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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热带土壤管理国际协作网
嘴

于 天 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一
、

缘 起

国际土坡研究和管理基金会于 8 9 1 5年 寸

月 2 4日至 5月 3日在秘鲁和巴西召开 了
“

酸

性热带土坡管理协作网
”

成立会
。

国际土壤研究和管理基金会 (简称 I BS R

A M ) 是个新成立的组织
。

一

成立这个组织的

目的是帮助发展电国家的有关机构去研究如
何解决由于不良的土集州件而引起的粮食生

产的限制因素
。

在 9 17 9年
,

2 9不国家的代表

在菲律宾讨论了这个组织的有关问题
,

并成

立 了
一

二个临时委员会
。

1马8 3年在澳大利亚正

式成立了基金会
。

开始时基金会以澳大利亚

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为会址
,

以后将地址迁至

泰国` 经费来源主要由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

究 中 心 ( A C I A R )
、

美 国 国际 发 展 署

( U S A ID )
、

法国海外科学技术研究部 ( O R

S T O M )
、

加伞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

心I D R C )

等捐助
,

`

BI S R A M 的工作拭 目前主要是推动四

项研究的国际性协作和交流
。

这四项是
: ( 1)

湿地—
已于 1 9 8 4年在菲律宾召开了工作会

议
。

( 2 ) 土地清理 ( L a n d e l e a n i n g )— 已

于 1 9 8 5年在印尼召开工作会议洲( 3 )
`

热带黑

粘土—
于 1 9 8 5年在印度召开工作会议

。

( 4)

酸性热带土壤— 是四项工作中涉及的国家

和机构最多的一项
。

二
、

背 景

在过去
,

传统的看法是酸性热带土壤在

、

石2

农业生产上是仅仅勉强可用的
,

但是近年来

许多发展中国家沉重的人口压力迫使在这些

土壤上发展农业
。

由于农业区边界的扩展
,

森

林被砍伐
,

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
,

这已引

起世界范围的关心
。

虽然关于如何管理酸性

热带土坡问题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
,

但这

些新技术很少推广到农 民
,

特别是在国际范

围内
,

几乎没有什么组织来推动协作性的研

究
。

所谓酸性热带土壤
,

是指美国土壤分类

制中的氧化土和老成土
,

或法国土壤分类制

中的铁铝土
。

而酸性硫酸盐土
、

有机土和灰土 ,

等因为另有限制生产的因素
,

不包括在上述

范围之 内
。

世界上有 72 个发展中国家有这类

土壤存在
,

其总面积约为 1 6
.

75 亿公项
。

表 1

示其在某些 国家的分布
`
这些土壤约占世界

上可开垦土地的49 %
。

因为这些土壤大多位于第三世界中最不

发达的地区
,

这就意味着
,

这些土壤的立即

科用在开始阶段将是低投资的农业
。

联合国

粮农组织的一个最近研究指出
,

在这种农业

水平上
,

在 2 0 00年时
,

大约一半发展 中的国

家将不能粮食自给
。

而且
,

如果维持 目前的

粮食生产水平
,

在2 0 0 0年时
,

必须增加二亿

公项新的耕地
,

其中大多将是在酸性热带土

壤
。

酸性热带土壤处于湿润热带地区和热带

稀树干章原地区
,

这两种生态系统在气候
、

植

被和社会经济结构上都是不同的
,

任何协作 .

性的研究和发展都必须区分这两 种 生 态 系

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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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某些国家或地区酸性热带土堆

( 氧化土和老成土 )面积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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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片8 36 7“钊引 71少

国家或地区 {面积 (百万公顷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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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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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非洲 4 90

热带地区总计
、

1妞75

占陆地面积 (% )

表 2 酸性热带土壤研究课题的相对重要

性分级 ( 1
.

低 , 2
.

中 , 3
.

高 )

研 究 课 题 { 湿 润 热 带 } 稀树干草原

5 7 1

与6

A
、

资源评价

1
.

土城区分和分类

2
.

植物营养的土城分类

3
。

土坡肥力评估

4
.

肥料梢售
、

分配和使用

5
.

肥料制造和技术

B
、

恶劣因素

1
.

杭土镶 恶劣因素的种质 3

( g e n ” P las m 》的选择

2
。

土城徽度的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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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捧宾

C
、

营葬限制因素

江
.

抓肥效率

2
.

磷肥管理

3
.

钾和养分平衡

4
。

硫

5
.

徽 t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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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生物限制因素
’

一

1
。

生物 固据

2
。

有机残体的利用

3
.

光合效率
.4 校际作用

`
, .

一

。 .

挑性生渔杯血传

OUù肠舀O,占OQ厅才J吸吸甘J吮ō勺

,占ó“ùO甘,山,曰1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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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海岸

r

犷一夕 ,

E
、

物理限俐

1
。

集雨系 的水分管理

r众甲比因统

这些土壤作为一个土组
,

具有一些共何

的生产限制因素
。

有人根据对一些研究机构

的调查
,

将某些研究课题的柑对重要性做了

分级 (表么o)
’ `

亚马孙河平原是目前世界上热带地区可

耕地面积最大的地区
。

5 a cn h e :
等曾

一

对该地

区土壤的主要限制因素做了一个统计
,

见表

毖忿
·

· ’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得出一些 重 要 的 印

象` 这些地区光
、

热
、 一

水都比较充分
,

所以

相对说来生物因素和物理因素都较为 次要
,

土族性质中主要的限制生产因素是化 学 的
,

2
。

任蚀的防企和控制

名
.

机械阻碍
·

`
·

!
’ ,

4
。

地面清翔方法
,

F屯改进的农业制 度

1
.

该化土与老成土上的
`

持续生齐
、

2
.

多季作物制

3
.

农业一林业倒
4

.

低狡资制次
’

尹
酸和瘩

,

而这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

对于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土壤
,

尽管这些

限制因素的表现程度和相对重要 性不 尽 相

同
,

但其机理和应采取的对策则是相同的或

相似的
。

这就提供了一个基础
,

使有需要由

有大面积酸性热带土城的国家的研究机构组

成一个研碗协作网
。

不管各个机构的发展水

平怎样
,

都能够从其他机构的经验中受益
。

这

就是组级这个协作网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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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问

亚马孙河平原自然植被下土滚

的主要限制因素

一示一…落 万 公 项 …而石云不汀

态研究试验
、

磷肥试验
、

石灰施用试验
、

多

年生作物混作试验等
。

这个地区的氧化土发

育于老洪积物
,

从形态上看与西双版纳雨林

下发育于老洪积物的土壤相似
,

但较之更黄
。

边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大豆的石灰施用试验中
,

对
-

照处理者几乎不能生长
。

B
r as iil a

为 巴西的首

都
,

在其郊区有一个 C er ar d os 农业研究中

心
。

C er ar d os 为葡萄牙文 中一种植物生态的

名称
,

意思大概是指稀树干草原
。

这个地区

一年中有明显的早季和雨季之分
,

土壤为酸

性热带稀树干草原土
。

这个地区共有 2
.

04 亿

公顷
,

其中一半以上为可耕地
。

在试验站
,

我

们参观了一年生作物
、

牧草
、

水分管理
、

多

年生作物等试验
,

并参观了 B ar s
iil

a
附近一

个新垦的种植大豆的地区
。

会议本身进行了四天
。

第一天分别介绍

了东南亚
、

非洲
、

拉丁美洲湿润热带
、

南美

热带稀树干草原等四个地 区的酸性热带土壤

的有关研究情况
。

第二天就土壤类型与肥力
、

肥力动态研究方法
、

土壤酸度
、

环境 问题
、

社会一经济问题
、

技术推广问题等专题进行 勿
了文献概括

。

第三夭分成六个专题组
,

对于

今后协作中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讨论
。

第四天

由十三个国家的代表介绍了本国 的 有 关 概

况
,

并提出了本国拟参加的协作项目及其重

视程度
。

这次会议原邀请了亚
、

非
、

南美三

洲各六个国家参加
,

实际到会的有非洲五个
,

南美五个
,

亚洲三个国家
。

拟议中的协作研究原分六项
,

以后又增

加了
“

生态系统 (湿润热带林和热带稀树干草

原 )
”
一项

。

会上调查了参加国对这些研究项

目的兴趣程度
,

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土壤类型

与肥力
、

土壤酸度
、

磷肥施用
、

以及不同管

理制度下的土壤性质动态等四项 有 强 烈 兴

趣
,

另有八个国家对表土管理
、

六个国家对

退化土城的恢复有兴趣
。

90”24561615866̀36527771711639抓30213
月q
39
一,二确肥

铝的毒害

钾的储工低

排水不 良
、

淹水

确的固定高

阳离子交换 t 低

任蚀性高

无 , 要限制因素

坡度大 ( > 3 0度 )

底土 . 耳后砖红城的形成

土层浅 ( < 50 厘米 )

* 抓
、

礴
、

镁和锌的缺乏及哲时千早也广泛存在
,

但

没有定 t 材料
。

(引 自 S
e i e n e e ,

2 1 6特 8 2 1一 8 2 7页
,
1 9 8 2 )

三
、

成立会概况

参加成立会的共六十余人
,

其中包括十

三个有关国家的代表
,

捐款单位的代表
,

和

一些研究机构的学者
。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

前六天为参观
,

参观了三个典型地区
,

即秘

鲁北部的 Y u r im a g o a s
、

巴西北部的 M a n a u s

和巴西中部的 B
r a s i l i

a 。

Y
u r im a g u a s位于亚

马孙河上游
,

为典型的热带雨林地区
,

土族

主要为老成士
。

秘鲁国立农牧研究所和美国

N
o r t h C

a r o l i n a
大学在这里联合设立 T 一个

实脸站
,

实际上经费和科学研究主要由美国

负责
。

后者还在秘鲁首都利马秘普国立农牧

研究所的所在地设有总部
。

会议代表 在Y 。 -

ir m ag
” “ s
参观了土集和生态

、

连作试脸
、

低

投资耕作制
、

以豆科为基础的牧草
、

农业一

林业制以及冲积土上的水稻生产等
。

笔者因

为迟到
,

未赶上这个参观
,

仅独自参观了设

在利马郊区的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
。

M an
a -

us 位于亚马孙河中游
,

也是热带雨林气候
,

土城主要为氧化土
`

我们参观了一个典型的

氧化土剖面
,

并参观了一个试验站的长期动

四
、

研究内容
峨

协作网的总 目标有三项
;



(一 )对酸性热带土壤开展研究
,

其目的

包括
:

( 1) 研究土壤类型的区分及其与肥力评

价
,

`

特别是与土壤酸度关系方面的原理
。

( 2) 发展持续生产所需要的土壤酸度有

效管理方面 的土壤管理制度
。

`
:

( 3 )
’

磷肥有效施用方而 的土壤管理技术

及推广
。

`

( 4) 用物理或生物方法改进表土管理
。

.

( 5 ) 减轻土壤退化的技术
,

以及退化土

壤的恢复技术
。

’
.

(幻 发展土壤养分
、

有毒元素
、

物理和

生物学性质等的研究方法
。

七二 )用训练班
、

出版品
、

工作会议和学

术讨论会等方式
,

传播有关的技术
。

,

(三 )通过技术服务
,

增强有关国家的研

究机构
。

根据以上的总目标
,

协作网的内容包括

以下六项
,

也可 以说包括六个协作组
。

.1 土滚类型与土旅肥力 建立一 个 土

雄区分 ( e h a r a e t e r i : a t i o n ) 和土壤参数的国

际参比基础
。

考察已有的研究站并在必要时

考察新的地点
,

以了解酸性热带土壤的现有

袱圈
。

收集并建立一些主要试验站和农村基

点的必妻资料
。

.

协作网需要在土坡类型特征

和酸性土壤的管理特征之间建立更好的相互

关系
,

并根据农作制的资料
,

发展肥力潜力

分组
。

2
.

土旅酸度 协作网需要

( A )在区分土壤酸度与植物生长的关系

方面
,

发展标准化的方法
。

其中包括对土壤

电荷特征的估计及土城溶液中离子的形态和

活度的测定
。

焦点是关于铝
。

对土澳溶掖的

婆是可以较好地判断是铝的毒害还是钙的缺
乏限制了植物生长

,

或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因

索的作用超过了另一个因素
。

( B )促进一个改良土壤酸度 的实 验 方

案
,

其中包括确定土壤改 良剂的性质和改良

袭土和底土的管理措施
,

确定石灰对豆科根

瘤形成
、

固氮
、

有机质的矿化作角和硝化作

用及菌根的活性等的影响
,

以及确定当石灰

物质缺乏或不经济时可以采用的管理措施
。

( C )发展植物耐酸性的区分方法
,

和选

择耐酸性的品种
。

3
。

礴肥施用

( A )磷的用量和施用方法
。

其中包括在

代表性土壤上进行田间试验
,

以获得响应曲

线
,

比较条施和撤施
,

估计残效
,

并将田间

结果与标准的实验室方法进行对比
。

( B )磷灰石
、

有机肥和绿肥的相互作用
。

其中包括测量 田间试验中的相互 作 用 和 残

效
,

并根据当地的条件
,

估计施用石灰和有

机肥的实际价值
。

( C )磷的来源
。

其中包括评价当地可资

利用的磷肥物质
,

比较这些物质的农艺学效

率
,

估计这些物质的供钙能力
。

( D )养分平衡
。

.

监测磷与大量元素和微

量元素的相互作用
。

’

( E )农作制中磷的使用
。

通过在农村的

试验
,

评价不同农作制中磷的使用
,

并考虑

所涉及的社会一经济因素
、

`

( F )菌根
。

鼓励已有设备条件的单位进

行这方面 的研究
。

4
.

表土 , 理
’

侵蚀
、

压实和有机质的迅

速分解导致土壤的退化及生产力的丧失
。

对

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法包括绿肥的 使 用
、

种植豆科覆盖植物和有管理的休闲
。

残体管

理措施包括加入植物残体 (绿肥
、

豆科筱盖植

物
、

残茬 )的轮作和条作
。

发展适宜的耕作措

施
,

以尽量减少表土压实 (少耕制和交通管

理 )
,

并克服已有的物理阻碍
,

而同时又能施

入必要的改良剂
。

在上述措施中
,

需要充分

考虑具有食品
、

经济或饲料价值的筱盖植物
。

5
。

退化土地的恢盆 土地退化的原 因

包括由于施肥量少
、 ’

休闲期短
、

在作物生长

前将土表暴露
、

土地平整等而导致的土壤固

有肥力的损失
,

在清理土地和翻耕过程中不

适当的机具所造成的土壤紧实
,

以及在陡坡

上缺乏水土保持措施所引起的侵蚀
。

在这方

面 的研究中
,

需要包括估计各种退化作用的



特点
,

并发展恢复地力的方法
,

如消灭杂草

的管理措施 , 农一林间作
、

农一牧间作
、 ·

筱

盖作物等
。

6
.

土滚性质的动态变化 建议的研 究

内容包括
,

总结关于酸性热带土攘的物理
、

生

物和化学性质的动态研究的现有方法
,

用田

间实脸来评价在不同的种植制度
、

不同的有

机质管理制度和不同的机械化措施下侧定土

城性质的动态变化的方法
。

这些试脸需在代

表性的土镶上进行
,

并使每种方法标准化
。

一个法国学者做的
,

美洲湿润地区土壤是由

一个美国学者做的
。

几个专门问题的报告
,

大

多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做的
。

所以在最后一

天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表态 时
,

不少人提到需 .

要 I B S R A M 的技术支援
,

包括派遣专家
、

协
,

五
、

展 望

从以上可以看出
,

所建议的协作研究内

容是相当广泛的
,

其中有许多是已经研究了

长时间的老问题
。

但是这些建议是几十个与

会者以一天的时间分专题小组讨 论 后 提 出

的
,

可以在一足程度上反映世界上酸性热带

土集现存的问题
,

以及各个有关的学术领域

的现在科学水平
。

这次会议是协作网成立会
,

各国代表将

提出较为具体的研究计划
,

经该国当局批准

后送 IB S R A M审定
。

粉来
`

,

这个协作网的前途
,

将决定于资

助机构
、

参加协作网的研究机构以及发达国

家 (美
、

澳
、

法等 )的有关学者这三方面的热

心程度及其持续时间
。

从当前的情况看
,

第

三方面没有问题
,

第一方面的前景也不错
。

对

于第二方面
,

却很难估计及预料
。

因为科研

工作及经费主要是靠本国
。

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演戏的 代主角
” ,

即参加协作网 的热带国家的代表机构的科学

水平
。

大家也可以想象到
,

总的说
,

这方面的

水平是不高的
。

这也可以从一个现像上反映

出来
。

在几个地区性报告中
,

非洲土集是由

助研究
、

开办训练班等
。

在中国
,

严格意义上的酸性热带土坡在

全国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

但是亚热带特别是

南亚热带的红坡类土壤
,

却占有很大的面积
。

从土壤性质看
,

二者是极为相近的
,

甚至某

些南亚热带红坡类土壤在
“

红壤化
”

(如果可

以使用这个名词 的话 ) 方面可以大大超过南

美和中国的某些酸性热带土壤
。

因此
,

参加这

个协作网
,

可以指望在学术交流上有所收益
。

中国除已参加协作网以外
,

还 已与澳大

利亚的 A C I A R初步联系
,

在红坡研究方面进

行合作
,

而具体合作内容和方式
,

将进一步商

定
。

我深深感觉到
,

我国与国际间的学术交

流实在太差
,

特别是
,

我国的科研成果几乎

不为国外所知
,

所以在大多数外国学者的心勺
目中

,

中国的土城科学水平与亚非拉的发展

中国家一样
,

甚至不如其中的某些国家
,

例

如这次会议中的巴西
。

但是可以比较客观地

说
,

在红镶研究方面
,

中国无论就广度来说

还是就深度来说
,

都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

成绩
。

这是了解 (尽管是很肤浅的 )中国情况

的外国学者所共同承认的
。

所 以在这次会议

上我敢于说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以

及一些与之进行合作的地区性研究机构可 以

有充分多的科研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

也具有

良好的设备
。

我个人深信
,

通过在国外发表

论文和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
,

中国不仅能从

参加协作网中得益
,

而且也能够对整个协作

网即酸性热带土壤的研究
,

做出 自己的贡献
。

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