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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土 壤 物 理学 进 修 班 简 况

姚 贤 良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土 维 研 究 所 )

一
、

基本情况

应意大利国际理论 物理 中 心 ( I吐 e nr at io n al
-

C e n t r e f o r T 五e o r e t i e a l P h y o i e 。 )的邀请
,

于 1 9 83

年 9 月 19 日到 10 月 7 日参加了由该中心组织的土壤物

理学进修 班 ( C o l l e g e o n 5 0 11 p h y s i e s ) 的授课活

动
。

讲授教学大纲中的
“

土坡团聚性
”

部分
。

过去对
“

中

心
”
不甚了解

,

接到邀请信后
,

认为主要是从事理论物

理的研究
。

但事实上它不仅是开展理论物理研究 (如

墓本粒子物理
,

高能
、

低能物理
,

等离子体物理等 )及

其活动的中心
,

而且也是一个紧密联系生产开展应用

物理研究 (如地球物理
、

生物物理
、

环境物理以及土壤

物理等 )和国际活动的场所
。

活动方式包括提供经费赴

意大利有关研究单位进修
、

举行为期 3 周到 10 周的工

作讨论会 (w o r k s h o p )
、

进修班 (
e o l l e g e

) 以 及短期

的专题会议等
。

“

中心
”

设在意大利特里雅斯特 ( T ir es t e) 郊区
,

目

前由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共 同 管

理
,

并得到意政府资助
。

除上涉及的机构支付活动经

费外
,

尚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及有关国家的财政资助
。

年经费预算约4 50 万美元
。 “

中心
”

的主要任务
:

1
。

促进现代物理和数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

尤其着

重发展中国家
。

2
。

为所有国家的科学家之间提供科学活动
.

的 场

所
。

3
.

对访问学者
、 “

中心
”

准会员 ( A s幼 ic at e) 和

成员 ( F el lo w s h iP )进行的研究工作提供方 便
,

特 别

面向发展中国家
。

印度
、

斯里兰卡
、

巴西
、

巴基斯坦
、

尼 日利亚
、

埃塞

俄比亚等
,

尼泊尔也有 3 人
。

但无 一中国学 员
。

进修班学 员大多在 40 岁左右
,

专业范困很广
,

包

括农学
、

土竣物理学
、

土壤化学
、

土壤地理学
、

环垅

科学
、

农业气象学
、

农业工程学 以及物理 学等
,

多数

学员均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

都有 10 一 20 多年的科研或

教学经验
。

教材内容包括
:
土壤资源

,

土壤发生和分类 , 土

壤组成
,

土壤孔隙度 , 土城结构 ; 土壤结持性 , 土壤

水分测定 , 中子测水技术在土坡物理学中的应用 ; 土

坡水势 , 水分移动 ; 根际水分平衡 , 土壤水蒸发
;
溶

质移动 , 土壤物理性质的空间变异性 ,土壤通气性 ;土

壤热性质 , 砂土和二相体系中的热传导 ,农地排水 ,灌

溉与盐渍土改 良 , 水蚀过程的力学性质 , 风蚀过程的

力学性质等
。

教师大多聘 自比利时根脱大学土坡物理 室 的 博

士 , 意大利
、

荷兰
、

美国各占二名 , 西德
、

中国
、

法

国和印度各占一名
。

一般上午三节课
,

下午实习或学员报告本人或本

国的土壤物理 研究近况
。 “

中心
”

为进修班提供使用电

子计算机
、

复照仪
、

复印仪的方便
。 “

中心
”

除有较大

的图书馆外
,

还专为进修班开设土壤物理书籍专柜
,

以

供学员查阅或复照之用
。

因此
,

在
“

中心
”

的学习条件

是非常好的
。

二
、

关干土坟物理学进修班

这次进修班的目的是向参加者介绍土壤物理性质

和过程的基础知识
,

以便使他们能应用本知识去解决

土集物理问题
。

因为诸如耕作
、

土城保持
、

施肥
、

灌

概排水
、

防止侵蚀等农学和工程措施中
,

都需要了解

土镶的物理条件及其物理学过程
。

参加进修班的学员来自约30 多个国家 共 50 多 人
,

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
,

其中埃及最多为 n 人
,

其次为

三
、

几点体会

1
。

土堆物理学的发展趋势

虽然这次进修班的主要 目的是讲授土壤物理学的

基础知识
。

但从中也可看出土壤物理学在国际上发展

的总特点是学科交叉增多
,

数学应用增多
,

强调野外

研究工作和实验室模拟研究相结合增多
。

一般经典的理解土壤物理学只是土壤学的重要分

支
,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土壤物理性质及其过程
。

然而
,

从目前国际上所开展的工作来看 (深度和广度 )
,

土壤

物理学 已和力学
、

环境学以至地球物理学等学科发曳

密切联系
。

事实上
,

国际上的不少土城物理学的研究

活动已纳入地球物理学的范围
。

如 19 8 3年在西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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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实际问题
,

所以凡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
,

来

回旅费及在
“

中心
”

期间的生活费用都由
“

中 心
”

提供
。

在继土壤物理进修班后
,

接着 举 办 医 学 物 理 进 修

班 … …
。

参加土坡物理学进修班的很多学员原是学物

理学的
。

在交谈中他们都认为土壤物理学很重要
,

有

英雄用武之地
。

巴西 S
.

C a lr 。 , ,

S
.

P
.

物理学和化学研

究所 S e r g i o M a s e a r n il a s教授 (是医学物理进修班的

主要负责人 )多次表示
,

他是物理学者
,

但愿意和中国

土壤物理工作者合作
,

因 巴西的土坡物理问题很多
,

其

中不少和中国有共同之处
。

土壤物理学广泛受到重视
,

特别受到物理学家的重视
,

这在我国是少见的
。

3
。

学好外语
,

积极争取多参与国际科技活动
“

中心
”
列次举办的进修班

、

工作会议 ( w or ks h
-

o p )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
。

据了解我国参加的人次 和

机会是很少的
。

据 1 97 0一 1 9 7 8年 12 年统计
,

我国参加

的人数与泰国和印尼相仿 (表 1 )
。

表 1 参加由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举办的国际科

技活动的各国人数门 97 0一 1 98 2 )

总 人 数 平均每年人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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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湿热带地下水和水文学对林业和农业水文的影响讨

论会纳入地球物理的年会内容
。

再就参加进修班学员

的基础背景看
,

不少学员原学理论物理
,

取得物理硕

士或博士学衔
,

现在从事土壤物理
。

有的学员原从事

农业工程或核物理
,

更多的原从事环境科学
,

现也从

事土壤物理工作
。

就土壤学领域论
,

学员中也有来自

农化
、

地理以及农学等专业的
。

他们都认为要了解 自

然
,

改造自然
,

学科间必须相互交叉
,

相互渗透
。

如

斯里兰卡学员
,

R u h u n a大学的C
.

S
.

W e e r a r a t n a博

士说
,

他是搞农化的
,

曾在菲律宾水稻所工作多年
,

他

认为不懂土壤物理学就很难深入研究农化问题
。

尼 日

利亚的一个从事土壤分类的博士学员也有 同 样 的 看

法
。

土壤物理究竟属 于那个学科分支
,

现在还很难下

结论
,

因它还在发展
。

但学科间相互交叉
、

渗透是总

的趋势
。

长期的研究表明
,

土壤中的理化和生物性质的变

化
,

大多不是单因子的
、

简单的线性关系
,

而是多因

子的相互关系
。

为了正确阐述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

预报它们之间的某种相对平衡的趋势
,

在土壤物理学

中地理统计学
,

偏微分方程
,

复变函数以及数理分析

方法等数学的应用愈来愈多
。

不仅在野外选点
,

采样
,

长期观测的次数的确定方面需以地理统计学为 基 础
,

而且在阐述土坡中物理现象的变化以及在进行合理灌

排
、

盐碱 土改良
、

水土保持
,

风砂防治等方面
,

高等

数学的应用也愈来愈多
。

多数教员
,

特别是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的D
.

N e -

i l s e n 教授
,

非常强调数据应来自野外
,

而且根据地理

统计学的原理
,

确定足够的采样点和观测次数
,

这样

才能比较符合实际
。

以这为基础
,

再进行实验室模拟
,

如果室内模拟出的结果和野外数据相仿
,

就可根据模

拟而 预测田间的某些所需的参数
。

他认为静态的
、

孤

立地研究某一土壤的物理
、

化学或生物性质已成为过

去的研究工作
,

而现在和将将绝不能停留在这一点
。

2
.

土壤物理学很受重视

这次土壤物理学进修班
,

是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在

1 96 4年成立后首次举办
。

所以
“

中心
”

主任
、

1 9 7 9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A b d us S al a ln (巴基斯坦人 )

教授非常重视这次进修班
,

经常邀请学员了解授课情

况和本国土镶物理工作的进展
、

仪器设备和发展学科

的要求等
。

“

中心
”

领导人非常重视应用物理
,

力求在农业
、

工

业和医学领域中物理学能开花结果
,

解决生产间题
,

特

别着重培训发展中国家的应用物理学骨千
,

以解决本

巴基斯坦

斯里 兰卡

就以这次土壤物理进修班为例
,

除加拿大和意大

利也有少数学员外
,

多数系发展中国家的 40 岁左右的

科学或教学工作者
,

他们都能用英语自由交谈和掌握

先进的教学设备 (如电子计算机
,

复照仪等 )
。 “

中心
”

有几个中国访问学者和博士生
,

说他们的工作水平居

首位
,

但英语 口语水平列末位
。

看来
,

这也与我们长

期以来较少参与国际活动有关
。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日

益频繁
,

国际科技交流也会增多
,

它是进行 国际科技

括动
,

及时吸收先进理论和级验
,

交流我国科技成就

的重要场所
,

我们应该培养更多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打好专业基础
,

学好外语
,

积极参与这些活动
。

为我

国的 四化建设及扩大科技影响作出应有的贡献
。

7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