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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在分析当今 世界土壤地理学发展特点及趋 向的基础上
,

针对我国南方红壤研究的实际及发展需要
,

提 出了今后

我 国南方红壤的土壤 地理学发展方向及主要研究领域
。

一
、

引 言

我 国南方红壤的面积约 22 0万平方公里
,

占整个国土面积的 22 %
。

该区除现有耕地 2 7 9 3万

公顷外
,

尚有 5 30 万公顷的贫瘩丘陵和荒地等适耕地
。

同时
,

该区水热资源丰富
,

生 物 循环

活跃
,

周期短而快
,

具有很大的生产潜力
,

是解决我国日益增长的粮食与人 口矛盾的主妥土

地贮备
。

但长期以来
,

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

非但这些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

而且植被退

化
、

水土流失和土壤贫瘩等退化过程反而 日趋严重
。

因此
,

寻求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这类重

要国土资源的途径
,

制止红壤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
,

改善红壤区脆弱的生态系统
,

最大限度

地发挥其生产潜力和提高其土地承载力
,

对确保我 国热带
、

亚热带大农业的持续增长和子孙

后代的生存和发展
,

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作为土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的土壤地理学
,

如

何通过与其它学科的共同协作
,

在完成这一重大课题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将是今后我国热

带
、

亚热带土壤地理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

二
、

当前国际土壤地理学的发展趋向

土壤地理学历来被认为是上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
。

正是 由于土壤形成 因素学

说及土壤地带性学说等重要土壤地理学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

才使土壤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

的土壤学学科
。

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

而进入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其各组分进

行观察
、

测量
、

分析和建模的阶段
,

人们对土壤客体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
,

许多新的土壤地理

学问题也不断产生
,

如土壤的空间变异
、

全球土壤变化及土地退化
、

土壤分类及资源评价的

国际统一化
、

人 口增长与土地承载能力问题等等
。

参照 H ln
e
( 1 9 8 5) 的观点

,

结合对近年来土

壤地理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文献 的分析
,

可以看出
,

当前土壤地理学发展有两个基本趋向
:

一

是继承发展传统土壤地理学的内容 ; 二是不断开拓和发展新的研究领域
。

从总体上看来
,

仍

然是围绕土壤发生和分类及分布规律
、

土壤调查与制图
、

土壤资源及资源评价与土地规划和利

用改 良等几个大方面
。

但具体研究内容 (包括部分理论体系及方法论 )已大大超出传统的范畴

具有注重全球范围
、

时空变异
、

动态机制及过程监测
、

定量化
、

模拟建模和数据库及信息系

统
、

遥感和电子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研究的特点
。

近年来
,

有人用热力学定律研究土壤系统的

本文承赵其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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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变及耗散过程与土壤发生演变的关系
;

运用模拟和数学模型的方法探索土壤生态系统中的

物流和能流规律等
。

此外
,

各研究领域间的边界也愈加扩散
、

模糊
。

例如
,

由国际土壤学会

( 1 9 8 5) 倡导
,

联合国环境署 ( U N E P )支持的 1 : 1 00 万全球土壤和地形 (S O T E R )数学 数 据库

研究项目
,

就需要土壤地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

乃至整个土壤学及其它学科的共同协作才能

顺利完成
。

同样
, “

全球变化
”

及
“

全球土壤变化
”

研究课题也需多方面的合作
。

土壤研究发展到今天
,

积累了大量有关土壤资源的信息和数据
,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
、

管

理和更新这些信息
,

已成为当今土壤地理研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

当前国际土壤学界正

致力于全球范围的土壤和地形数字数据本及全球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
,

并在研究中不断应用

最新科学技术
。

应用航空及卫星遥感技术获得的有关地球表面特征的定量图谱和时空 数 据
,

已成为现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重要扩展
。

近年来
,

地学定位 ( G的一 p。 就 t ion i n g ) 技 术 的迅

速发展
,

为解决全球地理信息系统中空间数据的准确定位这一关键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手段②
。

总括起来
,

当今世界土壤地理研究特别注重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

更新世界土壤资源的清单
,

建立 1: 1 0。万世界土壤和地形 (S O T E R )数字数据库
。

这一

工作将以 F A O / U N E S C O I : 50 。万世界土壤图 ( 1 9 7 4
, 1 9 8 8) 为基础

,

结合近几年来世界
、

特

特是湿润
、

半湿润热带地区积累的大量研究成果进行 ; 2
.

建立和采纳国际统一的土 壤 分类

系统
。

为此 目的
,

国际土壤学会 ( 1 9 8 7) 特别成立了土壤分类国际参比基础 ( I R B ) 项目 核心

组和扩大核心组 ; 3
.

建立和发展土壤调查与制图的新方法及方法论
; 4

.

全球土壤变化及土

壤退化的研究
。

结合 S O T E R数字 数 据 库及地理信息系统的工作
,

进行全球土壤 变 化
、

特

别是土壤 ( 土地 )退化的数学建模与预测预报及防治研究
。

三
、

我国红壤的土壤地理研究方向

在借鉴和跟踪国际土壤学及土壤地理学发展趋向的同时
,

针对我国南方红壤研究的实际

基础和条件
,

结合我 国热带
、

亚热带大农业发展的需要
,

围绕丘陵红壤综合开发治理这一主

题开展土壤地理研究工作
,

应是我国红壤区土壤地理研究的方向
。

具体来说
,

应加强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
:

(一 ) 红壤的发生与分类 早期的土壤分类系统大多建立在对发育于受冰川侵扰及冰缘作

用强烈影响
、

地质年代较年轻物质的温带土壤研究的基础上
,

将其用于热带
、

亚热带较古老景

观及强度风化物质上发育的土壤的分类时
,

则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7〕 。

因此
,

针对这一 特 点
,

在加强对红壤发生机制的相似性
、

差异性和共扼性
、

发生学特性及其 时空变异与分布规律和

动态演变方向研究的基础上
,

运用系统论的观点
,

尽快建立和完善我 国南方红壤的分类体系
,

无论对我国还是对全世界热带
、

亚热带土壤的研究及农业发展均具有重要 意义
。

在 开 展 这

项工作时
,

应考虑土壤分类的国际统一化趋向
,

处理好国际
、

区域或国家及地方等不同尺度

上的分类之间的关系
,

确保与其它分类系统的可参比性
。

同时
,

应注意土壤信息系统
、

专家

系统及数值分类和模糊集 ( F uz yz
s et :

)等新的土壤分类手段的探讨
。

特别 应 加强以反映红壤

形成条件和过程结果的剖面发生性态为依据的诊断定量分类 的研究
,

并建立起红壤区的长期

定位观察
,

以深入研究红壤动态发生特性和过程
,

为红壤分类研究的系统化
、

定量化和不断

更新提供依据
。

(二 )红城资源调音与制图 摸清我国红壤资源的数量
、

质量和时空分布规律
,

为红壤分

类和上地资源评价及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

当前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1

.

红 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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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调查方法论及手段更新的研究
。

在调查中如何体现土壤是一个
“

连续体
” 〔 6〕的 观 点

,

如 何

识别和处理土壤的三维复杂性
、

土壤不均一性及土壤的垂直各 向异性哪
.

土壤功能和特性 的

时空随机变异和系统变异〔 8〕等
,

及在对土壤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和解译的过程 中如何体现 发生

学原则
、

区域性原则
、

综合与主导分析原则等 〔7〕 ,

均直接影响着土壤调查与制图的质量
。

此外
,

如何充分应用先进的遥感 (特别是较新的彩红外视频图像遥感技术 )
、

地球物理 (如 地 面穿透

雷达 ( G P R )及电子计算机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及其成果
,

挖掘传统土壤调查制图 技能 (如

野外典型景观断面的选择
、

地学相关分析方法等 )的潜力均是值得探讨的 问题
。

2
.

红壤土被的

组成 (土壤类型 )
、

结构 (土壤群体结构与空间构型 )及时空变异 (其量值
、

位置及原因 规 律的

研究
。

3
.

应用土壤景观分析方法进行红壤区土壤组合制图的研究
。

应用土壤景观分 析 的方

法
,

结合利用最新航测资料和地形图作为底图
,

进行红壤区标准大比例尺的土壤组 合 制图
,

以进一步揭示红壤发生演变
、

红壤基层变异单元及微域分布的规律
。

同时
,

针对我 国南方丘

陵区地形切割破碎及复杂多样的耕作利用特点
,

进一步提高较小比例尺的土壤调查制图的质

量
,

这些均是巫待加强的工作
。

此外
,

土壤 (分类 )单元与制图单元关系的处理
、

制 图单元的

确定
、

土壤单元界线图例的制定
、

图斑结构及土被实际动态和功能在图上的表现形式等方面

的统一规范化以及制图单元边界和属性的图数转换
、

数字化数据库的建立与自动化数字制图

和借助地理信息系统 由一种图案设计向另一种图案设计及由一种比例尺转向另一种比例尺的

自动化等方面的研究也需跟上
。

同时应在过去土壤图及综合考察成果的基础 上
,

编 制信 息

多
、

应用价值高
、

具有统一编图原则和规 范标准的红壤 (土地 )资源图及为各种特殊 目的服务的

图件
。

4
.

建立和完善我国红壤 (土地 ) 资源数字数据库及土壤信息系统
。

参照和参与当前国

际土壤学界正在致力开展的
“
S O T E R数字数据库

”

工作
,

建立能与其它 自然资源 (如 气候
、

地质
、

水文
、

土地利用等 )数据 (库 )兼容的
、

具空间特征和时间动态功能的综合性土壤地 理

要素的红壤资源空间及属性数字数据库和具有较强的处理地学相关数据的数据采集和 输 入
、

存贮与检查
、

操作与分析及输出与报告功能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

如地理信息系统 ( G I S )
,

应

是今后我国红壤研究中的主攻目标之一
。

在这方面应针对土壤数据为空 间 (或地理的 ) 数 据
,

它具有地理位置
、

属性
、

空间关系和时间系列 4个主要组份和土壤资源数据库中含有大 量 的

具地理的和属性的 ( 描述性的或非空间的 )信息的数据这一特点
,

处理好空间和属性数据的设

计和结构以及有关地面特征的空间和时间数据的采集和预处理
,

包括对各种土壤属 性数据库

的定义及其规则
。

此外
,

将红壤资源数据库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与其它相兼容的一系列 自然资源

数据库连接起来
,

进行红壤土地退化
、

土壤生产潜力及变化速率的模拟建模和预测等 研 究
,

也是值得探讨的工作
。

( 三 )红壤生态系统及生态地理学研究 将红壤作为一个生态系统
,

而把成土因素作为状

态因子函数
,

运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比较
、

探索红壤的发生过程与机制
;
研究红壤资源

开发利用的各种农
、

林
、

牧配置及 (宏观 )布局系统中红壤与其 (生物 )环境间进行的能量流动

和物质循环等相互作用的规律
,

即土壤生态学研究的方法
,

应是今后红壤研究中需要加强的

工作
。

围绕寻找红壤区优质
、

高效
、

低耗的优化生态模式这一主题
,

当前应着重抓以下几个

方面的工作
: 1

.

红壤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
、

功能及调控 ; 2
.

红壤综合开发利用的人工生态

系统模式及其评价的研究
。

着重于热带
、

亚热带丘陵荒坡退化生态系统的植被恢复及生态农

业优化模式的研究
。

主要包括对依据生态位
、

食物链及生态系统养分循环原理
, ① ,

从乔灌

① 凌世新
、

马培荣 (主编 )
,

农业 系统工程的应用 与研究
,

江苏省农业 区划委委员会办公室
,
19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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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多层配置
;

针阔混交
;一坡多用

;立体 ( 农业 )布局 ;生物 ( 群落结构 )多样性及 ( 顶极 )植被

恢复
;

物种 ( 如速生丰产豆科树种 )引进与持续农业及农
、

林
、

牧
、

副
、

渔综合发展等方面着

眼所建立起的各种复合生态系统
、

农林生态系统
、

薪炭林生态系统
、

农田生态系统及沟通种

植业与养殖业的食物链系统的研究
。

对上述各亚系统的结构
、

功能与运转机制
,

特别是对红

壤水分
、

养分动态与植物生长及红壤肥力演变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各种 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

的质量评价及评价方法的系统化和动态模型化研究
,

应是今后红壤生态研究的重要内容
。
3

、

红壤生态演变与全球土壤变化的研究
。

在被资源
、

环境
、

人 口和粮食等重大问题所困扰面临

着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的当今世界
,

开展全球变化研究 已成为当今科学界的研究热点
。

以国际土壤学会的
“

全球变化及全球土壤变化
”

专业组的诞生为标志
,

研究全球土壤方面的变

化
,

即全球土壤变化将是 90 年代 国际土壤学界刻不容缓的攻关课题
。

因此
,

从红壤生态演变

的历史的角度 出发
,

研究 由于地圈— 生物圈系统中其它圈层的变化 (包括人为活动 )对土壤

圈的过去的
、

现在的和将来的变化的影响和变化着的土壤圈对其它圈层及人类生存的影响的

相互作用
,

进一步探讨红壤变化的发生机制
、

动态过程及发展趋 向
,

为全球土壤变化的研究

提供必要的科学数据
,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当今对全球土壤变化的研究主要包括
:

( l) 全

球变化 (如由温室活性痕量气体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及其所伴随的海面升高
、

永冻土缩减
、

植

被变迁等一系列生态环境的变化 )对土壤变化的影响和 ( 2) 在土壤发生发育的自然 过程 中或

在土壤人为开发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土壤变化
、

特别是土壤退化
,

对全球变化的影响这两个

相互作用的方面
,

结合我 国红壤研究的现状
,

应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 1) 红壤生态演变

的类型及区域性分异和空间分布规律
; ( 2) 不同利用方式对红壤发生演变及变化速率的影响

包括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圈与大气圈温室气体交换 (释放与注入 )的机制
、

速率及其定量化与

模型
,

各种土壤变化形式如非系统的 (随机的 )
、

有规则周期性循环的
、

趋势性的定量和地理

定界
、

不同土地利用管理措施 (如土地清理方法和清理后的管理 )引起土壤变化所需的反应时

间及恢复的难易程度等 , ( 3) 红壤 (土地 )退化的发生机理及的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包括对

各种退化类型 (物理的
、

化学的和生物学的 )的发生与演变方向的动态监测及结合红壤资源数

据库的建立进行退化过程的数学建模等的研究
。

(四 )红滚资源评价与红坡资源综合开发洽理宏观战略研究 在清查红壤资源的基础上
,

进行红壤资源的适宜性评价及资源演变的趋势分析
,

为红壤资源综合开发治理的宏观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
。

当前应加强的工作有
:

( 1) 红壤 (土地 )资源评价的原则
、

系统及方法的标准化

( 2) 红壤资源 (综合 )评价图的编制及其数字数据库的建立
。

在 1 9 7 8年以来全国 1 : 100 万和 分

省 1 : 50 万或 1 : 20 万县级 1 :5 万土地资源评价图编制的基础上
,

建立 红 壤资源评价的数字数据

库一方面能给决策者及资源管理者提供准确及时和有效的有关土壤及土地资源的信息
,

同时

又便于信息的不断更新和补充及提纯 ; ( 3) 红壤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发展战略的系统工程研究
。

应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
,

对红壤开发治理从宏观
、

长远和战略的角度
,

进行多学科
、

全

方位
、

深尺度的研究
。

在分析综合自然因素的同时
,

考虑社会经济条件
,

根据系统工程关于

整体
、

联系
、

综合
、

有序和择优的 5个基本特点① ,

在综合 分析 和充分利用红壤区已有的各

项综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进行红壤资源综合开发治理的总体设计 (优化总体结构 )和发展战

略的研究 ; 提出红壤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优化设计及红壤区域综合发展 (中长期 )规划
,

将过去的分割开发治理改为系统开发治理
。

此外
,

应加强红壤区的各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变趋

势
、

特点和规律
,

人 口与环境资源平衡协调的人地关系和土地承载力及其对策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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