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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觉和政府提出发展国民翘济以农业为基础
、

以工亚为指导以及全党全民大办农业
·

大办粮

食的方斜后
,

土壤地理学和其他各阴科学一样
,

都应敲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

为农业服务
。

但是住
何学科能不能成为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学科

,

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何
。

取决于它是否有

独特的研究对象
。

土壤地理学要想很好地为农业服务
。

就应根据土壤地理学本身的独特对象
,

提

高本身的理萧研究裸题
。

对支援农业起的作用愈大
,

就需要深入姗彻的科学理萧衍

大家都知道
,

土壤地理学的奠基者—
.B .B 道库恰耶夫和

、

H
·

从
·

西比尔采夫早已奠定了

土壤地理分布的一般规律胜
,

郎水平地带性和垂值地带性
。

以后在苏联又提出土壤的省性和相

性
,
就是气候条件

、

地厦构造
、

由脉
、

植被等成土因素
,

对于土壤地理分布的关系
,

还有土壤的分布

与微地形
、

中地形的关系及其复合体的研究等
。

前述的土壤地理分布的各种规律性
,

就是土壤制

图和土壤区划的理输基础
。

俄 国和苏联士壤学者研究俄罗斯平原土壤的水平地带性
,

从南到北依次有规律性地看到灰棕

荒漠士
、

淡栗钙土
、

暗栗钙土
、

南方黑钙土
、

普乡盖黑钙土
、

淋溶黑钙土
、

灰色森林土
、

生草灰化土
、

灰

化土
、

苔原土等各土带
。

但是中国土壤的水卒地带性主要不是表现为南北方向
,

而是沿着东南太

平洋季风的方向
,

大致从东南向西北依次 出现森林土壤
、

黑钙土
、

栗钙土到荒漠土等土带
,

而东半

部从北到南叉依次出现森林灰化土
、

灰棕森林土
、

棕色森林土
、

褐色土
、

黄壤
、

赶壤
、

砖杠壤等土带
。

研究我国土壤水平带分布的规律
,

不仅是丰富世界土壤地理学的内容
,

而且也是为我国农业区划

做好准备
,

这是农业合理布局的主要依据
。

我国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
,

就释度带来靓
,

是位于亚热带
,

但高原区一般海拔在 、 , 0 0。 米以
_

L
。

因受太平洋和印度洋季风的复杂影响
,

土壤的水平带分布是当前还没有研究过的一个理萧 简

翘
,

这种理渝对于开发利用高原是有密切关系的
。

在全国各 自然地区
,

研究山地土壤垂直带谱也是我国土壤地理学的重要理渝周题之一
。

我国

各 自然区都有不同高度的亚高山或高山
,

不同山地由于所占的位置不同
,

土壤垂值带谱就反映着

所在地水平地带性的特点
。

同一山脉的不同坡向
,

土壤垂值带谱也各不同
。

例如
,

东西走向的天

山
、

喜思拉雅山等的南北坡向和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和二郎山等的东西坡向的土壤垂宣带谱就有

不同
。

、

同一山脉的不同地段的土壤垂道带藉也各有差异
,

如天山的东
、

中
、

西各段
,

阿尔泰山的西

北段和东南段就有区 glJ
。

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多山国家
,

研究山地的垂值带谱的规律性
,

是对由

地的开发利用方向和规划方案的基本科学根据
。

复杂的地盾构造所联系的土壤母盾
,

对于士壤地理分布的规律性
,

在中国各自然区都占着重
要的地位 ;这方面我俩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

例如四川盆地和贵州高原有白要耙和侏罗耙的紫

赶色岩石
,

有的岩石本身就是石灰性或中性反应的
,

所形成的土壤是肥沃的中性紫色土 ;有的虽然

颜色也为紫杠色
,

但岩石本身是孩酸性反应
,

不含石灰厦
,

所形成的土壤是弦酸性的贫膺黄壤化土



壤
。

在李国各堆区研究土壤分布与岩右或成士母厦的关系
,

对子理姜俞上和生产实践上均具有重
一

大

的意义
。

在东北平原
、

华北平原
、 内蒙古高原以及西北荒漳地区研究土壤分布与微地形和中地形的关

书公…
攀树术

、

果树和旱作的一切典壤 )
,

不伙在很多情况下土壤剖面与地舞性土壤相接近
,

而且随便举

那一个例子
,

郡可以靓明宅俩地带性的意又
。

例如
, 亚热带的条园土新

。柑漏园土壤能够分布到

二2 ,



祥浦斌)游燕弃)
遗自然规划的科学某础

。
.

_

当前有关土壤分类的理希周覆之一
,

就是自然土壤与耕作土壤的关系周题
。

近来有人款为耕

蘑矍巍参黔黔龚催蒸犷戴蒸藻黔蓬誉翼
桑母

一窃现象只要有变愉
呀盾变入靶

土壤学家把耕作土壤分为旱作土
、

水稻土
、

园林土 (橡胶
、

、

茶园 )和菜园土等
,

他佣凯为不管那一类自然土壤
,

只要一握耕作后
,

成土 f乍用 (包括气候
、

、

地形
、年龄 ,’’

`
一和基本特性 )就发生盾变

。

的确
,

任何土壤拯过耕作以后
,

主壤气候就会发生不

园盾

同程度的改变
·

但是土壤气候将究与大气候相联系的
·

`

母潭方面虽也加入了一些新物盾
,

但雄究很

难理解成一律是盾变 ;而且土壤中量和盾的改变
,

也是 因耕作深度
、

耕作时期的久暂以及原来自然

因素所起作用的大小而有所不同
,

因此
,

很难靛
,

一切土壤只要一发生李化
,

就都算作是盾变了
。

有人把土康分为农业土壤飞林业土壤和草原土壤等找口果从王她利用或土地类型的隽湾出发
,

我同意这样划分
,

祖是作为土壤分类来靓
·

这是值得研究的争萧周题
。

我敲为当前所器农业土壤的分类本身还有很多隅题是需要探尉的
。

首先
,

在农业土壤的所肃

牲井奢…
黔翼重瑰繁纂霹粼落蠢凳粼黯降该:翼艾髯髯簇

土廖分类的另一基本理萧简题
,

就是各极分类单位的原 ; :和依据简题
,

有人首先把各类农业

我潇终堪纷蒸{翌黔鞍翼
耀盒孔慧森默镖罄派寒息粼魏滤毅嘿井毅戳豁富雾豁



引资段
。

井且在土壤剖面特征
,

、

农业生产特征
、

土壤肥力和利用改良的方向上具有一扮险
。

井有它

震鬓翼嗜篡裂龙怨默漂客黯球盟魏篡抓馨{吸

豁揍黔{{翼低磐黔箱…:巢澎澎和适种作物种类被款为是基本相同的
,

因而土种是制定深耕改土措施和因土贯彻农业
“
八字宪法

”

的墓本区分单位
。

一
,

在上述三个主要分类单位的定义中
,

都提到土壤剖面特征的共同性
,

但未能把各般单位所依

:扮样;粼:饭铆卦笃署熟)
’

的和工作的深度 ; 同样地在省或专区的中比例尺土壤图士
,

可能以
“
土祖

” 为单社
,

也可纵
“
王种

” 为

燥澡倦愁醚窿器耀策蘑蹂操)渝
勿!
吐壤的分类周题提出下列一些简短

,

款为需要进一步研究
。

( ` )有无必要把农业土壤或耕作

郭肇蘸澎龚玺{箩豁梨狱蒸翼l薰黛
一

资{蒸薄异熟药麟髯潺窃物生长也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

数年前我曹在北京附近看到某农踢的一块棉由
,

施用了很多肥

霖黔默靡蕊狱咒鬓幂霖段嘿橇赢黯象薯馨掣夏
默氦:缪窝黎盘念牌

漂彝戴霏霎翼:;黑藻默羹
丰

、

森黔絮馨籍{雳馨壁暴黯默黯舜淡粼窝笨
土壤舍水量不同

,

土壤温度也就各有不同
,

因而三种土壤上所种的高粱
,

其品种亦不一样
。

而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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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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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



3
.

土壤分类应考虑土壤成土因素的特征 土壤剖面的形态和理化性盾相似 的土壤
,

在不同的

气倏带情况下
,

就不一定属于同一类土壤 ;例如
,

分布在海边
、

半干旱和于旱地区的
“
盐碱土

” ,

它佣

所含盐分的种类
、

数量以及季节动态不同
,

因而利用和改良的方向也就会大有不同
。
又女。

,

我国东

半部石灰性土壤母厦在温带生成草甸化章原的黑钙土
,

在暖温带生成落叶黝叶林的揭色土
,

在亚

热带生成落叶黝叶
一

常禄朋叶混交林的黑色石灰岩土
,

所以在土壤分类中是不可能不考虑大气候

因素的
·

但是在相同的气候带之下
,

不同地形及其相联系的不同土壤母盾所发育的土壤也不同
,

例如前面已提到的
,

在四川盆地内在同样亚热带湿消气候条件下
,

石灰性岩石和酸性岩石所发育

的土壤
,

无谕土壤剖面形态和理化
、

生物性质就显然不 同
,

因而所形成的土壤分类单位也就应不

同
。

在华北平原同样半湿消温带气候条件下
,

虽然土壤母盾相同的地方
,

由于中
、

小地形所联系的

地下水位不同
,

在同一不大范围内
,

可能形成沼泽王
、

盐清土
、

草旬土和褐色土等不同的土壤
。

4
.

土壤分类的恢据要考虑天然植被或作物的生长情况 天然植被或作物的生长情况是土壤

性盾或肥力的具体表现
,

任何化学分析的拮果所表示的土壤特性
,

总不如植物生长状况所表示的

确切 ;龙们是土壤精合着一切成土因素的粽合表现
。

反过来
,

植物或作物也是形成土壤理化性盾

的基本 因素之一
。

、

前述几硕土壤分类的伎据
,

不过是举例而已 (当然还要补充修正 )
,

我举例的 目的就是靓在土

壤分类的根据中
,

单钝用并多抽象名言RJ, 如
“
基本矛盾

” , “
厦变和量变

”
等

,

或用 目前还没有一致概

念的 “熟化过程” 、 “ 农业生产特性
, ’ 、 “
肥力水平 ,’. “

耕性
”
等字样是不够的

,

倒不如提出趁去常用的
那些土壤本身性态和成土因素的具体

`
除点来作为分类依据

。

卖际上
,

前述的各个项 目都与土壤肥

力水平
、

熟化过程
、

耕性
、

农业生产特性分不开的
。

因此
,

我款为不管自然土壤或耕作土壤的分类

(都应当考虑这些填 目儿 最后
,

应敲着重指出
:
在进行土壤分类时

,

对于每一项 目总不应孤立地强

靓或着待
、

而应粽合地加纵考虑
。

-

土壤分类各极单位的定义
,

也是当前土壤学中应研究的理希性咫题之一
。

关于这方面
,

首先

我同意某些土壤学家所提的分类系兢要筒化
,

可分为土类
、

亚类
、

土粗
、

土种和变种等五极
,

其中以

土类
、

土祖
、

土种为主要分类单位
,

而以亚类和变种两极为翰助般单位 。 固题在子对各极单位的定

义应当进一步加以明确
,

增加一些具体的指标 ;对这些定义要研究宅们既符合子耕作土壤
,

也能符

合于自然土壤
。

在分类系兢中既反映自下向上的归栖
,

又要有自上而下的概括
。

各极土壤分类单

位的定义
,

又应当与分区的概念如何联 系
,

这里分区概念是指土壤分区或自然分区
,

而不是行政分

区的概念 ;也就是靓分类单位的等极愈高
,

它的分布范围一般靓也愈广 ;等极愈低
,

范围就愈趋狭

小
。

尤其重要的就是各极单位的定义要注意键辑性
,

例如分类单位等征愈高
。

所依据的项 目就要

愈概括
,

等极愈低
,

所依据的项目就要愈复杂或愈具体
,

如果在土类
、

土粗和土种的
_

定义中都有
“
土

壤剖面特征大体或基本相同
”
字样

,

在应用这种定义的时候就很难捉摸了
。

以上都是有关分类系

兢所应研究的固题
。

前面所淡的土壤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及其有关的土壤分类周题
,

是我国土壤学中的重要理箫周

题的一部分
。

也是当前争蔬性的一些简题
,

对于这些周题
,

我特提 出个人的丫些看法
,

作为大家衬

湍的参考
。

至于土壤地理学的研究方祛 固题
,

总应歌从野外碉查着手
,

先占有丰富的实际野外查

料
,

特别是 自己实际观察的资料
,

才能进行研宪
,

同时也应积极提倡定位栽滕
,

加孩室内各方面的

研究
, `

只有三种方法的桔合
,

才能逐渐解决这些理靛性固题
,

也就可更好地为农业服务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