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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61年 8 月中下旬
,

我有机会到西德汉堡参加了第十三届 国际土壤学会
。

这次会议有82

个国家
, 1 5 0 0名代表参加

。

我国代表团有 31 人
,

加上已经在西德的 14 人
,

共 45 人参加了这次

会议
。

这是我国出席国际土壤学会会议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
。

大会共分七个专业委员会
,

三

个分专业委员会
,

十四个专业工作小组
。

包括土壤物理
、

土壤化学
、

土壤生物
、

土壤肥力与

植物营养
、

土壤发生分类与制图
、

土壤资源
、

土壤矿物
、

盐土
、

微形态及水土保持等各个领

域
。

这里我想就参加这次会议 以后的体会讲三个问题
。

一
、

当前土壤学的发展趋势

.

大家都知道
,

土壤学是一门既复杂又综合的独立自然科学
。

它与生物学
、

环境生态学
、

地

学
、

农学等的关系至为密切
。

从会议的学术交流情况看
,

当前土壤学的发展
,

大致有以下五

个方面
。

第一
,

宏观与徽观的发展相结合 在宏观上
,

比较重视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
,

生产潜力

的开发
,

生态环境的保护
,

水土保持及防止环境污染等
。

在微观方面
,

涉及到植物营养
、

根

际界面
、

水热变化
、

微形态
、

微结构
、

微区系
。

尤其重视土壤胶体表面的深入研究
。

在各分

支中
,

模式研究被广泛采用
。

为什么当前国际上特别注意土壤资源与环境生态等宏观研究呢 ? 这是因为现在世界粮食

增长落后于人 口增长的问题十分突出
。

国际知名土壤学家 B r a d y在
“
土壤与世界粮食供应 关

系
”
的报告中指出

,

现在全世界人 口为 40 亿
, 20 0 0年近 60 亿

,

21 世纪初达 80 亿
。

其中发展最快

的是亚洲
,

增长比例最高的是非洲
。

到 19 9 0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将缺粮
,

总计为 1
.

2亿吨
, 2 0 0 0

年缺粮 1
.

7亿吨
。

另一位土壤学家D u d al 指出
,

过去 20 年世界耕地增加 1
.

35 亿公顷
,

相 当于世

界耕地 ( 1 3亿公顷 ) 1 0
.

4%
,

而人 口从 2 8亿增至 4 0亿
,

净增 12亿
,

达 3 0 %
,

按 1 9 7 8一 1 9 5 3年统

计
,

粮食年平均增长率为 1 %
,

而人 口增长为 1
.

7%
。

尤其是非洲与拉美
,

人类生存仍然是大

问题
。

再加上世界范围内的土壤侵蚀
、

盐分聚积
、

养分淋失
、

土壤污染及土坡退化等一系列

严重的土城问题
,

使粮食问题愈趋突出
。

因此
,

土坡科学要能适应农业一生态一环境一人 口

的发展要求
,

必须从宏观的角度
,

致力于解决环境生态与人类生存的矛盾
,

这是全球性土坡

宏观研究的必然趋势
。

为了解决好宏观问题
,

必然要从细小的基本环节做起
,

要依赖于微观的
、

深入的研究
。

如

*1 98 6年1。月 28 日在南京召开的
“

青年土墩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
上 的报告

.



澳大利亚在解决黑粘土合理利用时
,

研究了土壤的微结构
、

微水分变化
、

微物理性质
,

甚至

研究微根际营养与元素的物质循环
。

又如匈牙利与美国解决盐上合理利用
,

是从研究盐渍土

的水盐运动机理及土壤的基本物理性质做起
。

此外
,

胶体表面性质的研究
,

也已进入了微观

深入的阶段
。

策二
,

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和结合 当前土壤学的发展是在重视理论的高度上
,

即重视学

科发展的基础上注意与实践相结合
。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

理论是基础
,

实践是理论的进一

步发展与推动
。

当前欧美土壤学研究在理论上的研究很快
。

很多应用研究的结果
,

都能很好地从理论上

加以阐明
。

例如
,

土壤物理着重水份性质与水热机制的研究
, 土壤肥力着重营养元素迁移与

物质循环的研究 , 土壤化学着重胶体表面性质与元素化学性质变化的研究
。

又如研究氮肥的

施用
,

同时注意弄清氮素土壤中的迁移
、

转化 (包括硝化
、

反硝反 ) 的各种机理
。

不但知其

然
,

而且知其所以然
,

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另一方面
,

更加注重应用与实践的研究
。

这次国际土壤学会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使
“

土

城满足人类对它 日益多样化和集约化的要求
”

进行讨论的
。

会上提出了不少关于土壤资源普查

评价
、

土坡作物生长基质
、

土坡侵蚀
、

矿物残渣的利用
、

金属与农药污染以及酸雨研究等有

关应用方面的论文与讨论议题
,

引起各国土壤学者的广泛兴趣
。

第三
,

定 , 研究与长周期性
、

艳定的定位研究 土壤研究从定性描述向定量指标化
、

标

准化发展是当前国际上的一个重要趋势
。

特别是研究土壤发生与土壤分类
,

不再凭人们的概

念
、

印象
,

而是从事实的实验数据得出的定量指标中作出结论
。

例如研究诊断土层和诊断特

性等
。

定量数据的取得
,

无论是研究土壤发生 (某个土类的发生过程 )
,

还是土壤肥力 (某一类

养分元素的变化 )
,

都不是一
、

二次分析结果
,

而是长期的
、

稳定的实验数据的综合
。

有 30 一 50

年的
,

也有超过 100 年的
。

西德森林土壤的研究
,

日本火山灰土的研究
,

荷兰及北欧沼泽土及

灰化土的研究
,

都有5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定位记录
。

这次我从西德
、

丹麦
、

瑞典一路考察的

情况来看
,

都是这样
。

英国洛桑试验站的肥料试验
,

最长的已达 125 年
,

土壤化学及土壤胶体

的研究也经历了 80 一 100 年的历史
。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 因为土壤作为一个历史自然体
,

它的

基本属性是在一个长期的 自然历史阶段中形成的
,

决不是某一瞬间
,

某一阶段的反应或指标

能说明问题的
。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考虑并重视这一特点
。

第四
,

土坡学的发展对新实验技术的依抽性 事实表明
,

这种依赖性越来越大
,

越来越

明显
。

如X 衍射及电镜的运用促进了土壤化学及胶体化学的发展
,
气相色谱推进了生物固 氮

及环境保护的研究 , 遥感技术为土壤资源及制图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 ; 而电子计算机的运用

使建立土壤信息系统和土壤数据库成为可能
。

因此
,

可以认为这种新技术
、

新仪器在土壤科

学研究中的运用
,

必将对土壤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突破
。

第五
,

学科的练合研究与交互发一 当代土壤学发展的特点是
: 土壤学一方面在高度分

化
,

同时又在高度综合
。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

学科分支越趋细致
。

但各项研究工作则

更加需要各分支间的相互配合
。

在研究土壤发生时是这样
,

研究土壤化学
、

土壤物理时也是

这样
。

特别是研究土壤肥力
、

解决土壤生产力等问题时更需要土壤学的各分支相互配合
。

即

使是在同一个学科项 目中
,

也要从单项研究走向综合研究
。

例如研究植物营养元素
,

除进行

P
、

N
、

M o 、

Z n
等单项研究外

,

还必需进行 P一 Z n 、

P一N
、

C a
一 M

o 、

C a
一 P一M o 及 N一 P一

M 。
等之间交互作用的研究

,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研究出各营养元素之间的关系和植物营 养 机

.



理
。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土壤学学科的发展也面临着与其他学科结合与交叉
。

如土壤学与生物

学
、

地学
、

地球学
、

环境科学
、

生命科学
、

生态学等的结合与交叉
。

这次 国际土壤学会所设

的 14个专业工作小组都是土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 的结果
。

如土壤信息组
、

土壤遥感及数

学模拟组等
。

可以想见
,

当代土壤学的新的发展
,

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科学的交互而出现新的

突破
。

上面讲了土壤学发展的五点趋势
。

但总的看来
,

虽然近些年来随着新技术与有关科学的

推进
,

土城学得到了一定发展
。

然而作为一个老的学科
,

土壤学与生物学
、

物理学等相比
,

应

该说还未取得什么重大突破性的进展
。

从世界范围而言
,

其发展也不平衡
。

美国的优势主要

在发生分类
、

土壤信息
、

遥感及新技术运用方面
, 西德在植物营养

、

土壤化学等的理论研究

方面见长 ; 英国注重新技术的运用 ; 澳大利亚在研究土壤肥力
、

土壤利用改良及植物营养方

面较为突出
;
加拿大则注重于土壤资源

、

土壤信息及资源利用等研究工作
。

从学科看
,

土城

物理
、

土壤化学
、

土壤肥力
、

土壤发生
、

土壤管理及新技术运用发展较快
,

而土壤生物
、

土

坡矿物
、

土壤微形态及某些分支发展稍慢
。

从研究的区域看
,

大多着重于温带及 暖 温 带 土

坡
。

与国际土壤学发展的现状相 比
,

我国土壤学的某些分支
,

如土壤胶体化学
、

电化学
、

土

壤肥力
,

特别是肥料试验网点的研究 ; 某些土壤如红壤
、

盐渍土
、

水稻土及高山土壤的发生

过程 , 土壤微形态等均有领先地位
。

而在土壤物理
、

土壤生物
、

新技术应用及长期定位研究

等方面存在不少差距
。

就国内来 说
,

学科发展水平也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

所有这些
,

都是值

得我国土壤学界深切关注的
。

奋
二

、

我国土壤科学今后应加强研究的方面

我初步认为
,

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土壤宏观与微观研究
,

使我国土壤学不断向纵深发展
。

我国 粮 食 产 量

1 9 8 4年计
,

人均 3 93公斤
; 1 9 8 5年 3 6 2公斤

。

与 1 9 4 9年相比 ( 2 0 9公斤 /人 )只增加 8 8一 7 3%
。

这

是因为人 口基数大的结果
。

1 9 8 5年全国人均粮食只有美国人均粮食的四分之一到三分 之 一
。

就全国来说
,

近年来粮食已能自给
,

但还有 4一 5千万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

按政府公布的数

字
,

六五期间我国耕地平均每年净减 73 7万亩 ( 49 万公 顷 )
, 1 9 8 5年一年就减少 1 5 0。万亩 ( 100

万公 顷 )
。

中央提出 1 9 9 0年全国粮食总产 8 0 0 0亿斤
,

本世纪末达 1 万亿斤
。

要达到这个 目标
,

不

抓宏观
,

不抓大农业是不行的
。

这是我国土壤研究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
。

因此
,

今后应把全

国性和区域性的土壤资源
、

土壤肥力
、

土壤环境生态
、

土壤保护
、

土地评价等作为宏观研究

的重点
。

国家计划从七五到八五期间整治 1 亿亩土地
,

改造五千万亩低产田
,

开垦五千万亩荒

地
。

这正是我们土壤学宏观研究应解决的任务
。

我们应以此为基础
,

并逐步走向世界
,

面向

世界
。

与此同时
,

我们要加强土壤性质
、

植物营养
、

养分元素的变化规律及土壤利用特性变

化规律等微观研究
,

相互配合
,

相互促进
,

从而推动土壤学向纵深发展
,

以适应国内国际发

展的需要
。

其次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在解决国家任务与应用研究的同时
,

应按排一些带有应

. 用基础的研究项目
。

既抓知其然
,

又抓知其所以然
,

这样做有利于解决国家生产任务和进行

应用性研究
。

要注意安排好应用基础
、

应用及开发三种研究的比例
,

否则土壤科学将缺乏活

力
。

象做买卖一样
,

既要有进有出
,

又要有坚实的储备
。

至少我们研究出的东西
,

能从科学



上说清道理
,

不能含糊
。

总之
,

既要重视土壤学理论的发展
,

又要重视土壤学理论在实践中

的应用和检验
。

在工作中还要注意本学科间
、

土城学与其他学科
、

边缘学科之间的交叉
,

以适应 国际土

坡学发展的趋势
。

第三要注意发挥我国土坡学研究的优势
,

尽快克服某些薄弱环节
,

不断加强新实验技术

的应用
。

土坡学家B
r a d y在

“

土城与世界粮食供应关系
”

的报告中指出
,

今后世界土壤科学的战

略重点应放在热带亚热带
。

这是因为那里的土壤问题突出
,

生产潜力大
。

其实
,

我国的热带

亚热带与拉美
、

非洲相比
,

具有更大的生产潜力与优越性
,

除红壤外
,

水稻土
、

盐渍土
、

高

山土坡等在我国都有较大面积的分布
,

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
,

特别是对这些土壤的集约耕种

和土坡利用管理的研究成果
,

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

它们必将体现出我国土壤学的优势
。

同时
,

今后要在土壤物理
、

土壤生物
、

土坡生态
、

土壤定量分类
、

遥感
、

数学模拟
、

电

子计算机
、

土城信息
、

土坡数据库及土壤研究新技术运用等方面有所加强与突破
。

特别值得

重视的是一定要建立长期稳定的研究基地
,

取得在土壤肥力
、

土壤发生特性
、

土壤改良利用

等方面的可靠试验结果
。

这对我国今后土壤科学的发展和为国民经济服务方面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

要实现以上三方面的 目标
,

任务是很艰巨的
。

关键在于组织全国性的土壤研究协作与联

合
,

并不断面向国际交流
。

当前
,

特别要抓紧年轻土壤科技工作者的培养
,

造就一大批继承

和发展土城科学事业的优秀的年轻接班人
,

使之尽快地赶上并超越国际土壤科学的研究水平
,

这是保证土镶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
。

三
、

青年土壤工作者的任务 令

同志们是全 国青年土壤工作者队伍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

我想分四

个方面提出建议
。

(一 )立大志
,

赶超国际水平 土壤学发展了 1 00 多年
,

是一个老的学科
。

在 1 8 4 0一 1 92 0年的

8 0年中
,

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就奠定了土壤学的发展基础
。

首先是 18 4。年李比西的
“
土壤矿

质营养学说
” ,

奠定并影响了近百年来的土壤肥料工作 ; 其次是 1 8 4 5一 18 5。年汤普生 ( T ho m p -

so w )和W
a y提出的土壤吸附能力

、

1 8 0 8年盖德罗以茨 ( G
e d r oe z )提出的土壤胶体吸收及代换

性能
,

莫定了土壤化学的研究基础 , 第三是 1 8 8 6一 18 8 7年海尔里盖尔应用微生物方法分离了

根瘤菌
,

为合理轮作
、

施肥提供了科学依据
。

第四是 1 8 8 3年道库恰耶夫提出土壤地带性与五

大成土因子学说
,

奠定了土集地理学的基础
。

近 50 年来
,

由于新技术及其他学科的发展
,

大大推动着土壤学发展
,

特别是在研究方法

上有进步
。

但在整个土壤学的观点和理论上
,

尚未出现象核子裂变突破物理学
、

生物分子学

突破遗传生物学那样大的进展 (划时代的成就 )
。

美国 F
.

G
.

V ic st 曾指出
:

每门科学都有它的

萌发期或在新的突破前的相对静止期
,

我们感到土壤学发展正处于静止阶段
。

我想
,

这个静止

期的突破
,

除了靠老一代
、

中年一代的努力外
,

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你们在座诸位— 年轻的

一代
。

你们要对土壤学的发展有开阔的眼界和广博的胸怀
,

要继承老一代的科学遗产
,

要善

于学习和借签世界上一切科学的
、

先进的东西
,

要热爱土壤事业
,

要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
,

为

土坡科学事业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
。

立大志
,

攀登土壤科学研究的高峰
,

立大志赶超土壤学 .

的国际水平
。

(二 )扭匆体全面发屁 邓小平同志指出
,

当代的青年人要
“

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



令

纪律
” ,

要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
。

也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

要有开拓进取的创

造精神
,

要自觉地遵守纪律
,

要具备多种能力
,

包括思维
、

实践与组织管理能力
。

在座各位

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

你们是土壤科学这一崇高事业的接班人
,

党和人 民相信你们能够挑

起这副担子
,

老一辈土壤学家们相信你们能够接好这个班
。

你们一定要把党对青年人的期望
,

作为 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

既成为学术上有造诣的土壤科学工作者
,

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典

范
。

(三 )劫发奋
,

实践出宾知 土壤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

除掌握理论知识外
,

重要的是要靠

自己的发奋实践
。

现在年轻人往往有这样的弱点
,

他们有知缺识
,

能说不能干 , 独立思考能

力
、

创造能力
、

实践能力以至生活能力都很差 , 有的年轻同志有轻视实践
、

轻视劳动的倾向
,

有的研究生
,

还靠临时工洗瓶子
、

磨标本
,

这样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
。

我们老一辈土城学

家
,

无论是那个学科分支的
,

都有土壤野外与室内实践的丰富经历和经验
。

很难设想
,

一个

不懂得
、

不会亲自在野外采取土壤标本的科研人员
,

一个不会
、

也不肯亲自动手进行实脸工

作的科研人员
,

将会在他们的研究领域里搞出什么重要成果
,

也不可能成为有成就的土城学

家
。

我们所的李庆建先生
,

从五十年代开始
,

每年几乎大半年在野外考察
,

跑遍了整个华南
,

他是农业化学家
,

又是土壤学家
,

他在地学方面
、

宏观研究方面都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
。

已

故的马溶之先生
、

熊毅先生等老一辈土壤学家
,

都是孜孜不倦地从实践中获取真知的
。

我们

年轻人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
,

一步一个脚印
,

踏踏实实
,

从点滴做起
。

一定要勤奋
、

下功夫
,

要勤于实践
。

(四 )讲团结
,

共 同奋斗 土壤科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有继承性
。

只有在继承以往的研究成

就的基础上
,

才可能去创造
,

去开拓
。

这就有一个重视科学继承
,

尊重老一辈科学家的问题
。

土壤科学又是一 门综合的自然科学
,

单枪匹马是做不出成绩的
,

因此
,

又要求我们要注意搞

好团结
,

搞好协作
,

要谦虚谨慎
。

特别是在同一代青年人中间
,

更要相互学习
,

取长补短
,

共

同努力
。

只有继承一团结一共同努力
,

我国的土壤科学事业才能开拓
、

创造并出现划时代的

突破 , 才能对国民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

我相信
,

我们年轻一代的土壤科技工作者
,

一定

会这样做
,

也一定能这样做
。

最后
,

我借此机会重申邓小平同志的几句断言
: “

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
,

青年一代的成长
,

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 ”

我祝愿我国的土壤科学事业将在青年一代得到更

加兴旺发达 ! 我祝愿在座各位工作顺利
,

身体健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