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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土壤学看

江苏省农业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

赵 其 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南京 21 0 00 幻

摘 要

本文从现代土壤学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

联系江苏省农业生产的实际
.

对该省当前在农业持续发展中存

在的土壤间题
.

包括提高土壤肥力
.

防治土城沮化 改良中低产田
.

建设生态环城
.

实行集约化经营等
,

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与讨论
,

提出了有关加强江苏省农业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具体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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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
,

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

当前在我国传统农业正向高产
、

优质
、

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变时期中
,

土壤学也正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

朝向现代土壤学的方

向转变
.

因此如何从土壤及现代土壤学的观点
,

正确地认识与解决江苏省当前农业持续发展

中所面临的问题
,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1 现代土壤学的发展与特点

L l 现代土壤学的发展趋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

土壤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 自然资源
,

亦正在逐渐或迅速地发

生变化
,

当今土壤学已由原来仅研究土壤本身向土壤圈及其与各圈层之间的关系的方向扩

展
.

土壤圈是地球上气圈
、

水圈
、

生物圈及岩石圈交界面上的一个圈层
,

它处于四个圈层的

中心
,

既是地球各圈层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的枢纽
.

又是地球各圈层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

由

于土壤圈处于地 圈系统
,

即上述 四个圈层的中心
,

因而它具有 : 永恒的物质迁移与能量交

换 ; 最活跃与最丰富的生命力 ;
“

记忆块
’

与
“

基因库
’
; 时空变异与限制性 ; 资源的再生

、

利

用与保护等特性
,

并且具有支持与调节生物过程与养分循环 (对生物圈 ) ; 影响大气组成
,

水

平衡与释放温室气体 (对气圈 ); 影响降水分配与平衡 (对水圈 ) ; 影响土壤发生与地质循环 (对

岩石圈 )等功能
.

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土壤圈与其它圈层 的物质交换影响全球变化
,

通过人 为

活动对土壤圈的强烈作用
,

对人类生存与环境起重大影响
.

因此
,

从土壤学的发展看
,

今后的研究共有两个方向
:

第一
,

研究土壤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的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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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研究土壤圈物质迁移与能量平衡对人类生存环境 (持续农业 )的影响
.

上述研究方向可概括为以下四项研究任务
:
即土壤圈物质循环与全球土壤变化 ; 水土资

源时空变化
、

开发利用与恢复重建 ; 土壤肥力演变规律
、

发展趋向与调控对策 ; 农业持续发

展
、

区域治理与生态
、

环境建设
.

其中通过土壤圈物质与养分循环
,

研究与解决农业持续发

展与生态环境建设是关键
.

L Z 现代土壤学面临的挑战

从当前社会与经济发展对土壤的要求看
,

现代土壤学正在面临着严竣的挑战
.

L .2 1 人 口与粮食

到本世纪末
,

世界 人 口 总数
,

将达到 6 .2 41 亿
,

粮食的需求量为 21
.

3一 22 亿吨
,

比

19 9 0 年的粮食总量要净增 3
.

5 亿吨
.

面对这样的严竣形势
,

生产条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

承受巨大的粮食生产压力
.

我 国人 【」到本世纪末
,

预计可达 13 亿左右
.

以人均 4 00 公斤的

年消费水平计算
,

需要粮食 5
.

2 亿吨
,

然而要在仅占世界耕地面积 6
.

8 % 土地上
,

获得世界

粮食生产
.

急量的 23
.

6%
,

任务是极为艰巨的
.

L .2 2 资源与环境

当前
,

全世界拥有耕 地 7
,

3 亿公 顷
,

预计到本世纪末可再扩大耕地 1
.

8 亿公顷
,

总共为

9
.

1亿公顷
.

但是
,

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垦土地
,

近年来土地退化不断加剧
.

全球范围内的

水土流失面积 已发展到总土地面积的 16
.

8 % ; 沼泽化
、

沙漠化的面积也分别达到总面积的

10 %和 33 % ; 次生盐渍化面积约 12 亿公顷 ; 耕地被侵占近 2 亿公顷 ; 20 % 耕地存在着养分

亏缺 ; 在 76 个发展中国家中
,

森林以每年 1 1 30 万公顷的速度被砍伐
,

而造林仅为 1 10 万公

顷
.

世界上仅有 .0 27 % 的水资源可为农业
、

工业和城市利用
,

有人预测
,

不 出二十年
,

淡

水的供给将不能满足需要
.

我国的水土及森林资源按其绝对量来说名列前矛
,

但人均占有量很低
.

人均耕地
、

林地

和草地分别仅占世界人均量的 1 / 3
、

1 / 5 和 1 / 4 ; 水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
,

而人均只 占世

界的 l / 4 ; 森林资源居世界第 7 位
,

但人均量是第 13 0 位
.

目前全国中低产 田已占总耕地

面积的 2 / 3
,

约有 2 0 0 0 万公顷的耕地受到干早威胁
.

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1 / 5 ;

沙漠化的土地达到 33 30 万公顷
,

并且平均每年以 15 万公顷的速度扩展 ; 草原退化面积

8 700 万公顷
,

并且每年以 1 20 万公顷左右速度增加
.

随着工业的发展
,

污染日益严重
,

每

年废水排放量为 368 亿吨
,

烟尘排放量为 144 5 万吨
,

受污染的耕地面积约 670 万公顷
,

酸

雨对江南农业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

仅 5 0 :
的危害

,

每年可达 270 万公顷
.

面对上述挑战
,

现代土壤学今后的发展必须为人类享有充足的食物和清洁的环境作出贡

献
.

今后相 当长的时期内
,

提高粮食生产是主要的任务
.

13 土壤肥力与农业持续发展

土壤肥力是土壤的本质特性
,

土壤的概念是和它的肥力分不开的
.

土壤肥力是指
`

土壤

在某种程度上
,

能不断地同时供应在植被生长期中所需要的养分
、

水分
、

空气与热量 的能

力二 由于土壤具有肥力
,

并能不断地提供植物 (包括农作物 )生长所需的各种土壤因素
,

保

持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稳定与提高
,

因此
,

土壤肥力是农业持续 发展的重要基础
,

长期的实

践表明
,

土壤植物营养元素
,

即土壤养分是土壤肥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

它对农业持续发展有

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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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 9 1 78一 198 4年 6年统计
,

每 亩增施化肥 4
.

1公斤
,

增产粮食 68 公斤 ; 19 84 一

199 3 年 9 年间
,

每亩增施 6
.

1公斤
,

增产粮食 34
.

9 公斤
.

这与过去记载的每公斤化肥 (养分 )

能增产粮食 8公斤
,

粮食增产有 35 % 是靠施用化肥的结果相一致
,

说明氮
、

磷
、

钾肥的施

用对作物增产的明显作用
.

首先
,

氮素是作物营养元素之首
,

施用氮肥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我国

氮肥施用量达 17 2 6 万吨氮 (相 当于 8 6 30 万 吨硫按 )
,

占世界氮肥用量的 21
.

6%
,

为世界首

位
.

江苏省氮肥施用量 15 7 万吨
,

占全国 9%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各种氮肥品种的氮素
,

当

季利用率均不高
:
硫按为 30 一42

.

7%
,

尿素为 30 一35 %
,

碳按为 24 一31 %
.

这是因为氨挥

发和硝化一反硝 化作用的结果
.

据近 30 年 的研究
,

水田 化学氮肥损失为 50 %
,

早地 为

40 %
,

即每年损失的化肥氮量相当于 3 884 万吨硫铰
,

价值人民币 2 85 亿元
,

如果把氮素损

失减少 10 %
,

每年 即可减少损失 30 多亿元
.

此外
,

农业生态系统中加人的肥料氮的损失通

过径流及淋洗进人水体困 0 3
等 )

,

不仅污染饮用水
,

而且也引起河
、

湖富营养化
.

因此
,

如

何合理施用并控制氮肥损失
,

是氮肥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问题
.

磷也是重要 的植物营养元素之一 据 1 9 9 3 年统计
,

我国磷肥用量 已达 750 万 吨

田 20 5 )
,

江苏省 3 8
.

3 万 吨
,

占全 国 6%
,

但当季植物只能利用 10 一 25 % 左右
,

有近 75 一

90 % 的磷肥积累在土壤 中
,

其数量相 当可观
.

研究表明
,

磷肥施人土壤后
,

大都被 固定
,

各地 区土壤全磷通常高于有效磷几百倍
.

由于长期施用磷肥 ( 1 991 年我国磷肥消耗为世界第

二位 )
,

我国从 70 年代中期起
,

农 田磷素循环 即基本达到平衡
.

因此
,

如何利用土壤中的累

积态磷
,

是重要的科学问题
.

此外
,

随着土壤中积累态磷的增加
,

释放到径流中的磷将会增

加
,

水体中只要含 0
.

0 2m g L
一 ,
磷

,

将使水体开始富营养化
,

并威胁水生生物的生存
,

这一问

题也应引起注意
.

我国钾肥 资源紧缺
,

钾素化肥的用量近年虽有增加 ( 19 91 年
,

我国钾肥消耗量占世界第

四位 )
,

但从钾的投人与产出量 比较
,

每年均为亏缺
.

近年亏缺量达 500 万吨左右
,

19 9 3

年
,

全国施用钾肥仅 2 12 万吨
.

江苏省 .7 9 万吨
,

占全国 3%
,

从目前情况看
,

要把作物所

摄取的钾素全部归还给土壤仍很困难
.

因此
,

耕地土壤严重缺钾的状况将继续存在
.

微量元素在氮
、

磷
、

钾施用的基础上
,

也出现不平衡与亏缺情况
,

并对植物生长起限制

作用
,

它们在植物营养中也很重要
.

除了氮
、

磷
、

钾素及微量元素以外
,

有机肥也是很重要的植物营养来源
,

我国是具有施

用有机肥传统的国家
,

1990 年与 1 949 年相比
,

我国有机肥增加了 2
.

6 倍
,

但由于化肥用量

增加
,

有机肥在肥料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

80 年代初
,

有机肥与化肥各占一半
,

19 90 年

有机肥占总肥料的 37
.

4%
,

其中 N
、

P 20 5
分别占 23

.

8% 和 31
.

7%
,

而 K Zo 占 79
.

3%
,

说明

有机肥在调节氮
、

磷
、

钾比例中的作用
.

但目前有机肥用量有不断减少的趋势
,

值得引起注

意
.

以上简单概括 了我国土壤肥力
,

土壤植物营养与农业持续续发展的关系
.

但从江苏省当

前粮食增产与植物营养
,

特别是氮
、

磷
、

钾肥投放产出的平衡情况看
,

还存在不少值得重视

的间题
.

2 江苏省农业持续发展中存在的土壤问题与对策

针对上述土壤学发展的特点
,

当前江苏省在农业持续发展上
,

共存在着四个突出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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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地矛盾 ; 二是农业需求与供应矛盾 ; 三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矛盾 ; 四是土地利

用与耕地质量矛盾 ; 因此
,

如何正确认识与解决这些矛盾
,

是促进江苏省农业持续发展的重

要问题
.

.2 1 控制人口
,

保护耕地
,

克服人地矛盾

按 1 9 9 3 年统计
,

江苏省以 6 7 82 万亩耕地
,

养育着 6967 万人
,

人均耕地已不足 1亩 (人

均 .0 97 亩 )
,

据粗略统计
,

30 年来
,

全省耕地平均每年减少 30 万亩
,

人 口却增长了 80 多

万
,

使耕地负载量比 60 年代增加了 .2 5 倍
.

可是本省可开发宜耕地资源尚不到 160 万亩
.

按预测
,

到本世纪末
,

全省人均耕地仅 .0 91 亩
,

形势将更为严峻
.

据苏
、

锡
、

常统计
,

1992 年耕地下降超过 10 编
,

其中苏州市 80 年代末有粮田 400 多万亩
.

90 年代以来已减少

到 37 0 万亩
,

无锡市 90 年代以来
,

3 年中减少耕地 16 万亩
.

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

本省

的土地资源前景令人优虑
.

针对这种情况
,

首先
,

应按国家规定要求
,

严格控制人口
,

提高

人 口素质 ; 其次
,

当务之急是提高全民族保护土地资源的意识
,

在发展工业和市政建设的同

时
,

严格按国家颁布的 《土地法》 控制耕地的非法占用
,

对废弃地进行科学垦复
,

以稳定基

本耕地面积
.

昆山市在公路建设
、

开发区建设中尽量不挖坏耕地和合理利用河湖淤泥 的做

法
,

是 自觉保护耕地的好经验
,

值得推广
.

此外
,

在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
,

优化耕作制度的基

础上
.

注意开发荒丘
、

荒滩
,

使全省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

乞2 加强农业集约化
,

发展
“

三高农业
’ ,

稳定粮食增长

据统计
,

江苏省 1 9 93 年粮食总产 3 2 7 9 万吨
,

人均 4 70 公斤
,

按此人均水平
,

到本世纪

末
,

人 口达 7 3 6 2 万人
,

则粮食总产约需 3 4 60 万吨
,

需净增粮食 1 81 万吨
.

但总的看来
,

全

省粮食生产问题突出
:
一是粮食产量排徊

.

80 年代
,

粮食年平均产量为 3 2 5 0 万吨
,

人均约

50 0 公斤
,

90 年代
,

年平均产粮 3 2 2 4 万吨
,

人均为 4 87 公斤
,

低于 10 年前的水平 ; 二是单

产增加缓慢
.

前 10 年平均每公顷产量 51 00 公斤
,

而 90 年代的 4 年
,

平均仅上升 10 5 公

斤
,

较 10 年平均水平仅增长 2% ; 三是粮食需求缺 口
,

特别是饲料粮需求较大
,

每年需进

口约 4 0 0 万吨
.

一般讲来
,

提高粮食生产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集约化程度来解决
.

对于扩大生产

与土地规模
,

对江苏来说潜力不大
,

全省耕地的后备资源仅有 60 0 万亩
,

其中海涂约 2 00 万

亩
,

荒地与荒丘约 40 0 万亩
.

据分析
,

在本世纪开发 1 万公顷的宜农荒地
,

约需投资 1亿

元
,

这是现有国力难于承担的
.

因此
.

重点宜放在提高资源的集约化与利用效率
,

即走发展

三高农业的途径着手
,

其中包括 5 点
:
一是加强对全省 4 538 万亩中低产田进行培育改良

,

在

增加投人的基础上
,

如果针对各种类型 中低产田存在的障碍因子采取综合治理
,

以每亩增产

粮食 50 一 100 公斤计算
,

则可增产粮食 22
.

7一 45
.

4 亿公斤 ; 二是提高化肥
,

特别是提高

氮
、

磷
、

钾肥的利用率 ; 三是提高水资源
,

特别是土壤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 四是提高现有

耕地集约化程度
,

包括提高复种指数
,

调整粮食产品结构
,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 五是优化农

业生态模式
.

-23 注意平衡施肥
.

发挥农田养分潜力
,

提高土壤肥力

江苏省近年来
,

年施用氮肥达 15 7 万 吨
,

占全国 9% ; 磷肥用量 3& 3 万吨
,

占全国

6% ; 钾肥 .7 9 万吨
,

占全国 3%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化肥大 t 投人的前 10 年
,

江苏省的粮

食单产随化肥增加而增高
,

但在化肥大量投人的近期
,

全省出现了增加化肥而减产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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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

从植物营养平衡的角度看
,

主要是化肥一直以氮肥为 主
,

到 1 9 9 3

年
.

仍占施肥总量的 68
.

5%
,

氮
、

磷
、

钾比例为 :1 .0 24 :0
.

05
,

而全国为 卜.0 31 :0
.

12
.

1 9 8 5 年

世界化肥的 比例则为 1 : 0
.

43
: .0 37

.

说明在施肥过程中
,

必须注意氮
、

磷
、

钾的平衡施用
,

特

别是在过去氮肥充分施用和磷肥不断补充的情况下
,

要充分重视钾肥及微量元素的补充和平

衡施用问题
.

此外
,

必须针对不同地区
、

不同土壤特性
,

并结合作物需求
,

提出不同的

N
、

P
、

K 比例
,

采用平衡施肥技术
.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农产品产量的稳定增长
.

此外
,

除施用化肥外
,

还应充分发挥农田养分循环的潜力
,

这是因为全省可能用于养分

再循环的肥源潜力很高
,

包括人畜粪肥
、

秸秆
、

绿肥和饼肥等
,

其中人畜粪肥含有丰富的氮

素
,

秸秆主要含钾
.

水稻籽实中氮
、

磷占地上部分总量的 60 %
,

玉米 占 70 %
,

小麦占 80 %

以上
,

小麦秸秆含钾量占总量的 80 %
.

为此
,

首先要在农田养分再循环的基础上
,

建立定

量的有机养分的施肥体系
.

现在可以通过建立模型
,

计算出某一有机肥源 (如秸秆还 田 )条件

下
,

化肥 (如钾肥 )的合理用量
.

第二
,

要注意绿肥种植与秸秆还 田
,

江苏省过去绿肥面积曾

达 3 0 0 0 万亩
,

现仅 500 万亩
,

如能提高到 10 0 0 万亩
,

则可 占水稻面积的 27 %
,

每亩水稻

可增产 10 %左右
,

达到平衡有机质的作用
.

据了解全省近年约有 3500 万吨秸秆被烧掉
.

第

三
,

江苏不少地区有泥肥施用
,

城肥下乡
,

复合肥施用的习惯
,

这是发挥农田养分平衡的有

效措施
.

此外
,

施 用粪肥引起的污染
,

有机肥与化肥的配合施用
,

均是当前农业持续发展

中
,

值得注意解决的间题
.

1 4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防治土壤退化与水质污染

随着 国民经济与城乡建设的不断发展
,

近年来江苏省的生态环境状况在不断恶化
,

首先

由于人增地减
,

耕作不当
,

土地退化甚为严重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达 2 万公顷
,

受沙漠威胁

的耕地达 390 万公顷
,

年养分流失量 40 00 万 吨
.

据最近统计
,

江苏省近 10 年内
,

土壤有机

质含量除太湖及里下河地区外
,

均有所减少
,

土壤磷素较稳定
,

土壤钾素归还严重不足
,

土

壤速效钾含量每年以 2
.

3 毫克 / 公斤的速度减少
.

此外
,

干早
、

雨涝
、

病虫等自然灾害发生

频繁
.

此外
,

全省地表水人均占有量为全国的 15 %
,

实际上水资源相对贫乏
.

据统计
,

全

省废水排放量居全国第二位
,

水排放密度居第一位
,

水污染事故与赔款最多
.

太湖水质恶化

与富营养化的进程明显加剧
,

19 90 年藻类大爆发
,

损失达 1
.

3 亿元
.

在海州湾
,

废黄河
口

,

启东咀等地
,

其水质与底泥的污染值均高于其他地区
.

水环境的恶化
,

必将给滩涂开发

带来严重影响
.

江苏全省施用化肥共 53 01 万吨
,

若按上述流失量计算
.

则进人水中的化肥

量为 530 万吨
,

其损失可观
,

影响极大
.

针对上述情况
,

首先
,

应通过防止养分有效性降低
、

数量减少及生物消耗性退化着手
,

防治土壤退化
.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通过合理耕作
,

增施有机肥
,

防止养分的侵蚀与淋失
.

这是克服养分减少的重要

措施
.

由于各种养分施人土壤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淋失 (包括土壤侵蚀 )
,

并在不同施用时期中

养分形态有不同转化
,

而且养分增长速度也有所不同
.

针对此特点
,

应采用各种防止养分淋

失的耕作
、

施肥措施
,

使土壤养分的形态转化与增长速度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
.

第二
,

通过合理施肥注意养分库重建
,

防止养分有效性退化
.

养分有效性退化表现在

磷
、

钱
、

钾素在土壤中的固定
,

因此必须对不同开垦利用的红壤进行平衡施肥
,

实验表明
,

经过 4 年合理施肥
,

退化红壤的养分库可发生变化
.

此外
,

只要养用结合
,

不断补充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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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已退化的养分是可逐渐重建的
.

第三
,

注意生态系统中的养分循环和平衡
,

防止养分发生生物消耗性退化
.

在旱地
、

水

耕
、

林草及果园生态系统中
,

土壤养分的循环与平衡均各具特色
.

应通过不同生态系统
,

提

出配套的施肥
、

耕作及管理措施与方案
,

促使土壤肥力不断提高和保持稳定
.

此外
,

在水环境治理上
,

应注意以下几点
:

第一
,

统一社会对水环境的认识
.

水环境不单是一个
`

水科学
’

问题
,

而是涉及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等综合性问题
.

因此
,

应统一全社会对水环境的正确认识
,

同心协力加以解决
.

第二
,

加强水环境的管理
.

首先应进行全省水环境的流域
、

区域的规划工作
,

对全省水

污染的总量进行控制管理 ; 其次
,

建议考虑水环境容量的有赏利用
,

即
`

谁造成污染
,

谁承

担责任
’

的原则
.

决不能走
`

先污染
,

后治理
’

的道路
.

当前苏南一些地区水稻施用氮肥每公

顷达 12 0 公斤到 4 50 公斤
,

按我们的研究结果
,

每公顷水稻施用 12 0一 180 公斤较适合
,

这

就可将太湖地 区平均施肥量 ( 345 公斤 / 公顷 )减少一半
,

如结合有机肥与河泥则可减少更多

不翻巴
.

这是防治水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

第三
,

重视与加强太湖环境与水质污染的治理
.

太湖环境治理与开发的对策应为
: `

制

定明确的战略目标
,

建立强有力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

制定切实可行防治污染的总体规划
,

建

设防洪排涝
,

防治富营养化
,

环湖绿化与自然资源综合开发的四大工程体系
. ’

第四
,

注意防治水污染与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密切结合
.

其中包括
:
建立跨地区的水资

源保护立法和管理机制
,

按流域或区域水环境单元进行规划与管理
,

发展污水多次与重复利

用技术
,

利用荒废土地及沟渠坝塘
,

发展污水资源化事业等
.

.2 5 提高耕地质量
.

促进农业持续发展

近年来
,

江苏省在耕地利用开发与农业持续发展上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耕地质量间题
,

从

耕地质量看
,

由于耕作管理粗放
,

有机肥大量减少
,

投人不足
,

造成土壤有机质
、

钾素不断

下降
,

某些微量元素在土壤和作物上的缺乏面积越来越扩大
,

土壤耕层变浅
,

容重增加
,

抗

逆能力下降
.

全省现有中低产 田 4 5 3 8 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6 6
.

21 %
.

此外
,

在苏南经济发

达及太湖地区
.

由于耕地利用中盲目过量施用化学氮肥
,

不但造成浪费
,

而且对土壤
、

水体

及农产品产生严重污染
,

并由于过量施用氮肥
,

造成土壤 N
、

P
、

K 失调
,

特别是钾素亏

缺
,

据对太湖地区耕地的测定
,

每年每亩缺钾 7
.

5 公斤
,

这是影响耕地质量的重要问题
.

针对上述情况
,

要提高全省耕地质量
,

保证农业持续发展
,

必须注意以下间题
:

第一
,

不断提高耕地质量
,

既要从兴修水利
、

治水改土
、

植树造林
、

平整田地等措施来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

还需采取耕作
、

轮作等措施来培育土壤
.

在肥料施用上
.

首先应控制太

湖地区水稻氮肥用量
,

同地采取
“

补钾工程
’

措施
,

促进土壤养分平衡
,

以不断提高耕地质

量
.

达到农业稳定高产
.

第二
,

加强对全省 4 5 3 8 万亩中低产田进行培育改 良
,

在增加投人的基础上
.

如果针对

各种类型中低产 田
,

集中消除 1一2 个障碍因子
,

调整好水
、

肥
、

气的协调关系
,

每亩约可

增产 10 0一 200 公斤粮食
.

第三
,

建立与健全江苏省耕地保护与质量监测网络系统
,

对重点地区的耕地进行质量监

测
.

.2 6 积极开展农业科技研究与科技支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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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土壤学与农业持续发展的关系看
,

应主要开展以下三方面的研究
:

1
.

持续农业与土壤圈物质循环 的研究
.

应研究以下 6 个方面
:
即农

、

牧
、

微性物 )的相

互作用 ; 无机
、

有机相结合的状况 ; 内
、

外循环的关系 ; 土壤物质循环与景观生态结构的协

调状况 ; 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 物质循环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

2
.

土壤肥力与农业持续发展的研究
.

具体包括 9 个方面
: ( 1) 不同生态系统中土壤肥力演

变规律研究 ; (2 )高度集约化条件下施肥制度的建立 ; ( 3) 区域土壤养分消长规律及肥料需求

预测 ; (4 )土壤一植物根际营养研究 ; ( 5) 土壤生物工程的研究 ; ( 6) 植物营养元素在土壤中的

化学行为及其有效性研究 ; (7 )持续农业条件下土壤氮
、

磷
、

钾等元素的调控
、

转化及提高

利用率的研究 ; (8) 集约农业条件下作物对养分需求特点的研究 ; ( 9) 施肥技术和提高肥料利

用率的研究
.

3
.

土壤水分平衡与调控的研究
.

除应研究区域水文整治与农田水分调控
、

农田水量平

衡
、

根际土壤环境与植物耗水的关系外
,

还必须进行水分良性循环的研究
.

关于江苏省当前应开展 的科技兴农项 目
,

建议开展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

1
.

加强沿海滩涂开发
,

建立 1万亩中低产 田改良区及 10 万亩示范区
.

2
.

在太湖常熟市藕渠镇建立设施农业试验示范工程中心
,

开展现代设施农业的研究

3
.

建立与健全 江苏省耕地保护与质量监测网络系统
,

对重点地区的耕地进行质量监测

的长期与系统的观测研究
.

4
.

开展规模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的配套施肥技术与高产
、

稳产农田建设的示范与研

究
.

5
.

在宁镇扬丘陵地区
,

发展经济果林
、

耐早作物
.

开展节水农业与节水配套技术的试

验与示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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