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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土壤学一瞥
① 

 

龚子同， 张甘霖， 李德成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  210008） 

 

摘  要： 简单介绍了俄罗斯土壤科学的现状和特点，并对其土壤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俄罗斯；土壤学；黑钙土；数字化土壤图 

中图分类号： S15（512）  

 

根据中俄科技合作项目“石灰化水稻土和黑钙土

中次生碳酸盐积累过程的比较研究（NSFC-RFBR，

2008—2009）”计划，应合作方俄罗斯科学院地理研究

所 Irina Kovda 研究员的邀请，我们中方一行 3 人于

2008 年 7 月 19—29 日访问俄罗斯进行学术交流。这

次出访时间虽短，但还是尽可能多地接触了俄方的相

关单位和人员。在莫斯科期间访问了道库恰斯夫土壤

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土壤系，会见了道库恰耶夫土壤

所所长 Н.Б.希德罗夫（Н.Б.Хитров）、副所长 Э.H.穆尔

恰诺夫（Э.Н. Молчанов）院士，莫斯科大学土壤系

A.S.谢尔盖 (A.S.Sergey )通讯院士和副系主任、普通土

壤 教 研 室 主 任 A.C. 夫 拉 德 钦 斯 基 （ C.A. 

Bладыченский），并与季米里亚捷夫农业大学生态室

主任 I.I.瓦西涅夫（I.I.Vasenev）聚会。在野外工作中，

北上佩列斯拉夫-扎列斯基（Pereslavl-Zalessky）考察

俄罗斯土壤分类中的生草灰化土和灰色森林土；南下

俄罗斯科学院生物研究中心——普希诺（Pushchino）

访问俄罗斯科学院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研究所，最后

一站是道库恰耶夫创业的地方——中央黑土区的卡明

（Каменъ）草原农业研究所，考察和研究了不同类型

的黑钙土。前后为时 11 天，行程约 2500 多 km，采集

了 60 多个土壤样品。期间有现场的考察、野外的讨论

和与不同岗位上的学者座谈，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面

也很广。笔者早年在那里留学，这次已是第 5 次访俄

了，张甘霖研究员也已是第 3 次访俄了。由于有前几

次合作交流的经历，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土壤界

的一些变化，哪些是继承的，哪些是新趋势，从中也

可以得到某些启示。 
 

1  俄罗斯土壤学的概貌 
 

俄罗斯土壤科学的研究中心主要是在莫斯科，其 

 

 

 

中包括俄罗斯农业科学院道库恰耶夫土壤研究所、莫

斯科大学土壤系和地理系的土壤地理教研室、俄罗斯

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土壤地理与演化研究室以及季米

里来捷夫农业科学院与农业大学。 

1.1  道库恰耶夫土壤研究所 

该所的实力最强。全所有 150 余人，其中Ph.D.

有 25人，而在Ph. D. 基础上取得俄罗斯博士（一般Ph.D.

以后需一定的工作年限且取得突出成绩）34 人。分土

壤发生分类和土壤地理、农业土壤、土壤农业生态评

价、土壤物理与土壤力学、土壤侵蚀、盐渍土发生与

改良和热带亚热带土壤等 7 个研究室，土壤矿物和土

壤微形态、土壤水文和土壤改良、土壤信息、土壤化

学、土壤物理化学、碱土发生与改良、土壤生物与生

物化学等 9 个实验室，还有分析室、图书馆、出版部

以及 5 个试验站。其研究重点是土壤调查、制图和分

类，土壤在自然和人为作用下的变化，土壤农业生态

评价以及土壤的监察等，以合理利用和保护全俄土壤

资源。现任所长Н.Б.希特罗夫是土壤地理学家，对黑

钙土和膨胀性黏土有深入研究，并有相关著作。道库

恰耶夫土壤研究所长期以来一直主持全俄土壤分类、

土壤制图和农业生态领域的决策咨询。 

1.2  普希诺土壤研究所 

位于莫斯科以南 100 km的普希诺是建于 1963 年

的俄罗斯科学院的生物研究中心所在地，设有蛋白质

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化学与微生物生理研

究所、理论与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生物学基理研究所

等。B. A. 柯夫达（В.А.Ковда）鉴于这里的生物学研

究力量雄厚，于 1971 年在这里创建了属于这一中心的

农业化学与土壤研究所，后改为土壤与光合作用研究

所，现名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研究所。实际上这是与

道库恰耶夫土壤研究所齐名的俄罗斯两大土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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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该所有 170 余人，40 个 Ph.D.，20 个俄国博士。

主要研究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研究土壤的水热状况、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研

究土壤的发生演化及其在人为作用下的变化。相比之

下，道库恰耶夫土壤所研究比较广泛，有较强的土壤

学的地学基础；而普希诺土壤所比较偏重基础，着重

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过程以及全球变化。该所所长

В.Н.柯捷雅罗夫（В.Н.Кудеяров）是生物地球化学家，

他主编了“土壤过程与时空结构”一书，并著有“俄罗斯

土被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碳循环中的贡献；副所长

A.Л.宾斯基（A.Л.Пинский）是土壤物理化学家，著有

“土壤中离子交换过程”以及一些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物

理化学行为的论著，与我所土壤化学室季国亮、李成

保、徐仁扣等研究员有过合作。 

1.3  研究的一些趋势 

随着经济的恢复，俄罗斯的土壤科学也有了较大

的发展。俄罗斯与土壤有关的杂志主要有两个：《土壤

学》和《农业化学》。其中《土壤学》杂志影响最大，

全文英译称为Eurasian Soil Science，为SCI收录杂志，

刊登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俄罗斯土壤学家也十分重

视专著的出版。1997 年俄罗斯土壤学家赠送给我们的

专著大多是早期的经典著作。而这次仅道库恰耶夫土

壤所赠送给我们的 40 多本专著绝大部分都是 2000 年

之后的出版物。我们印象最深的有两项工作：第一，

道库恰耶夫土壤研究所最近编制了 1:250 万全俄数字

土壤图，以此为基础可以点击查询到世界上幅员最大

的全俄 1707.5 万km2的具体的田块。这不仅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国土资源评价，农、林、牧业的

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均有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我

国国土面积没有俄罗斯那么大，各部委也作了不少工

作，但至今未形成象俄方这样分量的重大成果，对此

我们十分钦佩，也很感叹！其次是俄罗斯对黑钙土的

研究也值得关注。1883 年道库恰耶夫发表了《俄罗斯

黑钙土Русский Чернозем》而宣告了土壤学的建立。

俄罗斯一半的耕地是在黑钙土上，其粮食产量近占全

俄的 80%。1983 年在道氏发表《俄罗斯黑钙土》100

周年之际曾召开了有关黑钙土的国际土壤学大会，影

响遍及全球。上世纪 90 年代A.П.谢尔巴柯夫（А.П. 

Щербаков）院士遵循当年道氏考察的路线进行了行程

13000 km的再考察，著有《中央黑钙土农业生态现状》

一书，从历史对比中看到俄罗斯黑钙土百年来的变化。

最近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圣彼德堡大

学、道库恰耶夫中央博物馆和道库恰耶夫科学遗产保

护和发展基金委联合出版了 474 页的《俄罗斯黑钙土》

（2008）一书，系统地总结了不同地区黑钙土的特点

和在人为作用下百余年来生态环境、土壤养分、水热

状况和其他性质的变化。国际上，B.A.柯夫达对盐渍

土的研究颇具盛名，实际上，俄罗斯黑钙土的研究同

样是不可忽视的研究成果。 
 

2  俄罗斯土壤学者的作风 
 
印象深刻的有三点：敬业、挚着和坚韧。 

2.1  敬业 

    土壤学在俄罗斯科学界占有一定地位。认为土壤

学不仅服务于农业，而且是一门基础科学。因而俄罗

斯很多的大学里都设有土壤系。莫斯科大学的土壤系

有一个发展过程：1938 年为地质土壤系，1949 年为生

物土壤系，1973 年成为独立的土壤系。 

土壤学的奠基者道库恰耶夫受到尊重，莫斯科大

学正门前俄罗斯伟大学者的群像中就有道库恰耶夫的

塑像，许多地方都有以道库恰耶夫命名的研究所、博

物馆和基金会。全俄土壤学会也以道恰耶夫命名，全

俄土壤学会还设有道库恰耶夫奖以奖励对土壤学发展

做出贡献的本国学者。 

许多土壤学家对土壤学的敬业精神不仅限于本

人，而且代代相传。如在中国比较熟悉的 И.П.格拉西

莫夫（И.П. Герсимов）和 B.A.柯夫达两位土壤学家的

女儿均为著名的土壤学者。莫斯科大学的土壤系主任

H.H.罗扎诺夫（Н.Н.Розанов）的儿子也子承父业；原

道库恰耶夫土壤所所长 Л.Л.谢学夫（Л.Л.Шишов）的

土壤学者身份已传至第三代。最有趣的是森林土壤学

家 C.B.佐恩（С.В.Зонн）家族，佐恩著有“森林土壤”

（中、俄文）一书，1957 年与李庆逵合作研究西双版

纳土壤，并在中、俄土壤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热带土

壤发生与分类的一些问题。”上世纪 50 年代还培养了

中国留学生。这位与中国同行有着深厚友谊的土壤学

家土壤事业已传至第四代。这看来是一个有趣的社会

现象，但实质上不仅折射出从业者对土壤事业的信心

和热爱，也反映了俄罗斯对土壤科学持之以恒的重视。 

2.2  挚着 

    研究土壤的第一步是野外考察。俄罗斯土壤学家

对野外工作颇为认真。2008 年道库恰耶夫土壤所出版

了新的《田间测量手册》，对土壤描述规定得很为详尽。

俄罗斯土壤学家挖剖面一般都深达 2 m，观察剖面的

变化，如结构、胶膜、结核、新生体、层次分化等十

分仔细。从观察、描述、摄影到采样一丝不苟。国际

上把迷恋土壤剖面观察的学者称为 “profile man”，在

俄罗斯这样的学者不在少数。一般土壤学家事必躬亲。

这次与我们一起在卡明草原工作的道库恰耶夫土壤研

究所所长，戴了顶破草帽，骑了辆旧自行车，背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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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帆布袋，装上各类采样工具在草原上一个人东奔西

走，没有专门带助手，亲临现场采样，看起来就像一

个典型的基层农业工作者，但土壤学知识渊博，讨论

起学术问题来很有见地，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我

们不止在一处地方看到：俄罗斯土壤学家蹲坐在大土

坑里专心致志地观察和记录土壤剖面的工作照片，这

也是他们工作挚着的写照。 

2.3  坚韧 

俄罗斯土壤学家多少年来不仅编过不同比例尺的

本国土壤图，也编过世界土壤图和其他国家的土壤图。

俄罗斯 1:250 万数字化土壤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这一数字化土壤图是建立在本国大量的大、中、小比

例尺土壤图基础上，由道库恰耶夫土壤研究所的 10 位

土壤学家花了 10 年时间完成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

长期的积累，没有刻苦钻研的韧性，这项工作根本就

不可能完成！特别要提出的是：俄罗斯黑钙土的研究

持续了 100 多年，其研究涉及生态环境、地质地形、

土被结构、土壤矿物、土壤物理、化学性质以及有关

的灌溉施肥和耕作技术。当地以道库恰耶夫命名的农

业研究所，在人烟稀少的卡明草原上也坚持了一个多

世纪。卡明（Каменъ）在俄语里是石头的意思，原来

卡明草原土壤因干旱而坚硬如石而得名。人们形容在

那里种一粒种子只能收获两粒。自从道氏与来自彼德

堡、莫斯科和伏龙什的土壤工作者一起，在调查研究

基础上，通过植树造林、发展灌溉和改良土壤，从而

极大地改变了草原的面貌。目前，已生长 120 年的参

天林带保护着那里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由于卡明草

原改造的成就，后来成为斯大林制订改造整个俄罗斯

自然计划的基础。当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北面直指列

宁格勒，中间扑向莫斯科，南面就是针对中央黑土区

的斯大林格勒。但在斯大林格勒，纳粹德国在性格坚

强、意志顽强的俄罗斯人面前全军覆没，斯大林格勒

战役也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转折点。也许就

是这种民族精神造就了俄罗斯土壤学者研究黑钙土的

韧性，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3  俄罗斯土壤学在前进中 
     

俄罗斯土壤学的发展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

同时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3.1  资源与开发 

    俄罗斯是资源大国，它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

原，还有无比广袤的土地和森林。其中土地资源人均

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土地资源丰富是好事，但也有问

题。俄罗斯黑钙土从欧州一直延伸到亚州绵延数千公

里，黑钙土是肥沃土壤，而且黑钙土区的雨量近年来

又有所增加。但当地农民似乎只关心自己的温饱，无

意采用先进农业技术增加收成，所以目前黑钙土上的

粮食单产只有中国黑土的一半，虽然已满足本国消量，

但如能进一步重视农业的投入，采用已有的黑钙土利

用改良技术、甚至进行国际合作开发，以提高黑钙土

的生产力，把土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那么不

仅可使俄罗斯农副产品更加丰富，从而可能避免上世

纪 80 年代经济濒临崩溃的窘境，而且也会对世界粮食

安全做出巨大贡献。 

3.2  节俭与更新 

    俄罗斯的许多基础设施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奠定

的。设有土壤系的莫斯科大学的新址是 1953 年建立

的，当时是世界上第一流的；1947 年建立的道库恰耶

夫土壤所也是世界上土壤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在 20 世

纪 50 至 60 年代，他们与其他大学和研究所一起为我

国培养了一批土壤学各学科的学术骨干，包括土壤物

理、土壤矿物、土壤化学、农业化学、土壤生物、土

壤生物化学、土壤地理、森林土壤、土壤改良、土壤

侵蚀以及土壤耕作等。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前苏

联土壤学在世界上盛极一时。但到了 20 世纪后 20 年，

因经济的困难而严重影响土壤学的发展。目前经济已

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投入和国民收入均有所增

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也有大幅度增加，去年在南京

召开的国际城市土壤会议（SUITMA）俄国就有近 10

人参加。莫斯科新区同其他城市一样高楼拔地而起，

但当你进入他们的研究所，进入他们实验室时，就会

发现半个世纪前兴建的莫斯科大学厚重的建筑、斑剥

的门窗，显得陈旧，名气很大的道库恰耶夫土壤所仍

处于闭塞的小巷，大门上方墙上裂缝修补的痕迹赫然

在目。看来与航天和军工相比，对土壤学的投入来说，

目前还是节俭有余，而设备的更新缓慢，正处于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但近些年由于能源价格急剧上

涨和社会的逐步稳定，作为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

经济发展极为迅猛，因此有理由相信，俄罗斯土壤学

在其坚实的基础上，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 

3.3  继承与发展 

俄罗斯土壤学有好的传统。现代土壤发生学的奠基

者道库恰耶夫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在道库恰耶夫土壤

所里建有道库恰耶夫的塑像外，还挂有俄罗斯土壤学发

展有贡献的著名土壤学家的巨幅画像。主要有：КД.   

格林卡（К.Д.Глинка）、К.К.盖德罗伊茨（К.К.Гедройц）、 

Б.Б.波雷诺夫（Б.Б.Полынов）、И.Ф.丘林（И.Ф.Тюрин）、

M.M.柯诺诺娃（М.М.Кононова）、Е.И.伊万诺娃

（Е.И.Иванова）、A.A.罗杰（А.А.Роде）、B.M 弗里特

伦（В.М.Фридлан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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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俄罗斯对世界土壤的贡献一般会提到：盖德

伊茨对土壤吸附性能的研究，波雷诺夫对风化壳发生

演化的研究，丘林和柯诺诺娃对土壤腐殖质的研究，

罗杰对土壤水分的研究，格林卡和弗里特伦对土壤地

理和土被结构的研究，以及伊万诺娃对土壤分类的研

究等。其中从道库恰夫开始经格林卡到伊万诺娃所提

出的以地带性学说为基础的土壤地理发生分类在世界

上影响最大。 

俄罗斯人尊重权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一点

是非常可贵的。忘记历史即失去记忆，不重视继承很

难发展。但继承的目的是发展，而不应成为束缚。 

俄罗斯土壤分类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受到以诊

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的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和联合国

世界土壤图图例单元（后成为 WRB）分类的挑战。俄

罗斯土壤学家研究了这些分类，并将它们译成俄文，

编著出版了《土壤命名与参比》一书，评述各国土壤

分类。 俄罗斯地理发生分类和美国土壤系统分类是两

个不同的分类体系，他们希望既能保留自己的传统，

又能吸收诊断分类之所长。即俄罗斯学者接受了诊断

层的概念，但并没有采用其定量指标。所以经过一番

努力，俄罗斯同行也拟订了一个新的分类，但并没有

达到预期目的，在国内外没有太大影响。这次我们目

睹了俄罗斯的“生草灰化土”，所谓“生草”实际是树根

盘结，所谓“灰化”实际是漂白。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中应为腐殖质漂白冷凉淋溶土。俄罗斯的地理发生分

类与系统分类相比，显得有许多不确定性。目前主要

问题是俄罗斯学者多少受传统影响，很难一下子完全

接受其他分类的长处。但是我们不怀疑他们一定会处

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也相信俄罗斯土壤学会在不

久的将来有更大的发展。 

以往，俄罗斯土壤科学家曾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和支持。现在，我们仍有必要很好地学习俄罗斯土壤

学家重视基础、重视传统和敬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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