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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田 秀 德 教 授来 南 京访 问

东京大学和田秀德教授于 80 年 1 月 28 日下午及 29

日上午分别在江苏省农科院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

究所进行了访间
。

根据他自己的研究结果以及新近收

集的有关资料
,

作了题为
:

(1 ) 水稻土有机质特征及

有机质在土集中的转化
。

(2 ) 侧定稻田土集氮素矿化

过程的淹水密闭培养法
。

(3 ) 日本水稻土剖面形态的

形成等学术报告
。

同时还介绍了国际上近年来土集有

机质转化的研究概况
。

一
、

有机质在土滚中的转化

和田教授用图表的形式介绍了陆地生态系统的碳

素收支情况
,

扭素
、

确素循环图
,

土城挺素与温度
、

水

分的关系
,

有机质与温度的关系
,

以及各国土坡碳
、

氮
、

磷
、

硫的比例悄况
。

还简单介绍了日本对腐殖酸的分类

方法
,

描绘了腐殖酸的构造棋型
。

关于水稻土有机质的特征
,

他说
,

把早地变为水

田 ,

耕层有机质增多
,

底层变化不大
,

同时有机质腐

殖化程度降低
。

在各类早地土坡中
,

胡敏酸与富里酸

的比例相差悬殊
,

而水田土壤两者间的比例较为恒定
。

水田里有较多叶绿素
,

来自于藻类
,

由于它们在有氧

的条件下才能分解
,

因此在水田里较为稳定
。

据某些国家科学家的试验证明
,

用 H C I 水 解 土

集
,

不同土镶类型之间氨基酸含量相差不大
,

耕地与荒

地的氨基酸含 t 亦基本一致
。

不同类型的土壤
,

其水解

产物中
,

各种碳水化合物的相对含 t 也都大体一致
。

无论是热带地区或欧洲国家的试验结果都 表 明
,

同一地区不同土壤类型之间
,

植物残体的分解速率都

相差不大
。

有机质按其分解性可分为三个类群
: ( 1) 一年以

内分解的是易分解的有机物
,

其分解速率高
,

受土集

条件的影响大
,

参与生物循环
。

(2 ) 数年至数十年分

解的是较稳定的有机物
,

其分解速率小
,

受土坡条件

影响较小
,

也参与生物循环
。

( 3) 数百年至数千年分

解的
,

分解速率很小
,

受土坡条件的影响甚徽
,

墓本

不参与生物循环
。

二
、

洲定招 田土城盆众矿化过怪

的淹水密闭培养法

这是和田教授和吉野
·

出井共同进行的工作
。

他

们得出了土壤氮素矿化量与有效积温的关系的经验公

式 Y = K [ ( T 一 T
。 ) D〕n ,

Y为 N H ` 一

N生成量
,

T 为培

养温度
,

D为培养时间
,

天或周
,

T 。
为 15 ℃

。

怎样把

基础温度 T 。
定为 15 ℃的呢?将培养温度 (2 。~ 40 ℃ )作

为横座标
,

N H ` 一

N 生成 t 作为纵座标
,

按培养 2
、
4

、
8周

的矿化量
,

分别作矿化过程曲线
,

将其线延伸与横座

标相交
,

其交点为巧℃
。

(T 一 15 ) D称为有效积温
。

另

外
,

以 (T 一 15 ) D作为横座标
, N H ` 一

N 生成量作为纵

座标
,

在不同培养温度下作出的矿化曲线相互重合
,

也

证实了定 T 。
为15 ℃的可靠性

。

他们还将室内恒温培养
,

田间培养 (把培养管理

于稻 田土 中 )与盆栽无氮区在植稻条件下土壤抵 素 的

矿化过程进行了比较
,

三条曲线较为一致
。

因此
,

可

以用室内培养试验来推算在植稻期间土集氮素矿化随

时间的变化以及土坡所能提供的氮量
。

三
、

日木水稻土创面形态的形成

和田教授放映了日本水稻土中有代表性的一组幻

灯片
,

介绍了日本主要水稻土类型的剖面形态特征与

发生特性的关系
。

通过模拟试验
,

形态观察与分析
,

他

认为水稻土犁底层以下的层次
,

一部分是氧化 淀 积
,

另一部分是淋溶下来的物质
,

首先由土坡吸附
,

在排

水落干后才氧化
,

所以说这些层次并不完全是淀积作

用
,

而是琳溶和淀积共同作用的结果
,

并看成是在水稻

土发生方面的新的观
.

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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