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简多

热 带 土 壤 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龚 子 同

( 中国科学 院甫 京土 城研究所 》

国际土地清理和发展会议于 18 95年 8月

2 6日至 9月 3日在印尼举行
。

这次会议由印

尼农业研究和发展局( A A R D)
、

国际土壤研

究和管理基金会( I BS RA M)
、

国际热带农业

研究所( I I TA )和美国土城管理援 外 处( S M

MS )联合组织召开的
。

由 A A R D
、

澳大 利亚

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A CIA ) R
,

西德技术援

助基金 ( G T )Z 以及国际土地清理和发展委

员会 ( I C L C D )资助
。

8 月 2 6日至 3 0日会议在

印尼雅加达召开
,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到苏

门答腊进行野外考察
。

参加会议的有 30 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 85 人
。

参加会议的主

要是亚
、

非
、

拉热带国家的代表
。

所以
,

除

美国
、

英国
、

西德
、

澳大利亚
、

荷兰
、

瑞典

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外
,

作为协作网的

成员国为喀麦隆
、

中国
、

印尼
、

马来西亚
、

尼

日利亚
、

圭亚那
、

秘鲁
、

菲律宾
、

坦桑尼亚

和泰国
。

会议的目的是交流热带土地清理和

发展的经验
,

成立协作网
、

组织分工
。

一
、

会议的主要内容

这次会议是 I B S R A M 当前推动的四 项

研究和国际性协作之一
。

其一是 1 9 8 4年 3 月

在菲律宾召开的湿地土壤会议
,

其二是 1 9 8 5

年 4 月在秘鲁和巴西召开的酸性热带土壤管

理协作网会议
,

其三是 1 9 8 5年在印度召开热

带黑粘土会议
。

其四就是这次土地清理和发

展会议
。

目前世界上的森林面积正在 日益 减 少
。

没有全球森林面积的确切资料
,

一般估计为

30 %左右
。

从全世界热带来看
,

正以0
.

58 %

的速率在减少 (表 i )
。

据统计 ( R a o , 1 9 8 3 )

1 9 7 6一 1 9 8 0年间对 16 个亚洲国家的统计
,

每

年减少 1 81
.

5万公顷
,

其中以印尼最多为 55 万

公顷
,

泰国其次 3 3
.

3万公顷
,

第三位是马来

西亚为 23 万公顷
。

如泰国 10 年前森林面积约

占土地总面积的 35 %
,

而 目前只有 25 %左右
。

森林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毁林开荒
、

刀耕

火种
、

过度放牧
、

砍伐森林作燃料以及城市

化等
。

世界上现有 50 % 的农业人口仍在从事

刀耕火种
,

在发展中的国家大部分农村人 口

均 以薪炭林为能源
,

据统计国家能源消耗中
,

在圭亚那 52 % 来源于薪炭林
,

莫桑比 克 占

7 3 %
,

索马里 占65 %
,

坦 桑尼亚 占55 %
。

不

仅如此
,

由于土地的不合理开垦和利用导致

土壤退化
。

土地清理特别是机械清理使土壤

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均显著减少
,

有机质

所有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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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和交换量降低
,

土壤也变得更加紧实
。

因此
,

面对着现在和将来的人 口和粮食的压力
,

如

何作好土地清理和发展工作是一个世界性问

题
,

特别是在热带地区 问题尤为突出
。

所以

这个会议的召开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

会议首先由BI S R A M 组织主席 R
.

J
.

M ill in g ot
n 主持开会

,

印尼农业部长到会讲

话
。

接着开始工作报告和学术报告
。

M
.

L a -

t h a m代表 I B S R A M 作 T 工作报告
。

R
.

L a l

作了土地清理和发展的总报告
。

从各个角度

讨论土地清理和发展的报 告 有
:

P
.

K
.

N ia
r

报告了
“

土地清理和发展中农艺森林学的潜

在作用
” ,

J
.

A l e g k e
等的

“

退化土地恢复植被

的战略
” ,

C
.

C ol f e r
等的

“

土地清理和发展的

社会经济特点的战略
” ,

M
.

N el s

on 的
“

新土

地发展中经 济和社会 状 况
” ,

G ab i g oc h e 的
“

土地清理和发展中研究的战略
” ; 印尼作为

这次会议的东道主
,

所以也组织了一系列的

报告
: A

.

S u w ar dj
。
等的

“

印尼农业土地发展

的潜力
、

迫切性和发展战略
” ,

M a i l a n g k a y

的
“

印尼新移民的土地清理
” ,

S Oe d」a
的

“

印

尼为种植作物而进行的土地清理
” ; 此外

,

一

些国家代表介绍了各自国家的土地清理和发

展情况
。

在此基础上根据目前土地清理和发展中

的问题分七个组 (见后 )讨论
,

最后各组拟订

出研究协作计划和具体内容
,

各国代表据此

就各自国家的情况提出参加协作网的设想和

意见
。

会议后期到苏门答腊考察并在那里进

行总结后散会
。

二
、

苏门答腊的考察

印度尼西亚是具有三千多个 岛 屿 的 国

家
,

素有
“

千岛之国
”

之称
。

总土地面积 1 92
.

67

百万公顷
,

其中有 1
.

55 %的村镇
, 3

.

81 %的

水田
, 2

.

9 % 的 早 作
, 1

。

31 % 的混合园地
,

l
。

31 %庄园作物
,

密林占3 7
.

5 3 %
,

次生林占

n
,

62 %
,

单纯林 3
.

72 %
,

草地灌丛 3
.

94 %
,

湖泊和沼泽 1
.

55 %
,

还有其他土地 5 %左右
。

所以印尼至今仍有 5 8
.

8 % 的森林理盖
。

印尼

1
.

2亿人 口中 65 %集中于爪哇
。

为了从人 口稠

密的爪哇移民至人 口稀少的岛屿印尼政府组

织了移民计划
。

据介绍其目的
: 1

.

扩 大 农

地
; 2

.

增加国民收入
, 3

.

在人 口稀少的地

方建立新的居民点
,

计划从爪哇移 民二万五

千家
。

每家将得到 0
.

2 5一 0
.

50 公顷的宅旁园

地和 2
.

0一 3
.

5公顷的农业用地
。

我们考察的主要是苏门答腊中部的 aJ -

m b i和 B u k i t t i n g g i 两省
。

印尼除加里曼丹外

到处都是火山
,

苏门答腊亦是火山岛
。

主要

土壤为火山灰土和一些氧化土和老成土
。

我

们考察的主要有三个点
。

第一点是机械清理

的现场
。

它们是用具有 20 0马力的拖拉机把树

木推倒
,

然后进行清理
,

把大树堆在一旁
,

其

余即付之一炬
,

接下来用机械进行耕犁
,

一

般耕 20 一30 厘米
,

因为印尼至今粮食仍要进

口
,

所以据介绍新垦地80 %都用来种植早稻
,

产量一般为 2 吨 /公顷
。

据印尼
、

还有尼 日利

亚也一样的试验表明
,

机械耕作效率高
,

但

对土壤带来不 利影响
,

除马上种植外
,

一般

不 用耙地以免进一步压实
。

虽然有些机械对

土壤的影响较小
,

但比较起来还是人工清理

为好
,

不论对土壤的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均

如此
,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也大
。

人工清理而

免耕的
,

人工清理加常规耕作的
,

机械清理

而免耕的和机械清理加常规耕作的其水土流

失量分别为 0
.

4
、

4
.

6
、

1 5
.

4和 1 9
.

6吨 /公顷
·

年
。

对印尼现在大规模开荒移民
,

与会者持

不同看法
,

泰国代表在会上公开提出
,

这样

下去水土流失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

并以 自

己的教训来告诫他们
,

赢得了代表们的热烈

鼓掌
。

第二个点是人工清理
,

实际上是用电

锯把树木伐倒
,

在人工清理后种植经济作物
。

印尼的经济作物很多
,

有胡榔
、

木棉
、

金鸡

纳霜
、

藤等占世界第一
,

热带水果也很多
。

在

我们所见 的地方主要种植橡胶
。

马来西亚橡

胶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一位
,

印尼 占第二位
,

但

由于 印尼劳力便宜
,

所产橡胶成本低
,

所以

马来西亚 的橡胶生产受到 了挑战
。

但当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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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开发后种植经济作物的面积只 占 0 2%
。

第

三个点是开垦以后的利用
。

各国代表对此颇

感兴趣
。

在会上印尼代表展出了这种立体利

用的图片和说明
,

内芦比代表介绍了热带土

地清理后的农艺森林学 ( A g r o f o r e s t r y )
。

他

指出湿 润热带农艺森林学的许多方式
:

如不

同的木本树种混交行植
,

以速生固氮木本多

年生植物改良刀耕火种休闲地的生产力 , 种

植果园和木本粮食的树木园
;
多层作物混种 ;

农地中结合林业 ; 林木间套种农作
,

利用荫

蔽作物以种植经济作物
,

多年生禾本科植物

为水土保持篱 , 防护林和防风障 ; 林下覆盖

和小块林中绿肥 以及农林结合的薪炭林生产

等
。

在考察过程中我们看到胶园和油棕林下

大面积栽植绿肥
,

这样不仅使地面增加了保

护以免水土流失 ; 另方面由于豆科植物的固

氮作用使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

出现了橡胶和

油棕丰产的局面
。

三
、

协作网的研究内容

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
,

在野外考察以后
,

分七个组进行讨论
。

A 组是农业生态和社会

经济调查
; B组是土地清理中土地评价标准

;

C 组是土地清理方法的方针
, D组是清理后

管理方针 ; E 组是退化地和荒地重新建立植

被的方针 ; F组是土地的鉴定
; G组是土地

清理和发展研究的方法论
。

10 个参加协作网

的国家中参加 E 组的最多
。

这一大课题中有
4 个子课题

:

即 1
。

建立荒地特征和分 布 的

资料库 , 2
.

强酸性和铝毒土壤的利用改良
;

3
.

重新利用过程中土壤生物
、

化学
、

物理性

质的变化的定量化 ; 4
.

用 劲
2户er at a

等植物

保持水土
。

其次参加方法论和土地评价标准

的也不少
,

还有参加清理后土地管理的也超

过半数
。

这说明了各国土壤学家普遍重视荒

地和退化土壤的重新利用
。

我作为应邀前往的唯一的中 国 土 壤 学

者
,

在会上介绍了我国的土壤特点和利用现

状
,

表达了我们对协作网的兴趣
。

我国自然

条件复杂
,

土壤资源丰富
,

在利用上有很多

特点
。

我国有 65 %的山地丘陵
,

森林面积只

有 1 2
.

7 %
。

森林面积超过 30 %的只有湖南
、

广

东
、

浙江
、

福建
、

黑龙江和台湾几省
。

不少

省 (区 )森林面积不足 1 %
。

鉴于我国目前粮

食已基本自给
,

而木材每年进 口
,

从环境生

态的角度看
,

我们主要是恢复原有的植被
,

虽

然东北林区也有土地清理方式问题
,

西双版

纳和海南岛还存在刀耕火种
。

在我国热带亚

热带占全 国土地面积的 20 %
,

有着巨大生产

潜力
,

但这一地区有 20 %的土地遭水土流失
,

还有 8 亿亩不同类型荒地
,

加之经济作物的

单产还很低
,

如油茶每亩只 5 一 6 斤
,

油桐

每亩只 10 斤左右
,

柑桔每亩 5 07 斤
。

因此
,

参

加这一热带地区土壤利用的协作网对我们无

疑是有帮助的
。

会上对所设课题的兴趣分四

级
: 1

。

没有兴趣
; 2

.

对交换信息有兴趣
; 3

.

有强烈兴趣
,

不仅交换信息
,

还参加应用研

究 ; 4
.

最大兴趣
,

不仅交换信息
,

参加应用

研究
,

而且还参加战略研究
。

我们以最大兴

趣参加 E 组
,

对其他课题也愿意交换信息
。

这

一计划在国内正式商定后
,

将通知协作网作

为最后意见
。

协作网认可后
,

将会给予必要

的经济支持
。

与会者都认为热带土壤利用的潜力是很

大的
。

植物生态学家指出作为热带代表的植

被类型— 雨林可以分为五层
:

A 层是由大

乔木组成的
,

但数量不多
;

B 层形成密茂的树

冠
; C 层实际是树木的下层

,

通常还渗入 B

层 ; D 层主要是一些小乔木
; E 层是最下层

,

通常是草本植物和实生苗
。

这种多层多种多

功能结构目前已应用到农林业生产上
。

与会

者的介绍对我们有很多启发
。

实际上我国热

带亚热带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

如云南的

拷一樟一茶
,

海南的胶一茶一药等也是多层

次种植的成功经验 ; 还有皖赣的桂花 一 茶
,

湖南把茶叶种在葡萄架下都收到 了 好 的 效

果
。

至于柑桔
、

油茶行间间作绿肥也是到处

可见
。

但是在目前热带
、

亚热带土地利用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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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报导

“

全国土壤化学研讨班
”

在南农大举办

为了提高我国的土壤化学师资队伍和科研人员水平
,

受农牧渔业部委托
,

南京农业大学

于 1 9 8 6年 2 月 24 日—
6 月 22 日举办 了

“

全国土壤化学研讨班
” 。

参加单位共 20 多个
,

学员先

后有百余人
。

学员们相继听取了五位美籍
、

加籍华裔学者— 衰嗣 良教授 ( 佛罗里达大学 )
、

徐拔和教授 (罗格斯大学 )
、

黄磐铭教授 (萨斯喀彻温大学 )
、

程惠贤教授 (华盛顿洲立大学 )和

简森雄博士 (国际肥料发展中心 ) 的讲学
,

并进行了讨论
。

衰教授系统地讲授了土壤化学的基本内容
,

其它四位专家在此墓础上做了深 入讲授
。

徐

教授重点讲授了铁
、

铝氧化物化学
;
黄教授讲述了土壤表面化学

,

矿物一有机质一微生物相

互作用
,

土壤化学研究对环境科学的冲击等
; 程教授选讲了土壤有机质

、

氮
、

磷
、

硫化学
,

用

系统分析原理建立代谢模型等
,
简博士讲授了氮

、

磷肥转化化学及肥效
,

国际肥料研究 的最

新动态等
。

五位专家也对科学研究方法作了论述
。

这五位海外学者蜚声于国际土壤学界
,

在土壤
、

肥料化学方面造诣很深
,

其 渊 博 的 学

识
,

灵活的教学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国内学者很受启发
。

学员们一致 认为
,

这个班办得好
,

收获大
,

并表示决心为发展祖国的上壤肥料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

五位学者的讲授内容在整理之 中
。

( 南京农业大学 刘志民 )

,

产
勺 、 了 、 尹 一 、 目

`
、 , 。 少 、 _

一
, 、 _

尹 、 ,
尹

. 、 . 户

、
电 一 , . 、 -

.’ 、 .
尹

在问题仍然不少
,

只重视单一经营
,

不重视

综合利用 , 只注意经济效益
,

而不重视生态

效益 , 只重视地上部份
,

而忽视地力的培育
,

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地力进一步下降而不能恢

复
,

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密切注意的
。

我们相信参加协作网将会对 我 们有 帮

反过来我国也会对协作网作出 自己的贡助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