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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土壤学研究的新趋势

龚 子 同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南京 1 2以x 〕 8

1一次接触比较广泛的访问

应日本京都大学农学部的邀请
,

作者于 1 9 9 6 年 4 月 4 日至 22 日赴 日访问
.

此行主要 目

的是介绍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交流各 自的土壤分类经验
,

并在东道主安排下进行了一系列参

观和访问
,

还考察了日本的一些主要土壤
.

抵日后
,

首先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土壤科学会年

会 ; 访间了 日本大学
、

东京大学等 5所大学和农林省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 ; 参观了千叶县农

业试验场
、

千叶县生态植物园
、

鸟取县农业试验场
、

鸟取县园艺试验场
、

筑波植物园以及一

些国立博物馆 ; 与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中心
、

非洲研究中心
、

干早地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

了座谈
.

此外
,

还在千叶县境内考察了搅动新成土
、

水耕人为土
、

潜育土和火山灰土
,

在鸟

取县境内考察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年代的火山灰土
,

沙质新成土和水耕人为土 ; 在 日本古都奈

良考察了埋藏的水耕人为土
.

在访问过程中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的同行
.

包括前 日本土壤肥

料学会主席久马一刚
、

上届该学会的主席茅野充南
、

新当选学会主席北海道大学教授但野利

秋以及土壤学家联合会会长筑波大学教授犯象镇男
,

还有 日本土壤学界的新秀等
.

2 日本土壤学研究的新趋势

在与 日本各方面土壤学家广泛的接触 中深感土壤学的发展离不开本国的经济状况
、

科学

发展和土壤实际
.

对 日本土壤学当前发展的趋势
,

据作者粗略了解
,

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

2
.

1 土壤生物和环境保护研究迅速发展

若将 日本土壤肥料学会年会 ( 19 9 6)
、

中国土壤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 ( 1 9 9 5) 和 15 届国

际土壤学大会 ( 199 4) 上发表 的论文数量和各学科的 比重作一 比较 (表 l)
,

也许可以反映 出这

方面 的某些新趋势
,

日本土壤肥料年会 ( 19 9 6) 和中国土壤学会代表大会 ( 1 9 9 5) 的论文总数大

体相当
,

而各学科分支中土壤生物学科的沦文数量不仅高于中国二倍
,

而且也成倍的高于国

际土壤学会
,

其中包括土壤生物
、

生物化学
、

分子 生物学
、

生物共生 和土壤病害等共 75

篇
,

占全部论文的 16
.

4 %
.

这些论文注重土体内有机物质和生物 活体的研究
,

在土壤化学

研究中
.

有机化学部分几乎 占三分之一
,

对土体中所含的脂肪酸
、

木质素
、

酚类
、

糖等均表

现了浓厚的兴趣
,

对土壤酶 (如蛋 白酶 )的活性与机理也有较深的探讨
,

对土壤微生物的研究

内容较广
,

几乎贯穿于土壤化学
、

土壤生物
、

植物营养与土壤环境等各分支学科 ; 这些论文

把土壤生物 当作生态系统网络中的一个因子
,

注重土壤生物 (主要是微生物 )与作物间相互作

用的研究
,

如对根 际微生物的研究
、

对微生物激活难溶性养分 (如磷 )的研究
,

这些研究基本

上反映了土壤肥力研究的新趋势
.

论文注重生物 (包括微生物与植物 )抗逆性作用和机理的研

究
.

试图利用生物技术
,

创造优良品种
,

以增强生物适应性
,

从而以较为主动的方法来适应

不利的土壤
,

如研究培育在盐渍化土壤中吸 N a +

的作物
,

既可改 良土壤
,

又可充分利用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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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对植物营养的研究
、

达到了分子水平
,

细究其代谢过程
,

植物营养研究不仅限于施肥

与产量的相关关系上
,

而是涉及植物的生理
、

生化过程
.

表 1 土该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论文分布比较
’

至于土壤环境领域 的论文也成倍的

分支学科

国际

土壤学会

( 1 9 9 4 )

中国

土壤学会

( 1 99 5)

日本土壤

肥料学会

( 1 9 96 )

多于我国
,

其中包括区域环境和全球环

境 的 研究 共 71 篇
,

占论 文总数 的

16 %
.

这一点与国际的大趋势较为一

致
.

日本土壤环境的研究通常联系水一

起进行研究
:
如生活 用水 的污染和 治

理
,

农用灌溉水质量的监察
,

农业措施

(如施肥 )对地下水可能造成的污染和危

害
.

这可能与日本工业化程度高
、

耗水

量大及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水污染对社会

危害事件等因素有关
.

植物 营养和土壤肥力方面的论文与

我国大体相 当
,

但其中土壤肥力方面的

论文显然高于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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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据均为百分数 二 因为未单独划分只是粗咬衬古计

.2 2 研究领域扩大更加注重应用

从所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
,

日本土壤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

研究方向多元化
.

在土壤

肥力方面
,

为适应经济发展
,

不仅研究水 田
、

早地的土壤肥力
,

同时研究草地土壤的肥力
,

值得注意的是还十分重视园地土壤肥力和设施土壤肥力 ; 在植物营养研究中
,

随着人民生活

的提高
,

不仅研究植物的无机营养
、

植物营养生态
,

而且还研究农产品的品质和成分 ; 为了

有效利用土地
,

不仅研究土壤利用保护
,

且十分注重研究
“

复垦
’

和人工
“

选地
’

; 为了探讨环

境变化和人类文 明的发展
,

不仅重视现代土壤
,

同时也很注意
“

古土壤
’

和
`

考古与土壤
’

的研

究 ; 此外
,

日本土壤学不仅注意农业
,

同时也开展为非农业服务的研究
.

众所周知
,

日本研究土壤学非常注意应用
.

在合理施肥
、

土壤改良和土壤资源开发方面

有许多卓有成效的应用成果
.

例如在合理施肥方面
,

除了研究肥料应用与作物增产改善品质

之间关系外
,

还在上述的年会上
,

展出许多肥料公司的产品
,

宣传各种类型的包膜肥料
、

缓

效肥料以及为特定作物施用的一次性肥料 ; 在土壤改良方面
,

京都大学农学部松本聪教授提

出用工厂排放的 5 0 :
与石灰石结合成石膏

,

既可 防治污染又可改 良土壤 ; 日本最近又提出

了一些不易粘闭可持续利用的有新意土地处理系统 ; 在土地资源开发方面
,

在鸟取县看到在

火山灰土上大面积种植草皮作为商品的现场
,

在千叶县农业试验场
,

有对高尔夫球场草皮层

的专门研究
.

如草皮的种类
、

沙层的厚度
、

沙子的粒度以及排水状况等试验研究
,

充分显示

了土壤研究与市场需要之间的密切关系
.

.2 3 十分重视国外土壤和农业的研究

随着 日本经济的发展
,

随着他们的汽车
、

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广泛进人国际市场
,

日本

土壤学家也越来越重视国外土壤的研究
.

为 了研究国外土壤
,

他们先后成立了一系列的研究

中心
,

如东南研究中心
、

非洲研究中心
、

南美研究中心
、

中东研究 中心
、

中亚研究中心
,

对

于热带的研究就更多
,

如热带农业研究中心
、

热带生态研究 中心 ; 此外
,

还有国际 自然农业

制度研究中心等等
.

这些机构中心都有土壤方面的研究工作
,

其中一些
`

中心
’

还 由土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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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

在上述 日本年会上
,

不仅看到 日本国内的研究
,

还看到有关中国
、

泰国
、

菲律宾
、

西

非以及热带和极地土壤的研究论文
.

在土壤陈列馆内不仅展出本国的土壤剖面和土壤图
,

而

且展出世界主要土壤剖面和各国的土壤图
.

在上述研究中心中
,

东南亚研究中心与中国的关

系比较密切
.

该中心对中国的经济
、

文化
、

自然资源
、

农业和土壤资料的搜集极为广泛
,

许

多中国的经典著作如
: 《 中国土壤 》 (日文版 )

、

《中国土壤图集 》 均在其收藏之列
.

对中国

古代文化和农业研究也有相当深度
,

如通过对江苏昆 山大寺镇沉积层下 埋藏的不同朝代

(清
、

宋和汉 ) 的水田土壤的考察
,

以研究我国的耕作历史和耕作制度等
.

通常在不具备热带气候条件的地方
,

以温室人为地创造条件栽培热带植物
,

这是在温带

国家中较为常见的 ; 而在没有干早气候条件的地方
,

在温室条件下进行干早地的研究
.

这在

世界上是罕见的
.

在 日本鸟取就有这样的例子
,

那里雨量约 20 00 毫米
,

只有一 片滨海沙

滩
,

并无沙漠可言
.

可 日本科学家不满足于和墨西哥
、

中亚以及我国的一些合作
,

而在那里

建立了大面积的温室
,

控制温度和湿度
,

人为地创造干早条件
,

从事干早地生态研究
.

这种

研究只有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研究工作上强烈的国际化倾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

3 重视基础学科的研究

日本土壤学在重视应用研究的同时
,

也并没有忽视基础研究
.

土壤物理
、

土壤化学
、

土

壤生物和土壤地学方面
,

始终有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
,

其中土壤生物和土壤化学的研究尤为

活跃
.

前者受到当前分子生物科学发展的推动
,

后者随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而发展
.

即使在

日本土壤学研究中比重并不算太大的土壤地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也有相当深度
.

如在千叶县生

态植物园中
,

将不同类型的土壤移至该园
.

置于同样的条件下研究其发生和演化 ; 同样
,

在

日本还可见到深 10一20 米的大型现代化排水采集装置研究土壤的物质迁移过程
.

在土壤微

形态方面
,

不再局限于研究土壤微小的切片
,

而是用大型机器制作剖面的切片
,

并以此来代

替传统的土壤剖面陈列
.

对土壤分类这样的基础研究在 日本土壤界也十分重视
.

在火山灰的分类方面
,

对世界土

壤分类作出了贡献
.

如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后来新增的 M el a m ic eP ipe d o n 的概念和 内容都

是日本土壤学家提出的
.

日本土壤分类虽然有耕地土壤分类和林业土壤分类两种
,

但其基本

观点仍然是地理发生分类
.

近一
、

二十年来
,

随着 日本经济的扩展
,

土壤学科研究也走向国

际
.

所 以
,

原有的分类越来越不适应需要
.

有鉴于此
,

日本土壤学会决心在新的基础上建立

日本统一的土壤分类
.

在本次年会上
,

组织 了一次国际土壤分类动态报告会
.

会上将
“

中国

土壤系统分类
’

与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和 W R B 并列作为当前世界三大分类体系向日本土壤学

家介绍 ; 同时
,

日本土壤学家中井信已将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 译成 日文
,

在

会上广为散发
.

彩家镇男在欢迎作者的会上说
: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走在 日本土壤分类的前

面
,

我们不仅要学习美国土壤系统分类
,

更要学习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因为 日本和中国有着

相似的土壤和文化背景
’ .

看来
,

日本土壤分类的研究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