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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土壤科学研究概况

于 夭 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南京 21 000 幻

我于 1 969 年春访问了台湾
.

在其土壤肥料学会的安排下
,

除进行一些讲学外
,

也参观

了一些土壤学研究机构
.

本文谈一下我对台湾地区土壤学研究的印象
.

1 研究机构

台湾的土壤学研究单位主要有中兴大学的土壤环境科学系
、

台湾大学的农业化学系和台

湾省农业试验所
.

此外
,

一些专业性的研究所和地区性农业改良场
,

也有土壤学研究部门
.

中兴大学的土壤环境科学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台湾地区土壤学研究的主要单位
,

也是

该地区土壤学人才的主要培养地
. “

中华土壤肥料学会
’

的前任理事长庄作权
、

上届理事长王

银波和现任理事长杨秋忠
,

都是该系的教授
.

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的土壤学部分
,

虽然其历史较中兴大学者为短
,

但力量也相当雄

厚
,

而且有蒸蒸 日上之势
.

在台湾土壤学 的发展史上
,

陈振铎和张守敬都做出了一定的贡

献
.

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在台湾的地位相 当于设在北京 的中国农业科学院
.

19 7 7 年由台北迁

到台中市郊的新址
,

占地 145 公顷
.

该所的农业化学系包括有土壤物理
、

土壤化学
、

土壤微

生物
、

土壤肥力
、

植物营养
、

农产化学
、

农业环境保护和化学分析等研究室
.

台湾的许多专业性研究单位如糖业研究所
、

林业试验所
、

茶叶改良场等
,

也有土壤研究

部门
.

特别是台湾糖业研究所的土壤部门历史既久
,

力量也强
,

对台湾地区土壤学的发展做

出过重大的贡献
.

近年来虽然由于台湾糖业不景气
,

该所的研究方向有所转移
,

但仍具有一

定的土壤学研究力量
.

台湾全岛设有 6 个地区性的农业改良场
,

场内也设有土壤肥料研究部门
.

这些改良场既

进行科学研究
,

也进行技术推广
.

其推广方式主要是通过
“

农会
’ .

这种农会是各乡农民的自

发性经济实体
.

当有农业技术推广活动时
,

地区农业改良场可以从各乡召集农民代表
,

然后

再 由这个代表带回去传授技术
.

台湾土壤学界的学术性组织为
“

中华土壤肥料学会
’ .

该会的学术活动颇为活跃
,

每两三

个月就有一次学术活动
.

出有双月刊 《土壤肥料通讯 》 和每年一期 《 S in l ,
an d cF irt ll cz r : in

T ia w a n 》
.

后者为该会的主要学术性 出版物
,

既有学术论文
,

也有选 自该年发表于其他刊物

的论文的英文摘要
,

以及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摘要
.

相 当多摘要的原始论文发表于 《中国农业

化学会志》
.

此外
,

出版了 《土壤分析手册 》
,

系组织各有关学者共同写成
.

2 土壤学研究

像全世界其他各地一样
,

在台湾
,

土壤调查是土壤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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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虽然面积仅为 3
.

6万平方公里
,

不及浙江省 的一半
,

但由于地形复杂
,

最高的山高

达 3 8 0 0 多米
,

而且母质多种多样
,

所以土壤类型甚为繁多
.

在台湾进行过多次土壤调查
,

其中较重要的
,

有农业试验所进行的全省土壤概测调查
、

台湾肥料公司进行的台湾土壤调查及肥力测定
、

糖业研究所进行的全省蔗田土壤调查及其他

单位进行的全省烟区土壤调查
、

茶园土壤调查
、

森林土壤调查
、

耕地土壤详测调查
、

盐田土

壤调查
、

由环保署组织的台湾地区土壤污染调查
、

由农业委员会组织的农田早作生产力分级

调查等
,

并绘制了各种比例尺的土壤图
.

这些调查虽然各成系统
,

但总观起来可以看到
,

对

台湾地区的土壤类型
,

已了解得相当清楚
.

在土壤分类以及土壤命名方面
,

长期来基本上是

沿用美国的老制度
,

近年来有逐渐转用 50 11 T ax
o n o m y 的趋势

.

在谢兆 申和王 明果编的

《台湾地区主要土类图辑》 ( 1 9 91 )中
,

共分有 83 个土类
,

其中有红壤
、

黄壤
、

黑色土
、

新冲

积土
、

老冲积土等名称
.

在实用上
,

最近的许多文献中仍使用土系名称
.

台湾的主要农用土

壤是集中于其西部沿海地区的平地及低丘
.

据 19 94 年的统计
,

在所调查的 1
.

46 万平方公里

的农用土壤中
,

始成土 (I n e e p t i s o l s
)占 4 2 %

,

淋溶土 ( ^ In s o l s )占 3 6 %
,

老成土 (U 一t i s o l s
)占

12 %
,

新成土 (E nt i so 】s) 占 7 %
.

另据林正妨和蔡彰辉的 《台湾耕地土壤及作物适栽性评估图

鉴》 中的统计
,

耕地土壤表土的酸碱性 (P H )分布为
,

< .5 0 者 11
.

6 %
,

5
.

1一 .5 5 者 14 .0 %
,

.5 6一 .6 5 者 2 .5 8 %
,

.6 6一 .7 3 者 20
.

1%
,

> .7 4 者 38
.

6 %
.

在这本书中
,

还附有耕地十大土

系
、

母质
、

坡度等级
、

排水等级
、

质地等分布图
,

并根据作物的特性
,

分别绘制有耕地土壤

对各种粮食作物及园艺作物的适耕性等评估图
.

台湾的土壤学研究较为注重实用性的研究
.

例如台湾省农业试验所 1 98 卜 1 9 94 年间获

得各种奖励的研究成果
,

包括有
“

建立本省稻 田土壤肥力能限分类系统并简化土壤分类
’ 、 `

花

莲地区 问题土壤之研究
’ 、 “

稻田生产力分级制度之建立
’ 、 “

利用微生物于有机废物树皮堆肥之

制造
’ 、 “

开发微生物肥料内生菌根菌及应用在洋香瓜之生产
’ 、 “

轮作田玉米之土壤
、

省工栽培

及肥培管理研究
’

等项
.

两个大学中也有相 当多的力量在
“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

及一些其他单

位的资助下
,

进行应用性的研究
.

台湾各地对土壤及植物营养诊断进行得相当广泛
.

许多地区农业改良场每年的测定数量

以千计
,

台湾省农业试验所的测定数量更多
.

通过这些研究
.

对台湾地区的主要营养障碍如

酸性稻 田的缺硅及缺磷
、

石灰性稻 田的缺锌
、

片岩和粘板岩冲积土上木瓜及柑桔的缺硼以及

酸性土壤上许多果树和花生的缺镁缺钙等间题都有所了解
.

基础性研究主要由两所大学在
`

国科会
’

的资助下进行
.

在土壤化学方面
,

中兴大学对按

的吸附及固定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研究
.

研究中还与粘土矿物的性质包括其电荷性质联系起

来
.

近年来该校还对红壤的粘土矿物及其表面电荷性质进行了研究
.

台湾大学对氧化还原电

位及氢离子的离子交换反应等进行了研究
.

早期
,

该校的陈振铎等对红壤的化学性质进行了

许多研究
.

张守敬发展的磷的形态的区分方法
,

是大陆许多学者所熟知的
.

3 研究对象的转移趋势

近年来
,

台湾土壤学研究的对象有 3 个明显的转移趋势
,

即 (l 准物对象由以水稻为主
转为包括果树及蔬菜的多种作物 ; ( 2) 着眼于作物生产的 比重较小

,

着眼于生态环境的比重

增加 ; ( 3) 对化肥的重视程度减小
,

对有机肥的重视程度增加
.

长期来水稻是台湾的主要粮食作物
,

水稻增产也是土壤学研究的主要 目标
.

近年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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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了重要的变化
.

水稻产量已大幅度提高
.

居民的饮食习惯发生 了变化
.

这样
,

使台湾发

生了水稻生产过剩的奇怪局面
.

因此台湾当局以政策鼓励农民将稻田改为旱地甚或以每公顷

补助的钱与种植水稻的收人大致相当的办法鼓励稻田休耕
.

另一方面
,

包括果树
、

蔬菜和花

卉等的早作中的土壤肥料问题 日渐显得重要
.

这二者结合起来
,

使台湾地区的土壤学研究对

象有了明显的转移
.

与其他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一样
,

随着工业的发展
,

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在台湾日渐突

出
.

据估计
,

1 万 8 千个较大的工厂中的大部分集中于 88 个工业园
,

每年约有 64
.

5万吨有

毒废物排出
,

已有约 100 公顷农村土壤受到福的污染
,

8 00 公顷农村土壤被列 为潜在金属污

染
.

农药的污染也很严重
.

因此
,

主要在环保署的资助下
,

土壤学研究转向与生态环境有关

的问题者明显增多
.

台湾设有一个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
,

专门研究有机农药和无机毒物的污

染问题
.

甚至 中兴大学和台湾大学的研究植物营养的学者也投人很大精力研究污染物质 (主

要是重金属 )与植物生长的关系
.

为了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及今后 的发展趋势
,

中兴大学的

土壤学系已于 19 9 5 年改名为土壤环境科学系
,

与前两个趋势相联系的是研究中对有机肥料的重视程度增加
.

一方面
,

台湾大部分农田

的化肥施用量已超过合理施用量
.

据台中地 区的统计
,

稻 田施肥量高于合理施用量者
,

氮肥

占 7 5 %
,

磷肥占 70 %
,

钾肥占 85 %
.

这既造成水质的污染
,

又使农业成本增加
.

而且
,

长

期的化肥比重太大也使一些稻 田的性质变坏
.

另一方面
,

台湾除仍在发展果树和蔬菜外
,

近

年来花卉栽培也在迅速发展
.

对这些产品
,

品质和产量同等重要
.

例如
,

有一个与中兴大学

有联系的农 民种植的草荀每台斤卖 1 20 元台币
,

比一般农户的 70 元高得多
,

这就是因为他

标明全部施用的是有机肥
.

这种草荀的味道好
.

不过其中是否还有品种的因素
,

则不清楚
.

由于许多施用有机肥的水果和蔬菜的味道好
,

再加上消费者怕农药污染
,

所以
`

有机农业
’

在

台湾有复兴的趋势
.

这之中当然有许多土壤肥料学问题
,

因此
,

除了土壤微生物和生物化学

专业以及土壤肥力和肥料专业以外
,

甚至土壤化学专业中也有人在研究与有机肥料的制备和

施用有关的问题
.

以上三方面的转变反映了世界各地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地区的土壤学研究的普遍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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