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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 40 周年之际
,

中国土壤学会在本刊共组织了 10 篇论文同期发表
,

这些论文主

要对土壤学及其分支学科 40 年的发展
,

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展望
,

这对进一步了解与促

进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
,

具有重要意义
,

值得我国土壤学界共同关注与庆贺
。

回顾建国 40 年我国土壤科学的研究
,

一直是围绕国民经济建设和土壤学发展需要开

展的
。

在 土壤资源调查及开发利用方面
,

先后开展了全 国性的土壤普查
,

东北和新疆荒地

资源调查
,

西北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调查
,

黄淮海平原盐碱土治理及南方丘陵红壤综合利用

等
,

在工作中广泛采 用了遥感航空制图技术
,

为土壤资源合理利用提供了可靠依据 : 在上

壤改良与肥力培育方 面着重对低产土壤进行改 良
,

氮
、

磷
、

钾肥和微量元素的合理施用
,

有

机与无机肥的肥效等进行了长期系统研究
,

并取得明显效果 ; 在土壤基本性质研究方面
,

如氧化物表面性 质及其界面化学
,

土壤粘土矿物
,

土壤物质转化和腐殖质组成
,

土壤物理

包括土壤结构
、

土壤水分
、

土壤微生物包括生物固氮
、

硝化与反硝化作用
、

V A 菌根
,

土壤

植物营养包括养分迁移与物质循环等
,

均有新的进展
,

对土壤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

作用 ;在土壤发生与环境生态方面
,

重点开展了我国红壤
、

黑土
、

盐遗土
、

水稻土
、

山地土壤

的发生分类研究
、

近年来还开展了全国土壤定量分类研究
,

并已初步提出全国新的土壤系

统分类草案 ;与此同时
,

不仅开展了生态系统研究
,

而且还在土壤本底
、

容量
、

有机污染物

等研究方面
,

取得明显的进展
。

随着近代物理学等新兴科学的发展
,

土壤测试手段和土墩

信息系统研究也有了可喜的进展
。

我国土壤科学已在国际土壤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

其中有些分支学科的研究工作如土

坟化学
、

土城地理
、

土壤肥力
、

某些土壤的发生过程
,

土壤微形态等已处领先地位
。

但另一

方面与国际土壤学的进展相比我们在研究工作的长期性与系统性上还存在差距 ; 有些分

支学科发展尚较缓慢
,

有的尚未形成特色
,

这是我们今后应当努力加强的
。

从当前及今后的形势看
, “

人 口
、

粮食
、

环境
” ,

是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

我国本世纪末
,

人



土 坡 学 报 2 6 卷

口将近 13 亿
,

粮食间题更为突出
,

而粮食又依附于土壤
,

这就向土壤科学提出了艰巨的任

务
。

为此
,

今后土壤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
,

开展
“

全国土壤资源的保护
、

综合治理及合理开

发利用的研究
,

通过抓好全国中低产田的综合治理与开发
,

土壤培肥与土壤改 良
,

土壤生

态系统与防治环境污染等
,

不断促进全国农业生产
,

包括粮食生产的发展
。

其次
,

必须注

意土城科学的基础研究
。

实践证明
,

只有对土壤基础科学不断进行深人研究
,

才能逐步地

彻底地阐明整个土坡系统的本质
,

从而为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壤学理论和

方法
。

当前各国土壤学家正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些领域
:
(l) 把土壤作为一个系统来

研究
,

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

研究土壤的物质循环
,

控制因素及生态效应 ; (2) 土壤是一个多

相分散体系
,

因此
,

土壤胶体界面化学已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领域 ; (3 )土壤是一个巨

大的生物基因库
,

除对各种土壤生物资源的开发给予足够的重视外
,

正在通过生物技术创

造出能降解人工合成有机物或富集重金属的有机体
。

由此可见
,

当前国际上
,

不仅从生物

学
、

农学
,

而且从资源环境的角度对土壤进行研究
。

针对这种特点
,

我国土壤学今后的研

究方向
,

应当将土城提到
“

土壤圈
”
的认识高度

,

着重围绕
“

土壤圈的结构演化及功能
”

开展

深人研究
。

在研究内容上
,

土壤圈的结构研究应包括宏观结构(土城结构模式
,

复合农业生态系

统及营养元素循环
,

能量转换规律等)
,

微观结构(土壤颗校结构
,

有机质形态
、

机理
、

微生

物组合等)及超微观结构 (粘粒矿物化学结构及表面化学特点等)三个方面
:
土壤圈的演

化研究
,

应包括土壤圈碳
、

氮
、

硫
、

磷循环及其与大气圈
、

生物圈
、

水圈的相互关系
,

自然与

人为条件下
,

土壤的演化模式与演变规律等 ; 在土壤圈功能研究中
,

则应包括营养元素的

化学行为及生物有效性
,

有毒污染物质化学行为与生物生长关系
,

土城胶体在土壤圈物质

循环中的作用
,

土壤水分循环等
。

只有通过对上述土壤科学的前沿项目进行研究
,

我国土

壤学的发展才能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
,

并将对国际土壤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中国农业的发展期待着科学的投人
。

加强土壤学的研究和

加强土壤学界的合作
,

已是当务之急
,

我国土壤学界已经开始冲破不能适应发展要求的封

闭室研究休制
,

一手抓当前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

一手抓基础研究工作
。

为了跟踪

土壤科学前沿
,

一方面要强调研究项目的精选
,

集中力最攻克有限的目标
,

要特别注意那

些发展较少
,

而又能显示我国 自然条件特色的重要领域 ;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批具有我国优

势的开放实验室和土壤学博士后流动站
,

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从而在开放研究中吸收

和培养优秀人才
,

这将是发展我国土壤学基础研究的有效途径
。

近代土壤学的发展只经历了 1 00 多年
,

我国的研究历史更短
,

仅 80 年
。

虽然建国 40

年来
,

我国土壤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
,

但存在的差距与问题仍不少
。
今后

,

如能动员全国

土壤学界同仁
,

通力协作
,

奋力进取
,

相信我们一定能在国土整治
、

区域治理
、

农业与粮食

增产等方面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成绩
,

一定能在土壤学科分支及土壤圈的结构
,

演

化及功能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
,

并将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土壤科学领域
。

最后
,

值此庆祝建国 40 周年之际
,

借本刊一角
,

预祝我国土壤学界人材辈出
,

成果丰

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