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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红 壤 》 简 介

龚 子 同

�南京土壤研究所�

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李庆遴主编的 《中国红壤》 一书
，
于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

版
。
同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
第一次印刷后已销售一空

，
����年 �月已再版发行

。

红壤是我国最重要的土壤类型之一
，
是热带

、

亚热带的代表性土壤
。
它广布于长江以南

�� 个省�区�
，
面积约 ��� 万平方公里

，

占国土总面积的 ��务
。
红壤地区热量充足

，
雨泽充沛

。

��℃ 以上的积温可达 ����一����℃ ，
年降水量在 ����一����毫米之间

。
炎热

、

多雨为植物

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红壤上的生物物质循环旺盛

，
季雨林下残落物量可达 ����斤�亩

·

年
。

我国三万种种子植物大部分生长在这一地区
。
红壤地区是我国主要粮食产区

，
也是热带

、

亚

热带经济作物—橡胶
、

油棕
、

咖啡
、

可可
、
柑桔

、

茶叶
、
油茶

、

油桐
、

蚕桑的主要产区
。
通常将

世界的热带
、

亚热带分为干旱的漠土区
，

半干旱的稀树草原土区和湿润的红壤区
。
我国热带

、

亚热带由于受季风影响
，

因而成为得天独厚的湿润红壤区
，

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生产潜力最大的

热带
、

亚热带地区之一
。

《中国红壤》一书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及一些有关单位百余科技人员
，

经三十多

年的努力
，

对我国红壤的资源
，
发生分类

，

基本性质
、
肥力特点和利用改良方面进行研究工作的

系统总结
。
主编李庆违是我国土壤分析化学的创始人之一

，

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副所长
，
并直接主持红壤研究工作

，
现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

。
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

，

曾任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副理事长
，

现任国际性学术刊物 《肥料研究》 �在荷兰出版�的编委 。

《中国红壤》一书各章均由李庆违亲自选题
、

审稿
，

全书充分体现他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结

合的学术思想
。

全书共分 �� 章
，

�� 万字
，

并附土壤和景观彩色照片 ��张
。
主要内容分三部分� 第一部

分是红壤的发生分类�第二部分是红壤的基本性质�第三部分是红壤的利用改良
。

该书对中国红壤区土壤分类
、

基本性质
、

土壤肥力特点
、

开发利用以及土壤资源等提供了

比较全面的概念
。

在土壤发生分类方面
。 “
我国热带

、

亚热带地区土壤的发生
、

分类及特点
”
中所提出的分类

反映了我国的特点 � “
热带亚热带地区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及土壤区划

”
中对红壤区土壤进行

了全面的数量统计和质量评价 � “
红壤区主类型水稻上及其发生演变

”
中反映了我国具有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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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国家更多的研究内容�“ 红色风化壳的生物地球化学
”
是对我国红色风化壳比较深人

、

全面的

总结
。

在红壤的基本性质方面
� “
红壤的物理性质

”
和

“
红壤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和特征

”
是根据国

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论述的�在
“
华南热带和亚热带土壤中的矿物

”
中

，
作者揭示了这个地区土

壤矿物组成的特点 �“ 红壤的吸附特性
”
中

，

作者把重点放在铁离子上
，
也讨论了铝

、

钙
、

磷酸离

子等的吸附作用 �“ 红壤的物理化学性质
”
中

，

作者以氧化铁为中心来阐明红壤的可变电荷
，

这

在国际上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书中还分别阐明了红壤区磷素
、

钾素和微量元素�主要是硼
，

铂�的含量
、

状态
、

转化及施肥效应
，
通过大量化学分析

、

盆栽试验和一部分田间试验结果加以

分析
，

使这个地区的磷
、

钾和某些微量元素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
并提出了红壤区土壤中有效磷

、

钾
、

硼
、

钥的临界值
，
此外

，
还介绍了红壤区土壤微生物的分布

，
以及耕作对微生物的影响

。

在红壤利用改良方面
， “
红壤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肥力演变

”
中

，

李庆违总结了红壤区历史上

遗留下来的山地土壤开垦后肥力下降
、

土壤侵蚀以及石灰板结田等问题
，
分析了 ����一 ����

年间化学肥料在粮食增产上的作用及存在问题
，

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红壤上合理施肥

方面的经验
。 “
我国热带地区开发与橡胶树栽培的土宜条件

” 、 “
亚热带红壤山地和丘陵地的利

用
” 、 “
红壤地区土壤侵蚀及防治

”
都是作者对红壤利用改良经验的具体总结

。

目前国外比较著名的有关红壤方面的专著主要有三本
。
一是 �

�

�
�

�
�

���
�
著的《热带土

壤》 �����年再版��二是 �
�

����� 。
等著《带有可变电荷的热带土壤的矿物学

、

化学
、
物理 学》

������� 三是 �
�

�
�

������
�
著的《热带土壤性质和管理》 ������。 ���

�
的《热带土壤》 ，

着

重热带土壤�主要是印度尼西亚�的发生分类 �而《中国红壤》讨论红壤的发生分类
，
所论述的地

区不限于热带
，
而且涉及中国广大的亚热带 � �

�

����� 。
等所著的《带有可变电荷的热带土壤

的矿物学
、

化学
、

物理学》主要是阐述红壤的物理化学性质
，
对与红壤相伴随的水稻土没有涉

及 � �
�

�
�

������� 所著的 《热带土壤性质和管理》则主要根据作者在拉美地区的实践所写成
，

与中国热带
、

亚热带地区集约利用的经验尚有一定距离
。
上述的三部有关热带土壤的专著各

有特色
，
分别侧重于土壤发生分类

、

红壤物理化学性质和热带土壤的利用
。 《中国红壤》则既有

发生分类的论述
，
又有基本性质的探讨

，

还有红壤利用改良的经验总结
。
因此

，
可以说《中国红

壤》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红壤的卓越的专著
，

而且在国际上也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比

较全面的热带土壤专著
。

在《中国红壤》编写的基础上
，
为了交流经验

，

促进工作
，
����年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国际红

壤讨论会
。
邀请了美国

、

澳大利亚
、
巴西

、

比利时
、

联邦德国
、

印度
、

荷兰
、

马来西亚
、
日本

、

英国

等著名的热带土壤学家参加
。
会上的论文涉及东南亚

、

南美
、

中非和大洋洲等世界主要红壤区

域
。
这是一次全面反映热带土壤研究成果的会议

。 《中国红壤》各章的作者分别以自己的研究

成果在会上宣读了论文
，

受到了与会者好评
。

《中国红壤》一书是建国以来我国红壤利用改良方面的经验总结
，

这些经验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提供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
首先

，
在建国之初

，

在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
，
为了发展橡胶生

产
，
李庆透带领科技人员参加了橡胶宜林地的考察

，
提出选择北回归线以南种植橡胶树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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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依据
，

并与有关部门一起制定了发展我国热带作物的规划
。
目前我国乳胶生产已占世界第六

位
，
成功地把橡胶树栽培推广到北纬 ��一�� 度

，

为世界上热带北缘栽培橡胶树提供了样板
。

其次
，
众所周知

，
红壤是极端缺磷的土壤

。
李庆述从我国磷肥工业比较落后的实际情况出

发
，
长期从事磷矿粉直接施用的研究

，
此项研究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

。
其中在橡胶树的施肥

中
，
由于他的建议

，
用国产的磷矿粉代替了进 口的过磷酸钙

，
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

第三
，
在强烈风化条件下

，
红壤也是缺钾的

。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

，

李庆遴就提出了红壤缺

钾的问题
。
在他指导下

，

施用钾肥成功地防止了橡胶黄叶病
，
从而第一次在我国生产实践中表

现出钾肥的效果
。
考虑到我国钾肥资源缺乏的现实

，
采用了以水泥窑灰解决部分钾肥来源问

题
，
这一成果由建材部在全国推广

。

第四
，
由于大量分析资料和田间试验结果的积累

，
红壤中微量元素

，

尤其是硼
、

钥
、

锌等肥

料在七十年代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
。
近年来并由农作物扩大到经济作物上

，

产生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
。

第五
，
红壤区的土壤资源和区划为合理利用红壤提供了科学依据

。

因此
，

通过全书编纂
，

看到建国以来我国的红壤研究在生产中的重大实践意义
。
今天红壤

区的农
、

林
、

牧的全面发展和农业的连年丰收也是和当初红壤研究分不开的
。
许多国外学者

，
特

别来自第三世界的
，

认为中国红壤利用的经验在世界各国
，
尤其对非洲和南美各国很有参考价

值
。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
我国热带

、

亚热带地区土地利用率仍然很低
，
垦殖指数仅 ��

�

��多
，
荒

山荒地还有 �亿亩
，

水土流失面积还有 �� 余万平方公里
，
有着巨大的利用前景与发展潜力

土壤学家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
，
我们一方面要把已有的成果应用于生产�另一方面还要从生态

的观点进一步研究红壤的综合利用
，

使红壤具有更高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让丰富的红壤资

源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农
、

林
、
牧产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