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人类生存及改善环境

不 断 加 强 土 壤 科 学 研 究
`

— 从第只届国际土壤学大会看土壤学的发展前景

赵 其 国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共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介绍 了第 14 届 国际 土壤学会议情况及上壤学的研究趋势
,

并对土壤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见解
。

1 9 9 0年 8 月 12 一 18 日
,

我作为中国土壤学会代表团团长
,

出席了在 日本京都召开的第 1 4

届国际土壤学会议
。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 自86 个 国家和地区的土壤学者共 1 3 0 0多人
。

我国出

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
,

得到中国科学院
、

农牧渔业部
、

高等院校和各有

关省
、

市
、

自治区政府 的关心和支持
。

全团共 65 人歌其中包括在 日本
、

英国和联邦德 国等地

工作和学习的青年土壤工作者 7人 ) ,
这是我国历届派出参加 国际土壤学会议人数 最厂多的一

个代表团
,

也是这次大会代表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

这次会议除安排大会报告和墙报外
,

尚有 45个分组学术报告会
,

我国代表主持了两个分

组报告会
,

在大会报告的 1人
,

分组报告的 30 人
,

墙报交流的67 篇 (表 1 )
。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
,

大会安排的 6 篇报告中
,

我国代表被安排在第一个报告
,

引起了大会的强烈反响
,

并获

得了普遍好评
; 我国代表主持的两个分组报告会是

: “

不同氧化还原条件下的表面化学
”
( 于天

仁主持 )
,

在 7 篇报告中
,

我国代表宣读了 4 篇 , 另一个是
“

东亚土壤地理
”
(龚子同主持 )

,

共

有 7 篇报告
,

我国代表宣读 3 篇
。

这些报告都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在上述方面 的研 究 成果
,

引起与会代表的兴趣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由于我国土壤学者在大会
.

上的广泛交流
,

从而扩

大了我国土壤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
,

为今后我国土壤学的国际合作和发展起 了促进作用
。

气一三从促进交流
、

扩大国际合作出发
,

大会期间
,

我们还举办 了书展
,

展出了刚出版的《 中国

土壤》 (英文版 )及近期出版的《 中国土壤图集》 ( 中英文说明 )
、

《 中国标准土色卡》
、

《国际早地

土壤论文集 ))( 英文 )及《中英
、

英中土壤学名词 》等著作
。

一些国外同行对此很感兴趣
,

特别对

英文版《 中国土壤》的问世十分称赞
,

除当即购买了一部分外
,

还有不少同行索取了订单
,

准

备订购
。

会议期间
,

召开了理事会
,

讨论决定了第 15 届国际土壤学会代表大会将于 1 9 9 4年 8 月在

墨西哥召开
,

会前会后分别在古巴
、

美国及墨西哥进行土壤考察 ; 理事会还决 定 在 1 9 9 1一

1 9 9 3年期间
,

由中国主持 3 次国际盐渍土会议 (分别在苏联
、

泰国和美国召开 )
,

在中国召开

3 次国际会议 ( 1 99 1 :
古土壤

; 1 9 9 2
:

水稻土肥力 ; 1 9 9 3
:

土壤分类 o)
’ 一

会议后期各专业委员会及专业组分别选举了新的领导成员
。

我国代表团成员赵其国同志

继任盐演土专业分委员会主席
,

并新任国际土壤学会东亚及东南亚土壤协会副主席 ; 朱兆良

* 本文引用了代表团成员龚子同
、

刘芷宇
、

朱兆良
、

李阜隶 、 庄季屏
、

龙文瑞
、

林心雄
、

马毅杰
、

王明珠等同 志 的

部分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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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任水稻土肥力专业组主席
。

理事会新推举 了 6 名为国际土壤学会作

出过重要贡献的老科学家为荣誉会员
; 另外

;

有 8 名知名土壤学家被授予
“

道库恰耶夫奖

章
” ,

其中有 1 名是我国代表
。

从以上情况来

看
,

我国土壤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已经得到

加强并正在不断扩大
,

这是我国土壤工作者

共同努力的结果
。

会议期间及会前会后
,

大会组织了多条

表 1 中国在第 14 届国际土壤学会上提交的论文简表

大会 { 分组

报告
1

报告

场, ~
一

~

一报6750墙70 61项 目

总 计 “
1

3 6 6

中 国 1 { 3 0

路线土壤考察
,

除在 日本和苏联境内的考察

其中
:

土城物理

土澳化学

土族生物

土坡肥力与植物营养

上澳发生分类

土城 矿物

盐渍土

18

2 4

1

1

外
,

还由我国主办在中国境内的 4 条路线的会后考察
,

这一安排得到了同行们的热烈欢迎
,

参

加这 4 条路线考察的土壤学家达 1 30 人
,

每条考察路线历时 6 一 7 天
,

使国际同行们对我国的

土壤特点
、

生产现状及生态环境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

一
、

土壤学各分支学科的进展

这次大会共分 7 个专业委员会
; 4 个专业分委员会及 17 个隶属于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组 (表

2 )
。

大会报告的 6 篇论文是
:

淹水水稻耕制中的水土管理 (赵其国 ) ; 被非生 物过 程控制的

土壤外生有机化合物的行为 ( B
.

Y ar o n ,

以色列 )
;
集约植物营养管理对作物生长及环境的影

响 ( K
.

M en g a l
,

联邦德国 ) ; 微生物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 J
.

M
.

T ice ke
,

美国 ) , 人类对

世界不同生态条件下土壤发育的影响 ( B
.

G
.

R oz
a n o v ,

苏联 ) ; 矿物学对土壤生产力的检

验 ( R
.

J
.

G il ke
s ,

澳大利亚 )
。

这些报告涉及的问题较为广泛
,

在会议中起 了较 大的影响
。

其余 36 6篇分组报告和 70 6篇墙报
,

都不同程度地对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进行了论述
。

面对如此

众多的论文
,

不可能作全面的概括
,

这里仅就 不同学科的进展概况作一粗略分析
,

供有关方

面参考
。

表 2 第 14 届国际土壤学会议学科设皿情况

专业委员会 专业分委员会
,

工 作 组

土坡物理 J 盐演土 } 酸性硫酸盆土
、

土坡胶 体表面
、

土坡化 学 } 徽形态 ! 荒淇化
、

世界土城
、

森林土城
、

土坡 生物 { 土坡动物 i 土城肥力侧试
、

土集史一哲学与社会学
、

土壤肥力与植物营养
1

水土保持与环场 { 土地评价
、

土城 时空水分变异
、

土壤 发生分类与制图 土城洲 t
、

古土城 学
、

水稻土肥力
、

土城技术 1 } 土族技术
、

遥感在土城阅查中的应用
、

土 。 矿物 … {
。 际

、

土 . 及地质 医学
、

土 , 及地下水污染
·

(一 ) 土坡物 理

共有论文报告 39 篇
,

墙报 56 篇
。

主要内容是
:

区域性土壤水文过程的估测及其应用 , 土

壤退化与土壤物理性质 ; 水稻土土壤物理管理 ; 土壤物理性质与植物生长的关系等
。

总的进展情况是
,

当前土壤物理研究具有向数理模式
、

理论推导
、

水热动态与平衡
、

用

现代技术进行田间测试等方向发展的特点
。

不少论文注重研究土壤水分利用的有效性
、

水分

的估测与预测
,

包括水分平衡
、

非饱和流水分运动的数值模拟及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空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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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等
;对于水分应用

,

多集中在集水区水文学
、

排灌结构的有效利用
、

土壤水热变化与土地评

价及环境保护的关系等
。

此外
,

法国
、

荷兰对土壤物理性质与土壤退化
,

包括土壤压实
、

孔

隙闭塞
、

表层结皮的研究 ; 中国
、

日本对水稻土粘闭
,

轮作制对土壤物理物质的影响
;
苏联

、

泰国
、

英国关于耕作
、

渍水
、

排水等引起水
、

热
、

气变化对植物生长
、

根系发育的影响等都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总的说来
,

土壤水分
、

结构
、

热量和新技术的应用是今后发展 的 方向
。

同时
,

在研究内容上注意其实践性
。

(二 ) 土坡化学

报告 47 篇
,

墙报 96 篇
。

主要内容是
:

土壤中吸附过程的动力学
;
不同氧化还原条件下土

壤的表面化学 ; 土壤重金属的富集 ; 土壤一根系统的理化过程及根系的主动作用
; 可变电荷

土壤上磷和氮的动态
; 土壤中气体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 酸度

、

酸雨对环境的影响
; 土壤有机

质性质及组成等
。

从发展趋势看
, 1

.

对土壤离子吸附过程
,

如磷钾吸附的动力学
,

重金属动力 学 及某那

阳离子释放的数学模式有较深的研究
; 2

.

通过重金属本底
、

活性
、

环境容量及其在上壤一植

物系统中的化学行为 (涉及 C
u 、

Z u 、

C r 、

C d
、

P b
、

N i
、

S e 、

C s等形态转化 ) 研究土壤重金

属的富集作用
,

是值得注意的力向 ; 3
.

研究预测养分
、

水分由土壤向根迁移的数学模式和有

关参数
,

同时研究根系分泌物的形式
、

分泌条件及其与根际土壤中营养元素络合溶 解 机理
,

是土壤一根系统研究的新内容 , 4
.

土壤中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形成
、

排放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

是研究全球土壤变化的新方向 , 5
.

应用
` “

C
、 ` ”

N方法及核磁共振仪研究土壤有机质获得了

新的成果
,

英国的研究表明
,

土壤有机碳以脂肪族碳为多
,

而芳香族碳则甚少
,

这与过去的

概念恰好相反
。

同时
,

森林土壤有机质及耕作过程对土壤有机质的影响的研究
,

也取得了较

好的进展
。

从总体来看
,

土壤化学分支和交叉分支有明显地发展
。

土壤化学的动力学研究
,

是近年来

新兴起的领域 ; 在研究方法 上
,

除离子选择电极外
,

还发展了压力突变法
,

并重视化学模式的

建立
。

在氧化还原性质研究方面
,

着重讨论了土壤固相与土壤溶液的作用
,

包括沉淀一溶解
、

吸附一解吸
、

竞争吸附等
;
在研究方法上

,

伏安法和离子选择性电极共用电位法 (南京土壤研

究所 )
,

为氧化还原性质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

此外
,

土壤一根系统研究也 是新的课题
,

当前在

根际营养元素络合溶解机理研究方面进展甚快
。

(三 ) 土滚生物

有报告 36 篇
,

墙报 65 篇
。

主要内容有
: 土壤生物技术中的联合和寄生微生物

;
根际微生

物过程及其对植物营养吸收的影响 犷 微生物环境中的土壤微生物生态学
; 生物固氮在稳产农

业中的作用 ; 人造有机物在土壤中的降解等
。

总的说来
,

当前土壤生物研究进展有 4 冷特点
:

一是根际与根际微生物研究活跃
,

其中

在根际微生物定量和微生物群社动态 ; 根际微生物对植物营养
,

特别是氮素的间接和直接作

用
;
有益有害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其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方面均有新的推进

,

并出现了一些新

的研究方法 ; 二是强调微生物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

通过微生物净化土壤和保护环境
,

已成

为广泛的研究领域
。

对农药降解的微生物在生物学
、

生理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有 所推进
,

新的微生物群类不断发现 ; 三是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研究更加受到重视
。

当前已有可能研究土

壤微团聚体内外的微生物状况
,

研究发现生活在孔径小于 2
.

5一 3
.

0微米团聚体内的微生物及

原生动物是相对平静的
,

而在其外部的
,

则急剧地变化着 , 四是分子生物学在土壤微生物研

究中开始得到应用
,

当前用遗传工程手段
,

如核酸杂交技术
,

跟踪和改造某些土壤微生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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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取得进展
。

由此可见
,

土壤微生物研究
,

特别是固氮微生物和植物促生微生物研究获得了一定的进

展
,

但在基础研究方面
,

仍与整个土壤生物研究的发展不相适应
,

不少土壤学家指出
,

今后

应缩小土壤微生物研究中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差距
。

(四 ) 土壤肥力与植物营养

报告 58 篇
,

墙报 2 05 篇
,

是本次大会论文最多的一 个专业委员会 (约 占五分之一 )
。

主要

内容是
:

长阴试验 ; 植物对不利土壤的耐性
; 上壤一植物中的氮

;
磷

、

钾及其他有 益 元素
;

推荐施肥和施用石灰
; 化肥制造和施用方法

; 水稻土肥力和管理
; 污水和城市废弃物的农业

利用
; 土壤一植物一动物系统中养分的联系 , 土壤肥力和植物营养研究中同位素应用的进展

等
。

论文主要集中于土壤氮素 ( 占论文总数的 22 % )
,

其中大部分是 有
`
关 稻 田 中 氮 素 的

转化和管理
,

这表明人们对水稻耕作制中氮素问题
,

特别是 对
“

水稻 民 氮 素 去 向
”

极为

重视
,

如果加上土壤生物组有关生物固氮的报告
,

则
“

农田生态系统中氮素的循环与管理
”

是

这次会议 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

但从论文质量看
,

似乎并无实质性的进展
; 其次

,

某些有

益元素的作用也受到重视
,

如 C l
、

N i
、

iS
、

N a 、

A I
、

S e 、

C 。及稀土元素等 ; 另外
,

对某些

具有限制因素
,

如盐
、

酸
、

粘
、

毒害
、

缺磷等的土壤
,

不少国家通过施肥改 良及利用植物耐

力以提高产量
,

从而在利用方面取得了新的经验
; 关于污水和城市废弃物的农业利用研究

,

涉

及到重金属元素的积累和进入食物链等
,

由于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
,

也受到大家的关注
;
最

后
,

不少国家交流了长期试验的方法和经验
。

代表们对在新形势下
,

如何正确地进行长期试

验的设计和有效地利用所收集到的资料与信息
,

包括数学计算和模拟方法等十分关心
,

认为

是巫待解决的问题
。

总之
,

土壤肥力与植物营养涉及很多方面
,

虽然研究内容各具特色
,

并有所推进
,

但在

分支学科上并无重大的理论突破
,

对今后学科发展的趋势也缺乏总结与展望性的 论 述文章
,

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

(五 ) 土壤发生分类及制图

有报告 46 篇
,

墙报 12 3篇
,

是第二个论文最多的专业委员会
。

主要内容有
:

各国土壤分类

系统
; 国际土壤分类参比工作进展

; 1 : 1 00 万世界土壤图和土地数字化数据库
; 东亚土壤地

理 ; 全球土壤变化及其动态等
。

总的进展情况是
,

第一
,

土壤的全球变化研究异军突起
,

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对全球环

境影响的重要性
。

除讨论土壤产生温室效应的活性痕量气体 ( C O
: 、

C H
、 、

N
2
0 等 ) 的通量

、

效应
、

测定方法及预防措施外
,

还论述了土壤全球变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土壤退化及气候

环境问题等
,

这些间题将是今后土壤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 第二
,

开展了 1 : 1 00 万世界土壤图

和土地数字化数据库的工作
,

已选定印度
、

巴西
、

阿根廷
、

乌拉圭为试验区
,

在联合国开发

署 ( U N D P )资助下
,

由荷兰
、

美国制定土壤数据库及制图规范
。

这项工作发展很快
,

势在必

行
,

我们应急起直追
;
第三

,

土壤分类十分活跃
。

美国系统分类检索 已出第 四版 ( 1 9 90 )
,

目

前已有 45 个 国家直接运用
,

有 80 多个国家作第一或第二分类方案
;
但有的国家

,

如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法国
、

日本等都在发展本国的分类
;
中国的新分类制

,

特别是人为土纲的分类
,

受

到广泛的重视 ; 当前要统一世界土壤的高级分类单元
,

仍然存在很大困难
,

尚有一个较长的

过程 ; 第四
,

东亚与东南亚土壤研究正在不断加强
,

对该区耕种土壤面积大
、

人 口多
、

耕作

集约等特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

并提出今后每两年就水稻土及有关土壤的利用经 验 召 开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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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总的看来
,

土壤分 类制图研究内容 日益广泛
,

上壤全球变化将成为研究核心
,

在数值分

类
、

G J S
、

遥感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有新的推进
,

但土壤地理学本身在理论上的发展
,

尚无新

的突破
。

(六 ) 土壤技术

共有报告 38 篇
,

墙报 58 篇
。

主要内容是
:

不同管理措施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 当今土壤耕

作和田间作业中的土壤技术问题
; 土壤盐分运动和积累与最佳灌溉制度

; 重粘质土壤的灌排

管理
;
热带持续农业的管理等

。

从进展特点看
,

首先注重免耕法
、

残茬还田和稻田暗管排水对土壤性质影 响 的研究
,

澳

大利亚 18 年的观测表明
,

在保留残茬的免耕地上
,

可矿化氮的含量较耕作及火烧残茬的高 2

倍
;
其次

,

利用数学模型预报田 间机械耕作后土壤可能产生的变化
,

罗马尼亚提出了制作土

壤技术图的方法尝试
;
第三

,

重视盐分运动和预 防次生盐碱化的研究
。

不少论文指出
,

防治

盐渍化必须加强灌溉管理
,

研究最佳灌溉制度
。

中国在盐渍化预测预报
、

日本在田 间土壤水

分的三维计算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
;
第四

,

重视对重粘土 ( 占世界土壤的 21 % )适耕技术的研

究
,

提出的措施有鼠道
、

暗管排水
、

深松和施用化学改 良剂等
;
第五

,

重视对热带持续农业

生产体系的研究
,

除提出农业持续发展的新认识外
,

美国已开始利用计算机数学模拟热带的

土壤管理和生产系统
,

这对整个持续农业发展有深远影响
。

(七 ) 土壤矿物

有报告 30 篇
,

墙报 34 篇
。

主要内容是
:

土壤矿物
、

土壤分类和土壤管理
;
温带土壤矿物

的发生
、

结构和特性
;
热带土壤矿物的发生和特性 ; 火 山灰土壤的理化及矿物学特性

。

从发展趋势看
,

首先
,

土壤矿物在土壤发生分类中的应用研究正在加强
,

特别是对温带

和热带土壤矿物的形成
、

转化有深入的研究
。

美国的研究指出
,

盐带地区土壤粘土矿物的发

生特点是三层硅酸盐的转化作用 ; 其次
,

较注重对氧化物矿物的深入研究
,

联邦德国应用氧

化铁作为热带土壤发生的指标 ; 法国对热带条件下氧化铁转变成针铁矿和赤铁矿
、

淋溶条件

下形成高岭石
、

渍水条件下形成高岭石和蒙脱石的过程进行研究 ; 第三
,

火山灰土壤中水铝

石及伴生的羽毛石的发生及含量
,

是近年来日本
、

美国和新西兰等国研究的重点
,

在这方面

有不少新的进展
。

总之
,

粘土矿物研究的总趋势是由定性
、

半定量研究逐渐向定量分析过渡
,

并在组成
、

演变规律上有所深入
。

但就整个粘土矿物分支来说
,

在理论研究上并无明显的推

进
。

(八 ) 盐演土

共有报告 9 篇
,

墙报 8 篇
。

内容主要包括
:

盐渍土的改良利用 ; 盐渍土的特性和分布规

律
;
盐渍土的改 良措施和研究方法等

。

从发展特点看
, 1

.

强调了盐渍土研究的重要性 (次生

盐碱地全世界达 1亿公顷 )
。

匈牙利
、

南斯拉夫等对区域性盐演土分布图及分类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
, 2

.

在盐渍土改良措施上
,

各国都有新的进展
。

泰国提出冲洗
、

排水及增施 有机肥的

改 良方法
;
印度提出以植物改良高盐度钠质土的办法

; 日本发现注入聚丙烯酸脂钠溶液形成不

透水层 防治盐分表聚及节水灌溉改 良盐土的新措施
;
中国提出调节水

、

肥
、

盐
,

区域治理盐渍

土的综合防治措施 ; 3
.

在水盐动态研究方面
,

伊拉克运用放射性
2 “ N a和

“ s
cl 作为示踪

,

研

究淋洗过程中的水盐动态 ; 匈牙利提出研究盐渍土饱和浸提液的化学性质
;
中国提出水盐动

态研究的地下室 自动观测体系与方法
,
均对盐渍土的深入研究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

(九 ) 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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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报告 6 篇
,

墙报 15 篇
。

主要内容有
:

土壤侵蚀模型
; 土壤侵蚀与生产力的关系

,
侵

蚀的预测预报 ; 区域水土保持经验等
。

从总趋势来看
,

运用土壤侵蚀模型有新的进展
,

目前大致有 3 种
,

即经验模型 ( 以统计

为基础 )
、

分析模型 (理化过程为基础 )
、

参数模型 (上述两者的结合 )
,

温带
、

热带及亚热带多

采用后者
;此外

,

美国
、

印度等国运用多因子 ( 气象
、

养分等 9个因子 )建立侵蚀生产力计算模

型
,

这种旨在说明土壤侵蚀与生产力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动向
。

由于土壤侵蚀属 全 球 性 问

题
,

因而当前不少国家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角度 出发
,

对全球水土保持的战略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
。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者
,

在区域水土保持经验总结的基础上
,

提出的水土保持基本措施

和战略设想
,

具有普遍意义
。

上述 9 个方面的分支学科
,

基本上包括了 7个专业委员会
、

4 个专业分委员会和 17 个专

业组的学科内容
。

二
、

土壤学的发展前景

从这次国际土壤学会议看
,

土壤学今后的发展前景大致有以下 6个方面
。

(一 ) 粉重人类与环境生态问题的研究

本次大会的中心 口号是
“

为人类与环境不断完善土壤管理
” 。

不少国际知名的土壤学家 ( B

一 r a d y
,

D u d a l
,

M e n g a l
,

S o m b r a e k等 )三着重指出
,

世界当前面临着人 口一粮食一资源一环

境问题的严重挑战
。

一方面是人 口急剧增加
,

到本世纪末
,

世界人 口接近 “ 亿
,

21 世纪初将

达 80 亿
,

估计发展中国家本世纪末缺粮近 2亿吨 ; 另一方面
,

在资源开发中
,

土地退化
、

生

态环境遭致破坏
,

据统计
,

世界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 16
.

8%
,

占总耕地的 2
.

7%
,

沙化

面积 占总面积的 1 / 3 ,

每年有 7 万平方公里土地变成沙漠
,

约 12 亿万公顷土地发 生次 生盐

渍化
,

占总面积 10 %的土地沼泽化
,

近 2亿公顷的耕地已被侵占
,

世界养分亏缺的土地占耕

地总面积的 23 %
,

当前仅有 11 %的耕地在农业利用上无严重障碍
;
来自土壤 (也包括植物和

动物反当 )的 5 种温室痕量气体
,

近百年来在温室效应中的贡献 率 是
:

C O
:

一50 %
,

C H
`

一

20 %
,

0
3

一 8 %
,

N
2
0 一 4 %

,

氟氯烃化合物一 15 %
。

因此
,

关于土壤全球变化对人类与环

境影响的研究
,

其中包括土壤退化
、

温室效应
、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

土壤圈物质循环
、

重

金属污染
、

土壤资源的分布
、

类型及合理利用等
,

已列入世界关注的国际性研究课题
。

一些

国际性组织
,

如 SC O P
、

J G B P
、

U N E P
、

M A B等都是围绕全球变化研究的机构
,

他们已经

组织完成了世界土壤图
、

土壤资源图
,

并正在完成 1 : 10 0 万土壤图
。

(二 ) 孟视提高土滚肥力与改兽土旅 , 理的研究

由于人 口增长与粮食增产的迫切性
,

土壤肥力与土壤管理问题必将 日益突出
。

就 目前的

研究情况而言
,

提高土壤肥力不仅要注意土壤肥力容量
、

性质与各种肥料施用的有效性
,

而

且要注意氮肥的去向
、

磷钾肥及其他有益元素的配合
、

不利土壤因素的改善等 , 同时
,

要开展

长期网点试验
、

推荐配方施肥
、

改善化肥施用方法和进行土壤一根系统研究
,

这些都是土壤

肥力研究的重要方面
。

关于改善土壤管理
,

除了围绕土地整理与评价开展此项工作外
,

要注意土壤与环境中水
、

土
、

气
、

生各因素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

要考虑它们之间的动态转换和能量传递
,

这是今后进

行土壤管理研究的新内容
。

研究结果表明
,

只有将改善土壤管理与提高土壤肥力的工作结合

起来
,

才能真正达到改善环境
,

减少土壤污染
,

并不断提高土壤生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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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深入进行持续高产农业的研究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

在
“

集约农业
” 、 “

有机农业
” 、 “

石油农业
” 、

性态农业
”
等概

念的基础上
,

这次大会上不少学者强调了
“

持续农业
”

的重要性
。

E s w a r a n指 出
,

持续农业是

由高额的农业产量
、

合理的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三者共同组成的
。

这就是说
,

在获得农业

高产的同时
,

必须保护环境与生物的发展
。

L y an m和 H er dt 认为
,

持续农业的概念 共包括土

地利用的连续性
、

环境质量的保持与加强
、

经济力的增加
、

生产力的稳定增长
、

人体质量增

强
、

代传土地质量提高
、

抗风险的缓冲能力等
。

L at ha
r m 和 L al 等人近年来通过对热带 土壤持

续农业的研究
,

认为持续农业是稳定和发挥热带农业潜力的必由之路
,

它对促进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

此外
,

美国成立了低投入持续农业委员会 ( LI S A )
,

究研低投高产持

续农业的可能性
。

所有这些
,

都是当前农业发展的新方向
,

也是土壤学研究中的 一 个 新 课

题
。

( 四 ) 继续加强土滚基础学科的研究
,

盆视宏观指导与实践结合
从这次会议来看

,

土壤基础学科主要包括土壤发生
、

物益循环
、

生态功能资源潜力
、

表

面化学
、

水热变化
、

植物营养
、

根际环境
、

肥力机制
、

物生工程
、

环境污染及土壤信息与遥

感等方面
,

这些学科在近年来都有明显进展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首先
,

所有学科分支虽然有

自身的学科范围与研究目的
,

但从国际发展趋势看
,

似乎都在向
“
人类与环境

”

的总 目标
,

即

土壤全球变化的方向推进
。

无论是土壤学微观或宏观中的微观研究
,

都在宏观战略— 人类

的生存发展与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这一总目标指导下进行 , 其次
,

土壤学基 础 研 究
,

除

推进学科理论发展外
,

重要的是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这次会议提出的土壤资源 利用
、

土

壤改良
、

土壤作物生长基质
、

土壤侵蚀
、

土壤氮素去向
、

矿物残渣利用
、

金属与农药污染
、

酸

雨研究等
,

都是有关学科结合实践所开展的项 目
,

并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

(五 ) 强调新技术与新方法的运用

在当前
,

土壤学的发展对新实验技术的依赖性已越来越突出
。

事实表明
,
X 衍射

、

扫描

电镜
、

质谱
、

光谱促进了土壤化学
、

胶体化学的发展 , 气相色谱
、

同位素质谱推进了生物固

氮与环境保护的研究 ; 遥感技术
、

G IS 为土壤资源及制图研究提供了新手段
;
而 电子计算机的

运用
,

直接推动了土壤信息系统的发展
。

还可以举 出很多例子
。

总之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新技术与新方法将不断被引入土壤学研究
,

从而推动土壤学科的深入发展
。

(六 ) , 视 与加强学科综合渗透

当代土壤学发展特点是一方面高度分化
,

同时又高度综合与渗透
。

大量事 实证 明
,

任

何重大土壤间题的解决
,

特别是土壤全球变化等
,

都需要加强学科结合
。

即使在同一学科分

支内
,

也要注意单项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

例如在植物营养元素研究中
,

除了进行 P
,

N
、

M 。 、

nZ 等单项研究外
,

还应进行 P一 Z n ,
P一 N

,

C一 M 。
等相互间关系的综合研 究

,

只有这

样
,

才能使研究向纵深发展
。

特别要提出的是
,

土壤学的发展面临着学科 内及学科间的渗透和交叉
,

如土壤学与数学
、

地学
、

环境学
、

生态学
、

生命科学
、

信息学等的交文
。

国际土壤学会所设的 1 7个专业组
,

都是土

壤学本身及其与其他学科交叉的产物
,

在这次会议上新通过的
“
土壤矿物及 自然有机物与微生

物间的交换作用
”
和

“

全球变化及土壤全球变化
”
两个专业组

,
都具有学科交叉的鲜明特点

。

不

少学者认为
,

学科渗透与交叉发展是土壤学将获得
“

新生
”

的前提
,
也是土壤学可能获得新突

破的必然途径
。

综
_

上所述
,

近年来土壤学虽有了一定进展
,

但与生物学
、 `

物理学等相比
,

并未取得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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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破
,

从本次大会来省
,

其原因可能有 以下 几点
:

首先是学科分散
,

重点不突出
,

综合不够
,

新观点少
; 其次足学科交又的活力不够

,

大多数学科仍比较保守
;
第三是新技术应用的深度

不大
,

推进缓慢
;
第四是有些学科理论与实践脱节

;

最后是微观研究缺乏宏观指导
。

从世界

模范看
,

其发展也不平衡
,

美国在发生分类
、

土壤信息与新技术应用
;
联邦德国在植物营养

、

土壤化学
; 英国在新技术应用 ; 澳大利亚在土壤肥力

、

土壤利用改良及植物营养 ; 加拿大在

土壤资源及信息
;
中国在表面化学

、

土壤资源
、

水稻土及耕种土壤 ; 日本在火山灰土研究等

方面各具优势和特色
。

从学科看
,

土壤生物
、

土壤矿物
、

土壤技术
、

土壤保持等分支发展较

慢
。

此外
,

从研究区域看
,

除温带和暖温带外
,

不少研究如土地利用与持续农业 已在热带地

区逐步展开
。

与国际土壤学发展相比
,

我国土壤学的某些分支
,

如表面化学
、

植物营养 ( N
、

K 及根

际 )
、

土壤水分
、

肥料试验网
、

水稻土
、

盐渍土
、

红壤的发生和利用等
,

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

领先地位
。

而在上壤生物
、

土壤生态
、

环境保护
、

信息系统
、

上壤全球变化及新技术应用等

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

三
、

我国土壤学发展方向

针对国际土壤学的发展趋势
,

我们应该扬长补短
,

急起直追
。

我们认为
,

我国土壤学今

后应从以下 5 个方面发展
。

(一 ) 大力开展中国及全球土旅变化的研究

从国情出发
,

旨在解决人粮矛盾
,

合理利用资源与改善生态环境
,

全面开展中国及全球

性土壤变化的研究
,

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

研究内容大致有
: 1

.

土壤退化及综合治理研究 .

包括土壤侵蚀
、

酸化
、

盐碱化
、

铁质化
、

沼泽化
、

贫瘩化
、

物理退化
、

生物退化及土壤污染

等 , 2
.

土壤生态环境的改善及综合治理
,

可结合区域土壤资源的综合治理与开发进行 , 3
.

土壤温室痕量气体的变化与对环境的影响
,

包括环境污染的影响与防治
; 4

.

土壤圈物质循环

研究
,

特别是 C
、

N
、

S
、

P
、

重金属元素及水
、

热
、

气等循环 ; 5
.

土壤资源承 载 潜力的评

价
,

土地退化的全 国与全球性评价
,

相应图件及土壤资源信息研究等
。

( 二 ) 突出农业
,

走我国节派高效持续农业的道路
_

所谓节源高效持续农业的道路
,

是根据我国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甚低的前提出发
,

在节约

资源
,

获得高产的同时
,

注意增强地力
,

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
。

也即在有限资源 条件下
,

发

挥其生产潜力
,

注重生态系统
、

物质循环与各类资源间的平衡和协调
,

增加农业产出
,

并保

持其稳定增长
。

实践证明
,

土壤研究是保持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

因此
,

在今后持续农业的发展中
,

除

对现有20 亿亩耕地节制利用外
,

要抓住治理退化与培肥地力
,

改造中
、

低产田
,

搞好重点区域

农业综合治理的试验示范研究 , 要开展农 田生态环境保护及调节的研究
,

农业新技术的研究

和推广工作
。

(三 ) 加强土城学签砒理论的研究

上面已经简要地分析过我国土旗学研究中的主要优势和差距
,

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和保持

自己的优势
,

以便在深入的研究中
,
对世界土壤学作出较大的贡献 ; 同时要加强有明显差距

的学科分支的研究
,

特别要重视建立长期稳定的实验研究基地
,

开展土城圈物质循环
、

·

土城

肥力
、

全球变化
、

土壤发生及改良利用等长期定位研究
。

显然
,

所有这些基础研究
,

都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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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战略 目标指导下进行
。

( 四 ) 加强学科综合 与交叉
,

不断运用并革新新技术和新方法
. 随着土壤学的深入发展

,

我国在学科综合和交叉方面的题问越来越明显
。

今后应通过多

种渠道
,

如承担国家任务
、

重大基金项 目及国内外协作研究等
,

促进学科综合和逐步建立一

些对土壤科学发展有影响的交叉学科 ; 要积极参予 国际上已有的交又学科的研究活动
,

从中

吸取有益的成分
,

以便推动土壤学科在更大范围内综合和交叉
。

国际上应用新技术
、

新仪器和新方法的形势很好
,

我们要不断引用
,

以新的手段开辟新

的研究领域
。

同时
,

也要发扬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精神
,

加强对新仪器的研制和新方法的

开拓
,

使我国的土壤研究水平得 以进一步提高
。

(五 ) 加强国际合作
,

皿视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

近年来
,

我们在国际合作方面 已经初步打开了局面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今后还应进一步

加强
。

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我国在近 3 年中要主持和参与主持 3 一 5 次国际会议
,

在 国内召开

3 次国际会议
,

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培养和造就土壤科学事业的优秀青年接班人
,

是我国土壤学界的当务之急
。

一方面要重

视青年人力德育教育
,

使他们热爱祖国
,

热爱土壤事业
,

另一方面要注重基础知识的教育
,

要
“

深而不窄
,

广而不泛
” ,

既要在宏观指导下开展研究
,

又要注意学科研究的综合和交叉
,

并

敢于在土壤学领域内引进新思想
,

创造新方法
,

开拓新领域
,

为土壤学的新突破作贡献
。

中国的土壤科学事业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

世界的土壤科学事业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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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机肥的分别比单施化肥处理肥料损失减少和土壤中残留量增 加 2 7
.

2一 3 4
.

7% 和 19
.

7一

30
.

6% ; 耕深 3 c0 m
,

施有机肥各处理分别比单施化肥处理肥料损失减少和土壤 残 留 量增加

3 3
.

1一 47
.

8% 和 2 3
.

4一 46
.

1%
。

说明深耕结合增施有机肥土壤的保肥作用增大
。

综上所述
,

深耕结合增施有机肥
,

能改善砂姜黑土的理化性状
,

增加产量 , 在每亩施用

有机氮 10
.

宁k g
,

有机氮 :无机氮
= 5

.

4 : 4
.

6
,

C / N值为 9
.

5时
,

作物对氮素的利用率最 高
。

在

当前化肥供应不足情况下
,

深耕结合增施有机肥是改良砂姜黑土
、

提高化肥利用率的最好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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