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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进 展

一九八五年是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

农村改革初步成功
,

城市经济体

制全面改革逐步开展
,

科技体制改革正在进行
,

国家经济建设蓬勃发展
,

全国各条战线出现了

欣欣向荣的前景
。

在全国大好形势鼓舞下
,

我所一九八五年的工作又取得了新的成绩
。 “

六五
”

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全面完成
,

重点课题取得较好进展
,

基础性研究逐步深入
,

开发研究与横向

联系取得了经济效益
,

科研条件与实验室建设有所改善
,

科研体制改革在逐步深入的进行
,

这

为做好
“

七五
”

期间的工作
,

特别是一九八六年的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一
、

攻关任务取得重大成果

(一 )黄淮海平原中
、

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和综合发展研究

李

.

在这项国家攻关任务中
,

我所与中国科学院各兄弟所协作
,

共同承担了黄淮海平原综合

治理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

天然文岩渠流域农业发展战略与综合治理研究
、

封丘综合开发治

理技术体系区域试验
、

土壤水盐运动和次生盐渍化监测技术
、

黄淮海平原土资源综合评价及

合理利用等五个国家合同项目
。

这些项 目已全部完成称超额完成
,

并通过了受国家科委委托

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技术验收鉴定
。

.1 黄淮海平原土资源综合评价及合理利用 是与地理所共同承担的
,

我所运用遥感技术

与常规方法相结合
,

·

编制了 1 : 50 万的低产土壤类型图及相应的文字报告
。

从 目前盐碱地
、

砂

地
、

砂姜黑土等主要低产土壤的水盐动态变化及其改良利用效益来看
,

它反映了黄淮海平原

综合开发治理已取得的成就
,

又显示了进一步开发治理的潜力
,

为确定今后全平原农业发展

目标和制订进一步综合治理开发方案提供了有价值的科学资料
。

2
.

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收集了三十多年来该平原的自然
、

社会
、

经济资料
,

总结过去治理开发的经验教训
,

综合论述了治水与用水
、

改土与培肥
、

合理利用

气候资源
,

提出农业发展规模
、

合理结构
,

布局及调整粮
、

棉
、

油等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

建议
,

同时制定了因地制宜
、

分区农业发展方向与综合治理方案和应采取的重大措施
。

资料

全面详细
,

对今后该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3
.

土滚水盐运动和次生盐渍化监浏技术 研究的合同期限是王9 8 3二 1 9 8 7年
,

该项研究已

建立了农田水盐动态观测网和室内模拟试验
,

并应用传感器
、

四电极和负压计进行数据采集
,

在水盐运动理论研究上有新的看法和进展
,

为盐碱土水盐动态预报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

采

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测试技术
,
摸清了影响淋盐效果的主要因素

,

揭示了水分蒸发条件

下
,
盐分移动规律

,

证实了低矿化地区土壤盐演化是土体中盐分重新分配的结果
,

从而取得

了较好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4 , 、

封丘综合开发治理技术休系区域试盼 是在潘店万亩示范区进行的
,

我所主持
,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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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六个研究所共同承担
,

以合理施肥和培肥土壤为中心
,

进行早
、

涝
、

疮薄
、

风沙综合治理

研究
,

采取研究
、

示范试验与推广相结合
,

形成了平原地区农业自然灾害综合治理和农业 自

然资源合理开发的配套技术体系
,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
、

经济和生态效益
。

三年内粮食产量和

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半
,

改变了农村低产面貌
,

超额完成国家合同指标
,

为黄淮海平原同类 匆
型地区的综合治理与合理开发作出了可行性示范

。

应用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多项成果具有

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
。

5
。

天然文岩梁流城农业发展战略和综合治理研究 是 以我所为主持单位
,

与五个 研 究

所共同承担
,

并与院内外十一个研究单位协作
,

采用航空遥感
、

系统工程
、

电子计算机等新

技术
,

并应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经济科学相结合
,

多学科
、

多层次的方法进行的
。

查清了流域

范围内的水文
、

土壤
、

生物
、

气候等农业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

分析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限

制因素和有利条件
,

从宏观战略上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战略目标和综合治理总体方案
,

从

战术措施上提出了合理配置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用地比例
,

并对农村社会经济
、

人 口的

数量与质量进行了统计和预测
。

这项工作得到了流域内四个县政府的肯定
。

它以一个完整的

流域为单元
,

进行区域综合治理与开发研究
,

这在国内是首次
。

(二 )太湖地区高产土壤培育和合理施肥的研究

这是国家攻关任务
“

太湖区域治理与开发
”

中的一个项目
,

由我所五个研究室组承担
。

该

项目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室内与室外相结合
,
多点示范与全面调查相结合

,

建立定位试

脸点 10 0多个
,

试验田 2 49 块
,

试验示范区 5个
,

面积 1 1 5 0 亩
,

采用先进手段与方法
,

取得大量

科学资料
,

所提出的免耕
、

少耕
、

节水灌溉及改善土壤结构
、

合理的氮肥用量及改进施肥方

法
,

因土
、

因作物合理分配和施用磷肥
,

均在生产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验证与应用
,

产生了较 卷
大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
。

阐明土壤缺钾现状和趋势
,

并提出具体指标和用量建议
; 研究

土壤有机质平衡
,

明确目前亏缺状况
,

指明施用有机肥对维持地力
、

补充磷
、

钾等元素及改

善土壤结构的重要意义
,
对土壤肥力进行了综合评价

,

查明土壤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

指出土

城的增产潜力
,

并为调整熟制和合理施肥提供了科学依据
。

有关土壤有机质平衡及氮素平衡

的定量研究
,

水田氮素损失的定量研究
,

土镶肥力综合评价及增产潜力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新

进展
。

此项研究已由中国科学院组织专家鉴定
,

认为该项目已圆满地完成国家合同指标
,

在

生产上和学术上都作了很大贡献
,

不但对于本地区
,

而且对我国南方广大稻区
,

·

都有一定借

鉴或参考价值
,

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
。

象这样在大面积的高产地区
,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

在

国际上尚属少见
,

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

理论与实践以及学术上
,

达到了较高水平
。

(三 )土壤污染与防治研究

我所参加了该项国家攻关任务中三个课题的研究
。

1
.

湘江谷地土滚环境背景位姆查研究 是与湖南省环保所等单位协作进行的
,

在 18 万多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采集了4 3 0个土壤剖面
,

分析了 1 1 8 3个土样中的 C
u 、

P b
、

Z n
、

C
a 、

N i
、

C
r 、

A s
、

H g, 、个必侧元素及部分样品中的 B e 、

eS 等 32 个选择项 目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湘江谷地土壤

环境背景值调查研究报告及研究技术与方法报告
。

在课题实施中
,

针对该地区地理条件复杂

的特点
,

对环境单元划分及与此有关的数据处理进行了理论探索
,

提出了以土类
、

成上母质

为主要依据的单元划分方法
,

为制定类似地区环境背景值调查规范奠定了基础
。

所获大批数

据
,

为环境管理
、

规划和研究提供了依据
,

也为资源开发
、

国土整治
、

工农业布局及农业生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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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

李

产等积累了资料
。

该项研究已由国家环境保护局与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鉴定
,

认为在研究规

模
、

测试 手段
、

质量 4空制和数据处理等方面达到 了较高水平
。

2
.

江西大吉山地区和湖南桃林地区红峨性水稻土重金属环境容且研究 是 由我所 承 担

并与江西和湖南环保所协作进行的
,

属
“

我 国红壤重金属环境容量研究
”

课题
,

已由中国科学

院南京分院组织鉴定
。

以土壤生态效应为中心
,

从大量的试验研究资料
,

依据卫生标准
、

作

物毒害减产和敏感微生物毒害指标
,

提出了南方红壤性水稻土中锅
、

砷
、

铅的临界含量
。

通

过区域土壤污染物的平衡研究
,

提出了红壤性水稻土环境容量的数字模型
,

并综合计算了三

种重金属的环境容量
,

建立了土壤一作物
、

土壤一微生物
、

土壤一酶和土壤一水体系统等一

套综合研究土壤环境容量的程序和方法
。

该成果为土壤环境质量预测与评价
、

制定区域性重

金属土壤标准
、

灌溉水质标准
、

污泥农田施用标准
、

污染物总量控制
、

以及区域性环境管理

和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

具有明显的环境社会经济效益
。

该项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
,

在研究

方法上
,

以静态与动态
、

单项与综合结合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结果来确定土壤环境容量
,

并利用

敏感微生物来确定土壤重金属临界值等方面
,

在国内外同类型研究中具有先进水平
。

3
、

吴县农药
、

化肥
、

厂矿对水体和土滚污染的预测和控制途径研究 是
“

典型县
、

乡
、

镇工

业农业对水体污染的预测和控制研究
”

的子课题
,

我所从有机氯农药对土壤作物的污染及对水

体的影响
、

水环境中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污染状况及其评价
、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底泥中重金

属污染状况及其评价
、

潭山硫铁矿废弃物对农田水体的影响及改良途径四个专题进行了研究
,

已由江苏省科委
、

扛苏省环保局组织鉴定
。

该项研究摸清了吴县有机氯农药对土壤
、

粮食和

水体的污染状况
,

阐明了在土壤和水体中的积累和消失规律
,

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作出预断

评价 , 分析了吴县水系
、

渗漏水
、

井水中的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含量
、

污染状况
,

并提出控

制水体污染的可能途径
;
查清了大运河苏州段底泥中重金属 的污染程度及其水平分布规律

,

污

染源及其发展历史
,

并作出污染评价
,

为污染控制和治理途径提供了科学依据 ; 对潭山铅锌

矿的酸性废水
、

尾矿堆及塌陷区的形成
、

以及对水体
、

土壤和作物的污染影响
,

提出了污染

区定向恢复的途径
。

上述研究成果为昊县 的环境规划
、

工业布局
、

污染控制与治理
、

保护农

业生态平衡及矿区环境恢复和重建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

此外
,

利用藻菌混生系统净化化工厂废水的模拟试验及其生态环境效益的研究
,

是我所

参加
“

典型城镇工业对水体污染的预测与控制研究
”

攻关项 目的一个子课题
,

为吴江化工厂提

供了设计净化污水 的稳定塘工程所必需的参数
,

并通过净化试验
,

使废水各项指标均达到国

家允许排放标准
。

江苏省科委和省环保局组织 的鉴定认为
,

`

利用藻菌混生系统处理中小企业

工业废水是一种有效控制途径
。

二
、

重点课题取得较好进展

撼

1
。

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这是我国一项重大工程的可 行性

研究
,

我所承担了其中四个子课题
,

即
:

三峡工程对库区土壤资源的影响及其对策 ; 三峡库

区及其周围地区土壤侵蚀对泥沙来源 的影响及其对策 , 三峡工程对长江沿岸农业生态耍素的

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 三峡工程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河 口带土壤盐渍化演变趋势的影响及其对

策
。

自接受任务以来
,

积极进行资料收集整理与野外考察
,

完成工作地区 1 : 20 万及 1 : 50 万成

土母质
、

农业地貌
、

土壤侵蚀
、

潜在侵蚀
、

盐渍化分布等多种图幅
,

取得了库区土壤分布
、

土

种发育程度
、

土被结构
、

土壤侵蚀潜在危险等典型资料
。

对新安江水库大坝建成后对下游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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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要素的影响
,

四湖地区与都阳湖地区环境因素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壤盐渍化进行了调

查
,

收集了大量资料
,

采集了样品
,

目前正进行研究分析整理
。

2
.

黄土高原国土整治综合考察研究 我所是这个项目的参加单 泣
, 一

与西北水土保持所 合

作进行土壤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研究
,

完成 了山西
、

内蒙
、

河南黄上地 区的考察
,

解决 了有争

议的栗钙土
、

黑沪土
、

褐土
、

填土等类型及其分布
,

并对水土流失严重的黄甫川
、

三川河两

流域进行了调查
,

为合理整治利用本区土壤资源提供了科学资料
。

3
.

红黄滚资派的综合开发和改良利用 参加 了江西国土整治考察和湘西南山
、

雪峰山
、

八面山
、

张家界四个垂直带的红壤
、

黄壤及石灰土分布考察 , 继续开展 了海南岛
、

南宁
、

南

昌等地区热带
、

亚热带自然林
、

人工林下土壤性质和养分定位研究 , 在广西
、

湖南
、

江西
、

浙

江等省区进行了化肥适宜用量试验和钾肥长期定位试验 , 在桂林开展了沙田袖
、

夏橙的微肥

效应研究 , 在南宁定点研究不同林型下植物物质的分解
、

积累及酶活性的动态变化
; 不同林

型下的土壤和耕地土壤的微生物特性 ; 红壤丘陵地区三叶草接菌效果 , 以及水稻对几种等量

有机肥中磷素利用率试验等
。

上述工作都取得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
。

与此同时
,

积极进行了

红城生态试验长期基地的选择
,

经中国科学院批准
,

在江西鹰潭建立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实

脸站 , 已进行实验区的平面测量
、

上壤详测和社会调查
,

拟定了建站方案和实验区的综合发

展规划
,

从 1 9 8 6年开始实施
。

食

三
、

院及中央部委下达委托项目取得了成绩

1
.

全国土旅腐蚀试验网 是国家科委下达的项目
,

根据要求
,

总结了
“

六五
”

期间的工作
,

偏写了土壤腐蚀试验站开挖报告
,

并根据全国土壤腐蚀试验网的土壤腐蚀数据
,

研究了某些 参
土绷性质对土壤腐蚀性的影响

,

提出了土壤电阻率作为判断土壤腐蚀性能的综合指标
。

2
.

礴肥中三抓乙睦 (酸 )致害农作物极限含且研究 是农牧渔业部委托
,

由我所承担并组

织协作进行的
。

在九个省
、

市
、

地区布置了田间小区和大 田示范试验
;
在郑州

、

临渝
、

南京

进行了田间土壤和植株中三氯乙酸残留试验
,

在温室中开展了对各种农作物的毒性和症状试

脸
。

该项研究已结束
,

正进行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
,

准备在 ]
.

9 86 年初进行成果鉴定
。

3
。

西旅自洽区土旅普查和技术规范 也是农牧渔业部委托的任务
,

期限为五年
。

198 6年

完成了技术培训
、

试点示范和制定技术规程
,

为今后工作打好了基础 , 对曲水
、

扎朗
、

拉孜

的土镶普查试点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技术鉴定 ; 完成了昌都地区八个县的土壤概查及资料图件

整理和土壤工作分类草案
。

4
.

货淮海平原封丘试区土滚肥力资源信息系统 是院生物学部下达的任务
, 19 8 5年进行

了系统软件和数据处理软件的编码 以及数据库建库试验
,

调查了封丘播店及其邻近地区的土

城
,

采集了样品进行各种参数分析
,

并在田间布置了土壤肥力试验
,

麦收试验的设计工作全

部由计算机完成
,

同时完成了环境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

已在播店调试运转取得成功
。

四
、

基础性研究在深入进行

(一 )科学基金课题按计划完成
.

百万分之一国家土滚圈的编制 继续完成 1 ; 1 00 万乌鲁木齐典型幅土壤图 的修改定稿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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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后
,

撰写了该幅土壤图的编制
、

制图说明
、

制图原则和方法的报告 ; 主持召开了编制 1 : 100 万

土壤图试点幅的协作会议
,

落实和签订了九幅半土壤图的编制合同 ; 正进行南京幅土壤图的

编制
。

2
.

应用卫星磁带数据编制水土流失图 1 9 8 5年开展了室内数据和图象的分析与实验 ;在

江西修水
、

安义等县进行了野外考察
,

完成区界配置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对水土流失制图
、

分

类方法研究也取得进展
。

3
.

土壤水盐动态及盐碱化预测预报 即将在封丘应举建成水盐动态观测室和土柱 的 安

装填土工程 ; 在应举示范区开展了水盐动态观测
,

并布置了井灌和不同种植条件下改良盐碱

土 的试验
;
继续在山东打渔张灌区水盐动态观测场进行水盐动态观测和典型地段盐分监测 ;同

时在室内进行蒸发条件下粘土夹层对粉砂壤土水盐动态影响的模拟试验及盐分扩散试验
,

取

得了大量科学数据
。

4
.

红黄壤中粘粒矿物组成及其物理化学性质 完成了红壤
、

砖红壤
、

黄棕壤
、

潮土及蒙脱

石
、

伊利石
、

高岭石
、

白云母
、

黑云母
、

蛙石在五个不同钾浓度溶液处理的固钾能力测定 ;对

红壤粘土矿物定量分析方法进行了探索 , 开展了土壤中活性组分的研究和氧化物亚表面类型

化学行为区分 ; 继续进行铜离子和锌离子专性吸附研究等
,

上述工作都取得预期的结果
。

5
.

可变电荷土壤的电化学性质 是从酸度与电荷性质
、

离子与胶体的相互作用
、

土壤中

氧化还原过程三个方面进行的
,

1 9 8 5年研究了各种电解质对土壤 pH 的影响
;
可变电荷土壤的

石灰位 ; 可变电荷土壤中铝的形态 ; 胶体电荷对盐桥液接电位的长距离影响 ; 可变电荷土壤

对氯离子
、

硝酸根
、

过氯酸根的吸附 ; 氧化状态下土壤中铁
、

锰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 铂表面
“

中毒
’

与硫化物作用的关系等
,

这些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

巷

遥

(二 )土壤基本性质专题研究取得良好结果

全国土壤分类系统研究已完成
“

国外土壤分类评述
’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初拟
” ,

初步拟

定红壤地区主要土壤的诊断土层及诊断特性
、

高级土壤分类单元系统
,

研究了红黄壤发生层

的划分及微形态诊断指标
、

砂姜黑土性态特征等
,

已取得进展或单项成果
。

设施栽培的工作

已着手进行
。

这两项课题已申请全国科学基金资助
,

待基金拨款后将全面开展
。

土壤性质对有机质形成和积累的影响的定位试验表明
,

相同物料腐解的残留碳量在地区

间的差异不是太大
;
但不同地带植物物质的分解速率既受气候条件的影响

,

也受土壤性质的影

响
。

施肥数量与种类对根际养分环境及有效利用的调节试验是在石灰性土壤上进行的
,

如尿素

施用不当
,

使根际土壤溶液中N H :
浓度过高

,

对作物幼苗产生毒害
,

抑制幼苗侧根和根 毛 生

长
,

而且引起根系内K
+

的大量外溢
,

导致植物生理性缺钾
。

土壤中稀土元素的含量及某些化学

性状的研究表明
,

土壤中可溶态稀土元素含量与土壤类型和成土母质有关
,

其含量在石灰性土

壤剖面中分布均匀
,

而在酸性土壤上则有明显向下移动的趋势 ;并探索了可溶钦对植物生长的

作用
。

砂姜黑土胶体特性的研究证实
,

这种土壤有较大的膨胀能力
,

其膨胀量黑土层大于耕层
,

膨胀量与蒙脱含量的相关性为
r 二 0

.

9 1 0*
(n

= 5 )
,

因此富含蒙脱石的砂姜黑土
,

干时收缩龟

裂
,

形成僵土块
,

湿时膨胀
,

阻止水分下渗
。

应用偏光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及 X 射线衍射等方

法
,

研究盐土中芒硝和无水芒硝的转换条件表明
,

盐土中芒硝和无水芒硝随环境条件的改变

而相互转化
,

而硫酸钠和硫酸钙可形成钙芒硝复盐
; 同时在温度较高的条件下

,

由于芒硝与

无水芒硝频繁地相互转化而 引起土壤结持性发生变化
,

因之形成土盐混合的蓬松层
。

土坡微生

物活性与土壤肥力关系的研究是结合封丘土壤肥力资源信息系统的建立进行的
,

资料表明
,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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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淤潮土
、

碱化潮土
、

盐化潮土
、

风沙土中微生物数量与生化活性的差异显著
; 土壤水分对

生化活性的影响较大
,

在施肥条件下尤为明显 ; 其生物量 (碳 )与微生物数量及生物活性基本

趋势一致
。

奏
五

、

横向联系与开发研究取得经济效益

1
.

大东造纸厂工业用水净化的研究 对该厂工业用水污染源进行了调查
,

并优选合宜的

握凝剂作为长江枯水期工业用水的净化剂
。

室内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

经筛选出的净水剂和

助凝剂处理的水质可达到色度 < 40
,

浊度 < 10 的净化指标
。

2
.

甘索大型喷瀚工程中数据监翻和 自动控制系统研制 已完成土壤样品的物理
、

化学性

质分析
,

提出微机数据采集运算模型的设计方案
,

正进行水面蒸发量
、

降水量
、

土温
、

气温
、

土镶水分等传感器的研制与生产
。

3

二
东北钥矿区水胭土 中铜的化学形态与吸附

、

解吸特性研究 开展了土壤中交换态
、

载化物结合态
、

有机结合态
、

矿物结合态等各种结合形态铜的连续逐级提取分析
,

测定了土

攘中铜的污染程度
,

进行了土壤中铜的有效性与铜的形态关系的盆栽试验
。

4
.

铆滋农业利用的盆栽和大田试验 试验表明
,

涟钢钢渣作为石灰性物质
,

在酸性土壤

上对小麦和大麦的生长效果明显
,

对提高土壤 p H的作用略低于碳酸钙 ;马钢风化老渣作为 磷

肥施用于大豆
,

在酸性土壤上 比等磷量的过磷酸钙加石灰的效果好
,

在中性及弱碱性土壤上
,

其肥效略低于过磷酸钙 , 施用钢铁渣可明显控制水稻对锦的吸收
,

效呆优于石灰
。

5
.

速灭杀 T 农药在土滚中的玻留动态研究 已在酸性
、

中性和碱性土壤上进行了不同浓

度下吸附盘的试验
,

结果表明
,

土壤中残留量可达 85 一98 %
,

其解吸量对生物的影响将进一 套
步进行研究

。

6
.

肠润土在涂料工业上的应用 研制的膨润土涂料经过测试检验
,

其主要技术指标均达

到或超过国内同类优质产品
,

并能提高涂料质量
,

降低成本
,

还为膨润土的综合利用开辟了

新途径
。

了
.

徽 t 元幸锌
、

翩肥的示范试验与推广 继续在南通
、

盐城两市的棉花
、

玉米和水稻上

推广应用锌肥
,
增产效果明显

,

推广面积有所扩大
。

在南方烂泥田上施用铜肥沾秧根
,

可使

水稻增产10 一 20 %
,

在皖南和闽北进行试验和推广
。

·

此外
,

受有关部门委托
,

还进行了果树

徽肥肥效试脸和管道腐蚀调查
,

以及快速育苗的营养基质的配制等工作
。

以上工作既产生显著的社会
、

经济
、

生态效益
,

还为我所增加了收益
。

六
、

国际合作与交流逐步加强

我所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除原有的外
,

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

扩大了影响和交流
,

促进了

科研工作的开展
。

1
。

烟草施肥的研究是同智利
“

硝石公司
”

和美国合作进行的
,

并与河南
、

安徽的烟草研究

所协作
,

在不同营养元素配比
、

肥料形态及施肥技术等方面进行的试验表明
,

按所设计的施

肥措施
,

可使我国烟草的质量有较大改善
,

有关外国专家认为已达到世界市场可以接受的水

平
。

2
. ` 毛 C标记麦秆的腐解研究是与澳大利亚协作的

,

试验表明
,

在不同肥力与不同轮作制度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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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在分解初期
,

麦秆的残留碳量没有明显差异
,

腐解 16 周后
,

在石灰性土壤上麦秆的残留

碳大多低于在中性土壤上相应的测定结果
。

3
.

有机酸对氧化铁性质的影响是与美藉徐拔和教授合作迸行的
,

研究了不 同浓度的酒石

酸
、

柠檬酸对氧化铁结 晶的影响
,

由于不 同浓度
、

不同类型的有机酸对氧化铁结晶的影响程

琴 度不同
,

抑制氧化铁结晶的程度为
:
0

.

01 M柠棣酸 > 0
.

01 M酒石酸 > 0
.

00 1M柠檬酸> 。
.

00 1M

酒石酸
。

4
。

与法 国合作的土壤水分平衡试验已进行了两年
,

根据田间水分的空间变异分析
,

可确

定随机取 4个样品时
,

水分平衡试验误差 < 20 % , 按照半方差函数分析
,

取样点的间距可定

为 4 00 米左右
。

这些结果可使田间土壤水分研究更符合实际情况
。

5
。

根据中国科学院与西德马普协会科学协议
,

与西德吉森大学二位博士研究生共同进行

了浙江
、

湖南
、

江西
、

江苏等地的土壤侵蚀
、

水土保持和土地利用考察
,

并选定江西红壤研

究所
、

江苏丘陵地区农科所作为人工降雨试验点进行观测研究
。

6
.

有机肥与无机肥肥效对比及其对营养元素循环影响的研究
,

已与日本合作进行 了 三

年
,

取得了系统的田间试验结果
,

试验表明
,

有机肥的作用随施用年限的延长而增加
,

有机

肥与化肥配合施用
,

其效果比等养分量的化肥越来越明显
。

7
.

与美国合作进行的硫钾镁肥有效条件试验
,

已进行了一年
。

根据在华南地区不同母质

发育的土壤上
,

对柑桔
、

橡胶树
、

甘蔗
、

花生
、

水稻和油菜等十多种作物进行的试验结果表

明
,

在缺钾镁的土壤上
,

这种肥料对增加产量和 改善品质有良好的作用
。

七
、

测试仪器研制与生产及实验室建设

莽
(一 )测试仪器的研制与生产

本年度开始进行了直管汞柱张力计
、

多样品饱和导水系数测定仪及土壤水势自动检测系

统的研制工作 ,继续研制磷酸根电极 ;研制完成 8 5一 1型仪器与计算机接 口的设计及少量生产 ;

为有关单位提供了少量低阻 p N a电极
,

应用于化工和临床医学的N a +

检测中 , 还为油田提 供

了全固态硫酸铜参比电极
。

继续批量生产各种土壤负压计
、

土壤盐分传感器
、

六联定氮仪
、

半

微里定氮仪 , 第一次生产了
` ”

N 高真空气化装置
、

生物发光光度计
、

渗漏计
、

破裂系数测定

仪 , 改装成流动式分光光度计等
。

(二 )实验室建设

完成了新建放射性同位素实验楼的各项内部设备安装及工作条件准备
,
对新引进流动注

射仪
、

自动 p H计等进行了安装调试
;
对能谱仪进行技术性能验收及其所附定量分析计算机程

序中的错误进行了校正 ; 完成 Z H T
一

01 型及 Z H T 一 03 型两台质谱计真空系统的安装
。

此外
,

建

立了从用石墨粉增涡法熔融土壤样品到用多通道等离子体光谱仪检测的土壤全量分析法
,

提

高工效 10 倍
;
完成 流动注射仪测定磷的方法及测定土壤全氮的某些条件试验

;
对应用能谱分析

土壤粉末样品的制备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等
。

( 南东土 壤研究所科技处 )

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