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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科学体系学术讨论会纪要

王济龙 张碧岭 陈法扬

( 南 吕水利水 电专科学校 )

提 要

从
一

卜九世 纪开始
,

全世界就有不少学者为建立水土保持科学体系进行石艰
二

苦的探索
,

他

们发 表了有关 土壤侵蚀机 理的成果 和论 文
,

提 出了土壤流 失通用方程式
,

并编 普〕
`

《土壤侵

蚀 》 一 书
,
为水土保持科学 体系勾绘了轮廓

。

但该体系仍 留在
“
借

”
lrJ 其 它学科 的理 沦

,

解

释本学科 问题的 阶段
。

南方水 土保持协会组织的有关 学术讨沦会认为
,

日前
, ,

}
“ }引水土 保持

科学体 系
,

可用综合论
、

实用 论
、

两栖论和独 立论来概括
。

建立水土保持科 学体 系
,

是 国内外水土 保持 工作者共 同关心 的问题
。

对此
,

李绍 性等学者 曾

经发表过不少颇有建树的意见
。

当前
,

我国水土保持事业面 临的最紧迫问题
,

不是 优钩问题
,

也

不是经费问题
,

而是理论问题 ; 尤其是在水土 保持专业教育方面
,

可 以说是面估 普理 : 公位 跳

从 1 8 7 7年德国土壤学家沃洛 ( W ol l u y ) 建立 世界上第一个土 壤侵蚀实验室以来的 一个 多世

纪中
,

全世界有不少优秀的学者
、

专家为建立水土保持科学体 系而 进行着艰苦的探索
。

十九世纪

初期
,

米勒 ( M lI l e r )
、

苯内特 ( B e n n e 讥 ) 和 巴弗 ( B a v e r ) 等用实验手段对土 壤 是蚀 的机

理
,

做了深刻的研究
,

并发表了许 多优秀的试验成果和论文
。

美国土壤科学家经过 2 0 多 年 的 努

力
,

在本世纪中期
,

提 出了一个 能定量措述 侵蚀功能和下垫面抗蚀 因素的土壤流 失通用方程式
,

这是世界公认的水土保持科学领域 中的重大理论成果
。 19 71 年

,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诺尔曼
·

哈德

逊 ( N o r m a n H u d s o n ) 的《土壤保持》一书
,

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土壤侵蚀与抗蚀之间的 叹 理
,

对

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建立
,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苏联是土壤科学的发源地之一
,

近年 采
,

H
.

II
.

马卡韦耶夫
,

P
.

C
.

恰洛夫等人
,

对土壤侵蚀过 程作了深入
、

细 致的描述
,

为水土 保持 利
一

学体系

勺绘了轮廓
。

尽 管前辈们 已经为此付 出了不少精力
,

但是
,

从现状分析
,

水土保持科学体 系至今

还未能建立起来
。

在过去的一个 多世纪中
,

全世界经历 了产业革命
、

第三次浪潮等大规模革新风

暴的洗礼
,

许多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最引人注 目的是计算机语言
,

几 乎 已渗透到社会生活中

的各个领域
。
而水土保持科学仍停留在一个

“
借

” 字上
,

即借用其 它学科的理论来解释本学科的

问题
。

这一 现象对水土保持学科来说
,

是很不正常的
,

不 能不引起广 大水土 保持工 作者的思考
。

水土保 持理论 问题的重要性
,

已经 越来越广 泛 地受到广大水土保持工作者的关心
。

从某种意

义上讲
,

理论的意义在于确定该专业在 国民经济 中的作用和地位
。
因此

,

建立 水土 保 持 科 学 体

系
,

是 当前 巫待解决的重要 课题
。

南方水土保持研 究协会 于 1 9 8 9年 6 月上句
,
组 织 了一 次关于 我国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学术讨

论会
。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
,

有来 自江 苏
、

浙江
、

安徽
、

江西
、

福建
、

厂东
、

湖北
、

四川
、

贵州
、

云 南和甘肃等 n 个省的代表
。

他们 当中有从事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 教学的教授
、

副教授
、

高级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