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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大 利 土 壤 研 究 工 作 概 况

丁 昌 璞 朱 荫 涓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根据中国科学院和意大利国家研究 委 员 会 ( C N

R )的协议
, 1 9 8 1 年 6 月 1 9日至 2 2月 2 1 日我们在比萨

( iP sa ) 国家研究委员会所属土壤化学实验室工作 了

四个月
。

在罗马 ( R o m e) 联合国粮农组织 ( F A O )和佛

罗伦萨 ( F ir e n
ez ) 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土壤胶体研究中

心工作近一月
。

先后访间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

现

就有关土壤研究工作的所见所闻作一介绍
。

一
、

土滚有机质和尿醉的分离

及其性质的研究

意大利的土壤一般富含有机质
,

他们一般采用化

学和生物化学的方法进行有机质的研究
。

国家研究委

员会土壤化学实验室侧重在土壤有机质和酶的分离研

究
。

在 37 ℃时
,

用 p H 7
.

1的O
.

IM焦磷酸钠对腐殖质
-

尿酶复合体进行分离
,
然后在 200 千帕斯卡 ( p as c al

,

压强单位
, i 。 ~ l

帕斯卡 二 1达因 /平方厘米 )压力下用

超滤膜 ( P M l o D i a f l o 一 tn e m b r a n e ) 过滤
,

得到活性

大体与其有机碳含量相关的尿酶
。

对 乙酞
一

蔡酸 脂 酶

也用过滤膜分离
,

得到 分 子 量 为 < 5。。。。 、
5。。0。一

3。。。。。和 > 3。。。。。的三组物质
。

在此基础上再用等电

聚焦技术 ( I s o e l e e t r o 一 f o o u s i二 g ) 在聚丙烯酞胺凝胶

(p o l y a e r y l a m i d e g e l )上进一步测定其等电性质
。

为

了了解土壤中酶的状态
,

研究了腐殖质
一
尿酶复合体的

稳定性和动力学性质
,

并计算了酶与反应物质作用的

速度常数
。

帕多瓦大学农业化学研究所应用不同型号

交联葡聚糖 ( S e p h a d e x ) 凝胶 G 一 2 5
、

G 一 5 0
、

G
一 1 0 0

和 G 一 200 对土壤有机质进行分组
,

并测定了各组物质

的碳和氮
。

比较了N a O H和 N a ` P Z O :
提取的阿尔卑

斯山灰化土 A l和 B h层中胡敏酸和富非酸 的等 电性

质
,

根据等电聚焦技术和分光光度计测定的聚集带的

强度来表征不同土壤和土层中的腐殖质的状况
。

土壤

化学实验室先对腐殖质进行分离
,

然后用等电聚焦技

术测定富非酸中的氨基酸和碳水化合物
,

以了解其在

不同土壤中的分布特征
。

他们还在实验室条件下
,
进

行有机物质腐殖化的模拟试验
,

在不同有机物质中加

入土壤提取液
,

一段时闻后提取腐殖质
,

并用上法进

行分组和测定
。

关于金属离子与有机物质相互作用的

工作
,

用阳离子交换树脂处理碱溶性 (溶于 0
.

SN N a

O H 者 ) 有机物质
,

证明铁的移去可强烈改变土壤有

机质的稳定性
,

特别是对于联结点处于交换状态的铁
-

有机质
。

用苯
一 乙酞丙酮提取土壤

,

所提出的铁
、

铝量

与土壤团聚体水稳性的降低密切相关
,

设想这是由于

苯
一乙酸丙酮破坏了铁

、

侣与有机质的联结点
,

使土壤

团聚体失去保护所致
。

二
、

粘土矿物
、

磷的固定
、

导电荷

点和土滚徽形态的研究

土壤胶体研究中心和佛罗伦萨大学着重研究粘土

矿物的发生
、

演变
,

目的在于阐明不同母质发育的某些

土壤的特性
。

在粘土矿物与有机物质的反应方面
,

研究

了粘土矿物对肤和氨基酸衍生物的吸附 ; 结合农药的

施用
,

研究了各种离子 ( A 13 十 、

C a “ 干 、

M g 吕
十 、

K
+

和

C r “ +

) 饱和的蒙脱土与除草剂对氨基苯磺酞基碳酸甲

醋 ( p
一 a m i n o b e n z e n e : u l p h o n y l m e t h y l e a r b o n a -

et ) 的相 l互作用 , 为了说明不同类型枯土矿物对养分

有效性的影响
,

研究 了 N H ` 干 、

K
+

和 P O ` “ 一的固定
,

N O 3一的交换和某些有机化合物在粘土表面的催化分

解
。

波洛尼亚大学农业化学研究所模拟自然条件
,

研

究水
、

碳酸和有机物质对岩石的作用
,

主要采用柱层析

和原子吸收方法测定淋溶液中有机和无机 成份 的变

化
。

萨萨里大学农业化学研究所结合当地富含铁
、

铝

的土壤
,

研究了不同比例的氢氧化铁
、

铝对磷酸根的

吸附作用
,

进一步探讨了铁
、

铝氧化物的比表面积与磷

吸附的关系及其与铁
、

铝结合的型式
。

对植物提高磷

的有效性过程和有机整合剂对磷溶解的影响也给予注

意
。

土壤化学实验室研究了 H
十

和 O H 一
的吸附与表面

电化学性质的关系
,

得出 H
十 、

O H一
吸附的经验动力

学公式
,

计算了速率常数并用动力学方法测定了土壤

的零电荷点
。

该室部分土壤微形态工作是结合意大利

中
、

南部地区气候冬湿夏干的特点对土壤物理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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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进行的
, 比较了在该地区和其它地区土壤中加入

葡聚糖后土壤水稳性团聚体
、

孔隙度
、

大小孔隙比和土

声 块收缩开裂等的变化
,

证明了大葡聚糖分子的长链在

这方面具有明显的效果
,

并研究了污泥
、

城市废物的施

用影响土壤孔隙度和大小孔隙分布的微形态学 特 征
,

表明这类物质具有与有机肥相似的良好效果
。

三
、

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及其有关

生理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由帕多瓦大学承担
。

结合

除草剂的使用
,

较多地注意到广泛使用的 阿 特拉 净

( A tr az 恤 e) 对作物吸收硫酸盐的阻碍作用及其机理
。

联系果树生长 (主要是葡萄 )
,

研究钾的吸收与植物体

内酶系统反应和与 Z且 “ + 、

M n “ 十 、

P O ` “ 一平衡的关系
。

由于葡萄在石灰岩母质发育的钙质土上 (P H 8
.

2 )严重

缺铁
,

研究葡萄根系在不同生长期
、

温度和 p H条件下

对铁的吸收速度
,

以及在 吸收过程中A T P (三磷酸腺

贰 )提供电子
,

使细胞膜将 F e “ +

还原成 F e “ +

的机理
。

米兰大学农业化学研究所研究了 A T P 的活性与 p H
、

H g Z + 、

K
十

和其它一价阳离子的关系
。

他们还注意到

O p h i o b o l i n B 对细胞膜增大和 H
`

/ K
十

交换 的 影

响 , 比较了在正常和干早条件下白天和夜间汁果体内

物质合成 (主要是核糖核酸
、

蛋白质 )和生长的情况
。

酒
、

糖和其它食品进行的
。

例如为了提高葡萄酒的质

量
,

保持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

研究了由糖转化

成酒的过程中酶反应的生化特性
,

并通过某些不活动

的多酶系统
,

控制 L 一
苹果酸的转化

,

以避免酸的大量

产生
。

对小麦的选种
,

也以酶活性和阮 (。 种不受环境

因素和蛋白质含量影响的遗传物质 ) 为品质鉴定的指

标
,

找出优良品种
。

在食品化学的研究中
,

有相当部分的微生物工作

是结合食品贮藏和加工进行的
,

例如波洛尼亚大学农

业化学研究所的微生物工作着重研究咖啡
、

酒和稻米

加工过程中微生物的生化过程
,

找出最佳的贮藏和加

工方法
。

米兰大学农业化学研究所研究制粉和生面贮

藏过程中微生物群落和酶活性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四
、

土坡分类和制图

这方面的工作着重在地 区土壤
,

并从实用出发
,

注

意土壤资源的整体规划和综合利用
。

波洛尼亚大学农

业化学研究所与该地区的制图单位合作
,

调查了该地

区的土攘
。

根据当地的自然和土壤条件
,

利用航片绘

制不同比例的土镶图和土地利用图
,

为当地工农业生

产
、

矿山开发
、

建筑
、

交通和住宅的合理配置服务
。

五
、

关千植物化学和 t 品化学的研究

关于植物化学的工作
,

研究了意大利主要农作物

小麦
、

甜菜
、

玉米和大麦的光合和呼吸作用中酶系统的

活性
,

二氧化碳的固定
、

蛋白质
、

糖的转化机理及其影

响因素
,

其中较多的工作是关于不同浓度的二氧化碳

与光合作用强度的关系 , 硫和其它营养元素的供应对

固定二氧化碳的影响 , 由于盐分浓度对碳素 同化具有

明显的作用
,

研究了营养环境的不同盐分浓度与光合
、

呼吸作用中二氧化碳
、

氧的交换平衡和某些关键酶变

化的关系
。

围绕提高甜菜的含糖量
,

研究氮素营养与

碳水化合物平衡的关系
,

特别是谷氨酸脱氢酶的活性

在氮素和搪代谢过程中的作用
,

以确定氮肥施用的合

理方案
。

食品化学的工作对象主要是结合牛奶
、

咖啡
、

油
、

六
、

环境保护的研究

这是一个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
,

主要研究重金属

对土壤和水体的污染
。

例如米兰大学农业化学研究所

综述 了土壤和灌概水污染的有关问题
。

研究了污泥中

的污染物质如铅
、

锌
、

铜等对地下水的影响
,

根据污染

物质的国家规定标准评价河流的质量
。

对不 同来源的

污泥进行生物试验和化学分析
,

鉴定其作为肥料的利

用价值
。

也研究了某些污染金属福
、

铬
、

铜
、

汞
、

镍
、

锌

和铅对抑制植物体内酶活性的生化过程的影响和镍离

子与质子压 出 ( P r o t o n e x t r u s i o n )
、

离子运转以 及

有关转移膜的电化学现象
。

关于土壤对重金属吸附的

问题
,

研究了铅
、

锡
、

铜在有机质存在情况下与土壤吸

附的关系
,

用L a 二 g m 成 r 方程式处理
,

并从有机质对

土壤吸附能力的贡献及其对重金属元素的鳌合效应进

行讨论
。

对污水的处理和利用
,

一般是进行成份检测
,

同时进行温室和田间小区试验作出鉴定
,

经氧化处理

后
,

再直接灌入农田或制成固体肥料作为商品 出售
。

认为浮萍是对污染物质敏感的植物
。

在不同浓度和成

份的营养液中加入重金属离子
,

观察浮萍的生长和繁

殖情况
, 以了解污染物质的毒害程度和最高允许量

。

七
、

关千教学
、

科研和生产部门

的工作情况

大学一般都设有农业化学研究肮 大学教授既承

担教学任务
,

也进行科研工作
。

学生在学 习的最后阶

段就在研究所进行科研实践
,

接受室 内试验技术训练
。

有的大学还设有农场
, 四年级的学生也可在农场进行

实习
,

或参与部分研究工作
,

便于更多地接触生产问

题
。

这样
,

教授便可全面考察和 了解学生的工作能力

和事业心
,

同时从中物色 自己满意的学生作助手
。

一

个学生毕业后能进入研究所工作并非易事
,

往往由于

名额限制
,

在正式增员前
,

被选中的学生只得自愿不带



工资工作几年
。

他们认为这可进一步择优选拔
。

大学

与地方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较密切
,

通过科研合作
,

充分发挥和利用双方的有利条件
,

共同完成任务
。

全国性土壤研究机构一般不担任教学工作
,

着重

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
。

但有关专家可接受大学聘请

作专题演讲
,

并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与协作
。

例如土壤胶

体研究中心和佛罗伦萨大学农业化学研究所是 在 A
.

M al qu or i教授统一领导下
,

有共同的研究计划
,

进行

研究工作
。

研究所的图书和仪器是围绕该所的特长和重点研

究项目而设置的
,

并注意仪器的更新
。

最新型号的仪

器一般都有数字显 示
,

自动记录和带计算机
,

测定过 ,

程方便
、

快速
。

这样既保证 了经费的有效使用
,

也提高

了工作效率
。

研究所的人员一般只有20 一 3 0人
,

由秘书负责全

所日常行政事务
,

一般间题秘书处理
,

重大间题由所

长决定
。

由于人少
,

层次也少
,

处理间题迅速
,

办事效

率较高
。

消
,

息报道

日本科技界川懒金次郎教授等五人来内蒙古自治区考察

应内蒙古自治区科委的邀请
,

日本新渴大学名誉教授
,

日本东方科学技术协力会副理事长土壤学家川瀚金次

郎教授 (组长 )
,

向野元生 (顾问 )
,

成员
:

千田英二 (畜产 )
,

仁木达 (酷农 )
,

久保田穗 (皮革 )教授等一行五人
,

于 1 9 82

年 8 月14 日至 22 日专程来我区进行了考察
。

先后访间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

包头等地区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 ,

校以及国营农牧场等
。

在呼和浩特期间访问了内蒙古畜牧科学院
,

内蒙古农科院
,

内蒙古农牧学院和内蒙古轻工

研究所等单位 ; 并分别召开了学术报告会
。

在 8 月 21 日下午在内蒙古农牧学院由内蒙土壤学会主持下举行了学

术报告会
,

川獭教授作了有关盐碱土研究的厉史
,

名称
,

定义和改良利用等方面的专题学术报告
,

与会者就这一

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

在谈到他这次访问的观感时
,

川獭教授首先谈到他自从 1 9 5 3年由中国回国以后
,

自1 9 7 8年开始
,

已先后六次

来中国访间
,

其中在 1 9 8 0年就来过二次 (一 次 是 10 月应邀参加南京土壤所召开的水稻土国际会议 )
。

他深有感

触的说
:

我在中国已从事土壤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已长达 2 2年之久
,

回国后又搞了 20 年
,

这次应邀访间内蒙古

还是第一次
,

受到了内蒙古科委
、

土壤学界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和同志们的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接待
,

我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

他还说
:
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

也可 以说中国是我的第 二故乡
。

最后川獭教授表示如

果身体 (现已72 岁高龄 )和条件允许的话
,

我希望在 1 9 8 3年再来访间内蒙古
,

到河套地区 进行考察
,

为内蒙古改良

利用盐碱地方面做出贡献
。

这次访间增进了招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

报告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

(内蒙古土地勘测设计院 刘德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