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本 土 壤 肥 料 研 究 近 况

徐 琪 邢光熹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土 城 研 究 所 )

应 日本钾肥协会主席长谷川满良博士与北海道大

学农学部农艺化学教授田中明的邀请
,

我们对日本进

行 T 为期 4 5天 ( 1 0月 3 0 日一 1 2月 25日 )的访问
。

访问路

线是由北海道一东京一筑波一九州一京都
。

先后参观

访间了北海道大学
,

东京大学
,

筑波大学
,

九州大学

与京都大学农学部
,

东京理化研咒所
,

筑波农林水产

省农业技术研究所
,

农业研咒中心
,

森林
、

果树研究

所
,

(原定参观访问热带农业研究中心因机构 变 动而

未果 )
,

中央北海道农业试验场与九州农业试验场
,

北

海道道 立农业试验场
。

与进行舒外土壤考察的同时
,

参

观访问了北海道农业试验场所属的美叹泥炭研 究 室
,

上川
、

北见
、

十胜农业试验场与北海道农业试验场早

作部
,

士幌农协
,

十胜农协及所属牧场与土壤诊断试

脸室以及农协农业综合研究所
。

同时参观了日立理化学仪器公司与日本分光工业

株式会社工厂
。

一
、

土滚肥料研究的现状

及发展趁向

日本土坡肥料研究工作的特点
,

简言之
,

是注重

实用
,

自成体系 , 力主学科杂交
,

趋向综合 , 分工明

确
,
研究推广配合

。

(一 )注重实用
,

自成体系 从参观访问中一个突

声的印象是
,

不论研究所
,

试验场与大学各研究室
,

研

究课题选定多来自农业生产实际
,

政府部门则从经费

上予以控制
。

因此从土壤肥料科学发展而言
,

并不平

衡
,

有的研究领城发展快
,

成果多
,

有的研究领域则

力 t 弱
,

发展滞缓
。

植物营养是土壤肥料科学方面最

活跃的领城
,

不仅有为数较多的科学家从事这一研究
,

而且建树亦为世人公认
。

生物固氮课题亦颇受重视
,

投

入了较多的力 t
。

例如九州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系有

两个研究室较为有名
,

一是植物营养
,

主任教授系山

田芳雄
,

目前研究课题有三
,

氮素循环
,

土镶有机质

分解过程与有机质各组分的化学性质
,

以及长期施用

除络荆对土城微生物区系的影响 , 二是土城矿 物研究

室
,

主任教授和田光史专门从事火山灰土坡矿物的研

究
,

他与其前任教授一道成功地分离鉴定了特有的枯

1口.

土矿物类型 Im o g ol i t e 。

九州大学农学部于去年新设

微生物实验室
,

主攻生物固盆
。

东京大学
,

北海道大

学都很重视氮素营养及生物固撼方面的工作
。

(二 )力主学科杂交
,

趋向综合 日本的研究工作

主要以研究室主任或教授为中心代代相传
,

逐步发展

起来的
,

现任的教授在向我们介绍他目前的研究工作

时
,

一定首先介绍他的前任所做的贡献
,

进而再介绍

他自己的研究工作
。

在访间中有不少教授向我们介绍
,

在他们研究室 的研究工作中
,

包括他的助手与研 究生

的课题
,

力戒重复他本人的老路
,

鼓励向边缘学科发

展
,

由于他们的学生多来自综合性大学
,

知识 面广
,

这样做无多大困难
。

例如京都大学农学院土壤学教授

久马一刚
,

他是研究水稻土发生分类与肥力的有名学

者
。

目前从事的研究课题有六个
,

分为四个方面
,
1

.

土坡熟化指标
,

从研究我国黄土高原的古土维到日本

新改稻田熟化
,

寻找一 种动物
,

可腐解木材废弃物
,

用

以松土
,

并提高新改田的肥力
,

同时也解决了废弃物

的处理问题 , 2
.

研究栋树与松树的土宜问题
,

解决自

然条件下为何有的地方生长栋树
,

有的地方生长松树
。

3
.

结合砖红城与红壤研究矿物风化度
,

对肯尼亚地槽

带的火山灰土与日本的对比
。

4
.

研究南美低湿地改稻

及其存在的问题
。

而北海道大学农艺化学教研室的研

究工作分四个方面
: 1

.

氮素循环
,

包括生物固氮 , 2
.

植物生理毒害
,

如铝
、

硫等 , 3
.

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

与矿物 ,
一

4
.

有机肥无机肥肥效与营养物质循环
。

尽管

这种向边缘学科过渡的情况是明显的
,

但这种自觉的

杂交速度慢
,

面对学科越来越细
,

越来越深的情况下
,

综合性研究的迫切性越来越显著
,

农林水产省农业技

术研究所现 已改名为农 业环境科学研究所
,

某些研究

所已经加强对环境科学的研究力量
,

并充实了相应机

构
。

(三 )分工明确
,

研究推广密切结合 日本农业生

产比较先进
,

这同重视农业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

他

们不仅拥有设备齐全
,

分工细致的研究所
,

而且有一

个完整的研究机构系统
,

大学
,

中央农业试验场与地

方性农业试验站
,

甚至农场的土坡研究室
,

均具有明

确分工
,

任务明确
,

成效较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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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农林水产省所属农业技术研究所下设很多农业

试验场
,

这些试验场拥有门类齐全的研究室
,

而侮一

道又设立相应的地方性研究机构
,

例如北海道是 日本

的新开发地区
,

在首府扎幌附近有国立与道立农业试

验场
,

后者在各郡又设立相应的地方性农事试验场与

专门研究室
,

从其研究工作来看
,

大学与中央一级从

事全国性或专门性研究
,

科学水平较高
。

道立农事试

验场从事本道农业生产问题的研究
,

而地方性农 业试

验场除对本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外
,

尚卜J农协建立联 系

进行推广
_

f 作
,

而农协除进行农业经营竹理 事务外
,

土

壤肥料研 究室负责土地规 钊与土壤肥力 监测
。

所 管地

区农民均有田块档案
,

定期测定
_

L壤肥力
,

指 导合理

施肥与作物布局
,

姆 二年测定地力一次

二
、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在这次参观访问
`
1

,
除 了较详细地 了解 日本土壤科

学研究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外
,

还较多地 之l三意到了

实验室设备
、

组织 及管理方而的悄况
,

11本 土壤学研

究机构拥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较为完善的设施
,

已为

大家所熟知
,

毋须赘述
,

但某些组织管理及仪器设备

使用方面的经验似可借鉴
。

在日本
,

不论是大学或研究所
,

试验场
、

站最基

本的研究单位是实验室
。

各实验室都根据研究工作的

孺要及财力状况拥有自己必需的仪器设备
,

既可 以是

大型设备也可 以是中小型仪器
,

总之视工作需要而定
。

虽然这些仪器设备属各实验室所有
,

其它实验室人员

钻要时只要经主管人员同意
,

经训练后都可使用
,

对

于一般仪器不需要训练就可使用
。

对于大型仪器
,

也

可委托分析
,

支付一定的费用
。

在日本
,

不论是大学或研究所公用实验中心也是

较普遍的
。

东京大学
、

九州大学
、

北海道大学都设有

同位素中心( 包括放射性 同位素和稳定性同位素 )
,

计

算中心等等
。

北海道大学设有仪器分析中心
。

理化研

究所设有有机无机分析中心
,

X射线中分析心
,

光束分

析中心
,

计算中心
,

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

动物饲养中

心
。

各种共用中心的组织及管理方法基本相同
,

现以

北海道大学仪器分析中心为例
,

该中心拥有各种功能

的核磁共振谱仪四台
,

色谱一质谱联用仪二台
,

扫描

电镜及透射电镜各一台
,

氨基酸分析仪多台
,

以及红

外
、

紫外
、

可见光等各类分光光度计
,

气相色谱
,

液

相色谱
,

元素分析仪等一般仪器 , 该中心仪器使用方

式
、

大型仪器专人管理
,

接受委托分析
,

一般仪器经

许可供研究人员使用
。

该中心侧重有机结构分析
。

在

组织管理方面
,

这个中心由一个管理 委员会来领导
,

委

员由各学院的有关教授组成
。

中心主任由委员会的一

名教授兼任
,

任期两年
,

轮流执政
。

中心设常务副主

任一人
,

由一名 lMJ 教授专职 其余均为工程技术人员
,

专职 副主任可按其原来的专长兼一个研究课题
。

池田

一芳副教授原为氏学院副教授
,

专攻代谢生理
,

他现

在的研究 课题是核糖核酸方面的问题
。

日本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分设土城分析实 脸 室
,

肥料分析法实验室
,

拥有相当先进的各类分析 仪 器
,

侧重于土壤和肥料分析方法的研究
,

一般不承担例行

分析任务
,

但其他实验 室的研究人员如有需 要
,

经同

念 可使用这两个室的仪器
。

土壤分析实验 室
,

侧 重于

土壤无机成份分析
,

肥料分析法实验 室
,

侧重于有效

养分分析方法的研究
。

日本也有另一类型技术相当先进的土城分析实验

室
。

这类分析实验宝带有企业性质
,

不是为研究工作

服务
,

直接 服务于农业和农 民
。

接受农民送来来的土

壤
、

植株样品
,

进行 规定项 目的分析
,

征收分析费
,

最

后 向农民提供购买何种肥料和施 肥建议
。

在这种实验 室中
,

多台分析仪器山计算机联结
,

组成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分析体系
,

分析数据由计算机

处理
,

最后 由计算机作出施肥建议
。

这类土壤分析诊断室不属于国家
,

而 属于农民协

会
。

在北海道我们访问 了两个这种类型的上坡分析诊

断实验室
,

一个相当于我国人 民公社级的农民协会举

办的农产化学研究所土壤分析诊断实验室
。

一个由北

海道农民协会 (相当于省 )领导的农业综合研究所上壤

分析诊断实验室
。

后者拥有从样品处理 (烘干
、

靡细 )
、

贮藏到分析的各种仪器设备
。

并配备了大容童的计算

机供土坡信息贮存用
。

该实验室共有技术人员七人
,

每

年分析 二万个样品
,

每一个样品
,

分析十几个项 目( P H
.

全氮
,

全碳
,

氨态氮
,

硝态撼
,

有效性磷
、

钾及全量钾
、

钙
、

镁
,

代换量等等 )
。

这个土坡分析诊断实验 室
,

由

北海道大学
、

国立及道 立农业实验场有关专家支援组

成的委员会来负责指导工作
。

三
、

, 视摸拟研究
,

定位
、

沮宜
、

大田倪套成龙

在 日本不论大学
、

农林水产省所属研究所及农业

试验站
,

除拥有先进的分析手段外
,

每个单位均拥有

试验基 地
,

其中有 自动控制 的长期定位试骏
,

温室
,

人

工气候室与网室
,
例如国立北海道农业试验场拥有土

地一千余公顷
,

大田 占 25 %
,

草地与牧场占 25 %
,

其

它为试验地
、

温室以及林地与建筑物
。

他们的定位试

验有的已进行几十年
,

累积 了非常系统的材料
。

人工气

候室的自动控制系统也很完善
,

温室面积甚大
,

且能

移动
,

夏季可将房子移到一端
,

利用自然光
,

排水收

集器全部自动化
,

而且是田 间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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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厩肥来补给
。

这样
,

第三圈的发展趋势
,

必 然 日

趋贫疮
,

草场
、

森林的退化将不可避免
。

另方面
,

第

二 圈的土地不可能大规模垦殖和改良
,

从而难于建设

大面积高肥农田
。

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
,

除沿海沿河

少数地区外
,

广大农村贫穷落后不堪
。

后决定改变土

地利用方向
,

不宜农作的土壤改种多年生牧草
,

建成

人工草场 , 丘陵坡地发展林业 , 平原砂质疥薄土壤实

施收草一土豆一甜菜或其它大田作物轮作
。

真正 做到

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宜牧则牧
,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

的农业结构
。

现在天然草场已全部改造为人工草场
,

人

工草场面积占总耕地 60 % 以上
。

畜产品出口成为国家

赚取外汇的重要支柱
,

农作物也因土地条件适宜且施

用大t 厩肥与化肥而得高产稳产
,

全国小麦平均亩产

达 6 00 斤
,

土豆 5 0 0 0斤
,

有的地区高达 7 0 0 0斤
。

(二 )围海 (湖 )造田
,

扩大耕地面积 荷兰近一半

土地低于或平于海平面
, “

荷兰
”

的含义就是
“

低地
”

之

意
。

早在一千年前他们 已开展修堤坝
、

造好田
、

风车

排水
,

改 良低湿土壤的实践活动
。

荷兰议会于 1 9 17 年通

过取el y制订的规模十分宏伟的 Z u y d e r
海围海造田工程

计划
,

1 9 3 2年全部建成长 3 0 公里宽 9 0米的B a r r ie r
大

坝及相应的配套工程
,

把 Z u y d er 海拦 腰斩断
,

坝内

的旧海域改称 Y ss el 湖
,

不到十年
,

含盐量达 1 o 00 p p m

的咸海水变成了含盐量仅 2一 4pp m的淡湖水
。

沿岸土

城也随之脱盐
。

为了摸索大规模围海 (湖 )造田
、

改良

土壤
,

发展现代大农业的经验
,

在大坝主体工程刚开

始的 1 9 2 6一 1 9 27 年
,

选择第一块围造出的 A n d ij k 低
地

,

面积 40 倾
,

系统开展排水
、

洗盐
、

土壤熟化
、

微生

物
、

适种性作物的选择及现代化耕作技术等试验研究
,

尽管第一年大田作物未获成功
,

但从中找出失败原因

与改进途径
,

以后四个规模更大的造田改土土程就没

有再遭受大的挫折
。

现在
,

昔日的 Z u州 cr 海已改造

成 L d y 平原和 Y s s e l 湖
,

昔日的海底成为全国最重

要的新的商品粮油基地
。

这项工程计划至今 已造出土

地 1 6 6。。O顷
,

在这片新造土地上
,

亩产油莱籽45 。斤
,

春大麦 520 斤
,

春小麦 580 斤
,

冬小麦达 7 60 斤
。

其它林
、

收
、

渔
、

工等用地均按统一规划逐步建立
。

琦兰大规棋围海 (湖 )造田
、

改良土壤的全过程和

主要技术要领 可概括为 以下五 条
:

1
。

筑堤排水
,

控制水位
。

堤坝内侧底部修好反渗

层
,

堤坝外侧浇注水泥并涂沫沥青防渗
。

堤坝通海的

闸门严格维修管理
,

使围区内的咸水只 出不进
,

加速

淡化
。

2
。

当围区排水刚城出底部
,

及时 飞机散播芦苇种

子 (每顷约 l 斤 )
,

使新造地迅 速为芦苇夜盖
,

通过芦

苇的蒸腾作用
,

加快土体内脱水速度 , 利用芦苇根系

防止土壤干缩过程中结成大硬块
,

并抑制其它杂草萌

发生长
。

此外
,

芦苇还能提高土壤对机械的负荷力
,

为

以后机械开挖田间渠系和耕作提供方便
。

3
。

修建灌排渠系和道路网
。

4
.

深耕土地
,

消灭芦苇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与结

构状况
。

5
。

播种先锋作物— 油菜
,

进一步改善土 城 性

质
,

促进土城中迟效性养分如碑
、

钾素的活化
,

一般

第一年油菜籽亩产可达 4 00 斤以上
,

以后视土城改良悄

况
,

播种大麦
、

燕麦或直接种植小麦等作物
。

如果发

展人工草场或森林
,

则芦苇地耕翻和撒药之后即可抽

种牧草或植树
。

(三 )发展园艺业和泥炭加工工业
,

增加经济收益

荷兰人民素有养花的传统
,

加之荷兰对外海
、

陆
、

空

交通均很发达
,

有欧洲门户之称
。

在靠近首都国际机

场附近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的花市
,

一年营业倾达 10 亿

美元
。

据介绍该花市清晨展销的鲜花
,

当天晚上就可

以陈设在纽约
、

华盛顿
、

巴黎
、

东京 … … 的宴会桌上
。

著名的菲利浦公司还设有专门实验室从事研制调控花

卉生长开花的光池设备
,

使一些花卉适于水上长途运

输
,

远涉重洋
,

占领国际花卉市场
。

故尽管近年西方

世界遭受经济衰退的严重打击
,

但荷兰每年花卉出口

创汇仍高达 1 4亿美元
,

全国人均 10 0美元
,

可见这笔收

入之可观
。

荷兰泥炭资源丰富
,

过去主要用作工业和家庭嫩

料
。

近年全国城乡基本上都建立 了煤气管道和强大电

网
。

泥炭节省下来加工成泥炭腐殖酸肥料
,

一方面解决

国内养花业发展对肥料的需要
,

另方面也直接出口赚

取外汇
。

、 臼尹、 . 尹、 “ 产、 沪. 、 沪、 . 口产、 护户、 脚产、 . 产、 . 产 、 . 产、 目产 、 . 沪 、 . 护、 、 护 、 “ 产、 、 沪 , 、 砂、 、 护自、 . 产、 .产 、 匕产、 . 产叭、 尸气、 护、 . 尹 、 . 产, 、 J 卢、 沪两、 沪 . 、 . 产、 抽沪、 ` 沪 、

(上接少于三 )

由于 日本农艺化学研究注意系统性与长期性
,

材

料比较系统
,

同时日本农业生产水平较高
,

而且受进

口与出口制度的限制
,

使农业发展受到影响
,

目前水

稻面积不断压缩
,

一些土城农化学家在扩大自己的研

究领域中一方面向国外寻求合作途径
,

另一方面迫使

他们向横向
,

综合发展
。 ’

J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