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考察才良告

意 大 利 土 壤研 究 工 作 近 况

丁 昌 璞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 研究所 )

1 9 8 5一 1 9 8 6年间
,

根据中国科学院与意

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科学交流协议
,

我再

次与该委员会所属土坡化学研究所和 U id en

大学进行合作研究
,

并有机会参观 了有关研

究所和大学
,

与上次访问比较
,

对他们近年

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印象
。

一
、

土峨有机质的研究

在意大利由于连年过度种植和大量施用

化学肥料
,

土坡有机质含量及其品质都 日趋

下降
,

因此
,

有机质研究受到重视是理所当然

的
,

大量的室内工作仍偏重在腐殖物质的性

质研究
,

用不同型号的超滤膜 ( D i a fl 。 一m e -

m b r a n e
)

,

交联葡聚糖 ( S
e p h a d e x )凝胶或生物

凝胶 ( B io 一 ge l) 对主要类型土壤中腐殖 物 质

进行了分级
,

在这个基础上再作元素分析
,

或

用等电聚焦
、

孔隙梯度电泳和孔 隙
一
梯 度二

维电泳测定各级分 的等电性质
,

根据聚集带

的强度和分布表征腐殖化的差异
,

用以说明

土坡肥力状况
、

物质转化
、

络合和淋溶作用
。

为了筛选一种可对腐殖物质品质作出较为实

际评价的方法
,

对不同方法研究的结果进行

比较分析
,

认为建立可靠的方法是研究腐殖

物质的基础
。

例如帕多瓦 ( P ad vo a) 大学农业

化学研究所用不同提取剂提取土壤中的类腐

殖物质
,

并测定了脂肪
、

水溶性多酪
、

纤维

素物质和含氮化合物
,

结合凝胶过滤
,

寻求表

征物质分解程度的指标
。

热解
一
气相色谱 ( P

Y 一G C ) 或热解
一
气相色谱

一
质谱 ( P Y 一 G C一 M

S )是近年来用于土壤腐殖物质研究的有效手

段
,

该法的优点是
,

对样品不作预处理 (提

取
、

纯化或分离 )
,

直接根据不同来源 的 裂

解碎片的保持时间和峰面积百分数进行定性

和定量
,

使结果较为真实
,

测定快速
。

此法

在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研究中
,

也获得较满意

的结果
。

还应提到
,

在研究腐殖物质的同时
,

不少研究者对土壤酶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

土壤有机质的研究课题一般都列入基础

较好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计划
,

为了避免

工作的重复
,

在共同的计划下作了分工
,

例

如 U id n e大学着重腐殖化过程
,

土壤化 学研

究所则着重性质
,

这种分工主要决定于各单

位的工作条件和研究力量
,

这样
,

可 以扬长

避短
,

发挥优势
,

但分工并不等于分家
,

单位

之间往来交流是经常的
。

另外
,

对这项研究

的连续性也给予了注意
,

例如
,

关于腐殖质

的品质及其评价问题
,
U id ne 大学与土坡化

学研究所合作
,

在典型地区布置了长期的田

间试验
,

并开展相应的室内工作
。

二
、

土壤氮素的研究

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氮素平衡及其 循 环
,

许多试验应用了
’ 6
N

。

研究和总结不同生态

系统中氮素的收支帐
,

目的在于了解氮素的

去向
,

寻求保持某些地区土壤中氮素平衡的

措施
。

例如研究发现
,

苹果树吸收的氮素仅

为施入总量 (尿素 )的 10 %
,

约 25 %参与土壤

有机质的合成
,

余则淋失或挥发
,

针对苹果

树对肥料利用率低的问题
,

需要进一步研究

提高肥料利用率的途径
。

通过典型地区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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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间试验
,

对尿素一 N在草一豆植物群落

中的转化
、

吸收
、

微生物固定
,

移动和损失

进行了 比较
,

试图全面了解肥料氮在土壤一

植物体系中的动态变化和豆科植物固氮与非

豆科植物的关系
。

结合除草剂阿特拉净 ( A t -

ar z in 。 )的使用
,

研究了阿特拉净的 不同用量

与土壤氮素平衡的关系及其对尿酶活性
、

氮

的形态
、

转化和损失的影响
。

研究并建立氮

素平衡的模式也是这方面研究的追求目标
。

三
、

环境的研究

整个研究的重点
,

放在污染源的控制和

自然体 (土
、

水 )的净化能力
。

研究重金属在

不同类型土壤中的变化规律及其与植物生长

的关系 , 除草剂 (或农药 )在土壤中的残留及

其与土壤的相互作用
,

生物防治的研究也受

到重视
。

大量污水和污泥的处理和利用仍是

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

对不同来源的污水和

污泥进行生物试验
、

化学分析并制成肥料加

以利用
,

还研究直接施用对土壤理化性质的

影响
,

例如有人研究施用污泥后土壤孔隙度

和大小孔隙分布的微形态特征
,

施用污泥的

土镶中亚硝酸菌的群落
、

尿酶
、

磷酸酶的活

性和 N H `
一 N的转化

。

在工业密集地区
,

大气

降落物 (雨水和尘土 )的污染也是一个严重的

间题
,

特别是某些重金属或其它污染物进入

土壤所引起的污染
、

一些地区土壤中铅含量

可达数百 p p m之多
,

引起了有关研究部门的

注意
。

在环境研究 日益重视的情况下
,

土壤学

的某些领域也结合了环境研究的内容
,

例如

在土城有机质的研究中包括了污泥和城市废

物的处理和利用
,

在氮素循环研究中也列入

N O
3 一
对环境污染及其控制的课题

。

四
、

土城应用基础的研究

由单一种植和大量施用矿质肥料所引起

的异常的土坡物理问题以及为节能而提出的

免耕措施
,

受到了有关研究者的关注
。

这方

面的资科积累和基础研究主要由土壤化学研

究所承担
,

该所应用偏光显微镜
,

电
一
光图像

分析仪
,

扫描电镜
一
能散 X射线分析仪测定了

不同耕作管理下的土壤孔隙度
、

孔隙大小
、

形

状和分布
,

也观察了微团聚体内部孔隙
,

并

计算了表面积
,

近年来
,

他们的部分工作转

向稻田土壤
,

作了植稻期间耕层和犁底层的

孔隙状况的薄片观察
,

研究了有机
一
铁化合物

的特征
、

铁
一
锰结核

、

铁
一
锰扩散和根系周围

的铁环
。

该所的物理化学工作主要从动力学

的角度研究了土壤顺粒表面质子化和 O H
一
与

土壤表面的相互作用
,

比速与电解质浓度
、

电

双层构造和土壤表面电荷分布的关系
,

证明

反应过程的起始阶段是很快的
,

接着便是为

扩散机理所控制的慢速步骤
,

可用一级动力

学进行描述
。

联系土壤表面性质的特点
,

对

重金属铜福的吸附动力学也进行了研究
。

配合栽培学
,

许多植物营养的工作主要

是结合果树葡萄进行 的
,

P ad
o
va 大学农业

化学研究所用
. ” R b和

“ ”
5 0 二

一
研究 了葡 萄 根

对 K
`

和 5 0 二
一
的吸收过程

,

表明 根的自由空

间束缚点
,

载体和酶的代谢活性与养分吸收

的连续步骤有密切的关系 , 其它如铁的生物

化学还原过程与失绿症 , 离子吸收的生物化

学基础
;
腐殖物质对植物吸收养分离子的影

响等
。

五
、

重视实际
,

扩展交往

对于联系实际
,

即使在偏重基础研究的国家

研究委员会的土坡化学研究所 的工作中也有

充分反映
,

例如机耕引起的土壤物理性质的

变化
;
盐渍土壤的异常物理问题及其与作物

生长的关系 ; 汽油嫩烧过程中的污染物及其

处理
;
烧茬对土壤养分和土壤结构的影响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来源于实际的研究课题
,

并不偏废理论的深入
,

例如探讨盐渍土壤的

异常物理问题时
,

就应用了胶体扩散层的理

论和化学动力学的观点
,

葡萄失绿症的研究

由缺铁的田间试验而深入到细胞膜还原 F e . `

的机理
。

研究所和大学一般都怀有就共同感兴趣

的领域进行国际合作
、

扩展交往的愿望
,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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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讯

全国中子测水技术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1 9 8 7年 6 月 2 5至 2 5日由中国核学会
、

中

国原子能农学会
、

江苏省核学会和江苏省原

子能农学会在南京联合召开了以农 口系统为

主的全国中子测水技术学术讨论会
。

来自全

国十五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 30 个单位的 44 位代

表出席了会议
。

收到 39 篇论文
。

会议交流了插入型
、

表面型 中子水分仪

和中子伽妈水分密度联用计研制
、

应用技术

及国外的新进展 , 讨论了仪器 的标定
、

测量

深度的确定
、

导管的埋设等方面的技术问题
。

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国中子测水技术研究和推

广应用在农业
、

水利
、

水文地质
、

冻土
、

交

通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

特别在农业的科学

用水
、

合理布置水利设施
、

研究作物水分动

态规律
、

制订灌溉计划
、

提高产量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

会议代表一致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建立专

业组
,

负责协调有关各方的技术交流
,
建立

标准的测试
、

检验和使用方法 ; 研究非均介

质中标定应用技术 , 改进国产仪器性能
、

生

产微机型仪器和中子测水技术的推广应用工

作
。

(罗克勇 )

声 , , 、 J . ` 产 , 、 _ 了 ,

攘化学研究所就有机质研究与西班牙 S ar ir a

化学研究所和法国 P e r p馆na
n
大学保持着三

边关系
,

在其它研究方面也与国际水稻研究

所
、

美
、

英
、

西德
、

澳
、

瑞典
、

比等十余个

国家和单位密切合作
。

另外
,

意大利充分利

用了欧洲共同体为欧洲国家创造的相互交往

的方便
,

请进来
、

派出去
,

手续简便
、

交流

频繁
,

研究信息传播及时
。

有的研究课题是

由欧洲共同体组织的
,

由其提供资助并协调

参加国的关系
,

例如关于环境保护研究
,

欧

洲共同体组织了国之间的多边和多层次的协

作网
,

意大利争取从中受益
。

与此同时
,

他

们也十分注意举办国际会议
,

例如 1 9 8 5年 9

月第七届国际生物地球化学讨论会在罗马召

开
,

邀请了各洲代表一百多人参加
,

我国作

为远东的唯一代表
,

会议主席特函邀请
。

这

样作的目的在于
,

促进相互了解
,

建立联系
,

并扩大会议东道国自身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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