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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40 年

赵 其 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自1 9 5 3年成立以来
,

经历了艰苦的创业和开拓
,

迅速的发展

和壮大过程
,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

今天
,

当我们回顾 40 年的风风雨雨时
,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一句
:
我所的土壤科学研究事业

,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老一辈土壤科学家

们辛勤耕耘的园地
,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

一
、

开创了我国现代土壤科学研究

我所是 1 9 5 3年由政务院批准
,

由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

地

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初创于 19 3 0年
。

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委托地质调查所进行全国土壤调

查时
,

在北京正式成立的
。

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土壤研究机构
。

1 9 3 5年
,

该室迁至南京珠江路新址
,

抗战爆发后又西迁重庆
, 1 9 4 5年迁回南京原址

。

先

后在该室工作的有侯光炯
、

熊毅
、

李连捷
、

朱莲青
、

陈恩凤
、

李庆建
、

马溶之
、

宋达泉
、

侯

学煌
、

席承藩
、

席连之
、

朱显漠
、

于天仁
、

何金海
、

程伯容
、

曾昭顺
、

刘铮
、

张续绵
、

吴以

让等
。

此外
,

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在土壤科学研究中有建树的专家担任该室 的主任技师
、

兼

任研究员
,

如潘德顿 ( R
.

T
。

P e n d l
e t p n

)
、

梭颇 ( J
。

T h o r p )和周昌芸等
。

该室成立不久
,

相继又成立了一些土壤研究机构
,

如同年成立的广东省土壤调查所 , 晚

些时候组建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等
。

加上 40 年代成立的福建地质土壤调查所
、

江西

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等机构
,

构成了开创我国近代土壤科学研究的基干力量
。

先躯们在经

费极为有限
,

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
,

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
。

先后在 山 东
、

河北
、

陕西
、

甘肃
、

广西
、

江西
、

四川
、

福建
、

新疆及台湾等地进行了土壤概查 , 创刊了《土壤专报 》
,

作

为该室发表土壤调查报告的窗 口 , 编写出版 了第一本中国土壤地理方面的 专 著— 《中国之

土壤 ))( 中译本名 ) , 发起成立了中国土壤学会 ( 1
一

94 5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土壤研究室仍以原建制开展了 3 年恢复时期的土壤科学研究工

作
,

包括黄泛区
、

橡胶草土宜及黄土区治理预查等 , 同时
,

先后 (包括建所初期 )在江西甘家

山
、

辽西章古台和陕西武功等地建立了试验站
,

以深入研究红壤
、

黄土及风沙 土的改 良利

用 , 截至 19 53 年
,

土壤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已有 52 人
,

已发表论文
、

报告
、

译作近 20 。篇
。

所

有曾在该室工作过的老一辈土壤学家
,

他们的这些创造性劳动
,

不仅为我国发展土壤科学事

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

1 9 5 0年在第 4 届国际土壤学会大会上
,

李庆建教授当选为 国际土壤学会的副主席
。

二
、

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土壤科学有其显著的应用性
。

建所伊始
,

全所同志便在马溶之
、

熊毅
、

李庆逮
、

宋达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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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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承担 了一系列与生

产密切相关的研究任务
。

在摸清我国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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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技人员

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山山水水
,

完成的调查任务及提出的报告和图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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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和农业生产中的存在问题
,

长期进行了试验研究
。

在黄淮海平原的早涝盐碱综合治理研

究中
,

熊毅教授参照国外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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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
,

在积累大量科学资料的基础上
,

又提

出了一系列开发治理黄淮海平原的措施
,

不仅取得了大面积农业丰收的好成绩
,

而且形成了

一批重要成果
,

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 , 熊毅教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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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南方丘陵红壤区
,

是发展 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
“

宝地
” 。

这里气候温暖
,

雨量

充沛
,

生物物质循环旺盛
,

素有
“

湖广熟
,

天下足
”

的美称
。

开发利用红壤丘陵
,

是关系到我

国农业持续
、

稳定发展的关键之一
。

我所从建所开始
,
便长期从事红壤改良和综合开发利用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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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庆遴

教授担任主要负责人之一的
、

我所投入很大力量的
“

橡胶树在北纬 18 一 24 度大面积种植技术
”

获得国家一级发明奖 , 红壤地区磷
、

钾肥施用的研究结果
,

既显著地提高了农业产量
,

又推

动 了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以及磷肥 ( 60 年代 )和钾肥 ( 70 年代 )工业的发展
。

在上述大量研究工作

的基础上
,

于 80 年代初
,

编撰出版了《中国红壤》一书
,

该书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被

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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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并出版了《水稻丰产土壤

环境》一书
。

近年来又深入研究了高产水稻土的物理障碍因素及其调节
,

高产条件卞化肥的合

理施用
,

土壤有机质的分解
、

积累和有机肥源合理使用等
,

在
“

六五
”

攻关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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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合理施肥方面
,

根据多年调查研究和长期定位试验
,

在全国土肥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

初步摸清了我国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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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步摸清了我国耕种土壤中微量元素
、

硅
、

镁及硫等营养元素的肥力状况
,

提出了合理施用

上述各种肥料的原则
、

技术和方法
。

如李庆遴教授等一批科学家提出的橡胶林地直接施用磷

矿粉
,

有效施用氮肥量
、

微量元素肥料的应用等重要研究成果
,

为建国初期克服国外 封锁
,

弥补我国缺少磷酸
,

以及以后的发展化肥工业
,

推动农业生产和改 良土壤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

受到国家有关方面的嘉奖
。

而由李庆建教授主持的碳按粒肥的研制成功及稍后研制成功的碳

按基氮钾粒肥
,

又为我国使用长效化肥 、 合理施肥和减少肥料损失开辟 了新的途径
,

这两项

研究分别获得了 1 9 7 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 1 9 92 年商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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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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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

我所自匆年代开始
,

先后进行了工业
“
三废

`
对土壤的污染

、

地方病因
、

农田灌溉水质和

农药安全施用标准
、

利用土壤微生物降解有机农药
、

酸雨对土坡环境的影响预测以及土坡中

金属管道腐蚀与保护等的调查和研究
,

取得了重要成果和进展
。

从 80 年代起
,

我所参加了长江

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等研究项目
,

根据研究结果
,

向国家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

40 年来
,

全所同志紧密围绕国家建设中的重要间题
,

爬山涉水
,

风餐露宿
、

兢兢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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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2 年底
,

全所共出版专著 79 部
,

发表论文
、

报告
、

译著达 6 0 0。余篇
。

取得科技成果 4 09 项
,

其中重要成

果21 3项 , 自1 9 7 8年恢复成果奖励制度以来
,

全所共有获奖成果 170 项
,

其中绝大多数 是 院
、

部
、

省级以上的奖励
。

这些成果和奖励
,

既是国家和人民对我所全体同志辛勤工作的肯定
,

也

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鞭策
。

回顾过去
,

展望未来
,

我们满怀信心
。

今后
,

一方面要争取获得

最多的科研成果
,

另一方面要将已有的成果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
,

使之真正在国民经济建设

中发挥作用
。

三
、

发展了我国土坡科学

土壤科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
,

一方面
,

积极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 , 另一方面
,

随着科学

研究的积累
,

按照 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
,

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
。

40 年来
,

土壤学的研究工

作除不断向纵深发展外
,

而且还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

产生了不少边缘学科
,

在广度上 也有新

的进展
。

就学科分支而言
,

由建所初期的 4 组 (土壤物理及物理化学组
、

土壤化学及农业化

学组
、

土壤生物及生物化学组
、

土壤地理和土壤改良组 ) 一室 (资料室 ), 发展到目前的 i1 个

研究室 (土壤地理
、

土壤一植物营养化学
、

土壤物理
、

土壤物理化学
、

土壤电化学
、

土壤微

生物
、

土壤生物化学
、

土壤盐渍地球化学
、

土壤生态
、

土壤环境保护及计算机应用研究室 )
,

1个开放研究实验室 (土壤圈物质循环 )
、

1个自费开放研究实验室 (土壤一植物营养分子生

物学 )
、

3 个生态实验站 (封丘农业生态开放研究实验站
、

红壤生态开放研究实验站和常熟农

亚生态实验站 )
。

此外
,

还有图书情报室和编译出版室
。

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

我所在土壤的发生
、

分类及分布规律
,

土壤有机质的

组成
、

性质
,

土壤微生物特性
,

有机无机复合胶体的肥力特性
、

土壤粘土矿物特性
,

离子专

性吸附
,

土壤氧化铁的表面性质
,

土壤氧化还原过程
、

可变电荷土壤电化学特性
、

土壤酸度

本质
,

土壤水分特性和土壤结构形成机理
,

土壤水盐动态规律
,

土壤养分供应过程及其调节
,

`

土壤一植物根际营养机理
,

土壤系统中物质循环与平衡
,

以及土壤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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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化学
、

土壤物理学等性质
,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我国土地资源
、

提高土壤生产

力
、

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
。

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
,

马溶之教授率先提出了欧亚大陆的土壤分布规律
,

受到国际土壤

学界的高度重视 , 由熊毅
、

李庆建教授主编
,

组织全国百余学者共同编写的《中国土壤 ))( 中
、

英文版 ) 以及稍后编制的《中国土壤图集》
,

是土壤工作者数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
,

是第一部

全部由中国土壤学家自己编写的关于中国土壤的巨著
,

不仅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

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

近期已出版的 《中国磷矿的农业

利用》
、

《中国土壤氮素 》
、

《中国水稻土》
、

《中国土壤资源》和即将出版的《中国盐溃土》 等一

系列重要专著
,

也必将对今后我国土壤科学研究起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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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长
,

自然资源的承载力有限
,

以及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
,

土

壤学已成为一门被普遍关注的科学
。

人们对
“

土壤
”

的认识
,

已提高到
“

土壤圈
”

这个系统的高

度
。

土壤圈作为地球表面的一个圈层
,

在岩石圈
、

水圈
、

生物圈和大气圈之间的能量传递和

物质循环中起着中介的作用
,

在人类生存环境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

因此
,

土壤科学的研究范

围也相应地扩大
。

我所的
“

土壤圈物质循环开放研究实验室
”

就是在上述形势下应运而 生 的
。

全所也将研究热点转向
“

土壤圈
” 。

实践证明
,

按照土壤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

从科学发展过程中提出研究课题
,

并进行长

期地深入地研究
,

是发展学科和进一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之 一
。

例如
,

微量元素对植物生长的作用和在土壤中的分布规律研究
,

虽然在一段时候内主要表现为研究

资料的积累
,

但是
,

经过长期试验研究所获得的成果
,

不仅发展 了学科
,

而且对微量元素肥

料的合理施用起了重要作用 , 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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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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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既能解决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土壤的发生
、

分类
、

分布规

律等全局性的间题
,

也能开展植物营养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

随着近代数学
、

物理学等科学的表展
,

土壤测试手段和土壤信息系统研究也取得了可喜

的进展
。

遥感技术的应用为土壤调查手段的革新提供了条件 ,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

使数据的

综合处理和各种数值模拟研究成为可能 , 各种先进的仪器
、

设备为更深入系统地研究土壤性

质和过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

目前
,

我所有仪器设备共 2 7 0 0余台
,

总值 1 0 0 0余万元
,

已

形成能进行各种科研工作的实验系统
。

四
、

培养了人才

人才间题始终是科学事业兴旺发达
、

持续发展的关键间题
。

我所在老一辈土壤学家的关

注下
,

一向注意人才的培养
。

40 年来
,

不仅科技人员明显增多
,

而且在人员素质上
,

有了显

著的提高
。

建所前夕 ( 1 9 5 2年 )
,

全所职工总数为 52 人
,

建所时为 I n 人
,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80 人
,

辅

助人员 16 人
,

行政人员 15 人
,

随着科研任务的增加
,
全所科研人员也不断增加

。

目前全所职

工总数为 46 。余人
,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数的87 % 以上
,

是建所时的 5倍
。

40 年来
,

我所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土壤科学工作者
。

其 中不少同志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

的土壤学家
。

我所有 3位科学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庆建
、

熊毅
、

赵其国 ) , 在国

际上
,

继李庆遴 (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副主席 )
、

马溶之 ( 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 之

后
,

近年来又有一批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组织中任职
,

其中有 5 位分别被选为第 13 届 ( 14 届 )国际

土壤学会盐渍土分委员会主席 (赵其国 )
、

第 2 届东亚
、

东南亚土壤学会联合会主席 (赵其国 )

和秘书长 (龚子 同 )
、

土壤肥料委员会水稻土肥力工作组组长 (朱兆良 )
、

副组长 (谢建昌 )
、 `

土

壤化学委员会胶体表面工作组成员 (于天仁 ) , 有 3 位被选为国际化肥中心 (西欧 )理事 (谢建

昌
、

刘铮
、

朱兆良 ) , 有 1 位被选为国际土壤分类委员会 12 位召集人之一 (席承藩 ) , 有 1位

被选为世界土壤资源参比基础成员 (龚子同 )
。

截至 1 9 9 2年底
,

全所高级研究技术人 员 已 达

1 70 余人
。

这支活跃在土壤科学研究第一线的高级科技人员
,

为国民经济建设和 土 壤科学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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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研和教育体制改革
、

研究生制度的恢复
,

我所一大批青年土壤工作者迅速地成长

起来
。

我所不仅有权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

而且还建立 了博士后流动站
,

为培养高层次的研

究人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据不完全统计
,

自建所以来
,

特别是恢复研究生制度 以来
,

先后

培养了硕士毕业生 1 04 名
,

博士毕业生 25 名
,

进一步做博士后研究的 8 名
,

此外
,

目前在读

的硕士研究生有 8 名
,

在读的博士研究生有 18 名
,

在国外深造的有20 名
。

在学成回国和由我

所自己培养的博士
、

硕士中
,

已经有十多位同志走上 了研究所
、

室或研究中心的领导 岗位
,

不少同志已经是某个学科分支领域的带头人
。

他们在争取任务
、

组织课题和发展学科方面不

断地开拓和创新
,

其中一些同志已经在国外崭露头角
,

受到国际同行们的赞许
。

所有 这 些
,

都说明我所的科研工作将后继有人
,

将更加兴旺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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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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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

一辈土壤学家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
,

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

我们要把这种治学精

神发扬光大
,

特别是在培养青年一代土壤科学工作者时
,

必须进一步强调实践
,

强调亲自动

手的能力
。

五
、

促进了土壤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

土壤科学
,

和其他知识体系一样
,

是人类共同劳动的产物
。

要发展我国的土壤科学
,

就

一定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交流
,

汲取各国的先进思想
、

技术和经验
,

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

服务
,

同时
,

在世界土壤学界争第一
、

争领先
。

这是我所的奋斗目标
,

也是我国土壤学界的

奋斗目标
。

1 9 7 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
,

我所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

频繁的国

际学术会议
、

出国访问
、

接待来访及互邀讲学使我所在国际同行中的地位不断 提 高
。

现在
,

我所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已有较丰富的经验
,

国际合作项 目日益增加
,

留学深造
、

培养人才的

渠道已经拓宽
,

一些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了职务
,

有的被选入了当代国际有成就的

名人录
。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
,

自1 9 8 0年我所主办 了在我国举行的首次国际水稻土学术讨论会 以

来
,

我所先后主办了 4 次大型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

即1 9 8 0年 10 月 19 一 24 日在南京举行了
“
国际

水稻土讨论会
” ,

有 15 个国家的外国学者53 人参加 , 1 9 8 3年 n 月 15 一 19 日在南京举行的
“
国际

红壤学术讨论会
” ,

有 9 个国家的24 名外宾参加 , 1 9 8 6年 9 月 7 一 n 日在本所召开的
“

国际早

地土壤 (热带
、

亚热带 )管理与施肥会议
” ,

有 6 大洲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 10 名外宾参加 , 1 9 92

年 9 月 15 一 19 日在南京召开的
“
国际水稻土学术研讨会— 第 3 届国际水稻土肥力研讨会暨

首届东亚
、

东南亚水稻土会议
” ,

来自14 个国家和地区
,

.

以及一些国际研究开发组织的 专 家
、

学者共 1 20 余人 出席了会议
。

此外我所还主办或参加主办了 10 多次中
、

小型国际学术讨论会
,

平均每年举行 1一 2次
。

并先后 出版了一批会议论文集
。

据不完全统计
,

截至 1 9 9 2年底
,

我所

先后接待了国外
、

境外土壤学者90 0余人次
。

同一时期
,

我所 27 。多人次出国考察
、

讲学
、

合

作研究及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
。

在国际合作研究方面
,

继 50 年代的中苏合作
、

60 年代的援古工作之后
,

从 1 9 8 1年起
,

先

后与澳大利亚
、

日本
、

法国
、

德国
、

智利
、

美国
、

加拿大
、

欧共体及联合国有关国际开发组

织等开展了关于土壤基本性质
、

水分
、

肥料
、

养分平衡
、

水土保持
、

早地农业
、

以及 热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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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土壤分类等方面十余项合作研究课题
。

目前
,

这种合作研究的领域正在进一步拓展
。

在与国外的资料交换方面
,

我所图书馆已与国际上 1 00 多个国家
、

地区和单位建立了长

期资料交换关系
,

获得各种期刊和书籍万余种
。

自1 9 7 9年起
,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定我所图书

馆为该组织在中国的特约藏书馆之一
,

每年赠送图书
、

刊物80 余种
。

我所也通过 自己创办的学

术刊物向国外介绍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

1 9 9 1年我所还创刊了一种英文期刊—
《 p de os p h 。 : e 》 ,

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与国外同行交流
。

就 目前我所在各研究领域取得成果的水平而言
,

不仅在国内有重大影响
,

而且在国际上

享有很高的声誉
,

特别是在水稻土
、

红壤研究方面
,

另外
,

在表面化学
、

微量元素
、

植物营

养等方面
,

以及在低产土壤改 良利用等方面都已到达或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
。

由我所主持编写

的国际人为土纲分类系统已得到联合国土壤分类组织的确认
。

所有这些
,

都为我所走向国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历史 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
,

中国土壤

学界是推动世界土壤科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员
。

六
、

在改革开放中前进

随着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提出
,

土壤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一手抓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

一手抓国民经济主战场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

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特

征
。

在此期间
,

我所提出的总体指导思想是
,

在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下
,

继续

坚持和贯彻
“

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
,

同时保持一批

精千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

的办院方针
,

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研和攻关任务
,

.

加

快科技成果向生产的转化
,

促进国际合作研究和开发
,

积极培养青年科技骨干和新一代学术

带头人
,

从而使我所在土壤科学研究方面赶上和跻身于国际先进水平
,

为我国和世界的土壤

事业
、

农业生产
、

国民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

(一 )继续积极争取国家
、

部门及地方的科技攻关和 , 大科研任务

我所长期 以来
,

承担了大量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
。

不仅在提高耕地生产

力
、

保护并改善生态与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而且在国土整治
、

区域治理
、

医药卫生

和工程建设等多个领域内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勺又五
”

期间
,

我所承担了 3 项国家攻关任务和

7 项部门和地方的重大任务
,

从目前的研究工作进度来看
,

进展 比较顺利
。

今后除抓紧搞好
“

八五
”

的任务外
,

还应积极争取
“

九五
”

任务的预研究和立项工作
。

要继续把主要力量投入刹
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去

,

急国家之所急
,

急人民之所急
。

并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
,

使土

壤科学进一步得到发展
。

(二 )确立学科发展的主玫方向

在充分研究当前国际土壤学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

我们确立了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

点
,

即在深入研究土壤的发生特性
、

分布规律
、

系统分类
、

资源利用
、

基本性质及其演变调

控的同时
,

着重研究土壤圈的物质组成
、

性质 (矿物
、

胶体
、

物理特性 )
、

结构及其与工农业

生产
、

社会发展的关系 , 以及研究土壤圈与其他圈层的物质迁移
、

能量流动与平衡关系
,

以

及对全球变化
、

生存环境和资源合理利用的影响
,

以期在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和解决土壤学中

重大学科间题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
。

并不断地为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信息
、

技术手

段和科学依据
。

在组织形式上
,

主要依托开放研究实验室和开放研究实验站的有利条件
,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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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我所的学科优势
,

积极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际科学基金的资助
。

(三 )组睡灵活机动的研究机制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
,

为使我所全方位地进入国际
、

国内市场
,

必

须在组织形式上采用更加灵活机动的机制
。

为此
,

在原有研究室的基础上
,

组建 4 个研究中

心
,

综合有关分支学科力量
,

独立地承接课题
,

开展各种横向联合
。

各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

方向及任务是
:

1
。

土地资源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
:

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需要
,

着重研究土地

资源数据库在土地开发利用
、

生产率评价
、

土地退化的治理
、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 设 中 的应

用
,

并借鉴国际上开展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的研究经验和遥感新技术
,

逐步建立适用于我国

土地资源数据库
,

争取与国际上 同类研究接轨
。

2
.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重点研究农村生态系统的演化趋势及对未来经济发展和生 存条

件的影响
,

以及农村生态工程建设与环境整治
。

包括全球气候变暖与水体富营养化 , 长江生

态环境建设 , 长江三角洲未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 , 生态系统网络研究 , 经

济发达地区环境监测的信息系统 , 农村工业化
、

城市化的生态模式 , 污水和城乡废弃物的综

合利用 , 乡镇企业污染的治理及农业面源污染的改善等
。

3
.

农业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

以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
,

增进人类健康和获取优质
、

高产与

最大经济效益
,

即建立
“

资源节约型优质
、

高产持续农业系统
”

为 目标
,

以黄淮海平原
、

长江

流域及其以南的丘陵与沿海低丘平原区为重点
。

开展土地退化类型
、

发生
、

更新与恢复 , 区

域农业结构调整
、

优化配置及潜力发挥途径 , 人类活动对区域农业生态系统长期影响 ;
.

中低

产地改良利用与提高生产力途径 , 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结构
、

功能与优化模式 , 区 域 土地 资

源
、

人 口承载量与农业持续发展战略等研究
。

4
.

新肥料研究中心
:

着眼于未来农业
,

积极研制适用于粮食作物
、

经济作物
、

蔬莱
、

海

洋生物及设施栽培的新型肥料
。

近期重点开发缓释肥
、

专用肥
、

多功能肥
、

叶面肥
、

生物菌

肥和垃圾肥
。

( 四 )发展搜向联合
,

积极搞好科技开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我们要充分发挥土壤科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

进一步应用

科学知识和技术解决工农业生产中的有关问题
。

积极组织成熟技术和科技成果的推广
,

使其

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

近期内要以 4 个研究中心为依托
,

以科技开发部门为前哨主动与地方和

企
、

事业单位发展横向联合
,

争取各种委托研究 , 同时
,

发挥我所在新肥料
、

新仪器
、

新方

法研制方面的特长
,

逐步形成拳头产品
,

进一步开拓市场
,

并争取将我所的成熟产品和先进

科学技术打入国际市场
。

90 年代是土壤科学面临新的挑战的年代
。

让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

再接再励
,

团结

一致
,

面向国民经济建设
,

面向世界
,

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土壤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新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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