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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土地资源调查丛书》序(一)
J

西藏自治区首次土地资源调查经历了八年时间，终于在1991年8—10月先后完成了全

区土地利用现状、草地资源、土壤资源和土地资源评价等四项重大科技成果，并全部通过了

国家验收，受到国内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它们不仅填补了多年来我国在西藏同类研究工

作中的空白，而且许多项目分别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或领先的水平。其中土地利用现状和土

地资源评价两项成果在全国率先完成。

这次土地资源调查是西藏自治区直接领导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调查研究活动。

参加人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泛、调查之深入、成果之丰富，也是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八

年多来，由来自全国一百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同西藏的藏汉族技术干部共同组成的调查队

伍，在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克服高寒

缺氧、道路艰险等重重困难，持久奋战，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先进的技术手段、多学科协同作

战的方式，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宏大艰巨的“系统工程”，成为西藏科技史上一大业绩。 。

这次调查获得的丰硕成果，是西藏宝贵的科技财富，为自治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农

业经济的振兴，提供了最新的基础性科学资料，不仅在生产、科研和教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

应用价值，而且对西藏乃至全国的土地、土壤，草原等地学，生物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这次调查还为我区锻炼、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藏汉族科技人才，他们已逐步成为我区科

技战线上的领导和骨干。

总之，西藏首次土地资源调查是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科技大协作，是民族大团结的象

征，体现了全国人民对西藏的关心，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l这次调查能取得如此

辉煌的成绩，既归功于参加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区内外有关单位和全体藏汉族科技人员，更

归功于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本次调查的系列成果问世之际，我

们谨代表西藏人民向有关单位和所有参加调查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慰问与深深的谢忱!

罢淼爰篮篓凝蓑泽墚珠西藏自治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 ⋯一”

西藏自治区农牧林业委员会主任 洛桑丹珍

1992年2月24日



《西藏土地资源调查丛书》序(二)

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幅员辽阔，其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全面系统地

探查西藏高原土地、土壤和草地资源，掌握各类土地、土壤、草地的形成、分布规律和合理

开发利用的方向，对挖掘该地区土地资源的潜力，促进西藏经济建设的发展，加强民族团结

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有着深远的意义。

西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主体，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它发育着一系列特殊的土壤类型，

拥有广袤的天然草场和森林，又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寒农业区，构成了西藏独特而复杂

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我国以至世界上颇为特殊而又神秘的一个自然地域，

早已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瞩目。多少年来，人们期望早日揭开其神秘的帷幕，让土地听从人

的意志，为人民造福。历代藏族同胞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西藏古老而灿烂的民族

文化，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有关土地利用与土壤改良的宝贵经验，但由于长

期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使大片土地荒芜，农牧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十分

落后，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建国40年来，各民族人民和科技干部携手并肩，改．土造

田，努力奋斗，使农牧业生产欣欣向荣。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和国家有关地质、测绘、农

林牧等部门多学科多专业的科技工作者，多次深入西藏考察，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为

全面调查西藏土地资源奠定了基础。
。

进入80年代后，随着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物质

需求的不断增长，致使西藏人地关系逆向发展，生态环境与土地开发利用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了向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及各生产部门提供有关土地资源的准确资料，以减少制订国民经

济计划、土地总体规划和指导农牧业生产的盲目性，并进一步探索高原自然界的奥秘，挖掘

土地资源的潜力，以跟上全国土地资源调查的进度，及时提出西藏汇总资料和充实并更新

全区及各地(市)、县土地统计数据。西藏自治区从1984年以来在全区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

展了土地资源调查，至1991年基本完成了县、地(市)和自治区三级资料汇总。

西藏首次开展的系统土地资源调查，包括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土壤普查、草地资源调查

和土地资源适宜性评价四项内容。这项工作是国家。七五”科技研究大纲的重要课题，由全

国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土壤普查办公室、草资源调查办公室分头部署，在西藏自治区农业

区划委员会、农牧林业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自治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的主持下，以地．

(市)为单位组建专业调查队，在逐县调查的基础上，全区集中进行地(市)和自治区两级资料

的汇总。

本次调查的技术规程，由西藏自治区土地资源调查技术组根据全国各专业调查技术规

程和西藏的实际情况统一制定。采用的技术路线、手段和调查方法，都具有西藏自身的特

点。

西藏土地资源专业技术队伍的组成，百分之二十为西藏地方干部，百分之八十为援藏干

部。援藏干部来自河北、山东、湖北、湖南、陕西、四川、新疆、青海、甘肃等九个省(区)一百多‘

．翳缓。笏～





西藏自治区土地资源调查成果编辑委员会

主 任：龚达希

副主任：胡颂杰 泽仁桑珠 洛桑丹珍：于学林 林大武 楚玉山

． 李建平 窦耀宗 次旺多布杰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边 觉 顿 珠 胡澹涵 韩 光 华 生 姜顺勇

康庆成 梁显有 刘纪远 刘 敏 苏大学’王春喜

薛世明 阎银良 姚祖芳 张天增 邹永泗

●

●

西藏自治区土地资源调查技术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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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以任职工作时间为序)
、

蒋光润 薛世明 李 爽 杨 锋 何明鲁 姜J顿勇

． 王浩清 李荣生．李明森 刘燕华 崔恒心 王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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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西藏自治区土种志”是西藏土壤普查所取得的系列成果之一，是一部具有首创性的区

域土壤专著。土种是在一定的景观部位，具有相对一致的剖面构型，相近似的形态特征和理

化生物性状的一群土壤实体；土种是根据野外调查制图资料划分出来的；它是土壤分类的一

级基层单元，是建立土壤分类谱系的基础；土种又是农业生产的对象，是各项农业技术推广

的基础。因而在土壤普查总结中，编写好土种志，是发展土壤分类科学的需要，又为合理开发

利用土壤资源，发展农、林、牧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的西南部，它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面积120

多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省区。它有世界最高的山峰，深切的峡谷，广阔的高原面，独

特的生物气候条件，这些因素对土壤的形成、分布、性状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在西藏地区，

形成一系列特殊的土壤类型。长期以来国内外士壤学家都渴望能早日认识高原土壤的奥秘，

开发这块宝贵的土地。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区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就开始进行西藏土壤研究，

以后国家中央机关曾组织多次西藏地区综合考察，进行三次土壤路线调查，积累了大量资

料，取得显著的成绩，为西藏土壤科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途径。80年代初，为了查清西藏的

农业资源，搞好自治区的农、林、牧业区划，根据国务院1979年111号文件指示，在自治区

农牧厅主持下，组织成立土壤普查专业队，按照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全区以县

为单位，先后开展了大、中比例尺土壤调查制图工作，并采集大量标本和主要土类骨干剖面，

进行室内分析研究，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编绘出县级土壤志和土壤图，在自治区总结汇总中，

对各县土壤标本和资料图件，互相评比梳理，结合骨干剖面的分析资料与前人研究成果，全

区共编写出资料较完整的181个土种，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区。对各个土种的归属、分布、面

积、主要性状、养分含量、生产性能及利用改良方向，做了详细的阐述；田间鉴定的土种形态

与生境条件共性，理化测定的量级指标变幅，反映各土种的中心概念与边缘概念，达到了规

范化与数量化的要求；土种命名形象，能体现高寒地区土种的特点，为高寒地区土种研究及

土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作出较大的贡献。

西藏土种志的出版，不仅开创了以土种为单元的土壤资源研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

供了科学资料，是一部跨世纪的专著。但它只是一次性土壤普查成果，是认识西藏土种的初

探，为了更好的研究西藏土种，今后还要做很多工作，希望阅读与应用土种的同行专家，给

予批评、指正、充实，使西藏自治区土种志更臻于完善，则幸甚矣。

朱克贵
1993年9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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