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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一
、

访问概况

根据中苏两国科学院 1 98 7年 科 技 交 流

协议
,

我们于同年 12 月 14 到 28 日赴苏联作为

期两周的科学访问
。

先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

勒访问了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

土壤和光

合作用研究所
,

莫斯科大学土壤系和地理系
,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道库恰耶夫土壤研究所

( 1 9 6 2年前属苏联科学院 )
、

肥料和农业土壤

研究所
、

农业物理研究所和农业微生物研究

所等 7 个单位 24 个研究室
,

会见了许多著名

的土壤学家
,

其中有 B
.

A
.

柯达夫
、

A
.

中
.

娃舅尼娜
、

C
.

B
.

佐恩
、

C
.

B
.

尼尔宾和 n

n
.

希晓夫
,

还和因病在家休养的M
.

A
.

格

拉佐夫斯卡娅教授通了 电话
,

互致问候
。

在

访问苏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时还应邀参加了正

在该所举行的关于土壤资源合理利用和评价

学术讨论会
。

土壤和光合作用研究所还为我

们的来访举行专门的报告会
。

访问期间
,

苏

联同行向我们赠送了 70 一 80 年代出版的苏联
:仁壤科学研究报告

、

论文集和专报等著作若

千册
。

总之
,

接待是友好热情的
。

我们参观的儿个研究所虽各自的研究任

务
、

方向和特色 不同
,

但是紧密围绕苏联国

民经济建设 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活动

则是它们的共同点
。

道库恰耶夫土壤研究所学科 分 支齐全
,

研究实力很强
,

归属农科院后研究方向更加

紧密结合农业生产
,

研究课题大都围绕提高

土壤肥力
,

特别是围绕当前集约农业下如何

防止土壤退化
、

提高土壤肥力而进行的
。

据

副所长 T
.

n
.

斯切弗诺维奇介绍
,

即使素以

宏观为主的土壤发生和地理研究室
,

其制图

研究也不像过去仅供区划用
,

而 目前则强调

要能直接指导农业生产
。

全苏列宁农科 院肥料和农 业土 壤 研 究

所
、

农业微生物研究所的大多数研究 课 题
,

都是 以提高土壤肥力和改进施肥效益为中心

的
。

苏科学院土壤和光合作用研究所
、

全苏

列宁农科院农业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多数

也与提高土壤肥力或植物生产力有关
,

但比

较偏重于应用基础研究
。

前一个所的总方向

是调节
“

土壤一植物一大气
”

体系中的能量和

物质交换来控制土壤肥力和植物生产力 ; 后

一个研究所 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决定农作物生

产力的能量和物质交换过程 (包括辐射平衡
、

水热平衡和交换
、

养分元素平衡和气体交换

等 ) 及其控制
。

苏联科学 院地理研究所的土壤地理和景

观地球化学研究室侧重研究土壤发生
、

年龄
、

地理结构以及土被在 自然和人为影响下的演

化
。

二
、

各学科的研究现状

(一 )土壤物理学 主要研究下列 4 方面

问题
:

1
.

全苏不同土带农业物理特性的研究
:

主要根据大量而系统的农业物理 特 性
、

水气热状况及其在不同农业技术和改良措施

影响下的变化规律
,

评价土壤肥力的物理条

件
。

本项工作始于 1 9 6 2年
,

是结合全苏土壤地

理区划而进行的
。

目前已完成了苏联欧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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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亚洲部分的非黑钙土区
、

苏联欧洲部分

和亚洲部分的草原 和干草原区以及苏联南部

亚热带山区土壤的农业物理特性评价
。

根据

农业物理特性 (主要指土壤结构和累结性 )
,

指出了上述土带内存在的主要土壤物理问题

和开垦利用的物理指标以及进一步提高土壤

肥力的物理途径
。

目前已有系列专著出版
。

2
.

土壤机械物理性质及不同耕作 轮 作

方式对土壤物理性质
、

状况和作物产量的影
n向

。

由于采用大型农机具作业
,

苏联土壤的

压板问题非常严重
。

据研究
,

由于土壤压板

可使谷物减产 2 一 4 公担 /公顷 ; 籽 棉 减产

5一 10 公担 /公顷
,

即每年损失 1 2 0 0万 吨 谷

物
, 2 00 万吨籽棉或相 当于损失 20 多亿卢布

。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
,

在黑钙土带和非黑钙土

带进行了长期的定位试验
,

找出了适于少耕

的土壤物理指标和推行少耕的条件
。

认为在

水稳性团聚体较好的黑钙土上
,

由于存在适

宜的土壤累结
、

通气性和透水性
,

采用少耕并

不致减产
,

甚至或略高于常规耕作区
。

但在

生草灰化土区
,

除高度熟化的田块外
,

一般

都不宜少耕
。

苏联不同土带推行少耕的效益

可分成三个带
:

第一个带称为高效益带
。

包括具有良好

水稳性结构的黑钙土和红壤
。

但退化黑钙土

例外
。

第二个带称为低效益带
。

包括具有中度

水稳性结构的灰色森林土
、

暗栗钙土
、

栗钙

土以及一些熟化度较高的土壤
。

该区在降雨

量较少的年份
,

则少耕效果较好
。

第三个带称为无效益带
。

包括一些水稳

性结构差的生草灰化土
、

浅灰色森林土
、

浅栗

钙土
、

棕色土和灰钙土等
。

这些土壤由于固

有的物理性质差
,

必须借助耕作以调节和改

善土壤的物理性质
,

否则农作物产量受影响
。

对于用增施除草剂而推行少
、

免耕问题
,

农业物理所的研究者持反对意见
,

认为这会

增加土壤受污染的危险和增大农本
。

主张通

减过轻农机具或开设固定跑道以解决土壤压

板问题
。

3
.

土壤热性质和状况研究
。

对全苏各种土壤类型的热性质
、

状况
、

土

壤温度的时空分布
、

表土及近地表大气的最

高和最低温度以及土壤热性质和状况对自然

植被和农作物生长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而

系统的研究
。

根据土壤气候的物理参数即土

壤的供热性
、

供水性和严寒性的定量指标对

全苏各土 区进行了水
、

热和霜冻预报
,

深受

重视
。

参加土壤气候研究的不仅有土壤学家
,

还有农业气象学家
、

地理学家和水 文学家
。

研

究者认为
,

土壤气候不仅是揭示土壤形成过

程和土壤肥力的基础
,

而且与国民经济建设
、

特别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

4
.

土壤一植物一大气体系中的 物质和

能量交换
。

此项研究是结合任务进行的
。

在北水南

调课题中的水盐运行
,

生物圈中土壤的功能
,

俄罗斯平原土被的过去
、

现在和将来
,

水库

周围淹水土壤的改良等课题中都对土壤的水

热性质和状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

采用了

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技术
,

出版了生态模型系

列专报
,

如土壤固相的物质交换模型 ( 1 9 8 1 )
、

土壤底土的水盐状况模型 ( 1 9 7 8) 等
。

有关土

壤过程的数学建模 目前在苏联较流行
。

有土

壤结构数量评价和预报模型
、

土壤水分物理

特性模型
、

土壤中水热同时移动时的物质和

能量平衡模型 以及土壤中养分移动过程的物

理数学模型等
。

反映了土壤科学研究的一个

新动向
。

(二 )土壤化学 有 5 个方面的内容
:

1
.

元素循环
,

特别是硫循环
。

制定了三

个土壤标准样品
,

每个样品含 35 个元素
。

标

准样品已被国家确认
。

目前土壤和植株的标

样工作仍在进行中
。

2
.

土壤溶液中离子平衡和土 壤 表面性

质研究
。

主要研究盐渍土中 C a 、

M g
、

K
、

N a
的离子平衡 ; 灰色森林土上部土层内阳

离子的动态平衡
;
北高加索黑钙土 中C a

CI
: -

M g CI
:

一 N a
CI 一水一土体系中离子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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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 ;碱土施用石膏以及石灰对离子交换

作用和离子交换反应速度的影响 ;研究了长

期滞留的放射性核素在各种土壤中的行 为
,

以及在施肥影响下的离子交换过程和磷在生

草灰化土 中的固定等
。

3
.

有机一无机复合体研究
。

主要研究生草灰化土和黑钙土快速熟化

措施对有机矿质复合体的含量和 特
`

性 的 影

响
。

4
.

土壤有机质研究
。

以提出能提供农作物高产稳产的优化腐

殖质的量和质为主要 目的
,

进行 4 个方面的

研究
:

( 1) 不同土壤类型的腐殖质的本性和含

量 ;

( 2) 苏联主要土壤气候带已垦土和自然

中有机质的分解和积累特性 ;

( 3) 腐殖物质和土壤矿物部分的联结机

制 ;

( 4) 不同土壤中腐殖质的本性及组成的

研究方法
。

当前的研究重点是
,

在农业利用和快速

熟化的条件下土壤腐殖质的平 衡 和转 化问

题
。

5
.

土壤污染
。

以土壤和植被的工业污染防治为主要研

究内容
,

研究了重金属 的本底和容量 (金属

元素包括锰
、

铬
、

铅
、

铜
、

锌
、

镍
、

福
,

以及氟

和砷等 )
;重金属的形态

、

转化和迁移 ; 污染

物沿污染源 的分布规律
,

编制了土壤和植被

污染水平图
。

提出了污染物质对土壤肥力和

农作物品质的不良影响及其预 防 途径 和方

法
。

农药 污染和污染预报
,

农药在土壤中的

动态变化
,

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
。

由

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是学数学
、

物

理或力学的
,

数理基础和计算机技术 (软件 )

都比较好
,

对数学建模
、

参数确定以及编制

计算机程序都很熟悉
。

(三 )土壤生物 研究工作可分 5 个方面

1
。

区系
。

( 1) 以鉴定土壤肥力为目的
,

研究各土

壤的动物 (无脊椎动物 )区系 ;

( 2) 苏联欧洲部分土壤中的真菌 ;

( 3) 土壤中固氮细菌的生态地理分布 ;

( 4) 某些腐殖质泥炭土中的真菌和氮素

状况 ;

2
。

转化
。

着重研究土壤腐殖质的合成
、

分解和硝

化过程中的微生物学过程
,

作为合理调节土

壤中 C : N 的科学依据 ; 进行了参与土壤N
、

P 循环的土壤酶的研究 ; 有关氮素转化的微

生物学过程的研究 ; 还广泛研究了土壤真菌

在植物磷素营养中的作用
。

目前已研制出能

促使磷素转化的生物方法 ; 分离和纯化了能

使难溶性磷转化为可溶态或易溶态的菌株以

及能分解有机磷的菌株
。

3
.

有害微生物的生理生态研究
。

主要针对有些地区因连作而 引起的作物

产量逐年下降的问题
,

研究了连作条件下根

际有毒 (有害 )微生物的生理生态
。

4
.

农药的微生物降解
。

研究了土壤真菌对农药污染的反应及其

基本规律
,

研究了微生物降解或加速减毒的

途径和方法
。

5
.

微生物菌剂的研制和推广
。

主要是根瘤菌剂
,

但效果不一
。

( 四 )土壤植物营养化学 目前的研究工

作大致有如下几个内容
:

1
.

资料总结
。

由于近半个世纪 以来在氮
、

磷
、

钾
、

微肥以及部分放射性元素的 自然本

底方面 已进行了大量基础理论和推广应用工

作
,

所以目前农化工作的很重要工作之一是

对过去的研究资料进行系统总结
,

出版了名

为
“

苏联土壤的农业化学特性
”

的专著
。

编制

了土壤农业化学图
,

作为土壤区 划 和合 理

分配肥料的依据
。

近年还出版了
“

集约化学化

条件下提高土壤肥力和农业生产力
”

( 1 9 8 3)

和
“

土壤养分参数的理论基础和测定方法手

册
”

( 19 8 0 )
,

并编制了
“

长期试验中土壤肥

力
、

养分循环和平衡的研究法指南
”

等
。

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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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2 0 0 0了年时苏联农业生产对矿质肥料需求的

预报
。

80 年代初期
,

根据全 国肥料地理试验

网的资料确定了各种土壤上的有 效 施 肥 条

件
、

养分的优化配比以及施肥时期和施用方

法等
。

在全国 22 个土带推行了
“

推荐施肥及

其科学基础
” ,

使施肥效益提高了 ]
_

5一 20 %
。

2
.

土壤
、

植株养分诊断及推荐施肥
。

3
.

基础研究
。

包括以下内容
:

( ]
.

) 研究农田中养分循环和平衡
,

并建

立了合作研究网 ;

( 2 ) 月巴料残留物在土壤中的命运 ( N ` ” ,

5 3 2 、 “ “
) ;

( 3) 施肥效果与土壤矿物组成的关系 ;

( 4) 黑钙土的酸化原因及其对策
。

目前

有些黑钙土的 pH 值已下降到 5 ,

这一现 象

是否与长期种植甜菜而从土壤中摄 去 大 量

C
a 十 十

有关
,

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

( 5) 土壤肥力的建模
。

在泛滥地土壤上

的长期试验已达 15 年
,

在黑钙土上 已有 20 年

的观测结果
。

包括连作
、

轮作以及少耕条件

下的长期施肥参数
。

此项工作难度较大
,

目

前仍在进行中
。

全苏列宁农科院肥料和农业

土壤研究所则侧重于以下研究
:

( 1) 不同土

壤气候带在集约和专营农业条件下各轮作制

中最有效的施肥体系及其科学依根
;

( 2) 为

适应农业经济的需要
,

寻求养分利用率高而

损失低的矿质肥料新品种 ; ( 3) 研究矿质养

分对左右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植物生理过程

的影响
。

( 五 )土壤发生
、

分类
、

制图与资源环境

除进行传统土壤发生
、

分类和制图的研究

工作外
,

已开始重视将土壤发生研究与地球

化学或元素物质循环的研究相结合
。

1
.

土壤发生研究
。

目前主要从三个方面

开展工作
:

( 1) 对土壤现行阶段的发生及成土过程

的研究
:
对苏联东部土壤的发生特性有了进

一步认识
,

认为东部地 区分布的棕色泰加林

土
、

铁质冻结泰加林土
、

赫色火山灰土及粉

砂质碳酸盐黑钙土等的发生特点与苏联欧洲

部分土壤有明显不同
。

对热带
、

亚热带土壤

发生特性的研究
: 主要在越南

、

柬埔寨
、

非

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
。

对长期有争论的灰化

过程
、

潜育化过程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

进 展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
。

( 2) 对古土壤和土壤演化的研究
:

为预

测未来
,

加弧了刘
`

土壤演化的研究
,

目前古

土壤研究 已成为土壤发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面
。

( 3) 对人为影响下土壤发生特性变化的

研究
:
针对黑钙土在集约农业影响下土壤变

板结和肥力下降的事实
,

提出了通过人为影

响改变土壤现今的发展方向问题
。

这是土壤

发生研究中的一个新 内容
。

2
.

土壤分类
。

苏联土壤分类仍采用五级

分类单元 (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
、

变种 )
。

各

单元划分依据仅土属有所 改变
,

从过去按母

质类型划分改变为按吸收性复合 体 特 性 划

分
。

耕作土壤的分类则根据开垦年限
、

耕作

改良等农业措施对土壤发生的影响程度
,

将

耕作土壤划成亚类
、

甚至土类
。

目前正在拟

订 《土壤基础分类的基本原则和要素 》 ,
并进

行苏联及世界土壤发生分类高级分类单元的

研究
。

关于土壤分类 C
.

B
.

佐恩认为
,

土壤分

类不是土壤归类排序
,

F A O 的土壤图图例

也不是土壤分类
。

土壤分类必须建立在搞清

成土过程和土壤特性的基础之上
。

各国土壤

分类应能反映本国的土壤特点
。

他认为
,

美

国土壤分类不适用于苏联
,

对它
“

应该了解
,

但不能使用
” 。

据悉
,

土壤分类国际会议将于 1 9 8 8年 9

月在苏联阿拉木图举行
。

苏联土壤学会副主

席 B
.

F
.

罗赞诺夫负责这次会 议 的筹备工

作
。

3
.

土壤制图
。

1 : 1 00 万分幅全苏土壤图 (近 2 00 幅 )
,

预

计 1 9 9 0年可全部完成
。

1 9 8 3年 已出版了世界

土壤图 ( 1 : 1 5。。万
,

M
.

A
.

格拉佐夫斯卡娅

和 B
,

M
.

弗利德兰德编 )
,

该图以土被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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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1 9 8 8年将出版俄罗斯联邦土壤图 (1
.

: 25 0

万 )
。

1 9 9 0年将出版苏联全国土壤图 (1 5 : 2 0

万 )
,

应用卫片制图
,

以土被结构上图
。

至于大中比例尺制图
,

已完成 1 :1 万和

1 :5 万莫斯科省土壤图
。

均使用航卫片
。

编写

了
“

全苏土地利用及土壤图编制工 作 细则
”

( 1 9 6 3 ,
1 9 7 3 )

, “

各行政区土 壤 编 制细 则
”

( 1 9 7 3) 以及
“

关于土壤详图的编制和利用方

法的建议
”
( 1 9 7 7 )

。

为加强航卫片在土壤 制 图 中 的 应 用
,

1 9 8 1年道库恰耶夫土壤所设置 了土壤航卫片

图实验室
,

其任务一是完善目测仪器的判读

方法
,

二 是应用光 学电子图象分析仪进行判

读
,

以消除目测判读的主观性
。

4
.

土壤资源和环境
。

从事土壤在自然和人为措施影响下的可

变性的研究
。

目前正在苏欧洲部分进行调研
。

考察除采用航
、

卫片资料和实地勘查外
,

还

借助直升飞机从离地面 50 一 5 00 米上 空 对地

面土壤进行调查或落地补点
,

并将所得资料

与 50 一 60 年前的资料相比较
。

结果表明
,

现

今一些地区由于推行集约化生产而导致土壤

逐渐退化
、

侵蚀面积逐渐扩大的严重后果
。

另一项重要研究是关于 《自然环境保护

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 ,

系苏美合作项 目
。

主

要任务是研究 自然条件和人为影响下对土壤

性质和过程 的影响
,

设有定位试验基地
。

此外
,

还开展了地区性资源评价和俄罗

斯平原土被历史演变的研究
。

( 六 )土壤侵蚀

在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分别在库尔斯克

省试验站和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建站进行水蚀

和风蚀研究
。

出版了 《防蚀 措施规划指 南 》

( 19 70 )
; 《土壤风蚀和水蚀 的 田 间 防治法》

( 19 70 )
;
编制了苏联土壤侵蚀图

。

目前主要从事土壤侵蚀及侵蚀土壤肥力

恢复的理论基础及侵蚀过程发展的地带性和

区域规律的研究
,

为分带分 区进行水土保持

提供理论依据和为完善水蚀
、

风蚀土壤的诊

断与分类服务
。

此外
,

还建立了风蚀模拟的空

气动力学实验室
。

在草原地带还研究了喷灌

引起的土壤水蚀和湿润地区融雪后造成的水

蚀
,

以及水蚀机制和影响因素等
。

三
、

访问印象

主要有三点
:

( 一 )重视基础研究 密切联系实际 我

们所访问的研究所都强调土壤科学研究既要

重视基础研究又要密切联系实际问题
。

关于

这一点
,

我们从几个研究所的
“

总方向
”

里也

能感受得到
。

隶属苏联科学院的土壤和光合

作用研究所的总方向明确规定了该所的基本

任务是
: “

根据调节土壤一植物一大气系统中

能量和物质交换
,

以控制土 壤 肥 力 和生产

力
” ;
隶属农业科学院 的 农业物理研究所在

“

总方向
”

中将
“

研究土壤肥力和植物生产的

土壤一植物一近地表大气系统中的物理过程

作为该所的主要方向 ; 而肥料和农业土壤研

究所则将其总方向规定为
“

研究矿质养分条

件对作物产量及品质影响的植 物生理基 础

(过程 )
” 。

苏联黑钙土退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黑

钙土腐殖质层的厚度和腐殖质 含 量 一 向较

高
,

并具有良好的团粒结构
,

但随着集约农

业的推行
,

腐殖质层的厚度和含量急剧降低
,

土壤结构变劣
,

以致难 以承受目前高负荷的

集约农业
。

今后将如何 ? 是全苏土壤科学工

作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

在非黑钙土地区
,

如

何克服土壤瘩薄以及北部低温
、

渍水
、

南部

干旱和盐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

苏土壤科学

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土壤水
、

热和元素平衡和

循环的大量基础研究
,

进行土壤改良或培肥

措施
。

土壤和光合作用所的研究者们在研究

局部地区的土壤改良时都密切联系近代成土

过程中的物质运动和循环
,

并详细地研究了

不同灌溉方式对土壤粘粒 中 矿 物 组成的影

响
。

(二 )重视学科交叉 强调综合研究 鉴

于历史原因
,

苏联土壤科学有较好的基础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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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分支都能围绕某个中心问题进行协同

研究
。

道库恰耶夫土壤所在接受关于
“

全苏土

壤地理 区划
”

研究任务后
,

组织各学科人员进

行了大量区域性的调查和实地研究
,

较好地

完成了任务
,

目前已出版了不少专著
。

苏科科学院土壤和光合作用所大多数研

究课题都是围绕土壤圈中的能量和物质交换

这一中心进行的
。

不仅注意土壤的性质
,

而

且更重视土壤的状况或过程 的研究
。

在农业物理所
,

不论是田间试验
、

还是

实验室分析测定
,

以至数学建模
,

都围绕研

究
“

土壤一植物一大气体系
”

中的物理过程而

进行的
。

其最终 目的就是为建立一个良性的

农业 生态系统服务
。

( 三 )重视系统研究 强调 田间试验 我

们参观的几个研究所都有自己固定或半固定

的田间验试点
、

站
,

进行系统的科学资料积

累
。

道库恰耶夫土壤所在各个土壤气候带都

设有野外固定点
、

站
。

该所目前有 6 00 个 职

工
,

其中约有一半在点
、

站工作
。

农科院农

业物理所有一个占地 60 0多公顷 ( 9 0 0 0亩 ) 可

供试验用地的定位试验站
,

在黑土带也有半

定位试验点
。

全苏农科院肥料和农业土壤所

在野外设有科研生产联合基地
,

获得较好的

经济效益
。

在第 9 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年净

收入 1 5 0 0万卢布产值
,

而在第 10 个五年计划

期间平均年净收入 2 7 0 0万卢布
。

该所有 25 个

点站
,

还参与全国肥料地理试验网
。

点站的

长期试验
,

为积累大量的具有系统性的科研

资料作 出了贡献
,

为出版系列专著提供了条

件
。

目前许多单位都已建立了土壤性质和状

况的数据库和开展土壤过程及土壤肥力的建

模研究
,

而有关点站则为建模工作提供了大

量来 自田间的土壤性质和状况的参数
。

还有不少单位拥有设计能力
,

能按科研

需要设计专门的仪器设备
。

如在 n y以 H H 。
生

物研究中心专门设立生物仪器制造 设 计局
。

农业物理 所设有专门设计仪器和装置的设计

局
,

有力地促进了科学试验
。

但是
,

从苏联土壤研究单位的总体上着
,

仪器陈旧
,

房屋拥挤
,

老单位 的人员老化等

问题仍较突出
。

.

四
、

几点建议

(一 )加强与苏联土壤学界的联系 由于

苏联疆域辽阔
,

土壤类型众多
,

加之曾出现过

一批以道库恰耶夫为代表的著名土 壤 学家
,

是国际土壤学界具有实力 的国家之一
。

有人

认为
,

土壤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
、

苏联和美

国
,

这是很有道理的
。

加强与苏联土壤学界

的联系
,

不仅对发展我 国土壤学有利
,

而且

对解决我国某些国民经济建设 中的重大土壤

问题也有很多借鉴之处
。

广大苏联土壤学者对中国也很友好
,

表

示欢迎中国派员去短期学习或工作
,

时间长

些 ( 2 一 3 年 )则更好
。

我们希望以这次访问

为开端
,

今后可通过参加国际性会议或定期

举行双边专业学术会议形式
,

以加强两国间

土壤学界的人员交往和学术交流
。

(二 )重视俄语学习 有计划地挑选一些

青年科技人员或研究生学习俄语
,

以适应进

一步开展交往活动的需要
。

,
,

” 尹 、 。 口? 一 ,
听

, 、 p

尹
、 。 呀沪 、 。沪 一、 尹 、 了 、 砂 、 产 、 了 、 . 砂 写 .

砂一
。
沪

一 、 . 口

一”
护
一勺广

一

,
甲
一` 诊 一 、

勺
, 勺` ,口 一

、
口护 , 。

尹
一 ,七 〕 护 一 、 。

尹
, ,

r
、 ,
了

、 . 。 口 、 . 。 户 一 、

( 上接第1 4 6页 )

(二 )施用氯化钾虽能暂时提高土壤中lC
一的含量

,

但降雨将会使大部分 lC
一
淋失

。

因此
,

氯
` 化御作基肥施用

,

不致引起 cl 对西瓜的危害
。

( 三 )在西瓜栽培面积大
,

农家肥不足的情况下
,

氯化钾作基肥或苗期追肥用是可以考虑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