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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密度小的娜威也未能避免河水污

染的间称  ! ∀!年以来国家一直在积极制

订水资探政策
,

# ∃ % &年建立环境部以后加

速了这二进穆
。

必须加紧收集和分析区域

地区的关于人口
、

城市化和工业化增长的

资料
。

占有有效资料和适于水质分析的数

值指数便于今后水资源政策的制订
。

‘
’

这项研究表明今后最大潜在河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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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例 广 排 水 系 统 其他 流城 由 于

君屯林屯矿业
、

城镇和工业废物管理不善

也存在问题
。

此外
,

娜威还将继续遭受来

自其他工业国酸雨的影响
,

所以制订挪威

的政策还必须考虑国际环境
。

#∃了5年鱼类种群觉酸雨影啊的地区
,

材料来源 奥斯陆
,

中央统计局
,

#∃了件

年环境统计一自然资源与污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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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学和变化 的 世 界
Β 马祖尔

,
Χ 德尔多什

,

Χ 乌尔巴内克
·

在东京举行的第&≅ 届国际地理联合会

大会上
,

提出了复兴区域地理学的问题
。

各国代表就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

在捷克

斯洛伐岛 区域地理学问题已经越出传统

观点的范畴
,

而更多的是把它与地理综合

联系起来
。

地理学及其研究对象

原国际地理联合会主席 Δ
。

特罗尔对

这个间题的回答是
“

地理学使我们认识地

球和海洋的房民
,

植被
,

地球各部分的特

征
,

并使了解所有这一切的人们能洞察生

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 。

这种二千年前的

关于地理学对象的观点就是我们现代地理

学家所说的地理环境
。

它出现在古代
,

中

世纪
,

十九世纪的地理著作中
。

它甚至也

存在于 5 2 戴维斯的著作中
。

理所 当

然
,

在本世纪的一些著作中
,

地理研究的

基本对象仍然是地球表面和在它上面生活

的人
,

尽管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语言不同

的名称表示 地理环境
,

地理圈
,

景 观

圈
,

景观
,

生地圈
,

人的生态系统
,

地球

等等
。

从漫长而丰富的地理历史及其名称

三位作者益挂克地祖学家
。



必然引出这一结论
,

即人们居住的地球表

面过去是
,

今天仍然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和它存在的条件
。

我们将从那些至今还没引 起 足 够 注

意的那些观点出发进行分析
,

这就是地理

学与整个科学的联系 ∋理论
—

方法论方

面 Ε 和地理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

∋实践方面 Ε
。

现代地理学形成为具有独自的科学观

点的科学仅仅是在十九世纪
,

当它在社会

运用方面达到一定成就的时候
。

为了简要评述十九世纪地 理 学 的 观

点
,

我们可强调这一事实
,

即洪堡德和李

戴尔是在达尔文发表 《物种起源》 的那一

年死去的
。

他们的著作很明显地是建立在

达尔文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

即 自

然界的统一说这一观点之上的
。

他们采用

的方法是归 纳法
。

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
,

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
,

新的思潮从生

物学渗透到其它科学
,

包括地理学中
。

但

可惜的是引出了决定论的观点
,

演绎法提

到了首位
。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地理学主要原

则的确立是与现实资料状况密切相关的
。

从制图学的观点看
,

这些资料 是 相 当好

的
,

全球性的
,

然而它还不完整
,

不 详

细
,

不统一
,

并带有偶然性
。

对这些资料

的描述和解释因而也只能是定性的
,

单方

面的
,

主观的
。

总之
,

当时的分析知识水

平很难形成某种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概括
。

这里再谈一谈问题的另一方面
,

即地

理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
。

地理学的作用

在十九世纪达到顶峰
,

到二十世纪初便慢

慢下降
。

当时工业的发展
,

对原料和市场

的需求
,

殖民统治的确立
,

军事上 的 原

因
,

以及想了解一些新地区的愿望等等
,

要求地理学作出特定的报导
。

地理学的发

展水平与 当时的实际需要相适应
,
它在科

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
,

技

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地理

学的发展
。

在当前社会发生巨大变化
,

科

学发展速度更加加快的情况下
,

对地理学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

这首先反映在地理学

内部的分化趋势
,

即分化成 日益狭窄的专

业
,

甚至建立独立的分支学科上
。

在本世纪中叶地理学内部分化的趋势

达到顶点
,

对景观个别要素的认识因而大

大地深化了
。

实验研究有了发展
,

建立了

试验站
,

并开始实行数学化
。

总之
,

地理

学向定量科学敞开了大门
,
但是是在狭窄

分化或专业化的形式下
。

而我们所说的地

理学则沦为互不联系的各分支学科
—

从

地貌学到经济地理学各分支
—

拼凑的马

赛克
。

地理综合的观点退居到次要地位
。

地理学中综合
—

理论方向和分析方

向的发展很不对称
,

前者大大落后于后者
。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区域综

合的原则几乎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而

在最近的 ?Φ 一≅Φ 年对地理环境各要素的研

究在定量和定性两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发展
。

地理学综合理论方向的落后鲜明地反

映在普通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理论与分

支学科发展水平的矛盾与分岐上
。

这种情

况随着专业化研究的进一步深人
,

导致地

理学分解为很多部门
,

这些部门之间只有

传统的形式上的联系
。

显然这也是区域地

理学停滞的原因
。

专业化的地理研究开始

脱离地理范畴
。

相反
,

一些 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部门渗入到地理学中
,

这又促使产

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区域学Ε
。

这种状况也明显地影响到地理学在社

会实践中的地位
。

通过深 人的 专 业 化 研

究
,

地理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实际中占据

了新的位置
,

建立了诸如应用地貌学
,

土

壤地理
,

人口 地理
,

工业地理等部门
。

另一

方面
,

地理学几乎完全忽略了适应社会实

吃

?Γ
,



际需要的景观综合理论的研究
。

区城研究

和教科书的编写都不能适应现代分支学科

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

尽管地理这

个名词在现代使用得很广
,

但它已失掉了

区城性这一词的真实内容
,

只是形式上的

存在
。

地理学区城性的减弱也反映在社会

对它的评价上
。

地理学 日益成为纯理论的

学科而缺乏社会实际运用的价值
。

这样
,

在十九世纪现代地理学产生以

后
,
对现象

,

实体研究的意义不断增长
,

各分支部门专业化日益加深
,

并随之大力

发展了定Η 的分析方法
。

相反
,

综合部门

的发展
,

在理论方面
,

以及社会实际运用

方面都大大落后了
。

这种状况也不是孤立

的
,
它是和整个科学和社会生活的需要相

联系的
。

西方工业社会促成了这种发展趋

势的形成
。

它按照各门学科的社会实用价

值对它们进行分等级的组织管理
,

排在第

一位的是专业狭窄的技术科学
,
其次是物

理
,

化学
,

数学
。

在生物学和地学中
,

首

先是那些研究对象狭窄的
,

课题单一的分

支部门
,

综合性学科则远远搁在后面
。

由于只是单方面从个别专业化的观点

去研究地理学的对象
,

以及使地理学和其

他学科分隔开
,

致使地理学出现
“
只见树

木
,

不见森林
” 的状况

,

作为地理学存在

的羞础和核心的地理环境
,

以 及 在 统 一

中
,

相互联系中对单个要素进行研究的原

则均被忽略
。

更糟糕的是竞怀疑有必要和

可能进行区域地理综合
。

造成这种可悲的局面原因何在Ι 我们

认为在于对地理学研究对象描 述 上 的 混

乱
。

的确
,

直到十九世纪
,

地理学在分析

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很不严格
,

它只限于一

般明显的
,

经验性的定义
。

变化的世界与地理学

我们主要分析在科学技术革命
、

人 口

? ∀
‘

爆炸等因素影响下
, 不断发生的现代世界

在结构方面的变化
。

人 口问题
,

一方面人口

的地理分布 日益不平衡
,

另一方面
,

地球表

面的人 口分布又具有连续的结构
。

科学技

术的空前发展保证人类利用不同的通信工

具环绕全球进行 日益增长的信息交流
,

以

及人员和商品交流
。

这必然造成相对的空

间压缩
,

造成社会系统各种相互作用因素

的接近
。

人们 日益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改造

景观
,

直接或间接地改变 他 们生 活 的 环

境
。

上述空间的相对压缩
,

社会系统由于

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加速发展表现在由于工

业化
,

农林业技术化而产生的过度城市化

过程 , 由于每 日或每周往返上下班所引起

的市内交通超载
,

现代交通线路经常的或

季节性的超载
。

上述种种都造成大面积空

气污染
,

噪音污染
,

水污染
,

并要满足 日益

广泛的
,

新形式的服务要求
。

日益众多的城

市居民带着改变生活方式和改善生活条件

的渴望
,

到大自然中去寻求安静和休息的

绿洲
,

这就要求扩大新的旅游区等等
。

地球

有限的范围和资源又不能充分满足这些要

求
。

社会生态危机
、

原料
、

能源等危机 日

益增长
。

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趋势是由于

过度增长的运动速度造成的地理空间的相

对缩小 ∋空间是运动速度的函数Ε
。

由上

所述
,

可以清楚地看到
,

现在仅从单项学

科的角度解决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够了
。

必须从多方面
,

从多学科及其相互间的协

作的综合角度才能解决上述任务
。

科学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科学领域变化

的惫义到 目前为止还没得到充分理解和评

价
。

这些变化反映在理论一方法论方面
,

部

分地也反映在研究的问题方面 ∋出现新的

学科 Ε
。

它们必然会影响到从社会实际效果

去 重 新 分 等 级 组 织科学事业
。

那些不

久前还被看成是过时的
,

脱离实际的
,

纯理

论的
,

只有定性而无定量的学科
,

在保持传



统研究对象的情况下
,

现在已明显地改变

了面貌
。

它们的研究对象仍是原来那些
,

但

在内容上却变得更加丰富
,

更加多种多样
。

它们在理论一方法方面也经厉了革命性的

变化
。

取得这种变化的原因是 由于数学
,

物

理
、

化学等计量科学的空前发展和引用 , 自

然科学
,

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专业部门

积累了丰富的分析材料 , 发展了观测
,

实验

和资料整理与评价的技术等等
。

所有这一

切使传统的和新产生的综合性学科在理论

上和实践上发展到新的高度
。

日益明显
,

过去认为是已知的
,

已无

发展前途的部门现在从新的综合角度看又

成为 “未知的领域钾丁

科学发展的内部需要同样也产生了从

综合的角度解决问题的要求
。

面对上述情况地理学的状 况 又 是 怎

样Ι 要回答这个问题
,

我们无法回避
,

地

理学现在是大大落后于迅速发展的科学水

平
,

大大落后于社会的需要
。

正是由于这

个原 因
,

地理学在社会中没有得到应有的

地位和运用
。

地理学能否在认识人与地球这一复杂

的系统中作出贡献 Ι 回答是肯定的
。

地理

学可通过对地理环境或作为客观现实存在

的景观的研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这个

复杂系统的个别要素可以由生物
,

技术科

学
,

人文科学
,

以及地理学的 专 业 化 分

支部门来研究
,

但他们只能研 究 景 观 环

境的某一方面
,

它们不能从整个系统来认

识景观
,

不能完成地理综合
。

而地理学能

做到这点
。

但是
,

如果地理学不去解决景

观学问题
,

那末社会就会被迫建立另外一

个料学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
。

导 找 出 路

到目前为止
,

地理学的全部科学手段

还不能恰当地反映和解释它所研究的对象

的全部复杂性和多变性
。

地理学应当从这

一点后退吗 Ι 不 ϑ 我们认为应 当 寻 找 出

路
,

寻求新的途径
。

很多地理学家在定全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整个科学领域量子化

过程的影响下
,

也在为地理学寻找出路
。

地理学生态化也得到重大的发展
。

但是
,

我们想的不是机械地模仿其它

学科的做法
,

这在一些地理学分支部门表

现得特别明显
。

这些分支学科认为自己是

地理系统中分析手段的拥有者
,

夸耀自己

实行了数学化
。

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盲目的

追求
。

我们认为
,

量子化观点
,

机械地把

别的学科的各种方法
,

模型试验搬到本学

科来
,

成效不大
, “

模式化
” 的方法对传

统地理学分类系统中的一些地理要素井不

适宜
,

这样做只会留下在精确概念水平上

进行分类的形式化阴影
。

这种做法被骄傲

地称作理论地理学方向
,

然而它不过是引

用了一些新方法
,

或者至多不过是得到有

关个别要素和景观环境的一些局部性的理

论结论
。

持这种观点的地理学家怀疑形成

有充分论据的地理学理论一方 法 论 基础

的可能性
,

以及研究地理系统的可能性
。

我们所谈到的上述情况井无意对它进

行责难
。

无疑
,

很多事实说明
,

在忽视地

理综合的情况下
,

各分支学科得到了迅速

的发展
。

但这只是地理学的一个方面
,

它

不能成为地理学在新形式 下 的 出 路
。

同

时
,

有趣的是
,

Β 尼夫所提出的有 充 分

论据的理论
,

上述理论地理学的拥护者有#

竟无所察觉
。

应当发展综合理论方向
,

运用现代哲

学 , 现代科学的理论一方 法 论 观 点
,

创

造性地吸收数学逻辑和论点
,

而不是机械

地搬用其它科学的公式和方法
。

在分析其

它学科强调的一些事实时
,

必须充分注意

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地理环境
,

它变化迅

速
,

和过去的地理学对象已大不相同
。

研

究对象没变
,

但其内容大大地变了
。

不能

说在本世纪地理学的这个方向 完全 不 存

一

每了
Κ



在
,

Λ 谢菲 尔
,

5 布 格
,

5 瓜二
。

贝

里
, 5

。

Δ
。

戴维斯
,

5 Λ 阿努 钦
,

Β

尼夫等都做了不少有成效的工作
。

、

近年来这种趋势在欧洲地理学中更有

了长足的发展
,

并逐步扩充到全世界
。

如

现代景观学理论在东德的发展
,

景观理论

和建设地理学在苏联的发展
,

在法国
,

英

国和其它国家综合地理学的复兴等
。

我们对现代地理学现状的简要概述并

不能由此得出消极的结论
。

相反
,

当某一

学科改变自己的战略
,
从新的角度看待自

己的研究对象
,

重新形成自己 的 基 础 问

题
,

并能预见到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时
,

在

这个学科面前就会展现一片新的
,

前所未

有的境界
。

现代地理学正处在这个时期
。

现在应当是综合论者掌握地理学的时

候了
。

李德美摘译自 《Μ ) 。。 8 , 江8 二 +

. 8 ) . 9+
中
。 。》

,

袍 Γ , # ∃ = #

土壤水分势和土壤导水率与温度的关系

Δ Δ
。

巴甫洛娃
, Μ Χ’Ν 卡柳 日内

在等温状况下
,

土城水分运动决定于

土城的水文物理性质
,

首先是它的能Η 状

况
,
和力场的强度用土坡水分势或土墩水

分压力来表示
。

势能梯度是水流的主要动

力
,
而土坡的传导性

,

用导水系数表示
。

在等温状况下
,

水流密度等于

, Ο 一 Δ 5一
尝

式中Δ 5

—
导水系数

水分势梯度
。

0 冲
,
0 Π

∋ # Ε

—
土坡

土壤水分势和导水系数不是常数
,

它

们与土壤温度有函数关系
。

在湿度由完全

饱和降到最大吸湿性时
,

土壤水分压力从

零增加到数千个大气压
,

而导水系数将

减少 一  个数量级
。

由于土壤水分与土壤骨骼间相互作用

的复杂性
,

水分势不可能从理论上确定
。

对于不同的土壤类型土壤水分势与温度的

关系都将通过试验求得
。

但是任何一个方

检都不可能决定在全部湿度范围内的势能

! 大气压
二 ∀ 。 # !∃ % !& , 帕斯卡

值
。

土壤水分势与湿度的关系币∋ ( )∗ + ,

可应用几种方法求得 ∗毛管 仪 法
、

张 力

计法
、

压力膜法
、

吸湿法, 。

确定水分势

的困难还在于土壤水分运动的机制随粉湿

度的变化而变化
。

在完全饱和的情况下
,

土壤 水 分 运

动
,

与达西定律相适应
,

以渗透的形式进

行
。

非饱和毛管水流的运动则服从普捷伊

尔定律
,

在该定律基础上
,

根 据 关 系 式

协∋ ( )∗ + , 制定出计算土壤导水系 数 的

方法
。

如果已知渗透系数值
,

便可根据阿

维里亚诺娃一布达戈夫斯基公 式 计 算 出

− ∋

. , ,

/ 一 ∋ 0 户
卜∋ ( 爪 叹+二厄币 , ∗ 1 ,

式中
. −

—
渗透系数

, +
—

初始

土坡湿度, + 2

—
完全饱和时的土 壤 湿

度 , ∋ ∃

—
调萎湿度

。

只有在湿度很高
,

并超过最小持水量

的情况下
,

按方程式 ∗ 1 , 计算才能得到

一
加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