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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溶之先生 1 9 0 8年 1 1月 25 日出生于河北省定县
。

1 9 3 3年毕业于燕京大 学 地 质 地 理 系
,

注9 3 4一 1 9 5 2年在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任技正
、

室主任等职
, 1 9 5 2一1 9 6 5年在中国科学院土

壤研究所任所长
。

1 9 5 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 9 6 5一 19 7 2年在中国科学院综考会任副主任
, 19 7 2

年以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

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

察队队长
,

中国科学院青海、 甘肃地区综合考察队副队长
,

中国土壤学会理事
、

常务理事
、

理

事长
,

土壤学会会志总编辑
,

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委员
,

中国科学院第四纪研究委员会

委员
,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学组组长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技委员会生物学组组员等职
。

曾

被选为第一
、

二届江苏省人大代表
,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

1 9 7 6年 4 月 2 日在北京病逝
,

终

年 6 7岁
。

马溶之先生是 国内外知名
’

的土壤地理学家
,

毕生致力于土壤地理学的研究工作
。

对土壤分

类
、

土壤地理
、

土壤地理 区划
、

中小比例尺土壤制图和土壤资源利用等方面
,

有丰富的实际

经验和很深的造诣
。

厂 马溶之先生十分关心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 J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

他积极承担国家经济建

设中的重大科研任务
,

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多项综合考察
,

开创了农业土壤地理的研究
。

为国

属经济建设
、

发展土壤地理学科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

他在土壤地理和 土壤利用方面的著作

和论文有百余篇
。

片 马溶之先生在国际土壤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

他是 国际土壤学会会员
。

1 9 5 7年德意志民

主共和 国农业科学院授予 他通讯院士的称号
。

曾数次率领我国土壤学会代表团参加 国际土壤

学会
。

先后访问过苏
、

德
、

法
、

古 巴
、

巴基斯坦
、

罗马尼亚
、

加纳
、

马里
、

几内亚等国家
,

为

国际学术交流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

’ ·

值此马溶之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
,

我们深切缅怀他对我国土壤科学的重要贡献
。

学习他

叻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土壤科学的献身精神
,

继往开来
,

繁荣土壤科学事业
,

使之在国民经

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一
、

中国土壤地理的奠基者

马溶之先生早年在地质调查所工作
。

在当时仪器设备简陋
、

研究经费没有保证的情况下
,

进行了艰苦的土壤调查制图工作
。

先后在新疆
、

甘肃
、

陕西
、

江西
、

浙江
、

四川
、

西康等地

进籽考察
,

写出了成为我国最早报道这些地区土壤地理的一些论著
。

由于他长期从事干早地

么的工作
,
加上他的细致观察和研究

,

在国外文献中还没有漠土分类的时候
,

率先提出了
“

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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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土
”

的概念
。

早在1 9 3 8 年
,

他就把当时被称作棕壤或栗钙土的褐土作为森林栗钙土划分出来
,

比苏联土壤学家格拉西莫夫对该上壤类型的区分整整早了十年
。

他和老一辈土壤学家一起
,

吸

取当时美 国土壤分类的经验
,

拟订了我国最早的土壤分类系统 ( 19 41 )
,

并在我国建立了 2 0 0 0

多个土系
,

为以后我国土壤分类奠定了基础
。

考虑到我国自然条件和土壤分布的复杂性
,

马溶

之先生与老一辈土壤学家一起进行了土壤复区和土壤组合的研究
,

并据此编制了许多地区性

土壤图和全国 1/ 1 0 0 0万土壤图
。

马溶之先生还对我国分布广泛的水稻土
、

紫色土等作了研究
,

与老一辈土壤学家一起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

总之
,

马先生在早期的实践活动中
,

为土壤

地理学科
,

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为配合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综

合考察
、

流域规划和低产土壤改良
。

马溶之先生积极投身于这些工作
,

并亲自领导了黄河中

游水土保持的考察
。

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推动下
,

土壤地理学科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

发展
,

马溶之先生的工作也进入了最为活跃的时期
。

在土壤分类方面
,

他吸收了苏联的经验
,

按土壤地带性学说和发生学原则
,

对我国土壤

分类作出了改进
,

提出了许多新的土壤类型
。

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土壤分类的内容
,

使我

国土壤分类走上发生分类的道路
。

早在五十年代初
,

马溶之先生即与文振旺
、

汪安球一起为
“

中华地理志
”

编写了第一个全

国土壤区划草案
。

他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了土壤区划的方法论
。 19 5 8年

,

发表了
“

以农业

发展为目的的土壤区划的原则
” ,

1 9 5 9年继而 出版了《 中国土壤区划 》 (初稿 )
,

两者都是马先生

在土壤区划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

基于我国丰富的土壤资源和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
,

马溶之先生总结了我国土壤分布的特

点
,

在第六届国际土壤学会上提交了
“

中国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

一文
。

文中提出了水平分布和

垂直分布的概念 , 提出了我国土壤地理分布的模式和特点
,

标志着我国土壤地理研究的新水

平
,

博得了国内外的好评
。

尤其是关于欧亚大陆土被分布地带结构的模式
,

深刻地揭示了土

坡分布的地理规律性
。

这一高度的理论概括被广大土壤工作者所珍视
。

在该文发表以后三十

年的今天
,

仍不失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

在进一步掌握土壤分布规律的基础上
,

马溶之先生 以发生学观点新编了中国土壤 图
,

把

共和 国成立以前的 以土区和亚区为单元的土壤图
,

改为以土壤发生类型为基础
、

资料比较充

实的土壤类型图
。

在图例系统上重视山地土壤和平地土壤的区分
,

不仅对水稻土
,

而且对旱

地土壤也给予应有的重视
。

1 9 5 8年
,

全国开展了耕地土壤普查运动
,

这一运动对我国土壤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马

溶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

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术思想
,

更加注重耕种土壤的研究
。

他参与了全国土壤普查的组织领导工作
,

并亲自掌握和推动江苏省的土壤普查
。

他参加

编写了《中国农业土壤论文集》 ( 1 9 62 )
。

作为一个土壤地理学家
,

马溶之先生不受原有学科的

局限
,

博采众长
,

主持了《水稻丰产土壤环境 ))( 19 6 1) 一书的编写
。

通过丰富的实践
,

马先生

指出
“

耕种土壤的形成条件
,

除 自然因素外
,

还有人为因素
,

而当人为因素占主导地位时
,

土

壤发育方向发生变化
” 。

据此
,

他进而提出了耕种土壤
“

定向培育
”

的概念
,

并力图把耕种土壤

的发生演化和土壤分类结合起来
。

他在
“

农业土壤的发生分类原则和系统
”

一文中突出强调了

耕种土壤的熟化过程
。

在土壤命名方面
,

、

他创导分级命名
,

注意从群众中提炼土壤名称
。

马

溶之先生的上述学术思想在土壤制图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在 19 63 年定稿
、

19 6 5年问世的

1/ 10 0 0万土壤图
一

上, 12 9个制图
一

单元中
,

耕种土壤就占了其中的 2 7%
,

这是在以往土壤图上没



有过的
。

诚然
,

拼 种土壤的大生分类
、

制图是很复杂的
,

有 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

马先生对

此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和积极的推动
,

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

二
、

在土壤分类方面的功绩

漠钙土是 马溶之先生最先提出的土类之一
。

他根据生物气候条件和土壤性态的变异
,

进

一步分出了棕漠钙土和灰漠钙土
。

前者代表极干早
、

无 C a
C O 3

移动
、

有机质含量 < 0
.

5 %的漠境

土壤
;后者代表半荒摸

、

C a C O
。
弱移动

、

有机质 > 0
.

5 %的半漠境土壤
。

继而又以母质特性
、

盐

溃状况等作了进一步区分
。

这一分类后来虽有改变
,

甚至较大变动
,

但大部都是以此为基础

而发展的
。

马溶之先生把发育在半干早森林草原条件下
,

具有凋落物层 ( A
。

)
、

暗色腐殖质层 ( A ,
)

、

紧实棕色层 ( B )和钙积层 ( C a
)的土壤作为独立的土类划分出来

,

这在当时
,

是开创性的
。

对

深入研究这种土壤起了推动作用
。

另一个由他最先创用的土壤名称是棕钙土
。

其土壤性质界于淡栗钙土和漠钙土之间
,

它

的形成条件
、

土壤性质和农业利用情况
,

明显地不同于栗钙土
,

反映了由草原向荒漠过渡的

地带特点
。

从现在的研究结果来看
,

他的这一创见
,

为以后深入研究这种土壤奠定了基础
。

早在三十年代
,

马溶之先生就和朱莲青
、

宋达泉
、

侯光炯等对水稻土和紫色土作了研究
。

划

分出水稻土形成中的淡色层
,

指出水稻土在分类上的特殊性
,

把水稻土划分为淹育性
、

漪育

性和潜育性三个亚类
。

把紫色土分为酸性
、

中性和石灰性亚类
。

这些分类直到现在仍不失其
`

学术价值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马溶之先生接受了苏联土壤分类的发生学观点
、

理论和方法
。

在新编的

中国土壤图
_

L
,

他根据苏联土壤地带性学说和发生学原则
,

对我国以往的分类作了改进
,

提出

了许多新的发生土类名称
。

如东北平原的生草潜育土
、

山前地区的灰色森林土
、

西北干旱区的

棕色荒漠土和灰棕色荒漠土
、

华北的褐色土
、

黄土高原的灰褐土 (后改为黑沪土和婆土 )
、

华中

的黄褐土 (后把其中酸性类型分为黄棕壤 )
、

华南的砖红壤性土 以及高原地区的高山荒漠土等
,

并初步明确了各土类的自然发育规律和发生学含义
,

从而使我国土壤分类彻底走上发生分类

的道路
。

在此基础上
,

他于 1 9 5 9年提出了有关我国土壤分类的分级单元及其划分原则和根据的建

议
。

该建议方案共分七级
:

土纲是根据土壤生物气候地区和土壤类型系列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划

分 ; 亚纲是在土纲范围内
,

根据水文条件 利用方式或土壤垂直带等自然和人为条件以及土壤

类型系列划分
; :七类主要按土壤形成过程发育阶段的异同划分 ;亚类是土类间的过渡类型

,

根

据次要的或新的土壤形成过程划分 ; 土组 (土属 )根据发生层的剖面结构和发生特性的共同性

和差异性或地方性条件划分 ; 土种是基层单元
,

以土壤耕性和物理特性的异 同划分 ; 变种是

土种范围内以土壤肥力的变异加以区分
。

从 19 5 8年开始
,

通过参加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
,

研究耕种土壤 的发生规律和土壤肥力特

性
,

马溶之先生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耕种土壤分类的研究上
。

他认为研究耕种土壤的分类也要

贯彻发生学观点
,

要研究耕种土滚形成条件
、

形成过程和土壤特性的特殊规律
。

他提出
,

在人

为活动影响下
,

土壤天然形成过程 中的有机质合成与分解
,

矿质物质的移动和积累都被农作物

的收获
、

耕作
、

施肥
、

灌排等一系列熟化措施所改变
。

因而他认为土壤形成的熟化作用是耕种土

坡的特殊过程
。

而各不相同的熟化过程
,

是耕种土壤特性差异的主导因素
。

这就是马溶之先



生考虑耕种土壤分类的理论根据
。

根据以上观点
,

他于 1 9 6 2年提出了农业土壤的分类系统
。

该

系统也分七级
: 土纲

、

亚纲
、

土类
、

亚类
、

土组
、

土种和变种
。

各级都体现了土壤的熟化过程和

特点
,

如土纲根据农业地带性的水热条件和上壤熟化方向划分
; 土类根据土壤熟化过程的特

殊发育规律或发育阶段划分等
。

马先生晚年不懈地致力于耕种土壤的研究
,

对推动我国土壤界重视和研究耕种土壤起了

重要的作用
。

三
、

在土壤地理分布方面的成就

马溶之先生为探索我国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
,

曾历尽艰辛
,

几度深入高原
、

边区和僻攘
,

作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

1 9 5 7年
,

作为奠定中国土壤地理分布模式和理论的著作
“

中国土壤地理分

布规律
”

一文问世
,

标志着我国土壤地理研究的新水平
。

他第一个图示欧亚大陆和全国土城地

理分布模式
,

辩证地高度概括了欧亚大陆和全国土壤随热量和水分的生物气候带和地区而变

异的纬度地带谱和经度地带谱
。

将全国土被划分为 14 个地带
。

他对土壤分布的相性和省性两者的共性和个性从发生原因和地理规模上所作的规定是在

土攘地理经度地带性方面的特殊贡献
。

他指出
“

省性的概念
,

在原则上虽与相性有相似之处
,

在理论上概念也相同
,

但也应有区别
,

省性是土缝地带范围内
,

因地方水热条件的变化
,

影

响到土壤发生和分布规律
,

特别是山地的影响
,

表现得更为明显
。 ”

马先生对山地土壤的分布特点作了大量研究
,

建立了中国土被不同水平地带中的垂直分

布规律和垂直结构分类
。

他指出
“

山地土壤的垂直区带 (现称垂直带 )虽然与所在地以北的水平

区带 (现称水平地带 )有类似的特征
,

但是由于山地与平地的地势特点不同
,

水热情况和植物

群落差异很大
,

土壤的发育和特征不一样
,

土壤利用也不相同
。

一般的说
,

寒带与寒温带的

土坡垂直区带与其北的水平区带类同
,

而温带地区差别较大
,

及至亚热带
、

热带则几乎完全

不同
” 。

这一认识 比苏联格拉西莫夫在
“

山区土壤
”

( 1 9 82) 一文中把山区土壤归纳为同源
、

相似

和独特三组的观点要早二十五年
,

而且在两者相关的地理意义方面
,

马先生较之有更明确的

认识
。

他在 1 96 3年发表的
“

中国山地上壤地理分布规律
”

一文中
,

进一步根据山地的地理位置
、

形

态
、

走向
、

高低等因素将全国山地土被按垂直带谱成分划分为 36 种
,

用以反映我国山区土被

的差异
。

同时按垂直带谱排列的形式作了生动而具首创性的土被结构分类
。

马先生在土壤地理分布中的另一思想遗产是他力图把土壤分类单元与地理分布区协调一

致
。

他从土壤的发生发育具有不可离异的特定空间的发生学观点出发
,

提出土壤分类要反映

不同土壤间的
“

相互关系
” 、 “

固有次序
” 。

强调了土壤类型与空间的关系
,

指出这些规律与自

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

据此
,

他建议建立土纲群等高级分类单元
,

分别与按土壤分布

区区划的土壤生物气候带等相一致
。

四
、

对土壤区划研究的推进

我国的土壤区划研究是随着土壤分类
、

制图工作的深入而发展的
。

早在三十年代
,

我国土

坡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了土壤地理分布规律的复杂性
,

为了在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上反映

客观情况
,

于是创造性地进行了土壤复区和土壤组合的研究
,

马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

他与

侯光炯 1 9 3 4 年在江
.

西南昌地区调查时
,

·

就提出了土壤复区的概念
,

当时命名为 土 域 ( 5 01 1

a er a )
。

四十年代他编制
“

黄河流域上壤图
”

和全国土壤区划图时
,

首先提出了 土壤生物气候区
、



土壤亚区
、

土壤复域和土链的区划系统
。

马先生致力于土壤区划的研究过程中
,

不断地吸取新的学术观点和新的调查研究资料
,

使

土壤区划工作不断趋向于完善
。

五十年代初
,

在苏联土壤学派的影响下
,

他与文振旺
、

汪安

球等编制了第一个全国土壤区划草案
。

该草案采用了土壤带和土壤区的区划系统
,

将全 国土

城划分为七个土壤带
,

即灰化土带
、

黑钙土带
、

栗钙土带
、

灰钙土带
、

棕色森林土带
、

红壤及黄

坡带
、

青藏高原山地草甸土带
。

继而根据自然环境或人 为条件影响下土壤发生的一定地理分

布组合
,

以及土壤在生产利用方面具体措施的共同特点
,

将全国划分为 38 个 上区
。

1 9 56 年中国科学院 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成立
,

提出了
“

全国自然区划
”

的新任务
,

马溶之

先生和文振旺一起
,

承担了作为综合自然区划基础的土壤区划任务
。

新的全国土壤区划草案

将平地土壤和山地土壤分开
,

共划分 出 g 个平地土壤带和 6 个山地土壤 区带
,

续分出 55 个上

区
。

1 9 5 8年发表的
“

以农业发展为 目的的土壤区划的原则
”

和 1 9 5 9年出版的《中国土壤区划》 (初

稿 )是马先生在土壤区划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

不仅在方法论上
,

而且在整个上壤区划分级系

统中体现了地带性学说
,

推理严谨
,

资料充实
。

对当时制定全国综合自然区划
、

全国综合农

业区划以及农业发展规划
,

都起了重要作用
。

这个土壤区划系统共分七级
,

即 O级区土壤生物气候带 ; 一级区土壤生物气候地区
; 二级

区土城地带和亚地带 ; 三级区土群 (土壤省 )
; 四级区土壤区 ; 五级区土组

; 六级区上域 ( 上片 )
。

全国共划分出 5 个 O级区
,

16 个一级 区
,

29 个二级 区和 83 个三级区
。

土壤区划研究的水平
,

显著受到土壤分类研究水平的影响
。

随着土壤分类
、

土壤调查制图

的深入研究
,

我国的土壤区划工作也将随之而不断深入
,

其区划系统将更趋合理和完善
,

其

生产性也将更加明确
。

马先生在我 国土壤区划方面作了很有价值的工作
。

五
、

在土壤制图领域内的贡献

马先生对我国土壤制图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

他在制图方面的科学性与生产性

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对我 国的土壤制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是我国土壤制图的重要奠基人
。

他早年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编制了许多地区性土壤图
,

用土壤复区和组合的概念
,

使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能较客观地反映土城分布特点
。

1 9 41 年他与朱莲青合编的 1 / 1。。。万中国

土坡概图
,

划分了 n 大类
,

以下再分单区或复区单元制图
。

该图虽较粗略
,

但初步反映了我

国土壤分布的概况
。

图中第一次划出了高山土壤
,

首次以单独的图斑在淮河和长江流域部分

地区标出了水稻土
。

1 9 4 9年他重编了 中国土壤概图 ( 1 / 8。。万 )
。

在总结以往资料的基础上
,

明

确地划分了土 区和亚区两级制图单元共60 个
。

根据生物
、

气候和大的土壤类型 (相当于土纲 )

区分土区
,

根据土区中不同的土城组合区分亚区
。

他将土壤分区与类型结合起来
,

制图单元

系统具有分区系列的格局
,

这是马先生复域制图思想的体现
。

该图是我国第一幅比较完整的

土族图
。

、 、 ,
。

一

` J
·

五十年代开始
,

马先生在土旗制图中引入了发生学观点和土壤地带性学说
,

强调以掌握上

镶的发生和分布规律作为上壤制图的科学依据
。

19 5 5年 H
.

n
.

格拉西莫夫与马溶之先生合编了 1 / 4 0D 万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图
。

共划分出

相当于土类 (少数为亚类 )的 42 个制图单元
。

马先生认为
“
山地土壤的发生和利用与平地土城

不同
’ ,

因此
,

分类上可以分属不同的等级
,

但制图上需要分 开
,

他第一次在全国土壤图上将山

区土城与平地土壤分为两大系列
,

图例系统的排列自北而南
,

先地带性土壤
,

后隐域性土壤
。

这

样使该图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我国各发生土类的地带性以及隐域性土壤的分布状况
,

并体现



了我国由土区
、

亚区为制图单元的概图发展到以发生类型为单元的土壤类型图的转变
。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
,

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以流域规划
、

宜农宜林荒地开垦
、

水

土保持等为目的的土壤调查制图工作
,

逐步积累了大量地区性土壤地理研究资料
。

这些均反

映在 1 9 5 8年马先生编制的 1 / 8 0。 万中国土壤图和 1 9 5 9 年他与文振旺为全国 自然区划编制的

1 / 4 0 0万中国土壤图中
。

1 9 6 2年马溶之先生与何金海编制的 1 / 4 0 0 万中国土壤图 (草图 )
,

以及在此基础上经过修

改
、

提炼
,

于 1 9 6 5年正式编制成 国家自然地图集的 1 / 1。。。万中国土壤图是马先生研究耕种土

坡制图的重要成果
。

图中分出了许多早作上壤类型
,

正式以图斑表示
,

并 列出了不同地区的

水稻土
。

从而确立了耕种土壤在分类和制图中的地位
。

六
、

关于古土壤和第四纪的研究

马先生思想活跃
、

知识广博
。

他开拓了古土壤学的研究
,

并以此来分析第四纪地层的成

因类型
、

古地理环境以及第四纪研究中的突出问题之一— 黄土问题
。

从而丰富了第四纪研

究的内容
。

马先生在
“

对第四纪地层的成因类型和中国第四纪古地理环境的几点意见
”

一文中指出
,

第四纪地质学同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

必须综合地采用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来

探讨第四纪地层的成因类型
,

才能得出全面而正确的结论
。

他强调
,

第四纪堆积物的岩性和

成因类型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土壤形成过程的作用
,

因为无论是那种地质营力所产生的堆积物
,

只要落出地表
,

就要受到各种 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土壤
。

他列举大量资料

反复论证第四纪堆积物的岩性和成因类型受到了成士作用的深刻影响
。

如华南沿海的浅海沉

积物已经发育到砖红壤阶段
,

原来海相堆积的特性都尽经改变
。

因此他建议在成因类型组
、

成

因类型和岩相的三级分类系统中
,

应该在岩相命名上引入土壤学的概念
。

马先生用土壤发生学观点研究了第四纪地层特别是土状堆积物中保留着的古上城 剖 面
,

据此推断古土壤形成时的生物气候条件
,

对再造第四纪古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
。

他指出
,

在早更新世
,

中国境内的自然带已经逐渐形成
,

但这些自然区带的界限与现代并不相同
。

他

根据海南岛
、

雷州半岛第三纪玄武岩风化体和浅海沉积物上发育的砖红壤
,

广西宁 琶系以上

的砾石
、

铁磐以及坚石网纹状红壤
,

湘赣第四纪砾石层 (湖南的白沙井系 )和网纹状红壤
,

以

及千枚岩上含有铁矿的风化壳 ( 南昌 )
,

南京雨花台砾石和红壤型粘土
,

成都一带的雅安砾石

和红壤型粘土
,

河南的南阳红壤型粘土等
,

说明适于红壤发育的湿润热带和亚热带森林气候

地区的界限北可到达北纬 34 ℃左右
,

较晚更新世和现代的范围广
。

他根据三门红色土 (含古褐

土剖面 )的分布
,

证明当时的红壤带以北是温带森林和干燥森林灌木棕壤和褐土带
。

山于三门

红色土下部的古土城剖面较上部的颜色略红且土层也厚
,

因此认为该时期的气候可能有逐渐

向寒冷而千燥演变的趋向
。

他同样对晚更新世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了分析
,

指出当时的自然地

带已经基本上同现代类同
,

只是现代气候条件有继续向干早寒冷变化的迹象
。

黄土问题系我国第四纪研究的突出问题之一
。

马先生长期在黄土地区考察
,

积累了丰富

的资料
,

他在
“

中国黄土之生成
”

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南北黄土同源的设想
。

并将晚更新世黄土

概分为华北的马兰黄土
,

华中的下蜀粘土和成都粘土
,

以及两者过渡区的结核性黄土
。

这种

过渡黄土在山东中部
、

湖北西北部
、

河南西南部
、

汉中盆地及陇南山地等处均有分布
。

其气

候条件与性态介于马兰黄土与下蜀枯土
、

成都粘土之间
,

常有红棕色层与富含砂姜的白色钙

积层
,

其上发育有不同于其他黄土区域的揭土和棕壤
。

马先生的土述论点
,

不但丰富了黄
: l :



研究的内容
,

而且对研究暖温带湿润
、

半湿润地区的土壤具有指导意义
。

马先生还对黄土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

他认为在中国西部与西北部
,

海拔 3 0 0 0米以上的高

原或高山
,

黄土可生成于间冰期
。

而在黄河与长江中下游
,

黄土主要来自蒙新高气压干燥 区
,

少 由风力所搬运
。

就机械成分而言
,

约有 90 %系 自沙漠区所吹出
,

余则来 自就近冰川
。

七
、

我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先驱者

马溶之先生长期以来
,

一直在黄土高原等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进行土壤调查工作
。

亲眼

目睹我国水上流失的严重性
,

因此他极为重视开展水土保持的研究
。

早在四 十年代
,

便专文

呼吁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

他指出
“

高原台地
,

大多早灾常临
,

侵蚀之害
,

于此尤见深刻
,

故水

土保持工作
,

重应及早进行
,

其功效不但可保土增产
,

亦为治理黄河之基本方法也
” 。

同期
,

他在我国南方工作时
,

又提出要保护原有林木
,

尽力补植
,

以收保土之效的建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马先生积极推动水土保持的研究
。

在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内

专门设立了土壤侵蚀研究组
,

在他的直接关怀下
,

开展了我国土壤侵蚀的定位研究
。

1 9 5 0年

他亲自参加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组织的陕北地区土壤调查
,

为制定该地区土地合理利用
、

水土保持和防治风沙的工作方针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

1 9 5 5年马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黄河

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队长
,

组织并领导院内外有关研究所
、

生产部门及高等院校在黄河

中游开展了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农
、

林
、

牧
、

水
、

地质
、

地貌
、

土壤
、

植被
、

地球物理及社

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考察
。

取得了大量科学资料
,

完成了一系列水土保持和土地合理利用的

区划
,

为制定根治黄河水害
、

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
,

发展黄河中游地区农林牧生产
,

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少
`

积多年研究实践之经验
,

马先生提出了一系列改土治水
,

保特水土的有力措施
。

他认为

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重耕而不重林牧
,

强调合理利用土地
。

他指出
,

黄河中游的

土地利用应顺乎自然
,

实行宜耕
、

宜林或宜牧
,

建议改变陕北地区的农业制度
,

因地制宜造

林种草和耕垦
。

这一见解完全符合当前提出的
“

大力种草造林
,

建立新的人工植被体系
,

尽快

建成牧业基地和林业基地
”

改变黄土高原面貌的战略方针
。

在治理措施方面
,

马先生主张综合治理
。

在总结国内外水上保持经验的基础上
,

他提出

了土壤
、

植物和工程措施三结合的治理原则
。

土壤治理以增加上壤有机质
,

改良土壤结构及

物理性质为主
,

以提高土壤入渗能力和保水力
。

植物治理有耕作
、

种草
、

造林之分
,

适合黄

土区的耕作法为轮栽
、

条植及等高耕作等 , 种草既要 以草护坡
,

更要培植永久性或轮种的饲

料基地
,

以发展畜牧业
,

兼收保土之效 , 在不宜耕种与放牧的地方
,

应大力植树造林
。

与此

同时
,

在非进行工程改造不可的地方
,

附之以如修筑梯田
、

堰坝等工程措施
。

马先生致力于水土保持的研究
,

不仅为我国江河治理
、

国土整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

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

我们相信
,

马先生的一系列水土保持的正确主张
,

必定会在祖国的大

地上得到实施并发扬光大
。

必

马先生是一个有成就的土壤地理学家
。

他不辞劳苦地走遍了祖国大地
,

儿乎考察了全国

所有的土城
,

仔细地研究了这些土壤的发生演变
,

制订了一次比一次更科学的土壤分类
,

编

制了一张比一张更完善的土壤图
。

马先生思想活跃
,

治学严谨
,

工作刻苦
,

以其毕生的精力

为祖国土壤地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甚至他在病中还念念不忘土壤地理的发展
。

他

的献身精神为后人作出了榜样
。

他一贯十分重视上壤地理干部的培养工作
。 一

早在五十年代
,

我



国正处于急需土壤地理干部的时候
,

马先生亲自到南大讲授土壤地理
,

并筹划在综合性大学

里耳设土壤专业
。

马接之先生是以
“

健谈
”

闻名
,

、

不论在野外
,

还是在室内 ; 在平 时
,

还是在会上
,

他诲人

不倦的精神
,

使后学者十分感动
。

每当青年人从野外考察回来
,

他总是不厌其详地了解他们

的见闻和心得
,

询问有什么
“

新苗头
” 。

对年轻人的每一点进步都给予充分肯定
,

对青年人的

论文总是详加审改
,

并以商量的口吻提出自己的意见
,

从不以长者自居
,

年轻人都把他看成

是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

土壤地理是土壤学的一个古老的分支
,

也是有一定基础的一个分支
, `

臼在土壤科学为国

民经济建设服务
、

特别是在当前国土整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目前
,

它正以近代的物理化学
、

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成就装备 自己
,

使土壤地理获得新的力量
。

我们相信
,

马溶之先生

所开创的中国土攘地理事业
,

必将质继有人
,

一定会得到夏迅速的发展
。

健

附录 马溶之先生主妻粉述

一
、

土壤发生分类

( 1) 侯光炯
、

马溶 之 : 江西 南昌区灰化水稠土之形态研究
。

土攀特刊 (甲种
、

英文 )
,

第 3号
, 1一 7灭

,
1 9 3 5

。

朱莲青
、

马溶之
、

宋达泉
、

侯光炯
: 水稻土层分类及命名概则

。

土城特刊 ( 乙种 )
,

第 4号
,

73 一 78 页
,

1 9 38
。

马溶之
、

庸承落
: 紫色土分类的建议

。

土城季刊
,

i卷 4期
,

6 2 ` 82 页
,

1 9 4 1
。

马溶之
、

席承落
. 土燕汇报 (文稿 )

。

土搜 室 15 年工作总报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族研究所截
,

19 4 .6

马溶 之 : 土城剑面之研究及其地 文意义
。

地质论评
,

1卷 3一4期
,

2 77 一 2 80 页
,

1 9 4饥

马溶之 :

关于我国土滚分类何月的商榷
。

土旗学报
,

7卷 3一 4拥
,

n s一1 23 页
,

19 5 .9

马溶之
:

谈谈土城发生分类像则和系统
。

中国农业科学
,

第 n 期
,

1一 6页
,

19 6 1
。

” ,

马溶之
、

李惊
、

章扬德 : 关于全国土城分类问题 的商榷
。

中国 土城学会 19 6 3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 (第 1部分 )

13 9一 1 41 丈
,

中国土镶学会
,

1 9 6 3
。

交

` 1产、,口、,
.

、刀口、 .产ó 、产、.声

(2(3(4(5(6(7(8

二
、

土壤地理分布

(l ) 马洛 之 : 中国土钱的地理 分布
。

地理 知识
,

1卷 4期
,

5一了页
,

19 5 00

(2 ) 马洛之
: ’
卜国土城地理分布的规律《英文 o) 第六 次国际上城学会议宣读的论文

, 1 9 56
。

( 3 ) 马溶之 : 中国土族瘾
理分布规 律

.

土搜学报
,

5卷 ,期
,

1一 , 。页
,

; 9 0 .7

(4 ) H
·

n
·

格拉西英失
、

马溶之 : 中国土城发生类塑及其地理分布
。

土城专报
,

第 32 号
,

1一` 2页
,

19 5 8 。

( 5) 马溶 之 . 中国土族地理分布的一般规律
。

中国土族学会 1 96 名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 集 (第一部分 )
,
工91 一 19 2页

,

中

国土城学会肠 1 9“
。

、

(6 ) 马溶 之 : 中国山地土钱的地理 分布规律
。

上城学报
,

13 卷 1期
,

l一 7页
,

19 6 50

( 1) 马溶 之 : 中国的土城 区 域 (节要 )
。

地质论评
,

(2 ) 马溶 之
、

文振旺
、

汪安球
:
中国土坡区划草案

。

版社
,

1 9 5 6
。

、

土壤区划

i 。卷 i一落翻鑫。 o一 5 1贝
,

1汀5 0
。

` -

中国自铭区划草案
,

6 3一82 页
,

中华地理志丛刊
,

第 l号
,

科学 出

(3) 马溶 之
、

文振旺 . 以农业发展为 目的土城乓刘的原则
。

土城学报
, `卷3期

, ’ 57 一 17 2再
, ’ ” 5“

·

“ ) 马溶 之
、

文振旺
: 中国土城区划 (初稿 )

.

币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
,

科学出版社
,

1 9 5 .9

四
、

土壤制图

(1 ) 马洛 之
、

朱莲* 主 摘 , i : 1。。。万 中国土钱板图
。 `
中国土城概要

.

的附田 , 土维季刊 , 2卷 1期、 19 41
.

(2 ) 马溶 之制
: 1 : 3。。万新吸省中部土城概圈

。 `
新班中部之土城地理

”
的附图

,

土维季刊
, 4卷 3一 4期

,

世

1 9 4日

6 4



岁

佣 ) 马溶之
: 1 : 3 0 0万黄河流 域土城侵蚀 图 (英 文 )

。

中国科学 院南 京土堆 研究所藏
,

19 49
。

( 4 ) 马 {1子之
;

z : 只 0 0万
『
1

,

国
_

I几堆 概任l
。

中国科学院 南京 土壤 研究所藏
, 19 40

。

(幻 马溶 之
、

宋达泉
、

席承浩
、

朱显 漠主编
:

1 : 13 0 0万全国土壤 图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分省地 图
,

第 6页
,

地 图出版社
,

1 9 5 3
。

(6 ) H
。

n
。

格拉西莫夫
、

马溶之合编
:

1: 4 0 0万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土族 图
。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坡研 究所成
, 19 5 50

(7 ) 马溶 之
、

文 振旺
、

汪安球 : 1 : 60 0万中国土壤分区 图
。 “
巾国土集 区划草案

”
的附 图

,

中国自然区划草案
,

中华地

理志丛刊
,

第 1号
,

科学 出版社
,

1 9 5仇

( 8) 马溶之编
:

1 : 2 0 0 0万中国土壤 区域图
。 “
中国土集 的地理 分布规律

”
的附图

,

土壤学 报
,

5卷 1期
,

第 14 页
.

1 9 5.7

(9 ) 马溶 之
、

文 振旺编
:

1 : 4 00 万中国土城 区划图
。

中国科学院南京上城研究所藏
,

1 9 5 70

( 10 ) B
。

A
。

柯夫达
、

马溶之
、

宋达泉等
:

1 : 10 0 0万 中国新土坡图
。

苏联 土镶学杂 志
,

12 月号
,

1 9 5 7
。

( 1 1 ) 马溶 之编 : 1 : 1 8 0 0万中国土坡 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
, `

15 一 16 页
,

地图出版社
,

1 9 5 7
。

( 12 ) 马溶之
:

新编 中国土城 图的简 略说明
。

科学通报
,

11 月号
,

3邹一 3 3 8页
,

19 5 7
.

(1 3) 马溶之编制 : 1 : 8 0 0万 中国土壤 图
。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城研 究所东
,

1 9 5 8 。

( 1 4) 马溶之编
:

1 : 8 0 0万 中国土壤 区划 图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坡 研究所成
,

1 9 5 80

( 15 ) 马溶之
、

文振 旺 : 1 : 1 6 0 0万土城 区划 图
。 “

以农业发展为 目的土坡 区划 的原 则
”
的附图

,

土城学报
,

6卷 3期
,

17 犷

页
,

1 9 5 8
。

(I 6) 马溶 之 : 中国土壤 图的编 写
。

中国土坡学 研究资料汇集 (上册 )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 研究所旅
,

1 958
。

( 1 7 ) 马溶 之 : 关于
“
土城分 类和制 图草案

”
的说明

。

土城 普查 鉴定 与土坡 分类制图间题 (上辑 )
,

3 73 一 3 82 页
,

农业出

版社
,

1 9 5 90

( 1 8) 马溶之
、

文振 旺
、

1 : 4。。万中国土坡 图
、

中国土镶 区 划图
。 “
中国土族 区划

.

(初稿 )
”

的附图
,

中国科学 院 自然 区

划工作委员会
,

科学出版社
,

1 9 5 .9

( 1 9) 马溶之
、

何 金海
:

1 : 4 0。万中国土壤 图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集研究所袱
,

1 9 6 2
。

( 2 0) 马溶之 : 1 : 1 0 0。万中国土族 图
。

中华 人民共和国 自然地图集
,

7 5一76 页
,

国家地图集编篡委员会
,

1 9 6乳

五
、

耕种土壤

《1) 马溶 之
:

关 于土城 普查方面 的几个 问题
。

摸清土城底 细充分发 挥土坡 的增产潜力
,

12 3一 127 页
,

土攘普查鉴定工

作汇报会文件选辑
,

农业出版社
,

1 95 9
。

(2 ) 马溶之 : 江苏 省土滚普查工 作情况
。

土续
,

第 5期
,

10 页
,

19 59
。

·

(3 ) 马洛 之 : 深耕
。

人 民 口报
,

3
。

16
,

第 7 版
,

1肠如 土镶通报
,

第 2期
,

1一 2页
,

19 5价 土坡工讯
,

第3期
,

1一 5页
,

1 95 9
.

(的 马溶之
:

农业土集的研究途径
。

江苏 省农业科圣技术工作会议资料九十
,

1一 14 页
, 中国土族学研究资料汇集 (下

册 )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澳 所成
,

1 958
。 、

(5 ) 马溶之
、

陈 家坊
、

刘芷 宇
、

文启孝: 水稻 丰产 的土城万境及其 调节
。

土坡学 报
,

8卷 2期
,

” 一97 页
,

19 6仍 科学通

报
,

12 月号
,

3 6 2一 3 6 7页
,

1 9 6 0
。

(6 ) 马溶之
:

农业土族学绪论
。

中国农 业土城论 文集
,

1一 25 页
,

上海科技出版社
,

19 620

仃 ) 马溶之 : 农业土镶的发 生学 分类原 则和系统
。
中国农业土城论 文集

,
7 0一 75 页

,

上海科技出版社
,

1 , 62 :’
(8 ) 马溶之 : 合理利用土城

。

科学 大众
,

第 3期
,

1一 2页
,

1 9 6 .3

六
、

黄牛视水土保持

马溶之
:

马溶 之
:

马溶 之 :

巾国黄土 之生成
。

黄河流域 之地质
。

地 质论评
, 。摇卜通窟卜.卜。 ; ;

,

1 9 4 4

南 京水利实脸处黄河研究贾料汇拍第3种
,

黄河流 域的土城
。

南京水利实液处黄河妍究资料汇翻第 3种
,

1 9 5 2
。

1 9 5 2
。

璐

马溶之 : 黄河流域 之地质与土坡
。

南京水利实脸处黄河研究资料汇编第 3种
,

1 9 5 2
。

马溶之
:

对第四纪的成因类型和 中国古地理环境的几点意见
。

中国第四记研究
,

1卷 1期
,

7D 一 7 3页
,

1 95 .8

马溶之 : 黄河中游之水土保持
。

土族季刊
,

5卷 1期
,

1一 12 页
,

19 460

马溶之 : 黄河 中游之土城 与水土保持 (文稿 )
。

土城室 15 年工作总报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旅
,

1 9 4 6
。

马琳之执笔
: 山西省西部水土保持土地合理利用区划

,
科学通担

,
2月号

, 7一 17 灭
,

1 95 .6

、户、、JJ、工、声`、产`、户`、声、 .产心l心̀,口̀马ōO月0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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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马溶之
:

山西西部水土 保持调查 报告—
四

、

摘要
。

中国科学 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抽辑
,

3弱一 4 09 页
.

科学 出版社
,

1 9 5 7。

(1 0) 马溶之 : 关于黄河中游水土保 持科学研究工作的发盲
。

黄河 中游水土保持座谈会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 究所

旅
,

1 9 5 7
。

( 1 1 ) 林路
、

马溶之
、

梭桐 茂
: 黄河 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

。

十年来的中国科学— 综合考察
,

51 一70 灭
,

中国科学院

摘译出版委员会主偏
,

科学 出版社
, 1 95 .9

!

七
、

区域土堆

l( ) 马协 之
:

巾国北部数种钙质土之硕色组成
。

土城特刊 《乙种 )
,

第 4号
,

51 一 61 页
, 1 , 3 .8

(2 ) 马洛之
:

西北各省之土城地理及其利用
。

折西北月刊
,

3卷 6期
,

1一 3页
,

19 4`

( 3 ) 马溶 之 : 西北土城地理
。

地理
,

`卷 z一2期
,

19一2 7页
,

19 4 6
.

“ ) 马溶之
:

西北土 . 的发展规律及合理利用
。

西北农林
,

1奋2期
,

7 7一 81 页
,

19 5 .0

(5 ) 马溶 之 : 怎样利用西北土族
。

全国土城肥料会议汇刊
,

5 5一 59 页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农业部编印
,

1 9 5 .0

(6 ) 马洛 之 : 我 国西北的改 良旅土法
。

大众农业
,

材卷 3期
,

1 14 页
,

1 9 5 20

(7 ) 马溶 之 : 断 . 哈密之土城与农业概况
。

新一地质润查所
,

土城简报 1号
,

1 9 4 4
。

(8 ) 马溶 之 : 焉替 区土城与农 田水利概述
。

新 . 地质调查所
,

土城简报 2号
,

1 9 4`

( 9 ) 马洛 之 : 博格达 山土城润查
。

新 , 地质祝查所
,

土族简报 3号
,

5页
,

1 9` 4
。

( 1 0 ) 马溶之 . 新扭吐 娜托区之土搜
。
断 . 地质润查所

,

土族简报4号
,

13 页
,

1 9 4`

( 1 1) 马溶 之 : 焉省库车间之土城
。

新班地质润查所
,

土城筒报5号
,

16 页
,

1 9 4 4
。

( 12 ) 马溶 之 : 新 . 中部之土城地理
。

土城争刊
,

4卷 3一 4期
,

1一 18 页
,

1 9 4.5

( 1 3) 马溶 之 : 折班吐娜托盆地 之地形与土族 (节要 )
。

地质论评
,

10 卷 3一 4期
,

17 5一 17 7页
,

19刁5 。

(1 4) 马溶 之 : 断一 .I 格达山土城地理纪要
。

土城季刊
,

6卷 3期
,

81 一 86
,

1 9峨7
。

( 1 5 ) 马溶 之 : 甘甫西北部之土族
。

土城专报
,

第 z ,号
,

i一 5 2灭
,

1 9 3 8。

( 1 6》 马溶 之 : 甘肃之土城视查 纪
。

边政公论
,

2卷 7一 8期
,

19 4 .3

( 1 7 ) 马溶 之
、

席连之
: 甘肃西部与* 海东部之土城及其利用

。

土城季 刊
, 3卷 3一 4期

, 1一2 2页
, 19 4 3 。

( 1 8 》 马溶 之 : 甘肃省土城地理及其利用
。

断西北月刊
,

19 4`

( 1 9) 马溶 之
:

甘肃省土城概要
。

土城争刊
,

5卷 2期
,

75 一 78 页
,

1 9 4.6

(2 0) 马溶 之
:

映北的土城 问题
。

科学通报
,

2卷 1期
,

6 9一71 页
,

19 5 1
。

《2 1) 马溶 之
、

文启孝 .

映北之土族及其利用
。

土族专报
,

第2 6号
,

7 3一 98 页
, 19 51

。

( 2 2 ) 马洛 之 : 西康省西昌区土城简述
。

土城季刊
,

1卷 1期
,

2 0一 2 6页
,

1 9 4 .0

( 2 3 ) 马溶之 : 西康宁属八县之土族 《文稿 )
。

土族室 1S 年工作总报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成
, 1 9 4 6

。

( 2 4 ) 马溶 之 : 四川霄
、

马
、

峨
、

屏区之荒地上族
。

土族争刊
,

1卷 2期
,

31 一 39 页
,

1 9 4 .0

《2 5 ) 马溶之 : 四川威 远附近地 质对土族 之影响
。

地质论评
,

5卷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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