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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土 壤 学 研 究 近 况 举

赵其国 方建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

1 , 54年 g月 25日至 10月 6 日
,

我们应英国皇家

学会邀请
,

对英国洛桑试脸站
,

乃特康比试验室
,

麦

加里土城研究所
,

阿拜丁大学及里丁大学土镶系等

十几个土城研究单位进行了访问考察
,

主要目的是

了解英国土城排水采集器 (行 is rn et cr ) 的装 里 应

用
,
土城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进展

。

兹将了解情况

作简略报道
。

径和圆筒相同的钢质环刀 (刀 口偏外 )
,

以便圆简压

入土中时
,

原状土柱不致受压而变形
。

在取原状土时
,

首先在其内壁涂一层腊
,

然后

把圆筒放在钢质环刀上
,

再在圆筒顶部放一块钢板
,

将一个能用手工操作的
,

10 吨压力的掖压机安放在

俐板上
,

液压机固定在两根多孔的垂直钢棒上
,

垂

直钥棒可在水平的钢管上滑动
,

俐管的两端固定在

2 米长的抛锚钻头上
,

使抛锚钻与地面成一定角度

钻入土中
,
以增加抛锚钻的力量

,

如图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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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排水采翻 . 的应用与软 t

排水采集器有抽气式
、

非抽气式和吸收式三种
。

我们在英国所见的排水采集器是属于第二种
,

这种

娜水来集器有时也称为盆力式排水来集器
。

应用原状土柱进行土城渗挂液侧定研究 是 在

19 74年由荷兰费得 ( R
。

A
.

F e dd e
s) 等首先提出来

的
。

19 78年开始在英国乃特康比实脸室 ( l et co m b e

1̀ b o r a t o r y )采用
。

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间题
。

1
。

排水条件对作物的形晌
。

如控侧水位高低
,

研究田间短期积水对作物的影响
。

2
.

作物施用盆肥在渗毖液中的循环与损失
。

3
。

研究和观察作物根系在韶面中的生长 发育

和分布情况
。

此外还可进行轮作
、

施肥
、

土城水分

和各种离子的迁移规律等研究工作
。

实跳表明这种原状土排水采集器的物 理 条件

(如水势
、

水分迁移
、

土城空气及组成等 )与大田条

件相似
。

粗过这种定位研究
,

可得出与大田实脸相

近袱的结果
,

既便于管理
,
又可节省费用

。

’

乃特康比试脸室的排水采集器
,

其外径为 80 厘

米
,

内径为 78
「

.

2厘米
,

深为 200 厘米
,

原状土的重 t

的为 14 00 公斤
。

这种排水采集器的圆柱筒是一种玻瑞俐
,

它由

玻确纤维加固琅脂 ( p ol y e o et r )组成
。

圆柱筒内壁

涂有一种愉性的环氧树脂
,

以防止聚脂中碳级化合

钧向原状土柱扩散
。

为便于圆简压入土体
,

需要在底部安装一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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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采集原状土装里示愈图

圆筒压入土中之前
,

首先要注意校正圆筒的水

平
,

然后用液压机将圆筒压入土中
,

每次最大压入

` 5厘米深
。

重复这个过程
,

直到圆简上端有 “ 一 `

甲
厘米解出地面为止

。

此外还有两点必须注意
:

第一
,

在整个采集过程中
,

均须使圆简保持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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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

圆筒水平的调节
,

可以通过调节横梁的水平和

前后位置
,

也可调节固定在圆筒盖上与横梁垂直的

摘棒
。

` 第二
,

在采集原状土时
,

可用挖土铲将 圆筒及

了 钥质环刀周围的土逐步挖掘
,

但保留下来的土柱直

径须大于圆筒的直径
。

当圆筒压入土城中后
,

用铁棒敲打钢质环刀
,

使

它与圆筒脱离
,

然后把预先制作好的钢质框架套在

圆筒的最低边
,

这个框架有一个钢环
,

钥环周围有

四个长螺丝作为固定圆简的上盖用
。

此外有一个正

方形的钥质割板安装在框架的槽中
,

它通过液压机

压入钢质环刀与圆筒之间
,

截断土城体
,

便于原状

土柱搬运
,

然后借助液压吊机把整个圆形土柱从地

下吊起
。

为了在运输中保证原状土柱的完整
,

首先把框

架松开
,

用一个直径与圆筒内径相同的木圆盘
,

填

在圆筒上面的空间
,

然后再用钢长螺丝上紧顶板与

创板
。

如果在同一个地点要采集几个原状土
,
可以在

相隔 12 。厘米左右的地点采集重复样品
,

这种采集原

状土的方法一般五人一天可采 2 一 4 个
.

当圆柱土体运到目的地后
,

用拖拉机将其倒置
,

勺然后折下钢质割板
,

安装永久性的圆柱底
。

安装永久性的网柱底
,

首先须对原状土的底部

进行修饰
。

在砂质
、

粉砂质条件下
,

可直接用陶土

管插入土往的底部即可
。

但质地粘重
、

进水不良的

底土
,

须将原状土柱底部 5 厘米深的土滚挖出
,

然

后用直径大约为 6 毫米的砾石缤满底部
。

并在底部

四周打些排水孔
,

永久性铭底里边涂上环载树脂
,

装

上一个排水管
,

最后用环载树脂腻料 q( u e 毗 , p l a , ,

创 0 20 A / B )加以闭接
,

如图 2 所示
。

m o et r 筒

环氧树脂

混凝土

钩子
钢质底 砾石

互图 2 永久性底安装示惫图

活动沮室支点

通气处

/
活动温室附有灌水设备

/

表土

沙质坟充物

地下操作室的水泥支架

圈3 渗滤水采集室布皿设计图

令
上述土柱体采集安装完成后

,

即可用拖拉机运

粉到预先设计好的渗滤水采集室中进行安装
,

如图

3 所示
。

排水采集器的采集室是具有两个通道的地

下室
,

主要用以安装一些土壤物理测量探头和仪器

(如温度
、

水势等 )
.

同时收集土城渗毖水供分析化

验
。

整个采集室上方有一个活动的玻瑞沮室
,

内有

人工降雨装置
。

每一个圆柱休中播种作物是从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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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扩展
,

共分 5 圈
,

分别为 8
、

2 4
、

4 0
、

56
、

7 2

株
,

并用一个铝质筒盖式播种模子
,

使播种均匀
。

乃特康比试验室的排水采集器中除安装各种泌

浪排水管外
,

还分土层装有温度传感器
,

负压计`测

定水势 )探头
,

它们都用数据记录器 ( p时 a lo g g e )r

进行自动侧 t
, 侧定不同深度土集水分用的硬质招

管 (供中子水分仪侧定水分用 ) , 透明玻瑞管 (观察

作钧根系 ) , 白金电极和参比电极 (测定氧通量和氧

化还原电位 ) , 及气体采样探头等
。

土城排水采集器装里后
,

对土城渗雄水的分析

是一项重要工作
。

渗撼水的分析项目
,

是根据不同

试脸的目的而决定的
。

乃特康比实验室主要分析项

目是
:

N H 一、

N O f
、

PO 一3 一 、

S
一

(由流动自动分

析器完成 )
,

M
n + + 、

F e 令 ` 、

M g
令 + 、

K
+ 、

C a + 杏 、

N a . 、

C u 十 令
(由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完成 )

,

C
、

N
、

(气相

色漪法
,

愈大利产品 ) 等
。

上述各种元素的分析结

果均用一台徽型计算机系统 ( 林 C )S 来处理数据和

打印结果
。

另外还侧定 p H
、 `

电导等项目
。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当前在土续定位研究中
,
多

采用排水采集器的装 t 进行
,
这是一种新的试验方

法
。

(二 )常规及专项分析仪公

英国当前已普遍实行常规分析仪器 自动化
,

这

为土坡研究工作和土坡剖面信息库的建立提供了先

决条件
。

土集常规分析自动化的仪器主要有连续流动分

析仪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和测定 C
、

N的元素 分

析仪 ( e l e m e n t a l a n a l y z e r )等
。

1
。

连续流动分析仪主要由自动进样的进样器
,

棍合样品和试剂的比例泵
,

棍合器
,

热裕
,

比色计

或分光光度计和记录仪等所组成
。

近年来将这种分

析仪器与徽型计算机联用
,

并自动打印结果
。

这种连续流动分析仪主要用来测定阴离子
,

如

N O , 一 、

P O一 3一 、

S
一 、

C I
一 、

N H 一
备 、

U R E A
一

N (尿

素 N )
、

iS 和 A l 等
。

由于不同项目的连续流动分析

仪中比例泵的硅橡胶管的数目与直径比
、

混合器的

管道长度
、

值温浴中的温度和分光光度计的彼长有

所不同
,

因此一台仪器仅测定一个元素
,

通常一个

人可管理 4 一 6 台流动自动分析仪
。

这种连续流动

分析仪器的分析效率可见表 1
。

2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土坡中阳离子的含 t

牛

衰 1
价

分析项目 } N H一
今

} 全 P l 有效 P } S lC
一

} 5 1 1U R E A 一N { lA

禅品傲 /小时 } ` 0

主要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来进行分析
。

英国当前

使用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大部分是美国P
一

E公司

生产的
,

有固态石 . 炉和液态火焰原子化两种
。

掖

体样品自动进样
,
整机与徽型计算机联用

,

进行数

据处理与打印结果
。

分析速度最快的为 90 个样品 /

小时
。

交加里土城研究所
,

自己研制的三通道的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
,

由三个空心困极灯
,

三个光电倍

增管等组成
,
一次可进行三个元素的分析

,

工作效

率甚离
。

3
。

谈
、

振分析仪
。

英国普遥采用 C
、

N分析仪
。

这种仪器固体自动进样
,

高温灼烧
,

然后进行还原
,

由气相色谱仪检侧
,

由徽机进行数据处理并打印出

结果
。

4
。

英国洛桑试脸站有一台机械分析自动化的

软 t
,

原理是吸管法
,

它由电子程序控制和机械两

大部分组成
。

能 自动搅拌
,

自动控制吸掖的时间和

吸曾的摘入深度
,

自动定容
,

自动转动位置并将溶

液放入称量瓶中
,

自动清洗并 自动转换样品
。

5
。

其他常规分析仪器
。

电化学方面的有各种致

宇 p H计 (如 P H M
一
6魂p H计

、

P T z
一
z s p H计

、

P h i l i p s

PW 9 4 0 9 p H计等 )
。

数字式离子计 (大部分是美 国

o r i o n 公司生产的 9 0 1离子计 )
。

由比例泵
、

PH计
、

记录仪和 C l
一

电极检侧池组成的流动注射分析仪
。

D T S
一

83 3型计算机摘定系统 (由A B U
一

80 数字自 动

清定管
、

P HM
一

8 2p H 计和计算机控制部分组成 )
。

各种数字式电导仪 (如 P T I
一

18 型等 ) 和各种极谱分

析仪等
。

光电比色计多数是采用光导纤维探头式的光电

比色计
,

如美国生产的 P C / 1。。。型比色计
。

这种光

导纤维比色探头中有两根互相隔离的光导纤维
,

钨

丝灯泡的光将通过一根光导纤维进入溶液
,

然后通

过溶液的光将由反射镜反射
,

经过溶液
,

由另一根光遴

导纤维进入到挂色片
,

最后由光电器件接收
、

读数
’

(图 4 )
。

这种比色计探头不受环境光源的影响
,

因

此不需要光的屏蔽
,
可以直接插入有色溶液中进行

1 6 0



光电二极管

放大器

咖姗
价

滤色器
光导纤维

称回举冷班呆兴曦

探头

路径长 玻瑞封口
二 Z x

阿隙
匕了 反射镜

图4 光导纤维比色计探头示意图

令

令

比色侧定或进行 自动比色滴定
,

使用十分方便
。

另

外数字式分光光度计
、

各种定量加液器和白动稀释

器的应用也很普遍
。

…
`

除常规分析自动化外
,

英国近十多年来在现代

实验技术上发展甚快 , 从而丰富了土坡研究工作中

的实脸技术
。

土镶专项分析的大型仪器以麦加里上

族所较为齐全
。

,

他们的大型仪器是分布在各个研究

室里的
。

但是光谱化学室的大型仪器
,
无论是从型

气 还是从教盆来看都是相当多的
。

粘土矿物研究方面的主要仪器有
:
差热分析仪

,

分析C O : 和水分损失的热天平
,

X 衍射分析仪
,

它

们大多是菲利普公司的新产品
,

与徽型 计 算 机 联

用
,

侧盆数据与标准自动比较进行定性 ; X 射线萤光

光讼分析仪共有 12 个通道
,

并与H P
`

85 计算机联用
。

.

交力侧里土城所的电子显微镜是德国西门子公司

东产的 , 放大俏数为 50 万倩
,

实用 20 万倍
,

分辨率

为即盖
,

能调整角度
,

求出厚度 二 电子扫描显微镜

殊英国剑桥生产的
,

`

这个仪器是与计算机联用
,

可

见显示屏显示彼谱
,

打印机打印结 果
,

也 可 接 到

翻阳1. 1徽型计算机联用
。

光带化学室是该所大型仪器相对集中 的 一 个

室
。

这个室有一个 3 米长的大型光谱仪
,

与计算机

联用
,

有50 个通道
,

主要作C u 、

M n 和植物炭化分

析
.

此夕州王肴一台M s ,型火花称质谱仪
,

这是一种

离灵娜牢
、

快速多元素分析工具
,

能分析多种元素
。

等离子体光谱仪
,

常见的有直流等离 子休发

射光谱仪 ( D C P ) 和射翻等离子体 发 射 光 谱 仪

( R P E S )一感应棍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 C P ) 两

种
。

它们具有灵敏度高 (从 p p m一p p b )
,

精度高 (一

般为 3 % )一次能分析几十个元素
。

D C P能同时分

析土城样品中二十个元素
,
而 I C P能分析四十几个

元素
。

这个室的 IC P最初主要用来测定作物样品 K

氏法消化后的元素
,

现在已推广到其他元素和其他

的一些样品
,

如土城萃取液
、

天然水
、

动植物萃取

液和药品等
。

由于射叔加温
,

I C P火焰的温度高达

6 0 0。℃ ,

比原子吸收高一倍
,

作多元素分析时
,
具

有大于 4一 5个浓度效t 级的线性响 应
,

侧 盈 精度

( R S D )大约为 2 %
.

。

与计算机联用
,

自动打印出 结

果和作出曲线
。

在通常情况下灵敏度比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高 (为 1一 2卯 b )
。

此外这个室有一台美国 P
一

E公司生产的5 80 B

型红外分光光度计 ( 22 0。。英铸 )
,

主要用来测定有机

质结构
、

粘土矿物和其他元素
,

该仪器与 A p p le l

型计算机联用
,

数字显示
。

还有一台 U V
一

24 。型 紫

外可见记录式分光光度计
,

与计算机联用
,

该仪器

既能定性又能定盆
。

这个室除了上述仪器外
,

还有核磁共振
, ,

穆斯

波尔谱仪
,

激光光谱和反射光谱等
。

除了上述的一些大型仪器外
,

我们在其它室组

还看到许多大型仪器
,

如动态热解质谱 ( D y n o m ic

p了r o l y s i s
一

m a s s , p e e t r o m e t e r )
、

微质谱仪
、

X 射

线光电子光谱 ( X
一 r a y p h o t o e l e e t r o n s p e c t r o

-

s。 。 p y )
、

液相色谱
、

离子色谱
、

气相色漪和高速离

心机等
。

当前在土坡学研究中利用了一些新 仪 器 与 设

备
,

如研究土镶微形态翻片过程中使用的切片和磨

片设备也都比较完备和先进
。

洛桑试验站有一台用

作土族微形态研究的信意分析计算机
,

能完整地侧

盆土族结构的棋型
。

该站还有一种便携式叶片分析

器
,
可用此仪协在田间进行光合作用的侧定

。

可以

侧定 C O Z、

温度
、

相对很度 ( R H )
,

光辐射 ( P A R )

和植物叶片水势等
。

里丁大学土集系有一台园盘离

心机
,

最大转速为 8 0 0 0转 /分
,

可进行分层离心
。

(三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在英国土澳或农业研究所中的应用极为

普渔
,

洛桑试验站科技人员 560 人
,

而有计算机3的多

台
。

麦加里土城所有一个带有 40 个终端的C / 15。型

小型计算机
,

存储容 t 为 5 兆字节
,

每一个终峨有一

1 6通



个橄塑计算机 终瑞最大距离为5。英尺到 1英里
。

) 在英国A p p l l e徽型计算机非常普遍
,

他们认

为功能吸
,

,

经济实惠
。

计算机的应用除大规棋的数学运算和数理统计

外
,

主要用于建立土集剖面信息库
.

据初步了解
,

英

国当前土城例面信息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1
。

土城剖面性质的描述
,

包括土集剖面名称等

所组成的鑫考数据 (如调查者
、

日期
、

剖面的坡度
、

育度屯 经纬度
、

排水状况
、

母质
、

组合
、

系列
、

土

地利用类型
、

植被
、

母岩
、

气候和样品实验室编号

等 )
,

有甫̀质层特性 (如深度
、

层次
、

颜色
、

性质
、

水

汾
、

矿质含 t
、

结构
、

根须和石质度等 )
,

矿质层特
」

性丈如层次
、

深度
、

旅色
、

杂色
、

质地
、

结构
、

结持
、

水分
、

硬度、 胶结度
、

根须和石质度筹 )
。

2
、

实脸室系统分析教据
,

包括化学和物理分析

:
项目

、 有全 t 分析
,

N
、

P
、

K全 t 和速效分析
,

p H
,

,

有机质
,

徽盆元素和机械组成分析结果等
。

3
。 “ 田间侧定结果

,

主要指温度和水势 (负压计

法 )
。

也包括 0 1和载化还原电位等项 目
。

在英国
,

田

;间采集温度和水势大部分是用数字记 录 器 ( D at a

10 “ e r
)

,

也可以称为搜索器 (h u n t e r )
。

它是一个

低功耗
,

小体积的徽型计算机
,

传感器的模拟讯号经

过棋数 ( A / D )转换后
,

由计算机定时采入它的随机

存储器 ( R A M )中
,

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 (例如一个

月
’

)把数据记录器取回来与微机系统〔卜 C s) 或小型

计算机进行通讯
,

把数据存入数据库或直接打印出

幼果 ` 这种数摒记录器大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

温度

和水势传感器是由马达带功的电气开关和多通阀进

行定时切换选通
,

这种方案比较经济实用
。

4
、

土城分类系致 (指标 )
。

上述这四种信息和编码均存入计算机的存储器

中
。

作为抽入数据代码的译码文件是永久性的
,

而

土族侧查 (代码 )和分析数据是可以修改的
。

在调用

查有各种土城例面信息时
,
可以借助于行打印机和

终端进行信息枪出
。

这样的信息库便用十分方 便
,

同时由于研究人员可以共享土城剖面信息库中的资

料
,

因此可以脸免大泛的重复劳动
,

有利于加速土

城科研工作的进行
。

关于计算机指导施肥的工作
,
在麦加里土城所

已开始建立
,

但夜只能作一般的施肥咨询
,

全面的

信息系统有待进一步建立 `

此外英国当前将计算机应用予作图与求面积也

是很替追的
。

同时在遥感图象的处理系统
,

也应用

计算机
,

这个系统由“ 个数组处理器
、

一个小型计

算机
、

一个大型的彩色监视器和一个操作控制台组

成
。

处理器有 16 个 8 位存偏器
,

有十几种图象处理

功能的程序
,

可以任意选择
,

如地图的很彩色合成
,

面积的侧定等
。

至于计算机与测 t 仪器的联用
,

如上面谈到的

连续流动分析仪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C
、

N分析

仪
,

X 射线萤光分析仪和质谱仪等均与计算机联用
,

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

总之
,

关于计算机在土城学上

的应用目前我们和英国的差距还很大
,
这是我们在

近期内应该努力赶上的
。

(四 )土班润奋及土城资铆

英国的土族调查制图是由农业部与洛桑试验站

等单位共同负贵的
,

全国已完成百万及 2 5万分之一

土城图
,

英格兰及成尔士已完成 62
,
500 分之一的土

城图
,

现正在完成 5万分之一土城图
,

苏格兰目前

只完成部分地区 6 2 ,
5 0 0分之一及耕地范围内 5 万分

之一及 2 万 5 千分之一土城图
。

从当前情况看
,

英

国土坡制图多侧重编制配套图
,

除土城图外
,

同时

编制同比例尺的土地利用等级图及草地土集适宜性

图等
,

同时不少单位和地区多侧重于大 比例 尺 侧

图
,

主要是在土城图的荃础上分解为各种专项的土

澳性质图
,

如质地图
、

水份图
、

酸度图等
。

制图的

目的性
、

实用性较明确
。

土集利用等级共分 七 级
,

第 1级是适于各种作物种植的土地 , 入 3
、
4级也是

农用地
,

但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因子 , 5
、

6两级大都

以牧地及林地为主 , 第 7 级是难于利用的土地
。

在

上述各级之下
,
又按不同限侧因于及克服限侧因子

的可能措施
,

分为若千亚级
。

至于土城分类
,

英国

现采用 19 8。年制订的新分类制
,

首先将全国划分为

10 个大土类
,

即粗骨土
、

粗潜育土
、

石灰质土
、

枯

质土
、

棕旗
、

灰化土
、

表潜土
、

底潜土
、

人工土及

泥炭土
,

大土类下再区分土类及亚类两级
。

据英格

兰及成尔士统计
,

共有43 个土类 118个亚类
。

其中粗

骨土占总面 积 7
.

7%
,

拈质 土 占 5
.

6%
,

棕 城 占

器
.

5%
,

灰化土占9
.

7%
,

表潜土占2 8
.

6%
,

底潜土

占 9 %
,

泥炭土占 3
.

3%
。

由此可见
,

英国质地粘

重的与潜育化的土城类型占全国总面积约46 %
。

因

此有人认为
,

英国当前土续间翅最突出的是解决排

水与改良质地枯重的间题
,

这是英国当前土城资浑

研究的核心
。

(五 )土 . 及环境污染的研究

这是英国当前生产及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间题
。

吟

.

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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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土续及环境污染米自三个方面
:
一是空中

,

即酸雨

及典氧 ( O : ) 对森林
,

特别是对针叶林的污染
。

二

是工业及城市废渣
,

废水的污染
,

其中含有对人畜

有害的超盘福 ( C d) 及汞 ( H g)
,

英国泰吾士河已发

现有污染毒害现象
。

三是过最施用氮肥及磷肥
,

对

作物生长及地下水发生污染
,

针对上述间题
,

英国

土城学界正大力开展研究
,

如通过森林定位观察研

究土城水份
、

养分移动与土壤污染的关系
。

通过微

生物研究撼
、

磷污染及生物净化的关系
。

通过耕作

栽培研究工业废渣的利用
。

此外
,

不少土城研究单

位还组织专门力量研究高
、

低氮素施用
,

对作物产

t 及地下水污染的影响等
, 卜

土城p n 自动测定装宜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物理化

学方面
,

当前粘土矿物的研究工作较深
,

进展较快

洛桑站土城系正在研究氧化铁
、

针铁矿
、

揭铁矿等形

成机理 , 麦加里土镶所对粘土矿物
,

对钾及按的吸

附也进行了对比研究
。

(八 )植枷根际 , 养的研究

英国对植物根际营养的研究较为重视
。

洛桑站

土壤室进行了长期根系生长的田间及排水采集对比

观察
,

有的课题组还对冬小麦根系生长全进行了长

期观察试验
。

麦加里土城所对根系营养元素的吸收

机制进行了研究
。

有的单位研究不同作物根系在不

同季节中对肥料的孺用 t
,

研究根系在不同季节中

对兔素的箱用盆
,
以及根际根系对礴肥及有关元素

吸收的关系等
。

所有这些研究
,

对 说 明 土 雄一植

物一根系之间养分循环关系有重要意义
。

电

宁

(六 )土滚物理的研究

英国对土壤物理研究较广泛
,
主要集中研究粘

土及耕压条件下土壤排水及耕性改良
。
洛桑试验站

在 3 公项的粘质土坡上
,

布置 16 个小区 (每小区 0
.

1

英亩 )
,

进行了五年的水份动态及耕作试验研究
。

索

瑟农学院进行熏型机械耕压条件下免耕及耕具改 良

的研究
。

苏格兰地区将耕性不良的土坡归纳为心土

硬结
、

表土板结
、

耕层粘盘
、

龟裂粘质及草皮胶结

等五种类型
,

并针对不同物理性质进行了长期的改

阜试脸
。

苏格兰农学院等单位
,

对排水不良的粘质潜

育土进行了长期的机械暗管埋管试验
,

暗管长 10 一

15 米
,

埋深 0
.

5一 0
.

8米
,

暗管之上复盖一层 0
.

6一 3

厘米直径不等的砂砾
,

其上再复以干松表土
,

这种

改造的土城
,
一般农作可增产一倍以上

。

说明土壤

物理性质的改 良
,

在农业生产上起到明显的影响
。

(七 )土滚化学的研究

农业化学方面
,

当前主要进行抓素循环
、

损失

机制与微生物的硝化
、

反硝化作用的研究
。

阿拜丁

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对英国草地氮素循环
,

氮肥施用

对冬小麦及春大麦产量的影响
,

谷类作物对氮素同

化的作用等进行研究
。

洛桑试验站对各类谷类作物

对氮肥需要蚤预测及石灰性土壤中氮素固定与矿化

作用等也进行了长期研究
。

麦加里土坡所对翻
、

钻
、

扣
、

铁
、

锰
、

铝
、

锌
、

镶
、

硒等九种微童元素在不

同土城及不同作物中的含量及缺盆进行了研究
,

并

得出具体的结果
。

此外
,

不少单位对碑素的 污 染
,

钾素的用盆
,
以及施用钾肥与钾洛液的对比也都正

在进行研究
。

电化学方面在洛桑站及阿拜丁大学对

根际 E h的电化学性质及 p H 有进一步研究
。

洛桑站

有各种数字P H 计
,

并曾安装过由微处理机控制的

犷 (九 )其它

除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外
,

当前英国对上坡微

形态
、

土集遥庙制图方法及土城分析技术等研究都

有新的进展
,

所有这些都对近代土壤科学技术的发

展起着促进作用
。

英国土族学会会员 600 人
,

其中直接从事土城研

究的会员仅 20 。 人
。

土城研究机构主要是设在农业

部领导下的洛桑试验站及麦加里土城所
。

全国仅有

三个大学
,

即里丁大学
、

阿拜丁大学及纽卡塞大学

设有土城系
。

此外从事土城研究的私人公司
,

如帝

国化学公司和费森公司也附设有研究所或试 验 站
,

从事土城研究
。

一般讲来
,

农业部所属的土镶所 以
_

基础理论及土城调查为主
。

大学土坡系以教学
,

培

养研究生为主
,

也从事一定的基础理论研究
。

私人

公司的土镶单位则以生物试验及大田推广为主
。

通过这次短期考察
,

我们认为英国当前在土城

研究工作上有以下一些特点
。

1
。

研究领域较广
,

学科基础较好
,

当前土壤学

研究比较集中在土城化学
,

粘土矿物
,

环境保护
,

土

城物理
,

养分 (包括撼素 )循环
,

根际土坡条件等方

面
。

在土集化学
,

土城物理上研究较深
。

从总的趋

势看
,

当前在地学
、

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研

究进展较少
,

研究成果并不太多
。

2
。

研究工作方向较明确
。

如潜育土改良
、

泥炭

沼泽土的利用与土城资源开发
,

并与环境污染相结

合
。

有些研究课题既有理论
,

又有实际
,

既有当前
.

又有长远
,

并在单位之间
,

课题之间有所分工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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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

有的单位研究氮肥扳失机翻
,

有的研究扭肥施

用方案
,

有的研究氮素污染扩有的研究土集调 查
,

有的夯管王城数据库
,

有的则负资土壤调查咨询
。

因

洲
,

’

工作目的明确
,

效果明显
。

3
.

机构较多
,

但研究重点突出
,

学科单项探入
,

一般以单位负六人妙研究举蛾单位的研究 方向
。

英国仅有洛桑站及麦加里土族所为综合性土集研究

机构
,

但分工明确
,

各有侧重
。

4
。

研究工作稚定
,

研究周期长
。

洛桑站的田间

成妞瘫的达 : 30 余年
,

一般也有 ` 。一 “ ” 年的试验

洁从 由于课题德定
,

周期性长
,

落实到人
,

浪期

坚栩
`

因此易出成果
,

成绩也表现突出
。

。
.

机构精简
,

长期固定的人亩不多
,

研究所一

般仅20 一30 人
,

大多是借用外来力 t 友研究生协助

尧八
务

.

行政千部少
,

行政管理及生活翩
全部

社会化
,

工作效率离
. 、

6
.

研究人员基础好
,

木学研究所只补充博士研

究生为研究骨干
,

这些人员
,

知识面广而深
,
一专

多能
,

能自己动手改进仪器设备
,

短期内即可掌握

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

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

,
。 ’

工作条件好
,

仪器设备齐全
,

并不断进行补

充及更新
,

不少例行分析项目均采用连续流动分析

食1
,

自动化程度较高
。 ’

8
。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教学
、

科研与培养研究
生和结合

。

阿拜丁大学王认亲的教授
, 1s/ 时间教

学
,

1八科学研究
,

另外 1
/ 3时间堵养研究生

。

透儿乎

已成为一种长期的制度
。

9
.

广泛接触
,

不断开拓研究领域
。

研究所的领

导及主要科研人员都与国外及外单位的知名学者有裸
广泛联系

,

这对研究土作的深入与不断提高有重要
.

作用
。

当然
,

, `

在另一方面
,

由于英国王壤机构衰
`

多
,

因而常出现组织松散
,

研究课题分散
,

研究观点分

歧
,

甚至在某些单位出现因人设题
,

各自为政
,

研

究内容重复等堆于统一的情况
。

此外
,

研究任务与

生产也有时出现脱节现象
。

总的看来
,

在土集研究的领域与某些研究方法

上我国并不比菜国聋
,

但就土镶学学科分支
,

特别

是土城化学
、

土镶物理学等分支的学科墓础
,

研究

的深度
,

`

取得成果方面
,
一般为我们所不及

。

此外
,

在士或姗试手段与新技术运用上 (电子计算机及遥

感技术 )
,

英 国的进展较快
,

实验室仪器设备不 但

齐全而且更新快
, `
自动化程度较高

,

所有这些都是

促进土集学发展不可少的条件
,

也是我们当前存在

的差距
。

我们认为
,

英国在土集研究上之所以有如

此进展
,

主要与该国的工业及经济高度发达
,

研究

任务明确
,

研究工作稳定
,

研究人材素质高
,

及开 `
放性的交往接触等条件有关

,

而这些条件正是我们

应该借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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