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简讯

关于
“

稻作制中土壤管理的

物理问题国际工作讨论会
”

概况

姚贤良 马毅杰 徐富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 究所 )

一
、

会仗背景和基本情况

亚洲很多国家的低地生产水稻 以供人们

食物所需
。

近年来
,

随着人 口的不断增长要

求更进一步增加水稻的产量
,

不少稻作地区

将每年一熟改为二熟或三熟
。

由于一般肥力

水平较低
,

加以水分管理不善
,

物理限制因

素就成为进一步限制增产的障碍
,

诸如压实

层对根系生长的影响
、

耕作困难以及排水不

良等物理因素影响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有效

利用
。

这些问题同样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稻

作土族管理中存在
。

但至今对这方面的问题

研究甚少
,

训练有素的土壤水分
、

土壤力学

和土城结构方面的物理学家为数不多
。

为此

举办这次专题讨论会
,

寻求解决受土壤类型

影响的这些物理问题的途径 ; 统一对物理问

题的认识
、

研究及训练专业干部的看法 ; 建

立联系
,

并促进情报资料交流和试验合作
。

会议于 1 9 8 4年12 月 10 一 14 日在菲律宾马

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举行
,

由21 个国家的80

多位代表参加
。

我国应邀参加的有 5人
,

其

中包括中科院土壤所 3人
,

中国水稻所和广东

农科院土肥所各 1人
。

由国际水稻所副所长

D
.

G
r ee ln

a n d担任会议主席
,

该所物理室主

任 T
。

W
o o d h

e a d主持
。

前三天 ( 10 一 12 日 )是全体会议
,

宣读论

文共肠篇
,

其中按排 2 个多小时的墙报讨论

(约 20 篇 )
, 3 小时的菲水稻所田间试验地考

察
,

介绍土壤研究和管理国际委员会 ( nI t e卜

n a t i o n a l B o a r d f o r 5 0 11 R e s e a r e h a n d M a n a -

ge m “ nt )情况等
。

后二天
,

一天是分组讨论
,

共分十个组
;
半夭各分组向大会介绍讨论结

果及全体评议 , 半夭组织参观马尼拉
。

二
、

学术活动

大会交流论文包括稻作制中土壤管理的

物理 问题及其评价
、

管理 ;低地土壤的水分关

系及物理性质测定 ; 影响水稻土行为的物理

化学因素 , 低地土壤的物理过程 ; 低地土坡

物理性质和过程对作物根系生长及种子环境

的影响等
。

我所提供三篇墙报
,

淹水时间对

水稻土结构的影响 (姚贤良 )
、

水稻土中有机

无机复合体与土壤结构形成的关系 (马毅杰 )

和高产水稻土 的结构特征 (徐富安 )
。

通过交

流讨论
,

大多数代表认为
,

随着世界人 口 日

益增长
,

稻米生产必须进一步提高
。

合理的

土壤水分管理和创造一个既有利于水稻生长

又利于旱作生长的土壤物理环境条件就显得

愈来愈重要
。

正如土壤研究和管理国际委员

会的成员之一的斯 里 兰 卡 学 者 P an ab
o k ke

说
: “

稻作土壤上要求每公顷生产 4 一 6 吨的

谷物产量是比较容易的
,

但达 6 吨以上就涉

及一系列的物理问题
。 ”

诸如如何控制土壤结

构的变化
、

水分管理
、

合理耕作等
,

都是当

今稻米生产国的重要研究课题
。

与会代表就水田土壤的渗漏量
、

排水措

2 7 7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5. 05. 013



施
、

粘闭以及结构改善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和争论
。

对于水田要否适量的渗漏
,

中

国
、

日本和南朝鲜的代表一致认为这是水田

盆要的物理指标之一 , 适最的渗漏可 以调节

掩水期间的水稻根系坏境
,

特别对有机分解

物的排除十分必要
。

而有些欧洲代表表示怀

贬
,
甚至认为渗漏会损失养分

。

国际水稻所

多年研究则认为水田渗漏量与稻米产量间无

明显的关系
,

在他们有些长期试验田块上
,

即

使日渗漏皿小于 1 毫米
,

仍能获得较高的稻

米产t
。

而不少代表认为对于这些物理问题

应因地制宜具体分析
,

它的效益既取决于土

滚类型
,

更取决于不同的生长气候带和土壤

中的有机质水平
。

热带和温带水稻土 中的水

热条件和有机质分解速率不一
,

对水稻生长

的限制因素也不一样
,

所以不能笼统地肯定

或否定
。

对水田排水也有异议
,

我国
、

日本和

南朝鲜都十分强调这一措施的实际意义
。

不

过日本代表强调排水是便于机具行走
,

而我

刃认为排水的作用主要还在于调节根系土壤
的环境条件

。

水田要否粘闭
,

这也是个争论

间姐
。

土城结构研究元老之一的澳大利亚代

表 E m e r : on 对粘闭的必 要性提出异议
,

认为

在具有不透水的亚表土情况下
,

即可保水
,

是

否还有必要采取粘闭措施
,

因它严重破坏土

族结构
,

特别对后季早作十分不利
。

多数代

表也同意这种看法
,

但目前尚未得到更好的
.

办法来改变枯闭措施
。

有的国家目前正在研

充免拱措施
。

印度的长期试验资料表明
,

深

拱优于免耕
。

新西兰代表认为稻作后麦子直

播是可行的
,

但什草防治向题尚未解决
。

总

之
,

大会的气氛很热烈
,

争论的问题很明确
,

各抒己见
。

会议第一天就由成员之一的 G
r ee ln a n d 召 开

了一个由 20 多人参加的午餐会议
,

讨论在土

壤研究和管理委员会下建立
“

稻作制中土壤

管理的物理问题研究工作网
” ,

加强国际协作

和联系
。

中国代表被邀请参加
,

并发表了意 李
见

。

以后我们又与国际委员会的成员
,

法国

的 F a n e k
、

L a * h a n 、

斯里兰卡的 P a n a
b

o k k e

和加拿大的 B en lt ey 等多次接触
,

希望 能在

国际研究和管理领域内加强协作
。

会议后我们参 观 了 国 际 水 稻研 究所

( IR RI )的几个实验室
,

特别参观了物 理室
,

并与室主任W oo d hae d进行了业务交流 和 讨

论了今后合作的可能性
。

该物理室刚建立不

久
,

共有15 人
,

拥有20 多间实验室
,

其中有

一个人工调温室和一个较大规模的模 拟 室
,

目前正在进行安装阶段
。

研究工作有三个方

面
:

早地土壤的物理性质
、

稻作 (水旱轮作 )

土壤的物理性质以及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的

作用等
。

四
、

关于
“

国际土壤研究和 性扮

管理委员会
”

的简况

三
、

会外交流

会外
,

国际土城界的著名活动家进行着

翩繁的活动
。

国际土壤研究和管理委员会
,

包

括该委员会理事会主席
、

加拿大 土壤 学 家

Ben lt ey 在内的多数成员都 参加了这次会议
。

国际土坡研究 和管理委员会 (
“
T加 I nt -

e r n a t i o n a l B o a r d f o r 5 0 11 R e s e a r e h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简写为 IB S R A M )是在 1 0年

前
,

根据发展国家的科研组织在消除食物生

产的土攘障碍因素的需要而提出的
。

1 9 7 9年

在菲律宾确定了它的基本目标和机构
,

并任

命了临时委员会
。

1 9 8 1和 1 9 8 2年从 澳大利亚

发展援助局 ( A D A B )
、

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

究中心 ( A C I A R )
、

德国技术合 作 委 员会

( G T Z )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 I D R C )

取得经费而发展
。 1 9 8 3年 9 月在澳大利亚由

BI S R A M 临时委员会和澳大利亚 国际 农业

研究中心举行了工作会议
。

由援助国代表 ( A

D A B
、

A C I A R
、

G T Z
,

法国科学技术研究

局 O R S T O M
,

英国海外发展署和美国国际

发展署 ( U S A I D ) 选举了 IB S R A M 委员会
。

委员会有 7 个成员
,

并选出加拿大 C
,

F
,

B
e -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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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l
e y教授为主席

。

IB S R AM的总部拟设在泰国的曼谷
,

在

巴西设一区域性研究中心
。

1 9 8 4年 5 月举行

会议
,

并决定在 1 9 8 4一 1 9 8 5年间由A C I A R
,

:

比利时
,

O R S T O M和 U S A ID提供经费举行

四项工作讨论会
,

并推动发展相应的土壤研

究和土城管理工作网
。

工作讨论会如下
:

1
.

热带酸性土壤
。

于 1 9 8 5年 5 月于巴西

举行
,

经费由美国国际 发 展 署 ( U S A ID )
、

法国O R S T O M和澳大利亚 A C IA R 提供
。

2
。

土地清理和改良 ( L a n d C le a r i n g

a n d D e v e l
o p e m e n t )

。

于 1 9 5 5年 7 月 于苏门

答腊举行
,

由U S A I D和 A C I A R 提供经费
。

3
。

低地 ( M e t Ia n d s ) ` 于 1 9 8 4年 1 2月由

国际水稻所组织举行
,

部分经费由比利时提

供
。

4
。

热带黑粘土 (变性土 )
。

于 1 9 8 5年 7 月

在印度的国际半干早作物研究所 ( cI R sJ A

T 》举行
,

由U S A ID提供经费
。

国际委员会 ( I B S R A M )的 目标
:

1
。

确认土城研究的优先领域
,

并促进其
’

开展活动
。

2
。

通过国家和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的合

作活动而推动国家的研究和管理计划
。

建立

有关消除食物生产的土壤障碍因素和应用土

城管理和利用基础研究结果的合作计划
。

3
。

推动或着手进行培训活动
,

向所有国

家各个方面提供高水平的科技人员
,

为土坡

研究
、

土城管理
、

土城调查
、

土坡保持和技

术转移服务
。

4
。

发展和完成包括土城管理
、

保持
、

特

性和与作物生长有关的土城分类信息在内的

资料系统
。

5
.

在相同环境条件地区
,

通过科学和技

术信息转移而促进土城研究和有关知识的应

用
。

6
。

促进水土保持研究及其有效 措 施的
一

应用
。

7
.

促进有助于消除土城障碍和保护
、

改

善土城肥力
,

并考虑到社会经济条件在内的

农户定向研究管理方法的发展
。

8
.

促进热带土壤的鉴定和分类以 及 与

作物生产有关的土地特性的研究
,

促使土城

调查组织与土城肥力及作物生产研究组织相

联系
。

9
.

支持和帮助完成联合国粮农组 织 的

世界土壤宪章和联合国环境 计 划 ( U N E P )

的世界土壤政策
。

I B S R A M 的机构是通过它的委员会
,

管

理
、

培训
、

情报和实施 ( O pe r a t i o n ) 部而发

挥它的作用
。

委员会是制订和执行政策的实

体
,

向 BI S R A M 负责
,

它将收集世界各地

的技术资源
,

并可作出有关实施的优先决定
。

委员会设主席 1人和委员 10 人
,

每人任期 3

年
,

只能联任一次
,

委员中包括一位总部所

在国的代表
。

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
,

每次会

议期间根据需要可任命 5 人组成的委员会行

使职权
。

IB S R A M设有相当小的总部
,

工作人员

来自各国
。

下设主要机构有管理办公室和实

施部
。

管理办公室掌握经费和 日常组织实施

活动
。

实施部办理培训
、

情报资料事务和一

系列土壤管理工作网
。

每个工作网都是独立

的实体
,

都分别管理和使用经费
。

其活动计

划由国家组织和其它提供研究资助的组织制

定
,

在规定期间由工作网召集会议
。

每个工

作网将设一个研究基地
,

可进行特殊土城及

其存在间题的专门研究
。

基地上可任命一个

协调人员与其它计划进行联系
。

研究基地可

设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心
,

或设在发达国

家的研究单位
。

一且工作网举行了会议
,

工

作网提出信息
,

由 IB S R A M信息总部负责出

饭和散发材料
。

五
、

几点体会

、 .

科研工作密切联系实际
:
这次会议上

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是围烧稻作制中土城管理

的物理问题进行的
。

即使一些很墓本的研究

也密切联系实际问题
。

如 G er e n lan d和 E s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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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 n a文中讨论了
“

管理
”

和土壤发生的关系
;

B r
n i kmn a

文章阐述了粘粒矿物和表面 性质

与土族行为和管理的关系 , B iot m a
研究低地

土族的形态与土镶 中水流和气流的关系 , E m

er 校
。
则研究土坡有机质对低地土坡物理性

质的影响等
。

甚至一些数学模拟也紧密联系

土镶的实际问题
。

2
。

重视科研思路和田间实践
:

重视科研

思路和课姐鲜明的 目的性
,

而研究方法和仪

. 设奋是为思路和解决向题服务
。

一位很有

声组的加拿大学者说
,

土镶研究和管理
,

需

并进行大 t 有水平的研究工作
,

光有很好的

仪器
,

用不上或吃不饱
,

并不能反映水平
。

一

位 日本代表在介绍水田排水问题时说
,

他们

进行了数学模拟
,

但棋拟毕竟是模拟
,

重要

的还是田间观察
。

这说明他们重视田间测定
、

田间试脸
,

而实脸室测定
、

模拟只是辅助性

的
。

据他们的体会田间试验和数学模拟的关

系
,

前者是首位 , 研究工作和仪器设备的关

系也是前者是首位
。

这些观点很值得我们借

鉴
。

国际水稻所的实验室设备并不比我们先

进
,

实脸室也很拥挤
,

但仪器使用率特高
。

如
` .

N 侧定仪没有专人管理
,

而是根据需要排

队登记使用
,

不会使用的
,

则作短期培训
。

这

样连星期天都排满了
。

3
.

工作效率高
,

人人职责明
:
会议期间

我们见到各种会议活动安排
、

文件发放
、

交

通接送 以及清洁卫生等方面都做 得有 条 不

紊
,

时间抓得很紧
。

当我们一到 IR R I
,

每个』

人的活动都已安排得一 目了然
,

直到我们回

来时绝无差错
。

又如
,

在分组讨论提案时
,

上

午讨论完
,

下午各组的提案就可分发到各代

表手中
,

真能起到及时交流
。

我们有个代表

上午送去论文全文
,

下午组委会就将其论文

摘出重点并放在墙报旁散发
。

据说这些都是

专人负责的
。

至于卫生条件
,

那真是无可指

责
,

后发现有专人经常在打扫
。

这种工作效率

之高
,

看来与职责分明
,

有赏有罚的管理制

度密切相关
。

4
。

知识面广
,

讨论问题时敢于 发 表见

解
:
这次虽然是有关土壤物理的讨论会

,

但

参加成员有搞土城发生的
,

有的是农学家
,

有

的是土壤化学家
,

有的是生物学家
,

但他们

都能就会议的论题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

解
。

如土壤化学家 B r i n k m a n 、

E m e r s o n
等

一

、

从化学行为角度对土壤粘闭
、

土坡渗漏筹向

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

不同知识领域的不 同

观点的相互争论
,

能起到取长补短
,

共同发

展学科的作用
。

. ~ 、
, J .

、
月甲 、 产一 ~ ` .

尸
一、 户 碑一 、 r

一、
护产、

沪一 、 产 一、 。 护 、

、 一、 产
. 、 ,

产 、 产
. 、 洲 一

、
r 沪 一、 .

产、 了
一

、 一
~ 、 . 夕 ’ ,

一产、 产二
。
一

’
二 了二

,

产
, 、 砂 - - . , 一、 尸

’
,
护 、 .

, . 、

《土壤专报》出版预告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专刊《土壤专报 》第40 号年内出版
,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或径

向北京市科学出版社订购
。

内容
:
我国红族的微形态特征

、

用新的土被结构方法作我国南方的土壤区划
、

土壤遥感

非监任分类
、

南方丘睦山区中比例尺土城遥感制图的方法与效果
、

土壤波谱反射特性测试及

其数据处理方法
、

北京西北部山丘地区土坡的基本性质和长江宜昌谷段土壤的性质及其归属
。

本书可供土坡
、

遥感
、

农业资源和区划工作者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

2吕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