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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年起
,
执行

“
六五

”
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土壤调查制图时

,

受到中央重视
,

国务院发专文

要求开展全国上壤普查
。

该项目由基层 乡 做起
,
逐级汇总成县

、

地
、

省级土壤报告与图件
。

各

省分别完成分省土壤专著与系列分省图件 全国已汇总成
《

中国土壤与土壤资源
”
专著与六

本分大区
“

中国土种志
》
及 万全国土壤图与 万土壤系列图

。

并对全国土壤资源按

质与量 面积数 分别论述其合理开发利用
。

关键词 全国土壤普查
,

土壤制图
,

土埠 资源

为拟订
“

六五
”

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的
“

全国自然资源调查研究及农业区划
” ,

曾于  !

年在山东泰安召开了会议
。

在本课题中
,

列有全国土壤
、

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的调查研究

内容
,

并明确列有 万全国土壤图
、

土地类型图与土地资源图等
。

土壤学科有席承藩

等参加 共同拟订
。

有关
“

全国 自然资源调查研究与农业区划
” ,

列为国家
“

六五
”

项重

点科研项目的第一项
。

在贯彻执行
“

六五
”

重点科研项目时
,

其 中
,

全国土壤调查研究项 目受到中央领导重

视
。

李先念同志认为 要达到 当时我国粮食年产八千亿斤的规划
,

必须解决
“

因土种植
、

因

土施肥和因土改良利用
”

问题
。

为此
,

国务院颁发了 号文件
,

要求开展全国土壤

普查
。

由于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土壤工作
,

曾于 年开展过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
。

因

而
,

年开始的这次普查就称为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
。

为顺利开展这项艰巨的任务
,

专门成立了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
,

由有关部委主管部门

与土壤科研单位等共同组成
,

办公室设在农业部
。

业务由当时的农业部土地利用局
,

现称

全国土壤肥料总站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及有关

单位共同牵头负责
,

还聘请国内著名土壤学家和专家百余人组成全国和六个大区的土壤

普查技术顾问组
,

负责制订规范
、

技术把关
,

推动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的开展
。

年召开了全国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会议
。

一致认为 为了保质保量地 顺 利 完

成上述任务
,

必须培训骨干
,

统一工作方法
,

还必须拟订全国土壤分类系统
,

使各地有所依

据
,

也必须建立土壤分析化验室
,

承担起大量土壤分析任务
。

在培训土壤骨干方面
,

委托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 下简称土办 朱莲青和席承藩两位

副主任负责组织力量
,

进行试点培训
。

于 年先后开展
,

分两批集中北方 与南方有关人

员
。

北方选北京通县
,

南方选浙江富阳为试点县
。

对两县开展了土壤调查制图
,

并汇编成

南
、

北两县的县级土壤报告与图件
,

并对县级土壤调查的技术路线
、

方法
、

标准等进行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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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总结
。

各省骨干回省后
,

也同样集中本省骨干
,

先行统一试点
,

逐步推开
。

此项任务是从基层做起
,

要求逐个公社 现称乡 开展土壤详测制图
。

一般为测制全

公社 乡 的 万土壤图
,

划分土壤基层单元
。

有的地方如上海市全市均完成了

的土壤详图
,

江苏完成了 , 详图等 然后逐级汇总成分县土壤报告与图件
。

因而全

国 个县级单位大都 已印刷出版 了各县的土壤报告与图件
。

根据县级报告与图件
,

逐级汇总成地 市 级报告与图件
。

为了保证质量
,

先由省
、

地

市 分别组织土壤科技顾问组检查
、

验收
,

经修改后方能正式印刷出版
。

同样
,

对省 市
、

区 级土壤报告与图件
,

须经全国土办组织检查验收组
,

对土壤报告
、

图件与资料
,

均一一

验收检查后
,

再经修改方能印刷 出版
。

到 目前为止
,

已有 省 区
、

市 正式印刷了省级

土壤
、

土种志与土壤图集
。

其余省 区
、

市 预计将在本年年底至明春大部完成印刷出版工

作
。

在保证全国土壤普查资料的一致性上的难题是全国土壤分类
。

从一开始就经多次蕴

酿讨论
。

在全国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会上
,

经反复讨论
,

一致同意采用 年江宁

会议拟订的
“

中国暂行土壤分类草案
”

作为开展全国土壤普查所用分类的基础
。

因为
,

这

一分类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编的 《中国土壤》 一书  所用的分类大同小

异
,

一脉相承
。

当即组织力量据此拟订土壤普查规范
,

采用这一分类作为工作分类
,

印发

试行
,

并一再声明
,

采用这一分类要
“

框而不死
” ,

对新订土壤类型
,

先行标出
,

继续收集资

料
,

经充实后再确立
。

在经几年的土壤普查实践
,

于 年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土壤分类会议上
,

对全国土

壤分类方案作了重大修改
,

再度印发全国应用四年后
,

经多次征求意见
,

于 年太原会

议 上 再 度修订 直到 年全国土壤普查资料汇总与百万分之一全国土壤图编制开始

前
,

方才确立了 个土纲
,

个亚纲
,

个土类与 个亚类的土壤分类系统
,

印刷出

版
。

这一分类系统就作为全国土壤普查成果汇总与土壤制图统一使用的分类
。

在土壤分类拟订中
,

由于详测制图的需要
,

必须首先解决土壤基层分类的划分与命名

问题
。

因为
,

我国早在 。年前的 年中
,

使用的是以土系作为基层分类单元
,

曾先后

拟订过约二千个土系
。

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
,

改用先订土类
,

逐级向下
,

划分亚类
,

土

属
,

最后到土种与变种
。

这样一来
,

土种名称动彻十余个字
。

这样联续命名的优点是系

统性明确
,

一望可知这一土种的性状梗概
。

只由于命名过长
,

不便记忆与应用
,

也不符合

我国科学命名的习惯及相邻学科与生产使用
,

诸多不便
。

在开展土壤普查的前几年里
,

曾召开过数次土壤基层分类学术讨论会
。

一致同意应

使土种能成为一级相对独立的土壤基层分类单元
,

在命名上力求简短为 尚
,

以三个至五

个字能表达出土壤的属性为好
,

应多途径试行
。

这样
,

各省 区
、

市 共合计拟订了约上

万个土种单元
,

不少省还单独刊印了省土种志
。

到全国汇总阶段
,

组织力量
,

按大区为单

元
,

分别将各省 区
、

市 已拟订的土种
,

选取其中资料齐全的土种
,

先行编写出版大区土种

志
。

共计划刊出六卷土种志
,

每卷可大致编人约 个资料齐全的土种
。

第一卷 华东

卷 已正式出版发行
。

其他五卷将先后完成
,

分卷付印
。

每一土种包括了 归属与分

布
,

主要性状
,

典型剖面
,

生产性能综述
。

同时还列举了本土种的主要 理 化

性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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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土壤普查中的全国土壤图制图同样是十分繁杂的工作项目
。

在着手筹备初期
,

须

先解决底图与航
、

卫片问题
。

所幸
,

年我国大部地区已有 万的地形图可用 有的

省 市 还有更大比例尺的底图
。

这次普查中
,

大部分省 区
、

市 还使用了航片
,

如天津全

境就使用了采红外航片制图 不少省 市 还用卫片校核图斑
,

保证了图斑的精度和几何图

形的翔实程度
。

根据此次土壤普查规范要求
,

各省 区
、

市 完成所要求的图幅内容 包括土壤图
、

土

地利用现状图 大部分是 年前后完成的
、

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
、

土壤有机质与全氮

图
、

全磷与速效磷图
、

全钾与速效钾图
、

与碳酸钙图
,

以及有效
、 。 、 、 、 、

图等
,

个 别省还增作了土壤侵蚀图
。

省图的成图比例尺一般为 万
,

也有 万的
,

较大面积的省 区 如新疆
、

西藏
、

内蒙古为 万图等
。

在省图集的基础上
,

全国业 已汇总成 万
,

“ 幅分幅的土壤图
,

正在刻印
,

套色

印刷
。

在 万全国图基础上正在缩绘一幅 万的全国土壤图
,

并应用各省土壤

图集的资料
,

正编制 万的全国土壤图集
。

图幅内容如前所述
。

其中
,

对各省提供的

土地利用现状图
,

由于系十年前 的资料
,

暂未编制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图
。

在上述的 年来的全国土壤普查过程中
,

曾经分析过大量土壤样本
。

在着手筹备全

国土壤普查时
,

业已考虑到当时的分析化验设备情况
,

很难胜任这样巨大的土壤分析化验

工作的
。

当即着手购置土壤分析化验的仪器设备
,

先后建立了七个设备完善的测试中心
,

随后
,

随着普查的开展
,

各省 区
、

市 也先后建立省级
、

地 市 级以及县级土壤分析化验

室
。

经过全国分县资料汇总来看 大部分县都能分别积累土壤分析化 验数据 一 万

项次
。

其中
,

最多的分析项次是土壤养分分析结果
。

在编制土壤报告过程中所需的难度较大的分析项 目是 由上述测试中心和部分大专院

校和科研单位承担的
,

如 光衍射曲线等
。

所有这些分析化验数据
、

图件
、

土壤报告
,

均已

分级建立档案库保管
。

部分省 区 如西藏
、

河北
、

辽宁
、

云南还刊印了《数据集》备用
。

如

能把此次所取得的资料与数据
,

充分应用于生产实践
,

转化为生产力
,

将会促使我国以粮

食为主的各项种植业有很大的发展
。

这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另一重要成果是积累了土壤资源数据值
,

建立了土壤数据库
。

所

谓土壤资源是既重质
、

又重量的土壤资源数据值
。

过去传统的土壤调查
,

十分重视土壤性

质
,

如土壤理化
、

生物特性的数据积累很多
。

在论述某一土壤类型时
,

只阐明其分布范围
,

而不易测算其所 占面积
,

即使论述其面积
,

也只是估算值
。

由于此次是逐个公社 现为乡 做起
,

以大比例尺图为手段
,

就可用以量算本乡各个土

壤单元的面积
,

逐级汇总
。

以耕地为例 据  年逐级上报的全国耕地面积为 亿

亩 但土壤普查 中经过全国逐级汇总
,

业 已在基层单位分清耕地与非耕地
,

而且亦已知

各类耕地的土壤性质与所属类型
。

就可分清全国各类土壤的耕地与非耕地面积
,

经全国

汇总后
,

建立了土壤数据库
。

由此得出全国耕地总面积为 ” 万亩
,

其中水田为

 ! 万亩 旱耕地为 万亩
。

美国也应用卫片遥感测算
,

得出我国耕地为
·

亿亩
。

这些数值均在 年前后取得的相近似数值
。

可以认为我国耕地面积总数是

亿亩左右
。

还对全国 个土类
、

个亚类土壤分别得出各类土壤面积以及各省分省各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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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值
。

所有这些数值 当然不包括雪山
、

裸岩
、

大水面等所 占面积
。

运用这批土壤资源

数值
,

就可作为各类土壤开发利用
、

整治时的重要运算数值
。

目前全国土壤资料汇总中
,

正

拟将这批数据
,

作充分的论证
,

重点研讨不同性状土壤的开发
、

利用的生产潜力
。

上面已经谈及 对全国分县
、

逐乡的普查资料
,

所积累最多的是土壤养分资料 土壤

营养元素
,

也包括六种微量元素资料
。

这些资料除应用于编制养分图外
,

由于这批资料涉

及全国各个角落
,

就可论证全国各地各类土壤的养分丰缺情况
,

有利于合理的化肥生产与

调配 也有利于改土培肥
,

保持各类土壤养分的平衡
。

这是鉴测土壤退化
,

促进土壤愈种

愈肥
,

养育更多人口 的重要土壤养分资料
。

土壤是区域性很强的 自然客体
。

不仅知全国土壤的性状 也知其数量情况
。

这样
,

在

开展区域整治与开发利用时
,

就有了扎实的科学数据基础
。

土
、

水
、

肥资源协调就可使各

不同性质的土壤
,

均可获得其相应的良好收成
。

对各大自然区
、

各大生态区的发展前景
,

就

可据此作深人的探讨
,

避免了很多盲 目性
。

总之
,

十五年来全国土壤普查的主要成果主要为 根据各省汇总而成的分省土

壤图
,

汇编成全国 万 幅分幅 《中国土壤图》
,

并缩编为 万中国土壤图与

万中国土壤图
。

在 万土壤系列图集中
,

还包括了 万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

及碳酸钙土
、

土壤氮素及有机质图
、

全磷图
、

全钾图及有效硼
、

有效锰
、

有效锌
、

有效铜
、

有效钥
、

有效铁等图
。

中国土种志共六卷
,

计华东
、

东北
、

中南
、

华北
、

西北
、

西南等

各一卷
。

除上述分省土壤图集 万
,

” 万及 万 外
,

还汇总县
、

地 市

级资料
,

写成分省土壤专著
,

经检查验收后
,

再经修改
,

定稿正式印刷出版
。

现已有十多个

省 市
、

区 土壤专著
,

业 已正式出版
,

不少省 市
、

区 正在印刷中
,

年即可大部出版
。

在从基层 乡 到县
、

地
、

省级资料基础上
,

现正编写《中国土壤与土壤资源 暂名 专

著
,

预计 万字
。

内容包括 土壤的形成
、

分类与分布与 个土类
、

亚类的性

状与资源面积数值
。

在所积累的丰富分析数据中
,

多采用多点平均值与典型数据相结合

使用
,

保证数据的广泛依据
。

对全国土壤资源先作宏观论述
,

重点对 亿亩耕地资

源进行系统分析与论证
,

也对林地
,

牧地资源分别论述 尚对水蚀
、

风蚀土壤
、

盐碱土等待

改良利用的土壤
,

专章论述
。

对全国土壤改良利用是先进行全国土壤的分区划片简略论述 再对重点治理区如黄

淮海
、

红壤
,

黄土高原的区域开发治理再分别作较详论述
。

最后
,

对土壤普查过程中所进行的成果应用情况简介如下 自 年以来
,

一直强

调土壤普查成果的应用
。

当然
,

最有明显成效的是测土施肥与配方施肥
。

应用这批丰富

的土壤养分分析数据
,

在节约施肥量和增加产量两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在这一方

面
,

各省 区
、

市 都有统计的数值
。

投入与产出比以及所获得的经济效益都很大
。

现仅举

数例说明

江苏无锡县根据土壤普查所获得的土种间性状差异
,

分别采取相应的水浆管理与

耕作施肥后
,

使高产土壤的鳝血黄泥田每年每亩增产 公斤
,

而低产的白土田的增产幅

度
,

可成倍增长
。

因此
,

可以认为均衡增产是品种
、

土壤肥力状况与合理的分别耕作管理

与肥
、

水协调三结合下
,

均有增产潜力可挖
。

川东区紫色土微量元素缺乏
,

如让农民自己施用微肥
,

又会过量伤苗
。

重庆土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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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分包适量所缺的微肥
,

分发农民
。

既保证了适量施肥
,

可获增产 又不至盲 目施用
,

形

成危害
。

微量元素的土壤中含量和合理施用微肥是土壤普查中的重大成果之一
,

各地例

子很多
。

农区附近的山丘土壤
,

一向是砍伐薪材场所
,

愈砍愈加水土流失
,

土壤也愈退化
。

经

普查后
,

山丘上不仅种树
、

种草
、

发展牧业 而且在山丘上根据土壤性质
,

广种干鲜果类
,

南

方如柑桔
、

龙眼
、

荔枝等 北方如柿
、

核桃
、

红果
、

板栗
、

红枣等
。

南方发展称猴桃
,

北方开发

沙棘
,

均获得 良好收益
。

至于广种优良牧草
,

取代不可食性草类
,

发展牧业
,

也获得明显生

态与经济效益
。

四 川盆地的紫色土土层薄
、

水土流失严重
。

普查后
,

国家列为治理重点
,

采取相应

的加深耕层及防止水土流失等措施
,

增产效果明显
,

已有计划地分县
、

分片大规模整治
。

至

于各类低产土壤改良如冬水田
、

下湿 田
、

咸酸田
、

白浆土
、

沼泽土的改良利用
,

均已取得明

显效益
。

全 国各省
、

地
、

县土壤资料提供农业区域规划
、

综合开发
、

生产发展的咨询
。

特别是

国际合作项 目
,

均需提供完整的土壤资料
,

方可草签协定
。

各地均能提供各该地区完整的

土壤资料与图件
,

如黄淮海平原盐渍土改良
、

红壤开发利用二期项 目世界银行项 目的评

估
,

为可行性论证提供依据
。

均加速了建设进程
。

否则
,

须重新测制土壤图幅与资料
,

会

延误时机
。

当然
,

从全国不同地区所获得的土壤资料与图件
,

还并不平衡
。

这是 由于我国幅员广

阔
,

上壤类型众多
,

也 由于土壤科技水平不一
,

因而资料仍有差别
。

这些不均衡性
,

有待今

后不断充实与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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