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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学会自 6 月 25 日到7月 1 日

在南京召开了学术会裁
。

参加会裁的代表

是来自中央及各省市的科学研究机关
、

产

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土壤专家
,

共 50 人
。

·

大会期简
,

南京地区的有关 单位先 后有

50 一 18 0 人列席了会裁
。

大会开幕时
,

江

苏省管文蔚副省长到会作了重要报告
。

这次会激上提出的学术渝文按性厦大

致可分成三大类
:
(一 )土壤肥力

,

(二)土壤

分类系扰和分类原 4lJ
,

(三)土壤改良
。

伶

表们本着交流超验
、

相互学习的精神
,

对某

些重大的科学简愚
,

进行了较深入的尉渝
。

(一 ) 土典肥力方面的封肺情况

会上对这一简短分为二部分进行了尉

渝 : (l) 土壤的作物营养 ; (2 )土壤的基本

性厦
、

肥力实质和肥力指标
。

在第一部分

中
,

尉渝了氮素营养
、

磷素营养
、

栩菌肥料
、

微量元素以及有机和无机肥料 的施 用 简

超
。

近几年来各地的氮肥裁验靓明
,

氮肥

增产效果较大
,

一般施用 l 斤氮素每亩可

增产谷物 20 一 2 , 斤
,

小麦110 一巧 斤
,

籽棉

10 斤左右
,

但各地条件不同
,

增产幅度变化

很大
。

如氮肥配合磷肥施用
,

增产效果更

大
。

会上还从因地制宜的施肥观点出发
,

探尉了施肥理萧
,

款为土壤的养分状况
,

不

仅反映在容量上
,

而且也表现在养分的供

应张度及其持擅时简上
。

根据近年来的研

究成果
,

我国土壤中磷素的含量有从南往

北逐渐增加的趋势
,

其舍量大致是 0
.

01 多
‘

到 0. 43 拓
。

施用磷肥对大部分土壤均有不

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但其增产幅度与土壤

中磷素的赊量
、

存在状态
、

施用方法和作物

对象都有密切关系
。

磷肥若与氮吧或有机

肥料配合施用
,

其增产效果更为显著
。

磷

肥对豆科作物的增产效果最好
,

十字花科

作物次之
,

而对禾本科作物AlJ 较差
。

在微

量元素方面
,

朔对大豆有增产效果
。

关于

栩菌肥料的肥效简短
,

各地的栽盼拮果颇

不一致
,

欲为这是由于各地的 自然条件不

同所造成
,

目前尚难作出拮希
。

在发展肥

料方面
,

应敲发展化学肥料还是有机肥料

的简题
,

是涉及施肥体系和提高土壤肥力

的重大朋题
,

有的代表敲为要增加土竣生

物小循环的物厦基础
,

必填增加施用化学

肥料
,

因而需要大力发展化肥工业
。

但也

有代表款为
,

在目前情况下
,

大力开辟有机

肥料肥源
,

特别是扩种掩肥
,

对提高农业生

产具有现实意义
。
看来

,

在这一朋题上应

鼓是二者兼顾
,

较为妥当
。

此外
,

对作物营

养的若干理萧阴愚也进行了探尉
,

会上指

出
,

对土壤
、

作物和肥料三者之简的相互关

系
,

必填进行长期的动态观察
,

此外并应加

孩应用数学扰舒处理献璐拮果
。

关于土壤基本性盾
、

肥力实厦及肥力

指标周题
,

代表俩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尉萧
。

有人款为应敲粽合地研究土壤肥力的实厦

简短
,

而另一些人刻孰为也可以从土壤的

个别物理
、

化学
、

生物学特性方面进行研

究
。

有的代表对水稻土的肥力固短作了粽

合性叙述
,

孰为稻田土壤的肥力指标表现

为 :
耕层厚度为 15 一20 厘米

,

犁底层厚度

为 3一 , 厘米
,

其下有绣杖斑点
,

日渗透量

为 3一5 毫米
,

直径大于 0. 01 毫米的 颗粒

含量占 30 多左右
,

枯构系数为 0
.

6一 0
.

8 ,

有

机厦合量为 2
.

5一3. 3 多
,

早稻生育 期需 要

按态氮 2 0一 2 sp p m
,

有效磷 l o p p m 等
。

此

外对稻 田土壤肥力的区域性简题也提出了

看法
。

有的代表还提出了土壤的层次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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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壤生理性等渝点
。

从土壤的个别性状

探衬土壤肥力方面
,

对西北填土的水分物

理性厦
,

水稻土的物理机械特性和杠壤的

拮构状况等交换了意觅
,

欲为这些研究成

果对今后开展土壤物理性厦的研究是个良

好的开端
。

有的代表欲为从土壤化学性厦

来看土壤肥力周短
,

是土壤肥力实质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

在这方面应歌是从土

壤固相的电荷性厦
,

土壤的化学反应的平

衡以及土壤肥力的化学指标的枕一数量化

三方面进行研究
。

但也有代表欲为必填重

祝生壤中离子活度的研究
,

重视应用热力

学公式推导土壤微观成分中的相互关 系
。

有些代表对土壤中有机厦和跌对土壤胶体

等电性质的影响以及土壤物理吸附等理渝

{酬皂题
,

作了初步分析
。

敲为这些研究有

助于揭露土壤肥力的实厦简题
。

在尉箫土

壤基本性厦
、

肥力实质及肥力指标三者之

简的关系 时
,

代表佣发表了不同的意兑
,

有

的敲为土壤基本性厦的研究非常重要
,

只

有对土壤本身的特点有所欲敲
,

才能了解

肥力实厦和确定肥力指标
。

另外一些代表

Bl] 款为土壤基本性质研究应敲和作物生长

密切联系起来
,

才能解决肥力实厦的概念
。

有的欲为不可能确立杭一 的 土壤肥 力指

标
,

因为影响土壤肥力的因素很多
,

如果再

联系到不同的作物
,

固题就更复杂
。

但另

一些代表则欲为比较杭一的肥力指标是可

以确定的
。

(二 )土壤分类系枕及分类原RlJ 方面的

封兼情况

代表们一致款为土壤分类简履是士壤

科学中的基本阁短
,

在这方面我们已积累

了不少查料
。

目前分类系就中的关键固题

是农业土壤和 自然土壤的相互关 系 简 题
,

二者是同属于一个系枕还是二个系扰的简

题
。

多数人同意在一个系就内进行研究
,

渝点是农业土壤是 由 自然土壤发展而 来
,

因而不能分开
。

农业土壤的分类
,

应莎根

据人类的生产活动对土壤属性影 响 的大

小
,

在扰一的土壤分类系扰中具体安排所

处的位置
,

如果变化较大
,

可列入土类
,

一

般可列入亚类或更小的分类单元
。

如果耕

种土壤的形成条件和过程已改变
,

但土壤

属性尚未全部改变时
,

可列入高度熟化的

土类
。

但也有代表款为
,

这二类土壤的分

类系扰不宜过早就一
。

在尉萧到土壤分类

单元的标准和原RlJ 简愚时
,

一致款为要根

据发生学的观点
,

把成土因素
、

成土过程和

土壤基本特性三者联系起来
,

这样比较能

够粽合地反映各类土壤的特点及其相互联

系
。

在区分分类单元方面
,

款为土类是土

壤分类的基本单元
,

主要反映土壤在厦上

的差异
,

而土种是基层单元
,

主要反映土壤

在量上的区别
。

分类单元一般以 4一 5 极

为宜
。

关于土壤的命名简题
,

大家款为土

壤名称不宜过长
。

有的代表提出
,

在 目前

尚难提出一个较为完善的命名制 度以前
,

较大的分类单元可采用 目前常用的土类命

名 ;而基层分类单元
,

nlJ 可采用地区性的拿

众命名
。

也有人提栽把二种命名 拮合 起

来
,

以便于查料交换和对比
。

为了推进土

壤分类研究工作的枕一步稠
,

有的代表建

裁在土壤学会中成立一个土 壤分类 委具

会
,

而在目前可先由各地分会定期以实物

和分析查料召开尉渝会
,

先解决地区性的

土壤分类系就
,

然后再逐步丰富全国性的

土壤分类系就
。

(三)土魏改耳和利用方面的封豁情况

在土壤改良和利用方面
,

着重尉渝了

土壤盐清化的成因和防治措施
。

土壤盐清

化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地区性水文地厦条件

的恶化
,

而使地下水位上升所致
。

但是 由

于耕作粗放或措施不当
,

也能引起土壤发

生盐清化
。

代表佣款为斜对不同地区次生

盐清化的原因
,

应敲本着因地制宜
、

粽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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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远近枯合的原Bl] 进行防治
,

单钝弦制

水利改良措施或片面地强锢农业技术改良

措施都是不够至面的
。

应敲根据 具体条

件
,

摸清水盐运动规律
,

措施可以有所侧

重
,

但不应片面地孩锢某一方面
。

代表佣

一致欲为改良盐碱土尚愚
,

是提高农业生

产中的现实阴题
,

也是改造大 自然中的一

个重要部分
,

基于所存在简题的复杂性
,

盐

碱土改良不是一项鲤易可以解决 的 简 题
,

必须严肃对待
,

粽合治理
。

从土壤科学方

面来看
,

应当拮合地区的 自然条件 (如气

候
、

地形
、

水文地盾条件及不同农业措施

等)对盐碱土的成因
、

演化
、

性盾
、

水盐运行

规律
、

临界深度等一系列科学性阴题进行

深入研究
。

只有摸透了盐碱土的形成规律
“

和演化
,

才能提出合理的改良措施
。

有些

代表提出这些研究工作应当和改良措施密

切拮合起来
,

这样无萧是对发展科学理箫

和提高农业生产都将更为有效
。

总的耕来
,

这次会裁由于提出的渝文

多
,

尉渝的时背短
,

对上述三方面的阴题仅

能就其中的一小部分进行了尉萧
,

其余的

一些阴愚简有待以后再作深入的尉渝
。

在尉希学术报告的基础上
,

代表们对

今后如何根据国家提出的重大任务和发展

科学本身的需要
,

开展土壤科学研究提出

了宝食的意兑
。

这次会裁采用小粗尉输和大会交流相

拮合的形式
,

在短短的几天时简内
,

不仅交

流了几年来的工作心得
,

枕一了一些孰款
,

而且对发展土壤科学
,

提高理渝研究
,

以 及

土壤科学首先应为当前农业生产服务 等基

本阴题
,

也取得了较一致的款藏
,

并对 此表

示了迫切的愿望
。

这些共同的扒款 : 今

后土壤科学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及其
,学术本

身的发展
,

将起良好的作用
。

大会以后还召开了土壤学 会理 论 会

裁
,

尉萧了有关修豁学会会章
,

成立 两个委

具会 (祖撤委具会和学术委具会)以及
一

有关

筹备 19 6 3 年的学术年会等会务活动
。

(姚置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