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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壤是我国最重要的热带亚热带土壤资源,主

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 东起东南沿海,西达云南高

原,对全国农业生产与开发利用极为重要,南部的赤

红壤和砖红壤地区是我国特种经济作物橡胶等的生

产基地。因此, 研究红壤的土壤退化机理、提高红壤

的肥力,并进一步研究红壤的物质循环,不但有很高

的科学价值,并且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两书主编人赵其国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地理

学家。他从5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于红壤研究, 1957

年和 1958年,我与他一起参加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

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 曾向他学习了许多土壤学知

识。后来,他的足迹遍历我国红壤的许多地区,同时

还主持开展了红壤的定位试验及实验室研究, 应用

遥感和GIS等新技术,使我国红壤研究的内容不断

丰富,并有所创新。这两本巨著共计 120余万字,是

赵其国院士及其合作研究人员近半个世纪研究工作

的结晶,它对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及世界土壤学界

是一项重要贡献。

兹将由科学出版社, 2002年出版的两书的特色

和主要贡献略述于下:

1 ��中国东部红壤地区土壤退化的时
空变化机理及调控�

� �本书论述的地区,包括江西、广东、海南等 10个

省区,而以广东、福建、广西、浙江、江西和湖南六省

区为重点,其特色和主要贡献有: ( 1)利用遥感和地

理信息系统( GIS)技术,编制各种地图, 大大提高了

成图的精度与正确反映了土壤的时空变化规律。

(2)土壤退化是世界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中国

红壤地区水热条件较好, 土壤生产潜力较大, 研究红

壤退化,并提出可行的治理方案,对我国农业合理利

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将中国东部红壤退化,按照成因分为酸化、

污染及侵蚀等三大类型,详细阐明其退化机理, 并通

过试验和研究, 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模式和措施。

作者建议:改变现在土地利用方式,以减轻和消除红

壤退化。在红壤低丘岗地区,实行立体农业模式,即

顶林(丘顶种林木)、腰果(丘腰种果树)、谷农(谷地

种农作物)、塘渔(水塘养渔)。经在不少地区试行,

已收到农民收入增加、植被覆盖增加、水土流失减轻

等明显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今后,这种立体农

业模式如能在红壤地区全面推广, 将对我国东部红

壤区的利用开发、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起重要

作用,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水土流失是红壤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将

红壤水土流失区分为三个类型,即( 1)稀疏的老头马

尾松林区; ( 2)崩岗侵蚀区; ( 3)侵蚀退化劣地区, 并

对不同地区提出了不同治理方案。

华中红壤丘陵区因过去长期不合理开发利用,

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有些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地面

沟谷纵横。中间是光秃的红色丘陵,一片荒凉景色,

曾有�红色荒漠�之称,近些年来, 经采用赵其国院士

等在江西红壤生态试验站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治理

方案,进行多年整治, 地面已重新披上绿装, 丘陵斜

坡上耕地、树林与果园交错排列, 社会经济欣欣向

荣, 为江西老区人民(主要是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赵其国院士等的红壤丘陵区

水土保持工作的成就,可与朱显谟院士的黄土高原

水土保持工作比美,是我国水土保持研究的两大成

就。

2� �红壤物质循环及其调控�

赵其国院士在我国首先提出�土壤圈�概念, 并

第 41卷 第2 期 土�壤�学�报 Vol�41, No�2

2004年 3 月 ACTA PEDOLOGICA SINICA �Mar. , 2004



将此书作为�土壤圈物质循环系列专著�。土壤圈虽

然是地球最薄的一个自然圈层(土壤 A层和 B 层总

厚度一般在2~ 3 m 左右) , 却为人类提供各种农产

品(包括树木、水果等)及畜产品,它是人类生存和生

活的重要基础。因此, 土壤圈是地球表面很重要的

一个自然圈层。我根据赵其国院士的意见,在�地理

科学系统�的全球变化图式中,增加了一个土壤圈。

土壤的物质循环和交换规律, 如碳、氮、磷、硫等

循环和交换规律,是土壤发生、发育的集中反映,因

此,弄清土壤圈中土壤物质循环的规律,对认识土壤

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土壤退化过程均极为重要。

土壤圈中土壤物质循环的研究, 如碳的释放和

储存,对全球环境也产生重要影响,并受到国际土壤

学界的普遍关注。因此, 土壤圈物质循环的研究, 已

成为国际地球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赵其国院士

有鉴于此,于 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创建了�土壤圈物质循环开放研究实验室�, 16年来

由于不断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最近已被国家列

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由赵其国院士 1987 年主编的

�Pedosphere�英文刊物, 今年也已被列入国际 SCI收

录刊物。此外, 赵其国院士在担任南京土壤研究所

所长期间,于 1985年在江西鹰潭设立了中国科学院

红壤生态试验站。该站对我国红壤的发生及生态过

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断取得红壤研究的新成果。

赵其国院士等在我国红壤长期研究的理论与实

践基础上, 确定以中国红壤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长期

深入的工作,针对土壤物质循环开展了全面与系统

研究,最后编写出版�红壤物质循环及其调控�一书,

这是赵其国院士及其研究者, 对红壤物质循环长期

定位观测、试验和实验研究的结晶。全书 60 余万

字, 共十章。

本书首先论述自然界红壤形成的水热条件、植

被条件和母质条件与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

间的物质循环。然后详细介绍了红壤的两个最重要

要素 ���养分和水分的循环。

目前,红壤物质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已受人类作

用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故本书后来以较大篇幅介

绍不同利用方式下红壤物质循环的特点, 论述红壤

退化与物质循环的关系,阐明红壤退化的机制, 并提

出治理和调控方案。

最后一章(第十章)是全书的总结,对红壤物质

循环及其调控规律,红壤物质循环在利用中的调控

途径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归纳。

本书数据丰富、研究内容有所创新,并附有大量

图表,有很高的科学和应用价值, 是最近我国土壤学

界的一本创新巨著,对国际土壤学和全球变化研究

均有重要贡献。

由于两书内容对其他国家亦有参考价值, 故两

书最后均有详细英文摘要,可供对外交流。

以上介绍仅略举两书的主要贡献,挂一漏万,在

所不免,但由此已可看出两书的巨大科学意义和重

要应用价值。

�土壤学报�入选�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依据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 CSTPCD)的最新统计结果, �土壤学报�荣获 2002年�百种中国杰出学
术期刊�称号。

又据该数据库对�土壤学报�2002年度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等文献计量指标统计分析, �土壤学报�影
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较上一年度又有提高,其结果和排名如下:

影响因子: 0�782
在农业类中列在第 2位

在1534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列在第 77位

总被引频次: 1094

在农业类中列在第 3位

在1534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列在第 50位

328�� 土� �壤 � �学� �报 41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