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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厦 选
(中国科学院士奥研究所 )

在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前
,

土壤化学作为一个学科来靓
,

飞的墓础是极为薄弱

的
。

当时的主要工作
,

仅局限于土壤的化学分析
,

只是在总拮大量分析桔果的基础上提出

了有关中国主要土类的化学粗成及矿物粗成的规律性的青料
。

解放以后
,

在党的倾导下
,

国内基础理萧科学迅速进展
。

部多化学
、

生物化学和物理学上的科学技术
,

开始应用于土

壤科学的研究
_

七
,

来阐明粘土矿物
、

土壤有机盾
、

土壤养分等的性盾
,

并且进一步的来探求

这些粗成在不同自然条件及不同利用情况下的搏化规律
,

为土壤分类
、

土壤生成发育
、

土

壤利用
、

肥料工业规划等的研究提供科学渝据
。

中国土壤化学研究就在这样新的情况 下

成长起来
。

在农业化学方面
,

解放初期的工作主要是推使趁去氮
、

磷
、

钾的肥料截盼
,

并且做了一

些不同土壤对植物养分供应状况的研究
。

在执行樱济建殷第一个五年卦划中
,

全面的进

行了农家肥料及当地肥料的稠查研究
,

并且粗撤了全国范围内的肥料裁输网
。 1 9 5 8 年的

农业生产大跃进中
,

按照深耕
、

密植
、

和以有机肥料为主
、

矿盾肥料为辅的施肥制度等
,

获得

了大面积的高产甜录(例如
,

在太湖流域
,

以万公填为单位的水稻土
_

卜
,

平均一季水稻产量

达每公顷 9
,

0 0 0一 1 1
,

, 0 0 公斤简
,

合每亩 i , 2 0 0一1
,

5 0 0 斤)
。

全国农业化学工作者以极大

的热情参加了这项研究
。

尽管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仅属开始
,

但是中国农业化学工作

将随着生产的发展
,

开辟新的研究道路
。

在介招晚近我国土壤化学及农业化学的研究情况时
,

我俩不准备做全面的叙述
。

这

里只把比较主要的文献扼要的加以貌明
。

土 续 化 学

主要土类的矿物粗成 中国主要土类粘土矿物的一般性盾
,

首先 由 熊毅 进行研
究lJ1

,

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灰棕色士
、

灰钙士
、

灰揭士以及黄揭士的主买粘土矿物是伊利石
,

赶壤的主要粘土矿物是高岭石
,

砖杠壤的主要粘土矿物是三水绍矿和赤敛矿
。

在熊毅和

爵冀泉等对中 国黄土胶休的进一步研究中 [z]
,

征明了黄土中的主要粘土矿物是伊利石
,

局

部的伊利石向漾脱石礴化
,

形成中简过渡矿物
,

并且还含有次要矿物漾脱石和高岭石
。

由

于黄士中多样性的矿物粗成
,

他仍推断黄土物盾可能形成于冰期或其他环境
,

以后趣过风

的搬运和挑选
,

在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沉积而成
。

而沉积以后
,

虽有部分的分解作用
,

但街

未引起盾的变化
。

对于中国杠壤的矿物粗成
,

李庆遴和张效年等做了比斡群韧的研究[a, 们。

他佣指出华
2 几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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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热带区的肛澳(湖南
、

江西等地)以高岭石一石英〔
一
漂脱石 ]为主要粘土矿物

。

华南热

带地区 (广东
、

广西及云南等)的杠壤 (格拉西莫失和禺溶之命名为砖献壤性士壤)
,

以高岭

石一埃洛石为主要粘土矿物
。

在中国的热带地区
,

由基性岩石而发育的砖赶壤性粘土
,

以

高岭石一三水绍矿及赤族矿为主要粘土矿物
。

在华南 8 00 一90 0 米以上的山地上
,

主要是

黄壤
,

粘土矿物粗成的变化此较繁复
,

以高岭
、

豪脱
、

石英
、

伊利石为主
,

并且含有次要矿物

蛙石
。

在杠壤区的土壤矿物风化趁程的研究中
,

他俩指出下列的风化循序
:
合钙矿物 > 含纳

矿物> 含缝矿物 > 含钾矿物
。

视明了在杠壤区中有大面积的弦酸性土壤
,

依然合有较高

量的全钾和代换性押
,

因此
,

一般的谷类作物对钾肥不起反应
。

朱祖祥[4a 】就微晶高陵士(豢脱土)
,

水化云母及高陵土用吸附的阳离子对于植物生长

的关系进行研究
,

拭殷大休上征明了盐基鲍和度愈大
,

代换性盐基对子植物的有效度也愈

大
,

但是盐基鲍和度与植物的关系
,

是随着粘土矿物类型及作物种类而有所不同的
。

拭阶

也轰明钙
、

蹼
、

钾离子的鲍和度
,

在一定范围以内
,

可以显著的影响这些离子进入植物体内

的数量
。

在 同一粘土矿物类型中
,

植物对于钙的鲍和度要求豹为 30 多
,

镁 9拓
,

钾 6 拓
。

最近十年以来
,

中国土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化学分析来总拮中国主要盐清土的化学

性厦
,

冷福田t,1
,

徐叔华[6] 等在华东沿海地区的研究拮果
,

欲为滨海盐土主要盐分是氯化

纳
,

平均占可溶盐总量 80 拓左右
,

而硫酸盐占 15 士 拓
。

他俩根据广泛的稠查和分析
,

挽

明了主要农作物及天然植被在华东盐土区生长时的耐盐限度
。

东北及内蒙的盐演士
,

根据陈恩凤 [v1
,

程伯容 [s1 ,

福国荣[0] 等的研究材料
,

是以硫酸纳

一氯化纳为主要的可溶盐粗成
,

歌区盐清土硷化较为普逼
,

在硷土中代换性纳占代换量

50 一80 多之简
。

中国科学院土壤队
,

在熊毅与席承藩镇导下
,

对华北平原的盐土及地下

水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1101
,

靓明华北祀漫平原的盐土是属于硫酸钠一氯化纳类型
,

并且根

据士滚及地
一

F水的盐分变动情况
,
做出了各地盐土的灌溉毅补

。

水稻土的化学特性 关于士壤中氧化还原过程的研究
,

主要是着眼于水稻土壤
。

于天仁等根据田简侧定桔果1111
,

衬萧了水稻土中决定氧化还原电位的体系简题
,

献为在 电

位较高时
,

主要的体系澎
‘

氧 ,f; 在 电位较低时
,

主要的休系是
“
有机物粗成 ,’; 在一般情况

下
, “
铁

, ,

不是决定电位的主要休系
。

此外
,
植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影响土壤的电位 IJ ’] ,

如水稻的栽培提高了电位
,

而小麦HlJ 降低了电位
。

土壤中氧化还原状况的变化
,

可以影响到一系列的土壤性质 的变化
。

黄东迈等指

出队 1’1 :在灌水以后
,

铁态氮迅速升高
,

而稍酸态氮AlJ 在 3 天以内迅速消失
。

在水稻拔节

以后
,

土城中的效态氮逐渐诚少
。

但是其他工作指明四
,

在田背干燥情况下
,

水稻中也含

有一定数量的艘态氮
,

致的含量随深度而械少
。

在水稍土的电位改变时
,

敛盆的状态也随之变化
。

丁昌璞
、

于天仁等的工作 l‘川征明
,

锰的还原较效容易
,

中性士壤在灌水情况下有 7。多以上的酸溶性锰可以形成低价状态
。

土壤剖面由于可溶性低价数盆的淋失而发生分化
,

形成吸附性能极低的潜育层
。

低价锰

的含量受土壤酸度的影响
,

并且衬渝了代换性锰量与氢离子浓度之简的相互关系llv1
。

关于水稻土中孩烈的还原条件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方面
,

主要集中于亚戮和硫化物的

毒害上
。

何兴潘在四川
“
反稍田

”

的研究中〔1s1 熟为这类水稻田的低产原因
, 与铁绣水和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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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关
。

对于广东沿海
“
反酸田

”
的研究枯果t19]

,

欲为大量的硫化物和低价敛造成了极强

酸性(声
3 )的底丰

,

从而影响到作物的生长
。

于天仁等叫也献为张烈还原条件
~

扮水稻的

生长不良
,

是由于还原性物盾过多所致
,

其中低敛离子起有主要作用
。

但是在某些田简情

况下
,

特别在施有大量有机肥料时
,

低价戮可以高达 0
.

3另
,

而水稻的生长还很正常
。

所以

关于张烈的还原条件影响水稻生长的根本原因
,

其尚题仍未解决
。

由于水稻土中淋溶作用较鼓
,

所以盐基的移动也很明显
,

在一般情况 下
,

表土 PH 和

代换性钙麟的含量都较下层为低[zl1
。

至于酸度与养化电位的关系
,

AlJ 随土壤种类和献脸

条件而不同
。

土感吸附性能的研究 土壤酸度本盾的确定
,

对于鼓酸性土壤的改良以及磷灰石

和石灰等施用简愚上具有一定意义
。

爵多工作者对于这个尚思的意晃是不同的
。

土壤研

究所凌云钟
、

于天仁等的工作四
,

靛明我国酸性士壤的代换性酸主要是由于貂离子所引

起
,

而且发砚土壤中的吸附性氢离子能迅速的为绍离子所代换
,

作者由此推渝
,

在 自然条

件下
,

孩酸性土壤以代换性绍为酸度的主休
。

酸度在 5
.

5 以上的土壤
,

代换性绍的含量便

大为减低
,

而在有机盾含量较高的土壤中
,

代换性氢的比重才开始增加
。

酸性土壤对磷的固定简思
,

在土壤文献上已握有了大量的著作
。

武玫玲
、

鲁如坤刚等

指出了华南赶壤的孩大固磷率
,

可溶性磷是与活性轶绍拮合而被固定的
,

这项固定作用随

着温度而提高
。

土壤的酸度和代换性阳离子的种类
,

对固定作用具有一定影响
。

孙羲用

土壤胶休所进行的工作Lz4] 也靓明
,

钙盾胶体的固定量最高
,

钠押盾胶休的固定量最低
。

但

是为钙盾胶体所固定的磷
,

可以为 0
.

00 2N 硫酸所提取
。

关于氮素固定周愚
,

陈家坊曹进行了一些工作 [25]
,

作者把士壤对鼓的吸附分为
“
易解

吸性
”
和

“
非解吸性

, ,

两类
,

欲为前者可能与土壤中活性敛绍相拮合
,

可以用蒸汽蒸翻来解

吸
,

后者MlJ 形成胶体的代换性效
,

必填用硷液代置才能释放
。

吴志华
、

高金芳
,

(就东北地区的黑土进行干湿交替的处理
,

发现土壤对可溶性钾的固

定量
,

由于干湿交替的影响而大大的提高阅
。

他俩指出东北黑土区土壤中钾素的 自然补

拾力都相当高
,

当代换性钾被排除以后
,

土壤很快的释放出难代换性的押素
。

对于西北的

黄土性土壤来视
,

榭建昌等叫的盆栽献脆桔果
,

也发现黄土性土壤在作物生长期简
,

有一

部分非代换性钾搏化成为代换性状态
。

土城有机厦 关于土壤有机厦的系兢性研究
,

仅仅在最近几年才开始
,

主要的工作

集中在腐殖盾的系兢分离上
。

文启孝
、

蒋国祥等 [zs1 就黑钙土
、

果钙土
、

棕钙土
、

沼泽土
、

杠壤

和黄壤的代表性剖面进行了研究
。

桔果规明了在黑奶土和华北石灰性土壤中
,

土壤条件

与土壤腐殖盾粗成的相关性
,

一般符合于
一

H
.

B
.

丘林所建立的腐殖厦形成的地理规律
。

在华南孩酸性的杠壤及黄壤中
,

胡敏酸的含量低
,

分子筒单
,

状态不确定
,

富啡酸的含量高

(表士层 cr / cf 一般在 0
.

1一 < 0
.

5 简 )
,

以及与这相矛盾的大量胡敏素的存在
,

似乎表

明对于这些土壤的腐殖盾研究方法
,

还需要有所改进
,

而特别应敲注意富啡酸的性质
。

在中国热带土壤的研究中
,

佐恩
、

李庆建等即脂出植被粗成对成土 作用的重大影响
,

指出土壤中胡敏酸与富啡酸的比率不仅与植被形成的大草系 (森林
、

热带干草原等)有关
,

而且也决定于草系范围内的种属此例
。

为了研究热带地区生物青源循环
, 中国科学院在苏卡切夫院士等的帮助下

,

于 19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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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云南建立了第一个生物地理研究站
,

开始进行了不同植被下有关土壤有机厦累积
、

分

解及柳化的系兢侧定
。

分析方法 在土壤有机盾测定方面
,

陈家坊等[ao1 征明用 K Z

cr
Zo 7
和硫酸来消化士

澳时
,

大大缩短了有机态氮的分解时简
,

而不致造成氮的稍化和挥发
。

在测定有机厦中分

解出来的 C q 时
,

王振权等建裁以水汽蒸馏的方法
,

使 c q 以 H
ZC o 3 的形态吸收在 标

准氢氧化胡溶液中而加以滴定
,

以代替过去所习用的气体换置方法
,

这样大大的缩短了

C仇 的测定时简
。

这个方法
,

可以普退提供碳酸盐分析的采用 Iall
。

当分析有机肥料时
,

在

提取液中用比色法测定硝酸态氮
,

由于大量有色物盾的干扰
,

很难得到正确拮果
。

陈尚

瑾l3z 】建裁用氯化亚敛把硝酸根还原成为一氧化氮
,

然后把一氧化氮吸收在 H
Zso ,

及 H Zo

中氧化成稍酸根
,

再用酚二磺酸比色
,

得到满意的精果
。

朱兆良建裁[3,] 在分析植物与士壤提出液中的钙和镁时
,

加入 K c N 和棒檬酸来格合

铁绍锰离子
,

这样可以不进行铁
、

绍
、

锰的分离
,

来直接沉淀钙和镁
。

爵冀泉等提 出土壤代

换量的半微量mlJ 定法1311
,

他俩用标准 M n a Z- Mn

Ac
:

溶液作为代换剂
,

用比色法来测定多

余的锰离子
。

在钾的测定方面
,

朱兆良等详 1建裁用亚猜酸纳来排除截品中按的干扰
,

由于亚猜酸离

子对铁是个氧化剂
,

可以使按形成游离态氮而摊发
。

周噶铮阅应用氢厦树脂来吸取土壤溶液中的阳离子
,

再滴定滤液中的代换性氢合量
,

得到与蒸干比较接近的拮果
。

农 业 化 学

土典肥力 解放以来
,

各地农业科学研究所在 17 个省中的 1 00 多个点进行了肥料

三要素献脸
。 1 9 , 7年

,

中国农业利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在全国主要土区内又进行了 150 个

左右的截阶点
,

表明截瀚地区的土壤大豹有 80 多是缺乏氮的
,

50 多左右缺磷
,

而缺钾的只

有 15 多训
。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誉在大量化学分析的基础上
,

豁明我国土壤普退缺乏

氮素
,

磷素次之
,

钾素除个别地区外
,

一般较为富裕
。

在这些研究青料的基础上
,

中央农业

部和中国科学院
,

曹趣辐印了各理图表
,

概括的轰明不同地区士壤的一般肥力水平
,

以及

要求高产时的需肥情况[38. 钊
。

由于中国土壤普退缺乏氮素
,

而翰作比例上谷类作物又占艳对优势
,

因此化学氮肥便

极为重要
。

磷肥的效果在荒地上一般比较显著
,

杠壤荒地
_

七历年的肥料献阶拮果阅征明在

新垦的荒地
_

七
,

磷肥的重要性超过了氮肥
,

但是当土壤逐渐熟化以后
,

磷肥和石灰的用量

便可逐年诚少
。

不同类型氮肥的肥效比较 几乎所有的拭阶都这样指出
,

在水稻田
_

E施用等量的

氮素时
,

铁态氮的功效超过稍态氮
。

这点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有比较完全的拮果叫
。

土

壤胶休对于铁态氮的吸附作用远较硝态氮为大
,

因此可以免于水稻田中氮肥的淋失
。

华

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截殷指出
,

把硫酸铁深施于水稻田心土层时
,

可以大大的提高氮素的

肥效
。

虽然化学侧定的拮果挽明在水稻土比较弦烈的还原情况下
,

稍态氮肥的褥化为铁

态氮
,

只需三
、

五天时简便可完成网
,

但田简实践的拮果
,
通常指出硝态氮对水稻的肥效远

远不如铁态氮来得快
,
特别是对于水稻幼苗的回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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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田简及盆栽截脆早已指出
,

在华南非石灰性土区中
,

硫酸效的长期施用
,

造成

土壤酸化
。

最近在杠壤区泊勺献阶精果
,

征明了以每亩 30 斤的硫酸嫂条施于大麦时
,

大大

酸化了根际土壤
, pH 可降至 3一 4 ,

使大麦在发芽后枯萎
,

氯化按对于酸化土壤的程度较

硫酸按为烈
,

在杠壤旱地及赶壤性水稻田施用硫酸铁时
,

如在翻田时施入适量的石灰
,

无

萧硫酸铁或氯化致对于各种作物
,

都起显著的增产作用帅.43]
。

陈尚瑾等洲在华北石灰性土壤上施用氯化按
,

指出对于水稻
、

玉米
、

小麦
、

蔬菜等作物

氯化铁与硫酸按有同样的肥效
,

速疲施用十年的拮果
,

对于士壤的物理性盾和化学性质都

没有不良影响
。

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尹道明[45] 在大量焦泥灰的基肥上
,

进行尿素与按

态氮的小麦肥效截阶
,

其增产效益极为近似
。

农业化学工作者早已指出
,

氰胺态氮在施用时的局限性
,

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建裁

把石灰氮在施用前和扣土堆制
,

能明在适当的水分和温度下
,

氰胺迅速的向尿素及氨态氮

娜化
,

生成的二氨胺极少 L伺 。

陈尚瑾等圈及李光锐围在华北石灰性土壤
_

七进行了施用氨水的截脆
,

挽明了把氨水

随灌溉水施入
,

其浓度小于 1 : 1 0, 0 0 0 ,

以及在耕地时施入
,

都有很高的肥效
。

在北京市郊

对玉米进行的献脸
,

征明氨水的肥效与硫酸妙大豹相等
。

就阶也指出当氨水用于 l度射时
,

往往引起不良反应
,

使作物的叶子发黄
。

磷灰石的利用及土续对干磷的固定 十年以来
,

地盾工作者对中国磷矿的盼量有

互大而广泛的发现
,

农业化学工作者
,

就已发现的磷矿进行在酸性土壤
_

L直接施用时的肥

效献脆 t钓一润
。

肯定了各地磷矿粉在酸性及石灰性土壤上的不同程度的肥效
。

在上述的磷

肥肥效献脸中大都用含磷是高于过磷酸钙 2
.

5一 3 倍的 80 筋孔
,

磷矿粉做对比
,

在这样的

比例下
,

无渝在酸性或石灰性的土壤
_

七
,

过磷酸钙对第一季及第二季作物的肥效
,

一般都

超过了磷矿粉
。

只有在长期的献阶中
,

磷矿粉在孩酸性的肛壤上
,

才显现宅较过磷酸钙为

弦的肥效
。

作物吸收性能与磷灰石肥效是有明显关系的
,

李庆建等圈通过田简及盆栽献脆
,

指出

藻 卜菜
、

油菜
、

荞麦
、

若子对磷矿粉的利用率最孩 ; 猪屎豆
、

田著
、

胡枝子
、

甘薯
、

豆类次之 ;

禾本科作物
,

如小麦
、

黑麦
、

燕麦
,

以及三叶草类对磷矿粉的利用率极低
。

田简献殷桔果大

都提出通过吸收性较弦的释肥栽培来增进后作水稻
、

小麦
、

玉米等对磷矿粉的肥效
。

谢建

昌等【, 习研究了植物根系代换性能与植物对磷灰石利用率的关系
,

得出藻 卜菜 > 大豆 > 饭

豆 > 荞麦 > 小白菜 > 番茄 > 燕麦> 紫首楷 > 大麦及黑麦
。

在过去我俩过分的张稠了酸性土壤对磷肥的固定作用
,

田简献脆桔果征明
,

郎使在张

酸性的扛壤 卜
,

过磷酸钙对作物生长还是有良好的肥效
。

如果在忽壤中施入可溶性磷酸

盐
,

再袒过干燥
,

生物献阶的拮果征明了所施入的磷肥几乎全部成为无效性[54]
,

研究工作

者以为敛
、

貂 的磷酸盐在含有拮晶水并且与液相相联系的状态下是易效性的
,

但是脱水以

后
,

便不易为植物所吸收了
,

而这项脱水反应是不可逆的
。

中国农民对于施用磷肥有爵多优良的方法
。

在水稻栽培
_

七
,

秧田集中施肥
、

秧根沽肥

等方法
,

在肥料的握济利用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

水稻沽秧根
,

以及在秧田中集中施用过磷

酸钙的高度功效
,

也都得到了田简截脸的征明 t,,]
。

在花生的留种地上
,

施用大量磷肥
,

造成含磷较高的籽实
。

这项籽实在播种于街知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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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壤荒地时
,

可以援和作物对于磷肥的迫切性
,

而获得较高的产量圆
。

化学肥料对农作物的喷射拭阶工作首先于 19 51 年 由彭兼等[,7] 在苏南进行
,

桔果指出

在孩酸性及极度缺磷的土壤中
,

少量过磷酸钙的啃射 (每亩 0’. 8 斤 ) 对于小麦及水稻有显

朋的增产作用
。

以后各地截脸坍进行根外追肥的献殷很多
,

但是有关禾本科作物对喳射

磷肥的拮果是很不一致的
,

目下还很难在这个周愚上做出肯定的拮瀚
。

啃射磷肥
,

对于棉

花的肥效比较明显
,

例如
,

江苏省于 1 9 , 4 年起在四处棉花截阶场进行献脸
,

得到平 均

21 拓的增产效果队,9]
。

柳肥周魔 关于中国土壤的含钾情况
,

根据土壤研究所
、

林业土壤研究所及其他农

业研究机构所累积的分析查料
,

华北平原及东北的土壤含 凡0 1
.

8一 2
.

6 简
,

代换性钾每

百克土在 8一15 毫克简 ; 长江以南的酸性土壤
,

风化较兹
,
K刃 含量一般在 0. , 拓上下

,

但是部分土壤
,

由于成土母质中舍有丰富的云母和钾长石
,

K 20 含量也达 1
.

0一2
.

0多上

下
。

中国农民几乎不用化学钾肥
,

但是在长期的耕作过程中
,

都握常施用灰肥
。

历年来肥

效献殷桔果押肥对稻
、

麦等粗食作物的肥效并不显著
,

但在某些砂盾士壤
_

七
,

或对某些作

物如薯类
、

大豆
、

花生
、

烟草等
,

仍发现土壤中钾肥的不足
。

在 .lJ 造高额丰产时
,

钾肥的需要量也相应的提高
。

1 95 8 年的农业大跃进中
,

爵多高

额丰产的事例也都反映出草木灰及化学钾肥和磷肥具有显著的增产和防止水稻及小麦倒

伏的效果
。

解放以前
,

中国没有发现过钾盐沉积乙最近三年以来
,

中国科学院及中央地厦部在西

北各地的稠查
,

开始发现若干含 K Cl l0 拓
_

上下的光卤石矿
,

但是属于新的沉积
。

这瑕工

作的进一步发展
,

将为我国押肥slJ 立一新面貌
。

1 9 5 8 年以来
,

少数具有钾长石
、

矾石的地

区
,

在迫切需要却肥时
,

也用小型的化学处理来用做钾肥
。

酸性土滚中石灰的施用 在酸性土壤上施用石灰
,

中国农民已有长期的握阶和习

惯
。

近年来有关施用石灰的田简贰殷
,

使各地区土壤对不同作物所需要的石灰用量更为

明显
。

1 9 5 8 年在广东及广西农田土壤刹查中圆
,

发现了大面积的赶壤区酸性水稻土
,

由

于长期的施用石灰
,

表面 30 厘米内的土壤含碳酸钙在 5一12 多简
,

耕作层下形成了坚硬

的石灰板拮层
。

正确的对待石灰施用简思
,

依然是当前迫切的工作
,

而这类石灰板桔田的

改良
,

将为当前华南水稻土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

中国主要的石灰材料还是以氧化钙为主的烧石灰
,

随着国家工业的进展
,

我俩将逐渐

的施用石灰石粉
,

这样对于用量及施用时期均将有所改变
。

农家肥料 中国利用化学肥料只有西十年的历史
,

到 目下为止
,

施用范围并不广

泛
,

而几千年来栩以推持士壤肥力
、

提高作物产量的
,

主要是靠农家肥料
,

包括农作物及植

物残休
、

徐肥
、

人畜粪尿
、

河塘泥
、

草皮泥
、

烧土
、

草木灰等
,

这些肥料也有单独施用
,

也有相

互混和后通过透气性的高温堆制
,

或嫌气性的发酵再行使用
。

在椽肥研究方面
,

南方各省除了对多季椽肥在原有基础
_

上挑城进行栽培和利用的研

究外
,

在赶壤地区引用了静多新的夏季椽肥及复盖植物
,

如猪屎豆
、

茅蔓豆
、

饭豆困胡等 ;

在北方一年一熟冬小麦地区
,

以种植椽豆
、

黑豆
、

草木拥夏季释肥为宜
,

根据华北农业科学

研究所及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裁阶拮果
,

用上述椽肥压青
,

使小麦产量增加 39 一60 另
。

盐碱荒地上引用了田著
、

苦豆
、

紫穗槐
、

穆柳
,

都得到良好的生长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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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 8 年全国主要土壤肥料研究单位
,

对各地的农家肥料和士化肥做了一次极为普温

的蕴定
,

对有效养分及制造方法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

积累了丰富的青料
,

但是农业化学

工作者对于中国农家肥料的深入研究
,

仅仅是开端叫
。

桔 藉

在扼述 了十年来中国土壤化学及农业化学的进展以后
,

我俩深深地威到由于党对科

学事业的正确镇导和重祝
,

由于苏联的无淑帮助
,

解放以来
,

、

我佣在土壤学的理渝上及有

关农业生产的技术简思上
,

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

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土壤科学的落后状态
。

但是这些工作对于加速建殷社会主义来能
,

还是远远不够的
。

1 9 , 8 年在中国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
,

士壤科学工作者有前多深刻的休会
。

首先

是关于耕作对土壤肥力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款藏
,

实践征明
,

土地毕竟可以依照人俩的意

志
,

引导着向提高土壤肥力的方向发展的
,

成土母盾以及有关生物气候条件的爵多 因子
,

将只是提高土壤肥力中所应敲对待的简愚
,

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

我俩对于耕地土壤生

成发育的研究
,

过去比较忽略
,

现在正在改变这种状态
。

·

在农业化学尚题
_

上
,

我俩更明确的看到有机肥料的优越性
,
威到单凭无机盐类的用

量
、

比例
、

类型和物理化学性厦的研究
,

不能惫明整个植物营养的简跟
,

更不符合于中国目

前的农业生产情况
。

但是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
,

还是比较肤浅的
。

适当的深耕密植
,

对农业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

从士壤
、

农化的角度来考虑植物的根

系营养
,

从而提出合理的深耕深度和密度
,

是当前的一个迫切简愚
。

农业生产的发展
,

对土壤科学提出了爵多新的任务
,

但是中国士壤科学工作者
,

围揍

着农民所剧造的成就
,

运用科学理渝和技术来进行耕作土壤的研究
,

仅仅只是开始
。

找俩

相信
,

今后中国土壤科学工作者
,

在党的镇导下
,

在社会主义各国科学工作者的帮助下
,

必

能在现有的基础
_

E
,

按照国家的需要
,

做出更多更好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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