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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溶之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创建与发展 

——纪念马溶之教授诞辰 100 周年 
 

赵其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  210008） 

 

马溶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也是我国第

一代杰出的土壤地理学家，他毕生的研究与成就，对

我国土壤科学特别是对土壤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

深远的影响。他的科学实践活动和著述，不仅对我国

土壤学界富有启发性和感染力，而且在国际土壤学界

也享有盛誉。 

马溶之教授自 1951 年任土壤所筹备主任，1953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成立时，就担任首任所

长，直到 1965 年调任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整整任

所长 10 年，这 10 年正是土壤所的开拓创建时期，在

此期间，由于马溶之所长的努力进取与精心领导，使

得土壤所在开拓与创建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并为今

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在马溶之教授诞辰 100 周

年，同时也是纪念马先生离开我们整整 30 周年之际，

我们共同缅怀马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对土壤事业的贡

献，这对勉励我们大家共同为土壤事业不断奋进具有

重要意义。 
 
1  马溶之教授对土壤所创建与发展的贡献 
 

1956 年马溶之教授任土壤所所长后不久，即随中

国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访问与考

察，参观了前苏联科学院道库恰也夫土壤研究所等有

关土壤机构和相关大学，回到南京后，记得当时我们

刚从大学分配进土壤所的年青人被召集参加了他在土

壤所作的“苏联土壤学研究工作概况”的报告，他强

调指出：“我国土壤研究必须学习苏联，必须在土壤所

建立新的体制以适应向苏联学习的需要”，这对土壤所

的学术思想，学科室（组）设置和研究选题均有深刻

的影响。当时在马溶之所长的领导下，我们按苏联的

建创设置了土壤物理与物理化学研究室组（一组）；土

壤化学与农业化学研究组（二组）；土壤微生物与生物

化学研究组（三组）；土壤地理与改良组（四组）；同 

 

时建立了图书馆与标本展览室。后在 1961 年末，在国

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下，马所长

领导全所制定了土壤所 10 年的发展方向，按重点任务

和重大措施确定方案，又重新调整了学科室组；设立

了土壤物理研究室；土壤物理化学研究室；土壤电化

学研究组；土壤植物营养化学研究室；土壤生物化学

研究组；土壤微生物研究组；土壤地理研究室；大比

例尺研究组及土壤盐渍地球化学研究室。各学科组，

根据国家需要与建所的方向、任务和学科发展要求，

重新制定了所的多学科分工和优势互补的格局，步入

了多学科发展的新阶段。在制定研究所体制的基础上，

在此期间，土壤所在马溶之所长的领导下，开展了大

量科研工作，包括：黄泛区及黄土区治理调查；东北

粮棉增产土壤调查；华南橡胶宜林地调查；黄河中下

游水土保持考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土壤调查；

甘、新、青、藏综合考察；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等。

此外，针对我国黄淮海平原，南方丘陵与长江珠江三

角洲三大主要产粮区土壤和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长期的定位试验研究。为我国农业增产，发展

橡胶，水土保持流域规划，区域治理及荒地开垦等建

设事业提供了土壤方面的重要科学依据。 

值得提出的是，在土壤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

马溶之所长的领导下，这一时期主要是进行土壤的发

生、分类、分布规律和基本性质的研究。在前苏联土

壤学派的深刻影响下，我国土壤学研究从建所开始就

直接走上了发生学研究的道路。在此期间，马先生率

先提出的欧亚大陆的土壤分布规律，受到国际土壤学

界的高度重视。在土壤地带性分布、土壤发生学原理、

土壤有机质的组成和性质、土壤微生物特性、有机无

机复合胶体的肥力特性、土壤黏土矿物特性、土壤的

水分和物理特性等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积累了大量的试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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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所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建

所开始，马溶之所长与李庆逵先生等就着手进行试验

基地的建设。在此期间，曾建立了多个试验站、点，

包括甘家山红壤试验站、章古台治沙试验站、武功黄

土试验站、云南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试验站、

江宁试验农场、运村白土试验点、白茆稻麦丰产试验

点、里下河沤改旱试验点、盛水源试验点等。在这些

站、点上，我所科技人员开展了大量的低产土壤改良、

丰产土壤总结、土壤肥力培育、荒地开垦、治沙治碱

的实验研究和定位观测，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为国家当时土壤资源研究与农业发展与开发，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土壤所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交流。60 年代

初，马溶之、李庆逵先生，先后对古巴进行了访问和

考察。随后，组织所里科技人员赴古巴开展土壤调查

制图，筹建实验室，1965 年赠送古巴科学院土壤实验

室技术装备一套。1964 年末，越南农科院陈凯到土壤

所学习土壤物理化学，熊毅为导师。1965 年中国科学

院组织西非考察，由马溶之率团对加纳、马里、几内

亚 3 国进行了土壤、植物、河流、气候等自然条件的

调查。 

  这一时期，在马所长领导下，土壤所的主要成果

有：《中国土壤图》、《华北平原土壤》、《华北平原土壤

图集》、《水稻丰产的土壤环境》、1:400 万《中国土壤

概图》、《中国土壤发生类型及其地理分布规律》（俄文

版）等专著和一大批学术论文。 

    此外，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土壤科学的

发展十分重视。1958 年，朱德委员长来南京视察了土

壤所。同年，中央又在全国开展了第一次土壤普查。

我所作为土壤研究的综合性单位，全面参加了全国土

壤普查工作。  

在这一时期，土壤所的科研力量得到了快速的发

展。从建所初期的全所 52 人，发展到文革前的近 500

人，可谓人丁兴旺。在老一辈土壤学家马溶之、熊毅、

李庆逵等的悉心培养下，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迅速成

长起来。他们在土壤发生、土壤分类、土壤化学、土

壤物理、土壤微生物和土壤生物化学方面都有了相当

的建树，为完成以后的科研任务奠定了基础。与此同

时，为了完成全国土壤普查的任务，研究所特地招收

了一批高、初中和中专毕业生，经过认真培养，他们

中的很多人成为土壤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技术人才，为

科学研究成果与数据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试行研究生培养

制度，在马所长的领导下，我所首批招收并培养了 3

名研究生。60 年代初，国家正式建立研究生培养制度。

1962—1964 年，我所招收培养了 11 名研究生，后因“文

革”开始而中断。这一时期，另一个快速培养人才的途

径是选送优秀人才出国工作或学习。当时主要是派往

苏联学习和进修。在 50 年代，曾派出 7 位科技人员赴

苏联学习，获得了苏联副博士学位。他们回国以后，

都成为土壤研究主要的学科带头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土壤所的开创阶段，当

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马溶之所长与所

里同仁共同努力、不断奋进的事实是有目共睹的，在

他领导下的这十多年，取得了土壤所的建所成绩，对

土壤所中期，甚至直至当前的发展均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 
 

2  马溶之教授在土壤地理学方面的学术贡献与 

科学实践 
 
马溶之教授是我国第一代杰出的土壤地理学家，

他在土壤地理学方面的学术与科学实践贡献极为突

出。首先，马先生是我国土壤分类研究的先驱。早在

1941 年，他与同事们一起提出了第一个我国土壤学家

自己拟定的土壤分类方案。梭颇 1956 年所著的“中国

之土壤”一书中，对我国西北土壤分类几乎是一片空

白，马先生 1935—1944 年间，对新疆、甘肃等西北干

旱地区进行考察后，当时在国外文献中还没有漠土分

类时，他率先提出了“漠钙土”的概念，并进一步划分

出了天山南麓极端干旱的棕漠钙土和天山北麓的半荒

漠灰漠钙土。他最先吸收苏联土壤发生分类的经验，

发展和改进我国土壤分类。在耕作土壤分类方面，马

先生的贡献尤为突出。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他和侯光

炯、朱莲青等一起在研究南昌附近水稻土时，已注意

到水稻土形成与人为灌水状况的关系，他们不仅在世

界上首次将水稻土作为一个独立类型划分出来，且进

一步将它划分为淹育、渗育、潴育和潜育等亚类，至

今仍不失其学术意义。1958 年马先生在参加全国第一

次土壤普查实践后指出：“耕作土壤的形成条件除自然

因素外，还有人为因素，当人为因素占主导时，土壤

发育方向则发生变化” 。他在《谈谈土壤发生分类的

原则和系统》（1961）一文中，明确提出人为作用下

耕作土壤分类的特殊性，推动了我国耕种土壤的研究。

接着，马先生亲自组织、指导年轻的土壤学者进一步

研究了南方水稻土，落实他的分类思想，先后发表了

“江苏里下河地区土壤发生和改良”、“苏南地区水稻土

的发生演变”、“江西红壤性水稻土的发生特点”和“珠

江三角洲之土壤”等论文，为《水稻丰产土壤环境》及

以后的《中国水稻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为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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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耕作土壤）分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特别要指出

的是，1964 年 5 月，我跟随马溶之所长第一次到古巴

进行考察时，当时在古巴科学院得到美国农部编写的

一本 Soil Taxonomy(土壤系统分类)的英文原著本

（1961 年），马先生当时对我说“这本书一定要带回

所里组织翻译，并尽快研究土壤系统分类，以便使我

国的土壤分类与美国及国际分类制接轨”。回国后，

我们在地理室组织翻译，接着就向中国科学院申请土

壤系统研究项目，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今天的我国土

壤系统分类研究已取得明显的进展与成就，并与国际

土壤系统分类逐渐接轨，这项分类成果，归根到底，

马溶之先生的指导与远见卓识，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其次，马溶之先生也是我国土壤制图的奠基者。

早在 1941 年他就与朱莲青合作，编制了 1:1000 万中

国土壤图。1955 年在大量区域性制图材料的基础上，

马先生编制的 1:400 万中国土壤图，运用地带性学说

和发生学观点客观地反映了土壤分布的地带性和隐域

性土壤分布规律。此后，陆续发表了 1:800 万和 1:400

万土壤图。而 1965 年在自然地图集中的 1:1000 万土

壤图，吸取了土壤普查的研究成果，则更多地反映了

我国耕种土壤分布的一些特点。马先生毕生从事土壤

制图工作，以他为主或与他人合作编制的全国性土壤

图至少有 8 幅之多，反映了他不同时期的土壤分类思

想和对土壤分布规律的认识。反过来，通过制图又充

实和发展了他对土壤分布规律的认识。针对我国是一

个多山的国家，1963 年马溶之先生发表了“中国山地土

壤的地理分布规律”的文章，他总结了山地的地理位

置、形态、走向、高低等因素，将全国山地土被按垂

直带谱分成 36 种，系统地反映我国复杂的山区土被的

差异性，同时按垂直带谱排列的形式作了十分科学的

土被分类，这在国内外实属首创。在第 6 届国际土壤

学大会上，发表的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土壤地理分

布规律”一文，经过他的高度概括和深入的分析，全面

揭示了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欧亚大陆的土壤地理分布

规律，成为土壤界的经典之作。 

此外，马先生是我国土壤区划的开拓者。早在上

世纪 30 年代，中国土壤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土壤

地理分布规律的复杂性，因而开展了土壤复区和土壤

组合的研究，这是土壤区划的开始。1934 年侯光炯、

马溶之在江西地区调查时，提出了土壤复区概念，当

时命名为土域（soil area）；1946—1949 年马溶之先生

编制黄河流域和全国土壤区划时，提出了土壤生物气

候区（简称土区）、土壤亚区、土壤复区和土链的区划

系统，将全国分成 14 个区；1954 年马溶之等在“中国

自然区划草案”中，将全国划分为 7 个土壤带；其后在

中国科学院竺可祯副院长的领导下，组织全国自然区

划研究工作，马溶之、文振旺承担了全国土壤区划的

研究任务，编写了 152 页的《中国土壤区划》（初稿，

1959），并附有 1:1000 万土壤区划图，将全国土壤区

划系统分为 7 级：0 级区——土壤生物气候带：一级

区——土壤生物气候地区；二级区——土壤地带和亚

地带；三级区——土壤省；四级区——土壤区；五级

区——土组；六级区——土片。这个土壤区划系统完

整，推理严谨，逻辑性强，是当时全面反映我国土壤

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的全新著作。该书不仅在自然区划

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对制订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及

农业发展规划都起了重要作用。 

马溶之先生在研究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他长期从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调查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他任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

土保持考察队队长，组织院内外人士进行农、林、牧、

水、地质、地貌、土壤、植被、土壤侵蚀和社会经济

等的综合考察，在完成自然区划、农业区划、经济区

划的基础上，做出了这一地区水土保持、合理利用土

壤资源以及若干小流域土地利用规划，根据多年经验，

提出了一系列以土壤、植物和工程三结合为原则的改

土治水的措施，为黄土高原整治提供了科学依据。此

后，马溶之先生任甘青地区土壤资源调查队队长，通

过考察土壤资源，提出了甘青地区土地资源开发与农

牧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马溶之先生在第四纪地质和

古土壤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正确地指出，第四

纪研究应与土壤形成研究相结合，因为陆相沉积物，

一开始就受成土作用的影响，并逐渐改变其原有性质。

基于长期对各地不同气候条件下黄土的分布、特性的

考察研究，马先生在“中国黄土之生成”一文中，提出

了“黄土同源”的观点，这是他基于对古土壤的研究，

科学地将第四纪研究与土壤形成研究相结合的成功范

例。马溶之先生十分关心祖国的经济建设，为国民经

济建设尽心尽力，他领导和参加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

东北、甘青、内蒙古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综合考察，

足迹遍及全国，考察了各种类型的土壤及其利用，为

不同目的土壤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针

对性措施。马溶之先生作为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副

主任参加和领导了第一次土壤普查，作为技术领导直

接负责江苏省土壤普查，并派员参加粤、桂、滇、赣、

皖、鄂和青海的土壤普查，总结了农民群众用土、识

土和改土的经验，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促进

了耕作土壤培肥和改良。作为土壤地理学家，马溶之

先生同样十分重视并亲自参加了丰产经验的总结，他

亲临土壤所在苏、鄂、赣、粤的丰产试验点检查、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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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并和陈家坊先生等一起组织领导了全国劳模——

陈永康丰产经验总结。发挥全所各学科的综合优势，

针对生产上存在的实际问题，在广泛定位试验的基础

上，总结不同土壤条件下的研究结果，亲自主持编著

了《水稻丰产的土壤环境》（1961），作为中国科学院

农业丰产丛书之一正式出版。该书科学水平高，生产

性强，没有任何浮夸和不实之词，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深受读者欢迎。 
 
3  马溶之教授在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上的贡献 

 
马溶之先生是年青人的良师益友。土壤所成立以

后，年轻人迅速增加。1952—1956 年共分配来所的大

学生有 200 人左右。面对大批的年轻人，马溶之教授

号召举办了各种学习班和讲座，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

平。如举办外语学习班、基础学科的讲习班以及赴南

京大学听课等，并聘请所外著名土壤学家协助培养年

轻人。年轻人参加各地考察回来，马溶之教授常亲自

听取汇报，经常询问有什么新想法和新“苗头”，鼓励

年轻人既要继承更要创新；年轻人提交的报告和论文

也都加以指点，提出年轻人要博采众长，勇于探索。

马溶之先生不仅注意培养年轻人，也十分尊重年轻人

的劳动。如他主编的全国土壤区划图（1959 年）中，

附有 35 个合作者的姓名，其中有不少是刚进所不久的

年轻人。 

马溶之先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土壤学家，也是国

际合作的积极推动者。早在 1957—1958 年马溶之先生

作为中苏黄土高原考察队队长，与前苏联自然地理与

水土保持专家 A. JI 阿尔曼德、土壤学家 A. H．罗赞诺

夫等有过很好的合作；1958 年与前苏联科学院院士 И. 

Π 格拉西莫夫联合编制了 1:400 万中国土壤图，合著

了《中国土壤发生类型及其地理分布》一书；同年与

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土 B.A 柯夫达合编了 1:1000 万中

国土壤图，并为柯夫达《中国之土壤与自然条件概论》

一书作序。新中国成立后，他首次率团出席在巴黎召

开的第 6 届国际土壤学会，并先后访问了前苏联、古

巴、民主德国、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加纳、

马里和几内亚等国。1957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

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称号。 

上面所述仅仅是我就马溶之教授对土壤所创建与

发展及他本人在土壤地理研究工作的成就以及培养人

才、国际活动等方面的贡献进行的综合回忆与缅怀。

总之，马溶之先生胸怀全局、艰苦创业，勇于开拓、

善于创新，关爱青年、从善如流，是一位成绩卓著，

受人尊敬的我国第一代土壤学家。不仅为创建土壤所、

开拓中国土壤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为促进国际

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大家

将永志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