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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壤科学发展 与展望

李 庆 这
(中国科学院南京上壤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对我国土壤发生分类及土壤调查
、

土壤化学
、

土壤农业化学
、

土壤物理学
、

土壤粘土矿

物
,
土壤生物化学

、

土壤微生物学和土壤生态学的发展前景作了概括性展望
,

并对过去的工作

也作了必要的回顾
。

土壤学在 自然科学中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间还不长
。

中国班行
‘

土壤学教学和土壤

科学研究的时间更短
,

直到现在仅 80 余年的历史
,

落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
。

经过最近 , 0 ,

60 年的不断努力
,

我国土壤科学的某些分支学科
,

已经取得了重大发展
。

同时
,

土壤科学

的研究成果
,

也在土地利用
、

土壤改良以及肥料施用等方面
,

发挥了显著作用
。

但是
,

必须

看到
,

随着社会和生产的发展
,

对土壤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为了使土壤科学在国民经

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这里对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作‘展望
。

土壤发生分类及土壤资源调查

土坡分类是根据土壤发生所表现的特性和特征对土壤类型所作的科学区分
。

道库恰耶夫所提出的五个成土因子
,

到今天仍然是研究土壤发生分类的指导思想
。

这五个成土因子是
: 1

.

气侯因子
, 2

.

生物因子 (特别是自然植被和作物 )
, 3

.

成土母质

的性质
,
4

.

地形
,

,
.

成土时间(从母质演化成为土壤的时间)
。

道库恰耶夫是针对自然土壤来讲的
。

至于农田土壤
,

主要是受耕作的影响
。

人们怎

样来管理土壤
,

包括利用和改良
,

便是研究农田土壤的主要题旨
。

我国土壤发生分类的研究始于 19 3 0 年
,

当时受了美国分类的影响
,

建立了两千多个

土系
。 19 49 年之后

,

我国土壤分类的发展
,

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

第一个时期
,

主要受苏联

的影响
。 19 58 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

,

为下一时期打下了基础
。

第二个时期着重

于耕种土壤分类的研究
。

70 年代
,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

中国土壤分类

第三个时期将逐步走向系统分类制度
。

其主要特点是利用土坡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使土

城伞辫数字化
,

从定性分类走向定量分类
。

这样便于今后计算机在土壤分类中的应用与

土级调聋信息的数字化
。

土壤系统分类可以使国际上土类名称统一起来
,

便于国际学术

交流
。

卫星影象图是判读土壤类型的重要辅助手段
,

图上所反映的地形色调
,

可以区分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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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类范围及土类之间的界限
。

最近几年来
,

黄淮海平原的土壤调查及土地利用规划中
,

开

始应用该区的卫星影象图
。

我们已经有了全国的卫星图
,

可以在科研和生产中充分应用

它
。

遥感技术在土壤调查中的应用也在不断发展
。

目前用地表对谱线的反映来判读土澳

水分
、

土壤有机质的变化已经在实践中应用
。

但是这项工作只限于裸露的地面及植被稀

疏的地区
。

而且有机 质的定量及其组成
,

还要通过实验室来完成
。

最近十几年来
,

联合国粮农组织应用土壤信息系统结合遥感技术用于作物产最的预

侧预报
、

施肥和灌溉
,

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

我国也要向这个方面努力
。

卜
二

、

土 壤 化 学

土壤化学是土壤科学的基础学科
,

它涉及的面很广
。

如土壤分析
、

土壤发生分类
、

土

壤改良
、

施肥和土壤环境保护等都与土壤化学密切相关
。

它的研究领域也随着土壤科学

的发展而扩大
。

早在 30 年代
,

土壤化学仅限于土壤分析
,

把所得到的分析结果
,

用来说明土城性质
,

作为土壤分类的重要 依据
。

土壤化学分析的进展是重量法
、

容 t 法
,

发展到比色法
。

土滚

全磷分析
,

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
。

今天
,

吸收光谱
、

发射光谱
、

X 一
衍射线等物理方

法已逐步代替化学分析手段
。

但是在土壤分析 中
,

化学分析方法仍然占有主要地位
。

测定土 壤氮素的开 氏法

(Kj
e ld h al) 是最古老的方法

,

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

今天还是为国内一般实验室所通 用
,

仅是设备上作了些改进
。

测定土壤有机碳的氧化法
,

是 50 年前由美国的 s比ol e
nb

e rg 和

苏联的 T ui r in 几乎在同时提出来的
。

今天还是常规分析中通用方法
。

碳
、

氮 (硫)燃烧仪

的应用
,

是分析技术的一项改革
,

目前在国内化学分析中应用较广
,

在农业研究单位也巳

应用
。

土壤钾素的测定
,

用 IN H N O
3

硝煮法
,

大体上可以说明土壤有效钾的贮量
。

土壤

酸度的测定
,

从指示剂比色法发展到电极法
,

是一大进步
。

各种离子选择性电极的应用
,

对于鉴定土壤吸附性离子的活度有很大方便
,

现在国内已生产多种离子选择性电极
。

随着化学理论和分析技术的发展
,

土壤胶体化学
、

土壤电化学
、

土壤有机质化学和士

城环境保护的研究相应得到了发展
。

在我国土壤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
,

电化学方法在土

壤研究中的应用
,

已居国际领先地位
,

氧化还原性质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

无定型氧化

物及其性质的研究正在系统开展
,

在土壤与离子的相互作用及离子的专性吸附方面也开

展了研究工作
。

重金属元素和有毒化合物对土壤环境的污染也开始了研究
。

三
、

土壤农业化学

氮
、

礴
、

钾三要素在植物营养中各有其独特性质和作用
。

施人土坡中的磷肥或钾肥
,

即使用 t 过多一些
,

在通常情况下对作物生长并不引起危客
。

但是过量的氮肥是有害于

作物生长的
。

同时
,

氮肥也可能挥发和淋失
。

过 去的试笋结果认为
,

作物对肥料氮的利用

率
,

大约 50 外 左右
。

其余一 半的氮素在土壤化学及环珑污染方面引起广泛的注意
。

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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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中的氮素也是作物的主要氮素给源
。

应用同位素氮
,

是研究土壤中氮肥去向的主

要手段
。

在我国近 10 年来
,

田间微区试验设计已经应用于水稻田中氮素去向的研究
。

在一般矿质土壤中
,

磷素的含量远远低于钾素
。

因此
,

农田土壤对于磷肥的需要都高

于钾肥
。

在我国磷肥生产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情况下
,

经济 合理施用磷肥是一个值得

重视的问题
。

我国钾肥基本上依靠进 口 。

过 去钾素是从灰肥和有机 肥得到补给的
。

但当作物产量

不断提高
,

氮
、

磷肥料用量上升之后
,

钾肥的需要性就突出了
。

现在发现太湖地区和东北

黑土区钾肥也有增产效果
。

近 10 年来
,

我国化肥销售量迅速增加
,

据 19 8 5 年统计资料
,

N
、

P刀
5 、

凡0 的总 t 为

1 3 3 5 万吨
,

粮食产量达 4 亿吨左右
,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由于施用化肥而增产的
。

微量营养元素是指土壤中含量在
n x 1 0 一‘一

n x l。
一 ,

外之间
,

而为植物和动物正常

生长和生活所必斋的元素
,

通常指硼
、

钥
、

锰
、

锌
、

铜等
。

它们在生物体中为酶或辅酶的组

成分
,

其作用有很强的专一性
,

不可相互代替
。

据现有资料
,

我国土壤含硼由痕迹至 , 00

p p m
,

平均 6 4 p p m
。

含相为 0
.

1一 6 ppm
,

平均为 1
.

7PP m
。

锰是土壤中含量最高的微量元

素
,

约为 4 7一 , o o o p p m {平均 7 一op p m
。

含锌在 < 3一 7 o g p p m
,

平均 lo o p p m
。

在石灰性土

壤中锌的可给性很低
,

此外
,

心土的含锌量远远低于表土
。

长期以来
,

做了大量的肥效试验
,

基本上明确了我国主要类型土壤肥力的基本状况和

不同肥料品种的增产效果
。

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科学施肥制度和指导施肥体系
,

也是巫待完善和解决的问题
。

四
、

土 壤 物理 学

土城物理学是研究土壤中的物理现象及其变化的一个学科分支
,

包括研究土壤水分

的保持和移动
,

土壤的热传导和变化
,

土壤空气的保持和大气交换
,

土壤颗粒组成及其排

列
,

土壤力学性质
,

电
、

磁性质及其变化等
。

很明显
,

土壤的物理性质是受轮作制度
、

耕作

方法
、

肥料类型(有机 肥或化肥)等的影响
,

是决定作物产量的重要因子之一
。

研究土城的

物理性质
,

对合理灌溉
、

排水
,

水土保持
,

合理轮作
、

耕作和科学施肥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虽然农学家对土城物理性质的重要性早有认识
,

但是在我国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却是比较

少的
。

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壤物理性质的研究要保持在原状和原位条件下
,

而 且土体的不一致性又给测试技术带来许多困难
。

此外
,

长期以来
,

在我国测定土壤物理

性质的仪器设备陈旧
,

局限于一些简单项 目
,

如土壤机械组成
,

持水量
,

张 力
,

空隙度等
。

这

些简单项 目
,

对于现代土壤物理学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

最近 20 年来
,

我国对于土壤物理学研究有所重视
。

逐步开展了土壤水分能量概念的

应用与研究
,

建立了研究水土势所必备的测定装置
。

在武功
、

大连
、

南京等地多次举办土

城物理溯试和研究方法的讨论会 (或进修班)
。

在封丘
、

禹城及北京建立了土壤物理参数

的 自动记录站
,

在江西
、

陕西等地布置了原柱型土壤的定位试验
。

同时也装备了压力膜仪
、

吸力平板仪
、

库尔特颗拉分析仪
、

三轴剪力仪
、

中子测水仪及原地定位测定蒸发 t 的传

感器等仪器
。

研究了西北黄土高原深层贮水的农业意义
,

高产水稻土的物理性质及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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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

以及土壤磁学性质在土壤分类和土壤改良中的应用等
。

这些研究推动了我国土壤物

理学的发展
。

在土壤物理性质中
,

土壤质地首先受到注意
。

我国土城颗拉的分布规律
,

大休上从西

到东
,

从北到南逐渐变细的趋势
。

土壤结构是土壤颗粒的排列和组合
。

近代土壤结构的

研究进人土壤颗粒的空间排列对水流
、

热流和气流的影响
。

它密切依赖于土壤中团聚体

的大小
、

稳定性及其形成过程
。

土壤质地和结构是土壤机械物理性质的主要因子
。
但是

,

土壤水分和土壤空气又直

接影响土壤的膨涨
、

收缩
、

吸附及结持等机械物理性质
。

土壤砂拉是惰性颗粒
,

而粘粒却

带有负电荷
,

通常吸附着阳离子
。

土壤水分是一个带电的偶极体
,

而不同的土壤
,

粘拉表

面却各有其吸附特性
。

把这些因子联系起来
,

可以作为
“
土城一植物一大气连续体系

”
来

对待
,

是土壤肥力的主要指标
。

土壤物理学的研究
,

在理论上和生产实践上均已引起我国土壤工作者的注意
。

五
、

土壤粘土矿物

我国土壤粘土矿物的研究是建国以来才逐步开始的
,

近 40 年来
,

土壤粘土矿物的研

究从摸索研究方法
、

改进实验技术着手
,

结合国家对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任务
,

先后对华南
,

华北
、

西藏
、

西南
、

内蒙古
、

黑龙江及新疆等地的土壤进行粘土矿物的发生演变及其分布规

律的研究
。

基本摸清了土壤粘土矿物的分布规律
,

为土壤矿物的深人研究奠定了基础
。

根

据我国高原
、

山地
、

平原和丘陵地带性土壤中主要粘土矿物的组成
,

将全国土壤中粘土矿

物的分布情况划分为十一个区
。

可以看出
,

我国土壤粘土矿物组成随生物气候而更替的

规律性
。

青藏高原
、

柴达木盆地
、

新疆
、

内蒙古高原西部这些气侯干寒地区
,

土壤中的矿物

风化度低
,

粘粒部分以水云母
、

绿泥石为主
。

由此向东
,

到内蒙古高原东部半干旱地区
,

蒙

皂石在土壤中大t 形成
。

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

黄土高原
、

冀北山地和辽东
、

胶东两半岛

的褐土一黄绵土一棕壤地带
,

水云母进一步风化
,

出现较多的蛙石
。

黄棕壤地带的粘土矿

物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
。

广大华南
、

西南红壤地带分布着高岭
,

氧化铁亦明显增多
。

赤红

壤和砖红壤地带
,

水云母风化相当彻底
,

高岭石的结晶度和含量都比红壤有所增高
,

铁
、

铝

氧化物大量积 累
。

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组成也有明显的地带性特征
,

即从北到南随着水热条件的差异
,

水

稻土的粘土矿物组成也逐步由蒙皂石为主变为以水云母为主
,

再变为以高岭石为主
。

并

且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组成与前身土壤极相似
。

土壤矿物的研究与植物的钾素营养相结合
,

近年来也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
。

通过

对我国主要土壤含钾矿物的种类
、

含量及供钾潜力的研究表明
,

含有较多黑云母的北方土

坡供钾潜力都较高
,

一般作物不需施用钾肥 ;而风化较强烈的南方土壤
,

虽然有些土壤亦

含有较多的钾素
,

但由于这些钾素主要存在于难被植物吸收的白云母和长石中
,

所以这些

土壤需施用钾肥
。

随着土壤粘土矿物研究的深人
,

近来
,

发现在我国南方的酸 生土壤中
,

常常存在着一

种性质介于蛙石与绿泥石之间的矿物
,

亦即所谓 14 入过渡矿物
。

这种矿物与矿床矿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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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同

,

是土壤特有的
,

是成土过程的产物
。

它的存在对土壤酸度
,

磷
、

钾等固定均有深刻的影

响
。

因此
,

它成为我国南方土壤粘土矿物研究的重点
。

目前根据我国复杂的土壤分布情

况
,

从粘土矿物定量分析人手
,

深人研究我国土壤粘土矿物的分布规律及其物理化学性

质
,

为土壤发生分类
、

土壤肥力特性
、

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提供数量化的指标
。

1 ‘

/ 、 、 土壤生物化学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胶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了解土壤有机质的组成
、

性质
,

既是阐明土

壤胶体本性及土壤固
、

液相界面上发生的各种过程的前提
,

也是了解水体中重金属和有机

农药迁移
、

转化规律所必需
。

土壤有机质的转化是环境中 c 和N 循环的理论基础
。

随着

粮食和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
,

土壤有机质的组成
、

性质和转化的研究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
。

耕地土壤的表土
,

通常含有机质在 1一 3务之间
。

我国由于利用不 当
,

有大面积的农

田
,

其有机碳< l另
。

耕地土壤的 C / N 比在 10 一 14 之间
,

这个比数随着土壤剖面的深度

而下降
,

在 0
,

, 米处 C /N 比一般为 , 左右
。

土壤有机质的 C / N 比在不同生物气候条件

下
,

差别不大
,

它远远小于成熟的植株
。

这说明植株体在进人土壤以后
,

在不断分解中
,

减

少了碳素
。

在主要土类中
,

土壤有机质的 N / S 比也很稳定
,

一般在 7一 8 之间
。

土壤有机质的分解产物是腐殖质
,

腐殖质是很稳定的
。

根据放射性碳来计算(英国洛

桑试验场研究结果)
,

表层土壤的腐殖酸约已有 75 0 年
,

富里酸为 4 20 年
,

胡敏酸为 2 4 0 0

年
。

土壤腐殖质的形成历史
,

随着剖面深度而递增
,

表土下 23 一 2 29 厘米的土壤腐殖质形

成已有 2 0 0 0一 12 100 年
。

当然表层可见的植物残体是现代的生物物质
。

土壤中的生物残体
,

其代谢作用必须通过触酶来完成
。

各种触 酶都有它们的专一性
,

例如含磷有机化合物和有机肥料是通过磷酸水解酶来形成无机磷酸盐的
。

土壤有机质在组成
、

性质方面
,

国外继 7 0 年代确定了腐殖酸的基本结构单元为酚和

苯酸后
,

近年来发展出一些新的方法
,

证明脂肪族化合物在腐殖酸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

各

种土壤腐殖酸在组成上有明显差异
。

在形成方面
,

近年来提出大量新的证据
,

表明腐殖酸

有多条形成路线
。

同时证明土壤矿质部分作为接触剂在腐殖酸形成中的作用
。

在转化方

面
,

不仅提出一些稳定态碳
、

氮转化的概念模式
,

并且个别模式已经得到验证
。

国内在腐殖质形成方面
,

继 60 年代提出了溃水条件有利于胡敏酸的形成后
,

近年来

在这方面又获得一些新的证据
,

并证明演水条件下形成产物的含氮组分与好气条件下的

有明显不同
。

同时还提出了在好气条件下不 同干湿状况以及游离碳酸钙
、

矿物组成等在

腐殖质形成中所起作用的证据
。

在转化方面
,

发展出一种研究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的方

法
,

并用以估计水稻田有机质的年分解量
。

此外
,

还揭示了土壤性质对有机物分解速率的

影响
,

对石灰性土壤的有机质状况提出了新的解释
。

七
、

土壤微生物学

(一 ) 土族徽生物的生态研究

关于橄生物在土壤中的数量
、

种类及分布
,

在土坡微生物学早期工作中巳提供了较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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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概念
。

土坡中多数微生物种类都属于广域分布类型
,

只有在特殊生态条件下
,

土壤

微生物区系才有明显的差异
。

从 50 年代开始
,

我国较为系统的调查了土壤中微生物的数

量和分布
。

结果说明
,

细菌是土壤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类群
,

放线菌次之
,

真菌最少
。

我国

主要土类中
,

有机质含量丰富的黑土
、

草甸土
、

磷质石灰土和植被茂盛的土壤中
,

微生物数

量较多
。

而西北干早
、

半干旱地区的栗钙土
、

棕钙土和盐碱土以及华中
、

华南的红坡
、

砖红

壤中数量较少
。

就同一地区而言
,

土壤微生物数量受植被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

(二) 土滚橄生物在土族养分有效化中的作 用及其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1
.

生物固氮 : 生物固氮将氮气还原为氨
,

是地球化学中氮素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
,

也

是植物氮素营养科学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

从土壤肥力意义上讲
,

共生固氮是增加土城氮

素
,

提高肥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地球上豆科植物和根瘤菌的共生固氮t 占生物总固氮最

的二分之一
,

约为 5。。。万吨
。

所以豆科植物和根瘤菌共生关系的课题一直列于生物固氮

作用的首位
,

试图直接解决农作物的氮素营养问题
。

国际上对这一课题在整体水平和群

体水平上
,

在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多方面多层次地开展了研究
。

在我国早在 30 年代已开始了豆科
一

根瘤菌共生固氮的研究
。

但大 t 工作还是在建国

以后才开始的
。

50 年代推广了大豆
、

花生
、

紫云英和曹子等豆科作物的根瘤菌人工接种

技术
。

东北大豆根瘤菌接种
,

紫云英北移新区接菌等工作在农业增产上取得显著效果
。

实

际工作表明
,

除花生根瘤菌人工接种的增产效果较稳定
,

其它品种的老种植区
,

接种效果

不一致
。

在大多数地区
,

增施磷肥能显著提高共生固氮的效果
。

60
,

70 年代豆科
一

根瘤

菌共生固氮的技木工作
,

着重于优良菌种的选育
,

接种剂的生产技术
,

应用血清学鉴定和

抗药性标记方法进行了人工接种菌株和本地 自然菌种竞争结瘤的生态学研究 近 10 年来

的主要工作 : 为了发展南北方畜牧草场
,

进行了三叶草
、

沙打旺的根瘤菌丸衣化种籽的机

播
,

取得了显著的接菌效果 ; 为了开发利用固氮树种进行了木本豆科植物结瘤和共生固氮

的研究 ; 新弧
、

西藏
、

海南根瘤菌资源的调查和分类研究 ; 弗兰克氏 (Fr
o
nk

s
) 菌和非豆科

宿主植物的共生研究中
,

纯培养分离成功 ;大豆快生型与慢生型根瘤菌比较研究 ; 根瘤菌

遗传学和高效菌株构建的研究等
。

2
.

土壤无机氮的转化
:
土壤中无机氮的转化研究重点仍然是硝化和反硝化作用

。

在

特定的条件下通过硝化和反硝化可将氨转化为 N O 、 ,

N O Z ,

N O 或 N
: ,

造成土城中氮素

的损失
。

也可能由于土竣中亚硝酸的积累而引起水质污染
。

50 年代 中期研究了水稻土

的硝化作用和硝化微生物
。

并证实了水稻田中存在大量的亚硝酸细菌
,

在好气和厌气条

件下
,

都存在着硝化作用
。

所以水稻田中的硝化微生物属于兼厌气类群
。

70 年代对硝化

抑制剂的有效性
,

增产效果和施用条件及其植株
、

土壤中的残留t
、

毒性等方面 进 行 了

研究
。

80 年代进一步研究了不同土壤和不同利用方式下硝化强度及其影响因素
。

八
、

土 壤 生 态 学

陆地生态系统由农业
、

草原
、

森林和湖泊几个亚系统构成
。

生态研究
,

国外开展早
,

国

内起步迟
。

目前较活跃的研究领域是
: 不同生态类型中营养物质循环与能最转递 ; 区域

生态系统的演变同环境条件的关系 ; 人为活动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与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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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系统的研究近 10 年受到重视
,

已开展的有以下几方面工作
。

(一) 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

包括稻田
、

旱地与复合生态系统
。

我国地少人多
,

需要不断改善土壤条件以满足高

产
、

复种与综合利用
,

营养物质循环强度较大
。

1
.

不同轮作制中营养物质循环 : 在太湖地区
,

三熟制 产蚤高于两熟制
,

稻一稻一麦达

7 56 公斤 /亩
,

稻一麦达 59 0 公斤/亩
,

稻一麦一棉达 4 12 公斤/ 亩
。

自然归还率则反之
,

前

两者为 13 多
,

后者为 26 务
。

营养元素的平衡状况是
:
氮素有盈余

,

磷素平衡或略有盈余
,

钾素亏缺
,

施人钾肥量仅能满足需求量的 ]/ , 一 1 / 3
。

三熟制有利于有机质与氮素积累
,

但增强了钾素耗竭
,

某些物理性质亦趋恶化
。

北方早作区
,

基于营养元素循环与能源利用
,

提 出了优化耕作制度的建议
。

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 用产量最高
,

有机肥对改土有利
,

残效明显
。

绿肥牧草不仅可以

改善土壤营养状况
,

根系对改良下层土壤有明显效果
。

2 、

土雄条件与作物高产 : 作物吸收的养分大半来自土坡
,

土壤肥瘦决定作物产全
。

在

肥沃水稻土上三熟制产 t 比两熟制高
,

而在低肥力水稻土上三熟与两熟产量相差不多
,

合

理运筹熟制方能增产增收
。

水稻土地下水位维持 60 一 70 厘米与 日渗漏量 15 毫米 左右
,

稻麦产量最高
。

北方旱作

区
,

通过降水
、

土壤水分与作物需水量的相关分析
,

可制定适应性的作物布局
,

争取高产
。

(二) 草原土维生态系统的研究

植株中营养元素含量随季节而变化
,

由活植株到立枯(霜后) N
, C : ,

P
,

M g ,

z n
含t

上升
,

到残落物又下降
,

而 Al
,

Fe 则反向升高
,

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元素的循环特点
。

放牧强度对草原与土壤影响很大
,

连续放牧三年
,

距村 12 0 0 米范围内草场破坏
,

土壤

沙化
。

(三) 森林土城生态系统的研究

主要研究了土壤中动物
、

微生物区系在不同林型下的种群
,

以及土壤酶同有机物分解

的关系
。

同时研究了土壤中化学元素的垂直分异
。

苔原带土壤化学组成与岩石组成相

近
,

混合林带土壤中 K
,

N :
含量低

,

而 ca
,

M g ,

Fe
,

M 。
含量高

,

既同岩石与淋 溶有

关
,

也与生物积 累有关
。

另外
,

结合山地综合利用在热带
、

亚热带与温带半干旱山区已开展区域生态建设与复

合生态的研究
。

将农
、

林
、

牧
、

渔作为一个系统
,

研究营养物质循环与互补作用
,

以增加生

物产量与改善生态环境
。

九
、

结
’

语

建国四十年来
,

我国土壤科学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
,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
。

不仅培养了一支较为成熟的科技队伍
,

而且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学科分支
,

具备了综

合研究能力
。

同时
,

也充分认识到随着社会和生产的发展
,

土壤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历

史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

我国的土地资源有限
,

可耕地不仅不能再扩大
,

而且还在下降
。

我国

人口趋于发展高峰期
,

人均耕地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四亩降为二亩
。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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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逐步改善十一亿人民的生活条件
,

要增产粮食
、

保护生态环境
,

无疑是土城科学工作者

的职责
。

我们要在土壤资源开发利用
、

防止水土流失
、

中低产田改良
、

合理施肥及土镶环

境保护等方面继续开展研究
,

并且必须在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土壤是可 以再利用的自然资源
,

在良好的管理制度下
,

进行合理的耕作与培育
,

保持
; 其良性的生态平衡

,

将成为人类世代生存的依托
。

因此
,

运用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
,

研究

保护及合理利用土壤资源的措施和理论
,

也是土壤科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

土壤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
,

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
。

要使土壤学发挥更大的作

用
,

必须加强学科的交叉与渗透
,

运用生态科学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加强综合研究
。

要注重

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
。

面向生产和加强基础研究的一致性
,

将成

为土壤学今后研究的特点
。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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