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考察报告

澳大利亚土壤及土壤科学研究近况

赵 其 国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坡 研究所 )

9 18 6年 4月 1 4日至 5 月5 日
,

我应澳大利

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邀请
,

对澳大

利亚进行了短期的访问考察
。

在此期间
,

先

后访问了阿得雷德
,

布里斯班
,

阿尔米达尼
,

堪培拉及格里弗斯五个城市中的 十 二 个 单

位
。

这十二个单位是
,

土壤研究所及两个土

城研究分所
,

森林研究所
,

灌溉研究所
,

水分

及土地资源研究所
,

植物与工业研究所
,

热

带作物及牧草研究所 ( 以上八个单位均属澳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
,

昆士兰初级工业

所
,

阿得雷德大学农学院
,

新英格兰大学农

学院及澳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

此外还在上述

五个城市的远郊进行了土壤野外调查
。

在上

述地区与单位的访问中
,

与澳方的著名土壤

学家 D
.

E
.

P r e s e o t t教授 (土壤地理学家 )
,
G

.

B e e k m a n教授 (土壤地理学家 )
,
P

.

L a n t 教授

(土坡资源学家 )
,

A
.

R o
vi ar 教授 (土壤微生

物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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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L ee 教授 (土壤生物学家 )
,

G
.

A ll i s o n
教授 ( 土壤物理学家 )

,
D

.

S m i l e s
教授

(土壤物理学家 )
,
G

.

K
.

F r e ne y 教授 (土壤农

业化学家 )
,
K

.

G
.

T i l l e r
教授 (土壤化学家 )

,

E
.

R
.

M o o r
教授 (土壤信息学家 )

,
S

.

T h o -

m p s o n
教授 (土壤发生学家 )

,
A

.

R
.

M i l n e s
教

授 (土坡矿物学家 )
,
E

.

C ol w le l教授 (土壤肥

力学家 )
,

G
.

N
.

L a d d 教授 (土壤生物化学

家 )
,

G
.

W
.

M e G a r i t y教授 ( 土壤发生学家 )

等进行了座谈与讨论
,

并对双方感兴趣的土

城研究项目
,

学术进展与科技人员互访等问

题交换了意见
。

所有这些
,

对进一步增进中澳

双方土城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 良好

基础
。

兹将这次访问考察的情况作简略报道
。

一
、

澳大利亚土壤

(一 )自然条件

澳大利亚位于南纬 1 0
“
4 1 ’

一 4 3
0

3 9 产 S
,

东经 1 1 9
0

9
`
一 1 5 3

“
3 9 ’

E 之间
,

四周环海
,

总

面积为 76 8万平方公里
。

澳整个大陆地 势 低

平
,

地表起伏和缓
,

平均海拔 3 50 米
,

地形结

构从西向东可分为南北三个纵列地带
,

西部

高原占全澳三分之二
,

海拔 20 0一 5 00 米
,

是

大陆最古老部分
,

不少地段为沙丘覆盖
,

形
成广阔的沙漠

。

中部平原是澳最 大 河 流 墨

累一达令河的河经地
,

大部为内陆盆地
。

东

部山地是澳大利亚的最高处
,

呈弯曲大弧形
,

平均海拔 80 0一 1 0 0 0米
,

山前有广阔的丘陵地

带
。

澳大利亚气温甚高
,

年均温在 18 ℃以上
,

一月份的炎热程度与撒哈拉沙漠区相似
,

整

个 大陆降水稀少
,

年平均雨量仅 4 70 毫米
,

常

年处于极端干早状态
,

年降雨量由东向西逐

渐减少
,

呈独特的半圆状分布
,

大陆中部和

西部年降雨量不足 2 50 毫米
,

有的地区甚至低

于 5 0毫米
。

按气候分区
,

澳中
、

西部及 内地

属热带干早气候
,

北部属热带干湿气候
,

南

部沿海属亚热带温润气候
,

西南角属亚热带

夏干气候
,

塔斯马尼亚岛属温带海洋性气候
,

由于澳大利亚地形起伏和缓
,

无明显的分界

线
,

因而上述各个气候区之间是逐渐变化的
。

澳大利亚有许多古老的特有植物
,

最具代表

性的是按树
,

植被呈半环状分布
,

大陆外缘

是森林
,

内陆是稀树草原
,

中央是荒漠
,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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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类型可分热带雨林 (北部及东南沿海)
,

热带疏林 (东南部 )
,

常绿阔叶林 (南部 )
,

热

带稀树草原 (西部及内陆 )及荒漠 (中部 )
。

澳

大利亚母质主要为花岗岩
,

火山岩仅分布在

东南部
,

变质岩在昆士兰和大陆中部
,

沉积

岩大多集中在澳大利亚中部和北部
,

墨累一

达令河流域平原分布有石灰岩
,

砂岩和近代

河流冲积物
,

西部广阔的沙漠区出现第四纪

风积物
,

南部塔斯马尼亚岛尚有小面积的冰

硫物
。

(二 )土坡类型

从上可见
,

澳大利亚的生物气候与自然

景观
,

是呈 同心半弧形由东往西
,

自北向南

演变的
,

这对整个澳州大陆的土壤分布有明

显影响
。

从土壤类型看
,

东部沿海最外围的

半环形地带为砖红壤
、

红壤及各种热带灰化

土 ; 向内为黑粘土
、

红棕壤 ; 再向内部则为

红揭色土及荒漠土 ; 南部海湾沿岸分布有大

面积的脱碱土
、

棕钙土及碱土
。

砖红壤
。

它是澳大利亚北部热带地 区所

发育的土壤
,

温度高
,

湿度大
,

自然植被为

热带雨林
,

母质为玄武岩深厚风化壳
,

表土大

多遭受剥蚀
, p H S

.

5
,

阳离子代换量 ( E C E )

每百克土 20 毫克当量
,

粘粒含量 40 一 50 %
,

剖面中出现铁结核及铁壳
,

土壤粘土矿物以

高岭石 ( 40 一 65 % )
、

针铁矿 ( 10 % )为主
,

粘

粒中全钾含量 0
.

37 %
,

所有这些特性表明这

类土壤具有高度富铝化的风化特点
。

在利用

上这类土壤适于发展各种热带作物
,

经济作

物及各种热带林木
。

红壤
。

主要分布于东部浅丘地带
,

母质

为花岗岩及部分火成岩
,

土层深厚
,

富铁缺

硅
, p H S

.

5左右
,

E C E 每百克土为 15 一 18 毫

克当量
,

粘粒含量 30 一 40 %
,

粘土矿物 以高

岭石 ( 20 一加% )及水云母 ( 30 一 40 % ) 为主
,

粘粒中全钾含量 2
.

5 %
,

这类土壤风化程度较

上一类型为轻
,

排水较好
,

有机 质含量 5%

左右
,

但磷素缺乏
,

除部分为牧用外
,

大多

已开垦种植早作
。

热带灰化土
。

与
_

L述两种土壤相间分布
,

植被为森林及灌木草原
,

母质为各种沉积岩

及第三纪玄武岩
,

质地较砂
,

粘粒含量 15 %

左右
,

灰白色土层粘粒仅含10 %左右
,

其下

为腐殖质淀积层
, pH 4

.

5左右
,

E C E每百克

土仅 5 毫克当量
,

其中代换性氢占98 %
,

磷
、

钾及部分微量元素均缺乏
。

除部分稀树林地

外
,

很少开垦利用
。

热带黑粘土
。

主要分布于 昆士兰东部和

新南威尔士北部的夏雨型地区
,

母质大多为

粘重冲积物
,

以草本植物为主
,

其特点是
,

质

地粘重 (粘粒含量 60 一 70 % )
,

有机质含量高

( 1 5%左右 )
,

土层深厚
,

粘土矿物以蒙脱石

为主 (含50 一 65 % )
,

全剖面具有膨胀与收缩

性状
,

底土有时出现碳酸钙
。

水分与养分含

量均低
,

耕性不良
。

这类土壤虽是粮食作物

的主要基地
,

但在土壤物理性状的改良及水

分
、

养分的合理供应与管理上
,

均存在十分

突出的问题
。

红棕壤
。

分布于澳冬雨型区及大陆西南

部
,

年雨量 4 00 一 65 0毫米
,

植被为稀树草原
,

母质为页岩及冲洪积物
,

表层质地粘重
,

呈

红棕色
,

微酸性
,

下层偶有碱性反应
,

有机

质 3 %左右
,

E C E 每百克土仅含10 一 12 毫

克当量
,

盐基饱和度 60 一 75 %
。

这类土壤大

部为放牧地
,

南部地区开垦种植小麦
,

在利

用中需要注意灌溉与施肥
。

红褐土
。

与上一土壤分布地区相近
,

以

稀树草地为主
。

气候较早
,

年雨量 仅 3 50 一

4 50 毫米
,

母质为砂质风化物
,

呈弱酸性反应
,

下层粘粒含量可达 40 %左右
,

干时发生收缩
,

形成裂隙
,

下部土层偶见石灰结核
。

这类土

壤除自然放牧外
,

很少垦用
。

荒漠土
。

主要分布于澳中
、

西部
,

占全

澳总面积 43 %
,

类型甚多
,

包括石质荒漠土
,

棕色荒漠土
,

漠境沙岗土
,

漠境沙质土等
。

这

些土壤有的发育于石灰岩及残积母质上
,

有

的发育于碎屑状物质上
。

气候干早
,

植被稀

少
,

砾质裸露
,

形成广大的漠境荒原景观
。

盐碱土
。

主要位于大陆南端的半荒漠及

内陆封闭注地中
。

滨海盐土 以氯化钠
,

内陆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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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以硫酸盐为主
。

碱土呈斑块状分布
,

代换

性阳离子以钠和镁为主
,

心土层为柱状淀积

层
,

粘粒含量较表层高 2一 3倍
,

物理性状差
,

其特点是
,

镁和粘粒含量均较高
。

此外
,

澳大利亚三角州及滨海地区有滨

海沼泽土
,

山地为各种石质浅层土
, 8 00 米以

上的山顶分布有泥炭土及腐殖土等
,

但这类

土城有效肥力甚低
。

二
、

土壤利用

澳大利亚的农业主要集中在中央干早和

沿海区之间
,

水分是农业利用中的主要限制

因素
,

全国灌溉面积约 1 50 万公顷
。

在利用

上
,

酸性母质发育的土城用于放牧
,

基性母

质发育的土城及各种冲积土
,

以种植小麦与

牧草轮作为主
,

在灌溉条件能够保证的地区
,

主要发展水稻及甘蔗
。

从土壤养分看
,

土壤

中大多缺氮少磷
,

少数土壤也缺钾
,

位于大

陆中间地带的小麦种植区
,

尚有缺硫情况
。

据

统计
,

澳全国每年消费的磷肥为 60 万吨 P (折

合1 4 0万吨 P : 0
。
)

,

而氮肥用量仅 2 5万吨 N
,

钾的用量则很少
。

由于土壤缺磷
,

为促进牧

草生长
,

普遍使用磷肥
,

在牧草种植的后作

小麦上
,

主要依靠牧草的共生固氮作用积累

的氮素
,

一般很少再施用氮肥
,

因此
,

氮肥

的施用及其有效性一直成为全澳土壤肥料的

主要研究问题之一
。

此外
,

澳大利亚土壤侵

蚀甚为严重
,

澳内地荒漠区以风蚀为主
,

风

砂之大可蔽天 日
,

砂粒可 飞越海洋
,

堆积到

大洋彼岸的新西兰
,

这种风蚀对农业及放牧

均有严重影响
。

澳东部沿海山区以水蚀为主
,

严重地区可发生面蚀
、

沟蚀和崩裂侵蚀
。

防

治方法
,

除采用等高条植
、

作埂防冲
、

免耕

或种草等措施外
,

还通过制订有关条例
,

如

严禁砍伐森林
,

严禁坡地开垦与放牧等加以

控制
。

澳大利亚盐碱问题也十分突出
,

盐碱

化土城分两种
: 一种是由于土壤母质及岩层

本身含盐
,

因水分蒸发产生积盐
,

称早地或

原生盐碱土 , 另一种是因不合理的灌溉所引

起的
,

称次生或灌区盐碱土
。

这类盐碱土
,

物

理性状不良
,

水质甚差
,

特别是灌区次生盐

渍化面积每年扩大 2 一 15 %
,

当前主要采用

种植耐盐作物及牧草
,

施用石膏
,

植树造林

及打深井抽排等措施进行改良
,

但问题仍然

十分突出
。

澳大利亚中
、

西部分布有大面积

的黑粘土
,

面积达 74 万公顷
,

这类土壤地势

平坦
,

大多为碟形洼地
,

由于质地粘重
,

土

体紧实
,

富含盐碱
,

地表常有侵蚀
,

因而水

分贮存及机械耕种均较困难
,

同时影响种子

出芽
,

当前澳土壤研究所正集中力量对这类

土壤的膨胀收缩特性
,

水分及养分的有效性

等开展深入研究
。

三
、

澳土壤学研究进展

澳土壤研究始于 1 9 3 1年
,

随着灌溉事业

发展及河谷平原土壤不断遭受盐碱化
,

从而

推动着土壤研究的开展
。

目前全澳土壤研究

机构与力量
,

主要集中在联邦科学与工业研

究组织中
,

这一机构与中国科学院大致相当
,

其下设有五个相当于中国科学院 学 部 的 组

织
,

其中地球资源学部设有土壤研究所
,

土

地利用所及土地资源管理所等 , 生物资源学

部设有灌溉所及作物发育所等
。

这些单位
,

除

土壤研究所力量较集中外
,

其他单位也有一

定的研究力量与工作
。

此外
,

澳大利亚各个

州的农业局均设有土壤机构
,

承担各州的土

壤调查制图与土地评价研究
。

悉尼
、

阿得雷

德与阿尔米达尼等三所大学均设有土 壤 系
。

按全澳土壤学会统计
,

全国土壤学会会员约

80 0人
。

澳土壤研究所是全澳的土壤研 究 中

心
,

设有一个总所及三个分所
,

共有研究人

员 1 7 5人
,

其中高级研究人员40 余人
。

全所共

分土壤发生 (地理 )
、

土壤化学
、

上壤物理
、

土

壤矿物
、

土壤生物及土壤地貌等六个专业研

究室
。

下面就全澳土壤研究近况作一简述
。

(一 )土迫地理 主要研究土壤分类
,

土

壤资源
,

土壤制图及土壤发生
。

澳大利亚土

壤分类
,

过去也受苏联及美国影响
。

当前全

国同时通用两种土壤分类系统
: 一是大土类

分类系统
,

是 I {
.

C
.

S t a e e 于 2 9 8 6年在 S t e p h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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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9 62) 提出的分类系统上
,

进行修改而成
,

共包括 7 个土纲与 43 个大土类
,

其中大土类

是按土壤颜色
、

质地差异及剖面形态作为划

分依据
,

这种分类基本上属形态发生分类系

统 , 另一个是 N or t hc ot e 于 1 9 7 9年制订的检

索土壤分类系统 (实用检索分类系统 )
,

此系

统主要按土壤剖面形态
,

如质地
、

颜色
、

结

构等作为划分依据
,

共分门
、

亚门
、

土科
、

土

类等级别
,

各级划分依据具有定量化与指标

化特点
,

采用检索方法
,

便于在野外应用
,

此

分类系统在澳土壤界已经通用
,

但由于缺乏

发生与实践指标
,

因而在国际上影响较小
。

此

外
,

1 9 7 9年 A n o n
按美国 土 壤 系 统 分 类

( 19 75 )
,

编定出澳土壤编码分类系统
,

这一

系统在澳部分单位也得到应用
。

澳土壤学界

目前正致力于制订出一个新的能被国内外公

认的土壤分类系统
,

但这一工作尚存在不少

困难
。

在土壤制图上
,

澳全国已出版二百万

分之一土壤 图
,

而全国百万分之一土壤图的

编制工作
,

目前尚未全面开展
,

全 国五十万分

之一土壤图也只限于在个别地区进行
。

澳在

土壤资源研究方面
,

除按卫片影象及数据分

类方法划分土壤资源类型
,

拟订土地系统外
,

还进行了大量土地利用潜力评价的工作
,

在

评价方法上
,

主要选用各单元限制因素作为

评价标准
,

并采用不同利用方式
,

如林地
、

农

地
、

牧地等相关系数作为评价依据
。

在土壤

发生方面
,

目前全国大多集中对红壤
、

黑粘

土及盐碱土发生特性及形成过程进行 研 究
。

B e C km a n
等人着重研究澳土壤形成与地质发

展史之间的关系
,

提出澳土壤发育与世界地

质史演替的相关性
,

这是土壤发生研究的一

个新的方面
。

( 二 )土坡化学 近年来主要研究土壤毒

害物质及土壤污染物对农作物的危害
,

土壤

养分的供应与转化及土壤肥力状况
,

其中包

括土壤氮素循环
,

土壤微量元素B
、

Z n 、

M 。 、

C u
在土壤中的变化

,

土壤酸度对牧草品质的

影响
,

水稻土及灌溉土壤的氧化还原特性
,

稀

土元素及矿渣等废弃物的合理利用等各个方

面
。

K
.

C
.

T llI e r
等人在南澳及维克多利 显

盐渍土上生长的大麦及小麦
,

其叶片上发现

不少棕色斑点
,

经过研究
,

证明是受 B ( 硼 )

毒害的结果
,

这类土壤可溶性硼含量
,

每公

斤土达 2 0一 1 00 毫克 B
,

而正常土壤含量 每

公斤仅 4 毫克
。

防治方法
,

除注意土壤免遭污

染外
,

土要是通过培育耐硼作物品种
,

以提

高其对硼的抗毒性
。

此外
,

澳大利亚由于农

业中氮素的来源主要是生物固氮
,

化学氮肥

的用量甚少
,

因此
,

在土壤化学研究中
,

氮

素问题一直被列为重点
。

关于生物固氮作用

是氮素研究的突出问题
,

在这方面
,

不少单

位主要集中研究牧草的自生和共 生 固 氮 作

用
,

并对田间条件下测定固氮强度和固氮量

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研究
。

近几年来
,

澳植物

工业所与环境力学所合作建立了在田间直接

测定氨的挥发损失量和动态过程的微气象学

方法
,

其优点是可在不改变土壤水热条件和

田 间小气候的情况下
,

进行连续观测
。

该项

研究
,

已经在研究方法与实际应用上取得明

显进展
,

正在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

近几年南

京土壤研究所的氮素研究小组也与澳方合作

此项研究
。

( 三 )土坡物理 澳大利亚红棕壤中粘土

层的代换性镁与钠含量甚高
,

透水不良
,

灌

溉后易引起盐碱化
,

因此
,

土壤水分物理特

性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

在这方面
,

近年来澳

不少单位着重对这类土壤的水分动态
,

结构

状况
,

有效水分贮量及土壤透水性等进行研

究
。

关于开裂粘土物理性状的研究
,

也是一

个重要项 目
,

B
.

G
.

B r id ge 等人的研究表明
,

由于受膨胀与收缩特性影响
,

开裂粘土物理

性质的变化与水分含量的变化有关
,

在粘粒

含量甚高的土壤中
,

重力水含量
,

孔隙率
,

容

重及土壤表层的水分含量之间
,

存在着定量

相关
。

因此
,

这种粘重土壤的水分关系
,

可

以通过土壤孔隙 比率及水分比率表示
。

此外
,

不少单位通过实验室及田间试验
,

从理论与

实践上研究物质和能量在多孔物 质 中 的 转

移
,

特别是水分在 土 壤 中 的 移 动
。

G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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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川 s on
等人研究了氛及

’ 。
O在干早土壤中的

分布状况
,

研究表 明
,

土壤在等温及异温状

况下
,

由于水分蒸发
,

可 以预测 H
: ` “

O 及

H D O 在土壤剖面中出现的深度模式
,

这一

理论可用以划分在等温及异温条件下进入溶

液及蒸发的不同水分性质
。

此外
,

关于土壤

耕作方式的研究
,

R
.

L
.

M c C o w n
等人着重

研究了北澳热带条件下豆科牧草 (1 一 2年 )与

玉米
、

高粱 ( 1 年 )的轮作方式
,

并在这两种

作物上采用直接条播
,

可 以收到增产效果
,

例

如
,

田间试验表明
,

在常规耕作方式下
,

玉

米产量 ( 15 %水分含量 )为 5
.

6吨 /公顷
,

而用

直接条播法可达 7
.

1吨 /公顷
。

(四 )土坡矿物 着重研究土 壤 矿 物 组

成
、

分布及对土壤性质影响的机制
,

同时对

土壤粘土矿物的鉴定方法也进行研究
。

有的

单位对 iS
,

C
a ,

F e 在景观中的分布及导致积

聚的因素开展研究
。

澳土壤所 K
.

N or r is h 等

人通过试验指出
,

氧化铁及氧化锰在土壤中

的含量甚微
,

但在土壤组成中极为活跃
,

氧

化锰能吸收大量的 C 。 ,
N i

,
B a
及 P b

,

这种

吸收与植物养分及重金属的非活性有关
。

氧

化铁能固定 P
,

M 。 ,
A s
及 iS

,

肥料中残留的

P也能被其固定
,

当氧化铁不存在时
,

P将与

P b及 A 卜有机复合休相结合
。

近年来有 的单

位
,

曾对上述系列反应机制的分类进行了深

入研究
,

同时研究了矿物结晶构造
,

以其结

构上的微小变化对水分子
、

有机分子或阳离

子间相互反应的影响
。

澳土壤所采用电镜及

X 衍射法研究土壤及风化过程中土壤粘土矿

物的变化
,

采用穆斯保尔谱法对氧化铁的形

态开展研究
。

R
.

W
.

K im b
e r
及 A

.

R
.

M i l n e s

等人
,

通过对南澳全新世及更新世海相软体

动物中氮基酸消旋作用程度的研究
,

得出全

新世沉积物的绝对年龄为 4 0 0 0年
,

这种研究

方法在国际上有一定指导意义
。

(五 )土旅生物 主要研究土壤中各种生

物过程及其在植物生长与生态系 统 中 的 作

用
,

特别是由于生物过程引起的氮素 固 定
、

转化及生物共生固氮作用等
。

G
.

D
.

B o w “ n

等人研究台湾相思树与放线菌 ( rF an k io) 相

结合引起氮素的固定作用
,

研究表明
,

这种

氮素固定作用对土地开垦
、

灌木生长及盐渍

土改良均有明显影响
。

澳土壤所通过豆科作

物固氮作用的研究表明
,

谷类作 物 谷 粒 中

10 一 15 %的氮素是从前期豆科作物所固定的

氮素中获得的
。

R
.

C
.

F os t e r 通过电镜对作

物根系与土壤界面的研究
,

发现富含能量物

质从根系进入土壤
,

形成稳定的凝聚体
,

这

种凝聚体在根际带中含有微生物
、

粘粒及有

机物质
,

该项研究结果有助于对根际微生物

区系进行研究
,

从而能促进植物生长
。

澳土壤所在土壤动物 (包括白蚁
、

蚂蚁
、

蛆蝴
、

弹尾 目及瞒类昆虫 ) 对土壤剖面形态

及景观稳定性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

K
.

L
.

L e e
指出

,

蛆绷与白蚁对氮素的利用与保持
,

以及氮素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均有影响 , 虹

蜘摄食的速度较白蚁高 2
.

5一 7倍
,

它对食物

的吸收率 < 10 %
,

而白蚁> 50 % ; 蛆蝴对所摄

取的氮素利用率甚高
,

并以死体归还于土壤
,

白蚁只能保持某些氮素
,

它归还到生态系统

中的氮素甚少 , 纸蜘只能从凋落物中摄取与

加工氮素
,

但不能从空气中固定氮
,

而白蚁

从凋落物中摄取的氮素虽少
,

但它却具有从

空气中固氮的能力
。

所有这些研究
,

对热带

地区氮素利用与植物生长的关系
,

有一定指

导意义
。

此外
,

A
.

D
.

R o
vi ar 曾对由真菌及

丝核菌引起的小麦立枯病的小麦根系进行研

究
,

最后提出通过牧草一小麦或豌豆一小麦

轮作方式
,

并加上常规的耕作方法
,

可以防止

此类病害的发生
。

J
.

N
.

L a d d 等人研究了温

度
,

水分及残落物对生长松树的土壤中氮素

矿化作用的影响
,

同时以氮素在土壤中通过

微生物对生物量的转化作用进行模拟
。

这些

研究在当前均具有新的内容
。

(六 )其他方面 除上述几个 研 究 领 域

外
,

当前澳大利亚还普遍应用电子计算机
、

近

代数学模拟及近代分析技术对土壤学的各个

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

并已注意土壤学与其他
`

学科交义渗透
。

例如澳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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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土资源所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

术
,

对土壤资源进行调查与评价
。

该单位应用

电磁法测量技术与卫星照片
、

遥感技术研究

盐渍土的侵蚀与沉积规律
,

应用同位素断定

土壤年龄
,

应用数学模拟预测土壤物质移动

与作物产量
,

同时还应用土壤信息系统分析

土壤资源管理潜力
。

在学科交义方面
,

当前

澳土壤研究已与能量物质交换
,

微气象学
,

作

物光合作用与蒸发
,

物理和生物机械过程
,

作

物适应性与农业系统
,

植物生产力与生理学

基础
,

生物分子学基础及农业经济综合管理

等领域密切结合
,

这对澳今后土壤学科发展
,

必将起明显推动作用
。

四
、

几点看法

1
。

从土壤学某些分支的基础研究看
,

澳

大利亚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与深度
。

如土壤

碳素及氮素循环
,

土壤发生与土壤断代
,

土

壤动物与土壤根系病害
,

土壤水分性质与数

理模式
,

遥感制图
,

土壤自动化施肥及土壤

数据库等方面
。

此外
,

在新仪器设备与电子

计算机的装备上
,

都较齐全与先进
,

特别是

土壤分析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的联接与应用

都已十分普遍
。

这些方面与英国
、

西德等西

欧国家极其相近
,

但与我国当前的土壤研究

条件格比
,

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
。

当然
,

在

土壤学联系实际应用
,

如土壤改良
,

土壤资

源利用方面
,

在基础性研究
,

如电化学
,

微

量元素
, :卜壤肥力

,

红壤发生等方面
,

与澳

大利亚相 比
,

我们仍具有特色与优势
,

在这

些方面
,

我们需加倍努力
,

不断推进
。

2
.

澳大利亚的土壤研究课题分应 用 与

基础性研究两类
,

但以后者为主
,

不少单位

的研究课题选择均来自研究所本身
,

例如澳

土壤所虽集中力量开展黑枯土研究
,

但也只

着重其基本性质方面
。

土壤资源
,

土壤调查

制图及土壤施肥等比较联系实际的项目
,

大

多集中在州级生产部门
。

这些项目与联邦科

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单位很少联 系
。

此 外
,

澳全国性的土壤研究项 目较少
,

有些工作如

土壤分类
,

土壤资源
,

土壤制图
,

土壤化学

及土壤物理等项目比较分散
,

缺乏统一
。

这

种情况
,

与我国当前土壤学研究所面临的现

状相似
,

是值得研究解决的问题
。

3
.

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热带与亚热带
。

从 自然景观与土壤地理特点看
,

与地处北半

球的我国热带及亚热带形成鲜明对照
。

我国

华南及华中地区的土壤类型
,

发生特性
,

成

土母质
,

土壤性质与利用条件
,

有不少方面

可与澳大利亚进行对 比研究
。

特别是在土壤

地学
、

生态与环境保护方面
,

有更好的合作

前景
,

如果今后中澳双方在土壤地理
,

土城

发生及土壤生态研究方面加强协作与人才培

养
,

这将对我国土壤地学的发展有促进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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