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熟
国际旱地土壤 (热带

、

亚热带 )管理

与施肥会议概况

旱地是世界上的主要土地资源
,

而热带
、

亚热带的早地土壤占很大比重
,

主要分布在

亚洲
、

非洲和拉丁美洲
,

这些地区的大多数

国家都是以农业为主
。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

计
,

目前世界上耕地大约有 16 亿公顷
,

其中

水田面积仅 1
.

3亿公顷
,

约 占耕地的 8 %
,

其

余 92 %的耕地均为旱地
。

另外还有 16 亿公顷

潜在的耕地
,

这部分土地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
,

所 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热带
、

亚热

带土壤的开发利用
,

而热带亚热带土壤的开

发利用
,

实际上是旱地上壤的开发利用
。

早

地也是我国的主要耕作土壤
,

红壤旱地广泛

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
,

面积达 2 17
.

9 6万平方

公里
,

占全国总面积的2 2
.

7 %
,

其中 85 %为

丘陵荒地和旱地
;
北方的耕地则主要是早地

。

近二十多年来
,

随着发展中国家人 口的

急剧增长
,

人口和资源的危机 日益尖锐
,

为

满足人们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需求量增长的

要求
,

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在亚洲
、

非洲
、

拉

丁美洲
、

大洋洲的热带
、

亚热带旱地土壤资

源开发利用
、

管理与施肥等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
,

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

为旱地土壤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我国是一个人 口多
、

耕

地少
、

土地资源极为珍贵的国家
,

我国政府

十分重视热带和亚热带早地土壤管理
、

施肥

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

一些专家和学者曾

就此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

积累了丰富资料
。

我国在这些地方陆续建立起一批 专 业 研 究

所
、

实验站和实验研究基地
,

进行了长期试

验和研究
,

对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红 (黄 )

壤进行开发利用和综合治理
,

取得了许多好

的成果
,

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

由于世界热带和亚热带的旱地土壤有着

共同性的问题
,

为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

加强

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
,

进一步推动世界范

围内早地土壤研究工作的开展
,

因此决定在

我国召开
“

国际旱地土壤 (热带
、

亚热带 )管理

与施肥会议
” 。

这次会议是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牧渔业部的名义联合召开的
,

由中国

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负责组织筹备
。

该会

议得到澳大利亚开发支援局
、

加拿大钾肥出

口公司
、

农业研究基金会
、

国际肥料发展中

心
、

国际肥料工业协会
、

国际钾肥研究所
、

北

美钾磷肥研究所
、

加拿大钾磷肥研究所
、

硫研

究所和联合国开发署等十个组织的支持和赞

助
。

为了筹备这次会议
,

在中国科学院和农

牧渔业部的领导下
,

成立了组织委员会
,

组织

委员会下设秘书组
、

论文组
、

会务组
、

外事

组和土壤考察组
。

会议于 19 8 6 年 9 月 7~ 11 日在南京土壤

所召开
,

大会宣读论文 21 篇
,

分组宣读67 篇
。

出席会议的中外代表共 2 00 余人
,

其中中国学

者 1 08 人
,

外国学者及夫人共 1 02 人
,

中国代

表来自科研
、

教学和行政领导方面的有关专

家和学者
,

外国代表来 自六大洲 37 个国家和

地区
,

其中包括日本
、

菲律宾
、

印度尼西亚
、

新

加坡
、

泰国
、

马来西亚
、

缅甸
、

香港
、

尼泊

尔
、

孟加拉
、

巴基斯坦
、

印度
、

意大利
、

瑞士
、

法

国
、

联邦德国
、

荷兰
、

比利时
、

英国
、

丹麦
、

芬

兰
、

象牙海岸
、

津巴布韦
、

马里
、

尼 日利亚
、

摩

洛哥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加拿大
、

美国
、

牙买

加
、

圣卢西亚
、

哥斯达黎加
、

哥伦比亚
、

委内瑞

拉
、

厄瓜多尔
。

他们都是国际学术界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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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和专家
,

这是一次在我国召开的大型 国

际土壤盛会
。

会议共收到论文 14 2篇
,

其中国

外80 篇
,

国邮
2篇

,

均分别刊 印了中
、

英文

摘要集
。

会议结束后
,

外宾于 9 月 n 一 16 日

分南北二路进行野外考察
。

这次大会报告以综合性问题为主
,

内容

涉及旱地土壤资源和潜力
,

旱地土壤营养状

况和施肥
,

旱地土壤的管理
,

如
“

中国热带亚

热带地区旱地土壤资源
” 、 “

热带旱地土壤在

利用方式上的变化
” 、 “

有利于热带早地耕作

制养分循环的管理措施
” 、 “

中国热带
、

亚热

带旱地土壤的养分状况和肥料问题
” 、 “

土壤

有机质及其与作物营养和管理的关系
” 、 “

早

地土壤的土壤侵蚀及水利用效率
” 、 “

提高作

物生产力的试验及诊断技术
” 、 “

旱地轮作制

的潜生产量及其表示法
” 、 “

改善和利用牧草

作物的潜力
”

等
。

此外
,

有的论文还专门讨论

早地土壤的发育和利用
,

土壤的物理化学性

质与土壤管理
,

早地土壤磷
、

钾
、

硫等养分

及土壤酸度等
。

分组报告是按旱地土壤的特

性
、

磷钾肥料
、

氮素行为
、

石灰和其它营养

物质
、

诊断和施肥技术
、

土壤和作物改良
、

国

家和地区早地土壤发展前景等专题进 行 的
,

论文涉及的地区和 内容包括亚洲
、

非洲和拉

丁美洲
、

大洋洲热带和亚热带二十多个国家

的早地土壤的物理
、

化学和发生学性质
,

土

壤的利用改良及其管理
,

旱地土壤的肥力及

施肥
,

其中特别提到了氮
、

磷
、

钾
、

硫以及

石灰和微量元素肥料在提高和改善热带酸性

早地土壤肥力上的作用和经验
,

提出了防治

早地土壤侵蚀及退化的耕作方法和耕作制度

等
。

上述旱地土壤的试验研究工作
,

显示了

这些国家在世界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 而

所涉及的作物除粮食作物和水果
、

蔬菜
、

牧

草外
,

还包括橡胶
、

茶
、

桑
、

麻
、

竹
、

棉花
、

甘蔗等经济作物
,

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农业正

向多种经营方向发展
。

通过这次学术讨论
,

代表们认为以下儿

个共同性的问题值得注意
:

1
.

随着世界人 口的急骤增长
,

对粮食和

其它农产品需要量越来越高
,

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旱地土壤是今后解决世界粮食与人 口矛

盾的主要土地贮备
。

必须对旱地土壤资源
、

性

质
、

肥力
,

利用和管理进行深入研究
,

充分

发掘早地土壤的生产潜力
,

以增加农产品产

量和改善品质
,

满足人类生活 日益增长的需

求
。

2
.

水土流失是整个热带和亚热带 土 壤

的一个主要问题
。

由于水土流失
,

表土冲刷
,

土体构型劣化
,

肥力衰减
,

旱地土壤生产力

急剧下降
。

必须研究提出防治水土流失的有

效的工程措施和农业措施
,

使之成为可能承

受高产而又能有效的保护土地
。

3
.

保持土壤有机质的收支平衡
,

是保持

土壤在经济上的高产性的必要条件
。

有机质

对作物营养和土壤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性质

均有明显的影响
,

要保持土壤肥力
,

必须保

持土壤有机质含量处于一个适宜值上
。

假如

土壤有机质含量趋于下降
,

则通常会出现土

壤的生产力也在下降
。

为此
,

建立一个稳定

的使土壤有机质损失量最小而进入量最大的

耕作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

4
.

均衡施肥是获得高产的关键
。

随着世

界由
“

依赖土壤
”

的农业向
“

依赖肥料
”

的农业

转变
,

正确地和有效地施用化学肥料和有机

肥料
,

成为全民族和全球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

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一般高温多雨
,

既有利

于生物积累
,

也有利于风化
、

分解和淋溶
,

特

别是开垦后的早地土壤
,

由于物理
、

化学
、

生

物特性
,

易使某些养分无效化
。

因此
,

必须

因土
、

因作物制宜
,

注意肥料的均衡施用
,

除

有机肥料外
,

即用化学性质良好的 N P K 复

合肥料取代单一的 N
、

P
、

K 肥
,

甚至对某些

土壤或某些作物还应在 N P K 复合肥中加一

定的微量元素肥料
,

其优点是
:

便于农民使

用
,

不易发生差错
;
施用后可均衡地向作物

提供必要的养分
。

此外
,

为使作物产量与肥料用量的关系

建立在科学原则上
,

必须建立计算机肥料咨

询系统
,

同时强调将旱地土壤的管理和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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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未传授给农民
,

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永平其

有重大意义
。

由于这次会议在中国科学院及农牧渔业

部领导下
,

事先做了充分组织准备
,

并得到

国际有关机构的支持与赞助
,

使会议取得圆

满成功
,

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好评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组织委员会主任孙

鸿烈教授指出
,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

不但

增进了国际学术交流
,

同时对今后促进早地

土壤国际合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

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
、

南京土壤所名誉所长李庆建教

授也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满意
。

加拿

大钾肥与磷肥研究所所长 K
.

M
.

P er t行 教授

在会议闭幕宴会上
,

代表所有参加这次会议

的外宾们对这次会议组织委员会的精心组织

与安排表示感谢
,

并祝今后中国与世界各国

土城学界的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
。

国际土城

学会主席
、

日本北海道大学田中明教授表示
,

这次会议无论在学术交流及会后考察方面都

安排十分周到
,

大家感到满意
,

并希望这次

会议的与会者在 1 9 9 0年能到日本参加下一届

国际土壤学会
。

联合国粮农组织前水土资源

处处长
、

比利时的 R
.

D u dal 教授在结束南

线考察时说
“

这次我亲眼看到中国南方早地

土壤利用的成就和巨大增产潜力
,

回国后我

要广为宣传
,

并愿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 。

国际

组织 I B S R A M 负责人泰国的M
.

L a t ha m 教

授
,

对我国土壤研究水平和这次会议的组织

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

并希望今后在中国多召

开一些国际性会议
,

以便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

这次会议的学术总结发言人
、

马来西亚的 E
.

P su h p ar aj
a h 教授回国后来信说

“

感谢你 们

的盛情邀请
,

使我得到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
,

这是一次少有的又是开得非常成功的会议
” 。

美国的 R
.

E
.

W
a g ne

r
教授

、

联邦德国的 K
.

F
.

K
u m m e r

教授
、

国际水稻所副所长英国的

D
.

J
.

G r ee la
n d 教授回国后均来信表示对这

次会议组织委员会表示感谢
。

此外
,

还有一

些外宾来信表示愿进一步加强与我国的科学

交流与合作
。

( 会议组织委员会 )

土壤信
,

息

用叶绿素计诊断水稻氮素营养

由于人们已充分认识了作物营养诊断的

重要性
,

目前作物体内含氮量还不能在田间

直接测定
。

所 以开发了各种诊断仪器
,

都希

望简单
、

快速测定叶片中的叶绿素
,

以便掌

握作物的氮素营养状况
,

日本已推出一种 S

P A D ( 5 0 1) 型叶绿素计
。

叶片的颜色与其中

的含氮量因叶位而异
,

只有选用最能反映水

稻植株体内含氮量的叶片才能根据叶色进行

诊断
。

为此
,

研究了不同部位的叶片用叶绿

素计测定叶色值
,

同时还测定其中的含氮量
,

每株取主茎一支
,

共取五株得不同部位的叶

片
,

测得叶片中部的叶色值
,

以其平均值表

示测定田块的叶色值
。

结果表明
,

叶片从抽

出到完全展开的过程中
,

叶色不稳定
,

但已

展开的第二张叶片叶色稳定
,

最适合作营养

诊断
,

而且其中的含氮量与叶绿素计测定值

的相关性最好
。

特别是穗肥期 55 个测定值的

相关系数达 0
.

98 0
,

回归方程为 y = 0
.

0 74 二 -

。
.

07
, y 为叶片含氮量

, x 为叶绿素计 的 测

定值
,

颖花分化初期的叶片含氮为 2
.

5 %
,

减

数分裂期的为 2
.

2 %
,

相应地叶绿素计的测定

值为 34 和 3 0
。

颖花分化初期
,

如果测定值低

于 3 4或减数分裂期低于 3 0则应追施穗肥
,

若

超过此标准值则水稻生长过旺可能倒伏
。

不

过使用叶绿素计判断水稻是否需要穗 肥 时
,

要制定适合当地水稻品种的诊断标准
。

(杨国治据 日本土壤肥料学杂志
,

57 卷

2 号
.

1 9 0一 1 9 3
,

1 9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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