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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耀曾教授来南京土壤研究所讲学

澳籍土壤微生物学教授詹耀曾于 9 17 8年 6月 9一 2 0

日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考察和讲学
。

讲学形

式多样
,

既有专题报告
,

又有实验和专业座谈会等
,

现

简要介绍如 衬
:

注
,

实验部分 詹教授为南京和外地有关九个单位

约 30 余人做了
“

交叉免疫龟泳法的演示和应用
”
以及

“

萤光素与抗体结合的演示
”

实验
,

_

为期一周
。

实验前

深入浅出介绍方法原理
;
实验中操作示范

,

讲解如何

进行合理设计 ; 实验结束对几种免疫电 泳 法 (交 叉
、

火箭
、

线性免疫电泳 )的内容
、

意义
、

特点又给予归纳总

结
,

并指 出各种方法应该注意的问题
。

通过实验
,

使

参加学习的同志基本掌握了儿种免疫电泳法
,

解决了

各单位
.

原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间题
,

为今后推动

这方面工作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

乙 专题报告 詹教授共作三次专题报告
。

参加者

有九个单位约工的余人
。

报告内容新颖
、

丰富
,

有幻灯

片
,

还有彩色电影片
,

同志们感到极大兴趣
,

效果很好
。

“

免疫法在固
几

氮菌某些研究 心包括分类的研究 ) 中

的应用
”

是一项基础工作
,

尽管我们不少人过去没接触

这类间题
,

但该报告对我们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很有

启发
。

詹教授在作
“
用动物废弃物生产单细胞蛋白及 其

在农业环境管理中的利用
”

的报告时指出
:

在澳 大 利

亚
,

大型养猪场猪粪尿的处理是个大问题
,

常常给水

源带来很大的威胁
。

他设想
介

猪吃猪粪
”

的办法
,

经微

生物的作用消除粪便
,

保护水源和环境
,

培育的微生

物— 单细胞蛋白作为何料
二
在粪便发酵处理 方面

,

詹教授提出用人为控制生态条件
,

使三个不同阶段的

优势微生物群落得以良好发育
。

即由普通微生物群落

大量繁育后
,

给以光的条件
,

光合微生物占优势
,

最

后再繁殖藻类
,

达到净化粪便
,

保护水源的 目的
。

这

样一个周期约 4一 s 夭
。

詹教授说一个工厂处理 20 万

人的粪便是完全可能的
。 -

另一个专题报告
“

光合生物萤光计— 一种 用 于

污染物的环境检测及微生物生态研究的仪器
” ,

这也是

一个新颖的向题
。

詹教授介绍该仪器的试制时说
:

澳

大利亚有些灌溉渠中常长满杂草阻滞水的流动
,

要用

杀草剂杀除
。

究竟应加多少浓度 ? 不断应用杀草荆
,

浓

度会愈来愈高
。

因此生产部门在灌溉租用杀草剂 之前
,

要求在 l一 2 小时内检测出水中除劳剂浓度
。

詹教授开

始研究时
,
曾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作生物检测是不

可能的
。

后来他应用了测光合作用产生的氧与发光细

菌生物体的发光有关的基础理论
,

设计了一种特殊的

仪器— 光合生物萤光计
。

这种仪器能快速检侧除草

剂的残留量和水中其它有毒物质 (包括重金属卜 检测

时间由原来的几个月
、

几天缩短为几分钟
。

詹教授说
:

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可能碰上类似问题
,

是有一

定参考价值的
。

3
.

专业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
,

詹教授简要介绍 了

国外上壤微生物研究动向
,

并对澳大利亚教育
、

研究

组织机构也作了简要介绍
。

詹教授还对我所今后科研

工作坦率地提出看法
,

他说
:

搞土壤微生物
,

首先要

调查生产上有什么问题
,

和可能做的是什么
。

在时间

安排上应用的
、

基础的
、

时髦的应各为三分之一
。

詹

教授认为任何一个应用问题
,

都有基本工作要做
,

应

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
。

詹教授还认为土壤微生物应做

生化工作
,

二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

这些看法对我们

很有启发
。

在詹教授圆满结束考察和讲学前一天下午
,

参观

了土壤微生物室各课题组
,

认真仔细地听取各课题组

工作介绍
,

并坦率诚恳地对各课题的工作提出了宝贵

建议
。

詹教授对真菌生态组进行
“

棉花枯萎病病原菌在

土集中存在状态和消长规律的研究
”
给以肯定

。

詹教授

鼓励根瘤菌组的同志说
:

国外对苔子根瘤 菌 研 究 较

少
,

你们继续做下去定会获得不少资料
,

并建议作不

同根瘤菌在不同土壤中生存情况的研究
。

詹教授认为

防止生物脱氮的工作首先要确切了解不同土壤因反硝

化引起的氮素损失究有多少
,

并建
一

议用土壤灌住法研

究不同土壤的硝化作用及抑制剂的影响 , 还建议作抑

制剂在土壤中的生物降解问题
,

及分离引起降解的微

生物
。

詹教授对肥力组介绍了用电解法测二氧化碳的

方法
,
以了解土壤的呼吸作用

。

(李良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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