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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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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

非洲与美洲湿润热带地区与半干早热带地区的土

城资源相应地提出发展不同农业生产体系 (耕作制度 )

的问题
、

轮荒
、

轮作
、

复种耕作条件下的土壤肥力演变

以及土坡改良培肥等问题均有所论述
。

第三阶段分别就土壤酸度
、

盐碱
、

缺素 (磷
、

钾
、

硫
、

微量元素 ) 对作物的危害性提出了相应的改土措

施与施肥制度
,

尤其锌肥的使用已取得了显著的增产

效果
,

被认为是对粮食增产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

就

千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以及如何防早
,

机械压实对作

物出苗与根系的影响以及土壤侵蚀的 危 害 性
,

均 进

行 了专题研究
,

并提出相应的改良措施
。

生物固氮是

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

除习见的藻类固氮外
,

还探索

其他生物固氮的途径
,

例如热带某些植物根系上的共

生固氮菌及其接种问题
。

第四阶段是在论文报告基础上分湿润热带
、

热带

湿地与热带半干早三组就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进行了讨

论
,

除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需深入进行研究外
,

还探

索新的研究课题或扩大研究范围
。

第五阶段重点讨论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问题
,

把

我们分在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一组
,

因我们没有同他们

建立合作关系
,

只限于 听取别人的议论
,

而未谈具体

研究计划
。

第六阶段为闭幕式
。

现将论文报告按次序列在下面
: ( l) 欢迎词 ; (幼

国际合作对研究限制粮食生产土壤因素的重要性 , ( 3)

热带土壤中主要土壤限制因素 , ( 4) 限制 生产的土壤

因素
、

土壤性质与土壤分类
,

便于科学交流的分类学多

( 5) 湿热非洲地区主要农业生产体系 (制度 )与土壤性

质的关系 , ( 6) 湿热亚洲地区农业生产体系与土壤性

质 , ( 7) 湿热美洲地区农业生产体系与土壤性质 , ( 8)

亚非拉美半干早热带地区的农业生产体系 与 土 壤 性

质 ; ( 9) 热带排水好的土坡的酸度与粮食生产 , ( 10 )

湿地及有机土壤的酸度与粮食生产 ; ( 11) 湿润热带地

区土壤盐渍度与粮食生产 ; ( 12 ) 热带土壤中的 缺 磷

与粮食生产 , ( 1 3) 热带土壤中的缺硫与粮 食 生产 ,

( 14 ) 热带土壤中的缺钾与粮食生产
: ( 1 5 ) 热带土壤

中的微量元素与粮食生产 , ( 1 6) 热带土壤中的氮素有

效性与粮食生产 , ( 17) 热带土壤中生物固 氮 作 用 ,

( 1 8 ) 湿热地区干早与粮食生产 ; ( 1 9) 热带地 区机械

压实对整地和出苗的影响 , ( 20 ) 热带地区机械压实对

根系发育的影响 , ( 2 1 ) 热带土壤侵蚀与粮 食 生 产 ;

( 22 ) 热带地区土壤肥力评价和研究结果推晰的 限 制

因素
。

从会议组织的论文看
,

范围很广
,

凡是农业生产

中涉及的土壤问题几乎都涉及到 了
,

这些报告对我们

都有参考意义的
。

会后参观了国际水稻研究所与菲律宾 大 学农 学

院
,

对他们的科学管理
、

干部培养
、

研究协作等工作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

(熊 毅
、

徐 琪 )

出版消息

《 机械耕作条件下的土壤改良 》 一书即将出版

为配合全国土壤普查
,

并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与中国人 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城西

湖农场合著了《机械耕作条件下的土壤改 良》
。

专著着重介绍城西沏农场在机械化作业条件下连续六年所作的土

坡研穷工作的总结
。

在两次土壤普查的基础上
,

探讨了机械化作业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

全书共分八章
,

包括
:
城

西湖的围垦和发展概况 , 土壤的形成和类型 , 土壤的肥力基础及其演变 ; 土壤排水 , 绿肥改土 , 化肥 的合理施

用 , 土壤合理耕作和利用 , 稻麦高产的土壤条件及其调节
。

并附有土壤图和养分分布图等 10 余幅
。

这对于机械

化农场的土壤改 良和培肥有一定参考价值
。

专著将于一九八 O年四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

全书约 10 万字
,

可供土壤
、

农机
、

农田

水利工作者
,

农场和农业院校师生参考
。

(傅积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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