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庆逵同志生平

江苏省第六届 、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著名的土壤农业化学

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名誉所长 、研
究员 ,中国土壤学会第二 、三 、四 、五届理事

长 ,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 、江苏省委
员会第一届副主委 、江苏省委员会顾问 、南京

市委员会第一届主委 、南京市委员会名誉主
委李庆逵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01 年 2

月 25日 16时 20分在南京逝世 ,享年 90岁。

李庆逵同志 ,字和成。1912年 2月 12 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32 年毕

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此后进入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工作。1944年 ,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下 ,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
1946年获农学硕士学位 , 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 ,为了尽快将自己的所

学之长献给祖国 ,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返回祖国 ,担任
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副主任 、技正。

新中国成立后 , 1953年他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
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历任副所长 、研究员 、名誉所长等职。1955年 ,他年仅

44岁就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称号。1957 ～ 1962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热

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副队长 , 1978 ～ 198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

所所长。还曾兼任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
席 ,担任中国农学会和中国化学化肥学会副理事长。他历任第二 、三 、五 、六 、七

届全国人大代表 ,省第二 、五 、六 、七 、八届人大代表 ,江苏省第六 、七届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李庆逵同志是著名的土壤农业化学家 ,是我国现代土壤-植物营养化学的
奠基人之一。他毕其一生 ,致力于土壤科学事业 ,他从事的植物营养和施肥 ,红

壤基本性质 、发生分类及合理开发利用的研究 ,为我国现代土壤学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他在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是 ,率先全面的研究并系统阐述了土壤中

磷 、钾元素的含量 、分布 、状态和转化规律 ,研究了这些元素的施肥效应 ,从而为
发展我国的肥料工业 ,提高作物的产量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为我国农业化学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编的《中国红壤》专著 ,系统地总结了半个世纪
以来在红壤地区的研究成果 ,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由此 , 1983 年 11月在我国召

开了国际红壤学术讨论会 ,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1986年该专著获中国科学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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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进步一等奖 ,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他作为主编之一的《中国土壤》

(第二版)专著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1);《中国水稻土》专著 ,获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1995)。他三次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的荣誉。

李庆逵同志一直关心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科学工作严肃认
真 ,勤勤恳恳 ,事必躬亲。为了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磷矿资源 ,他和他的同事们
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实验研究 。早在 1938年他在四川西山坪进行了我国第

一个磷矿粉农业利用的田间实验。建国初他又在南昌甘家山进行了磷矿粉农
业利用及土壤磷素的定位实验研究 ,首次获得了关于磷矿粉施用的有价值的成
果。他持续地对全国主要大 、中 、小型磷矿的几百个矿样进行了物理 、化学性质

的鉴定 ,先后发表论文 40多篇 ,推动了磷矿粉的农业利用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他主编的《中国磷矿的农业利用》专著 , 1990年获国家科学进步三等
奖。50年代初 ,我国迫切需要发展橡胶生产 ,他亲自带领青年科技人员到海南

岛 、雷州半岛 、广西等深山密林 ,跋山涉水 ,寻找实验地 ,多次辗转在华南丘陵荒
山 ,布置实验。通过对橡胶树生长气候 、土壤条件和有效施肥的研究 ,成功地将
栽培线推广到北纬 18 ～ 24度 ,为世界上热带北缘种植橡胶树提供了样板。目前

我国橡胶树栽培面积 ,居世界第四位。这项成果 , 1982年获国家科技发明一等
奖。70年代初 ,碳酸氢铵是我国主要的氮肥品种 ,但因其易发挥 、易吸湿结块 ,

损失严重 ,利用率只有 30%。他经过大量的田间实验提出了碳铵粒肥的深施技
术 ,提高氮素利用率达 1/3以上 ,在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这项成果 , 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成果奖。

李庆逵同志在科研工作上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20 世纪 30年代 ,我国的
现代土壤科学研究正处于创始阶段 ,他注意吸取欧美先进的研究方法 ,首先引
进化学分析 ,并结合我国具体的土壤类型 ,选择了适合我国当时情况的土壤分

析方法 ,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土壤分析法》 。50 年代以后 ,随着我国农业科
学的发展 ,又出版了新的版本 , 1958年又一次修订再版 ,成为 30 ～ 70年代一部

重要的工具书 ,对推动我国现代土壤科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庆逵同志是团结同仁的典范 、国际学术交流的使者。他在 1956 ～ 1987年

担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期间 ,领导全国土壤学会的工作 ,在国内外土壤学界
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他是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副主席 , 1980年受聘为国际

《肥料研究》杂志编委 , 1987 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著名科学家”荣誉称号 ,
2000年 10月 , 90 高龄还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十分重视团

结广大会员 ,共同推进我国土壤研究事业。在主持土壤学会工作中 ,他能博采
众家之长 ,发扬民主精神 ,谦虚谨慎待人 ,尊重他人劳动 ,因此深受土壤学界同
仁的尊敬与爱戴。他多次将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列为学会学术活动的

重要内容之一。1956年在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 ,他组织代表对国家 12年

远景规划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议;1979年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 ,他又组织全体代
表对全国土壤普查 、人才培养 、加强基础研究等开展讨论 ,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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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320多条提案和建议。为了提高我国土壤学会的国际地位 ,他十分重视学

会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除了率领中国土壤学会代表团参加国际土壤学会外 ,
在争取 1979年国际土壤学会接纳中国土壤学会为团体会员 ,并为理事国成员的

过程中 ,他功不可没。他先后访问过古巴 、日本 、英国 、法国 、比利时 、德国 、意大
利 、加拿大 、美国等国 ,为国际学术交流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特殊的贡

献。他开创的中国土壤学会的事业 ,特别是他为学会确定的办会方针 、原则 ,以
及由他倡导的优良作风 ,已在学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李庆逵同志为我省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 1953

年加入九三学社 ,长期担任江苏省和南京市九三学社的领导职务 ,积极参加九

三学社的工作 ,为九三学社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
同舟 ,亲密合作 ,体现了一位党外老同志的高风亮节。

李庆逵同志多次当选为全国和省人大代表 ,参加省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工
作。他以高度的责任心 ,依法履行职责 ,积极参与制定地方性法规 ,宣传我国的

民主与法制 ,密切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 ,深入实际 ,视察调研 ,了解民情 ,广
泛倾听群众的意见 ,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为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
李庆逵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 ,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 ,关注全国人大和全

国政协会议的情况 ,关心我省的人大工作的民主法制建设 ,积极参与科研改革。
李庆逵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热爱人民 ,拥护党的领导;他一生追求进

步 ,胸怀坦白 ,严于律已 ,清正廉洁 ,作风正派 ,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高尚情
操和优良品德;他顾全大局 ,淡泊名利 ,克已奉公 ,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德厚近

人 ,关心同志 ,诲人不倦 ,甘为人梯 ,为科技工作后备力量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
血;他一生勤俭朴素 ,直到弥留之际 ,仍然考虑尽量为组织上和亲人们减轻负

担 ,并一再感谢各级组织和有关方面长期以来对他的关心和照顾。所有这些 ,
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李庆逵同志是一位德高望

重的老科学家 、老领导 ,他的音容笑貌 ,他的高尚品质和诲学不倦的学者风范永
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我们悼念李庆逵同志 ,要化悲痛为力量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 ,团

结一致 ,开拓进取 ,为我省民主法制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我国的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李庆逵同志 ,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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