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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资源保护是地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3

——黄秉维学术思想研究

陈同斌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农业生态与环境技术试验站, 北京　100101)

摘要: 在黄秉维先生和老一辈地理学家的带领和指导下, 我国地理学一直都把农业作为地理学

的重点和核心内容, 尤其是对以土壤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为重点的国土开发整治研究极为关

注。因此, 土壤环境保护一直都是地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鉴于土壤环境保护在我国地理学中

的重要地位, 本文着重探讨了黄秉维在土壤侵蚀、土地质量退化和土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学术

思想。

关　键　词: 自然地理学; 土壤资源保护; 黄秉维; 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 S157　　文献标识码: A

黄秉维先生在地理学领域辛勤耕耘 60 多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他在中国科学院地理

研究所和我国地理学界长期负责有关领导、组织和管理工作, 对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学术发

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研讨黄秉维的地理学学术思想, 对于讨论我国地理学的性质、任

务、学科体系和学术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990 年春, 笔者有幸求教于黄秉维先生名下,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9 年来, 一直都

得到黄秉维先生的悉心指导, 在科研方面确实受益匪浅, 尤其是对实验地理学的某些工作

有了更深的体会。通过系统地研读和学习他建国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工作中的求教, 对

他那广博渊深的学术思想也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时值黄秉维先生 86 华诞之际, 谨将个人

肤浅的体会整理成文, 以供同行讨论和交流。

在治学方面, 黄秉维一贯勤学好问, 他不仅学识渊博, 而且学风十分严谨, 始终做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在做人方面, 他为人刚正不阿,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对同

事、学生和同行时时刻刻都予以无私的指导或帮助; 做事方面, 他坚持实事求是, 对上敢

陈直言, 对下俯耳倾听。这些良好的治学态度和高尚品格, 早已为同行所知晓, 并在学术

界传为佳话。因此, 不少学者都曾对黄秉维的地理学学术思想及其为人做过研究和介绍。郑

度等人对黄秉维的地理学学术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讨[1 ]。唐登银对黄秉维在农业领

域的学术贡献已作过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剖析[2 ]。于沪宁等人撰文介绍过黄秉维的农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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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农业生态学学术思想[3 ]。杨勤业对黄秉维的治学和为人也进行了论述[4 ]。本文则拟从

土壤资源保护这一角度, 对黄秉维的地理学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1　黄秉维对土壤资源保护的主要学术贡献

黄秉维对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学术上贡献是多方面的。60 年代初, 他在深入分析地理学

的基础上, 针对地理学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弱点[27 ] , 明确地提出了自然地理的 3 个新方向

(地表水热平衡、地表化学元素迁移和生物地理群落学) [26 ] , 倡导实验地理学的发展, 并亲

手创建国内第一个地理学野外定位试验站, 开展了中国自然地理区划、黄河中游土壤侵蚀

和水土保持研究、地表水热平衡和 SPA C 系统研究、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研究、华北水利与

农业发展研究、南方坡地改良与利用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等等。但本文仅讨论他在

土壤资源保护方面的学术贡献。

111　关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问题

1953 年, 黄秉维首次将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方式分为: 水力侵蚀、重力侵蚀、风力侵

蚀和洞穴侵蚀[5 ]。他编制了第一幅 1∶400 万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 并按照产生侵蚀的

自然营力, 分别编制了水力和风力侵蚀程度图[6 ]。

通过对黄土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分析, 他提出提高土壤入渗速率、陡坡退耕、

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和土壤物理性质等对策措施[7 ]。他主张, 保持土壤的措施,

要与提高当地的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因此, 小流域治

理应该遵循 2 个基本原则: 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土地的自然生产潜力, 同时又要保持

地力长久不衰。土壤侵蚀控制应该考虑坡地的土壤、水文、地貌、气候、植被、人类活动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112　关于南方坡地和华北盐碱土的改良利用问题

我国南方坡地土壤侵蚀日趋严重, 自然条件仍在不断恶化。这些坡地不仅所占面积很

大, 而且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针对这一实际问题, 黄秉维认真、系统地分析坡面侵蚀、

水土保持、复合农林业等相关领域的成果, 总结了传统水土保持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他

充分论证了南方坡地改良与利用的可行性, 并指出这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关键途径之

一[8～ 10 ]。

在坡地利用的战略上, 黄秉维主张既要充分利用坡地, 又要防治土壤侵蚀、土壤物理

性质退化和土壤养分耗竭。在坡地改良利用措施方面, 提倡以种植水土保持功能较强且能

够提供有用产品的经济植物为主, 只是在最必要的地方才辅以工程措施。如通过种植南洋

楹 (A lbiz ia f a lca ta ria)、马占相思 (A cacia m ang ium )、柳叶相思 (A cacia sa lig na)、刀豆

(Canava lia g lad ia ta)、四陵豆 (P sop hoca rp us etrag onolobus)、新银合欢 (L eucaena leuco2
cep ha la cv. sa lvad or)、香根草、红麻等速生植物来进行水土保持, 同时又可以满足农民生

活和生产的多方面需求, 达到兴利除害和脱贫致富的目的。

在盐碱土改良利用方面, 黄秉维认为: 通过水分调控措施和种植红麻、籽粒苋等耐盐

碱能力较强的抗性植物来治理盐碱问题。在他和左大康、唐登银等人的学术指导下, 通过

中国科学院禹城综合试验站和中国科学院大屯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等许多科学家的共同努

力, 中国科学院在鲁西北 (禹城、平原等) 的盐碱土改良方面已经取得突出的成就, 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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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农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113　关于土壤肥力退化和土壤培肥问题

针对华北平原缺水、排水不良、土壤养分亏缺和土壤盐渍化的现状, 他提出应该开展

节水灌溉, 打破犁底层, 改良土壤物理现状, 通过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养分等综合措施

来解决该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尤其是对华北平原的农业节水和养分平衡问题, 他

一直都极为关注[11～ 13 ]。

在提高土壤肥力方面, 黄秉维非常重视轮作固氮植物, 主张利用生物固氮来增加土壤

中的氮素供应, 这样可以培肥地力, 既节约化肥和矿物能源的投入, 又避免氮肥对环境的

污染。

针对华北等地区的土壤含磷量高但有效性低, 而我国磷肥生产能力不足的现实问题, 他

敏锐地认识到, 利用内生菌根提高植物对土壤中磷素的利用效率,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

实用价值。因此, 他非常关心和支持内生菌根的研究工作, 并建议有关单位应该对内生菌

根的分离、培育、接种等关键问题进行联合攻关。

黄秉维对耕地资源保护非常重视。他始终强调“用地”要与“养地”结合; 在发展高

产农业生产的同时, 必须从长远利益考虑其可持续性。因此, 非常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

114　关于土壤污染问题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我国土壤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重金属污染是土

壤污染的主要类型之一。工业“三废”、污灌、污泥、城市垃圾、劣质化肥等都可导致土壤

的重金属污染。我国大多数城市近郊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农田中镉、铬、砷、铅、

锌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目前我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近 2 000×104 hm 2, 约占耕地总面积

的 1ö5 [23 ] , 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 1 000×104 hm 2, 农田污灌面积已达 130×104 hm 2 [24 ]。

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粮食 1 000×104 t, 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多达 1 200×104 t [25 ] , 两者

合计直接经济损失约 200 亿元。

随着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 黄秉维多次提出: 应该重视研究农业中的农药、重

金属等土壤环境污染问题[12 ]。1996 年 9 月, 黄秉维在视察中国科学院栾城农业生态系统试

验站所做的学术报告中指出: “土壤污染是我国现阶段应该重视的问题。但是, 目前大家都

比较重视城市垃圾、水污染、大气污染问题, 对土壤污染问题则注意得较少。”“德国、捷

克、波兰三国的交界地带, 因长期施用重金属含量过高的磷肥而导致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

并被国际上称为‘黑三角’。这一污染事件应该引以为戒。”正如黄秉维先生所述, 虽然土

壤污染的危害不象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那样马上就被人们察觉到, 但土壤污染一旦发生, 则

往往很难治理, 其危害和不良影响也很难消除, 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化学定时炸弹”。所

以, 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事先注意防治出现这类污染问题。

事实上, 在国门紧闭的 70 年代, 竺可桢先生和黄秉维先生就已经主张: 中国科学院地

理所应该将环境保护问题列为任务之一。这些见解与当时发达国家的认识水平是完全同步

的[15 ]。在两位学术前辈的共同倡导和支持下, 从 70 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就开始承

担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任务, 在国内是较早开展环境保护研究的科研单位之一。虽然, 这

些工作与土壤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等相关领域之间存在较明显的交叉和融合, 但经过

30 多年的科研积累, 已使地理所的有关工作形成了明显的地理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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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 地理所章申等人系统地开展了土壤2植物系统中稀土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迁移规

律与稀土元素污染防治的研究, 氮、磷的环境生物地球化学研究等; 尤其是稀土方面的研

究成果已赢得国际同行的赞赏。谭见安等人也在土壤元素含量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方面取得

重要成果。夏增禄等人在土壤环境容量等方面取得国内公认的成就。后来, 罗金发等人又

深入探索了土壤环境容量的地理分异规律。在黄秉维先生的亲自指导下, 地理所农业生态

与环境技术试验站的土壤养分组也从原来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为以土壤污染和土壤养分生

态等方向为主, 并在土壤砷污染的过程与机理、水溶性有机质对土壤污染的影响机理、城

市污泥土地利用等方面取得初步成就。

与此同时,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许多高等院校的地理系和有关

研究所, 也纷纷投入到土壤环境保护研究之中。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地理学家已经主持或

合作主持完成了土壤环境容量研究、土壤环境背景值研究等全国性的土壤环境保护科研任

务, 为我国土壤环境保护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4 ]。

地理所和地理学之所以在我国土壤环境保护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黄秉维等老一辈

地理学家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实际上, 最近国内外都有一种潮流, 许多大学都把环境保

护 (尤其是土壤环境保护) 问题作为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2　黄秉维土壤资源保护学术思想的起源

土壤资源一直都是自然地理学的重点内容之一。正如黄秉维经常说道的那样:“最新提

出自然地带学说的是土壤学家多库恰耶夫”。这说明土壤学与地理学的是密不可分的, 两者

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交叉和渗透。因此,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有许多地理学家在研

究土壤地理和土壤保护等土壤资源问题。

我国的农业受到人多地少、人均资源短缺, 耕地质量不高,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等自然

条件的困扰。从历史来看, 过去我国的农业迅速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所谓的“绿色

革命”。“绿色革命”主要是以改良作物品种、施用化肥、农药和发展灌溉等为技术依托。它

给农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 “绿色革命”提高了粮食单产和土地承载能力, 解

决了许多人的吃饭问题, 使部分农民脱贫致富; 另一方面, 它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化肥

污染 (水体的面源污染等)、农药污染、诱发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等环境问题。在本质上,

“绿色革命”是靠增加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投入 (化肥、农药、灌溉等) 来促进有

效碳水化合物的合成, 从而达到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目的, 但是它并不太考虑农业生态环

境的质量和资源 (除土地和光能外) 的利用效率。

黄秉维先生对农业资源问题、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环境问题一直都十分关注。针对目

前“绿色革命”中存在的问题, 他多次提出要重视生物固氮和菌根问题。因为通过生物固

氮可以使植物利用大气中的氮素, 通过菌根则可以增加植物对土壤磷素等养分的吸收和利

用, 从而提高作物对养分的利用潜力, 减少农业生产中的氮磷化肥投入, 避免氮肥和磷肥

生产过程中所导致的工业污染问题, 并且可以起到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

的作用, 有利于农业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而且水土流失问题一直都比较严重。40 多年来, 全国因水土流

失累计减少耕地 207×104hm 2, 并且有 1ö3 的农田存在明显的水土流失, 年水土流失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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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8 t。其中, 氮、磷、钾养分流失量达 4 000×104 t, 相当于每年平均减少耕地 34×104

hm 2。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每年的单位面积土壤流失量为 50～ 150 töhm 2, 最高可达到

300 töhm 2 [22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 水土保持研究是我国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早在新中

国成立之初, 当竺可桢、黄秉维等老一辈科学家考虑在中国科学院筹建地理研究所时, 他

们即针对当时我国的具体国情明确提出[15 ]: 创建地理研究所的任务就是要为农业服务; 70

年代初, 他们又主张地理研究所应该将环境保护问题列为任务之一。黄秉维等人的远见卓

识, 一直都被后来的地理学家所继承和发扬。直到今天, 尽管地理学的学科分化和发展与

40 多年前已经大不一样, 但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经济地理, 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的试

验研究,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始终都把农业作为地理学的一项重点研究内容。

在大学学习期间, 黄秉维根据我国的资源环境特点和当时地理学中存在的问题, 就已

经明确指出[15 ]: “土壤和水文在地理学中的重要性, 不亚于气候、地貌,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

注意。”因此, 在地理学服务于大农业方面, 他对土壤资源保护问题极为关注。事实上, 在

当初中国科学院委托他筹建地理研究所时, 他便主张要从事 2 项科研工作: 黄河中游土壤

保持、南方山地利用[15 ]。在农业发展和土壤资源保护中, 这 2 项科研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内容。因此, 黄秉维的土壤资源保护学术思想来源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1960 年, 黄秉维敏锐地把“化学地理”列为自然地理学的三个新方向之一[26 ]。他早就

指出[15 ]:“综合地阐明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 无疑也很有助于土壤学⋯⋯等的

发展; 在理论上对水与土地资源的利用、⋯⋯和环境卫生等领域都有显著的作用。”他还时

常用美国 John Hopk in s 大学成立“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作为例子, 来说明地理学与环境

科学的联系与区别[15, 27 ]。从这些论断也反应出他非常重视地理学应该为环境保护服务。

3　黄秉维土壤资源保护学术思想的某些特点

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 黄秉维作为地理学家, 他始终坚持地理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

性、实用性, 注重学科交叉和渗透等特点。他博览群书、勤思好问, 从不拘泥于地理学范

畴, 而是注重广泛吸收土壤学、作物栽培、生态学、环境科学、林学、水利学等其他学科

的成果, 通过综合、系统的分析, 在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的基础上, 使自己的学术观点在

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他倡导从地理学角度出发, 从自然、社会、经济多

层次、多角度来全面研究土壤资源保护问题。尽管他这种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仍主要属于

应用地理学的范畴[21 ] , 但是他从来不主张仅仅拘泥于地理学的学科范围。他强调地理学为

农业服务, 强调“在农业开发中保护土壤, 在土壤保护中开发农业”, 把“养地”与“用

地”相结合。这是黄秉维综合自然地理和土壤资源保护学术思想的基本核心之一。这一学

术观点孕育和包含丰富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 不仅对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

影响, 对农业开发和土壤学、生态学、水土保持等学科领域也有指导作用。

20 年代末, 针对世界各国地理学的落后状态和地理学范围比较广泛等问题, 黄秉维认

为: “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 但肤浅的综合站不住脚, 必须有分科的深入研究, 而且不

能有重要的缺门。”通过剖析地理学研究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他指出[15 ]:“自然地理各分支,

要有较充实的数、理、化、生基础, 要采取实验方法。”“就象生态学问题一样, 除了少数

例外, (地理学研究成果) 一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肯定性。研究过程就是消除不肯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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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布置措施以后, 不经过一定年期的考验, 不能就下结论。成功了, 也还要精益求

精”。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 他既注意综合研究, 也重视过程研究; 主张地域考察、遥感和

试验三种手段的结合。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他组织和开展了中国自然区划[16, 17 ]、农业自

然生产潜力[18 ]等一系列重要的宏观研究, 而且于 80 年代初率先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主要从

事自然地理过程研究的野外定位试验站——中国科学院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19, 20 ]。实

际上, 目前已经建成并得到国内外同行高度评价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在框架和构思

上与黄秉维当初设立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的初衷是完全不谋而合的。这足以证明黄秉

维学术思想的前瞻性。

从 1943 年参加原资源委员会工作开始, 黄秉维就认识到[15 ]: “地理学者要为生产和建

设做一些工作, 需要迈出传统地理学的框框。”无论是在考虑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南方坡地

改良利用, 还是考虑华北平原农业发展, 他始终都把服务于农业作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核

心任务。这充分反映出地理学为解决国家重大问题服务的基本思想。

4　结语

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 黄秉维在土壤资源保护方面也非常强调系统性、综合性、实用

性; 既注意综合研究, 也重视过程研究; 强调“在农业开发中保护土壤, 在土壤保护中开

发农业”。这些是黄秉维在综合自然地理- - 尤其是在土壤资源保护方面的基本核心和学术

精髓。

参考文献:
[ 1 ]　郑度, 杨勤业, 顾钟熊. 黄秉维与中国地理学. 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3. 491～ 501.

[ 2 ]　唐登银. 奉献农业 发展科学——对黄秉维农业研究工作的认识. 地理科学, 1998, 18 (3)∶199～ 204.

[3 ]　于沪宁, 陈同斌, 杨春虹. 为了中国农业之崛起——黄秉维农业地理学与农业生态学学术思想研究. 生态农业研

究, 1993, 1 (1)∶83～ 90.

[ 4 ]　杨勤业. 书山有路勤为径——祝贺黄秉维教授 85 华诞. 地理知识, 1997 (12)∶4～ 5.

[ 5 ]　黄秉维. 陕甘黄土区域土壤侵蚀的因素和方式. 地理学报, 1955, 19 (2)∶163～ 186.

[ 6 ]　黄秉维. 编制黄河中游流域土壤侵蚀分区图的经验教训. 科学通报, 1955 (12)∶15～ 21.

[ 7 ]　黄秉维. 关于黄河中游土壤保持的几个问题. 北京∶中国国土整治战略问题探讨. 科学出版社, 1983. 94～ 103.

[ 8 ]　黄秉维. 土壤地理与生物地理工作者当前的任务之一——坡地的改良和利用. 土壤地理与生物地理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1～ 7.

[ 9 ]　黄秉维. 华南坡地利用与改良: 重要性与可行性. 地理研究, 1987, 6 (4)∶1～ 14.

[ 10 ]　黄秉维. 再论华南坡地利用与改良. 地理研究, 1989, 8 (4)∶1～ 7.

[ 11 ]　黄秉维. 自然条件与作物生产: 土壤与肥源. 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3. 235～ 256.

[ 12 ]　黄秉维. 《农田生态系统能量物质交换》序. 农田生态系统能量物质交换. 北京∶气象出版社, 1987. i～ vii.

[ 13 ]　黄秉维. 发展华北平原农业的途径. 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3. 330～ 339.

[ 14 ]　《左大康地理研究论文选》编辑组. 地理所研究 50 年. 左大康地理研究论文选.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3. 36～

48.

[ 15 ]　黄秉维. (黄秉维)自述. 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3. v～ xxvi.

[ 16 ]　黄秉维.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草案. 科学通报, 1959 (18)∶549～ 602.

[ 17 ]　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初稿).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9. 290.

[ 18 ]　黄秉维. 中国农业生产潜力研究——光合潜力. 地理集刊第 17 号, 1985. 15～ 22.

22 地　　理　　研　　究 18 卷



[ 19 ]　黄秉维. 中国科学院需建立一个农业生态试验场所. 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3. 284～

296.

[ 20 ]　黄秉维, 左大康, 陈发祖. 我国自然地理野外定位试验研究的进展. 地理学报, 1990, 45 (2)∶225～ 234.

[ 21 ]　牛文元. 应用地理学. 现代地理学辞典.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90. 10～ 11.

[ 2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 防治荒漠化. 中国 21 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5. 24～ 33.

[ 23 ]　王先进主编. 中国权威人士论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 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7. 203.

[ 24 ]　高梁. 土壤污染及其防治措施. 农业环境保护, 1992, 11 (6)∶272～ 273.

[ 25 ]　中国农业持续发展和综合生产力研究组. 中国农业持续发展和综合生产力研究. 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 1995.

306.

[ 26 ]　黄秉维. 自然地理学一些最主要的趋势. 地理学报, 1960, 26 (3)∶149～ 154.

[ 27 ]　黄秉维. 地理学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科学 (上海) , 1998, 50 (5)∶3～ 5.

So il env ironm en ta l protection is a pr ior ity of
physica l geography in Ch ina

——A review on p rof. HU AN G B ing2w ei’s academ ic ach ievem en t

CH EN Tong2b in
(Sta t ion fo r A groeco logy and Environm ental T echno logy, Inst itu te of Geography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 ina)

Abstract: P rof. HUAN G B ing2w ei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modern physica l geography in

Ch ina. T he paper summ arizes h is academ ic ach ievem en ts and though ts in the fields of so il

environm en ta l p ro tect ion, so il ero sion, land degradat ion and land u se. U nder h is gu idance

and in st ruct ion s, Ch inese geographers con tribu te a great deal to so il environm en ta l p ro tec2
t ion and agricu ltu ra l developm en t.

Key words: so il environm en ta l p ro tect ion; physica l geography; Ch ina; HUAN G B ing -

w ei

321 期　　　　 陈同斌: 土壤资源保护是地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黄秉维学术思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