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方式承担一定研究项目
,

从而获得经费的支援
,

这

些工作往往是解决实际问题方面课题
,

例如
,

由国际发

展局资助对南美热带土壤的研究则侧重与土地利用和

改良等方面的工作
。

由环境保护局资助的往往是有关

土镶污染问题的研究
。

这些工作往往偏重于实用
。

此外
,

美国农部在各州均设立农业推广蛾
,

各县都

有一定数 t 的推广人员
。

现在农业推广站归州立大学

管辖
,

这个机构主要推广研究成果和农业先进 技 术
。

与此同时
,

各州立大学对全州有关农业技术问题 (包

括土城 ) 负有答复咨询的责任
,

任何单位和私人都可

向学校提出有关技术问题要求答复
,

例如
,

一个农民

准备经营柑桔果园
,

他就可 以向州大学土壤系询问准

备劝进的土地是否适于种植柑橘
,

而学校土壤系有责

任无偿地答复他的咨询
。

另外
,

各地凡 已制备好的土

壤试样
,

均可交由土壤系或试验站进行分析
。

土壤系

有的教授承担推广工作
,

有的是百分之百时间从事推

广工作
。

总的来看
,

美国在土壤学方面
,

教学
、

研究与推

广互相结合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

这种特点对促进 上

壤学研究有一定作用
。

关于美国土城学近年来突出的成就
,

作者认为关

国农部 1 9 75年正式出版公布的主壤分类体系及其命名

法是有独到之处的
,

它的优点在于每个土壤名称都可

以概括的表示出其物理化学等各方面的特性
。

此外
,

近

年来对于热带土坡的研究比较重视
,

进展较快
。

在上

坡学各个分技学科中近年来比较活跃的是土壤 物 理
,

其中尤以土壤水分问题的研究为多
,

其主要原因是做

影响土镶的因素来说
,

土壤水分是可以控制调节的
。

由

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

人力物力较多
,

因而土壤污

染研究成为极其活跃的一个学科 , 土壤化学也偏重于

环境土壤化学的研究
。

由于肥料商品需要土壤肥力方

面的研究也较活跃
。

最近能源危机的影响
,
对免拼法

的研究也受到重视
。

国外考察才良告

罗马尼亚土壤科学研究概况

文启孝 赵其国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 )

1 97 9年 8 月 2 3日至 9月 1 3日
,

找们在罗马尼亚先后

参加了在布拉索夫举行的全罗第十届土壤学会 和土壤

旅行
,

参观了土壤及农化研究所
、

土壤仅蚀防治研究中

心站
、

地理研究所和布加勒斯特农学院土壤农化教研

室等土壤科研
、

教育机构
,

和罗马尼亚同行广泛地进行

了讨论
。

下面
,

根据会议和参观访问期中的所 闻所见
,

对罗马尼亚土镶学方面的科研工作作一简单介绍
。

别作物的收获外
,

生产过程 已实现机械化
。

化学肥料

也逐年增多
,

1 9了8年全国平均施肥量为 1 50 公斤 (有效

成分 )/ 公顷
。

1 9 7 6年全国平均玉米产量为 3
,

400 公斤 !

公顷
,

小麦为 2
,

70 0公斤 /公顷
,

马铃薯为 1 6
,

00 。公斤 /

公顷 (按 2 9 7 6年统计 )
。

1 9丁6一 1 97 8年全国人 口干均扔j

有粮食 0
.

5 6~ 0
.

9 6吨
。

二
、

土坡发生分类和制图

一
、

罗马尼亚的农业概况

罗马尼亚全国土地总面积 2 3 7 5 0 0平方公里
。

中部

为喀尔巴奸山
,

东部和南部为多瑙河及其支流的冲积

平原
。

山地
、

丘陵
、

平原约各 占 1 / 3
。

耕 地 面 积 为

9 ,
7 4 1

,
0 0 0 公 顷

,

森 林 面 积 9
,
5 4 9

,
0 0 0公 顷

,

牧 地

4
,

4 60
,
0 0 0公顷

,

其中又IJ草场 l
,
2 3 0

,
0 0 0公顷

。

农
、

林
、

牧用地的比例约为 4 : 4 : 2
。

农作物以玉米 ( 3 5 0万公顷 )
、

冬小麦 ( 2 4 0万公顷 )

为主
,

次为马铃蒋 ( 1 50 万公顷 )
、

甜菜 ( 1 4。万公顷 )
、

向

日葵 (6 O万公顷 )
。

近年来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
,

除个

土坡分类制图工作始于 1 9 0 7年
,

主要属道库却耶

夫学派
。

原分土纲
、

亚纲
、

土类
、

亚类四级共39 个土类
。

其中地带性土壤包括栗钙上
、

黑钙土
、

淋溶黑钙上
、

酸

性黑土
、

红棕色森林土
、

酸性棕壤
、

灰色森林上
、

钵色森

林土
、

棕色灰化土
、

灰壤
、

高山草甸土等 , 非地带性土

壤有盐土
、

碱土
、

脱碱土
、

砂土
、

假潜育土
、

泥炭
一

l几
、

红色

石灰土
、

黑色石灰土
、

火 山灰土等
。

在今年提 出的新的

分类系统中
,

分类原则采用 F A O 系统
,

以诊断层和诊

断特性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
,

将全国土壤分为10 个土

纲
、

22 个亚纲
、

42 个土类
。

在新的分类系统中
,

尽管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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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土和黑钙土之间的区分仍有含棍 不清之处
,

酸性黑

土
、

酸性棕集
、

火山灰土壤等的划分也还值得进一步研

究
,

但它有利于一般土坡工作者识别土壤类型
,

同样重

要的是
,

将土壤进行编码
,

始可将资料输入数据库
,

而

采用 F A O 系统
,

亦将利于各国土壤信息系统的统一
。

罗马 尼亚同行认为
,

F A O 系统适合于罗土城的情况
。

根据土壤调查资料
, 1 9 1 5年编制了全国第一幅土

壤图
,

比例尺为 ] : 3 0 0万
。

1 9 64年编制 T 全国 1 : 10 0

万土壤图
,

以后于 19 7 0
、

1 9 7 8年先后对该图作了改进
。

1 97 8年出版的全国 1 : 100 万土壤图
,

包括 10 个土纲
,

59

个土类
。

并按土类进行了面积统计
,

图中还 附 有1 :

5 0 0万的母质类型概图
,

可为全国土地资源评价及农林

牧布局提供重要依据
。

除土城图外
,

还编制有全国同

样比例尺的植被图
、

土壤质地图
、 :卜城侵蚀图

、

过湿 土

壤图
、

土壤利用图等
。

全国 1 : 20 万 土壤图目前已出版或付印共 31 幅
,

估

计 1 9 8 1年可完成其余的 19 幅 1 : 20 万 土壤图
。

牧场土地评价的目的在于改良牧场
,

提高牧场上

地的生产力
。

根据载畜童
、

土 城
、

植被之间的关系
,

计

算出牧场土地的适宜性指数
。

据此
,

将牧场区分为 xl1

草场和牧草场
,

并提出改良牧场土城的建议 (包括施肥

量和适宜的收草品种 )
。

目前罗正进行预测预报牧场管

理制度对土地生产力影响的研究
,

已积累有 1 2年的试

验资料
。

四
、

土滚资即保护

三
、

土地评价

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
,

罗马尼亚同行认为
,

土坡

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
,

但不是它的全部
。

土壤生产

力不仅决定于上壤本身的各种性质
,

还决定于气候
、

地

形等各种因素
。

同时
,

不同植物
r

作物
、

林木
、

牧草 )与

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又有所不 同
,

因此
,

对不同植物土

壤的生产力是不一样的
。

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因素包括气候 (雨量 气温 )
、

水

文地质 (地下水位
,

内
、

外排水状况 )
、

地形 (坡度
、

坡

向 )
、

土壤 (各种物理
、

化学性质 ) 四大类因索
。

根据长

期收集来的大量资料
,

包括分析资料 长期的观测和试

验资料
,

分别计算出各个因素与某一作物产量的关系

(如土壤有机质储量与产量的关系
,

土壤粘粒含量与产

盆的关系
,

坡度与产量的关系等 )
,

将各别因素进行分

级
。

综合上述全部结果得出某一土地对某一作物的适

宜性指数
。

适宜性指数采取百分制
,

以最高生产力的

土壤为 1 00
,

每 10 分为一级
。

罗 已分别对 24 种作物作出

了全国耕地的土地评价 (小
、

中比例尺 )
,

为全国范围内

的因土种植提供了根据
。

在大比例尺的 ( 1 : 1万 )土地

评价图中
,

除上述不可控因素外
,

还考虑了一些可控因

素 (如排水
、

灌溉
、

消除盐碱化
、

特殊的施肥等 )
,

计算了

采取这些农业技术措施后对土地生产力的影响
。

在森林土壤的评价中
,

将植被 (树种
、

组成
、

各品种

的生产力
、

指示性微生物区系 )
、

土壤 (容重
、

水分
、

土壤

孔晾等 )
、

腐殖质类型和气候四类因素的资料加工变为

土地适宜性
,

根据土地适宜性与树种生产力之间的相

关性将前者粗分为五级
,

拜级再可细分
。

罗马尼亚森林夜盖面积虽较大
,

少见穷山秃岭
。

但

据统计
,

50 % 的耕地土壤仍遭受不同程度的侵蚀
。

其

中主要为片蚀
`

罗十分重视防治土壤侵蚀的研究
, 1 95 6年起建文

了有关的专业机构
,

研究不同坡度上
,

径流量
、

作物朴

类
、

布局
、

轮作制度
、

耕作措施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

在

比较不同作物布局
、

轮作制度
、

耕作制度的优劣时
,

不

仅考虑其对防治土坡侵蚀的作用大小
,

而且也考虑经

济效益
。

他们认为
,

由于罗马尼亚的土坡情况和社会

经济情况
,

坡地修筑梯地是不适宜的
。

根据长期的试

验结果
,

他们提出了不同坡度的土地上适宜的作物布

局和轮作制度
。

根据长期的试验结果
,

他们还得出了

在罗风力不大的具体条件下
,

阶地地埂种植 25 米宽的

林带
,

其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不如 4 米宽的草地大的

结论
。

化学农药和工业三废对土壤的污染问题近年来也

引起了罗马尼亚 同行的注意
,

在一些地 区建立起 了土

壤质量监测站
。

调查了各地土壤中六六六
、

D D T 以及

某些冶炼厂或公路两旁土壤中 p b
、

Z n 、

C u 、

M ” 、

F等

的污染状 况
,

并测定上述污染物的富集系数
。

根据这

些资料
,

罗马尼亚土壤除极局部范围外
,

还没有遭受

明显地污染
。

这方面的工作看来还处于积 累 资 料 阶

段
。

堆积褐煤矿渣
、

磷石膏
、

煤灰 (褐煤 )等使数以万公

顷计的土地废弃
。

研究了利用这些废弃地的农业技术

措施
,

包括平整地面
、

植草
、

种树或栽培各种农作物以

及作物的施肥等
。

目前虽已证明在褐煤矿渣 和磷石膏

堆弃地上可使作物获得较高产量
,

但据说重建一公项

这样的土壤须化费人民币 6 万元或更多
,

显然代价嫌

太高
`

五
、

低产土坡的利用改良

罗马尼亚的低产土坡主要为盐碱土
、

砂土
、

过沮土

壤
、

遭受严重侵蚀的土坟和强酸性土壤
。

全国共有盐碱土 50 万公顷
,

多瑙河泛滥平原
、

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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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的中
、

下游以及黑海沿岸一带分布面积较大
,

主要

为盐土 , 西部一些河谷平原地带呈斑状分布
,

主要为

苏打盐土和碱土
。

为了改良盐碱土
,

设有十个试脸站
,

研究排水 (明

沟
、

暗管
、

打老鼠洞
,

线沟〕
、

冲洗
、

深耕
、

施用磷石膏以

及种稻等改 良措施的效益
。

在灌溉条件下磷石膏对改

良碱化土和碱土具有明显的效果
。

种稻改良盐土效果

也较显著
,

视土坡含盐量及地下水矿化度的不同
,

一般

种稻 4~ 8年后土壤剖面中即无可溶盐
,

地下水矿化度

亦降低至 2 克 /升以下
。

目前已有 7 5 0 0 公顷盐土采用

这种利用改 良方式
。

罗马尼亚共有砂土 50 万公顷
。

在砂土上采取挖坑

结合施肥的办法发展葡萄种植业已取得了 较 大 的成

功
。

我们还看到在一个古河道的砂丘上
,

通过种植适

宜的树种
,

目前已成为一个供人游览的风景区
。

关于过湿土坡的改良
,

我们了解得很少
。

据告知

多瑙河三角洲一带分布有较大面积沼泽土
,

现正拟派

人赴荷兰学习有关这方面的经骏
,

将这些沼泽土开发

为耕地
。

从看到的一些季节性过湿土壤来看
,

我们的

印象是
,

这些土城的外排水条件是好的
,

但排水系统甚

少
,
似乎不少地 区对土地平整和田间排水问题尚未引

起足够重视
。

每 5 公顷采一个土样
,

丘陵地区则每2~ 3公顷即须采

一个土样
。

农化图一般每 4 年编制一 次
,

即每 4 年须

重新采样分析
。

根据分析和田 间试验结果
,

先按单项

将土壤进行分级 (大部分农化性质
.

可直接根据分析结

果进行土壤分级
。

某些农化性质则否
。

例如锌
。

由于

存在着锌
、

磷的拮抗作用
,

且 p H 显著影响锌的有效

性
,

测定得的
“

有效性锌
”

并不代表实际情况
。

按下式

计算出的锌指数可以表示土壤中锌的丰缺
:

。 :

Z
。

( 1 2
.

7 1

` n i =
-

一
-

一
-

-

一

一 1
.

5 3 P H )

P
x 1 0 0

六
、

合理施肥

罗马尼亚耕地土壤大多数含钾量较丰富
,

钾肥只

施于某些嗜钾作物
,

因此钾素的研究相对较少
。

氮肥完全自给并有大量出口
,

主要为硝按和石灰

撼
,

约占70 %
,

尿素占20 %
,

少部分为硫钱
。

磷肥主要

是过磷酸钙
。

由于罗国内磷矿和硫矿资源贫乏
,

生产

过礴酸钙的原料全赖进 口 ,

因此罗对于有关礴肥的合

理施用问题特别重视
。

锌是另一个受到重视的问题
。

锌肥在罗黑粘土以

及遭受侵蚀的黑钙土等上对玉米有显著的增产 效 果
,

在寒冷多雨年份
,

施用锌肥可使玉米增产约50 %
。

据

估计
,

每年全罗需施用一千吨锌
。

翻肥对甜菜具有明显增产效果
。

在西北部某些干

早年份
,

苹果园施硼效果也不错
。

做到合理施肥的主要依据之一是编制农化图
。

农

化图的内容包括土壤的 p H
、

有机质
、

C a C O 3 、

水解性

酸度
、

代换性盐基
、

速效性 P
、

K (0
.

IN H A c)
,

有效性

Z n ( 0
.

o l M E D T A , IM ( N H
一 ) : C O : )

、

B ( H : O )
、

M o 以 C O O H ) : 。 ( N H ` 一 C O O ) 2 〕
、

C u 〔 o
.

o 5N

N御 一 E D T A 〕等
。

当然
,

视土壤类型等而定
.

某些项

口可 以删减
。

每个分析上样为 15 ~ 20 个点的棍合样
。

平原地区

式中Z n 、

P 以 p p m 计
,

P用A T A 提取
。

〕
,

然后综合全

部结果将土壤分为五级
。

罗马尼亚在各地均有较长期的肥料试验
。

这是研

究合理施肥的另一主要依据
。

根据大量试验研究资料
二

提 出了一个氮肥适宜用量的计算公式
。

式中包括耕层

上城的氮素指数
、

氮肥利用系数
、

氮肥价格
、

土壤不施

氮肥时作物的产量等参数
。

鉴于产量受气候影响较大
,

氮肥分次施用较一 次施用更有效
。

在氮肥不足的情况

下
,

亦以分次施用为宜
。

一次作基肥
,

一次在 5 叶期
。

试验还表明 N 一 S er
v e 等硝化抑制剂效果不显著

。

提出了儿种不同磷肥适宜用量的计算公式
。

式中

包括土壤酸度
、

有机磷矿化
、

土壤有效磷量
、

植株吸收

的磷量等参数
。

不同公式计算出的磷肥适宜用量值差

异很大
。

他们认为不同的公式适用于不同的条件
。

磷矿粉 (阿尔及利亚等 ) 的肥效取决于土壤性质
。

按下式计算出的指数确定土壤是否宜施 用磷矿粉
:

R P I 二 水解性酸 x 100

盐基饱和度 x 1 0 “ ’ “ 2 ` 6 x 有效礴

如指数》 3
,

施磷矿粉将很有效
。

磷肥的利用率较低
。

长期施 用磷肥将 导致土坡中

有效性磷增多
。

目前罗正进行土壤中磷素变化预测预

报的研究
,

已积累有十年的 田间试验材料
。

七
、

土坡科学研究的组 织和工作方式

罗马尼亚土壤学研究工作主要在罗农林科学院所

属的土壤及农业化学研究所
、

其他有关研究所
、

站和各

地的试验站进行
。

农林科学院由罗农林和农产品加工

部及科学院双重领导
。

土壤及农业化学研究所共有 300

人
,

其中研究人员 120 人
。

下设八个研究室
,

即
: l

。

土城

发生分类调查研究室
,
2

。

土地资源评价研究室
,
3

。

农

业化学研究室
, 4

.

盐土和砂土研究室
,

5
.

土坡保持

研究室
,

6
.

土壤物理研究室
, 7

.

森林土壤研 究 室
,

8
.

土壤污染研究室
。

土竣侵蚀防治研究中心站为全国专业的土城倪蚀

防治研究机构
。

此外
,

在丰多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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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也进行一部分农业化学研究
,

水利土壤改良研

究所进行一部分土壤改良研究
。

教育和发展部所属的农学院 (全国共五个 )土壤农

化教研室的教师除教学任务外
,
也带研究生开展科研

工作
,

有的抽出一定时间到研究所参加研究工作
。

例

如
,

布加勒斯特大学土壤学教授每年约有 25 %的时间

在土壤及农业化学研究所工作
。

全罗所有农业科学研究都统一于一个规划中
,

各

单位分工协作
。

在所有研究工作中强调要有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 (能源和人力消耗
、

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的

观点
。

所有课题均以签订合同的方式执行
。

一个合同

的期限一般常为 4~ 5年
。

每年年终由委托的一方验收

研究结果
,

根据计划完成情况
,

增减工作人员当年的工

资
。

例如
,

土壤和农业化学研究所负责全国土壤资源

的合理利用 , 砂土
、

盐土的改良 ,以及严重侵蚀土壤的

改 良三项课题
,

另外承担25 项由其他单位负责的课题
。

全所 1 9 7 9年共有 2 50 项合同
。

该所既无温室
,

也无试验

场
、

站
,

各项田间试验研究都是通过合同方式与全 国有

关研究试验机构合作进行
。

以上简单地介绍 了罗马尼亚土壤科学研究工作的

情况
。

总的来看
,

我们感到
,

罗马尼亚的土壤科学研究

工作具有以下一些较明显的特点
。

一

首先是工作的
’
L产

目的性较强
。

这无论从科研工作的组织机构和研究课

题的具体内容来说
,

都给人以较深的印象
。

大部分工

作都与实际生产问题结合较紧密
,

探索性的工作较少
。

第二
,

工作较系统
,

重视基本资料的积累
。

罗无论在施

肥或土壤侵蚀防治等方面都积累有较长期的资料
。

由

于资料积累较多
、

较系统
,

某些土壤性质现在已不须测

定而可由另一 些性质推知
。

系统的资料积累
,

是工作

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基础
。

第三
,

重视数学在土堆学研

究中的应用
,

在各土壤分支学科的研究工作中电子计

算机的应用较普遍
。

这不仅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

而

且也可显著地提高工作的质量
。

罗马尼亚所处的生物气候条件与我国不同
,

社会

经济条件也与我国有异
。

因此
,

土壤学研究中的某些

具体问题和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措施与我国
一

下可能完

全相同
。

例如
,

在我国
、

水稻土和红壤在土壤学研究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

保持和改善土壤有机质状况是个普

遍关心的问题
,

在罗马尼亚就不是或不完全是这种情

况
。

但是
,

罗马尼亚在土壤科学研究方面的很多经验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

特别是在资料积累和数据加工
.

在

研究工作中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

学 习
。

会议简讯

参加国际
“

热带地区限制粮食生产的土壤问题
”

会议简况

19 79 年 6 月 4 日至 8 日国际水稻研究所和美国康

乃尔大学于非律宾国际 水稻研究所共同召开的
“

热带

地区限制粮食生产的上壤问题
”

讨论会
,

邀请熊毅参

加
。

6 月 1 日熊毅和徐琪离京启程
,
3 日抵马尼拉

,
4

日开会
, 8 日结束

,

会期五天
。

会后还参观国际水稻研

究所与菲律宾大学农学院
,

15 日抵港
,

17 日返穗
,

应

华南植物所与广东省土壤学会邀请
,

熊毅作了关于会

议与访问的报告
。

19 日返京
。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热带地 区 (亚
、

非
、

拉 )限制

粮食生产的土壤因素讨论会
,

相当于我国的低产 土壤

改良会议
。

到会代表 70 余人
,

分属于廿余个国家
。

除

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外
,

尚有在该区从事研究

的国际研究机构的代表
,

或从事该地区研究的其他国

家的代表
。

会议的目的性很明确
,

主要有三个内容
: ( l) 促进

学术界重视研究限制粮食生产的土壤因素
。

( 2) 明确

限创粮食生产的土壤因素
,

制定改良措施
。

( 3) 促进研

究工作开展
,

加强研究合作
。

会议论文是预先约定的
,

会期分为六个阶段
,

海

篇论文报告 30 分钟
,

讨论 30 分钟
。

第一阶段为开幕式
。

第二阶段综合论述 j
’

研究热

带地区限制粮食生产的土壤因素的重要意义和进行国

际合作的必要性
,

并按自然条件分区
,

讨论土壤资源

类型及其限制农业生产的因素
。

为了使土壤分类更能

为农业生产服务
,

会上由美国农部土壤调查局的代表

作了限制生产的土壤因素
、

土壤性质与土壤分类问题

的报告
。

目前这一地区
,

除各国习用的土壤分类系统

(土系与日本水稻土分类系统 ) 外
,

美国与联合 网教科

文组织的世界土壤图例影响较大
,

世界土壤图亚洲幅

图例
,

因兼收并蓄
,

较易与各国分类系统衔接
,

所 以利

用较广
,

而美国土坡分类系统性强
,

概括归纳严谨
,

利

用起来
,

尤其农业工作者利用起来
。

存在一定困难
,

这

也是会议要求其进一 步阐述的原 因
。

这一阶段论 文的另一侧重点是热带土壤资源评价

与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 (土壤资源评价是 联 合 国 系

统 )
。

为 了更好地因地制宜的利用土壤资源
,

分别就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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