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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外森林土壤学研 究重点是土壤与森林间相互关系的规 律性 以 及如 何把土壤 科学研究新成果 应用于林业

生产
。

近儿年来
,

我国在森林资源
、

森林立地分类与质量评价
、

森林土壤 生态定位和林术施 肥等研 究方面取得

了进展
。

今后应着重围绕森林土壤 定位
、

森林立地 分类和质量评价
、

适地适树预报林地生产力
,

促进林木速生

丰产 的施肥 技术和生物固氮等方面进行研 究
。

一
、

国内外森林土壤研究概况

森林上壤学是土壤学和林学间的新兴边缘学科
,

它作为土壤学的一个分支和森林生态学

的一个组成部分
,

近年来得到较大的发展
。

欧美一些国家对森林土壤的系统观察和研究始于 1 9

世纪
。

德国 G
·

工I ey
o r 1 8 5 6年著的《森林土壤学和气候学实 用手册》是这方面的早期纪录

, 1 8 9 3

年 E
·

R a m a n n 的《森林土壤学和立地学》把有关森林土壤的物理性质
、

化学性质 和生 物性质

的资料结合在一起
,

论述了森林土壤在某些林业实践中的应用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美国对

森林土壤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
,

其中 19 7 9年W
·

L
·

P rP i t o
he tt 的 《森林土壤的性质与管

理》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森林土壤的基本性质与管理方法
,

苏联是对森林土壤比较深入 研 究的

国家之一
,

其中 B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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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H
H
把森林土壤看作是森林生物 地 理 群 落不可

分割的组成要素
,

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森林 (包括人工林 )具有对土壤不同程度 的 改造作用
。

随着林业生产实践的需要
,

森林土壤学科的发展较快
,

在苏联
、

北美和欧洲
,

定期或不定期地

举办各种有森林土壤专题 的学术会议
;
苏联国家学术刊物《土壤学 ( n 。

二 oB
e
肋

H o e ))} 上每期

都有森林土壤的论文
, 1 9 8 9年还集中一期专门发表森林土壤学方面 的论文

,

回顾了苏联数十年

来森林土壤学研究中的问题和探讨了土壤森林植物评价的研究方法 ; 北美国际森林土壤学术

会议从 19 58 年开始
,

定期每 5年召开一次
,

每次都出版标有会议讨论主题的森林土壤学术论文

集 ; 欧洲各国也不定期地举行有关森林土壤专题的学术会议 ; 国际土壤学会 ( 15 5 5) 和国际林

协 ( I U F R O )每 4年召开一次学术大会上
,

都有森林土壤和森林土壤一立地方面的专题讨论
,

国

际土壤学会举办的第 1 次国际森林土壤学术讨论会 ( 1 9 9 0) 在中国哈尔滨召开
,

讨论了
“

森林土

壤与现代营林
”
问题

。

在各种土壤学
、

植物营养与肥料
、

水土保持
、

林学和生态学期 刊 以及各种

有关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
,

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森林土壤文献资料
,

仅在英国出版的林业文

摘月刊 ( F or se t A b s t ar o )t 和苏联出版的林业文摘和土壤学文摘 ( P e
中

·

水 y p
·

一几
e。 。 B e

肋
-

H
二

、

n olt
。 。 B e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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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期都有数十篇关于森林土壤方面 的文献摘要
。

我国的森林土壤研

究工作是 随着林业生产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

它是 以土壤科学的先进知识和手段去解决林业

生产中各种有关的生产问题的一 门应用技术基础科学
。

从 19 6 4年森林土壤专业委员会在沈阳

召开第 1 次森林土壤学术讨论会开始
,

以后相继在杭州 ( 19 7 8 )
、

重庆 ( 1 98 2 )
、

原平 ( 1 9 8 6) 召

开了共 4 次森林土壤学术讨论会
,

内容包括
:

森林土壤资源
、

利用
、

分类
,

森林土壤生态
、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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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营养及苗木施肥
、

林禾土宜
、

立地分类及质量评价等
,

由科学出版社
、

中国林亚出版社共
出版了 3 次森林土壤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森林与土壤》 ( 1 9 8 1

、

1 9 8 5
、

1 99 0 )
,

发表了 60 多篇

森林土壤研究工作的论文
。

并在此期间
,

森林土壤专业委员会还召开了几次森林土壤专题性

研讨会
,

如森林土壤分类研讨会 ( 1 9 8 5
.

8 ,

带岭 )
,

林木施肥研讨会 ( 1 9 8 5
.

12
,

凭祥 )
,

森林

土壤定位研究方法研讨会 ( 19 85
.

7 ,

长白山
, 1 9 8 7

.

1 ,

鼎湖山 )
,

森林立地学术讨论会 ( 1 9 8 5
。

10
,

贵阳
, 1 9 8 9

.

12
,

宁波 )
。

这些学术活动对森林土壤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主要 问 题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

对推动
、

提高森林土壤研究工作的水平起了促进作用
,

同时也反映

了近年来我国森林土壤研究工作的现状与水平
。

国内外森林土壤学研究的共同点
,

是向研究土壤与森林间的相互关系规律性以及应用土

壤科学的先进知识和手段
,

去解决各种有关林业生产问题的应用技术基础科学方向发展
。

二
、

我国森林土壤学研究的进展

我国森林土壤研究工作在数量上
、

质量上都有了显著进展
:

(一 )森林土坡资源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

山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

由于复杂的 自然地理条件
,

导致了我 国森林土壤类型繁多
,

森林土壤资源十分丰富
。

据统计
,

包括主要森林土壤类型在

内的林业用地总面积为 2
.

6亿公顷
,

约占全国土地面积 30 %
。

其中生长在棕色针叶林土
、

灰色

森林土
、

暗棕壤
、

棕壤
、

黄棕壤
、

红壤
、

黄壤
、

山地棕色暗针叶林土
、

山地灰褐色森林土等

主要森林 土壤类型的有林地 1
.

2亿公 顷
,

无林地 (包括疏林地
、

灌木林地
、

采伐迹地
、

火烧迹

地等 )为 1
.

4亿公顷
。

根据气候与地貌因素的变异
,

将中国森林土壤资源的空间分布概括为 3 个自然单元
: 1

东部湿润区山地森林 土壤垂直带谱群
; 2

.

蒙新干旱区山地森林土壤垂直带谱群 , 3
.

青藏高

原 区边缘山地森林土壤垂直带谱群
。

我 国森林土壤资源多位于主要江河的上游地区
,

保护森林土壤资源对发展林业生产
,

保

护生态环境和改善人们生活条件都具有重要意义
。

如何合理利用山地森林土壤资源及提高林地生产力是当前林业生产建设 中 很 重 要的问

题
。

由于木材供需矛盾尖锐
,

森林资源消耗巨大
,
另一方面

,

由于人们生活
、

’

生产对优化环

境的呼声愈来愈高
,

人们要求保护环境
,

保存基因资源
,

这样使森林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

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发生愈来愈大的矛盾
,

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
,

是当前大家关注的现代林

业发展道路的中心问题
,

也是如何合理利用森林土壤资源的重大问题
。

国内外经验表明
,

人

们可以用少量的立地质量高的林地 ( 10 一 20 %左右 )开展森林集约经营
,

将用地与养地结合起

来
,

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以承担起生活
、

生产所需要的大部分木材
,

从而把其余大部分

林业用地从沉重的负担下解脱出来
,

以充分发挥它们的生态效益
。

(二 )森林土滚生态定位研究

森林土壤生态定位研究是把森林土壤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
。

从 50 年

代末开始
,

先后在西双版纳
、

大
、

小兴安岭
、

湖南
、

江西
、

广东及海南岛等地进行森林土壤生

态定位研究工作
。

定位研究了森林土壤水热状况
,

养分状况
、

有机质状况
、

气体状况及水 (包

括渗漏水 )化学状况动态
,

累积了大量资料 ; 初步揭示了森林植物对土壤的影响 ;找出了影响

林木生长的主导因子与障碍因子
,

为提高森林土壤生产力及建立土壤动态模型提供了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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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
。

近年来
,

定位研究方法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

如采用不破坏上壤
,

原位观测土壤性

状的技术
; 采用放射性或稳定性同位素

,

如
’ “

N
、 “ “

P
、 “ 6 R b

、 ` S
C a 、 “ “

S等示踪和测算各种

营养元素循环的途径
、

速度和数量
; 以及根据森林生态系统中生物量和各种矿物 营 养元素

、

土壤水分转移和平衡的材料
,

用系统分析方法来研究森林土壤生态系统中养分循环的数字模

型和森林土壤水分和能量交换模型
,

进行林地土壤养分和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的预测等
。

(三 )森林立地分类和质量评价研究

随着我国森林经营集约强度 的提高
,

森林立地研究近 10 年来在内容及深度上有了较大的

发展
,

其用途也 日益广泛
。

国家为了发展商品材及防护林基地
,

提高森林生产力
,

减少恢复

和扩大森林资源上的盲目性
,

对东北山地林区
、

华北中原平原区
、

南方丘陵山区
、

长江中上

游林区
、

太行山林区
、

三北防护林地区进行了广泛
、

深入的森林立地研 究工作
,

累积 了大量

资料
,

为制订适地适树方案
;
建立我 国森林立地分类系统

; 深入研究森林立地分类及质量评

价方法 ; 提出营造商 .钻材
、

防护林的大面积选地技术提供了条件
。

1
.

森林立地分类及立地分类系统

立地是林木生长的 自然环境综合体
。

因此
,

立地既可以从性质上按土壤
、

植被和气候来

划分为各种立地类型
,

又可以从数量上按潜在的木材生产办区分为各种地位级进行评价
。

根据立地研究资料与我国 自然地理分异特征
,

我 国采用 4 级制的
“

中国森林立地分类系

统
” 。

森林立地带
,

森林立地区为森林立地分类系统的高级分类单元
;
森林立地类型区

,

森林

立地类型为森林立地分类系统的基层分类单元
。

在林业生产实践上
,

特别在造林设计上
,

用

森林立地分类 比森林土壤分类更实用
。

2
.

森林立地质量评价

森林立地质量是指林地生长树木的能力
。

评价的方法目前有两种
:

( 1) 立地指数直接评价法

立地指数对于预报林地生产力很有价值
。

地位指数是在各种林地上一定树种生长能力的

指标
,

目前在立地研 究中更进一步地强化地位指数与收获表 ( 已经营和未经营林 分 的可能收

获量 )之间的联系
,

使立地质量评价落实到产量
,

这样
,

这些指标就更为有用
。

另外对树种之

间地位指数比较
、

生长截量等立地质量评价方法也进行了研究
。

( 2) 土壤一立地关系评价法

在间接评价立地质量工作中
,

土壤一立地关系评价方法较为普通
。

土壤一立地关系研究

的实用目标
,

是应用于无林地或地位指数不便于直接测定的林地上
,

以估计其地位指数
。

许

多研究表 明
,

土壤
、

地形和气候特征与立地质量之间有一定的变化趋势
。

3
.

森林立地应用技术

将森林立地 调查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通过计算机建立森林立地数据库及适地适树的立地

检索系统
。

若配以部分应用软件
,

森林立地数据库的资料还可得到进一步的深层开发
,

使其

更好地为林业建设服务
。

(四 )林木施肥与生物固氮研究

近年来
,

林木施肥试验仍 以使用化肥为主
,

施肥的对象是速生丰产树种
,

有杨树
、

泡桐

杉木
、

国外松
、

按树
、

毛竹等
。

施肥效果受立地条件 (特别是土壤物理性质 )
、

肥料种类
、

施肥

方法
、

林木生物学特征等因子的影响
。

已经有一些试验 (用放射性或稳定性同位素 )对肥料移

动 的数量
、

速度和去向进行了研究并测算肥料的利用率
。

在地形复杂的 山区采用无对照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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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效估计法
,

利用树干解析 曲线在施肥前表现出的生长趋势与施肥后的现实生长状况作比较
,

估计施肥的效果
。

另外
,

在林木施肥试验中已较多地运用协方差分析方法处理试验数据
,

以

消除各试验小区林木起始生长不一致的问题
。

在林木施肥试验 日益增多的同时
,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把注意力重新转向森林生态系统本

身的固氮作用方面
。

如研究土壤条件与恺木结瘤固氮的关系及林下植被提高土壤肥力 的影响

等
。

这些研究都是在探索森林生态系统中一种新的生物氮源
,

是值得注意的研究动 向
。

(五 )森林土坡分析方法标准化及标准样品的研究

近年来
,

随着森林土壤科学的发展
,

愈来愈需要对大量数据进行统一处理
,

森林土壤分

析方法标准化是大量数据处理的前提
,

如对一些全国性重大课题的综合研究
,

国内外各单位

之间资料的相互比较和交流
,

以及为了应用计算机建立我国森林土壤数据库等
,

都需要森林

土壤分析方法标准化
。

制定的森林土壤分析方法 国家标准
,

可以使不同单位对同一测定项目

都能取得比较准确可靠和可以相 互比较的分析结果
,

并可采用同一评价指标
,

以便更广泛
、

更

有效
、

更充分地利用各项数据
。

目前已经制定了《森林土壤分析方法 国家标准》 和 《森林土壤

标准样品国家标准》 ,

它们将对森林土壤学的研究起重要作用
。

三
、

我国森林土壤学研究近期发展方向

森林土壤是林木生长的基础
,

保护森林土壤资源
,

加强森林土壤研究
,

对适地适树
、

速

生丰产林基地的建设
、

科学营林
、

提高林木生产率以及恢复与扩大森林资源是极为重要的
。

根据林业生产建设的需要
,

我国近期林业建设的重点应是恢复与发展森林资源
。

因此
,

森

林土壤学研究近期发展方向是
:

研究森林与土壤相互关系规律性以及应用土壤科学的先进知

识和手段去解决恢复与发展森林资源实际问题
。

其具体研究内容是
:

1
.

森林土壤生态定位研究
。

在全国不同气候带主要森林植被下的土壤设立定位试验点
,

进行长期观测土壤水分
、

温度
、

养分及气体状况
,

累积基本数据
,

为提高森林土壤生产力及

森林土壤动态预测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

2
。

为我国大规模造林绿化工程提供选地技术的森林立地分类
,

质量评价及立地应用技术

的研究 ;

3
.

为适地适树及预报林地生产力的我国主要造林树种下土壤条件的研究
;

4
.

为促进林木速生丰产的林木施肥技术和生物 固氮的研究
,

5
.

为提高森林生产力而提高森林土壤生产力的研究和防治土壤退化的研究
;

6
.

为提高森林土壤分析质量及提高分析数据使用效率的森林土壤分析方 法标 准化及森

林土壤标准物质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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