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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要地 回顾了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土地资源研究历史
,

介绍了土地资源和信息系统研究的 国际

动态 , 并着重讨论了中科院南京土族研究所土地资源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 的研究方向
.

认为土镶学不仅仅是农学

的一个分 支
,

而且是地学和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
,

因此
,

土地资源和信息系统研究中心 应重视吸收基础学科的新

成果和新技术
,

根据社会经济状况
,

推动向多极方 向发展
。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

土壤是土地综合体中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
。

土地亦是

人类的生息地和生存空间
,

许多食物
、

纤维和生产资料都出自土地
,

因此
,

土地资源的研究

历来受到各国政府和有关科学家们的重视
。

近几十年来
,

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
,

给土地资源与

信息系统研究带来生机
,

在土地资源利用
、

开发
、

保护的决策和管理中越来越显示出优越性
,

同时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

一
、

土地资源研究的回顾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土地资源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虽诞生不久
,

但进行这方面的研

究则可追溯至 50 年代
,

而且它一直是所内的研究任务之一
。

主要研究内容是
:

`一 )与土地资派相关的土旅分类与制图研究

土壤分类及制图是土地资源研究的基础工作
。

早在 1 9 5 4年
,

我所就提出了以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和变种的 5级分类制
。
1 9 7 8年又将

“

耕作土壤
”
和

“

自然土壤
”

统一在同一个分类系

统中
,

并确立了一些新的土壤类型
。
1 9 9 1年正式编著出版了 《中国土壤系统 分 类 (首 次 方

案 )》 〔1〕 ,

它标志着我国土壤分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在土壤制图方面
,

不但编制了各省 (区 )

各种大
、

中比例尺土壤图
,

而且还编制了区域性的 1 : 10 0万土壤图和全国性的 1 : 4 0 0万和1 : 1 0 0。

万的小比例尺土壤图
。

19 85 年以后
,

根据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已编出了1 0

.

5幅 1 : 1 00 万土壤

图
。

(二 )土地评价
、

区划和合理利用的研究

我所对西至新疆内陆
、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

东至三江平原
、

黄淮海平原和江南红壤丘

陵
,

北起内蒙高原
,

经三峡地区到海南岛以至全国各省 (区 )都进行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评价和

重点农业开发区宏观战略的研究
。

在我国国土整治
、

区域治理
、

中低产田改良中起了重大作

用
,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在贵州省
,

还对土地资源评价方法进行初步研究即
,

强调在确立土

壤资源评价原则和评价系统的基础上
,

对土壤资源质量进行等级评价
。
1 9 8 5年

,

我所根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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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从事红黄壤地区土壤利用
、

开发和评价工作成果
,

编著出版了《中国红黄壤地 区土壤利用改

良区划》一书〔 3〕 ,

对该地区的土壤资源特点
,

利用现状
、

改 良途径和区划都进行了深入地 探

讨
。

(三 )研究靳进展

近几年来
,

在土地资源评价
、

利用和开发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
。 “
七五

”

期间
,

我所利用

卫片成功地进行了《三峡库区土地承载能力的研究》 ,

查明了库区土地资源的数量
、

质量和分

布状况
,

较精确地计算出土地承载力
,

为三峡工程的决策
,

库区经济发展以及工程移民安置

等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

为此
,

曾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

在黄淮海平原
,

江

南红壤丘陵区及太湖地区我们以中国科学院有关的生态试验站为依托
,

用生态学的观点
,
提

出了土地合理利用和开发的模式
,

从而使这些地区的农村牧业产量得到了迅速提高
。

为了寻

找解决防治江南红壤丘陵区
、

三峡库区土壤侵蚀的途径
,

我所参加了江西丘陵区土壤侵蚀最

严重的兴国县的土壤保持规划和治理工作
,

在调查了土壤侵蚀状况之后
,

制订了侵蚀分级标

准
,

并借助50 年代
、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末的航片
,

研究了各个时期土壤侵蚀状况
。

对该县土壤

侵蚀的演化及变化趋势作了定量地描述和合理的评价和区划
,

为区域治理作出了重大 贡 献
。

七五
”

期间
,

还参加了黄土高原综合开发治理
,

进一步查明了黄土高原资源与环境现状
,

研 `

究了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
,

为区域开发和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

此外
,

我们还基本完成

了我国海南岛 1 : 50 万的土壤与土地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工作
。

二
、

土地资源与信息系统研究的国际动态

土地除了自然属性以外
,

还有其社会属性
,

因此
,

各国长期从事土地研究的科 学 家发

现
,

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对土地资源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
~ 幻

。

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

束以来
,

世界上 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虽然还有部分地区受到饥饿的威胁
,

但是 全 世 界 绝

大多数人 口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

尽管由于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引起社会动荡甚至

内战
,

必将会导致局部地区发生食物短缺
,

但是在现有的农业技术水平下
,

只要精心组织食

物生产
,

就决不会发生全球性的饥荒
。

早在 80 年代
,

西欧
、

北美和澳州的许多发达国家己出

现 了粮食过剩
,

因此
,

人们不再局限于注意食物生产
,

而是更加重视食物生产过程中污染环

境的某些化学物质 〔 4〕。
19 9 1年

,
S i m o n s o n

在为纪念 《 5 0 11 5 。 i e n 。 e 》 创刊 7 5周年而撰写的
“
未

来 75 年土壤学的奋斗目标
”
一文中指出〔的 , “

目前土壤科学研究的重点已部分转移
,

这主要是

因为当今世界的食物和纤维供应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

世界上只有相对很少地方由于经济和

政治动荡而供应不足
。

欧共体的农业生产过剩是使美国土壤科学研究方向发生变化的原因之

一
。

土壤科学对世界食物和纤维增产所作的出贡献已大大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
,

这种世界食

物和纤维的供应现状使土壤科学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
” 。

1 9 8 9年
,

W i ld即在新任美国土壤学

会主席的演讲中指出
: “

土壤学家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不折不扣的农学家
,

把土壤科学列为农学

的一个分支
,

是专门研究与农作物和牧草产量有关的问题
,

看作是农学的分支和陪衬
。

土壤学

的确是农学的重要组织部分
,

但同时也是地球科学和环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土壤学家将

来应更多地关心全球的或区域的环境间题
,

必须把土壤学看成是环境科学的一部分
,

以提高土

壤学自身在科学界的地位
,

改变人们普遍对土壤学的一种狭隘的认识
” 。

G
r e o ln an d〔 5 〕于 1 9 9 1

年指 出
: “

社会对土壤学的要求发生了变化
,

过去土壤学把重点集中在提高食物产量和评价土

地开发上
,

当前重点关心环境问题以及集约的作物生产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

未来土壤学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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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级气候变化产生不利影响的研究
” 。

在上述各种新认识的影响下
,

国际上在土地资源与信怠

系统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有
:

(一 )建立 1: 100 万土旅与土地数字化教据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

对土壤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
,

在这种形势下
,

国际上对

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
,

而定量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 1 : 1 0 0

万土壤与土地数字化数据库
,

这种数据库除了土壤属性信息外
,

还包 括 有地 形
、

植被
、

气

候
、

水文
、

土地利用
、

坡度
、

坡向和人 口密度等
。

在建立模型库的基础上利用这种数据库可

对全球环境变化进行评价〔1。〕
。

在联合国 U N E P的资助下
,

国际上于 1 9 8 5年开始从事这项工

作
,

已制定出许多规范
,

同时在北美
、

南美和非洲进行了试验
,

目前对规范正在作进一步修改
,

在不久的将来会在全球开展这项士作
。

(二 )开展以改普环境为目的土地规划工作

虽然土地规划工作开展历史较久
,

起初主要是为了在土地利用上做到因地制宜
、

合理布

局
、

扬长避短
、

发挥优势
,

以不断提高土地的生产率而开展此项工作的
。

目前其研究工作重

点已从提高土地生产率转向改善环境
,

其趋势是把土地利用规划和整体的环境规划联系起来
。

19 9 2年
,
Jad ob

s
在题为气 1世纪的土地利用规划

”

一文中指出〔11 〕 : “

在当今世界市场的引导下
,

土地规划要有三个方面的转变
,

首先是土地利用规划要用现代人的观点
,

其次
,

对土地利用规

划实践和学说应该有超现代的特征
;
第三

,

我们应该处在现代人和超现代人之间来考虑如何最

好地进行土地利用规划
” 。

F A O 也十分重视土地规划土作
,

在该组织 1 9 9 0年发表的
“

土地利用

规划应用
”

的研究报告〔 1幻中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实践以及土地评价与作物系统

方面的研究内容
。

(三 )开展土滚畏蚀预报断方法的研究

土地资源的保护是全球生态环境变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

土地资源保护研究从理论上看
,

首先是土壤侵蚀预报方程的改进和应用
,

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在 1 9 56 年创建之后
,

在水土保持

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但它还有局限性
,

最近几年进行了修改 c1 3〕 , 扩大了这一 方

程的适用性
。

其次是 K因子不再是一个常量
。

另一个明显的动态是由于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对隆

起的耕地预报得不到良好的结果
,

目前美国农业部从 1 9 8 5年起开始实施一个
“

水蚀预报计划

( w
a t e r E

r o s i o n p r e d i c t i o n p r o
j
e e t )

” 〔 1 4〕 ,
预计不久的将来这一新的预报技术将代替目前

使用最广泛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

(四 )开展土地退化防治研究

土地退化既是一个保护土地资源
,

保证农业持续发展的问题
,

又是一个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建问题
,

所以从 70 年代初以来越来越重视
。

1 9 7 1年 F A O 在 《 5 01 15 B lu l et i n 》上发表了
“ 土地

退化
”

的专题报告
,

该文对土地退化进行了分类
,

对全球土地退化状况作了基本的评价
,

并提出

了应采取的政策以及今后对土地退化研究和防治的建议 0 幻
。

随后又于 19 7 7年发表了
“
土壤退

化的估价
”

的专题报告
,

重点讨论了许多有关土壤退化研究的方法论
,

并估价了许多国家的土

壤退化状况〔16 〕 , 1 9 8 8年 U N E P 先后组织了 2次
“
全球土壤与土地数字化数据库及土壤退化评

价
”

研讨会
,

会上很明确地把全球土壤与土地数字化数据库应用于评价土壤退化〔 17 〕
。

U N E P

和 15 5 5 正在合作评价全球性土壤退化状况 ( G L A S O D ) 〔1幻
,
1 9 90年 U N E P 编制 3幅全球人

为作用下的土壤退化图
,

把土壤退化分成水蚀
、

风蚀
、

化学退化和物理退化 4种类型
,

每种类

型又分成低
、

中
、

高和很高 4个级别 c1 幻 。

(五 )开展土地在非农业方面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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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土地的核心部分
,

也是最早为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
,

而土壤学却是形成较晚的一

类学科
。

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

土壤学家们似乎不应过于留恋于已有的研究

领域
。

英国洛桑试验站的最早研究方法
,

虽然在与农学紧密联系 以及发展土壤科学方面发挥

过重要作用
,

但现 己截然不同了
,

土壤学家们不应过于注意土壤科学在农业方面的应用
,

而

忽略了土壤科学本身的特性
, 以及它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 9〕。

因此
,

土壤学家应该大力加强 与

非农业专业人员的联系
,

开创土壤学研究的新领域
,

特别是关于土地在非农业领域中的应用
。

近几十年来
,

在工业化国家中土壤的非农业利用 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

其中包括郊区的规划和发

展小型建筑的基础设计
,

废物处理场的规划和设计
,

地下管道和 电缆的选址等即
。

据 K el l
o

gg

估计
,

土壤调查资料用于工业的占 1/ 2
,

农业只 占1/ 4
。

美国建筑 1条州际公路
,

因有关土壤问

题得不到解决
,

工期延误了2年多的时间即
。

三
、

土地资源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方问

近 10 多年来
,

我国经济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但发展极不平衡
。

从现状看
,

有接近于中

等发达 国家水平的沿海开发区
,

也有温饱尚未得到解决的边远地区和山区
。

我国初步工业化
,

较富裕的地区只有上海
、

北京
、

天津
、

江苏
、

浙江和广东 3省 3市
。

因此
,

从全国来看
,

土地资源研究首先应该是致力于提高食物和纤维的生产
,

其次才是

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

我们的任务是
,

根据我国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制订相应的土地资

源研究方向
,

具体应包括如下内容
。

(一 )加强信息科学在土地资派研究中的应用

信息科学在土地资源研究中应用最广的是 G is
,

我们应该把 G IS 看作是一种重要 的工

具
,

应用于土地资源研究
。

在 G IS 的应用过程中既包括土壤与土地数字化数据库
,

也包括象

美国包含 1 5 3。。个土系的属性数据库
。 1 9 9 1年 F A O 正式发表了

“
1 : 2 5 0 0万全世界的土壤资源

”

报告
,

其中有全世界数字化的土壤资源
、

气候和土地利用数据库
,

以及有关全球这些资源的

清单 〔“ 1〕
。

因此
,

我们应该开展以下 3 个方面的工作
:
首先是借鉴国际经验

,

以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的最新成果为基础
,

用遥感技术为手段
,

开展不同的比例尺土壤与土地数字化数据库的建

立研究
,

近期应将重点放在结合全球环境变化研究
,

开展 1 : 1 00 万土壤与土地数字化数据库建

立的工作上
。

其次是以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项 目的资料为依托
,

逐步建立中国土壤的理化属性数

据库
,

为摸清我国土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

国土整治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服务
。

第三
,

广泛应

用土壤遥感技术
。

图象应向多时相
、

多谱段
、

多种信息源方向发展 , 图象处理应向计算机自

动制图方向发展
,

加强遥感与非遥感数据综合处理方法的研究
,

并把遥感信息作为建立和更

新土地信息系统的重要宏观信息源 〔4〕
。

( 二 )继续孟视中国土城系统分类和土地评价研究

土壤分类是土壤学的核心
,

是土地资源研究的基础
,

由于全世界还没有统一的土壤分类

系统
,

这给土地资源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我国土壤分类长期沿用前苏联

的地理发生分类
,

而这种分类不能与目前国际流行的分类系统接轨
。

经过 近 10 年 的研 究
,

终于在 1 9 9 1年正式编著出版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山
,

这是中国土壤与土 地研究

中的一个里程碑
,

我们必须有选择地吸收国外的新思维和积极有用的东西来发展自己
,

并对

世界土壤分类作出贡献
。

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中除了注意高级分类单元外
,

还要逐步重

视低级单元的分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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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地评价不仅要为大农业用地评价
,

还应该开展城镇用地评价
。

大农业用地评价我

所曾做过许多工作
,

并且 目前还在进行中
。

在评价过程中不能只考虑自然因素
,

还必须考虑

社会经济状况
,

要把土地适宜性评价与土地利用规划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以数字化数据库为基

础
,

建立决策和评价系统
。

我国城镇土地评价的主要内容有用地适宜性评价
、

土地经济评价
’

即城市土地分等定级和估价等
。

这是近几年来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

房地产市场兴起而逐

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2 〕。

(三 )防治土地退化保证农业持续发展

土地退化是由于人类对土壤利用不当引起的土壤性质的恶化
,

是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之

一
。

土地退化包括水土流失
,

沙漠化
、

土壤板结
、

养分缺乏
、

盐渍化
、

潜育化和土壤污染等
。

由于土地不合理利用
,

我国土地 己有不同程度的退化表现
,

我们应该根据不 同的社会经济状

况分别对待
。

象上海
、

北京
、

广东
、

江苏等 已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地区
,

其土地资源研究工作

的重点应该强调环境保护和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

也就是防止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
,

发展无公

害食物的生产
。

而对内蒙
、

甘肃
、

青海等贫困地区
,

其重点应强调治理土壤沙漠化等各种退

化因素
,

以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
。

而介于此二者之间的其他地区应各有所侧重
。

在水土保持

研究工作中
,

除了开展土壤侵蚀通用流失方程中各个因子以及其它的应用之外
,

我们应该利用

人工模拟降雨仪在室内外开展土壤可蚀性研究
,

还应该引进和开展类似于美国农部的 W E P P

新一代水蚀预报技术的研究
。

(四 )加强土地资派的利用开发和生态环境 , 趁研究

土地资源的利用开发和生态环境重建仍将是我国土地资源研究的重点
,

应该走高产优质

高效的土地资源利用开发道路
,

尤其是较富裕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其他初步富裕地区的 城郊
,

应采取高投入
,

高产出和高效益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模式
。

在其他广大的地区应采取先易后难
,

先高效后低效的原则
,

逐步地开发和整治各类土地资源
。

在土地资源利用上应高度重视集约

经营
,

在同一地面上建立多层次的立体植物利用结构
,

在季节上无间断的轮作集约利用方式
,

以解决农民的长短期收入矛盾
。

这种既提高了作物
、

经济林木和果园的产量
,

又能保护土地

资源
,

恢复良性的生态环境
。

(五 )开展土地在非农业领城的应用

根据某些特殊土壤具有比表面大
,

对污染物具有吸附作用
,

并通过土壤微生物进行降解
,

最终达到净化污染物的目的
。

我国在这方面虽刚刚起步
,

但已作了不少研究
。

众所周知
,

利

用细砂土层处理含苯酚污水 , 利用土地去除氮
、

磷污染物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我国北方缺

水地区引用污水灌溉具有重要意义
,

但往往会造成土壤污染
,

建立土地处理系统
,

就可在水

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污水农业利用
。

确定输油输气管道及 电缆铺设

地点应考虑土壤的腐蚀性
,

选择垃圾堆放场应注意土壤的渗透性
。

另一方面
,

我所对土壤胶

体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我们应该重视粘土矿物研究成果在工
、

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
利用

粘土的吸附特性处理放射性物质污染 , 利用沸石
、

膨润土等复合剂吸附处理含铬等废水等
。

总之
,

土壤学应走出农学的框框
,

而和地学和环境科学结缘
。

土地资源和信息系统的研究

也不例外
。

努力汲取基础学科的新成果和新技术
,

并根据社会经济状况
,

推动向多极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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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当前的有机质含量虽然有了提高
,

`

但一般只有 1 3 g k g
一 `

左右
,

有待进一步增施有机肥
,

以

提高其有机质含量
。

同时还要进一步施用化学氮肥和磷肥
。

后者用量较前者可相对减少 `至于

化学钾肥
,

在高产情况下
,

对需钾多的作物 (如甘薯 )也要适当施用
。

此外
,

在增施大量元素

肥料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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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有针对性的施用微量元素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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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禾本科作物施用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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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作物施用相

肥
,

十字花科作物施用硼肥
,

这虽是微肥适用的一般规律
,

`

但对砂姜黑土也 同样适用
,

这 已

被有关试验和蒙城县项 目区的实践所证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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