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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与土壤

肥料科学的发展

唐 近 春
(农业部 七墩肥料总站 )

摘 要

建国 4 。年
,

中国开展了两次全国土壤普查
。

本文简要回顾了第一次全国土坡普查
,

粉盆

综述全国第二次土坡普查在发展上坡肥料科学方面的成就
。
全国第二次土城普查是,l , 7, 一

t , 8 ,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
重点科技研究项目内容之一

,

在科技顾问组的指.

下
,

采用新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和遥感
、

测试
、

微型电子计算机等调查制图和化验手段
,

取得丰硕

的科研成果
。

对于发展中国土坡分类科学
、

充实了土墩基层分类的荃本单元
,

建立土坡测试网

络
、

改进土坡分析方法以及普查成果在制订农业区划
、

科学施肥
、

土城改良
、

基地建设等方面广

泛应用
,

为发展农林牧业生产服务
。

并对土壤普查中建立的土壤肥力监测网作了论述
。

本文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土壤肥料学科的发展
。

新中国成立前
,

我国于本世纪 30 年代开始在全国范 门内
,

概略进行过土壤调查和部

分区域性土壤调查
,

编绘了一千万分之一及七百万分之一的全国土壤图
、

部分省(区)土墩

图和分县土壤图
。

新中国成立后
,

除针对开发利用土地
、

流域规划
、

保持水土等
,

分别在局部地区进行土

坡调查制图外
,

还开展了两次全国土壤普查
。

第一次从 19 , 8 年开始
,

历时 3 年
,

以全国的

耕地为主要调查对象
,

完成了除西藏 自治区和台湾省以外的耕地土壤调查
,

总结了农民鉴

别
、

利用和改良土坡的经验
,

编制了
“

四图一志
”

(即 : 二百五十万分之一全国农业土城图
、

四百万分之一全国土壤肥力概图
、

全国土壤改良概图
、

全国土地利用现状概图和农业土墩

志 )
,

为合理利用土地提供了大里的土壤资料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一方面由于第一次

土壤普查的调查范围和内容较窄
,

对耕地以外的林地
、

牧地和荒地土壤调查甚少
,

又限于

当时历史条件
,

调查结果没能很好利 用 ; 另方面
“文革

”
期间我国土地资源遭到很大破坏

,

滥伐林地
、

破坏草原
,

围垦湖泊
、

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
、

土壤砂化
、

次生潜育化与盐渍化
,

导

致生态失调
,

耕地面积不实
,

因此
,

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
,

因地制宜用地

养地
,

提高科学 种田和科学养殖水平
,

促进农林收业生产的发犀
。

1 9 7 9 年 斗月
,

国务院颁发了有关文件
,

在财政
、

测绘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

全国

第二次土壤普查由点到面开展
。

迄今除极少数省(区 )外
,

省
、

地和县级成果业 已完成
,

正

进行省级验收
,

在此基础上将汇总出全国成果
。

全国第二次上壤普查是 《1 9 7 9一 19 8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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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草案)》重点科技研究项 目内容之一

。

这次土壤普查极大地

丰富了土壤肥料学科的研究内容
,

并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

一
、

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

令

这次土壤普查
,

全国和省(区
、

市)分别制定了土壤普查技术规程和土壤工作分类方

案
,

聘请教授
、

专家和富有实际经验的科技工作者
,

成立科技顾问组
,

加强技术指导和技术

培训
,

并结合普查开展了土壤肥料等方面的研究
。

采用比较新的 l :l 一 5 万大 比例尺 (上海市为 1 :2 千 ) 地形图和航卫片 资 料
,

应 用

注:l
.

, 一 2
.

, 万大比例尺航片进行土壤调查制图
,

提高精度和速度
,

并为今后大 比例尺调查

制图打下基础
。

有的省区部分应用 l : 25 万的彩色卫片和相应地形图为底图的中小比例

尺调查制图和用卫片校核地区级汇总成果
,

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

各级成果图件除土壤图
、

土城养分图
、

土城改良利用分区图
、

土地利 用现状图
,

还包括 1 : 100 万分幅土壤图
,

有的还

因地制宜增绘了水土流失(坡度 )
、

砂化
、

地下潜水等图幅
。

在土墩普查中
,

所积累的土壤个体单元的特征特性 资料
,

可充实我国土壤分类系统中

的基层分类单元
。

如根据编写《土种志》的有关要求
,

对各土种的质 (基本性 质的中心概

念 )
、

量 (分布范围与面积 )进行全面概括
,

就有可能在我国建立起数千个属性 清晰的土种

单元
。

过去我国曾划分过 2, 0 00 个土系
,

预计经过这次普查
,

土壤基层分类单元—土

种
,

至少将达 ,
,

0 00 个以上
。

据粗略统计
,

通过逐级汇总
,

已编制出土壤系列图件 14
,

0 00 余幅 ;土壤志
、

土种志
、

土

城肥料科技论文 3 2 0。多份
,

以及关于土壤资源的 160 多项共 2
,

。00 万个以上的数据
。

如

上海市建立的土壤资源数据库
,

应用 IB M 微型计算机贮存了容量 ‘兆
,

有效信息量 40 多

万个数据
,

应用大样本优势
,

为土壤分类
、

改良利用分区和研究其他土肥问题提供了依

据
。

全国 30 个省(区
、

市)和 2
,

4 27 个县级单位
,

结合土壤普查进行土地利用现状概查
,

通

过面积量算
,

首次得到全国
、

省
、

地
、

县的幅员面积和耕地
、

园地
、

林地
、

牧草地
、

居民点及工

矿 用地
、

交通用地
、

水域和未利用土地等的面积数据
,

这是目前条件下比较接近实际的一

套完整数据
, 已作为内部数据资料供领导和有关部门使用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
,

对优秀的科技成果并在生产中起!

要指导作用的应予奖励的精神
,

农业部表彰奖励了 1 14 个地
、

县级土壤普查优秀科技成

果
,

各省(区)也相继表彰奖励了一批普查优秀成果
。

西藏 自治区进行了有史以来分 县
“
两土一草一评

”

(即土壤
、

土地利 用现状
、

草资源调

查和土地评价)
。

青藏高原素有
“世界屋脊之称

” ,

是独特自然区域
,

成土条件多样
,

土壤类

型萦多
,

解放后曾进行科学 考察和综合性考察
,

局部进行过上墩概略路线考察
,

这次大比

例尺全面调查极大地丰富了以往考察成果
。

为此
,

农业部对西藏 自治区和参加工作的各

援藏单位进行了表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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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发展了我国土壤分类科学
介

分类科学是一个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志
。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分类方案
,

初始是在

中国土壤学会
“
全国土坡分类暂行草案(1 97 8 年 )

”
的基础上

,

由全国土城普查办公室邀请

有关专家研究制订
,

经过实践反复修订
、

补充逐步完善
,

考虑土城形成环境条件
、

形成过程

和理化性状而进行分类
。

这样的分类不仅是科学的
,

并能使调查成果在生产上便于应用
。

采用土纲
、

亚纲
、

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
、

变种七级分类
,

以土类和土种为基本分类单元
。

土

类是根据成土因素
、

成土过程和由此发生的土壤属性来划分
。

土类以上再归纳为土纲
、

亚

纲
,

以概括土类之间的某些共性
。

亚类是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
,

有时也可以根据盈加成土

作用
,

使土墩属性起了显著变化而区分
。

土属主要根据母质类型与性质
、

地形部位
、

水文

地质等因素划分
。

土种是在具有相同母质等因素的基础上
,

具有类似的发育程度和土壤

形态学特征的一种土壤
。

变种是土种范围内根据耕层或表层性质的差异而划分的
。

现共

分 12 个土纲
,

27 个亚纲
,

60 个土类
, 2 34 个亚类

。

土种目前正在整理之中
。

在普查中发现
,

鉴定了许多土坡类型
,

应用分析数据对一些土城的形成划分指标和分

布有了新的概念
。

例如 : 应用 B 层土壤的粉砂
、

粘粒比
、

p H
、

有效阳离子交换盘
、

土壤盐基

饱和度等指标
,

探索划分红墩
、

黄壤
、

棕红壤
、

黄棕壤
、

粘盘黄棕壤有较好的适应性
,

这一成

果已广泛应用于红黄坡地区
。

闽浙赣三省边界土壤路线考察
,

对不同母岩(花岗
、

玄武
、

红

砂岩等)上发育的水稻土亚类
,

其鉴定指标除考虑土体构型
,
发育层段

、

诊断土层
、

土壤分

布外
,

还考虑晶胶铁率(即游离态铁一活性铁(无定形铁 )/ 无定形铁)研究铁的活化和晶胶

率与水型之间的关系
。

菇育水稻土
,

在整个剖面中
,

储育层铁
、

锰斑点淀积较多
,

晶胶铁率

较其他发生层段高 ;渗育水稻土渗育层的晶胶率也比其他发育层高
,

且铁层高于锰层 ; 淹

育水稻土络合铁的含量较高
,

土体内晶胶铁率变化不大 ; 潜育水稻土潜育层青灰色为主
,

亚铁反应明显
, E h < 100 m V

,

晶胶铁率小于 l; 漂洗水稻土漂洗层灰白色(粉砂质)
,

在土

体内晶胶铁率最低
,

晶质铁的绝对含量也最低
。

研究表明
,

水稻土剖面铁的游离度
、

活化

度和晶胶铁率均能 为水稻上分类提供依据
。

特别是晶胶铁率在水稻土剖面各层段间数值

分异明 显
,

可作为水稻土分类的主要指标之一
。

省间
、

大区间的许多土壤分布界限
,

在获

得大量野外考察证据和化验数据后
,

已取得统一认识
。

甘肃宁县对黑庐土被黄土复盖的

成因
,

主张“风成黄土堆积
”
的见解

,

对黄绵土的形成提出耕种侵蚀
、

耕种熟化及生草腐殖

化三个成土过程的论据比较科学
。

对云南曲靖地区的调查
,

证实了境内南盘江河谷应划

为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带
,

局部为沟谷雨林带
‘

, 1 100 米以下为黄色赤红壤带
,

更正了关

于
“

亚热带
、

热带稀树灌木草原
”

和“热带干早稀树草原
”

的论说
。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

三
、

土壤测试有新的进展

在土壤普查中
,

各级土肥机构以部商地方项 目
、

合资项 目
、

商品基地开发和地方自筹

等多种形式
,

建立了省级土肥测试中心 25 个
,

地市级化验室 1 76 个
,

县级化验室 1
,

4 3。

个
。

引进国外先进仪器 54 台(件)
。

如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在第二次土壤普查开始前只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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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有粤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有此设备
,

现在不但遍及各省
,

而且部分地(市)农业化验室也
3

-

一
-

- -
-

-
- -

一
- - -

-

一
’

- -
一 ’

-
-

一
-

一一 一

在应用
。

有的还引进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

紫外 /可见光/近红外分光光度计和蛋白质分

析系统等灵敏度高
、

简便
、

快速的仪器
,

从而提高了测试水平
。

据统计仅省级测试中心
,

已

完成测试样本 20 0 万项次
。

不但承担土肥常规分析
,

还开展了微量元素
、

矿质全量元素
、

腐殖质组成和胶体分析等项 目
。

测试样本范围涉及土壤
、

肥料
、

水质
、

饲料
、

农业环保
、

农

产品品质等方面 100 多项
。

如应用在土壤分类方面
,

上海市对当地青紫泥与青紫土
、

青黄

泥与青黄土的区分
,

不仅以有无盐酸反应为一个指标
,

还通过沉积母质粒度分析
,

微体古

生物分析
,

沉积磷酸盐分析
,

碳酸盐及钙
、

镁组分分析等资料作了校核
,

使调查结果更符合

实际
。

成都土肥测试中心化验了 1 ,
,

0 00 多个样本
,

34
.

5 万项次
,

总计提供数据 132
,

3 9弓

个
,

在土坡肥料
、

农业环保乃至整个农业推广中起 了重要作用
,

经济效益达 45 一 80 万元
。

并对土城阳离子交换量
、

有机质等测试方法方面作了改进
,

对土壤机械组成
,

用卡庆斯基制

换算国际荆进行了研究
。

安徽土肥测试中心分析的 50 多个省级选定的土壤剖面
,

除完成

统一规定必测项 目外
,

还结合生产增加微团聚体
、

活性有机质
、

缓效性钾
、

有效硅等项目
。

他们还革新技术
、

改进分析方法
,

如提胶采用尽最除去土中有机物残渣并在电热板上控制

双氧水作用时的温度
,

改 巴式抽滤为高速离心等操作技术
,

工作效率提高 3一 4 倍
。

另外
,

有的还对分析样本的前处理也进行了一些革新和探索
。

由于土肥站技术力量和侧试手段的优势
,

有的已取得化肥质量监测合法建制
,

或已通

过计量
、

机构
“双认证

” , 已有 8 个省级中心
, 120 个地区级

, 12 0 7 个县级土肥化验室开展了

化肥监测
,

逐步形成网络
。

长沙
、

安徽
、

江苏化肥监测结果
, 19 8 8 年统检 ,

,

94 8 个样
,

氮肥

合格率 46
.

7一 97
.

7多
,

过磷酸钙合格率 28
.

3一 50
.

7多
,

复混肥料合格率 13
.

8一 34
.

8外
。

陕

西省 7 个地(市)
,

20 多个县近 5 年抽检化肥样本 5 08 个
,
代表化肥数t 5

.

8 万吨
,

其中不

合格化肥总计 2
.

6 万吨
,

造成农民经济损失 2 0 7 万元
,

经查封 1
.

4 万吨
,

挽回经济握失

1 1 8
·

6 万元
。

四
、

为农业生产分配化肥提供依据
,

推动了

科学施肥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争

随着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
,

70 年代以来氮肥施用量迅速增加
,

农业出现了重施和偏

施氮肥的倾向
,

加之有些地方施用农家肥料有所忽视
,

使氮
、

磷
、

钾比例严重失调
,

单纯增

施氮肥的结果
,

出现了
“
报酬递减

” ,

带来化肥增产率下降
,

农作物生理病害加剧
。

有一些

地区土壤缺磷缺钾已成为作物增产的限制因素
。

在国外 (如罗马尼亚等国)没有土壤图
、

养分状况图等资料
,

这个单位就难得到化肥
。

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因土施肥
,

发挥肥料的

效益
。

我国应用化肥试验网的资料和土壤普查成果
,

完成了全国化肥区划
,

并提供了兴建

化肥厂和分配化肥的依据
。

从而能够把磷
、

钾优先分配到缺磷
、

钾的地区
,

和用到对磷
、

钾

肥增产效益高和经济效益大的作物上
。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
、

实验室土壤测试和田间实验资料
,

调整氮
、

磷
、

钾配

比 ;一些高产
、

高肥地区探索氮肥效益和适宜用量节省用肥
,

降低成本
,

已见成效
。

土壤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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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丰缺指标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各地综合考虑需肥规律
、

土城供肥性能与肥料效

应
,

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 (也称推荐施肥
、

平衡施肥)
。

还根据各地条件
,

开展因土
、

因作物

配方施肥
。

按施肥不同依据可大致区别为 3 类 6 个基本方法 : 第一类地力分区配方法 ;

第二类 目标产量配方法包括养分平衡法和地力差减法 ; 第三类田间试验法
,

包括肥料效应

函数法
、

养分丰缺指标法
、

氮磷和钾比例法
。

目前全国已有近 2 0 0 0 个县不同程度地开展

此项工作
,

推广面积达 4 亿多亩次
。

据 20 个省(区
、

市 )试验示范资料统计
,

实行配方施

肥
、

作物增产幅度一般在 8一 15 沁
,

并能提高农产品品质和节省化肥用量 10 务
。

配方施肥

正逐步向各种技术参数指标化
,

施肥向半定最化
,

探索应用微机处理技术的阶段
。

开展数

学模拟和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最佳施肥量的研究
,

也有了良好开端
。

在调整氮
、

磷
、

钾比例方面
, 1 9 7 9 年全国化肥生产的氮

、

磷
、

钾比例为 1 :0
.

2 : 。
.

0 02
,

这

几年经注意改善
, 1 9 87 年氮

、

磷
、

钾化肥的生产比例为 1 :0
.

25 :0
.

0 0 2 ,

加上进口 化肥消费

比例为 1 : 0
.

3 1 8 : 0
.

10 7
。

根据规划到本世纪末
,

需要化肥 3 0 5 0一 3 2 6 5 万吨 (纯养分)
,

氮
、

磷
、

钾消费比例要达到 1 :0
.

4一 0
.

5 : 0
.

2一0
.

3
。

化肥增产中在注意磷
、

钾肥和复合肥生产的

同时
,

要重视施用有机肥料
,

实行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
,

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
施用有机

肥
,

在目前对缓解我国化肥生产中氮
、

磷
、

钾肥比例失调也有重要作用
。

在土壤普查中各地进行了缺素调查
,

湖南
、

福建
、

山西
、

辽宁
、

黑龙江
、

湖北等省查明了

土坡微量元素含量及其分布
,

并结合作物缺素症状
,

对症施肥取得了好的效果
。

据统计
,

全国 1 9 8 8 年应用锌
、

硼
、

铝
、

锰等微肥 9 5。。万亩次
。

对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有促进作

用
。

施用微肥贵在针对性
。

由于我国土壤微量元素一般表现缺 1
、

2 种元素
,

主要作物对

微肥显效因素一般也多是 1
、

2 个
,

因此在生产施用方面单元微肥较为经济
,

盲目施用多元

微肥易造成浪费甚至会带来环境污染
。

岭

诊

五
、

土壤普查成果广泛应用于农业区划中低产田改良和

基地建设等方面
,

为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服务

土壤普查是农业 自然资源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成果作为基本资料之一
,

已应用在

农业区划工作上
。

土壤肥力是决定产量的基础
,

作物吸收的养分有 40 一 80 %来自土壤
。

据分析
,

在我

国 目前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下
,

粮
、

棉
、

油
、

糖的生产力水平大体分别维持在 4 亿吨
、

4 00

万吨
、

150 0 万吨和 , 5 0 0 万吨左右
,

因此
,

必须加强基础建设
,

改良土坡
、

培肥地力
,

增强发

展后劲
,

提高土壤的生产力水平
。

目前各地应用土壤普查成果
,

把影响农业生产的土壤障

碍因素和强度作为划分中低产土壤的主要依据
,

把去除或减弱土壤障碍因素和强度
,

缩小

地力级差
、

提高地力等级
,

作为改良的标准
,

制订改土规划和应用于区域开发
,

使地力建设

工作更扎实
,

更富有成果
。

如湖南省针对潜育水稻田
,

采取开沟治潜
,

起垄栽培
,

水旱轮

作
,

近两年累计改良中低产田 6 00 多万亩
。

据 1 9 8 8 年对 62 个低改点统计
,

受益面积为

8 0
,

3 62 亩
,

水稻亩产由改良前 5 60
.

5 公斤增加到 6 49
.

9 公斤
,

增长 16 沁
。

各地把经过土壤普查查明的土壤资源及其性质
,

根据作物对土宜特性的要求进行因

土种植
,

调整产业结构
,

发展名特优产品和基地建设
,

是土城普查成果应用的一个重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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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面

。

如湖北省黄冈地区根据土壤类型和分布特点
,

提出了发展柑桔的
“
安全线

” ,

为柑桔集

中发展提供了科学 依据
。

贵州省金沙县应用土壤普查成果
,

编写了
“

金沙县烤烟生产情况

与有关生态因子的分析
”
论证报告

,

与美国依顿财团达成了建立出口烟叶基地的 协议
,

为

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
。

近几年还应用土壤普查成果为建立商品粮
、

优质棉基地县提供了

依据
。

据全国 1 00 个获奖地县的成果应用初步统计因土施肥面积达 3 亿亩次
,

因土改 良近

1 亿亩次
,

因土 种植调整作物布局 15 00 万亩
,

增产粮食 1 00 亿斤以上
。

经济效益增值达

4 2
·

6 亿元
。

纵观这次土壤普查
,

应用其成果对促进生产已经起了重大作用
。

现在的问题是
,

要进

一步把这些成果应用好
,

包括用于指导当前生产和为基础建设提供依据
,

使之更好地转化

为生产力
。

. j曲

Z 、 、 建立了土壤肥力长期监测网点
,

丰富土壤普查成果

我国以往很少有长期性的和考虑多因素的土壤肥料研究试验
。

建立长期性的土壤肥

力监测网点至关重要
。

在土壤普查中
,

农业部在 16 个省(区)选择砖红壤
、

赤红壤
、

黄壤
、

红壤
、

黄棕壤
、

棕壤
、

白浆土
、

褐土
.

黑土
、

黑钙土
、

黑庐土
、

黄绵土
、

紫色土
、

草甸土
、

潮土
、

盐

土
、

碱土
、

水稻土
、

灌漠土等 z0 个土类设置国家级的土壤监测点 1 60 个
,

以了解在现有生

产力水平条件下我国的土壤肥力变化
。

这样即保持了土壤普查成果资料的现实性
,

使调

查资料常用常新
,

且又突出生产实用性
。

以监测土壤肥力阶段变 化
。

逐步预测预控地力变

化趋势
,

为农业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

全国已经制订了《土壤监测技术规程(试行草案》
,

积

累了经验
,

培训了队伍
,

探索了应用微机处理数据的方法
,

使监侧内容和方法逐步实现规

范化及标准化
。

许多承担国家土壤监测点的省(区)还建立了省
、

市级监测点
、

主点和副点

结合
,

监测点和土肥信息网点结合
,

逐步形成监测网
,

并把监测与田间试验结合
,

提高了土

坡监测的实效
。

如有的监测点上提出的施 用有机肥与土壤基础肥力
、

土壤钾素变化数据 ;

有的监测氮
、

磷
、

钾素变化
,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

在为制订生产措施提供依据方面都已取得

一定成效
。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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