

在讲述土典侵

蚀时
,

B r a d y 的这本书 也有过于简略的地方
,

例如
,

在有关土壤侵蚀因素的数量关系
,

水土保持工程如修

筑梯田的技术性资料以及免耕法对保持水土的效果等

方面
,

都还应该多讲一 点
。

关于土壤的离子代换性能问题
,

本书把重点放在

晶格交换理论
_

L
,

对硅酸盐粘粒矿物的结晶构造 及内

外表面电荷分布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

同时指出无定

形次生矿物的代换性能与结晶的粘粒矿物相类似
,

提

到无定形的水铝英石具有相当高的阳离子代换量和一

定的阴离子代换量
。

著者在本书第75 页虽然也提到了

双电层
,

但并不使用通常胶体化学上所用 的 构 造 图

式
,

而是把它与粘粒矿物晶体内外表面电荷分布的示

意图 (原书图 4 : 幻 结合起来
,

因而看起 来 近 似 于

H el m h io tz 的概念
。

这种处理方法值得注意
。

因为

根据 S t e r n 的双电层图式和 J e n n y 的离子振荡交

换理论
,

当七电位等于零时
,

吸附性离子难以被代换出

来 , 另一方面
,

按照 r o 6 y R o B 的见解
,

上壤胶体主要

是处于凝胶状态
。

这样一来
,

就很难说清楚自然条件

下土壤的离子代换作用
。

著者在本书中的提法
,

基本

上避开了这个难以说清楚的概念
。

他的枯粒矿物内外

表面示意图 (原书图 4 : 2) 不仅仅是说明产生电荷的

原因
,

实际上也表明离子交换位置的点阵性质
,

从而对

不同粘粒矿物的代换量
、

凝胶以及非胶态物质的阳离

子代换等问题
,

均可作出合理的解释
。

但是
,

在这一

章中讲到分散与凝聚 问题时
,

却突然使用
“

乙电位
”

这

个名词而未作应有的解释
,

这未免是一个缺点
。

另外
,

著者也以简短篇幅提到把土壤胶体比作酸 式 盐 的 见

解
,

这是W a y 提出的
,

时间比较长了
,

但仍有一定的

价值
。

B ar d y 这种介绍各个观点的做法
,

也是本书的

一个优点
。

然而
,

从当前土壤化学发展水平来看
,

本

书的取材还有不足之处
。

例如有关离子代换的能量关

系方面
,

就应该略加介绍 , 特别是作为 E d : p h ol o g y

流派的教科书
,

在根一土离子交换问题近 儿十年来有

了很大进展的情况下
,

理应作较详细的介绍
,

而本书

除引用了营养元素离子进入根细胞的载体似说外
,

对

于根一土离子接触交换作用
、

植物根的阳离子代换性

能和选择吸收
、

根一土离子交换过程中的 能 童 关 系

等
,

都未提及
。

这是有关土壤养分供应理论方面的一

个缺陷
。

至于土壤酸度方面
,

著者特别注意到土壤 p H

值的动态变化
,

并且指出
,

由于 田间土壤 p H 值分布

不均匀 以及经常波动等原因
,

从实际应用的观点来看
,

在测定土壤酸度时
,

很高的精度可能不是那么必要的
。

但是
,

著者没有列举必要的数据以论证这个问题
。

著者用了 6 章篇幅讨论植物的矿质营养与肥料问

题
,

这是本书特点之一
,

代表了农学类
,

土城学基础

课程中包括肥料知识的一种流派以及反映了著者的学

术观点
。

这一部分的取材有它本身的特色
,

例如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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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把重点放在说明营养元素及相应肥料在土壤
,

1
`
的

转化和转移过程及其对植物的妇效性方面
。

本
一

“介绍

了离子从土壤溶解移向根表而的三种方式
,

即根和根

毛向土粒的伸展 (根的截取 )
、

养分随水移 l句根部 ( 质

体流动 )以及由根一土之间的养分浓度所引起 的养 分

移动 (扩散 )
,

这反映 了现代的观点
,

可惜著者未作必

要的说明
。

在有关磷素及磷肥在土壤中的 有 效 性 方

面
,

著者的论述有独到之处
。

像第十七章图 17 : 4 和

17 : 5
,

就是说明过磷酸钙在土壤中吸水变化以 及 磷

素固定的
、

比较生动的示意图
。

这一章中列举了礴在

土壤中沉淀
、

吸附和固定的儿种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

指

出新鲜沉淀或吸附的磷对植物仍有一定效用
,

只是随

着老化和结品程度增加
,

才变得难以利用
。

这些材料

反映了关于磷的固定远不是早先所认为那 么严重的现

代见解 , 与此同时
,

著者在第二十二章中也指出了热

带土壤强烈固定磷素的特殊性
。

在化肥方面
,

本书除

讲述一般单一化肥与混合肥料外
,

还增补了长效氮肥
,

硝化抑制剂
、

整合剂和高浓度肥料 (如过磷酸 )等资料
,

以反映现代肥料学的进展
。

著者在讲述有 机 肥 料 特

别是牲畜粪肥时
,

既肯定这些肥料 的 改 土 效果
,

也

指出美国畜牧业实行集中饲养所引起的粪 便 处 理 问

题
,

以及过量施用动物粪肥可能导致 减 产 的 事例
。

然而
,

著者并未引用数据 以说明有机肥料 的 改 土 效

果
。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土壤形成
、

分类与调查一章

已经重新改写
,

与 1 9 6。年该书第六版相应章节的内容

完全不同
。

虽则美国一直是 以土系作为土壤分类的基

层单位
,

但是正如 B r a d y 在本书中所指出
,

过去由

M o r b u t 制订的美国土壤高级分 类 系 统
,

也是沿袭

八。
叮 ” eB 一 F 几 ” 二 : a 学派的发生分类原 则 和 名 称

的
。

在应用了一个时期之后
,

他们终于摆脱了这一学

派的思想束缚
,

走自己发展的道路
。

美国自1 9 6。年出

版第七 次土壤分类草案以来
,

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独特

的系统
,

以土壤野外所见性状 (特别是诊断层 )作为分

类基础
,

仍以土系为基层单位
,

最后逐渐归纳为十大土

纲 , 采用拉丁
、

希腊语和部分英
、

法语的字根重新造

字作为土壤名称
,

从土纲
、

亚纲到土类三级连续缩合命

名
。

这个系统的特点是
: ( l) 分类时优先考虑的是土

壤本身的性状
,

然后才是形成过程或条件的近似 , (2 )

避开发生学上即形成过程上的争论达到名称统一
,

例

如
,

对于某一种土壤
,
尽管对它的发生形成机制有不

同的看法
,

但只要它具 t1’ 诊断层 S p o d i e h o r i z o 。 ,

即可称为 S p o d o s o l (灰土 ) ; ( 3 ) 避免同土异名
、

异

土同名的棍乱现象 ; ( 4) 连继缩合命名可 以表明系统

性而又 不致名称过 氏
。

作者在本书中用了将近 50 页的

篇幅着重讲述美国新的土壤分类系统 (草案 )
,

为想了

解这个问题的读者提供了一份较好的 简 明 教 程
。

当

然
,

对于这个分类系统
,

目前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

例如
,

划分近万个土系是繁琐还是精密 , 重新造字命

名是不通俗还是像植物学名一样体现了分类科学的严

谨性 , 耕作上壤的划分摆在亚纲以下是未突出人为因

素还是恰如其分等等
,

都还有争议
。

尽管如此
,

当前

它 已成为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土壤分类系统之一
。

因此
,

在我们编写新教材时
,

如果能让学生了解一点有关土

壤分类学上的不同见解
,

对于开阔思路是有好处的
。

此外
,

这一章还介绍了美国土壤保持局制订的
、

分为

八个生产力等级的土地生产力分类系统
,

以及利用航

测照片为底图的大比例尺 土壤调查填图方法
,

都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

本书还有两章新的内容
,

即
“

土坡与化 学 污 染
”

(第21 章 )和
“

土壤与世界粮食供应
”
(第22 章 )问题

。

环

境保护是当代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

而土壤污染间

题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过去的土坡学教科书中

很少谈到这方面的知识
,

而著者在本书中却用简炼的

文字
、

扼要地系统讲述了化学农药
、

无机毒物 (如 重

金属元素以及氟
、

硼等的化合物 )
、

有机废品 (垃圾及

工业废品 )和核辐射对土壤的污染及其防治
,

以 及 土

壤与废品处理
,

土壤污染在生态系统中的 影 响 等内

容
。

本书第二十二章以及关于厩肥一章 (第二十章 )
,

也

谈到了美国现代农业中利用有机废品的问题
。

著者指

出
,

厩 肥的通常用量大约是每英亩 10 吨左右
,

但在牲

畜饲料养场附近的农田里
,

作为处理粪便措施
,

屁肥

用量可高达每英亩 25 一 30 吨
。

若厩肥用量过度 ( > 2 00

公吨 /公顷 ) ,

便会造成作物 (例如玉米 )减产和水抓被

硝态氮污染等情况
。

本书中还提到利用污水
、

污泥
、

有机垃圾等做肥料的问题
,

说明它们有提高作物产 t

和改良土壤
、

防止侵蚀等效益
,

但由于其中含无机毒

物
,
因而也有污染土壤的可能性

。

著者认为
,

一方面

要防止土壤资源被污染 , 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土城吸

收
、

固定和分解污染物的能力
,

防止污染土城的有毒

物质从土壤移向生态系统的其他环节
。

此外
,

随着对

土镶污染和废品处理课题的研究
,

土城生物学 ( 特 别

是微生物学 )的范围扩大了
,

除了传统的关于 有 机质

转化和植物养料供应方面的微生物活动以 及 病 原 菌

和地下害虫等项 目外
,

新添了有关化学农药
、

有机废

品对土壤生物的影响以及土城生物 (特别是徽生物 )对

它们的分解作用等方面的内容
,

这方面的资料
,

也已

经收纳在本章中
。

这一章所介绍的知识
,

看来对于土

坡农化
、

植物保护
、

绿化和 环境保护等专业的学生来

说
,

都是必要的
。

在讨论
“

土壤与世界粮食供应
”

问题

的一章中
,

著者列举 了世界各国可耕地和耕地面积
、

各类土壤的利用等级以及热带土城的利用 问 题 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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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这对土城科学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在土壤

教科书中写上这一章
,

也可能是反映了近年来农业科

学家们重视土城资源问题的一种趋势
。

此外
,

著者在

这一章中指出了有些国家人口增长率过 高
,

这 是 事

实 , 然而他却把亚
、

非
、

拉一些国家的缺粮问题笼统

地归因于人 口增长超过粮食增产的现象
,

这就掩盖了

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剥削凉夺以及各该国剥削阶

级压榨劳动人民
,

致使生产不能发展这个本质
。

著者

在本章中强 调世界土壤资源大有潜力可挖
,

这是对的 ,

但是他并没有触及在某些国家中何以这些资源不能被

开发的真正原因
,

即土地私有制以及殖民地经济及其

残余所造成的种种障碍
。

我们在参考这本书时
,

必须

注意消除著者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
。

如上所述
,

这本土城学教科书的确有它的特点和

长处
。

总的说来取材面比较广
,

内容比较浅近
,

便于

自学
。

取材的深浅和新旧程度在各章中虽略有不同
,

但大体上仍然反映了土壤科学各个领域中 的 现 代 水

平
。

然而
,

另一方面
,

近二十年来
,

特别是近年电子计

算机广泛应用以来
,

土城学研究资料的数学处理有了

很大进展
,

例如在离子活度和自由能的计算
、

土壤水

流动公式的推导求解
、

作物产量估计
、

林地生产力评

价
、

成土因素分析以及土壤数值分类等方面
,

都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成为土壤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手

段和一种发展趋势
。

如何对待这方面的资料
,

是编写

土壤学基础教科书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

1丈。 s s el l 在

《土壤条件与植物生长 (第十版 ))) 一书的序言中
,

虽然

认为不可能要求每个农业科学工作者运用数学方法
,

但是他也明确肯定土壤科学中的这种发展趋势 ; 尽管

在他的书中没有复杂的数理公式推导
,

但仍在若干章

节中引用甚至补充了一些基 本 公 式 和 必 要 数
。

据

S e h e f f e r / S e h a e h t s e h a b e l 的《土壤学教科书 (第九

版 ) 》对于这个问题也作了类似的处理
,

在他们的书中

甚至对土壤数值分类问题作了简略介绍
,

并且引用了

德国 一个地区的土壤数值分类系统— 以离差平方和

法进行聚类分析所得出的土壤类型二维 i舀系图
。

从这

个角度考虑
,

B ar d y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声明的减

少公式的做法
,

恰恰成为它的弱点
。

我认为
,

由于农业

院校学生大都具有一定的高等数学和理化基础知识
,

因此
,

即使是一本普通土壤学教科书
,

适当介绍一些

数学分析的资料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

否则
,

若完全 l川

避这方面的问题
,

随着时间进展
,

就有可能跟不上土

壤科学前进的步伐
。

出版简讯

《土壤分类及土壤地理论文集 》 即将出版

为了配合全国第二次土城普查工作的开展
,

由中国土壤学会分类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地理

室编辑了《土壤分类及土城地理论文集》
。

文集第一部分介绍了我国土壤分类进展近况
、

土壤普查
、

土壤资源评

价
、

土壤制图
、

土城结构
、

土壤三维层性分布以及土体构型研究等情况和方法 ; 第二部分介绍 了国外不同学派

关于土壤分类的原则
、

系统
、

特点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和存在的间题 , 第三部分介绍了数理统计
、

古土壤研究
、

门赛尔土集比色卡在土壤分类中的应用
。

最后附有 1 9 7 8年全国土镶分类会议制定的《全国土壤分类暂行草案》及

土城类型简介
。

本文集将于第三季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

全书约 s0 万字
,

可供农
、

林
、

牧生

产位位和科研
、

教学部门专业人员参考应用
。

(史德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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