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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就 90年代土壤科学的发展趋势
、

研究重点
,
以及土壤科学工作者肩 负的责任作了详尽的阐述

。

认 为保

护土壤资源
、

提高土壤肥力
,

改善生态环境 是土壤科学工作者的年代面 临的 3 大课题 , 作者还对今后 土壤学的

发展动力和任务提 出了见解
。

90 年代是世界进入以经济
、

科技为主体的竞争年代
,

同时也是人类继续面临人口一资源

一环境一粮食的尖锐矛盾的年代
。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
,

因此
,

土壤学也面

临着严重的挑战
,

每一名土壤科学工作者都必须明确所肩负的重任
。

、

土壤圈物质的组成
、

性质及能量循环研究

是 90 年代土壤学发展的总趋向

土壤科学的发展已逾百年
,

在此期间
,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由地表向地球各圈层 (包括气

圈
、

.

水圈
、

生物圈及岩石圈 )扩展
,

土壤学也由仅研究土壤 自身及土壤圈向地球各圈层发展
,

以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
。

这是因为
:

第一
,

土壤圈是处于地球各圈层的界面
,

是地球各圈层

中最活跃
、

,

最富生命力的圈层之一
,

它对人类生存及环境变化起重要影响
。

当今世界进行的
“

全球变化
”

及
“

全球土壤变化
”

的研究
,

就是以土壤圈及地球各圈层相互密切相关为 出发点的 ;

其次
,

从土壤学的发展看
,

过去多侧重于土壤本身 (液
、

气
、

固相 )物质 的组成与性质进行研

究
,

同时也联系到各种成土因素的影响
,

随着土壤科学向系统化
、

综合化
、

工程化发展
,

其

研究内容也向土壤圈物质及能量循环的功能
、

机制及其对人类与环境影响的方向发展并不断

深化
。

因此
,

可以预见
,

90 年代土壤学研究的总趋向
,

将是研究
“

土壤圈在地球各圈层的物质

组成
、

性质与能量循环中的地位及其对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影响
。 ”

这一总趋向表 明
:

首先
,

未来土壤学研究必须从土壤圈与地球各圈层的关系这一宏观角

度出发 ; 其次
,

土壤圈的内涵
、

功能及其与其他圈层的物质
、

能量交换
,

是今后土壤学重要

的研究内容 , 第三
,

土壤学研究将朝
“

全球变化
”

方向推进
,

这将为解决人类生存与环境问题

提供理论依据
。

据此
,

90 年代土壤学的具体研究内容至少有
:

.1 土壤圈与地球生命作用
。

包括土壤圈物质循环的能量变化
、

生物转化
、

水循环
,

重点

是土壤圈中碳
、

氮
、

硫
、

磷循环及其环境效应
;

2
.

土壤圈与人类生存条件
。

包括土壤资源的区域治理
、

在综合农业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生

产承载力评价
,

营养元素的空间调控 ;

3
.

土壤圈与自然环境
。

包括重金属元素在土壤圈中的空间分布
、

迁移
、

转化及其生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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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七壤中污染物质变化对生存环境影响及其调控

,

土壤在复合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功能 及豁

化模式 ;

d
.

土壤圈及全球变化
。

包括 自然与人为条件下土壤圈内不同土壤类型 的历史
,

现代成土

过程及土壤纂本特性变化的预测
; 土壤退化

; 以及土壤痕量气体的通扭及其对温室效应的影

响等 ;

5
.

土壤圈物质的组成
、

性质
。

包括土壤胶体表面的电荷性质
,

土壤中有害物质的化学行

为
, : 仁壤水分性质

,

植物营养元素的化学性质
,

根际主要微生物的生理生态特性
,

土壤有机

质组成
、

性质
,

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
、

功能等
。

二
、 “

全球土壤变化
”

是 90 年代土壤学研究的重点

当今
一

世界
,

面临人 口剧增及土地退化两大难题
。

到本世纪末
,

世界人 口接近 65 亿
,

发展

中国家缺粮将近 2 亿吨 ; 世界水土流失面积已达总面积的1 6
.

8%
,

占总耕地 2
.

7%
,

每年还有

7 万平方公里 土地沙漠化
,

约有 12 万公顷土地发生次生盐渍化
,

占总面积 10 %的土地沼泽化
,

以及近 2亿公顷耕地被侵占
;
来 自土壤的 5种温室痕量气体也不断增多

,

近百年来在温室效应

中的贡献率是
:

C H
;

为 3 0 %
,
0

3

为 8%
,

N
:
O为 80 %

,
C O

:

为 20 %
,

氟氯烃化合物为 15 %
。

因

此
,

研究
“

全球土壤变化
”

对人类与环境影响的问题
,

已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
,

被列为 当前

及长远的国际性研究课题
,

S C O P
、

IC S U
、

IG B P
、

U N E P等国际组织都把
“

全球土壤变化
”

列为今后长期研究的战略项 目
。

所谓
“

全球土壤变化
” ,

是指在自然与人为条件下
,

研究土壤圈在地球系统各圈层中物质

的迁移及转化规律
。

其中包括土壤类型的形成
、

组合
、 、

分布及其理
、

化
、

生物性质的时空变

化
,

土壤温室效应
、

土地退化
、

水土流失及环境污染的机理
、

本质及其防治等
。

我国人 口与土地资源利用的矛盾尤为突出
。

到本世纪末
,

人 口近 13 亿
,

人均粮食不足 4 00

公斤
。

与此同时
,

每年还要减少耕地 7 00 一 1 0 0 0万亩 ; 每年沙化面积达 2 0 0 0万亩
,

草原退化面

积 占草原地区的 1 / 4 ; 次生潜育化面积占沼泽化总面积的1/ 5 ; 次生盐渍化面积约占盐渍土总

面积 1 / 6
;
水土流失面积近 15 0万平方公里

。

因此
,

从我国国情出发
,

努力解决人粮矛盾
,

合

理利用资源
,

是当前乃至整个 90 年代土壤学的研究重点
。

三
、

保护土壤资源
、

提高土壤肥力
、

改善生态与环境

是 90 年代土壤学面临的重要任务

据统计
,

全世界只需少量投资即可获较高产量的土壤只 占总耕地面积 40 %
,

其余 60 %则

是低产高消耗型的耕地
。

不少土壤学家强调指出
,

保持与有效利用世界土壤资源
,

是一个长

期的战略任务
。

我国土壤资源在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是
:

第一
,

土壤肥力减退
,

耕地中亩产不

足 1 50 公斤的低产田 占耕地 1/ 3 ; 第二
,

土壤退化
;
第三

,

土壤侵蚀严重
,

黄土高原地区与红

壤丘陵地区侵蚀面积各有 50 万平方讼里
;
第四

,

耕地被侵占
,

可
、

待垦宜农耕地 已不足 3 亿

亩
。

为此
,

我国土壤学在 90 年代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
: “

加强全国土壤资源的保护
、

综合

治理及合理开发利用
。 ”

随着人粮矛盾的 日渐加剧
,

土壤肥力与土壤管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

如前所述
,

我国有

1 / 3的耕地产量甚低
,

土壤肥力函待提高
,

另外 2 / 3的耕地肥力也需不断培育
。

全国氨
、

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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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施用量比大体是
:1 : 0

.

3 : 0
.

5 0
,

与世界平均水平 1 : 0
.

5 9 : 0
.

4 8相比
,

估计到本世纪末
,

氮

素供应可望平衡
,

而磷
、

钾仍不足
,

其中磷肥缺 2邝
,

钾肥缺 1 / 3
。

因此
,

既要重视土壤肥力

的保持与提高
,

又要注意改善土壤管理
,

要特别注意土壤与环境各 因素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

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与能量传递
。

总之
,

保护土壤资源
,

提高土壤肥力及改善生态与环境三者是密不可分 的
。

四
、

研究节源高效持续农业是 90 年代土壤学肩负的历史使命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

持续农业受到人们的青睐
。

有的学者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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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保护环境与促进生物发展
;
有人认为

,

持续农业的概念
,

应包括
:

土地利用的

连续性
,

环境质量的保持与提高
,

经济价值的增加
,

生产力的稳定增长
,

代传土地质量提高
,

抗风险的缓冲能力增强等方面
。

此外
,

美 国还为此而成立了低投入持续农业委员会
,

以研究

低投高产持续农业的可能性
。

这些都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
,

也是土壤学研究中的新课题
。

我国人 口不断膨胀
,

农业资源 日趋紧张
,

人均资源占有量将随人口 增长而下降
,

已接近

甚至超越了资源承载的极限
。

要使我国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
,

人均粮食在本世纪末保持在 4 00

公斤
,

就必须走节源高效持续农业的道路
。

所谓节源高效持续农业
,

是指在节约资源
、

获得

高产的同时
,

注意增强地力
,

改善和优化生态与环境
。

也就是在有限资源条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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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壤学在保持农业持续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
。

因此
,

90 年代的土壤学研究

应该积极地为发展节源高效持续农业服务
。

五
、

加强土壤学基础理论研究

是未来土壤学发展的动力

近年来
,

从国际上看
,

土壤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各分支学科虽然发展不甚平衡
,

但均有明

显进展
,

并朝着
“

人类与环境
”

的总 目标和
“

全球土壤变化
” 、 “

土壤圈物质循环
”

研究的方向不

断推进
,

同时在新技术
、

新方法的运用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新的发展
。

与国际土壤学基

础研究相比
,

我国土壤学某些分支
,

如表面化学
、

植物营养 ( N
.

P
.

K及根际 )
、

土壤水分
、

肥

料试验网
、

水稻土
、

盐渍土及红壤的发生和利用等
,

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领先地位
; 而在土

壤分类
、

土壤生物
、

土壤生态
、

环境保护
、

物质循环
、

全球土壤变化
、 ,

信息系统及新技术应

用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距
。

有鉴于此
,

在 90 年代
,

我们必须围绕
“

土壤圈在地球各圈层中物

质的组成
、

性质与能量循环中的地位和对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影响
”
的总目标

,

大力开展土壤学

基础理论研究
,

推动土壤学的发展
。

六
,

9 0年代我国土壤科学的主要任务和应重视的问题

( 一 ) 90 年代我国土坡科学的主要任务

综上所述
,

90 年代我国土壤学的发展
,

一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

认真抓好保护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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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和合理开发利用
,

为节源高效持续农业服务
; 二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

,

以世界土壤

学发展的总趋势为方向
,

切实搞好基础研究
。

1
.

综合治理及防治土地退化的研究

( 1) 深入进行我国生态脆弱地区的综合治理与开发
; 系统地研究上述地区的发展战略及

土地承载力
;

( 2) 发展持续农业
,

开展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

强调农业资源利用的节制与节约
;

( 3) 开展土地退化及其防治研究
。

包括土地退化的类型
、

分布及其与人为活动的影响
; 不

同土地退化类型的形成机制及防治途径
。

2
.

土壤肥力演变规律与调节的研究

( 1) 深入开展土壤肥力的化学
、

物理
、

生物及生化环境演变规律的研究
。

提出在高强度

利用条件下土壤肥力的演变趋势
;

( 2) 深入开展施肥技术与提高肥效的研究
。

注意开展土壤根际微域环境养分元素的生物

有效性及其调节 的研究
; 开展土壤 中水

、

肥
、

气
、

热各因素与营养元素平衡
、

协调及其与作

物生长关系的研究等
。

3
.

土壤 圈物质的组成
、

性质
、

类型及其时空变化规律的研究

( 1) 研究自然与人为条件下不同土壤类型的历史和现代成 土过程
; 土壤圈物质 的空间分

布和理
、

化
、

生物等基本特性及其变化和预测
;

( 2) 着重研究可变电荷土壤的表面性质及其与溶液间的界面化学行为
; 以红壤为主的土

壤胶体表面性质 ; 固一液相界面上离子 的物理化学行为及其反应动力学
;

( 3) 继续进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
。

重点是高级分类级别的划分依据 ; 诊断层和诊断

指标的确定
; 主要土壤标准剖面的建立

; 土壤系统分类信息系统的建立等
。

4
。

土壤圈物质循环规律研究

包括
:

C
、

N
、

S
、

P循环
; 土壤水平衡

; 土壤物质 迁移转化 的动力学等
。

近 期 研 究 重

点
:

( 1) 土壤氮循环
,

以
“

农田生态系统氮素损失及其对策
”

为主题
,

研究氮素损失的机理
,

氮

素损失量的原位测定及控制土壤氮素损失化学制剂的筛选
;

( 2) 土壤一植物一大气系统的水平衡
,

着重研究农田水平衡及灌溉最佳模型 ;

( 3) 从全球变化研究土壤圈物质迁移转化的动力学及其对对地球其他圈层产生的影响
;

土壤圈与大气圈气体又换中
,

土壤痕量气体的通量及其对温室效应的影响等
。

5
.

土壤生态与环境保护研究

( 1) 建立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

着重研究土壤生态系统在复合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

功

能及优化模式
;

( 2) 污染物在农田土壤中的迁移
、

转化及调控途径
。

主要研究重金属复合污染和有机污

染物的土壤化学行为
; 重金属和农药污染物在根际环境中的形态转化和归宿

;
城市固体废弃

物的综合利用等
。

6
.

土地资源信息系统与遥感技术的研究

结合 1 : 1 0 0万土壤图和土地数字化数根库 ( S or t e r )的研究
,

开展土地资源信息系统的结构

及功能的研究
; 区域土壤数据库及有关学科分支专业数据库的建立

;
信息系统及遥感技术在

土地资源评价
,

合理利用及其演变趋势预测等方面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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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90年代我国土壤学发展中应重视的问题

1
.

加强学科的综合和渗透
,

要十分注意学科研究的实践性
,

即以
“

人类生存发展与改善

自然环境
”

作为总战略目标
,

并应注意宏观对微观的指导及学科间的渗透和交叉
。

2
.

重视测试和研究手段 的更新和新技术的引用
,

尽快建立起我国土壤信息系统及全国性

的土壤信息库
。

以适应 90 年代土壤学发展的需要
。

3
.

明确重点
,

加强定位网络研究
。

近 10 年内应特别重视我国热带
、

亚热带地区土地资源

治理开发与生态
、

肥力平衡中有关机理及发生性质的研究
。

要加强长期定位观察与示范研究
,

从而取得系统
、

动态
、

定量的资料
,

将土壤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

4
。

开展
“

国情战略
”

研究
。

结合我国国情
,

研究中国土壤学的现实问题及发展战略
,

包括

土壤一人 口一粮食一资源发展战略
; 土壤与区域治理布局 ; 土壤与土地生产力及肥力发展

;

土地承载力与生存环境战略等
。

5
.

加强国内外合作
,

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
。

总之
,

90 年代的土壤科学将进 入一个新的时代
,

可 以预见
,

随着土壤 圈物质 的组成
、

性

质与循环规律的研究
,

土壤学必将对人类生存及 自然环境的改善有新的贡献
,

并将在土壤学

理论研究上有新的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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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长期定位研究和联网研究基础上
,

建立全国盐渍土动态信息数据库
。

以野外长期定

位观测台站为依托
,

进行长期实验观测研究
,

建立不同自然条件和改 良利用方式下
,

盐渍土

壤演变过程的动态信息数据库系统
,

为盐渍土发生
、

演变
、

改良
、

趋势变化
、

环境影响
、

盐

渍土资源的合理利用等研究提供较系统的依据
、

方法
、

经验以及参数
,

也为盐渍分区和盐渍土

图制作提出新手段
,

为土地资源信息系统建立打下基础
。

5
.

加强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
,

以及新技术方法的引进
、

应用
。

通过承担国家任务
、

国

内外合作研究和重大基金项 目
,

参与踪合性研究课题
,

运用多学科手段
、

方法
,

探索本学科

与其它分支研究之间的新结合点
,

开拓研究领域
,

充实和发展盐溃地球化学
。

同时
,

积极引

进国外先进方法和技术
,

发展新技术方法及其应用的研究
,

包括 E M
、

T D R测量技术
,

信息

系统工具等
,

并逐步实现盐渍土监控
、

测试指标
、

测试方法的标准化
、

规范化和系统化
,

以

利进一步发展国内外研究工作的交流
,

实现信息共享
、

共用
。
(参考文献 31 篇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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