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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兰 的土 壤 科 学 与农 业 现 代 化

戴 昌 达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土 澳 研 究 所 》

、
18 9 3年 5一 8月间

,

根据中荷科技合作协定
,

笔者

去荷兰土壤调查所访问工作三个月
。

除配合土壤详测

制图及某抽水站大量抽取地下水而引起土壤条件恶化

问题
, 、

开展了二个小地区黑白全色航片
、

彩红外航片

及热红外扫描图象的分析判读应用研究外
,
还参观访

问了荷兰农大
、

乌德勒支大学
、

土地与水管理所
、

农业

生物研究中心
、

莱里围湖造田改良低湿地规划设计院
、

国际土壤博物馆
、

国际航测与地学培训中心等单位
,

并

有机会深入到一些偏僻农村
,

接触到不少从辜农林牧

水的科技工作者
、

官员和一般劳动者
。

本文侧重介绍

荷兰土壤科研的发展概祝及实现农业现代化采取的儿

项战略措施
。

一
、

荷兰土城科学的发展概况
.

荷兰土壤科学发达
,

人员多
,

工作细
,

在国 民经济

建硬中的作用显著
。

荷兰陆地面积仅 3
`

4万平方公里
,

人 口 1 38。万
,

但从事土壤
、

肥料方面的科研
、

教学
、

生

产的专业人员超过 1。。。人
。

全国设有土壤调查所
,

.

土

雄肥力研究所
、

土地与水管理所
、

土坡与作物分析测

试室等四所专业机构
。

、

荷兰农业大学设有土城与地质

系及土镶与肥料系
。

阿姆斯特丹大学及乌德勒支大学

设有地理与土壤系
。

此外
,

在皇家热作研究所
、

莱里

围湖造田改良低湿地规划设计院等单位都有土城农化

方面的科研工作
。

荷兰土壤调查所是全荷土壤资源调查研究 中 心
.

由中央农业部
、

各州农业机构及农民组织的代表组成

董事会
,

该会任免正副所长
,

由所长主特所务
,

每年

经费约二千万荷盾 (每荷盾兑换人 民币 7 角左右 )
。

其

中大部分来 自农渔部农业研究基金
,

小部分来自政府

机构或私人委托的合同任务
。

全所共 14 9 人 ( 1 9 82一

1 9 8 3年 )
,

其中行政人员” 人
,
制图绘图及其它分析侧

定技术人员39 人
,

具大学毕业以上学历的研究人员 88

人
。

研究系统分土壤调查
、

土城与景观研究
、 .

土续调

查应用 ( 5 01 1 su
r v e y 澳n t e

rP
r e t a t io n ) 三个部

,

部以下

直接分设课题
,

各课题的人员相对稳定
,

部
、

组间人数

相差悬殊
。

土坡调查部的研究人员占全所一半多
,

并

中十余人从事 1 : 5 万全国系统土壤调查制 图
,

于 19

68 年制订统一规范
,

分幅包干进行
,

至今已完成 5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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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盐 池 渗 透 量 的 测 定

侧 定 11 期 8 月 9 日 { 8 月 10 日

卤水浓度

闭水深 度

(
。

B亡)

(厘米 )

诊 透 皿

(奄米 / 日 )

一定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

〔二 )铺塑料薄膜池渗透 , 的测定

待测池面积为 20
x l5 米

,

池底和池坝以整块塑料

薄膜铺垫
。

于 5 月 1 4日测得渗透童为每日。
.

0叭毫米
,

6 月 1 3日测定值为 。 。

(三 )同一池渗透 , 的多次测定

对生产中的盐池进行了多次测定
,

表 3列出一个

池的测定结果
。

浏定时侮池均放两个测量皿
.

以便比

较
。

电针测渗仪经室内外测试及生产
_

!: 的应用表明它

具有以下特点
:

1
、

用灵敏度较高的微安表显示针尖接触水面
,

提

高了测量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

使用方便
。

2
、

微调装置及百分表的应用
,

大大提高了仪器的

精确度
。

对室内固定水位及变动水位测定时
,

其最大

误差为 0
.

01 毫米
,

室外同一池多次测定值与其平均值

之差最大为 0
.

045 毫米
。

3
、

采取一次测定水位差的方法测定渗透量
,

提高

了仪器的利用率
。

测定时
,

.

可在几个池 内同时放置测

量皿
,

用同一个测定器进行侧定
。

4
、

测量皿内设置消波器
,

大大提高了其消波性能`

因大皿本身具有消波的作用
,

这样即使在 3一 4级风的

情况下测定
,

皿内水面仍能保持水平如镜
,

血皿均

平二

1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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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

计划于 ] 99 。年全部完成
。

三十余人按合同任务参加

各地土壤详查制图
,

成 图 比 例 尺 多 数 为 1 : l 万
。

详查制图的分类系统与工作方法基本上同 1 : 5 万
,

只

是要求更细
,

可根据地区具体特点 与 调查制图要求
,

增侧上图单元与图例
。

这样
,

各地详查的成果可作为

1 : 5 万制图的依据
。

土壤与景观研究部设有土 坡 化

学与粘土矿物
,

微形态与矿物
,

土集分类
,

实用历史地

理
,

景观形态
,

景观生态
,

地质地貌与古植物学
,

统

计
,

地学信息系统
。

这些课题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结

合土城调查进行
,

重点突出
,

针对性强
,

人 员精干
,

有的课题仅 1人
,

有的甚至无专职人员
。

徽形态与矿

物组是该所最大的课题组之一
,

共 7 人
。

以前主要配

合土城分类开展工作
,

已基本上掌握荷兰主要土镶类

型的徽型态特征
,

近年重点转向与土坡调查应用部的

工作结合
,

直接为生产服务
。

土城调查应用部单独分

出是为了加强土城调查成果的应用研究
。

这个部除按

土地利用对象分设
:

农田与草场
、

林业
、

园艺三个课题

外
,

还针对荷兰土坡条件的特点
,

着重抓土城水分物理

特性的研究
,

分出
:
实用土城物理

、

水文
、

土集技术三

个课题组
。

由此可见荷兰土城调查所的机构设置完全

是从本国的特点与实际需要 出 发
,

使组织机构
、

科研

内容与社会播要三者比较协调
。

荷兰土城调查制图工作非常重视图件的质量
,
强

侧图件的实用价值
,

采取了一系列保证质量的措施
。

首

先抓住底图的质 t 关
,

要求具有大于成图比例尺一倍

的高质盆地形图作调查制图的底图
。

荷兰航侧事业发

达
,

全国有商质 t 的 1 : 2
.

5万和 1 :5 万的航测地形图
。

为

了解决地形图的老化问题
,

全国每三年重摄一次 1 :2

万左右的黑白航片
,

并由专门机构纠正放印成几种不

同比例尺的平面影象纸片出售
。

如进行 1 : 5 万制图
,

可购买 1 : 2
.

5万最新影象纸片来修订 1 : 2
.

5万地形图 ,

进行 1: 1万制图
,

则首先把 1 :2
.

5万或 1 : 1万航侧地

形图放印成 1 : 5 0 00
,

然后使用 1 : 5 00 0的影象纸片进行

补充修订
,

得到合乎要求的 l : 5 00 0地形地块底图
。

野

外调查工其主要用开 口土钻
,

可取得接近原状的土样
。

钻点密度要求很商
,

l : 5 0 0 0调查要求每顷至少一个钻

孔
,

深度达 150 厘米
,

每 10 厘米一钻 , 1: 2
.

5万调查则

要求每四顷一个钻孔
,

深度达 12 0厘米
。

钻孔的记载项

目包括
:
土坡代号

、

地下水位等级
、

利用状况
、

根系深

度
、

环境条件
、

剖石各层次的质地
、

有机质含量与类型
、

C妞C O , 发泡反应
、

通透性等
,

并按土城信息系统的统

一编码以数宇或文字代号记入表格
。

这些钻孔资料将

随同审定后的土坡界线一起拍入计算机
,

以后通过制

图自动化系统可随时调出打印成图件
、

表格供 使 用
。

土城峨色不在野外描述
,

选定代表性剖面后
,

用孟塞

尔比色卡分别确定干
、

湿土的颇色类别
。

野外调查填

绘的草图经课题负责人逐幅审阅签字后送所有关人 员

审查和技术处理
,

先后共 7 道工序才得出最终成果图
。

上 图单元的配色采用色度学原理定量化配方
,

并十分

注意配色的层次
。

有的图幅上图单元达数千个
,

在数

千币们续色的图上可以根据色差的层次性看出不同级别

的土坡景观界线
,

从而提高图件的阅读效果
。

荷兰 土壤分类采用 4 级制
。

分类的原则
、

依据
、

指

标等与苏
、

美
、

德各国不完全相同
,

有其独特性
。

首先

按80 厘米内剖面特性把全国土坡划分为泥炭土
、

灰化

土
、

砖粘土 ( B ir e k 50 115 )
、

矿质土 ( E a r ht 50 1卜)
、

和

剖面弱分异土 ( V a g u e 50 115 ) 五个土纲 (
5 0 11 or ds r )

。

然后按各土纲的主要特征的表现状况及附加过程分亚

纲 (S u bo r d e r )
。

全国共分出矿土质泥炭土
、

原始泥炭

土
、

粗腐殖质灰化土
、

湿 (弱淋溶 ) 灰化土
、

干 ( 强淋

溶 ) 灰化土
、

湿砖粘土
、

干砖枯土
、

厚矿质土
、

漫矿

质土
、

干矿质土
、

原始弱分异土
、

湿弱分异土
、

干弱

分异土等 13 个亚纲
。

再根据划分各亚纲的主要特征表

现状况及附加过程划分土组 ( 501 1 g or u
)P

,

如矿土质

泥炭土亚纲分出
:

粘土质泥炭土
、

灰化土质泥炭土和

砂土质泥炭土 3 个土组
。

土组以下一般 按表层厚度
、

援盖层及底土的质地等划分亚组 ( S u bg or u )P
,

如枯

土质泥炭土组分为厚粘层泥炭土
、

薄粘层泥炭土 2个亚

组
。

亚组是基层分类单元
,

也是 1 :5 万以下大比例尺制

图的最小上图单元
,

一般采用当地俗名命名
。

在分类

系统中按土纲
、

亚纲
、

土组
、

亚组排序编号
,

如厚粘

质泥炭土亚组的代号就是 1
,

1
,

1
,

1
,

命名为
“

A ar
.

泥炭土
。

在土壤图上的图例代号简化为两位数
,

首位

数保留分类系统的阿拉伯字代号
,

表示土纲
,

第二位

数则用拉了字母直接表示该土纲内的亚组排序
。

如上

述 1
,

1
,

1
,

l 亚组的图例代号即简化为 I A
,

这样图例代

号与分类系统既密切相关
,

又不完全一致
。

并根据各

级分类所依据的具体指标列成检索表册
,

以便全 国统

二
、

待兰发屁农业的几项战略措施

荷兰农业发达
,

劳动生产率高
,

经济效益明显
。

全

国从事农业的人 口约占总人数的 6 %
,

但农产品的出

口达总出口收入的 30 % 以上
。

荷兰 的农业所以能够取

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

以下三项战略措施起 了重 大 作

用
。

(一 )根据资源特点调整农业结构 荷兰的旧农业

结构可以三个同心 圈来概括
:
中心圈是人畜住居的村

落 , 第二圈
,

村落外围
,

是基本农田
,

种植粮油作物 ,

第三个圈则是广阔的天然草场与森林
。

这种农业结构

的物质能流模式的总特点是不断掠夺第三 圈自然积累

的地力 , 农田收获消耗掉的地力主要依靠有限的人畜

1辉.



粪便厩肥来补给
。

这样
,

第三圈的发展趋势
,

必 然 日

趋贫疮
,

草场
、

森林的退化将不可避免
。

另方面
,

第

二 圈的土地不可能大规模垦殖和改良
,

从而难于建设

大面积高肥农田
。

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
,

除沿海沿河

少数地区外
,

广大农村贫穷落后不堪
。

后决定改变土

地利用方向
,

不宜农作的土壤改种多年生牧草
,

建成

人工草场 , 丘陵坡地发展林业 , 平原砂质疥薄土壤实

施收草一土豆一甜菜或其它大田作物轮作
。

真正 做到

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宜牧则牧
,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

的农业结构
。

现在天然草场已全部改造为人工草场
,

人

工草场面积占总耕地 60 % 以上
。

畜产品出口成为国家

赚取外汇的重要支柱
,

农作物也因土地条件适宜且施

用大t 厩肥与化肥而得高产稳产
,

全国小麦平均亩产

达 6 00 斤
,

土豆 5 0 0 0斤
,

有的地区高达 7 0 0 0斤
。

(二 )围海 (湖 )造田
,

扩大耕地面积 荷兰近一半

土地低于或平于海平面
, “

荷兰
”

的含义就是
“

低地
”

之

意
。

早在一千年前他们 已开展修堤坝
、

造好田
、

风车

排水
,

改 良低湿土壤的实践活动
。

荷兰议会于 1 9 17 年通

过取el y制订的规模十分宏伟的 Z u y d e r
海围海造田工程

计划
,

1 9 3 2年全部建成长 3 0 公里宽 9 0米的B a r r ie r
大

坝及相应的配套工程
,

把 Z u y d er 海拦 腰斩断
,

坝内

的旧海域改称 Y ss el 湖
,

不到十年
,

含盐量达 1 o 00 p p m

的咸海水变成了含盐量仅 2一 4pp m的淡湖水
。

沿岸土

城也随之脱盐
。

为了摸索大规模围海 (湖 )造田
、

改良

土壤
,

发展现代大农业的经验
,

在大坝主体工程刚开

始的 1 9 2 6一 1 9 27 年
,

选择第一块围造出的 A n d ij k 低
地

,

面积 40 倾
,

系统开展排水
、

洗盐
、

土壤熟化
、

微生

物
、

适种性作物的选择及现代化耕作技术等试验研究
,

尽管第一年大田作物未获成功
,

但从中找出失败原因

与改进途径
,

以后四个规模更大的造田改土土程就没

有再遭受大的挫折
。

现在
,

昔日的 Z u州 cr 海已改造

成 L d y 平原和 Y s s e l 湖
,

昔日的海底成为全国最重

要的新的商品粮油基地
。

这项工程计划至今 已造出土

地 1 6 6。。O顷
,

在这片新造土地上
,

亩产油莱籽45 。斤
,

春大麦 520 斤
,

春小麦 580 斤
,

冬小麦达 7 60 斤
。

其它林
、

收
、

渔
、

工等用地均按统一规划逐步建立
。

琦兰大规棋围海 (湖 )造田
、

改良土壤的全过程和

主要技术要领 可概括为 以下五 条
:

1
。

筑堤排水
,

控制水位
。

堤坝内侧底部修好反渗

层
,

堤坝外侧浇注水泥并涂沫沥青防渗
。

堤坝通海的

闸门严格维修管理
,

使围区内的咸水只 出不进
,

加速

淡化
。

2
。

当围区排水刚城出底部
,

及时 飞机散播芦苇种

子 (每顷约 l 斤 )
,

使新造地迅 速为芦苇夜盖
,

通过芦

苇的蒸腾作用
,

加快土体内脱水速度 , 利用芦苇根系

防止土壤干缩过程中结成大硬块
,

并抑制其它杂草萌

发生长
。

此外
,

芦苇还能提高土壤对机械的负荷力
,

为

以后机械开挖田间渠系和耕作提供方便
。

3
。

修建灌排渠系和道路网
。

4
.

深耕土地
,

消灭芦苇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与结

构状况
。

5
。

播种先锋作物— 油菜
,

进一步改善土 城 性

质
,

促进土城中迟效性养分如碑
、

钾素的活化
,

一般

第一年油菜籽亩产可达 4 00 斤以上
,

以后视土城改良悄

况
,

播种大麦
、

燕麦或直接种植小麦等作物
。

如果发

展人工草场或森林
,

则芦苇地耕翻和撒药之后即可抽

种牧草或植树
。

(三 )发展园艺业和泥炭加工工业
,

增加经济收益

荷兰人民素有养花的传统
,

加之荷兰对外海
、

陆
、

空

交通均很发达
,

有欧洲门户之称
。

在靠近首都国际机

场附近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的花市
,

一年营业倾达 10 亿

美元
。

据介绍该花市清晨展销的鲜花
,

当天晚上就可

以陈设在纽约
、

华盛顿
、

巴黎
、

东京 … … 的宴会桌上
。

著名的菲利浦公司还设有专门实验室从事研制调控花

卉生长开花的光池设备
,

使一些花卉适于水上长途运

输
,

远涉重洋
,

占领国际花卉市场
。

故尽管近年西方

世界遭受经济衰退的严重打击
,

但荷兰每年花卉出口

创汇仍高达 1 4亿美元
,

全国人均 10 0美元
,

可见这笔收

入之可观
。

荷兰泥炭资源丰富
,

过去主要用作工业和家庭嫩

料
。

近年全国城乡基本上都建立 了煤气管道和强大电

网
。

泥炭节省下来加工成泥炭腐殖酸肥料
,

一方面解决

国内养花业发展对肥料的需要
,

另方面也直接出口赚

取外汇
。

、 臼尹、 . 尹、 “ 产、 沪. 、 沪、 . 口产、 护户、 脚产、 . 产、 . 产 、 . 产、 目产 、 . 沪 、 . 护、 、 护 、 “ 产、 、 沪 , 、 砂、 、 护自、 . 产、 .产 、 匕产、 . 产叭、 尸气、 护、 . 尹 、 . 产, 、 J 卢、 沪两、 沪 . 、 . 产、 抽沪、 ` 沪 、

(上接少于三 )

由于 日本农艺化学研究注意系统性与长期性
,

材

料比较系统
,

同时日本农业生产水平较高
,

而且受进

口与出口制度的限制
,

使农业发展受到影响
,

目前水

稻面积不断压缩
,

一些土城农化学家在扩大自己的研

究领域中一方面向国外寻求合作途径
,

另一方面迫使

他们向横向
,

综合发展
。 ’

J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