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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为 土 研 究 的新 趋 势

龚子同 张甘霖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21 0() 0 8

摘 要 人为耕作和其他扰动形式影响下的土壤性质 (腐殖质
、

结构)及其演变趋势
、

人为

土壤的分类问题
,

以及人为作用下土壤物理化学性质改变的定量研究
,

将是国际土壤学界在一段

时间内人为土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

其新趋势反映在工业废弃地上人工造土的工作和

对古人为土的研究
。

由于古人为活动在土壤中留下了许多痕迹
.

通过土壤学的研究可以指示当时

人为活动的强度和广度
。

第巧 届国际土壤学会上土壤考古专题的设立也同样反映了这种趋势
。

我国在人为土分类方面的研究不论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无疑均处于国际领先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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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耕作和其他扰动形式影响下的土壤性质 (腐殖质
、

结构 )及其演变趋势
、

人为土壤的分

类问题
,

以及人为作用下土壤物理化学性质改变的定量研究
,

将是国际土壤学界在一段时间内

人为土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

这是从
“

人为土发生向题国际会议
”

上反映出来的新趋

势
。

这次会议于 19 9 7 年 6 月 16 日至 25 日在莫斯科召开
,

会议由俄罗斯农业科学院道库恰也

夫土壤研究所主办
,

由俄罗斯科学院和国际土壤学会参与支持
。

会议收到论文三百多篇
。

参

加会议的正式代表 2 00 人
,

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和前苏联和加盟共和国一白俄罗斯
、

亚美尼

亚
、

哈萨克斯坦
、

土库曼斯坦
、

乌孜别克斯坦等
,

其他代表来自中国
、

奥地利
、

保加利亚
、

德国
、

英

格兰
、

挪威
、

斯洛伐克
、

南非和美国
。

俄罗斯土壤学会主席 G
.

v 龙的b or vo 1S k y 院士
,

道库恰耶夫

土壤研究所所长
.

L
.

L
.

Shi s h vo 以及老一辈土壤学家 5
.

v
.

劝
n n
等出席了会议

,

国际土壤学会

秘书长 W
.

E
.

H
.

lB uln 也参加了会议
。

1 人为土研究的新阶段

人为耕作和其他扰动形式影响下的土壤性质 (腐殖质
、

结构 )及其演变趋势
、

人为土壤的分

类问题占据了会议论文的较大比重
,

反映出当今人为土研究工作的最主要趋势
。

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
,

人为作用下土壤物理化学性质改变的定量研究
、

人为土分类的研究等仍将是世界土壤

学界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

各个国家都试图推出针对自己情况的分类体系
,

其中
,

以我国人为

土分类为基础的国际土壤资源参比基础 ( w BR )的分类方案有指导意义
。

人为作用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土因素
,

其对土壤性质演变
、

土被结构的影响日益为人们所重

视
,

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中
,

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对土壤变化
、

环境破坏的影响已到了非

常严重的地步
,

因此
,

从土壤学角度研究人为活动的影响不仅是现代土壤学而且也是探讨可持

续发展所必须涉及的重要内容
。

19 8 8 年联合国土壤图图例单元中首次将人为土作为一级单元列出
,

虽然比较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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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土壤资源参比基础 (W拙 )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人为土的分类 ; 1 9 9 5 年第 15 届国际土壤

学会上设立了人为土发生模型的专题讨论
。

这次莫斯科会议是继上述重要活动之后的又一项

比较重要活动
。

人们不再把土壤只看作是五大成土因素的产物
,

而对人为因素对土壤的影响

越来越重视
。

说明 90 年代世界各国对人为土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2 研究内容的扩展
人为土的研究

,

以往多集中于现有耕地
。

关于长期农业活动如灌溉
、

堆积
、

施肥和耕作等

对人为土的影响
,

这些措施影响下土壤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在分类中的位置等研究工作
,

必将在

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深人和发展
。

但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为土研究出现了两方面新的趋势
:

第一
,

工业化以后扰动堆积土壤的研究
,

包括城郊土壤
、

矿山废弃地
、

废弃工业物堆积地等的土

壤性质
、

改变和治理
,

即在废弃地上人工造土的工作
。

显然
,

工业化以后废弃地的复垦最受人

们关注 ;第二是古人为土研究
。

由于古人为活动在土壤中留下许多痕迹
,

通过土壤学的研究可

以指示当时人为活动的强度和广度
。

这项研究通常又与考古工作相结合
,

如俄罗斯各地古人

类活动遗迹和
“

古土家
”

覆盖土与埋葬土的 比较研究
,

以及中国齐城古土中磷富集的研究等
,

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

15 届国际土壤学会上土壤考古专题的设立就是反映了这种趋势
。

因此
,

这里所说的人为土
,

实际上比原先分类意义上的
“

人为土
”

更为广泛
。

3 各国研究的特点
俄国 这次会议在俄罗斯举行

,

会议中大部分论文报告来自俄罗斯和前苏加盟共和国
,

这

些报告就人为作用特别是农业活动对土壤性质的演变
、

退化等作了全面的论述
。

他们研究的

特点在于有长期定位试验作为基础
,

所以论述的根据比较充分
。

如 V v
.

道库恰耶夫 19 世纪

末在中央黑土区进行万公里土壤调查
,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为以后建立防护林带
、

实行合理轮

作奠定了基础
。

100 年以后
,

A
.

P
.

Sh e br ak 。 、
等在此基础上作了一次新的万公里土壤调查

,

写

出了国际上有影响的论文
“

俄罗斯黑土的过去
、

现在和将来 ,’; 他们以 191 2年建立的普里尼希

尼柯夫长期试验为基础
,

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论文 ;在季米里亚捷夫陈列馆里
,

陈列着莫斯科

郊区 19 10 年和 1995 年生草灰化土的对比标本
,

并附比较全面的性质数据
,

非常珍贵
。

由于当

前的经济转型难免给俄罗斯土壤学带来困难
,

因此
,

在设备更新
、

人才培养方面举步维艰
。

虽

然俄国土壤科学已无道库恰耶夫时代的辉煌
,

但从人才和资源储备来看
,

还是很有潜力
,

至今

莫斯科大学的土壤系仍然是该校九大自然科学系之一
。

在这次会议上
,

俄国同行用显微分析

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研究人为土孔隙的几何结构的论文有一定新意
。

美国 在其分类体系中只有人为诊断层而没有考虑人为土的分类位置
,

但是这种状况

逐渐使他们感到其分类体系的不足
,

从而力图改变这一状况
。

有鉴于此
,

美国在土壤系统分类

方面继成立 n 个专门委员会之后
,

1 99 5 年成立了以康乃尔大学 R ay B Br y an t 为首的国际人

为土委员会 (I OC M A N T H )
,

并发了第一号公告 ; 1997 年又发表第二号公告
,

这次会议上来自

美国的两个报告
,

都讨论了人为土的类型及其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位置
。

这是美国在为

建立人为土纲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

但是
,

由于美国建国历史短暂、在人为土方面又缺乏实践
,

完成这样一件繁重的工作是不容易的
,

所以很希望与国外同行特别是与中国的合作
。

中国 由于我国土壤学家的长期努力和广泛实践
,

在人为土分类方面的研究
,

不论从研究

的广度和深度无疑均处于领先行列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龚子同研究员和张甘霖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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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应邀代表中国参加这次会议
,

在会上
,

就我国人为土研究进展
,

以及作为 W RB 中人为土

分类的基础的内在联系作了题为
“

中国人为土起源
、

演变和分类
”

和
“

水耕人为土的形成速率
”

的报告
,

并尝试用定量方法对水耕人为土的形成速率进行了研究
。

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

反响
,

有许多与会者希望得到我国更多的相关资料
,

如论文
、

幻灯片
,

并希望进行人员交流和合

作研究
。

显示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水平
。

欧洲 在城郊土壤的类型和性质方面
,

欧洲代表 (主要是德国
,

包括东欧国家如斯洛伐克)

有比较专门的研究
,

这主要与他们工业化进程较早而且城市化程度较高有关
。

德国学者报告

了城郊和工业点的土壤性质和制图向题
。

来自奥地利的国际土壤学会秘书长还就工业化和城

市化对土壤退化的影响作了综述性报告
。

南非 来自南非的学者报告了人为扰动新成土— 主要是矿山废弃地和塌陷地的植被恢

复技术和改良技术
,

代表了人为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方向
。

技术的基础在于对这类土壤基

本物理化学性质的全面了解
,

并应用土壤学知识给出相应的对策
。

4 几点启示

我国人为土类型丰富
,

在其形成和分类研究方面
,

总体来讲比较先进
。

特别是在中国科学

院和国家基金委资助下完成的包括完整人为土分类方案的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WBR 中人为土分类方案由中国人建立以及美国的国际人为土委员会有中国人参加就是最好

的证明
。

但与国际上相比
,

我们在近代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壤形成
、

土被结构演变的影响方面

研究不足
。

这对合理利用土壤资源
、

保护环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

无疑
,

今后应拓展人为

土研究领域
,

更注重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人为新成土研究
。

4
.

1 加强废地利用的土壤学基础研究

我国土地后备资源紧缺
,

工业正在蓬勃发展
,

至今工矿废弃地 已达 200 万 ha
,

每年还以

2一 3 万 h a
的速度在增加

,

因此
,

工业废弃地的整治尤其显得重要
。

无论是城郊土壤还是矿区

土壤
,

它们首先是
“

土壤
” ,

其根本整治和恢复技术必须基于土壤学知识和技术
。

加强这类土壤

的基本理化性质和人为新成土剖面构建的研究
,

开发基于土壤学的一些应用技术已迫在眉睫
,

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
,

而是一个农业持续发展中的实际向题
。

4
.

2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完善研究体系

从人为土的形成
、

演变
、

功能
、

恢复各方面着手
,

建立有我国特色的人为土研究
。

我们在学习外国的同时
,

有必要向全世界介绍我们在人为土研究方面的成果
,

将我们在丰

富的人为活动和人为土类型上面获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传播
,

既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
,

又促进我

们自身研究工作的不断完善
。

如有可能
,

应由我们组织有关人为土方面的国际会议
。

4
.

3 坚持进行长期试验深入探讨土壤变化

俄罗斯的长期试验已显示出重要作用
。

我国长期试验并不太多
,

有的也很难坚持
,

应该克

服一切困难
,

把它坚持下去
,

这将有利于土壤科学的深人和发展
,

不仅可服务于农业的持续发

展
,

也可有效地指示土壤环境的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