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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陈怀满教授是在土壤科学

和环境科学领域有很深造诣，并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

家。他与郑春荣、周东美、沈振国等教授结合多年来的科研

成果及国内外研究进展，编著了《土壤中化学物质的行为与

环境质量》一书。该书 2002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共

98.3万字，分 20章，分别是：土壤在环境中的作用与地位，

土壤元素背景值与土壤负载容量，土壤重金属的污染与污染

土壤退化，土壤中典型污染重金属的行为与环境质量，土壤

中稀土元素的行为与环境质量、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行为与

环境质量，铝的土壤过程与环境质量，土壤中氟与环境质量，

土壤中碳、氮、磷与环境质量，土壤中的硫与环境质量，土

壤碳库和氮库与大气质量，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行为与环境

质量，农药污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土壤中污染元素的交互

作用对其行为的影响，土壤中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的交互作

用，有机物料对土壤-植物系统重金属化学行为的影响，污

染重金属的根际效应，土壤中污染物-微生物交互作用与环

境质量，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土壤中污染物的迁移与转化

模型。该书的出版受到土壤学界的极大关注，兹将该书的特

色和主要贡献略述于下。 

(1) 体现了  “土壤圈” 这一圈层理论学术思想的重要

性。“土壤圈” 是自然环境要素的中心环节，处于水圈、大

气圈、生物圈、岩石圈的中心位置，是地球表面很重要的一

个自然圈层。作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基础，以土壤为载

体的土壤圈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各种农产品及畜产品，还维持

着局部的、区域的、乃至全球的环境质量。土壤承担着 50% 

~ 90%的来自不同污染源的污染负荷，了解这些污染物在土

壤中的迁移、转化、归宿，及其对大气质量、水质、作物品

质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对于保护土壤质量、调控整体环境、

促进人类生存质量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该书将内容定位于相关土壤中化学物质的行为与环境质量

的研究，充分体现了 “土壤圈” 这一圈层理论学术思想的重

要性，是 土壤圈物质循环课题的前沿研究领域和重点研究

内容。 

(2) 坚持系统论的方法原理，突出了 “土壤作为环境要

素的中心环节” 的观点。该书以地球表层系统为研究对象，

以各圈层之间的互动与耦合为核心，以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

变化为主要内容，探索土壤圈中化学物质的环境行为。编著

者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原理，高度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

融合，从土壤中化学物质的行为及其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整体

观念出发，突出了“土壤作为环境要素的中心环节” 的观点，

强调了土壤中典型化学物质在土壤圈、水圈、岩石圈、生物

圈和大气圈中的迁移、转化和归宿，及各圈层间物质运移的

相关性、整体性和复杂性，从新的角度构建了土壤圈物质循

环的理论框架和体系。 

(3) 书中素材的组合以及对一些观点的阐述和认识，具

有探索性和前沿性。该书反映了作者们在该领域的近期研究

成果，各章均具有自身的鲜明主题，同时又相互关联与补充，

还十分关注相应问题的国内外最新研究现状与进展，具有较

高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研究资料不仅提供了土壤中各种典型

污染物（如重金属、放射性核素、农药等有机毒物）在土壤

-植物系统中相关形态、迁移转化及生态、环境效应等方面

的定量数据，而且针对目前环境领域内的众多热点问题，如

全球碳、氮循环与温室效应、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酸化和污

染土壤修复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书中素材的组合以

及对一些观点的阐述和认识，具有探索性和前沿性。 

(4) 兼具理论性、资料性和实践性。全书紧紧围绕土壤

与作物品质、土壤与水质、土壤与大气环境质量，以及土壤

与人体健康等主题，从基本原理到应用，较为系统和深入地

论述了土壤在环境中的作用与地位、土壤污染和污染土壤的

退化机理、交互作用对土壤中污染物行为的影响、土壤中典

型元素或化合物的行为与环境质量、以及污染土壤的修复

等。该书充分利用了国内外多年来相关土壤圈物质循环方面

的观测资料和研究成果，数据丰富、资料翔实，并附有大量

图表，在理论上和科学水平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兼具理论性、资料性和实践性，不愧为最近我国土壤学界的

一本创新巨著，对国际土壤学和全球变化研究均有重要贡

献。 

总的来说，该书在理论上涉及地球科学、环境科学、化

学和生命科学等重要领域，它对环境土壤学的学科建设将是

一个重要的支撑；在实践上，对污染土壤的修复与控制的实

际应用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供从事土壤、环境、农业、

生物、生态、化学、地球化学、地理医学、水文学等科学工

作者、工厂和管理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相关学科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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