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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毅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土壤学家, 是中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

毕生致力于土壤科学研究,以创新的思想,开辟了中国科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勇于承担国家重大生产建设任务, 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严谨治学,

率先垂范, 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土壤学的学术带头人。他曾较长时间地担任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所的领导工作, 确立了土壤研究所在当时的学科发展和社会服务方向,扩大了土

壤研究所在国际上的影响。由于他为祖国土壤科学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1980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现科学院院士)。熊毅先生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他的学

术思想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土壤学的发展。我们今天缅怀熊毅先生,就是要继承和

发扬他求实创新,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于祖国建设的崇高精神,不断地把我国的土壤学

事业推向前进。

1  中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之一

熊毅教授, 贵州省贵阳市人, 1910年 4月 13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熊毅从小受到良好

的家庭教育,养成用功读书的习惯,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中学时, 对数学和物理很

感兴趣,曾想学工。1925年,毕业于贵州省立第一中学,因其父病故,年仅 15岁的熊毅来

到北平当时著名书画家姚茫父(又名姚华)舅舅家。在舅父的鼓励下, 他考进北平大学农

学院预科,两年后进入本科,在土壤学教授刘和的教导与影响下,对土壤学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认识到当时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 也就是要多生产粮食, 而多生产粮食要靠

肥料, 所以,他选择了农业化学系。1932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被推荐到中央地

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

青年时代的熊毅,为我国拥有广阔富饶的土地而自豪, 也为我国存在着大片盐碱地和

贫瘠地而忧虑。因此,参加工作后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5碱土命名之商榷6( 1935) ,紧

接着又发表了5盐渍土之分类6 ( 1935) , 5盐渍土之成因及其性质6( 1936) , 5中国盐渍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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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及其概性6( 1938)等。为了深刻认识土壤形成过程及其特性,又进行了5土壤剖面、颜
色、质地之研究6( 1936、1937) , 进而研究了5中国各主要土类胶体部之组成6( 1938) , 5中国

淋余土代换性盐基之含量及其组成6( 1940) , 5中国南部土壤发生酸性之原因6( 1940)等。

我国南方水稻土面积很大,他对水稻土的研究也产生了极大兴趣, 其代表作有5水稻土命
名之商榷6( 1940) ,5水稻土之化学性质6( 1941)。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土壤类型繁多, 他又

涉足于土壤发生分类的研究,提出了5土壤分层之新建议6 ( 1942) , 5江西更新统粘土之性

质及其生成6( 1944) , 5中国土壤分类制之新建议6( 1945)。40年代中期, 熊毅研究农业生

产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发表了5江西红壤之性质及其改良6( 1946)等论文。
1945~ 1947年,熊毅担任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主任, 除继续进行研究工作

外,还撰写了5土壤工作十五年6( 1946) ,全面概述了我国土壤科学研究初创时期的工作概

况、学术贡献及研究工作进展。1947年,他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资助赴美深造。在

国际土壤学权威密苏里大学马歇尔( C. E. Marshall)教授指导下,从事土壤矿物研究, 1949

年获硕士学位, 后转到威斯康星大学,又在著名土壤学家杰克逊(M. L . Jackson)教授指导

下,从事土壤胶体研究, 1951年获博士学位。

熊毅获得博士学位之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思念着故国乡

土,怀着赤子之心,绕道日本, 于 1951年 8月回到日夜怀念的祖国。到了广州后, 看到了

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心情十分激动, 决心报效国家,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工

作。

熊毅回国后,积极致力于中国土壤学科的建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土壤学理论。他

在土壤胶体化学、土壤矿物学、土壤发生分类、水稻土研究、土壤肥力综合观念的提出等方

面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 70年代, 他以一个战略科学家特有的目光, 开创了土

壤生态环境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对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起了导向性的作用。他一生著书

立说,共发表论文 132篇, 著作 7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之一。

熊毅在开展土壤学基础研究的同时,还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积极投身于国家的经

济建设。回国后不久,即满怀热情地承担了国家东北地区有关粮棉增产的土壤肥料调查

研究任务,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和表扬。1952年国家提出了根治黄河的综合开发方案,

研究黄河流域梯级开发问题, 他参加了水利部组织的西北水土保持考察,继之又参加了黄

河流域治理规划工作。1954年由水利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建了先后有 600余人参加的

土壤调查总队, 熊毅任队长。通过三年多的调查, 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华北平原的土壤形

成过程和农业生产特性, 提出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和治理措施。50年代后期开

始,熊毅为黄淮海平原盐渍土改良和综合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熊毅先生十分重视办好学术刊物,自美国留学归来后,他一直担任5土壤学报6主编,

1958年又创办了5土壤6杂志, 并且担任主编,晚年还担任5生态学杂志6副主编和5环境科
学6主编。他亲自审稿,严格把好刊物质量关,并对编辑人员严格要求,耐心指导, 经常鼓

励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他常说: /学术期刊是整个科研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 编辑人

员是建成桥梁的螺丝钉, 你们要把这座桥梁架好。0
在科研组织方面,熊毅也有丰富的经验。他能博采众长,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组

织和支持新领域的开拓, 促进联合与协作,推动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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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十分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在工作中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有些已成

为60~ 80年代的学科带头人。此外, 还亲自培养了研究生 10多人。他对年轻人总是谆

谆教导,诲人不倦,并要求他们服从国家需要,在学术上/一要立志,二要勤奋好学,三要独

立思考,四要集思广益。0熊毅主张: /因才施用, 对科技干部的考核,不仅考核单学科的成

绩,而且要注重于研究的深度, 还要考察研究的广度和广泛的适用性0。面对国家建设中

有许多大量的综合性任务需要解决,他认为: /需要培养一些横向科学人才,既需要懂得一

些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家,也需要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家, 并加强各学科之间的

横向联系与渗透,培养大批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向边缘科学和综合科学进军的人才,这

是一个迫切任务0。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几十年来, 他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土壤学高级专门

人才。

2  为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与防治土壤盐碱化作出重大贡献

熊毅是我国公认的盐渍土研究的先驱和泰斗。在他担任土壤调查总队队长期间

(1954~ 1957年)率队先后对黄河以北冀、鲁、豫、京、津的平原地区,山西省大同、忻定、晋

中、长治四个盆地,宁夏银川平原, 内蒙呼萨平原及黄河河套平原进行了 1/ 50000 比例尺

土壤综合调查, 调查中,他运用了土壤发生学观点与第四纪地质河流沉积学及水文地质学

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开创性地系统而深入研究了华北平原的自然条件、土壤形成过程

及土壤自然属性和农业生产特性, 将过去一概统称谓/冲积土0的土壤,确分为褐土、浅色

草甸土(后经深入研究后称为潮土)、盐土、碱土、沼泽土等发生学土类,又以其次要成土过

程所赋予的特征、影响土体水肥盐运动状况的沉积物砂粘交互成层构造类型、土壤发育程

度(主要是土壤盐分组成和含量及有机质含量高低)、表层(耕层)土壤质地,依序划分出土

壤亚类、土属、土种、变种,从而在国内提出了冲积平原地区土壤发生学分类系统; 揭示了

河流沉积规律及其与冲积平原特有的/岗、坡、洼0组合堆积地貌的形成、各种类型土壤的

分布规律和浅层地下水(潜水)分布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阐明/旱岗、涝洼、二坡碱及涝

盐相随0的自然发生规律,从而明确提出旱、涝、盐碱是阻碍华北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

限制因素,尤其是在地下水位高而又无排水条件的情况下, 发展大规模自流灌溉引起的土

壤盐碱化,将是限制平原地区农业发展的关键。上述创见性观点与论述,引起了中国科学

院、水利部及农业部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促进了有关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彼

此渗透,特别是对土壤科学在生产实践方面发挥的作用, 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感性认知。

该项土壤调查研究, 不仅在土壤科学一些分支学科理论方面有许多充实和创新,而且也将

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的作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 在推动相关科学领

域发展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水利科学在研究设计发展平原地区大规模引水自流灌

溉方面,注意了排水工程措施对防治土壤次生盐碱化问题的必要性, 因而重视加强农田水

利的研究;在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关注了河流沉积物层状构造类型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在水文地质研究中, 拓宽了对农业生产服务的观点,开辟了农业水文地质学的研究领域;

地理科学在加强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 开拓了冲积平原地区堆积地貌的形成和类型及其

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 也促进在平原地区开展遥感科学技术应用于发展国民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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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试研究。由熊毅和席承藩主导合作撰写的5华北平原土壤6和主编的5华北平原土
壤图集6, 是迄今研究冲积平原土壤及综合治理华北平原(后扩大为黄淮海平原)旱、涝、盐

碱和风沙自然灾害的首创科学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并广为参考应用。1978年分

别获得中国科学院与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进行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地区土壤调查研究工作,要求解决的重中之重课题是在发

展大规模引黄自流灌溉的同时,防治土壤盐碱化问题。早在 20世纪 30年代, 熊毅就已着

手研究盐渍土问题, 先后发表了/碱土命名之商榷0( 1935)、/盐渍土之分类0( 1935)、/盐渍

土之成因及其性质0( 1936)和/中国盐渍土的分类及其概性0( 1938)等论文, 故黄河中下游

冲积平原土壤考察研究, 实为他以往研究工作的继续和深入。1956~ 1957年,他又相继发

表了/中国盐渍土分区0和/黄河流域盐渍土的发生及改良途径0。1958年开始,由于在华

北平原地区采取了/以蓄为主0的错误治水方针,大规模兴修只灌不排或重灌轻排及/平原
水库0的水利工程,打乱了自然排水流势,导致平原地区浅层地下水位迅猛上升,位近地

表,普遍引起土壤发生大面积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危害, 并加重了内涝为患,使农业生产

遭到空前的破坏,产量骤减,有些地方甚至几乎绝产, 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中央政府对此

甚为焦虑, 1962年国家科委成立全国土壤盐碱化防治专业组,熊毅被推荐为副组长, 他亲

赴鲁、豫、冀等省进行实地考察,指出土壤发生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只灌

不排和打乱自然流势,导致地下水位迅猛上升接近地表所致。同时阐明旱、涝、盐碱三种

灾害在发生上的相随关系,因此特别强调了排水的重要性( /排水在华北平原防治土壤盐
渍化中的重要意义0, 1962) , 并提出/因地制宜,综合治理,水利工程和农业生物措施相结

合0的原则(见河南日报, 1962年 8月 10日)。

1963年,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主持召开的范县工作会议上决定暂停引黄

灌溉后,灾情得到控制,土壤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方得以减缓发展。1965年,中国科学院

组织院属 10余个研究所的百余位科技人员在熊毅领导下, 在当时旱、涝、盐碱、风沙极为

严重的河南省封丘县,开展了旱、涝、盐碱、风沙自然灾害综合治理试验研究,在我国首创

平原地区采取具有我国特色的机井型工程,建成以井灌井排为中心灌排配套的水利工程

系统和农业生物措施紧密结合的综合治理样板,当年就取得了显著的除灾增产效果。是

年年底,省、市、县各级领导和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与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范长江

同志在现场听取了工作总结汇报, 决定来年( 1966年)分别在封丘县和山东省禹城县各建

10万亩以井灌井排为中心灌排工程配套的综合治理旱涝盐碱灾害、提高农业生产的试

区,嗣后很快在整个黄淮海平原及我国北方其它具备条件的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推广应

用,从而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持续良性发展。该项曾广为人知的科技成果, 是始于 1954

年华北平原土壤大调查和试验研究工作的持续, 1978年一并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和全国

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1978年,当熊毅闻知国家已将南水北调工程列上政府议事日程, 并正在紧张筹划,行

将分期实施之际,他根据多年从事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撰

写了/南水北调应注意防治黄淮海平原土壤盐碱化0论文( 1979) ,论述了南水北调工程的

实施,必将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土壤次生盐碱化是平原地区南水北调实施成败的关

键,因而又积极提出/对南水北调的几点意见0一文( 1979) ,认为在平原地区要搞好南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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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工程实施,必需解决排水出路,完善灌排工程配套,加强灌溉管理, 要因地因时制定妥善

解决/灌、排、调、蓄、用0的矛盾,并进行地下水调控、水盐动态监测和土壤盐碱化预测预报

研究工作。这些意见得到了科技界广泛的赞同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世纪 80年代初,国家决定将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列为/六五0科技
攻关重大课题,时年逾七旬的熊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约 8000字的/组织起来, 联合攻

关,加速黄淮海平原治理的研究0建议书( 1982年 10月 4日) ,为国家献计献策。他回顾了

以往多年从事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的研究,论述了加速这一地区综合治理和开发对国民

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 也提出了仍然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将改造中低产田

作为重点。实践证明,这些建议对综合治理黄淮海平原发展农业生产的科技攻关工作,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熊毅是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最早开展黄淮海平原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之一,数

十年来他为这个大平原的综合治理和开发沥尽心血, 作出了功不可没的创造性的重大贡

献。为此, 1956年中国科学院授其为/院先进工作者0的称号,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

者0光荣称号; 1988年又被国务院追授/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优秀科技人员0一级荣誉奖。

3  土壤胶体化学和土壤矿物学的奠基人

熊毅是我国土壤胶体化学和粘土矿物研究的奠基人。他在留学美国时, 首次应用 X

衍射仪分析中国土壤粘土矿物,在他的/胶体与土壤风化0博士论文中,首次发表我国主要

类型土壤粘土矿物组成与土壤风化的关系,并对土壤风化作用做了理论上的深入探讨,至

今一些高等学校教科书和有关论文仍在引用。

熊毅在1951年回国之后,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积极推动, 建立中国科学院土

壤研究所土壤胶体实验室, 向中国科学院争取购置当时先进的 X衍射仪以及差热分析

仪,从事并指导科技人员进行土壤胶体化学和粘土矿物研究。他在以/中国土壤胶体研

究0总题目下发表了涉及我国主要类型土壤胶体的矿物性质、土壤和粘土的颗粒分离法及

矿物组成等系列论文。他在我国土壤粘土矿物组成和特性研究的成果基础上, 总结出5中
国土壤中粘土矿物的分布规律6,并编制了5中国土壤中粘土矿物分布图6等,对于研究我

国土壤发生与分类, 科学评价和合理利用土壤资源有其重要参考价值。在 50年代, 在他

的指导下,还进行了一系列土壤胶体化学研究,如土壤胶体的膨胀、电位滴定、分离絮凝、

等电位性质和土壤对铵吸附等。与此同时,他根据土壤胶体矿物组成,探讨了更新世的气

候环境与黄土形成关系, 撰写了5由更新统沉积物的胶体矿物分析试论第四纪气候6论文,

至今不乏其影响,仍为有关论文引用。

我国农业素有施用有机肥料和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和经验,熊毅十分重视对群众经

验总结,并善于提高到科学理论高度认识。他在总结/土肥相融0的群众经验中,体会到从

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研究探讨土壤肥力实质的重要性,在他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应用拆

分和合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作用、性质及其与肥力的关系等,发表了一

系列的有影响的论文,推动了我国有关高等学校和研究所深入进行其研究与探讨,并在农

业生产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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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熊毅对土壤胶体化学研究的兴趣和专长,从 1979年起, 他多次邀请美籍华人徐

拔和教授来土壤研究所讲学, 传授新的学术思想和国际上的新进展, 对我国土壤物理化学

的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在熊毅的晚年,他组织和指导有关人员并亲自撰稿和审稿,

编著了5土壤胶体6第一册(土壤胶体的物质基础)、第二册(土壤胶体研究方法)和第三册

(土壤胶体性质) ,分别于 1983年、1985年和 199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并获得中国

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这三册专著实现了他的宿愿和遗志。该书根据国内外 60年代

以来的成果和资料, 对决定土壤性质,构成土壤物质基础的土壤胶体各组分和特性及其研

究方法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第一册对层状硅酸盐矿物的概念和混层矿物, 氧化物

与层状硅酸盐矿物的关系,氧化物的专性吸附,土壤有机质中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有机无机

复合体类型与特性等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 反映了土壤粘土矿物与土壤化学的最新

发展与水平;第二册分别介绍和讨论有关土壤无机胶体、有机胶体与有机无机复合胶体的

提取、分组, X衍射与电子显微镜鉴定,土壤胶体的基本特性如表面积、电荷、电动电位、吸

附性、亲水性与粘度等的研究方法和具体测试技术。第三册系统介绍和讨论土壤胶体表

面性质、电动特性、导水性、吸附性能以及粘土- 水分散体系的稳定性和胶体物质的团聚

作用,同时也讨论了土壤胶体性质与土壤发生和土壤肥力的关系,反映了土壤胶体表面化

学发展的 80年代的水平。目前,国内外像这样从理论到方法的专著尚未见到, 它对我国

土壤胶体的研究将起促进作用,同时还为地质矿物学特别是粘土矿物的开发利用、陶瓷工

业、土木工程和地球化学探矿以及石油钻井泥浆处理等有关技术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4  开拓水稻土的研究,提出了土壤肥力的综合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熊毅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他为科学

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 对四化建设充满信心,尽管已近暮年,但仍壮心不已,废寝忘食地

工作,开始了水稻土发生和肥力的研究。

水稻土在我国南方分布面积最广。熊毅对水稻土发生和肥力的研究卓有成效, 早在

1941年他就发现,具有漂白层的水稻土的形成过程不是灰化作用,而是铁锰还原淋溶的

结果。这一正确观点,后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公认。他担任所长后, 又亲自组织了不同土

壤分支学科的人员, 多次深入实地,对太湖地区的水稻土及其肥力特征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研究,找出土壤渗漏性和土壤内外排水条件, 是限制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并

指出:如不因地制宜实行稻稻麦三熟制,可能会引起一些地区土壤性质的恶化。通过室内

外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总结了高产水稻土的水与肥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爽水

性是肥沃水稻土的重要标志; 良好的水稻土要有排水条件; 耕层中的鳝血层和青泥层可以

分辨水稻土的肥瘦。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水分状况与稻麦生长模拟试验与不同轮作制下

作物营养物质循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水稻土的结构性主要反映在微团聚体

的数量和质量; 水稻土对营养物质的有效利用依赖于土壤的化学性质和物理特性。并组

织编写了5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研究论文集6, 主编了5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6专著。在此
基础上,撰写了5耕作制对土壤肥力的影响6 ( 1980)论文。他对推广双三制中/一刀切0的

作法提出了批评,他撰写的5对苏南地区耕作制度的看法和建议6一文在5人民日报6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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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1月 13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对苏南,而且对南方各省稻田因地制宜改

革耕作制度作出了贡献。

在熊毅的推动下,我国土壤学界对水稻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观点,外国一

些学者认为,水稻土只是土壤的一种利用方式, 而我国的科研实践证明, 水稻土是一个独

立的土壤类型, 它经过淹水和脱水过程, 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都起了一系列的变

化,特别是人为的作用,如耕作、施肥、灌溉、排水等也对土壤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形成一

个稳定的土体结构。围绕这一论点而开展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 已在农业生产实

践中获得了可喜的效果, 现在这一论点引起许多外国学者注意与赞同。1980年 10月中国

科学院在南京召开的/国际水稻土讨论会0上,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对我国水稻土的系统研

究及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通过太湖地区水稻土发生以及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的研究,熊毅发展了土壤肥力的

综合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土壤肥力的实质。他在5土壤科学研究要面向经济建设6一文中

明确指出: /土壤肥力是土壤的基本属性和质的特征, 是土壤从营养条件和环境条件两个

方面供应和协调植物生长发育的能力, 是有关农业生产的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的综

合反映。由于土壤具有肥力, 植物才能在土壤上定居和发育,并利用太阳能合成新的有机

物质,0同时指出, /土壤肥力的因素及其指标是因时、因地、因作物而异的,并且还因所要

求的产量水平不同而产生变化0( 1983)。这种综合观点, 强调了土壤营养条件、环境条件

与植物生长三者的统一, 扩展了只以土壤养分为内涵的土壤肥力概念。

5  开创了土壤生态与环境科学研究新领域

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

主持水稻土的发生及其肥力特征的研究时, 他发现土壤肥力有明显的区域分异。为了推

动太湖流域农业发展,他从保护土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出发,提出因土而异,建立用地和

养地相结合的耕作制度的建议。与此同时, 还论述了5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系统6 ( 1979)。

熊毅晚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新学科的开拓上,潜心致力于土壤生态学的研究。在 1978年

/全国陆地生态会议0上, 熊毅等11位科学家联名建议5认真加强对生态系统的科研工作6

(5光明日报61978. 11. 28)。他首先论述了5土壤生态系统研究的意义和展望6( 1978年在

/全国陆地生态会议0上的报告) ,他认为,土壤生态系统的研究应以肥力为核心,研究影响

肥力的环境条件、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以及物质循环与能量传递的特点。并阐明土壤生态

系统是一个为能量流和物质流所贯穿的开放系统,是多种组分所构成的网络模式,它不是

各组成的简单总和, 而是各组成相互作用的产物, 人们想要索取生物产品,就应该给土壤

归还或补足从中所取走的成分。

从土壤生态系统研究入手,熊毅进而研究农业生态系统。在5生态系统在农业生产中

的重要作用6中( 1981) ,他论述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涵义和特点,强调要针对具体情况, 分别

采取保(护)、改(造)、建(设)的对策,这是农业生态系统研究的三大任务。

同时他建议把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在研究某一地区

的土壤生态系统时, 首先要研究该地区土壤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与演变上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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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调控措施, 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他认为, / 生态系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建设适
于人类生存的最佳环境。根据各地生态系统的特点, 必须把保护环境、改造环境、建设环

境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立良好的人工生态系统, 使其具有和谐的结构, 高效的物质传输与

能量转换,为人类提供优质、高额而稳定的生物产品和洁净、舒适的生存环境0( 1982)。同
时,还撰写了黄淮海地区与太湖平原农业生态分区方面的论文, 成为研究农业生态区划的

先声。

由于熊毅对我国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极端重视, 他曾多次强调: /人们总是离

不开环境的,但是人们经常在改变和破坏环境, 破坏环境主要是破坏自然资源。因此,开

发利用自然资源一定要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0。同时他指出: /有些人不懂得生态,做了

蠢事自己还不知道, 自然界错综复杂的系统,要用系统方法利用它, 保护它。人们从事生

产活动,不能没有生态系统的观念0。因此, 他积极完成了5试论土壤生态系统6的论文
( 1983)。临终前夕,他正以老骥伏枥的精神, 案头堆放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手稿,撰写5土

壤生态学6一书,可惜的是,书尚未成,他却与世长辞了。

6  土壤发生和土壤资源研究的先驱

熊毅不仅是我国土壤胶体化学和土壤粘土矿物的奠基者, 也是土壤发生和土壤资源

研究的先驱。

早在 40年代, 熊毅以粘土矿物为手段,探讨古气候的变化, 如/江西更新统粘土之性

质及其生成0( 1944) , 50年代的/由更新统沉积物的胶体矿物分析试论第四纪气候0 ( 1952)

也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是我国最早从土壤的角度研究古气候变化的重要文献之

一。

人们都知道熊毅在盐渍土的发生演变研究和治理方面的成绩,实际上,他在水稻土方

面的成绩也十分突出。当国外文献中还把水稻土形成过程和灰化过程混为一谈的时候,

熊毅在/水稻土化学性质0 ( 1941)和/ Chemical properties of paddy soils0 ( 1941)中明确指出,

与铁铝同时淋溶的灰化过程不同,水稻土的形成主要是铁锰的还原淋溶。这是世界上最

早正确指出水稻土的形成特点的文献之一。

熊毅发表的论文除涉及盐渍土和水稻土外, 还涉及华北的褐土和潮土,东北的黑土

等。他十分赞赏定量的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其中Vertisols开始被译为变性土, 他既认为这

一类型的划分是一个进步,同时又从粘土矿物的角度指出, 为了更确切反映这一土纲的特

点应译为/膨转土0, 目前我国土壤学名词中已正式采用此名。区域土壤是研究土壤资源

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主持的/华北平原土壤0一书和/ 1B20万的华北平原土壤图集0是区域

土壤中比较全面,也是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为一个有崇高威望的土壤学家和土壤研究所的所长,熊毅高屋建瓴,亲自主持组织

了5中国土壤6( 1978、1987)的编写,它是全面论述中国土壤科学的综合性专著, 是半个世

纪来我国土壤科学的重大成果,系统论述了我国土壤类型、发生和分布; 深刻阐明了各类

土壤的基本性质和肥力特征;科学总结和提高了土壤改良利用及培肥经验。它不仅推动

了我国土壤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而且在农、林、牧业生产的发展、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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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土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供了基础论据; 它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际的应用价

值,是中国土壤科学工作者对世界土壤科学发展的贡献。在此前只有美国学者 J. Thorp

主编的5中国之土壤6( 1936)和前苏联学者 �. �柯夫达所编的5中国的自然条件和土壤6

( 1958)。5中国土壤6是第一部由中国土壤学家广泛总结解放以后我国土壤学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写成的。此后,此书被译成英文和日文, 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继5中国土

壤6出版之后,为了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土壤基本性

质的地理特点、土壤分区及利用概貌、土壤资源和土壤肥力概况,熊毅又主持编制了5中国

土壤图集6,它总结了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土壤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我国第一本大型的综

合性和系统性的土壤专业图集,对生产和科学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两项成果可以说

是中国土壤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由于这些成果的先进性, 5中国土壤6和5中国土壤图集6先后获中国科学院一等奖,

1991年两项成果一起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可惜在获奖之时,熊毅先生早已离开了我

们。

7  推动了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0中,熊毅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 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但在运

动后期,尽管不断有政治运动的冲击,他十分珍惜宝贵的时光, 出于爱国心和科学家的责

任感,他和近百名同事们一起,集中集体智慧,用了近 3年半的时间,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土

壤科学专著5中国土壤6。继后又编制了5中国土壤图集6。正如前述, 这两项成果推动了

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

熊毅对土壤科学的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土壤科学家。他认为,土

壤学是研究土壤中物质运动规律及其与外界环境条件、植物生长关系的科学。土壤学是

一门综合而又复杂的自然科学,涉及的面很广, 服务对象也很多, 研究难度也大。从地学

角度看,土壤与大气、海洋、岩层一样是一个自然体,土壤应是地学的一个分支;从环境科

学角度看,土壤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要素之一, 工矿企业发展不当,可引起土壤污染,从

而影响人类生活与健康, 所以土壤学是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与环

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而土壤又是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壤学也可说是生物学的

一个分支; 农学则把土壤看作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物, 从而他认为土壤学是/农业科学的
基础科学0。土壤虽是非生命体,但与生物的生息繁衍息息相关。假如说绿色植物是生产

生物能源的工厂,那么土壤则是生产生命的能源, 为人类提供衣食之源的基地。熊毅的这

些精辟论述,充分说明土壤科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由于土壤科学的综合性、研究的广泛性和服务的多样性,熊毅认为, 土壤学也是一门

应用科学。为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认为土壤科学面临着需要解决的三大重要问题:

一是土壤合理利用; 二是低产土壤改良;三是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他特别强调加强土

壤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基础理论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才能推动整个土壤科学

技术向前发展。因此,他非常注意现代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关注这些学科向土壤

科学的渗透,大力提倡和支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开展土壤形成过程、属性及分类、土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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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质的组成和结构、土壤中氧化物的表面性质、土壤电化学性质及其过程、土壤- 植物营

养机理、土壤水盐运动规律、土壤结构形成、土壤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与能量传递等应用

基础研究。他十分强调新技术在土壤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引进了色谱、质谱、扫描电镜、电

子探针、遥感技术、电子计算技术等现代测试技术和手段,从而推动了土壤科学的深入研

究和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熊毅从事土壤科学研究整整 53个春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以科学救国的思

想研究土壤科学。新中国成立后, 他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并强调学科

间的渗透和边缘科学的发展, 他认为, /学科渗透可以开拓研究领域, 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

设服务;边缘学科的研究,往往会使自己所研究的学科产生质的飞跃0。在这个思想指导

下,促使他在土壤胶体化学、盐渍土改良利用的基础上,又进行水稻土发生和肥力的研究,

在他的晚年又进一步涉足环境与生态学的研究。他试图从宏观上,从各种自然与人为因

素的制约上,从生态系统这个大范围内,来看待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并使之升华,为国家经

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自己的/ 根0深深地扎在祖国的土壤之中, 国家经济建设的实

践,给他以丰富的科学营养,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就,又给他极大的精神鼓舞。他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勇于攀登,把科学研究和推动经济发展正确地结合起来,成效卓著。

熊毅到了暮年, 虽感精力有所不及,但他仍珍惜宝贵的有限时间,更紧张地工作。有

时也回顾一些往事, 他曾提到, 1951年回国前,美国老师曾嘱咐: /你的著作要多用英文
写,以便我能尽早看到你的著作。0这句话他一直记在心里。但是多年来,由于他几乎以全

部的精力承担国家任务, 去解决生产建设中遇到的土壤问题,实在抽不出更多的时间亲自

系统地从事自己专业特长的研究。他说: /我算了一笔账,是我写几本书对国家贡献大,还

是培养几十个人,解决几十个问题贡献大呢? 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我选择了后者。0
熊毅作为一个著名的土壤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国民经济建设,以土壤胶体化学为手段

研究盐渍土的改良, 面对黄淮海这样复杂的问题, 提出了/井灌井排0等关键措施。熊毅这

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任务带学科以及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优良学风,分析问题

的能力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虽然熊毅去世已多年,但其诚以待人,对后辈谆谆教导, 热爱科学事业, 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为祖国土壤科学的发展贡献毕生精力所建立的功勋不可磨没。他在科研工作上

勇于攀登、不断创新的精神将代代相传,科学事业的后继者们将永远缅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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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毅 简 历

1910年 4月 13日  出生于日本东京
1932年 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获学士学位

1932~ 1947年 在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工作, 历任调查员、技士、研究室主任等职

1947~ 1949年 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学习, 获硕士学位

1947~ 1951年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

1951~ 1953年 任中国科学院地质调查所研究员

1953~ 1956年 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1956~ 1959年 任中国科学院土壤队研究员,队长, 195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
生产者0称号

1959~ 1961年 任中国科学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62~ 1978年 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1979年 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当选为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生

态学会副理事长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现科学院院士)

1983年 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5年 1月 24日 逝世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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