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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国长江以南热带
、

亚热带21 7
.

9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
,

约有早耕地 10 万平方 公 里
,

林
、

牧
、

果园地 14 1
.

7万平方公里
,

广义的早地土壤面积共计 15 0 万平方公里左右
,

在 我 国

早地土壤类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

本区水
、

热资源充足
,

生物资源丰富
,

土壤类型众多
,

土层

较为深厚
。

区内拥有全国 43 %的人 口
,

耕地面积仅为全 国的 28 %
,

但粮食总产量却 占全 国的

4 2
.

7%
,

并有 54 万公顷橡胶林
,

占全国 45 %的天然林面积
。

广大的茶园
、

柑桔园
、

油茶林
、

油

桐林和竹林都全部或大部分集中在本区
,

同时还出产荔枝
、

龙眼等干鲜果
、

林副产品
、

土特

产和药材
。

开发热带
、

亚热带自然资源
,

不仅可促进我 国农业的发展
,

而且对支援工业建设

和保证外贸出口等方面均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旱地土壤的基本特点

我国热带
、

亚热带早地土壤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地的倾斜坡地上
。

土壤的形成 发 育
,

农
、

林
、

牧用地分布和利用方式
,

不仅受所在的地理位置等要素引起的热量和水分再 分 配 的 制

约
,

而且还受到坡面重力过程的深刻影响
。

(一 ) 生态环境多样性

我国热带
、

亚热带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
,

东濒太平洋
,

南临印度洋
。

夏季常吹暖湿的东

南
、

南和西南风
,

加上夏秋活动频繁的台风
,

给本区带来充沛的雨泽
,

形成独特的亚热带季风

气候
。

东部一年中干湿季较不明显
。

由于南北延伸纬度达 27 一 30 度
,

大部分地面海拔较低
,

热

量分布显示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规律
。

依次可划分为北亚热带黄棕壤地带
、

中亚热带红
、

黄

维地带
、

南亚热带赤红壤地带
、

热带和赤道热带砖红壤地带
。

而西部 (云南高原及川西山地 )

在一年中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干湿交替
。

由于北倚青藏高原
,

北边地势升高
,

没有北亚热带

黄棕壤地带的存在
,

只划分出中亚热带红壤地带
、

南亚热带赤红壤地带和热带砖红壤地带
。

(二 )垂宜分布地带性

我国热带
、

亚热带多山
。

山地
、

丘陵与平地之比约为 7 : 2 : 1 ,

土壤垂直分异明显
。

在不同

水平地带内土壤垂直结构的表现有所不同〔 1 〕 。

例如
,

砖红壤地带的垂直带谱为砖红壤 ( < 40 。

米 )
一
山地红壤 ( 4 0 0一 5 0 0米 )

一
ilJ 地黄壤 ( 5 0 0一 1 6 0 0米 ) 一山地灌丛草甸土 ( 1 6 0 0一 1 5 7 0米

,

海南

口
. 本文 , 于 1 9 86年 9 月在南京 召开 的国际早地土镶会议上 宜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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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五指山东北坡 ) ; 赤红壤地带的垂直带谱为赤红壤 ( < 30 。米 )
一

山地红壤 ( 3 0 0一 70 。米 ) 一山地

黄城 ( 7 0。一 1 30 。米
,

广西六万大山马耳夹南坡 ) ; 红壤地带的垂直带谱为红壤 ( < 70 。米 )
一

山

地黄坡 ( 7 0 0一 1 4 0 0米 )一山地黄棕壤 ( 1 4 0 0一 2 5 0 0米 )
一

山地灌丛草甸上 ( 2 5 0 0一 2 12 0米
,

江西武

夷山西北坡 〔 2 〕 )
。

(三 )土城的易俊蚀性

由于早地土壤地面坡度较大
,

风化成土物质容易下移或被流水搬运到区外
。

例如
,

四川全

省有33 3万公顷早地
,

70 % 以上是坡耕地
,

其中坡度大于 10 度的占90 %以上
,

甚至有些 耕 地

坡度可达 45 度
,

形成
“

挂地
”

种粮①
。

坡度愈大
,

侵蚀愈重
。

许多缺乏工程和生物措施的坡耕

地越种越薄
,

地力衰退
,

干早加剧
。

目前整个热带
、

亚热带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6 1
.

5 8 万 平

方公里
。

四川省的水土流失面积达到全省总土地面积的6 3
.

4%
,

属于中
、

强度侵蚀的土壤占

全省侵蚀土壤面积的 62 % 〔 ” 〕
。

嘉陵江流域的土壤侵蚀模数达 1 1 2 3吨 /平方公里
·

年
,

相当于黄

河流域平均的 63 %
。

主要流经本区的长江
,

年入海悬移质输沙量近 5 亿吨
,

约为黄河 的 1/ 3

〔 4 〕。

二
、

主要土壤的利用

(一 )砷红城类

分布于台南
、

海南岛
、

雷州半岛和西双版纳等地
。

地处热带
,

地形以丘陵台地为主
,

母

岩为玄武岩
、

浅海沉积物等
。

在终年高温多雨条件下
,

土壤风化作用迅速而强烈
,

粘土矿物

以高岭石
、

三水铝石及氧化铁为主
。

在季雨林
、

雨林下土壤有机质含量达 4一 8 %或更高
,

而在

稀琉矮草下只有 1一 2 % 〔 “ 〕
。

砖红壤大部分已开垦
,

如图 1所示
,

早地占68 %
,

灌丛草地占9 %
,

谷地水田 占23 %
。

砖红壤区的早地土壤是我国橡胶
、

胡椒
、

咖啡
、

香茅等热带经济作物的生

产基地
,

早作以甘蔗
、

花生
、

木薯
、

豆类和芝麻为主
。

此类土壤开垦种植橡胶后
,

有机质含

t 保持在 2 一 3 %之间
,

磷素显著增加
,

交换性盐基中钙也明显增加
,

而交换性钾减少
。

这

里雨量高
,

若利用不当
,

不仅会失去有机质层
,

而且会使红色风 化 壳 出 露
,

难 于 生 长 植

物
。

(二 )赤红城类

分布于砖红壤地带以北
,

包括粤西
、

粤东南
、

台北
、

闽南及桂东南一带
。

为南亚热带气

候
,

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
,

母岩多为花岗岩
。

赤红坡剖面可分出土壤层
、

红色层
、

杂色层和

半风化层
,

质地一般为壤土
,

抗冲指数小
,

水稳性指数低
,

耐蚀性弱
。

当侵蚀至半风化 层 时
,

地面出现一片
“

白沙
” ,

寸草不生 (表 1 )
。

土壤 p H 4
.

5一 5
.

5
,

粘土矿物以高岭石为 主
,

并 有

表 1 花岗岩风化壳及其上发育土壤的某些理化性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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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云母和少量三水铝石
。

在良好植被下
,

土壤有机质含量达 5一 7 %
,

而在强度侵蚀的红 色凤

化层 < 1 %
,

而杂色层只有。
.

3一。
.

5 %
。

赤红壤垦殖指数很高
,

利用方 式 多 样
,

如 图 2 所

示
,

早地占37 %
,

林地占3
.

5 %
。

上坡和山顶多为马尾松或灌草地
,

中坡种 植 板 架
、

橄 榄
,

下坡种植荔枝
、

橙
、

梅及甘蔗
、

花生和豆类
,

是我国粮食及热带
、

亚热带经济作物的重要产

区
。

(三 )红坟类

分布于湘
、

赣
、

浙西
、

皖南
、

两广北部及云南高原等地
。

为中亚热带气候
,

地形以丘陇山

地为主
,

母岩为第四纪红色粘土
、

红砂岩
、

千枚岩和花岗岩等
。

由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

族剖面可分出土城层
、

均质层
、

网纹层和砾石层 四个基本层段
。

此种土坡土层较厚
,

质地为

童城至轻粘土
,

粘土矿物以高岭石和水云母为主
。

大面积红壤荒地的表土厚仅数厘米
,

有机

质含量 1
.

0%左右
,

网纹层不足 0
.

5%
,

仅局部植被较好的地段可见到表土厚 20 一30 厘米
,
有

机质含量达 4一 5 % 〔 “ 〕
。

红壤是我国亚热带经济林主要产区
。

如图 3所示
,

水田和草地 各 占

22
.

2 %
,

而茶园
、

苗圃达 56 %
。

一般坡地种植茶叶
、

柑桔
、

油茶
,

下坡则多种甘 薯
、

花 生
、

芝麻
、

大豆
、

小麦
、

棉花等
。

红壤在初垦阶段熟化程度低
,

仍然保持着其前 身粘
、

徽
、

拼
、

板的特点
,

抗旱能力弱
,

许多未修梯田的坡耕地侵蚀严重
,

均质层或网纹层出礴
,

失去植物

生长条件
。

( 四 )黄红滚类

系红壤向黄壤的过渡类型
。

主要分布于红壤垂直带上部及红壤地带北缘
,

包括湘西
、

黔

东
、

哪东和皖南等地
。

气候特点是热量较红壤稍低
,

而相对湿度较大
,

地形为低山丘陇
,

母

岩以变质的泥岩类为主
。

由此类风化物发育的黄红坡
,

质地为镶土
,

土层内多岩石碎屑
,

通

透性良好
,

抗冲指数大
,

水稳性指数高
,

耐冲蚀性强
。

由于土壤风化程度稍低
,

含钾矿物较

多
。

在良好植被下
,

土壤有机质含量达 3一 4 %
,

开垦后降至 1一 2 %或更低〔 6 〕
。

黄红城是我 圈

田 1 玄武岩台地砖红壤 (海南岛俗县 ) 图2 花岗岩丘陵赤红滚 (广州市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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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 第四纪红色枯土肖地红滚 (江西泰和) 图4 板岩丘陵低山红黄壤 (湖南桃源)

岩洛峰丛洼地石灰土 ( 四川奉节) 图 6 萦色砂泥岩丘陵山地紫色土 (四川万县) 圈韶



杉木
、

楠竹
、

油茶及马尾松林的基地之一
。

从图 4 可看出
,

除一部分水田外
,

早地占1
.

4 %
,

草

山草坡占7
.

3%
,

而林地达“ %
。

早地主要种植芋麻
、

棉花
、

红薯
、

花生
、

小麦等
。

黄 红 壤

经开垦后的早地土壤
,

具有与红壤共同的酸
、

瘩特点
,

但因常年处于湿润条件下
,

在利用中

有较好的条件改善水
、

肥状况
,

变广种薄收为高产稳产
。

(五 )石灰土类

分布于桂
、

黔
、

滇及鄂西等地
,

以黔
、

桂两省分布最集中
。

石灰土的土层浅薄
,

多岩石

露头 , 土壤质地粘重
,

粘土矿物以蛙石和水云母为主 ; p H在 6
.

5一 7
.

5之间
,

有时有石 灰 反

应 , 全钾和缓效钾含量均低
,

为区内最缺钾的土壤之一
。

在自然植被下
,

土壤有机质含量可

达 5一 7%
。

目前石灰岩土 区植被破坏严重
,

保存完好的不足 0
.

5 % 〔 6 〕
。

现状植被以 喜 钙
、

耐

早的灌草丛为主
。

如图 6 所示
,

水田仅占1
.

2 %
,

早地接近 50 %
,

其余很大面积为林地 或 裸

岩
,

生产天麻
、

杜仲
、

三七
、

八角
、

肉桂等名贵药材
。

早作主要为玉米
、

马铃薯
、

豆类
。

石灰土

在初垦阶段往往具有较高的自然肥力
,

但其生态系统脆弱
,

一旦植被破坏很快就变为光秃的

石山
。

在利用上的关键问题是解决水利条件
,

种植绿肥
。

并强调以林为主
、

农业为副 ; 以保

护为主
、

采伐为副 ; 以药用植物为主
、

用材林为副
。

(六 )续色土类

分布于川
、

鄂
、

湘
、

赣
、

粤等地
,

尤以四川盆地分布为最广
。

地形以丘陵低山为主
,

母岩

为中生代不同时期的紫色砂
、

泥岩
。

由于吸热性强
,

软硬岩性相 间互层
,

容易风化崩解剥落
,

并随地表径流而流失
。

一般紫色砂岩风化物发育的质地粗
,

土层较薄
,

贮水量少
,

而在紫色泥

岩风化物发育的则土层较厚
,

质地粘重
。

土壤风化不深
,

土体中残留大量长石
、

云母等原生

矿物顺粒
,

粘土矿物以水云母为主
。

钙质紫色砂
、

泥岩风化物发育的富含磷
、

钾
。

中
、

酸性

紫色砂
、

泥岩风化物发育的磷
、

钾含量较低
。

有机质含量一般 < 1
.

0%
,

经长期耕种熟 化 的

可达 1
.

5% 以上〔 6 〕 。

紫色土利用程度很高
,

如图 6 所示
,

早地占36 %
,

草山草坡 占 1 1
.

8 %
,

林地占 14
.

6%
,

是我国重要的粮
、

油和经济林基地
。

早作主要为玉米
、

油菜
、

花生
、

红 薯
、

小麦和豆类等
。

经济林木有油桐
、

竹
、

桑
、

柑桔等
。

生产上主要的问题是水土流失和 干 旱
。

在利用中应注意坡地的水土保持
,

发展灌概
,

增施有机肥和微肥
,

实行与豆科作物的 间
、

套

种
,

以保持和培育土攘肥力
。

三
、

综合利用的对策

我国在热带
、

亚热带早地土壤的利用方面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措施
,

但也存在不少

问题
,

主要有三
:
一是土地利用不充分

,

全区目前尚有 69 万公顷荒山草坡 ; 二是生态环境破

坏严重
,

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全 区总土地面积的 28 % , 三是生产水平低
,

经济效益差
。

现有农

耕地占13
.

6 %
,

其产值在农
、

林
、

牧
、

副
、

渔总产值中占68 % , 林地占4 3
.

9 %
,

而其收入却

只 占4
.

2 %
,

所以早地土壤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综合利用问题
。

(一 )因地制宜 合理利用

1
.

山地的
“

立体利用
” :
就山地本身条件而论

,

发展林业和林副业远优于农
、

牧业
。

根据一

些山区的经验
,

可以按不同土壤带的立地条件来选择树种
,

进行合理的立体配置
。

例如
,

云

南西双版纳砖红壤区
,

海拔 70 0米以下的热带丘陵以种植橡胶
、

咖啡为主
, 7 00 一 1 0 0。米的亚

热带低山以种茶叶为主
, 1 0 0 0一 1 5 0 0米的亚热带中山主要发展紫胶和经济林

, 1 5 0 0米以上山

地则发展各种用材林
。

广大亚热带红黄壤区
,

海拔 60 0米 (在湘西和贵州高原为 80 。米 ) 以下丘

28 5



嘴

陵低山的红壤以种植柑桔
、

油菜
、

油桐为主
,

6 0 0 ( 8 0 0) 米以上低中山的黄壤主要发展 茶 叶
、

杉木
、

毛竹等
。

一些驰誉中外的名茶
,

如福建的乌龙茶
、

安徽的祁门红和屯溪的绿茶
、

湖北

的宜红
、

云南的普洱茶就是按照山地土壤垂直变化的特点
,

实行合理的立体配置而发展起来

的
。

2
.

丘陵的
“

一丘多用
” :
丘陵同山地相比

,

起伏比较平缓
,

对农垦的限制因素比山地小
,

常

成为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区
。

通常自丘顶至丘脚可划分为三段
,

即丘顶淋失段
,

丘腰过渡

段
,

丘脚积累段
。

淋失段水分和养分流失
,

土层浅薄
,

多为轻质土壤 , 积累段承纳上方淋失

下来的水分和养分
,

土层较厚
,

质地粘重 , 过渡段介于两者之间
。

因此
,

可利用丘陵上
、

中
、

下坡水分
、

土坡质地和养分分异的特点
,

按不同树种的生态要求
,

合理安排
,

实行
“

一丘多用
。 ”

例如
,

湖南的
“

岗顶松
、

窝里杉
、

山坡种油茶
” , 江西的

“

丘顶薪炭林
,

丘腰果
、

茶
、

桑
,

丘脚

棉
、

油
、

麻
” ,湖北的

“

松树堡
,

杉树槽
,

柏树长在乱石窖
”

等
,

就是具体运用这种自然规律的

例证
。

3
.

各地的
“

多层利用
” :

为了充分利用 区内的光
、

热
、

水
、

土资源
,

提高生态和经济效

益
。

我国农民创造了许多在同一地形
、

母质条件下
,

具有热带森林特性的多层多 种 光 合 群

表 2 热带不同植被下的水土流失 t 〔, 〕

径 流 t 冲 刷 t

土地利用方式

( I 米 ) ( % ) 《吨 /公顷 ) ( % )

几U八甘J任斑吕nóón
ùOtÒ,几

22
马̀

ǹ

万林

. 胶 + 大叶茶

单纯像胶林

农拚地

6
.

5 7

1 3
。

1 5

1 8
.

6 5

16 2
.

7 8

0
.

0 4 2

0
_

0 7 6

2 57

4 7 1 3

1 0 0

1 8 1

6 1 1

1 3 0 2 6 9

体结构的种植方式
。

例如
,

西双版纳的拷 +

樟 + 大叶茶
,

橡胶 + 大叶茶 ; 海南岛的橡胶

+ 咖啡 (或大叶茶 )
,

橡胶 + 胡椒
,

橡胶 十菠

萝 ; 亚热带各地的马尾 松 + 茶
,

桂 花 + 茶
,

葡萄 十 茶
,

杉 + 桐 + 粮
。

据在西双版纳 (年降

雨量 1 4 5 9
.

4毫米 ) 试验〔 7〕 ,

在三叶橡胶下增

加一层大叶茶
,

可使水分流失
、

土壤冲刷大为

减少 (表 2 )
。

据研究
,

马尾松
、

桂花
、

葡萄等

阳性树种和喜荫的茶树相结合
,

可提高茶叶品质 1一 2级
,

弥补丘陵茶叶品质差的缺陷
。

(二 )用养结合 培养地力

热带
、

亚热带森林一旦改种人工林或作物之后
,

不借助于养地措施
,

便无法维持较高的

生产力
。

主要养地途径有
:

1
.

植树种草相结合
:
对已经发生不同侵蚀的地段

,

应因地制宜地植树种草
。

在轻
、

中度侵

蚀的土城上
,

最有效的措施是封山育林
,

一般五年左右可以郁闭
。

在坡度平缓处
,

还可大穴

种植板栗
、

柿
、

枣
、

油茶等粗放栽培的经济林木 , 在 A层被蚀
,

B层出露的强度侵蚀土壤上
,

一般需打穴施肥植树
,

先种马尾松
、

刺槐
、

苦棣等适应性强的速生树种
,

待地力恢复后可发

展其它经济林木 , 在 B层被蚀
,

C层出露的极强度侵蚀土壤上
,

可深挖环山水平沟
,

在沟内客

入肥土
,

种植马尾松
、

芭茅草
、

胡枝子等
。

数年后坡面能生长芒箕
,

基本上可控制水土流失
。

2
.

棍交林与纯林相结合
: 目前本区的用材林80 %以上都是针叶林

,

以杉
、

松为主
。

杉
、

松

两种树种长期连栽
,

土壤肥力逐年下降
。

据报道
,

阔叶林的凋落物在雨林 (西双版纳 ) 〔 7〕 、

季

雨林 (广东鼎湖山 )① 次生常绿阔叶林 (湖南会同 )② 每年每公顷分别为 1 1
.

55 吨
、

8
.

52 吨
、

4
.

58

吨
,

而杉木的年凋落物量仅 2
.

68 吨 (南宁 ) 〔 8〕一 2
.

03 吨 (会同 )② ,

加之阔叶林凋落物富含 灰

分和氮
、

磷
、

钾
。

据试验② ,

连续栽杉19 年后
, 。一 60 厘米内氮

、

磷
、

钾含量分别为栽种 前

① 居梦照
, 姗翻山南亚热 , 常姆阔叶林祠 落物 t

。

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

第二集
,

19 8 4 ,

⑧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 . 研究所
,

衫木人工 生奋学研究论文集
。

1 9 8 0
。

君8份



的43
.

6 %
、

2 4
.

3 %和 4 3
.

2 %
。

从用地养地的角度看
,

今后应强调种植针叶树与阔叶树混交林
。

3
.

豆科与禾本科牧草相结合
: 一般山坡草场必须留有林带

,

实行林草结合
,

而人工牧草

以多年生三叶草和禾本科牧草混播为好
。

在现有砖红壤带的橡胶林下
,

红壤带的油茶林和果

梦 树行间
,

幼林阶段都可种植牧草
。

热带橡胶园常见的覆盖植物为毛蔓豆
、

爪哇葛藤
、

无刺含

羞草
。

禾本科草类有危地马拉草
、

坚尼草
。

试验结果表明
,

以多年生的蔓生豆科种类较好
;
禾

本科草类因争夺水分
,

应少种或仅在豆科绿肥覆盖中间作
。

江西在幼林下混播红三叶
、

白三

叶和多年生黑麦草
、

鸡脚草 , 浙江在茶园套种印度肛豆
、

印尼绿豆
、

日本青
、

三叶猪屎豆等

夏季绿肥
,

均是很适合当地条件的品种
。

林草结合不仅增加地面砚盖
,

保持水土
,

提高土城

肥力
,

而且可以促进果茶增产
。

(三 )发挥 . 地优势 扩展经济作物

发展经济作物是提高热带
、

亚热带农村经济收益的重要途径
。

从现有试验地和大面积丰

产林的产量来看
,

达到较高额的产量水平是可能的
。

仅以橡胶
、

茶叶
、

柑桔
、

.

油茶和油桐的

产量和生产潜力为例作粗略的预测 (表 3 )
。

表 3 我国热带亚热带几种经济作物的产 t 和生产潜力〔 5
,

卜 1 1〕

,

经经济作物名称称 种植面积积 平均年产 ttt 较大面 积商抓产 ttt 可 能发展到的面 权权
(((((万公颐 ))) (吨 /公颐 ))) (吨 /公顷 ))) (万公颐 )))

橄橄 胶胶 5 4
。

000 干胶 0
.

7 333 千胶 3
.

000 8 0
。

777

茶茶 叶叶 1 1 0
.

222 0
.

3 666 2
.

2 5一 3
.

7 555 1 3 2
.

2444

柑柑 枯枯 3 5
。

333 3
.

6 7 555 2 2
.

555 4 2
.

3 6以上上

油油 茶茶 4 0 8
,

444 茶油 0
.

0 4 555 茶油 0
.

7 555 4 9 0
.

0 888

油油 桐桐 9 2
.

222 桐油 0
.

0 7 555 籽4
.

9 7 2
,

出油油 1 1 0
.

666

率率率率率 3 3 %
,

折桐桐桐
油油油油油 1

.

6 44444

兮

由于按照自然条件和橡胶群落的生态关系
,

采取适当技术措施
,

我国橡胶的引种栽培已

推向北纬23
0

30
’ ,

成为世界上种植橡胶最北的地区之一
。

但是各地的产量不平衡
。

在干胶产

量上暂时还低于 国外水平 (国外橡胶主产区平均每公顷产干胶 1
.

35 吨 〔的
,

而我国仅。
.

73 吨 )
。

假如在我 国热带把胶园面积按马来西亚 14 %的 比例发展到 10 8万公顷
,

每公顷收干胶 1
.

35 吨
,

则总产 t 将达14 5
.

8万吨
。

然而从自然条件来看这是很困难的
,

但从现有条件发展到 80
.

7万公

顷
,

到本世纪末实现总产量 4 5万吨① ,

进而达到 59 万吨是可能的
。

茶叶
、

柑桔
、

油茶和油桐是亚热带主要的经济作物
,

但目前平均产量远低于国外水平〔的
,

特别是油茶和油桐
,

主要原因是管理粗放
,

树老种劣
,

垦复方式不当和布局不合理等
,

因而无

从发挥早地土壤的优势
。

假如全区的茶叶
、

柑桔② 在现有种植面积基础上扩大 20 %的面积
,

并

把产里提高到国外先进水平
,

我国茶叶
、

柑桔的总产量将分 别 达 到 1 28
.

1 万 吨 与 1 1 4 3
.

7一

1 2 9 4
.

5万吨 , 油茶和油桐也再发展 20 %的面积
,

每公顷产量分别提高到 0
.

15 一 0
.

3吨与。
.

3 75

一 0
.

75 吨 〔11 〕 ,

总产量将达 7 3
.

5一 1 47 万吨与 4 1
.

49 一 82
.

98 万吨
。

仅此四项产品年产值就可收

入 1 3 4
.

9 1一 17 3
.

54 亿元⑧ ,

超过全区 1 9 7 9年林业总产值近 3一 4倍
,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

但是

要达到这个 目标的关键是
:

( 1) 积极改造低产或无产老果园
,

如采取琉林补栽
,

老残林更新
,

深翻改土
,

增施肥料
,

提倡间种等技术措施
,

促使果树恢复活力
,

增强树势
,

及早投产
; ( 2)

搞好新基地生态适宜条件的选择和布局
。

由于红壤或红黄城较贫瘩
,

建立茶园
、

果园应采用

① 引自华南热 , 作钧科学研究眺资料
。

⑧ 近年来柑枯发展很快
, 1 9 8 6年已达 56 万 公顺

.

⑧ 以 1 9 8 3年价格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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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撩稼
”

或
“

大窝潭
”

深翻客土
,

才能适应深根系园林作物的要求
。

对于发展柑桔来说
,

选择背

风向阳地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经济作物一般都要求季节性灌溉
,

如水源不能保证
,

只 能

种植在伏早前就已经成熟的桃
、

李
、

梅
、

葡萄等作物 , ( 3) 加强肥料管理
,

我国热带
、

亚热带

土雄不仅氮
、

礴
、

钾含量偏低
,

而且具有缺硼
、

缺钥
,

部分缺锌的特点
。

如对经济作物在施 岭

用大公肥料的基础上
,

配合施用微肥
,

将可取得高产优质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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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土壤 》 (第二版 ) 出版消息

《中国土城》 (第二版 )是在 1 9 7 8年第一版的基础上
,

吸收近十年来土壤调查研究的最新成

果修订而成
。

与第一版相比
,

各章进行了普遍修改
、

补充和逻辑的归并
,

还对全书结构作了

调整
,

把
“

我国土城的分类和分布
”

一章
,

扩展为
“

土族形成的特点
” 、 “

土壤分类
”

和
“

土壤分

布和分区
”

三章
,

并增补了
“

土壤化学污染
”

等章节
。

该书由熊毅
、

李庆边主编
,

由科学 出版

社出版
。

全书分三篇
,

共四十六章
,

第一篇土壤类型和分布
。

第二篇土壤基本性质和肥力特

征
,

第二篇土澳利用改良
,

共一百余万字并附千万分之一彩色土壤图
。

该书反映了我国当前土壤科学研究的成就
,

是我国土壤工作者编写的第一部全面论述中

国土城的综合性专著
。

它运用土壤发生学和生态学的观点阐明我国土壤的形成
、

基本性质及

其肥力特征 , 并对高产土壤的培育和低产土壤的改良利用以及因地制宜发展农
、

林
、

牧的实

践经验进行了总结 , 对我国独特的土壤
,

例如水稻土
、

热带亚热带土壤
、

干早区土壤和青藏

高原土城作了详细的论述
。

本书第一版已在日本译成 日文出版
, 1 9 7 8年获科学大会奖

,

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

本书可供土镶学及环境科学
、

农学
、

生态学
、

地学和生物学等有关专业人员参考
。

欲预订该书者
,

请于 87 年12 月底前与科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联系
。

幸

考母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