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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资源管理与农业持续发展

—
土壤一人类一环境相互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介绍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土壤圈物质循环开放研究实验室
、

国际土壤

学会土壤与环境专业委员会 ( Co ~ iss ion VH I )和中国土壤学会联合主持
,

中国科学院
、

国际土壤学会
、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加拿大磷钾研究所和加拿大 C a n

opt ex 公司

以及美国土壤学会的联合资助下
, “

土壤一人类一环境相互影响
”
国际学术讨论会已于 19 97

年 5 月 4 日至 n 日在南京召开
。

会议主题是协调土壤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
,

提高土壤的

持续生产能力
。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有中国科学院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江苏省人民

政府的领导同志
,

赵其国
、

朱兆良
、

席承藩
、

于天仁等院士
,

以及国际土壤学会现任主席

A
.

R u en an
、

国际土壤学会现任秘书长 W
.

E
.

H
.

lB um
、

国际土壤学会环境委员会现任主

席 C
.

众 iK m ep
、

国际土壤学会盐演土委员会主席 G
.

、 ar all y ay
、

加拿大磷钾研究所中国部

副总裁 S a m oP rt hc 博士
、

美国土壤学会秘书长 B
.

P
.

w akr 血
t in

、

韩国土壤学会现任主席柳

顺吴等国内外著名学者
。

中国科学院资源生态环境局和国际合作局的有关领导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有关领导
、

江苏省人民政府领导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领导等出席了本

次会议的开幕式
。

开幕式由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曹志洪研

究员主持
,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其国作开幕词
,

国际土壤学会主席 R u ell an 教授
、

江苏省政府

领导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领导在开幕式上致词
。

国际土壤学会土壤与环境专业委员会现任

主席在闭幕式上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
。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14 3 篇
,

其中国内 79 篇
,

国外 54 篇
。

论文摘要全部收录人本次会

议的论文摘要集
。

经过同行评议
,

有 90 篇
,

准备收录人本次会议论文集
,

正式出版发行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外代表共有 139 名
。

其中
,

国外代表 48 名
,

分别来自美国
、

德国
、

日本
、

法国
、

波兰
、

比利时
、

奥地利
、

捷克
、

加拿大
、

匈牙利
、

英国
、

澳大利亚
、

泰国
、

尼

日利亚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

印度
、

韩国
、

菲律宾和巴基斯坦 20 个国家
。

出席会议的

国内代表分别来自香港浸会学院
、

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单位
、

高等农林院校
、

省市农业研究

机构等
。

人 口
、

资源
、

环境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三大热点问题
,

随着人 口的不断增长和人类对自然

生态系统干扰的加剧
,

土壤退化和环境恶化日益严重
,

人类生存面临挑战
。

如何协调好土

壤
、

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是保持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

因此
,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为
:

( 1) 土壤资源保护与农业持续发展 ; ( 2) 土壤退化 ; ( 3) 土壤利用与环境变化 ; ( 4) 土壤肥

力与管理
。

本次学术讨论会分会议交流 ( 5 一 7 日 ) 和会后考察 ( 8一 11 日 ) 两部分
。

会议交流有大

会交流
、

分组交流和墙报展出等形式
。

会议邀请了 14 位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大会发言
,

分

别是国际土壤学会主席 R u e l l a n
教授 (豁 11 s y s t e

ms
a n d h um

a n

soc ie t y :
so m e p or p o sa ls fo

: r e -

se a r e h )
、

国际土壤学会秘书长 B l
u m 教授 ( S u s t a in a b l

e
l

a n d u se as a b as i s f o :
50 11 :

eso
u r e e 、

c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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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vr a t io n )
、

本次会议组委会主席赵其国院士 ( La
n d d e g r a d a t io n a n d i ts : e h a b il it a t io n )

、

国际

土壤学会土壤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席 D e K s: n pe 教授 ( L a n d u es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 h a n g es )
、

加拿大磷钾研究所中国部副 ,.Q裁 曳 m p o r t e h博士 ( N u t r i e n t m a n a g e m e n t i n n o r t h A l l l e ir ca
:

nA i n d u s t r y p e r s p e e ti
v e )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曹志洪研究员 ( L a n d a n d f
e r ti li z e r m an

-

a g e m e n t w i t h : e za ti o n t。 f咖
s ce u d ty i n e h i n a )

、

美国 O r e g o n
州立大学 w a众 e n ti n

教授 (乳 11

d馆 ar d a t i o n :

nA
o v e r v i e w )

、

加拿大磷钾研究所中国部 J a os n w o n g 博士 ( C h a l le n g e s f o r s
us

-

t a i n a b l e h i g h y i e ld a g r i e u l t ur e i n C h i n a
)
、

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孙铁琦研究员 ( Ecol
o g i

-

cal
e f f e e t s 。 f 。 p e n e a s t m i n e: i n e h i n a a n d th e i: : es t o ar t ion )

、

美国 Iow
a
州立大学 K e e n e y教授

( 50 11 q u a li t y : T h e b r i dg。 t o a s
us t a i n a b le a g石 e ul t ur e )

、

浙江农业大学朱荫泥教授 (豁 11 oP ll u -

t i o n a n d a g办
e n v i r o n m e n t al p r o t e e ti o n i n e h i n a )

、

美国 Goe
r g ia 州立大学 0

.

e
.

A如
a n o
教授

( M oer
e h e m i e a l ti m e b o m b s of r t h e 2 1 s t e e n t u巧 )

、

香港浸会学院黄铭洪教授 ( E n城 r o

mn en t al

h ae l t h 。 f s e w a g e s xu d g e : e e y e li n g w i t h 。 m p h a s i s 。 。 一a n d a p p li e a it o n )
、

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教授

( E x p l o i ta t i o n 。 f p l a n t s p e e i es a n d g e n o ty p es t o a
qe

u i r e n u t r i e n t, o f l o w a v a i l a b i li t y )
。

在本次会议

上
,

还有 51 篇报告在分组会议上作了发言
,

有 27 篇墙报展出
。

1 研究动态

世界性的人口一资源一环境问题正成为各国政府和科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
。

随着

世界人 口的持续增加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扰动和破坏
,

土壤作为环境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以及全球环境本身都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人类活动的冲击
。

据估

计
,

世界人 口到 2 0 5 0 年将由现在的 53 亿增加 60 % 至 85 亿 ; 世界将有 10 亿人遭受饥饿 ; 占

世界 l 4/ 近 36 亿公顷的土地
、

占 16/ 的地区将遭沙化 ; 全球每年将有 6 一 7 百万公顷农田遭

侵蚀 ; 有 2 0 0 0多万公顷灌溉土地遭盐演化 ; 全球气候变化将对现有农业模式产生破坏性影

响
。

目前全世界拥有耕地 7
.

3 亿公顷
,

但每年平均却有 500 万公顷的土地
,

由于退化而不能

再生产粮食
。

按此速度估计
,

今后 20 年内将有 1 3/ 的可耕地丧失殆尽
。

如果人们不采取长

期的保护措施
,

则土地退化将导致 1 17 个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平均减少 18 %
。

我国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
,

而人均耕地仅占世界人均量的 1 / 3
。

一方面由于工业交通和

城市建设及农村城镇化的进展
,

大量优良耕地遭到流失 ; 另一方面
,

由于土地所承受的压力

不断增加
,

土地退化非常突出
,

水土流失面积在 50 年代接近总国土面积的 1 6/
,

目前仍在

继续扩大
,

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相当于现有全国化肥总产量的 1 / ;2 北方沙漠化的土地有

3 3 00 万公顷
,

平均每年以 巧 万公顷的速度在扩大
。

北方草原退化面积有 8 70 0 万公顷
,

每

年以 12 0 万公顷左右的速度在扩大
,

天然草场的产量已下降了 30 一 50 %
。

各地每年排出的

废水达 360 亿吨
,

排放出的烟尘达 14 4 5 万吨
,

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 6 70 万公顷 ; 由于涝洼
、

盐碱
、

干早
、

风沙以及冷浸等自然原因及耕作粗放
,

投人不足
,

有机肥用量相对下降等人为

因素导致肥力下降
,

中低产田面积扩大
,

已占耕地的 2 / 3
。

一些地区由于地下水过度开采
,

出现了地下水降落漏斗
。

淡水资源严重短缺
,

水体污染严重
。

据调查
,

全国 5 32 条河流中有

43 6 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约占河流总数的 82 %
。

在流经全国 42 个大中城市的 44 条河流

中有 93 %被污染
,

其中重污染和中度污染占 79 %
。

全国 7 大河流所流径的 15 个主要城市河

段中
,

有 13 条水质严重污染
。

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世界性土地流失
、

土壤退化和环境恶化向题
,

人们注意到协命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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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一人类之间的关系
,

加强土壤及肥料管理确保粮食供应安全是保持持续发展的关键向

题
。

在本次会议上
,

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相对较为集中
。

一是土地资源保护与土壤退化
。

土壤

退化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

也是近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领域
。

对它的研究已不仅仅限于与农林

牧生产的关系
,

而且也开始与自然景观和旅游资源保护联系起来
。

在研究内容上
,

反映了它

是多学科交又的特点
。

在研究尺度上
,

有些报告涉及大尺度评价
,

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大地区

领域的范围
,

我国的土壤管理及科学施肥与粮食安全保障的关系 ; 而有些报告侧重于中尺度

或小尺度范畴的土壤退化指标研究
,

如我国三峡地区土壤干早
,

土层深度与土壤养分循环的

关系以及土壤恢复重建措施等
。

另一 个比较集中的方面是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
。

主要涉及了

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

如重金属污染和有机物质污染等
。

内容涉及重金属

元素在不同土壤类型中的活性和迁移
,

重金属在土壤和植物根系之间的分配
,

除虫剂与土壤

粘粒矿物类型的关系等
,

进而影响到食品质量和安全性
。

城市下水污泥长期使用后对农田土

壤的潜在污染和对地下水质量的影响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

会议还提出要密切注意化学定时

炸弹— 重金属元素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缓慢积累后的危险后果
。

除此之外
,

在本次会议上有

较多的报告论述土壤合理使用与培肥方面的研究成果
。

提出要加强保持土壤有机质水平和物

质再利用的研究等
。

会议交流结束后
,

来 自美国
、

加拿大
、

德国
、

英国
、

波兰
、

匈牙利
、

捷克
、

韩国
、

泰

国
、

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 24 位专家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与农业发展及其生态环境进行了

为期 4 天的考察
,

其中
,

中国科学院常熟农业生态实验站
、

常熟藕渠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

杭

州浮山生态村等引起了各位专家的极大兴趣
。

这些地区农村经济与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
、

农

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

农村与城镇面貌的显著改变和农业单产之高都给各位专家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

但同时
,

各位专家对这一地区目前的环境污染以及持续发展的向题也表示担

优
。

2 建议
1

.

随着我国人 口的继续增加
,

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加速
,

对现有耕地的占用剧增
,

对

粮食需求继续扩大
。

这就要求更好地保护现有的耕地
,

使基本农田数量保持稳定
。

同时
,

急

需加强现有的中低产田的改良
,

提高它们的生产力
,

扩大复种指数
,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

2
.

加强对土地退化的机理
、

土壤合理培肥
、

环境变化过程及其机理等基础性课题的研

究
。

要解决上述矛盾的深层次问题有赖于这些基础性课题的研究成果
。

3
.

人类活动对土壤一环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时间性
、

空间区域性
,

也具有全球性
,

这

就需要加强世界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和联系
。

通过本次会议
,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环保局
、

国

际土壤学会
、

中国土壤学会
、

全球土壤恢复重建网络常设委员会的有关人员
,

一致同意成立
“

全球土壤恢复重建网络亚洲地区中心
” 。

常驻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该中心

的任务初步商定为
:

( 1) 评估亚洲地区土壤污染和矿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 ( 2) 组织治理污染

土壤和矿区破坏土地的工程 ; ( 3) 组织申请有关的研究项目 ; ( 4) 组织协调亚洲地区和国际

合作 ; ( 5) 举办培训班
,

培训亚洲地区的有关人员
。

有关专家建议中国科学院
、

国家环保局及有关的国际组织及时而有效地支持这
“

亚洲地

区中心
”

开展工作
,

以期尽快地运转 为中国及亚洲地区污染土壤恢复重建做出贡献
。

(施卫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