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繁荣我国土壤科学事业而继续努力
为庆祝建国4 0周年而作

赵 其 国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 所 )

摘 要

本文 全面介绍 了建国 以来南 京土 壤研究所在 科学研究上所取得 的主要成 果
,

在建 所工作上 的主要经验 及今

后 努力的方向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自1 9 5 3年成立 以来
,

已经有 36 年了
,

几乎是共和国的同龄者
。

值此庆祝建国 40 周年之际
,

回顾并总结我所的发展历程
,

对今后的工作不无益处
。

一
、

累累硕果

共和 国成立之初
,

我国的土壤科学事业不仅人员少
,

经费不足
,

而且学科分支也少
。

中

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正是在国家急切需要土壤科技力量的时刻
,

在原 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

究室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
。

40 年来
,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

我所由 52 人发展到现在

的近 5 00 人 ; 学科分支由原来的 4 个组
,

发展到 12 个研究室 ; 1 个开放研究实验室和 3 个生态

实验站
。

40 年来
,

全所同志紧密围绕国家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

跋山涉水
、

风餐露宿
、

竞竞业

业
、

废寝忘食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土壤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截至 1 9 8 8年

底
,

全所共取得科技成果 37 1项
,

其中重要成果 1“ 项
,

获奖成果 1 36 项 ; 出版专著近 40 部
。

土壤科学有其显著的应用性
。

建所伊始
,

便在马溶之
、

熊毅
、

李庆逛等老一辈土壤学家

的带领下
,

急国家之所急
,

主动投身于国民经济建设中去
,

承担了以下各项研究任务
。

在摸清我国资源和国土整治方面
,

我所先后参加了东北粮棉增产土壤调查 ; 华南
、

滇南

橡胶宜林地调查 ; 黄河中
、

下游及长江流域水土保持和土壤资源调查
;
甘

、

新
、

青
、

藏综合

考察
,

西部和东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 ; 黑龙江及内蒙东北部荒地资源考察
;
珠峰地区

、

横

断山区及西沙群岛科学考察 ; 南方红黄壤利用改良调查及全国第一
、

二次土壤普查等项任务
。

有关人员 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
,

完成 了上述地区的调查任务并提出相应的
森

和各类图件
,

为我国农业增产
、

发展橡胶
、

水土保持
、

流域规划
、

区域治理及荒地开垦等建

设事业提供了土壤方面的科学依据
。

在改土培肥
、

合理施肥方面
,

针对我国黄淮海平原
、

南方丘陵和长江
、

珠江三角洲三大

主要产粮区的巨大生产潜力和存在问题
,

对盐渍土
、

红壤和水稻土长期进行了试验研究
。

在

黄淮海平原
,

开展了早涝盐碱综合治理研究
,

首先提出了井灌井排治理盐碱土的措施 ; 探讨

了种稻改良盐渍土的机理和熟化土层对控制返盐的作用等
。

在积累大量科学资料的基础上
,

提

出了开发治理黄淮海的措施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

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 ; 一批在

黄淮海平原上奋斗了几十年的同志
,

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

我国南方丘陵区分布着大面积的红壤
,

这里气候温暖
,

雨量充沛
,

生物物质循环旺盛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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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
“

宝地
” 。

我所长期从事了红壤改良和综合开发利用研究
,

也

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

为国家全面开发治理该地区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

其中
,

李庆建教授担

任主要负责人之一的
、

呈我所投入很大力量的
“

橡胶树在北纬 1 8一 2 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
”

获得国

家一级发明奖 ; 在红壤地区开展的磷
、

钾肥料长期试验所取得的明显效果
,

推动了我 国磷肥

( 60 年代 )和钾肥 ( 70 年代 )的发展和应用 ; 而碳按粒肥的研制成功又为我 国使用长效化肥和减

少肥料损失开辟了新的途径
。

水稻土研究开始于 50 年代
。

在改 良低产水稻 田
、

培育高产水稻土
、

水稻土肥力特性
、

水

浆管理及合理施肥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
,

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

近年来
,

进一步研究

了高产水稻土的物理障碍因素及其调节
,

高产条件下化肥的合理施用
,

土壤有机质的分解
、

积

累和有机肥源的合理使用等
,

在
“

六五
”

攻关中
,

取得了重要进展
,

获得中国科学院的嘉奖
。

目前
,

针对太湖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
,

进一步开展了太湖高产地区城郊型生态农业的建设等

科研工作
、

根据多年调查研究和长期定位试验
,

初步摸清了我国几乎所有耕作土壤都缺氮
,

大约三

分之二的耕地缺磷
,

三分之一的耕地缺钾
。

提出了橡胶宜林地直接施用磷矿粉
、

农业生产中
“

以磷增氮
” 、

微量元素肥料的应用等重要研究成果
,

为发展化肥工业
,

推动农业生产和改良

土壤等做了大量科学研究
,

并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

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

保护生态环境
、

防止
“

三废
”

污染等工作 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

视
。

我所自70 年代开始
,

进行了工业
“
三废

”

对土壤污染的调查
,

研究了农田灌溉水质及农药

安全施用标准
,

开展了地方病因的调查和研究
,

利用土壤微生物降解有机农药的研究
,

酸雨

对土壤环境的影响预测及土壤中金属管道腐蚀与保护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和进展
。

80 年

代开始的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等研究项目
,

则是我所直接参予国家重大

工程论证的课题之一
,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举足轻重的建议
。

土壤科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
,

在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同时
,

自身也得到了发展
。

40 年 来
,

土壤学的研究除不断向纵深发展外
,

而且还与其他科学相结合
,

产生了不少边缘学科
,

在深

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新的进展
。

长期以来
,

我所在土壤的发生
、

分类及分布规律
,

土壤有机质

品猛
划
土壤微生物特性

,

有机无机复合胶体的肥力特征
,

土壤粘土矿物及胶体特性
,

离子

专性吸附
,

土壤氧化铁的表面性质
,

土壤氧化还原过程
、

酸度本质和土壤电荷性质
,

土壤水

分特性和土壤结构形成机理
,

土壤水盐运动规律
,

土壤养分应供过程及其调节
,

土壤系统中

物质循环与平衡
,

土壤地球化学特征以及土壤植物根际营养机理等方面
,

积累了大量的科学

资料
,

阐明了我 国主要土壤的土壤地球化学
、

生物化学
、

物理化学
、
电化学

、

农业化学
、

环

巍
学

、

土壤物理学等性质
,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土壤形成
、

分类
、

肥力演变及改良利用提供

科学依据
。

与此同时
,

随着近代数学
、

物理学等科学的发展
,

土壤测试手段和土壤信息系统

研笼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遥感技术的应用对土壤调查手段的革新提供了条件 , 电子计算机

的应用
,

为土壤数据的综合处理和建立各种人工优化模式改良土壤成为可能 ; 各种先进的仪

器
、

设备的应用为长期地系统地研究土壤基本性质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

40 年来
,

我所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土壤科学工作者
。

现在全所有高级研究技术人员 140

余名
,

中级研究技术人员 1 7碗余名
。

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

不仅受到国内土壤学界的尊重
,

而

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例如
,

我所土壤学家在水稻土
、
红壤

、

山地土壤 研 究 方

箭胜
表面化学

、

微量元素
、

土壤一植物营养
、

土壤系统分类研究方面
,

在土壤培肥
、

低产

田改良及 区域综合治理方面
,

均已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地位
。

我所有 3 位同志被选为第 13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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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土壤学会的有关委员会 (组 )的负责人 , 有 3 位同志被选为国际化肥中心的理事
,

还有一

些同志由于在科研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被列入世界名人录
。

80 年代以来
,

我所还主持 (或组织 )

召开了 3 次大型国际土壤学术会议
,

为提高我国土壤学界在国际土壤学界的地位 作 出 了 贡

奔 献
。

二
、

几点经验

40 年来
,

土壤所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
。

归纳起来
,

主要有三条经验可供今后借鉴
。

( 一 )以国民经济建设的秀要为中心
,

发展土玻科学

不论是在建国初期
,

还是在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今天
,

我所每一次大发展以及每一项重大

成果的取得
,

都是与积极投入国民经济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 的
。

例如
,

承担橡胶宜林地的选

择的任务
,

促进了我所对热带
、

亚热带地区土壤的研究 ; 承担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的任 务
,

推动了水盐运动规律的研究 , 承担低产土壤改良和高产土壤培育的任务
,

带动了对水稻土发

生
、

形成及其基本性质的研究 , 目前
,

我所承担的
。

菜篮子
·

工程
,

又使我所科技人员进沂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

使土壤学为城市居民生活作出贡献
。

总之
,

一大批应用研究成果
,

正是

从生产实践中提出来
,

又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予以解决的
。

它既为国民经济建设在一个侧面

上提供了科学依据
,

又为土壤学的应用和发展增添了资料和理论
。

那种认为解决生产中的问

题
,

只能是完成任务而不能发展学科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

少 (二 )按科学研究自身发展的规律
,

发展土壤科学

实践证明
,

按照土壤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

从学科发展需要出发
,

提出研究课题
,

并进

行长期地深入地研究是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

例如
,

微量元素对植物生长的作 用 和 在

土壤中的分布规律的研究
,

导致了微量元素肥料工业的发展 ; 在红壤地区长期进行的磷
、

钾

肥试验
,

促进了磷
、

钾肥的广泛使用 , 经过有关专家几十年的潜心研究
,

土壤电化学不仅在

理论上有所建树
,

而且在生产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

现在
,

全所既有宏观综合的学科分支
,

又

有微观领域的研究手段 , 既能解决诸如三峡工程对区域土壤影响等这样的重大问题
,

又能回

答土壤胶体表面离子专性吸附等超微观领域里的问题
。

(三 )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人才问题
,

是科学事业兴 旺发达
、

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

我所在老一辈土壤学家的关注

下
,

一向注意人才的培养
。

根据土壤科学 的特点
,

强调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培养人才
,

选拔

人才
。

现在担任各研究室领导的中年科学家
,

绝大多数都是既具有丰富的野外作业经验
,

又具

有坚实的实验室工作基础的业务骨干
,

其中多数同志已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
。

19 7 8年以来
,

随着科研和教育体制改革
、

研究生制度的恢复
,

一批青年土壤工作者迅速

地成长起来
。

据不完全统计
,

10 年中由我所培养及派出国培养的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有

50 名 ; 目前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有 40 余名
。

为了培养出更高层次的研究人才
,

我所还建

. 立了博士后流动站
、

开放研究实验室和开放研究实验站
,

吸引国内外高水平的中
、

青年土壤

学家来所深造
、

研究和共同开展工作
。

土壤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
,

有明显的实践性
。

除了从书本上了解其基本原理外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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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野外和室内的大量实践
,

在实践中积累工作经验
,

丰富感性知识和发展科学理论
。

因

此
,

对青年同志一定要强调实践
,

强调亲自动手 的能力
。

回顾我所的工作还有不少教训和问题值得注意
。

其中最首要的一条
,

是科学研究要有一

个稳定的生产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

要有一套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政策和措施
。

然而
,

在相当 鹰

长的一段时间里
,

政策不稳定
,

冲击太频繁
,

片面强调
“

走出高楼深院
” ,

只要求科技人员到

生产第一线去
,

不提倡开展必要的室内研究和各项定位试经
,

以致很多需要长期进行的试验

被迫中断
,

使科学资料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
。

特别是 10 年动乱期间
,

土壤科学事业受到了沉

重的打击
,

研究工作几乎停顿
,

研究人员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断层
。

其次是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必须走在生产实践前面的问题和如何看待科学研究 自身发展规

律的问题
。

在一段时期内
,

只强调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

而忽略了科学研究本身的实

践活动
。

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
,

片面认为科研任务只能来自生产实践
,

从而排斥了一切超前

的
、

受 自然科学自身发展规律支配的理论研究 ; 排斥了一切暂时还看不 出其生产意义的基础

研究
。

n 届 3 中全会以后
,

改革开放的形势给科学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

明确了科研单位在

积极地动员大部分科技人员投入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同时
,

要保持一支精干的队伍从事基

础理论研究的总方向
,

10 年来
,

我所在这两个方面都摸索出一些经验
,

取得了一些成绩
。

事

实证明
,

科学技术可 以而且必须走在生产实践前面
,

并不断向生产提供新的理论和技术
,

从

而使生产在新的高度上续继向前发展
。

三
、

继续努力

我们所作为全国一个主要的土壤研究机构
,

应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土壤科学事业的 势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

为此
,

我们必须续继努力
,

做到
:

(一 )坚持土壤科学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向

随着全球人 口
、

粮食
、

环境问题的 日趋尖锐
,

土壤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也 日益加重
。

到本

世纪末
,

我国人 口将近 13 亿
,

吃饭问题将成为头等重要的大问题 , 而工业的发展
,

又导致作

为工业原材料的农产品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化
。

积极参与解决上述两大问题是每个土壤工作

者的职责
。

因此
,

在进行各种研究时
,

都必须坚持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总方向
。

我们要续继把

主要科技力量 ( 70 % )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

要续继在综合治理黄淮海平原
、

综合开发

红黄壤丘陵等国家重大任务中发挥我们所的作用 ; 与此同时
,

要进一步组织精干队伍
,

坚持

开展旨在揭示土壤本质
,

为未来国民经济服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
对于已经取得的

研究成果
,

要及时地进行开发研究
,

以便尽快地在生产中发挥作用
。

实践证明
,

只有这样
,

才

能使土壤科学不断向前推进
,

才能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
。

我们所也才能不断地发展和更加

兴旺
。

(二 )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南京土壤所是一个有坚实的土壤科学研究基础 的专业研究所
,

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

我们

完全有条件向国际土壤科学 的先进水平迈进
。

已经对国内外开放的
“

土壤圈物质循环研究实验室
”

和
“

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
”

是吸引国内

外高水平学者来所工作的主要基地 ; 我所的博士后流动站还可以接受来 自国内外的优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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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攻读博士后
,

为他们提供较优裕的研究经费和工作条件
,

让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

为土壤科学的发展提供第一流的科技人才
,

形成一支学术思想活跃
,

奋发向上
,

勇于进取
,

有

献身精神的科技队伍
。

奋
(三 )脚踏实地

,

从当前做起

1
.

深入开展科技体制的改革
,

逐步调整和改革现行的学科分工和封闭式的研究体制
,

以

适应土壤科学发展的需要
。

封闭式的研究体制既不利于集中高水平的科技人员共同攻关
,

也

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
,

浪费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
,

一方面需要新的分支

产生
,

以便向纵深研究
,

一方面又需要高度的综合
,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更广阔的范围内

进行综合
。

而现行的学科分工是不能满足上述两方面的需要的
。

因此
,

探索新的科研体制和

实行开放研究是当务之急
。

2
.

摸清国际土壤科学的发展趋势
,

发现和积极扶植学科发展的生长点
。

当前各国土壤学

家正把注意力集中到以下一些领域
:
把土壤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

,

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

研究

土壤物质循环的机制
、

控制因素及其生态效应
,

并通过各种模型的建立试图对土壤肥力
、

生

态环境的演变进行中长期预测 ; 土壤是一个多相分散体系
,

在土壤胶体的固一液相界面上进

行着多相催化
、

吸附一解吸
、

溶解一沉淀等各种过程
,

这些过程控制着土壤中物质迁移转化

的速率
。

因而土壤胶体界面化学 已成为目前土壤学中又一个活跃的领域 ; 土壤是一个巨大的

生物基因库
,

除对各种土壤生物资源的开发给予足够的重视外
,

正在通过生物技术创造出具

有固氮功能的非豆科植物和能降解人工合成有机物或富集重金属的有机体
。

对此
,

我们要及时把握住这一特点
,

把土壤提到
“

土壤圈
”

这个系统的高度
,

从
“

土壤圈的

映 结构
、

演化及功能
”

着手
,

开展深入的研究
。

3
.

建设一支结构合理
,

有开拓精神
,

高水平的科技队伍
。

目前要尽快扶植新生力量
,

用

新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
,

弥合由于 10 年动乱造成的人员结构断层
。

因此
,

要根据青年人的特

点
,

不仅在理论上武装他们
,

还要在实践中锻炼他们
,

要让青年人压担子
。

在教育中
,

要把

老一辈科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的攀登勇气传给他们
,

使他们真正成为勇于开拓
、

乐于

献身
、

谦虚好学
、

团结奋斗的一代新人
。

同时
,

要特别注意发现和培养综合分析人才 犷 以适

应学科发展和 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

4
.

加强土壤学界的团结协作
,

共同为繁荣土壤科学事业而奋斗
。

要时刻牢记我所是全国

土壤学界的一分子
,

各兄弟单位的同行们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的师长
,

他们的经验
,

他们的

成绩
,

也是我们的成绩
,

我们的经验
。

在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中
,

需要有全国同行的共同努

力
。

因此
,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
,

打破部门之见
,

改革封闭式的研究体制
,

团结协作
。

我们还要续继保持和不断加强与国际同行们的合作和交流
,

为共同解决全球性的粮食
、

环

境等问题
,

为 国际土壤科学事业的发展
,

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