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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

R
.

杜德

原联合国粮农组织水土保持处处长
、

比

利时科学家杜德 ( R
.

D u d al )教授应邀于 1 9 8 6

年 9 月 5一 6日在南京土壤研究所作了三场题

为
“

世界土壤图的土壤分类系统
” 、 “

热带土壤

管理
”

和
“

世界土地资源与人 口
”

的学术报告
。

杜德教授在较短的时间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

联合国土壤分类系统产生的历史背景
、

指导

思想
、

图例系统以及在分类
、

命名等方面的

主要经验
,

使我们对这一分类系统的来龙去

脉有更清楚的了解
;
针对热带土壤的特点

,

提

出了热带土城管理的原则
,

列举了许多具体

经验
;
资源与人口都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

,

将

二者结合起来探讨人类在粮食问题上所面临

的困难
,

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

这无疑

是一种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途径
,

对于全国

范围内即将开展的土地资源调查和国土整治

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现将报告主要内容

整理如下
。

一
、

世界土壤图的土壤分类系统 (图例 )

诊断层分为两类
:
诊断表层和诊断表币

层
。

诊断表层有 4 个
,

( 1) 松软 A 层 , ( 2) 暗

色 A 层 , (3 )淡色
`

A层 , ( 4) 有机 H层
。

另外

还可 以分出一个人工 A层
,

这是指受人类活

动影响强烈的层次
。

诊断表下层包括粘化 B

层
、

碱化 B层
、

灰化 B 层
、

氧化 B 层
、

过渡

B 层
、

钙积层
、

石膏层等
。

土壤命名也是一件棘手的事
,

因为不同

的学派有不同的命名法
。

图例中保留了一些

在文献中普遍应用
、

概念明确的名称
,

如黑

钙土
、

盐土
、

变性土
、

石灰土
、

暗色土 ; 抛弃了

那些含义混乱
、

各人理解不一的名称
,

如棕色

森林土
、

砖红壤性土
、

湿草原土
、

灰化土 ;另外

还新创了一些名称
,

如淋溶土 ( L u v i s ol s )
、

强

淋溶土 ( A e r i s o l s )
、

始成土 ( C a m b i s ( ) 15 )
、

铁

铝土 ( F e r r a l s o l s )
。

图例中分出了26 个主要单元
,

可进一步

划分成 1 06 个亚单元
。

除此之外
,

还建立了一

些土相
,

它是根据对土地利用和管理有重要

意义的性状如坡度
、

表层石砾含量等进行划

分 的
。

诊断层这一概念自六十年代初提出以来

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
。

联合国世界土壤图

中的分类系统也汲取了这一概念
,

因而该分

类也是诊断分类
。

其遵循的分类原则
: ( 1) 分

类以土壤本身的特征为基础
;
( 2) 这些特征是

可见或可测的
,

并予以定量化
,

使分类比较客

观 , ( 3) 分类以所有土壤为分类对象
,

而不是

特指自然土壤或耕种土壤
;
( 4) 分类具有一定

的灵活性
,

以便补充新的知识
; ( 5) 分类要具

有实用性
,

即分类系统便于各国土壤学家应

用
。

二
、

热带土坡的管理

热带面积为 49 亿公顷
,

占全球陆地面积

的 38 %
,

其中有 30 亿公顷在湿润地区
。

这些

地区没有水分和温度的限制
,

一年可种三熟
,

生产潜力很大
。

但湿润热带地区 60 % 以上的

土壤是铁铝土和强淋溶土
,

土壤肥力低下
,

存

在许多障碍因素
,

主要有
:
土壤呈酸性

、

养分

含量少
、

阳离子代换量低
、

铝饱和度高
、

缺钙
、

有机
一
矿质复合体少

、

可风化矿物含量低
。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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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溶土还有另外两个不利因素
: 土壤易受侵

蚀
、

有机质含量低
。

由于这些原因
,

湿润热带

地区刀耕火种现象较为普遍
。

在热带这一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土壤需要

与众不同的管理措施
,

温带地区许多行之有

效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热带
。

热带土壤管理的

首要原则是保持土壤有机质层
,

因为热带土

壤可风化矿物少
,

矿质养分缺乏
,

所 以有机质

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

一年生作物与多年

生作物间种
,

尽量保持地面覆盖
,

都是保持有

机质层的有效措施
。

施用钙质以中和土壤酸

度
、

降低铝的活性是热带土壤管理应遵循的

第二条原则
,

热带土壤的最适 p H值为 5
.

5 左

右
。

施肥的特殊性也是热带土壤管理的一项

基本原则
,

因磷易被固定 , 可风化矿物含量

少
,

常常会发生缺钾 , 氮肥易淋失
,
要重视

生物固氮作用
,

而其效率的高低又受土壤酸

度大小及微量元素丰缺的影响 , 由于缺钙造

成根系生长不良又对施肥的部位有所要求
。

杜德教授还指出
,

热带地区的肥料试验不仅

要考虑肥料对作物的效果
,

还应当研究肥料

在土壤中的变化情况
。

三
、

世界土地资源与人口

当今是人类历史上人 口增殖 最 快 的 时

期
,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土地资源以

适应人 口的发展
。

目前人 口增长 率 大 约 为

2
.

5%
,

一些非洲国家超过 3 %
,

对他们来说
,

要使农业的增长适应于人 口的增长是极其困

难的
。

根据预测
,

公元 2 0 0 0年世界人 口将达

60 亿
,

到公元 2 1 1 0年将稳定在 1 05 亿左右
,

其

中大部分在不发达国家 ( 91 亿 )
。

人 口相对增

加最快的是非洲
,

绝对数量增加最多的是南

亚 (包括中国 )
,

10 5亿人 口中有 40 %在南亚
。

因此
,

亚洲
、

非洲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增加粮

食生产以养活人 口
。

欧洲
、

大洋洲
、

北美洲人

口增长最少
。

全球陆地面积为 1 32 亿公顷
,

现已耕种 15

亿公顷
。

根据预测可耕地总面积为 30 亿公顷
,

因此从理论上讲我们还拥有 15 亿公顷可耕地

贮备
。

但这些土地资源分布在何处? 适宜于

种植什么作物? 进行开垦需要什么技术? 投

资要多大 ? 经济援助来自何方 ? 开垦后是否

会带来环境问题 ? 有无发生土壤
、

土地退化

的可能? 我们还不清楚
,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研究
。

世界土壤图是进行这一研究的必要条

件
。

可耕地贮备大部分处在湿润热带 地 区
,

但那里人 口密度较低
,

进一步的农业发展并

不显得十分迫切
。

因此这些地区的荒地资源

并不能解决目前的粮食问题
。

从土地利用情况看
,

发展中国家人 口占

总数的 72 %
,

现有耕地占54 %
,

发达国家人

口仅占28 %
,

现有耕地却占46 %
。

所以发展中

国家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较大
。

发展中国家内

部的情况也有差异
。

非洲土地较多 ( 20 % )
,

人

口较少 ( 10 % )
,

而中亚 (包括中国 ) 则人多

( 2 2% )地少 ( 8 % )
,

可耕地贮备则相差更大
,

中亚已所剩无几
,

非洲却有的是
,

南美洲更

多
。

因而亚洲人 口对土地的压力较大而非洲

较小
。

增加粮食产量的途径也不一样
,

亚洲

主要靠精耕细作而非洲主要靠扩 大 耕 地 面

积
。

通过土壤
、

气候对作物适宜性的研究
,

编

绘了小麦
、

水稻
、

玉米
、

高梁
、

土豆等 n 种主要

作物在主要上壤类型上的适宜性图
。

这 n 种

作物占世界粮食产量的 85 % 以上
。

根据这些

图件就可以预测某一作物在什么地方
、

那种

土壤上适宜生长
。

这对合理利用上地资源很

有好处
,

因为不同作物适宜于不同土壤
,

如

木薯可 以忍受强酸性
。

当然
,

土壤
、

气候对

作物的适宜性还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
。

在

最佳肥料管理
、

最佳病虫害防治
、

实现农业

机械化的高技术水平下
,

生产力就高
,

反之
,

在没有机械
、

没有杀虫剂
、

施用肥料很少的

低技术水平下
,

生产力也低
。

在低技术水平

下
,

有 55 个国家 (其中 22 个在非洲 )难 以解决

粮食问题
,

而在高技术水平下
,

这一数字将

减为 19
。

这 19 个国家中
,

有的可 以用石油
、

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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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姜黑土粘土矿物特性

的初步研究

王 强 蒋剑敏l 熊
’

一毅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砂姜黑土的农业物理性状不良
,

耕性差
、

土壤僵瘦
,

被列为低产土壤
。

影响农业生产

的直接因素是早
、

涝
、

薄
、

僵
、

碱
。

但砂姜

黑土的土层深厚
,

土壤潜在肥力较高
,

并且

其所在地区气候温暖
、

光热充足
、

水利资源

丰富
,

因而砂姜黑土的改造潜力较大
。

砂姜黑土低产原因的诸多因素均与胶体

性质有关
。

因而本实验选用了儿个砂姜黑土

样品
,

初步研究其胶体的粘土矿物组成特点

和物理化学特性
,

及各自土壤环境条件对粘

土矿物组成和特性的影响
。

样品胶体的 X射线衍射图谱中
,

蒙脱 的

衍射峰最为显著
,

水云母的衍射峰次之
,

亦

可见高岭和绿泥石的衍射峰
。

差热分析的结

果与蒙脱的特征图谱相近
。

上述粘土矿物在

电子显微镜照片中均可见
。

这些 结 果表明
,

砂姜黑土胶体的粘土矿物组成以蒙脱 为 主
,

水云母次之
,

亦含有高岭石和少量绿泥石
。

胶体全量分析结果显示
,

样品的硅铝率

和硅铝铁率呈现山西向东减小的趋势
,

而铁

的游离度则呈相反趋势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粘上矿物的风化情况和铝
、

铁元素对粘

土矿物组成的影响
。

如再考虑到镁元素的变

化
,

则铝
、

铁
、

镁元素在粘土矿物组成中的改

变对粘土矿物的物理化学特性无疑存在一定

影响
。

此外根据 P i e r r o .

E
.

B i s e a y e
的方法利

用X 衍射图谱判断粘土矿物的晶形亦有由西

向东变化的趋势
,

我们认为砂姜黑土的这种

变化趋势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样品胶体的阳离子交换能力在63 一 71 毫

克当量 / 10 0克之间
,

对 p H的缓冲能力较强
,

在缓冲范围内所消耗的碱的毫克当量数占其

阳离子交换能力的 60 % 以上
,

表明胶体所带

电荷以永久电荷为主
,

砂姜黑土的这些化学

特性与其粘土矿物中以蒙脱为主要成份是密

切相关的
。

砂姜黑土的土壤溶液为弱碱性
,

且含有

较丰富的盐基离子
,

这些环境条件对于其胶

体中大量蒙脱的生存是有利的
,

亦可能影响

土壤中的铁解作用
。

基于砂姜黑土的这些特性
,

在农业生产

中应遵循生态平衡理论
,

因地制宜地从生产

利用入手
,

发挥其保水保肥能力强的特点
。

经

济高效的施肥
,

克服其土质粘重
、

物理性状

不良的缺点
,

实行农林牧的综合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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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等资源去换取粮食
,

而另一些资源贫乏的

国家处境就十分艰难
。

世界各地土地资源情况相差很大
。

在很

少有荒地的国家
,

高投入 (包括肥料
、

化学药

品
、

机械
、

能源 )精耕细作是唯一的方法
。

亚洲

地 区能够养活不断增长的人 口应归功于投入

的增加
,

在 1 9 61 一 84 年间
,

仅肥料用量就增

加了十倍
。

预计到公元 2 0 0 。年
,

需要增加的投入为
:

耕地面积增长 20 %
、

灌溉面积增加 40 %
、

肥料

用量增加 6 倍
。

而粮食产量的增加
,

26 %靠

扩大拼地面积
,

14 % 靠栽培技术
,

其余 6 0 %

靠增加肥料用量
、

扩大灌溉面积
。

产最的增

加主要靠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

(袁国栋
、

沈思渊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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