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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催人奋进的五十年 

——庆祝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 

 

赵其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210008）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于 1953 年成立，迄

今已整整 50 周年。这 50 年是与我们共和国发展历

史同步的 50 年，是艰苦创业，催人奋进的 50 年。

50 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不断发

展，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及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我

们所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推进，并在土壤学科

建设及促进农业与国民经济建设发展上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我本人作为建所时即进入土壤研究所并曾

担任过所领导的一位老科技工作者，回顾土壤研究

所的 50 年，心情激动，感慨万分；展望未来，更是

信心培增，前途无限。 
 

1  开创发展，不断推进 
 
土壤研究所是在 1930 年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

壤研究室的基础上，于 1953 年建立的，实际上，已

有 70 年的历史。从正式建所 50 年的发展历史看，

可分为以下 4 个时期。 

1.1  建所开创期 

1953～1965 年，共 12 年，在此期间，全所最

初由 50 人发展到 1965 年的 200 余人。开始仅有土

壤物理与物理化学、土壤化学与农业化学、土壤微

生物与生物化学、土壤地理及土壤改良 4 个研究室。

针对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恢复的需求，当时全所集中

进行资源综合考察及土壤基本性质 2 项研究工作。

首先结合国家任务，开展了南方橡胶宜林地考察，

新疆综合考察，西藏综合考察，华北平原土壤调查，

长江流域土壤、黄土高原及黑龙江流域考察等。此

外，针对土壤物理、农业化学及生化特征等，开展

了土壤基本性质研究和南方土壤的 P、K肥料研究，

取得了明显成绩，打下了建所初期的研究基础。 

1.2  奠基推动期 

1965～1983 年，共 18 年。前期受“文革”动荡影

响，70 年代后期，随着形势发展，土壤研究所改建

成 13 个研究室（组），即土壤物理研究室、土壤植

物营养化学研究室、土壤物理化学研究室、土壤微

生物研究室、土壤盐渍地球化学研究室，土壤生物

化学研究室、土壤地理研究室、土壤环境保护研究

室、土壤技术室、图情及编译室等。在此期间，主

要开展了黑龙江及新疆荒地考察，三峡环境工程考

察，南方山区综合考察、并相继建立了封丘水盐动

态监测站、刘家站红壤生态试验站。在土壤养分、

微量元素、水稻土、土壤电化学研究方面，取得突

出进展。相继出版了《中国土壤》、《中国红壤》、《中

国土壤图集》、《中国水稻土》及《土壤电化学性质》

等专著，召开了多次国际水稻土及红壤会议，培养

了 100 多位中高级研究人才，为土壤研究所的奠基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3  改革发展期  

1983～2000 年，共 17 年。这是在国家改革开

放形势推动下，我所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

全所的指导思想是“将主要力量服务于国民经济发

展的主战场，保持骨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与高技术

创新”。“八五”期间，我所承担了 3 项国家攻关任务

和 7 项部门和地方的重大任务，并对“九五”立项进

行了准备。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将土壤圈层物质循

环、结构功能及其对全球变化、生存环境与资源合

理利用，列为全所的研究重点，在 1987 年建立了“土

壤圈物质循环开放实验室”，并针对发展需要，在原

有研究基础上，组建了 4 个研究中心，即土地资源

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农业持

续发展研究中心、新肥料研究中心。随着科研发展，

在此期间，全所职工总数达 460 人，是建所时期职

工人数的 5 倍，其中高级研究人员达 170 余人，先

后培养了硕士毕业生 104 名，博士毕业生 25 名，出

国深造人员近 30 名。从 1981 年起，我所先后与世

界上 13 个国家开展学术交流与广泛联系，从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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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2 届国际土壤学会开始，直至 1998 年第 16 届

为止，我所先后共有 10 人当选国际土壤学会常务理

事及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为国际土壤学发展作出

了贡献。在此期间，全所共出版学术专著 40 部，论

文报告 4000 余篇，取得重要成果 180 多项。由此可

见，土壤研究所在这 17 年间，无论在“人、财、物”

及学科建设上，均得到很大发展，并为近年来的开

拓创新，打下了重要基础。 

1.4  开拓创新期  

2001 年至今，这是土壤研究所近 50 年来走向

开拓创新的时期。在中科院“面向国家需求，面向世

界科学前沿，加强科学创新”的方针指导下，近年来，

我所围绕 3 大领域，瞄准国家需求，已争取到 2 项

“973”、2 项“863”项目，1 项重大，3 项重点项目，

12 个面上基金项目及院重大项目等，总经费收入达

7200 余万元，为 90 年代的 10 倍以上。在进入科学

院的创新研究所后，全所 127 个创新研究员名额，

已有 108 人应聘陆续上岗，其中科研系统 91 人，在

学的研究生达 117 人，形成了一支壮大与新生的科

研队伍。在科研方面，近年来取得了“土壤质量演变

与持续利用”、“土壤电化学特征及其化学表现”、“土

壤系统分类研究”及“大气 CO2浓度增加下农田生态

系统影响及其模拟”等 14 项重大成果，全所发表 SCI

论文 42 篇，出版专著 4 部，申请专利 11 项。近几

年来，全所仪器设备的更新费达 2500 万元，新建惠

联大楼 7104 m2，改造大楼 7580 m2，新建面积 216 

m2。总之，土壤研究所无论在“人、财、物”及“出成

果，出人才”方面，均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在国际

与国内联合与交流上，有很大发展。当前，全所同

志正在以“唯实求真，团结协作，敬业创新，力争一

流”的精神，将土壤研究所的事业不断向开拓创新的

方向推进。 
 

2  前辈奉献，深切缅怀 
 
土壤研究所的事业与发展，是与前辈们的艰苦

努力和奉献精神，特别是与土壤研究所创建时期的

几位领导分不开的。他们不仅是土壤研究所事业的

开拓者与奠基者，也是推动土壤研究所前期发展的

先驱，虽然他们已与世长辞，但给研究所留下的功

绩与记忆是与世长存的。今天在土壤研究所建所 50

周年之际，我们对前辈们的奉献表示深切的怀念。 

马溶之先生是我国土壤学的奠基者之一，是我

所的第一任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土壤地理学的开拓

者。在 1953～1965 年任土壤研究所所长期间，先后

参加并领导了我国东北地区、黄土高原、甘肃地区

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综合考察工作，为开展我国农

业土壤研究，发展土壤科学及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作

出了重要贡献。马先生思想活跃，勇于开拓，知识

面广，毕生致力于土壤地理学的研究。他的主要著

作有《中国土壤地理分布规律》（1961）、《中国土壤

图》（1960）、《中国土壤区划与土壤区划图》（1960）

等，为我国土壤发生分类及土壤地理研究奠定了坚

实基础。马先生在国际土壤学界也享有崇高声誉，

是国际土壤学会会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讯院士

（1957），曾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多次率代表团

参加国际土壤学会，与苏联、古巴、德意志共和国

进行学术交流，为促进世界人民友谊做出了贡献。

马先生 1908 年生，1976 年病逝，享年 67 岁。 

熊毅先生也是我国土壤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

一。他是土壤研究所第二任所长(1966～1978)，土

壤研究所名誉所长(1983～1985)，1980 年当选为中

科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熊毅先生毕生致力于土

壤学研究,他以创新的思想开辟了土壤学研究的许

多新领域。熊先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承担国

家重大生产任务，严谨治学、率先垂范，为祖国培

养了大批土壤学的学术带头人，在担任土壤研究所

的领导期间，确定土壤研究所学科发展方向，扩大

了土壤研究所在国际上的影响。并在土壤物理化学、

土壤矿物学、盐渍土改良、土壤肥力及土壤生态学

研究方面有较深造诣。在黄淮海平原治理上，作出

了重大贡献。为此，封丘县为熊毅先生立碑以致纪

念。熊毅先生 1910 年生，1985 年逝于南京，享年

75 岁，熊先生虽已去世多年，但其诚恳待人，谆谆

教导，勇于攀登，不断创新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永远激励着土壤学事业的后继者们。 

李庆逵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56 年），长期担任土壤研究所副所长（1953～

1983 年），是我国土壤植物营养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主要从事植物营养和施肥，红壤基本性质，发生分

类及合理开发利用等研究，他在学术上突出的贡献

是，率先全面研究了土壤 P、K 元素的含量、分布

和转化规律，为我国肥料工业，提高作物质量作出

了重要贡献。他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

研任务，对我国热带橡胶宜林地的选择与合理施肥

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李先生长

期领导我国土壤学会，他是第 4 届国际土壤学会的

副主席（1950 年）。1987 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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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著名科学家”称号，曾多次率领我国土壤学会代

表团参加国际土壤学会，先后访问了古巴、日本、

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加拿大与美国，为

促进国际合作交流作出了贡献，李庆逵先生爱护和

关心青年人，对他们严格要求，淳淳善诱，寄以厚

望，他一向顾全大局，秉公办事，工作踏实，生活

简朴。李先生生于 1912 年，逝世于 2001 年，享年

89 岁。他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为土壤事业的奉献精

神，嬴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为后人树立了学习

的榜样。 

席承藩先生是著名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地学

部院士（1997 年），也是土壤研究所开创时期的奠

基人之一。长期致力于土壤地理与土壤资源调查研

究，在土壤分类、调查制图、资源开发利用、区域

综合治理及土壤普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席

承藩先生 50 年代参加了国家开发长江流域的土壤

调查，80年代主持了南方丘陵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

参加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研究影响及对策的研究”项

目，并在此期间领导过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

最后，提出了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战略、亚热

带丘陵山区治理方案、全国土壤普查的总结成果等

多项报告，为土壤学科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席先生曾多次担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委员及国际土壤学会人为土壤

学召集人，先后赴苏联、墨西哥、法国、日本等 10

多个国家参加学术交流，1988 年曾获国务院二级表

彰奖。席先生工作积极热情，顾全大局，学风民主，

平易近人，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他生于 1915 年，

逝世于 2002 年，享年 87 岁，他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奉献精神与品德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土壤研究所是我国唯一的，也是最老的土壤科

学综合研究中心，我国土壤研究的知名学者与前辈

们，除上面提到的 4 位外，还有很多老科学家，他

们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有的也已年迈，但均曾为

土壤科学及土壤研究所的事业与发展作出过贡献。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过去曾担任过土壤研究所历届党

的领导同志如：沈现伦、杨萍、郑焕如等，他们也

为土壤研究所党的事业与组织管理工作，作出过重

要贡献。 

50 年过去了，“前世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说

土壤研究所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发

展，首先应归功于中国科学院的关怀与指导，归功

于历届所领导与全所同志同舟共济，奋发努力的精

神，归功于所有为土壤研究所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老

科学家，老领导，老同志们，并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与深切怀念。 
 

3  学科经验，不断积累 
 
半个世纪以来，根据我本人的经历与体会，我

感到土壤研究所对土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核

心、重要内容、根本任务、重要动力及战略目标等，

均进行了探索，积累了经验，这对建立与完善现代

土壤科学的思想与体系，促进土壤研究所的发展有

重要影响。    

3.1  土壤圈层概念是土壤研究所学术研究的理论

基础 

随着现代地球科学，特别是环境科学的发展，

当代土壤学的研究内容与范围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土壤不仅是某种物质或某种独立的自然历史体，而

是有特殊结构和功能的地球系统的一个圈层，从地

球圈层的观点出发，土壤学不仅是研究土壤物质的

本身，而是朝向研究土壤与地球圈层；气圈、水圈、

生物圈与岩石圈的交接界面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土

壤圈”方向转变。这是近 20 年来土壤研究所提出的

土壤学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指导全所土壤学研究的

理论基础，它对人类生存环境及全球变化研究有深

刻影响。 

从土壤圈与整个地球圈层关系看，土壤圈共有

4 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包括：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

与保护、土壤肥力调节与农业持续发展、土壤生态

环境的建设和土壤圈物质循环及全球变化。这是主

要的研究基础，也是土壤研究所长期的研究方向，

土壤研究所“土壤圈物质循环开放研究实验室”就是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这种“土壤圈层”概念，正不断

在国内与国际上得到广泛公认与关注。 

3.2 土壤与环境质量是土壤研究所学科研究的核心  

土壤与环境质量问题，是当今全球共同关注的

重大问题，跨世纪的全球战略任务是解决全球和地

区环境及其质量问题。土壤研究所在全国率先提出

土壤质量研究的概念，认为土壤质量包括水、土、

气、生等自然环境及其质量，社会经济环境及其质

量，人类生存与健康环境及其质量 3 个方面。从土

壤学角度看，跨世纪的战略目标，除研究土壤自身

基本性质及其发生规律外，主要是研究土壤及环境

质量问题。具体包括土壤全球变化与环境；土壤圈

与地球圈层的物质循环；土壤生态与环境质量；土

地利用与土壤退化；农业土壤与环境质量；土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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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与农业利用；土壤肥力与水土保持；土壤污

染及其重建；城市建设及土壤环境保护等。 

土壤研究所近年来在土壤与环境质量研究方面

有明显进展。研究表明，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

质量及土壤健康质量是保护土壤生态安全和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能力标志，是现代土壤学的研究核心。

通过对土壤质量的时空演变规律：土-气、土-水、

土-植的物质交换，红壤、潮土、黑土、水稻土等质

量演变与持续利用研究，最后提出了不同类型与区

域的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土壤质量变化

的预警与调控对策。此外，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土

壤和大气环境质量变化规律与调控进行了初步研

究，对区域大气污染过程、机理、土壤重金属有机

污染、营养盐形成的复合污染及修复与风险评价有

了深入了解，最后提出了区域环境质量的调控战略。

这些研究均对土壤研究所的发展有新的推进。 

3.3  土壤资源保护与土壤肥力培育是土壤研究所

研究的重要内容 

根据国际与我国研究发展趋势，土壤研究所一

直将土壤资源保护与土壤肥力培育作为全所的重要

研究内容。 

在土壤资源保护方面，主要开展了土壤资源的

时空分异与土壤资源退化及恢复重建；土壤利用多

样性与生态安全及食物保障；城市发展对土壤利用

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土壤资源退化的协调和

重建；中国土地退化现状调查制图与数据库信息系

统的建立，包括 1:100 万中国土地退化图及建立；

1:100 万中国土壤与土地退化数字化数据库等。 

土壤肥力演变与培育方面，主要开展了我国主

要类型土壤肥力演变规律、建模和发展趋向预测；

高度集约化农业中施肥对环境影响及防治对策；根

际微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动态和调控技术；氮素循

环损失及污染；我国土壤 K、P 元素消长规律及需

肥前景；土壤 P 素的积累规律及其解析和迁移；多

功能肥料的研制与应用；有机肥在土壤中转化及其

与环境关系；有机肥与添加剂在养分循环中的作用

及对化学性质、肥力和环境的影响；土壤中有益元

素对农产品品质及人类健康影响等。 

所有这些都是土壤学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它

对土壤资源保护，提高农产品品质及保障人类健康

有重大影响。 

3.4  土壤生态环境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土壤

研究所研究的根本任务 

我国土壤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突出，持久性微量

毒害污染物、大气中有害气体、细粒子和痕量毒害

污染物等已构成复合污染，农田及菜地土壤农药、

重金属等污染，已成为影响农产品安全与人类健康

的重大问题，这些都是土壤学研究中最终需要解决

的根本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土壤研究所集中开展

了主要污染物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和水、土、气、生

界面迁移、转化与积累规律的研究；大气、土壤与

水体复合污染形成过程与模型研究；大气、土壤污

染修复和农产品污染削减与预警系统的研究及区域

宏观污染调控与战略研究等。 

农业可持续发展，也是现代土壤学研究的重大

目标。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土壤研究所一直重视

开展粮食安全保障、产品品质保障、资源与环境保

障、经济增收保障、现代化农业实施的保障等方面

的研究。今后土壤研究所除继续对上述问题进行研

究外，将更加重视土壤肥力的培育与提高、土壤养

分的保持与平衡、土壤水分的平衡及调控、农产品

品质的提高等方面深入研究，实现土壤学为人类享

有充足的食物与清洁生产的环境的目标作出贡献。 

3.5  现代科学技术是土壤研究所发展的重要动力 

土壤学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与驱

动，从国际与国内发展趋势看，今后土壤科学发展，

除应用生物学、地学、化学和各种技术科学发展的

理论外，更重要的是要不断更新与引进现代化的分

析测试技术与仪器设备，并在计算机技术、分析技

术、遥感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加速发展。 

土壤研究所近些年来，在土壤过程的数学模型

研究上，“3S”技术上，土壤信息的网络化及原子技

术在土壤水分和养分变化和管理上均有广泛应用，

如同位素示踪技术，包括 15N、32P、13C、14C、34S、
35S、137Cs、18O 等及中子仪测定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等。 

总之，近代科学技术将有力地推动土壤学发展

的进程，因此，今后土壤研究所也必将重视近代科

学技术在土壤学方面的应用与研究，并不断充实新

技术的装备，以不断推进土壤学的发展。 

3.6  面向国际，立足国内，瞄准需求，培育人才，

开拓创新，是土壤研究所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中科院“三大领域，瞄准国家需求，加强原始

创新”的方针下，土壤研究所首先必须加强土壤学的

基础研究，包括土壤圈层理论；土壤圈物质循环与

全球变化、土壤与环境质量演替及调控、土壤资源

时空演变与土壤肥力培育机理、土壤信息与数字化、

土壤生物工程、土壤生态环境的界面过程及调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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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其次在土壤学应用研究上，必须加强土地利

用评价、肥力工程技术、土壤退化修复重建、粮食

保障、农产品品质与人体健康、土壤质量评价及区

域质量管理等，并将生态环境安全与人体健康和可

持续发展列为应用研究的重点。总之，立足于我国

土壤学发展的实际，解决好我国土壤学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的关系，是土壤研究所今后发展的战略目

标。 

培养和造就具备创新精神的人才是研究所发展

的关键，从土壤研究所已有的经验看，人才的创新

应包括对新发现的追求，新规律的探索，新学说的

创立，新方法的创造与新观点的积累等 5 个方面。

一个高水平、高素质的土壤科技人才，除了具备创

新精神外，还应具备优良的学术作风与品德，团结

协作和勤奋刻苦的精神。这些都是土壤研究所培养

和造就事业接替人的努力方向。 

与时俱进，争创一流，进入国际土壤科学的领

先行列是土壤研究所半个世纪以来所追求的发展目

标。长期的经验表明，要达到此目标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重质量，重学术思想，不重项目（人、财、

物）的数量对比；第二，重“我有人无”，而不是“人

有我有”，“人有我跟”的创新；第三，在继承传统土

壤学基础上，不断开拓现代土壤学的新方向；第四，

重视土壤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解决全球、地区及

全国土壤学理论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

题；第五，加强宏观开拓与微观深入相结合，重视

在研究思路、手段及新技术开拓上的人才建设。 

上面是土壤研究所 50 年来的研究工作的一些

基本总结，如果在此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可以

预见，在 21 世纪新纪元中，我们土壤研究所，必将

在现代土壤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并将得

到创新性的大发展。 
 

4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国际土壤学发展的历史，自 1840 年的李比希和

1874 年的道库恰耶夫创建土壤学理论开始，至今仅

160 年。如果从 1930 年我国原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

室及 1953 年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成立开始，我国

土壤学的发展历史仅 70 年。这一个半世纪土壤学的

发展历史，是土壤科学从萌芽到发展壮大过程的标

志。中科院土壤研究所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土壤

科学的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人类健康及国民

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后在新的形势下，土

壤研究所必须尽快创建现代土壤学，并与时俱进，

争创一流，进入国际土壤科学的领先行列，这是土

壤研究所今后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我国现代土壤

学的发展目标。 

要达到此目标的基本标准是：土壤学科领域的

学术思想一定要创新领先，人才、手段与新技术必

须要全面建设并与国际接轨，学术理论与应用研究

均需取得对国际有影响的重大贡献。 

要达到此目标的基本措施是：（1）明确目标，

全面贯彻新时期的办院方针。（2）围绕三大领域与

国家需求，争取重大任务。（3）加强原始创新，提

高科研质量。（4）发挥团队优势，建设高素质创新

队伍。（5）更新理念，发展国际合作。（6）加强制

度建设，进行全面管理。（7）依法以德办所，推进

新文化建设。 

为此，我建议土壤研究所今后发展的思路是：

以土壤圈层学术思想为指导，面向全球、区域及全

国，针对土壤科学发展的战略方向，拓展宏观领域，

强化微观深入，重视人才培育，发展学科交叉与联

合，为解决国内与国际土壤科学理论与社会可持续

发展，为创新国际领先的我国土壤科学而奋斗。可

以预见，在 21 世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必

将在现代土壤学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上有新的突破，

并将谱写出对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改善作出新贡献

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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