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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 劝 年学术年会于 年 月 一 日在江西

省南昌隆重召开
。

来自全国各省 市
、

自治区 土壤学会 台湾暂缺 的代表及列席代表共

劝 人参加会识 提交大会的论文共 铭 篇
,

大会印发了
“

论文摘要集
” ,

册。
会议

卜

以
,’

保护土壤资源
,

提高土壤肥力
。

为主题开展了各项学术活动
,

忌结土壤科李近几年来所

取得的科研成果
,

交流了经验
,

讨论了当前和今后土壤科学的发展
,

共议土壤科学如何进

一步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服务
。

会议除了进行大会报告之外
,

还按各学科分组

进行报告和讨论
。

现将各学科的学术活动简报如下
。

·

—编者

土 壤 物 理 组

有一

霆黑纂滥摹篙契翼霹纂猛麒翠橇翼盟羚寡境
、

资源
、

国土等部门
,

会论就论文报告以及国内土壤物理学的现状和任务展开了热烈讨论
。

代表们认

黔粼篡篡奋岔蔽岭
、

”赶“
研
蟾

方 渐形

呷
的”色

。

近

土壤水是国内外土壤学研究的活跃领域之一
。

近年来土壤水能量观点在国内正迅速普及
,

并与传

皇默套瓢氰霖票箕蓄暮戮鬓瓢黯舞黯臀雾霏霖鬓
这对华北类似地区旱农生产的发展有“定指导意义

。
、

忱阳林土所和西北农大关于 貂八 水分运行理论

的研究
,

一

也有同样的作用
。

南京土壤所在甘肃干旱地区的电子计算机控制大型喷灌机的成功试验
,
显示

了土壤科学技术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强有力手段
。

土壤结构和其它物理性质的研究
,

是当前国内土壤物理学的另一重要领域
。

苏
、

豫
、

晋
、

冀等地的代

轰介绍了从土壤颗粒
、

微形态
、

高吸水剂等方面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
。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的
“
集约经营

下水稻土的物理间题及其对策”报告
,

反映了我国南方高产稻区土壤物理工作的特色
,

整提供依据
。

并户填
制度调

近年来
,

土壤磁性研究继续取得进展
。

与会者就基础 电磁场 和应用 土壤诊断
、

土壤改良 两方面

的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
,

开展了讨论
。

当前
,

土壤物理学作为
“
自然科学汇合的场地” ,

在众多的科学领域和经济部门中正 日益护大其 应

用
。

据初步统计
,

分散在各部门的从事土壤物理工作的人员近 扣。人 , 分属于 ‘个全国性学会
。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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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建议
,

要加强土壤学会内外的同行之间的联系
,

并筹备和组织好 年秋将召开的第四次土壤物理

专业会议
。

俞劲炎

土 壤 化 学 组

土壤化学方面共收到论文 篇
,

其中在会上宣读的 篇
。

论文内容包括土壤的粘粒矿物
、

电化

学
、

元素化学
、

分析化学和环境化学等方面
。

对于还原条件下钾的固定
、

土壤胶体的电导频散现象
、

电超

滤作为土壤养分的提取方法
、

石棉银作为测定土壤有机质时的催化剂等问题
,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这次土壤化学方面的论文约占全部论文的
。

与国际土壤学会历届平均占
,

美国土壤学会

占 。一 比较起来
,

相差甚远 这反映了我国土壤化学基础还很薄弱
。

与历届 年会一样
,

这次土壤分析方法的论文 占相当大的比重
。

这反映了我国土壤学者对新的分析

方法的关注
。

但是
,

我国长期来形成的把土壤分析技术与土壤化学理论分离开来的传统对于我国土壤

分析化学的发展所起的束缚作用
。

也很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

近年来环境污染的才益严重
,

使我国土壤化学的研究对象有了明显的转变
,

反映在土壤环境化学方

面的论文在土壤化学全部论文中占有相 当大的比例
。

不仅如此
,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年会之间
,

土壤化学

专业委员会曾与中国环境学会已共同召开过一次土壤环境化学研讨会
。

这次年会上又考虑不久将再召

开一次这方面的学术会议
。

但是总的说来
,

我国土壤环境化学 的研究目前还主要集中于污染物质的分

析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希望理论方面的研究能得到加强
。

我国土壤化学的突出弱点是土壤物理化学所占的比重过小
。

在几个科学先进的国家
,

土壤物理化学

已几乎成为土壤化学的同义词
。

在我国
,

虽然个别领域已处于国际土壤物理化学的前列
,

但许多重要的

领域还没有被触及
。

在土壤物理化学中
,

土壤胶体表面的性质是一个中心环节
。

拟议中的由土壤化学专

业委员会召开的土壤胶体学术会议
,

对于我国土壤化学的发展可能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

于天仁

土壤农业化学组

土壤农业化学组有论文 篇
,

内容有四个方面 有机肥与无机肥配合
,

土壤氮素
、

磷素
、

钾素与

氮
、

磷
、

钾肥合理施用
,

土壤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合理施用以及合理施肥问题
。

有机肥与无机肥配合施用是我国近几十年来通用的施肥方法
。

根据长期 年 定位试验结果
,

随

着时间的增长
,
各施肥处理连续无肥区

、

有机肥区
、

化肥区和有机无机肥配合区的增产效果
,
以配合施

肥区增产最为显著
。 一 。 斗

。

长期 年 定位试验还表明
,

有机肥区土壤中胡敏酸与富里酸的比

值和阳离子代换量均增高
,

冬小麦产量比化肥区高 一
,

达到极显著水平
。

在土壤氮素和氮肥施用方面
,

黑龙江代表报告了对前查干村 位于辽宁省
,

风沙干旱
,
水土流失

,

产

量很低 农林牧复合生态系统中氮素循环与平衡的研究结果
。

系统分析与电算机模拟表明
,

该地区以造

林种草对于改善氮素平衡
,

提高土壤肥力最为有效
。

关于提高尿素的肥效
,

有的用氢醒作抑制剂 有的

用磷肥配合施用 有的在稻田氮肥表施后
,

立即灌水
,

让氮肥随水下渗到土层中 简称
“
以水带氮肥深澎

’

技术
,

都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

在磷肥方面
,

有的报道磷灰石的肥效与其结晶性质关系密切
。

磷灰石晶格中 与有效磷呈显

著的正相关
。

用 衍射测定磷矿晶胞表明
,

衍射的主峰高度与宽度等参数均与磷矿的有效磷呈显著

相关
,

对作物增产效率也得到良好的反映
。

有的报道
,

在石灰性土壤上
,

尿素能活化难溶性磷酸钙
,

转化

为有效的 吼
一

离子
,

提高磷肥的效果
。

有的研究认为
,

在确定磷肥施用量的几种方法中 磷肥效应函

教法
、

平衡法
、

肥料磷回收量法
,

以肥料磷回收量法最为简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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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素方面主要研究不同土壤钾素的供应状况和速效钾和缓效钾的相互转化
。 一

有的研究认为
,

用阳

离子树脂袭连续提取法
,

可以了解不同土壤钾素的有效性和相对潜力
。

方法简便
,

易于掌握
。

在中量元素方面
,

有的研究表明
,

在酸性赤红壤上施用生石灰和石灰石粉
,

虽能提高土壤 州 值和

玩
一 , 一

和 。
一
含量

,

但新施人的磷肥仍主要被 凡廿
、 十 固定

,

有的转化为
一 ,

山
一

量最
。

有的报告指出
,

橡胶树在我国华南海南岛等地缺镁较为普遍
,

但不宜施过多镁肥
,

以免影响产胶
。

镁肥宜与氮产
、

钾肥一起配合施尽
微量元素的研究以锌肥为最多

。

石灰性缺锌土壤上的长期 六年 试验表明
。

施锌肥区玉米各年间

少量

翌暴瑟髯擂森嚣霎黔叠景帅卿
‘口

。

有的报告郁
,

”能提高玉米叶绿索“量
,

⋯耳拼谈⋯号资题
。 一

孙 羲

土 壤 肥 力 组

黑

髯鹭然豁燕姗蒸奏粼撇
茬以及食品工业废弃物如酒糟

、

甜菜糖渣的培肥效果和机理
。

有的报告从农田养分循环与平衡的角度

论证了有机肥料在培肥中的重要作 用
。

通过轮作培肥地力是我国的传统经验
。

有的报告还探讨了轮作

制与土壤肥力的关系
。

在肥力指标方面
,

有的报告指出
,

在不少地区有机质和 含量仍能标志

肥力高低 有的报告认为不施肥土壤的生产力与一般管理条件下的作物产量有密切相关性
,

可作为土壤

肥力指标
。

有的报告认为土壤肥力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及其与之相应的生态系统和人对生态系统

豹管理
。

主张因地制宜的实行多层次的经营
,

通过耕作施肥培育土壤
,

保护土壤
,

提高系统的自身支持

和调节能力
。
不少代表认为

,

应该走生态农业的道路
,

提高土壤肥力
。

辽宁
、

四川
、

宁夏等地的代表报告

了各该地区生态农业所取得的明显效果
。

与会代表还对土壤肥力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进行了讨论
。
一致认为

,

学科是根据研究对

象所特有的矛盾而划分的
。

土壤肥力偏重研究在外在环境条件下肥力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植物

质量
、

产量的规律
,

它与土壤学其他分支学科不同 , 具有鲜明的综合性特征
。
土壤肥力有自己特有的内

涵和边界娜 土壤肥力不能像西方
「

国家的一些同行们所认为的那祥仅归结为植物养分
。

代表们还指出
,

由于王博肥力的缘合复杂特点
,
当前研究手段和方法还存在不少间题

,

进展速度还木令人满意
。

今后的

研究应紧密结合生产实际
,

加强肥力监测以便对全国土壤肥力的现状及变化趋势作出宏观估计
,

为国家

次策提供根据
。

同时应根据主要不同土壤类型加强肥力特征
、

指标及培肥措施等的研究
。

张先婉

上壤生物和生物化学组

共收到上壤生物和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 科 篇
,

其中土壤微生物方面碑 篇
,
土壤酶方面 篇

,

土壤



中国土壤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论文和学术讨论简介

有机质分解
、

积累及有机物料培肥方面 篇
。

有 , 位代表在分组会上作了报告
。

这些论文反映出
,

在土壤微生物方面
,

生物固氮仍然是一个热门的问题
。

除了在根瘤菌和联合固氮

菌方面取得一些新的成绩外
,

在藻
、

萍共生固氮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福建省农科院采用有性繁殖器

官—
抱子果及囊群盖移按技术进行了萍

、

藻共生体系的重组
,

成功她获得了种间和种内萍
、

藻重组体
,

为高效固氮红萍的育种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
。

代表们对这一成果给予了较高评价
。

菌根是国内新

近开展起来的一个研究领域
,

这方面的工作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
。

研究报告指 出
。

在大面积有效磷缺

乏的黄淮海平原地区
,

土壤中 菌根菌的 自然侵染率不高并有明显侵染滞后期
,

多种植物通过接种生

长量增加
,

估计该菌有着较好的实际应用前景
。

在微生物生态方面
,

微生物量与土壤肥力的关系是研究

者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

有的报告指出
,

根据
几 。。

法的结果
,

赤红壤垦殖利用过程中土壤微生物量

的消长与土壤肥力有明显的相关性
。

土壤酶的研究在基础和应用研究方面近年来都进行了一些工作
。

基础研究方面着重于主要农田中

土壤酶的活性强度
,

分布部位
、

以及生态因素影响等的研究
,

此外
,

对特定酶类的动力学和热力学性质也

进行了一些工作
。

应用方面有的报告论证了用土壤酶活性作为评价土壤肥力水平的指标
。

以及作为土

壤分类依据的可行性
。
有的报告论述了土壤重金属污染对酶活性的影响

,

指出酶活性可作为监侧土壤

重金属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
,

还有一些报告讨论了脉酶抑制剂在减少尿素损失中的作用以及根据土壤

脉酶在土体中的分布特点
,

如何合理施用尿素的问题
。 ,

‘

在土壤有机质方面
,

主要研究不同地区
、

不同耕作制度下各种有机物料在土壤中的腐解及其对土壤

有机质的积累和作物产量的影响
。

报告指出
,

有机物料的腐殖化系数因地区
、

土壤性质
、

耕作制度等不同

而异 耕作土壤中有机质 的年积累量主要决定于施肥制度
。
为了保持和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必须广泛

推行桔秆还田
。

同时强调要十分重视秸秆还田的技术
,

包括如何与化学氮肥配合施用
。

郝文英

土壤发生分类及土壤地理组

土壤发生分类及土壤地理组共收到论文 夕 篇
,

其中土壤发生分类 篇
,

土壤资源评价和利用等

, 篇
。

在会上宣读了 篇
。

土壤发生分类是普遍关注的问题
。

全国土壤分类系统
、

以诊断特征和诊断层为根据的中国土壤系

统分类以及土壤基层分类等报告
,

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很大兴趣
,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大家殷切希望能

尽早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统一的土壤分类系统
。

很多报告讨论了某一土类的发生分类间题
。

如白浆

土
、

紫色土两个报告即分别对此两类土壤的发生分类
,

间题提出了见解
。

在土壤资源方面
,

一些报告提出

了土壤资源的评价原则和方法
,

更多的报告讨论了各地区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改良保护问题
。

在讨论中
,

大家围绕土壤地学 以及土壤学科本身所面临的新形势
,

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

代表们一致

认为
,

在此新形势下
,

土壤地理工作者要由传统土壤地理学的古老的圈子里开拓出去
,

开辟新领域
,
要与

环境科学
、

生态科学
、

系统科学密切结合
,

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
、

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壤地理学
。

要积极投

身到国土整治
、

区域治理等重大国家建设任务中
,

加强土壤资源的开发利 用与保护
,

改善生态环境
,

使这

一资源能够得到永续利用
,
要大力制止土壤水蚀与风蚀

,
使其尽快恢复良性生态环境

。

要研究土宜
,

重视

各种作物品系
、

研究粮
、

林
、

草
、

果
、

桑
、

茶⋯⋯品系所适生的土壤类型
,

并加以模式化
。
积极参与研究在

大农业生产中
,

不断提高土地生产力
,

提高作物产量与质量的有效措施
。

尽快在历年来所积累的土壤研

究的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我国各级 县
、

市
、
省

、

全国 的土壤信息系统
。

要加强遥感技术在土壤资源调查
、

一

动态监侧中的广泛应用
。

与会代表对我国当前粮食生产的徘徊局面十分关切
。

对改良中
、

低产土壤
,

提高这些土壤的生产力

轰示了信心和决心
。

对近年来由于只种不养
,
一些高产稳产的土壤出现的肥力衰退现象

,
表示貌心

。

、 一

席承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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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会提交的论文巾
,

直接涉及到土壤水蚀
、

风蚀及水土保持的论文共 篇
。

此外
,

在土壤资源

部分
,

有切
一

篇论文均以土壤侵蚀与土壤保持为中心内容
, 讨论了土壤资源的保护利用与生态环境同题

。

在分组会上
,

有 名代表作了报告
。
内容涉及黄土高原

、

南方红壤丘凌山区
,
以及湖北

、

安徽
、

黑龙

江等省的士壤嚎蚀现状
、

区域特征及其治理和开发间题
。

淮河
、

长江流域以及南方丘陵山地的代表报告

了在这些地区引种优良牧草
,

一

发展经济果木所取得的显著生态和经济效果
。

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和指

导当地的生产与土壤资源的保护利用
,

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有的代表报告了他们在土壤抗蚀性能
,

遥

感侵蚀制图及土壤侵蚀量预报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

在讨论中代表们认为当前土壤侵蚀与上壤保持的研究相当薄弱
,

很多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观测
、

调

查贪料
,
不能作出确切的解答

,

例如关于 自然侵蚀与人为加速侵蚀的评价问题
,

迄今只能停留在表面
。

由

于对土壤侵蚀现状 包括流失面积
「

、

流失强度
、
治理现状

、

洽理面积及有效控制面积
,

人为加速侵蚀的强

羹霜篡髯黯龚票羹真瑰瓢黔窦纷客翼雾黑瓢寡紧年毕弋起已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

但以后发展较慢
。

黄河
、

长江等大江大河治理的需要
,
促进了土壤保持

工作的发恳但主要是水 部门投入了较大的力量
。

近年来
,

水土保持工作已被提到我国从中央到各级

地方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

这种形势对本学科的发展 分有利
。

土壤侵食巨分支学科及其队伍系初建
,
力

量较薄弧希望在工作中与土壤物理
、

士壤化学
、

土螂巴力以及土壤资源工作者密切协作
,

发挥各自学科

的特长
,
共同为土壤侵蚀及真冶理作出责献

。 一

代表们还认为土壤侵蚀专业委员会应加强与其他学科如生态学
、

资源学
、

环境学
、

水利学及水土保

持学等的联系
。

代表们建议
,
在重点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同时

,
逐步加强长江流域

、

南方山地以及其他地

区的王壤侵虫与土壤
于

呆持的研究
。

建议在华东
、

华中
、

华南
、

西南地区的农林院校增设水土保持专业
,

或

增设上壤侵蚀和水土保持课程
。

唐克丽
、

史德明

盐 渍
「

土 组

提交璧弃会钓论文共衬篇
。

与会代表重点就合理开发利用盐债土资源及如何正确认识和进一步开展

土壤次生盐牙截化防治工作进行了热勿讨论
,

一致认为 这些年来
,

盐溃土方面的科研工作
,

由于坚持了面

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议和服务带学科的方针
,

不仅在促进农业持续增产
、

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善生态环境

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 在土壤水盆运动规律和次生盐碱化预测预报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 , 也取得了明显

进展 经过不断总结 知 多年来在防治土壤盐碱化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

已逐渐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

的改良利用盐渍土的原则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综合措施—
“
因地制宜 , 徐合治理助、 “

利用和改良相结

合
, 、“
永利措施和农业坐物措施相结合

”、 “

脱盐与培肥相结合
, 、 “

井渠沟灌排相结合
、

合理调控水盐动

群以及今冰种把改良
”产平整土地

、

精耕细作
”和

‘

淆机肥 包括种植翻压绿肥 改土”等
。 ,

东北
、

西北
、

华北及滨海地区大面积盒碱地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良
,

特别是纂青淮海伞原
,
盐碱地面积已减少了一半

,

务鳗羹翼戴黔藻愁纂萦翼麟骥
土壤盛滋化防治科扶工作成就获得国际同行的肯定

。
另一方面

,

代表们指出
,

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
,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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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要句题是 对土壤水盐运动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
,
对土壤次生盐碱化威胁估计不足

。

代表们还指

出
,
盐渍土包括现代盐渍土

、

残余盐渍土和潜在盐渍土
,

它们是我国土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合理开发

利用这些资源
,

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业
,
潜力很大

。

但必须十分重视土壤潜在盐渍化的威胁
。

在总

结经验基础上
,

代表们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三点建议 在不同盐碱地区的农水部门
,

建立盐碱地综合

治理
,

合理开发利用的技术推广体系
,

充分运用现有行之有效的各种 农水措施防治土壤盐碱化
。

在华

北
、

东北
、

西北和滨海盐溃区以及计划发展灌溉的地区
,

建立土壤区域水盐监侧系统
,

对土壤一地下水体

系的水盐动态和土壤次生盐碱化等进行预测预报
,

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 用水土 资源与生态环境以及为

灌区现代化
、

科学化的水土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

将土壤水盐运动规律和次生盐碱化预测预报的研究

作为国家长远科技基本建设工作列人国家计划
。

王遵亲

森 林 土 壤 组

本届会议收到论文 篇
,

前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森林土壤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 篇
,

从这二

次会议的论文一并加以分析
,

更能全面地反映森林土壤这一分支学科研究的进展与趋向
。

在两次会议

的论文中
,

森林土壤资源利用方面的占 刊
,

地理分布及土壤基本性质方面占
,

林地土壤培肥方面

占 肠
,

分析方法方面占 斗
。

其它占
。

森林土壤是发展林业生产的物质基础
,

合理利用森林土壤资源并不断提高其肥力水平
,

是促进林木

速生丰产的主要技术环节
。

我国森林资源极端匾乏
,

上述二个技术环节显得更为重要
。

在两次会议上
,

与会者普遍认为抓住这两个环节
,

森林土壤研究就能够较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

合理利用森林土壤资源主要从二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在研究土壤基本性质的基础上
,
通过立地

条件分类与质量评价探讨其生产潜力
,

为科学地营林造林提供依据
。

二是从树木的个体生态出发
,
研究

主要造林树种土宜条件为
“

适地适树”提供科学依据
。

前者在我国东部地区 已进行了不少研究
,

对林业

生产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

后一个问题的系统研究则有待于起步
。

与会代表认为
,
无论从当前生产需

要或是从科技贮备着眼
,

对主要造林树种土宜的研究应尽快组织进行
。

森林土壤肥力的不断提高
,

是影响森林资源扩大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

在这方面当前着重从两个方

面开展研究 其一是结合丰产林营造进行合理施肥的研究
,
主要通过田间试验研究杨树

、

泡桐
、

杉木
、

毛

竹
、

国外松
、

按树等林木的适宜施肥量和肥料配比
,

有的已取得初步成果
。

今后应在研究方法
、

成果推广

等方面加强领导
,
统一组织

,

协力攻关
。

其二是
“
森林自肥”能力的研究

。

近些年来
,

通过定位观测
,

研究

不同土壤
、

不同林型森林凋落物的数量
、

组成与转化过程
,

证明凋落物能补给土壤相当数量的养分元素

和有机质
,
对林地土壤肥力提高

,

保证林木正常生长具有重要 的作 用
。

森林土壤生态系统研究对阐明森林土壤的形成与发展
,

了解森林与 土壤的关系等都是很重要的
。

当

前
,

在长白山
、

卧龙
、

鼎湖 山
、

尖峰岭等自然保护区以及某些人工林地区都相继开展了以水分
、

养分为重

点的动态观测研究
,

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

但是这些研究一般还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性
。

在森林土壤基本性质和分析方法方面
,

近年来也进行了不少工作
。

森林土壤分析方法虽然和一般

土壤分析方法基本相通
,
但因处于林下

,

有比较特殊的环境和剖面结构
,

从林业角度又对分析有某些特

殊要求
,

所以有必要建立一套适用于森林土壤的标准分析方法
。

现林业部委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

林土壤研究室组织有关单位制订的森林土壤分析方法国家标准已经完成
,
国家标准局批准于 年

月 日实施
。

该套标准已由中国标准出版社 年出版
,

相信这将对森林土壤研究有一定促进作用
。

刘寿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