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土壤一植物营养化学的奠基人

— 祝贺李庆遴教授从事土壤科学研究60 周年

赵 其 国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庆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土壤一植物营养化学家
,

是我国现代土壤

一植物营养化学 的奠基人之一
。

李先生致力于土壤科学事业 60 周年
,

主要从事植物营养和施肥
、

红壤基本性质
、

发生分

类及合理开发利用的研究
,

为我 国现代土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他在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

是
,

率先全面地研究了土壤中磷钾元素的含量
、

分布
、

状态和转化规律
,

研究了这些元素的

施肥效应
,

为发展我 国的肥料工业
,

提高作物的产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他一直关心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
。

新中国成立后
,

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研
` 任务

,

特别对我国热带橡胶树宜林地的选择及合理施肥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
,

在橡胶树北移

(在北纬 18 一 24 度种植成功 ) ; 磷矿粉直接农业利用 ; 红壤丘陵地开发利用等方面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
,

他提出的碳酸氢按颗粒肥料和粒肥深施技术
,

为提高氮素利用率又开辟了一个有效

途径
。

李庆遴先生长期领导我国土壤学会
,

在国内外土壤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

他是第四届国

际土壤学会 ( 1 9 50 )副主席
。

1 9 8 7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
“

著名科学家
”

称号
,

曾数次率我

国土壤学会代表团参加国际土壤科学大会
。

先后访问了古 巴
、

日本
、

英国
、

法国
、

比 利 时
、

德国
、

美国
、

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
,

为国际学术交流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

李先生爱护与关心青年人
,

对他们严格要求
,

谆谆善诱
,

寄以厚望
。

他一向顾全大局
,

秉

公办事
,

工作踏实
,

生活简朴
,

特别是在今天
,

虽已进入髦羲之年
,

仍身体力行
,

坚持工作
,

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

一
、

勤奋研究 锲而不舍

李庆遴先生 19 3 2年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
,

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
。

在

老一辈地理地质科学家的指导
、

帮助与先进学术思想的熏陶下
,

他对土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与抱负
。

当时
,

土壤研究室仅十余人
,

经费紧缺
,

设备不足
,

条件困难
,

为了推动土壤研
一 究

,

他克服了很多困难
,

在参加野外土壤调查
,

总结农村改土施肥经验的同时
,

十分注意吸

收欧美的土壤化学研究方法
,

并不断为我所用
。

1 9 3 8年
,

我国云南发现高品位大型磷矿后
,

他在四川西山坪进行了我国第一个磷矿粉农业利用的田间试验
。

建国之初
,

他又在南昌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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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进行了磷矿粉农业利用及土壤磷素的定位试验研究
。

为了不断提高红壤肥力
,

他 长 期 坚

持在红壤地区进行土壤磷
、

钾等元素肥效的试验研究
,

为红壤开发与合理施肥提出了重要途

径
。

1 9 4 8年
,

李先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
,

为了尽快地将 自己所学之长献给国家
,

他放弃

在美国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

及时返回祖国
。

随后
,

即投入了艰苦的土壤资源调查工作
。

1 9 5 。年
,

新中国刚刚建立
,

他就和 同事们从大中集 (现江苏东台县 ) 出发
,

徒步考察
,

历时4个

月
,

完成了台北 (现东台 )
、

射阳
、

滨海
、

灌云 4 县的滨海盐土调查
,

并编写了调查报告 (土壤

专报
,

第 2 6号
, 1 9 5 1 )

。

李先生对科研工作一贯严肃认真
,

事必恭亲
。

他在参加选择橡胶宜林地的工作中
,

亲自

带领年青科技人员到海南岛
、

雷州半岛
、

广西十万大山等深山密林安营扎寨
,

拔山涉水
,

察

看地形
,

寻找试验地
;
为了调查寒潮对橡胶的危害影响

,

多次辗转在华南丘陵荒山
,

冒着台

风大雨的侵袭
,

克服交通条件 的困难
,

步行调查
,

布置试验
。 “

六五
”

期间
,

已逾古稀的他
,

还

亲临生产第一线
,

指导中低产土壤的改 良利用
。

正是这种勤奋研究的精神
,

使他在工作中不

断取得新的成就
,

受到各地政府
、

领导与同志们的敬佩与爱戴
。

二
、

著书立说 贡献卓著

早在 1 9 3了年
,

李庆邃先生就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土壤分析法》 ,

这是他在实践中
,

吸取国

外土壤分析经验
,

结合我国土壤性质特点所编写的重要著作
。

1 9 5 3年
,

他和同事们进一步修

订出版了新的《土壤分析法》 ,

该书到 1 9 7 8年为止共重印过 5 次
,

成为我国土壤分析工作者的

重要工具书
,

为推动我国土壤分析工作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

李庆遴先生在红壤研究上有很深造诣
,

50 年代初他就开始主持红壤发生性质的系统研究
,

发表了
“

中国红壤的化学性质
”
(1 9 5 8 )等一系列文章

,

详细阐述了红壤地区土壤的基本化学性

质
、

矿物组成和特性
。

通过研究
,

他认为
,

在
“

红壤荒地利用中磷肥与石灰将有极大需要量
,

钾肥也有一定重要性
” ,

` “
只有当矿质养分有一定程度保证后

,

才能希望通过生物作用利用空

气中部分氮素
,

这样才能累积有机质
,

提高红壤的肥力
,

( 19 57 )
。

他在实践中发现
,

我国南方

农民应用骨粉及绿肥的传统习惯
,

是增进土壤有机质和积累氮素的有效措施
。

在此基础上
,

结

合 自己的研究结果
,

总结出
“

以磷增
,

氮
”
的施肥理论

。

即先在红壤上种植萝 卜菜和曹子
,

施用

磷肥
,

通过绿肥作物吸收磷素
,

促进其旺盛生长
,

并将绿肥翻入土中
,

再播种经济作物
,

为

经济作物提供磷和氮
。

这种利用生物转化磷素的机理促进了我国南力磷肥的合理施用
。

1 9 8 3

年由他主编出版的《 中国红壤》专著
,

系统地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红壤地区的研究成果
,

为合理地综合利用红壤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资料
。

李庆逮先生早在 30 年代就进行了土壤有效磷含量
、

供应能力
、

磷肥品种和施用方法对小

麦
、

玉米生长影响的研究
,

认为红黄壤中速效磷含量甚低
,

而固定磷素之能力 极高
,

需磷最

为迫切 , 在酸性硅铝质黄壤上可直接施用磷矿粉
。

新中国成立后
,

他和同事们先 后 在 华 南

( 1 95 3一 1 9 6 3 )
、

华中 ( 2 9弓2一 2 9 5 6 )和华东 ( 2 9 6 0一 1 0 6 3 )的不同土壤类型上研究土壤磷素状态

及其在耕作过程中的转化 ; 土壤性质和作物习性对不同磷肥品种肥效影响 ; 对红 壤 主 要 土

类中无机磷的形态进行了区分
,

指出红壤中磷素主要是以磷酸铁状态存在
,

而被氧化铁包蔽

态的磷酸铁占矿质磷总量的 60 一 80 % 以上
,

这种磷难于被作物利 J月
,

因此在红壤早地中作物

对磷肥效应特别 明显 ( 1 9 6 3 )
。

继而
,

他提出了我国磷肥分区
、

合理施用以及氮磷配合施用原

2 8 2



则等一系列建议
。

这些成就
,

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均处于领先地位
,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

高度赞扬
。

从 50 年代开始
,

李庆迷先生和助手们一起
,

对土壤钾素进行系统深入研究
,

指出土壤中

钾素绝大部分是以矿物状态存在的
,

并提出将土壤钾素分为不易为植物利用的和能为植物利

用的 (后者又包括速效性钾及有效性钾 )两个部分
。

针对我国红壤地区大量施用化学氮
、

磷肥

的情况
,

进一步研究和证实了在作物产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

钾肥在该地区有显著的增产效

果
,

指出缺钾面积正在日益扩大
,

且逐步成为产量的限制因子
。

这些学术观点与实践经验
,

促

进了我国南力对钾肥的重视与施用
。

三
、

重视生产 服务生产

建国初期
,

我国几乎没有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

建设所需橡胶全凭进口
。

党中央决定发展

我国自己的橡胶事业
,

为此
,

组织全国有关院校及科研单位
,

对华南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开

发
。

1 9 5 7年
,

李庆遴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华南和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考队副队长
,

承担起建

设橡胶基地和培育速生高产橡胶树的重大任务
。

他与不同学科务业人员一起
,

经过 6 年的调

查研究
,

足迹遍及华南 6省
,

基本上查清了我国以橡胶为主的热作宜林地
,

并进行了分省
、

分

级评价与面积统计
,

为我国天然橡胶发展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

随着橡胶树的发展
,

需要施用大量磷肥
,

而当时国内磷肥产量有限
,

供不应求
,

又无法

进 口
。

在此情况下
,

李先生根据 自己以往的研究结果
,

提出对种植在强酸性土壤上
,

多年生的

橡胶树直接施用磷矿粉的建议
,

并在广东高州一带布置长期田间试验
。

结果表明
,

前 4 年磷矿

` 粉的效果为过磷酸钙的 1 / 2一 2邝
,

而后 4 年的效果却较过磷酸钙高 3 倍
,

说明磷矿粉是橡胶树

的良好基肥
。

这项成果解决了当时磷肥紧缺的困难
,

而且为我国磷矿资源 的合理利用
,

提供了

重要范例
。

现在这项措施已在我国南方橡胶树施肥中列为常规制度
,

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

为了降低橡胶垦殖事业的生产成本
,

发挥肥料的最大效用
,

促进橡胶快速生长
,

李先生

会同华南热作垦殖局及有关生产单位
,

共同在粤西
、

茂名
、

徐闻
、

陆川
、

海南等 5个地区
,

进行幼龄橡胶树的氮
、

磷肥种类
、

用量和不 同配比的试验
,

取得了重要结果
,

从而对改善幼

龄胶园的管理起到促进与指导作用
。

1 9 6 5一 1 9 7 6年间
,

我国碳酸氢馁的产量占化肥总量 60 一 80 %
,

由于这种肥料具有吸湿
、

结

块与氮挥发快等缺点
,

其氮素利用率通常不足 30 %
。

针对这种情况
,

李先生提出碳酸氢按粉

肥直接机械造粒深施的技术
,

经过田间试验证明
,

机械造 粒 肥 较 对 照 增 产 36
.

8一 5 2
.

6%

( 1 9 7 4 )
。

继而与有关单位协作
,

研制成功了可在化肥厂直接生产颗粒肥的造粒机 ;与此同时
,

在江苏
、

河北
、

陕西
、

宁夏
、

浙江
、

湖南
、

天津
、

上海等 10 余个省市进行肥料效应的扩大试

验
。

结果表明
,

每公斤粒肥 比粉肥增产稻谷 1
.

9公斤
,

小麦 1
.

0公斤
,

玉米」
.

3公斤
。

氮素利用

率也由粉肥分次表施的 2 2
.

3%
,

提高到粒肥一次穴施的 6 4
.

8%
。

这项成果
,

创造了重大的经

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

四
、

团结同仁 走向国际

李庆遴先生在 19 56 一 1 9 8 7年
,

一直担任 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
,

长期领导全国土壤学会的

工作
。

他
一

卜分重视团结广大会员
,

共同推进我国土壤事业
。

在主持土壤学会工作中
,

他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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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众长
,

发扬民主
,

谦虚谨慎
,

尊重他人劳动
,

因此深受土壤学界同仁的尊敬与爱戴
。

他一

贯坚持学会应以学术活动为主
,

讲究学术质量
,

并将 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

列为学会

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
。

例如
,

为了解决中国森林土壤中的重要问题
,

他主动与中 国林 业 学

会联系
,

组织两个学会共同讨论 ; 1 9 5 6年在全国第二次土壤学会代表大会上
,

他发动全体代

表对国家 12 年远景规划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议
; 1 9 7 9年在全国第四次土壤学会代表大会上

,

他

又组织全体代表对全国土壤普查
、

土壤肥料
、

人才培养
、

科研机构布局
、

加强基础研究
、

改

进学会工作等方面开展讨论
,

提出了 3 20 多条提案和建议 , 19 8 0年
,

在全国土壤农业化学会议

上
,

他提出了改善我国化肥生产和建立科学施肥制度等方面的建议
。

为了促进土壤科学本身的发展
,

李先生十分重视土壤学会中各个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与活

动
,

他规定土壤学会各专业委员会
,
应定期组织学术活动

,

并要求每次会议都必须编印论文

集
,

以便在更大范围进行交流
,

扩大学术影响
。

为了提高我国土壤学会的国际地位
,

他十分重视国际交往
,

除了率领 中国土攘学会代表

团参加国际土壤学会外
,

在争取国际土壤学会接纳中国土壤学会为团体会员和理事国成员的

过程中
,

他作了大量的工作
。

此后
,

他积极筹备并主持在中国召开的
“

国际水稻土讨论会
” 、

“

国际红壤学术讨论会
”

及
“

国际草地土壤管理和施肥讨论会
”

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
,

从而使

我国土壤学会的声誉不断提高
,

给学会及整个土壤事业 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 的 条 件
。

现

在
,

李老虽因年事已高
,

退离了土壤学会 的领导岗位
,

但他所开创的 中国土壤学会的事业
,

特别是他为学会所规定的办会方针
、

原则
,

以及由他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都将进一步得到

发扬光大
。

五
、

言传身教 奖掖后学

李庆遴先生一贯将培养人才视为己任
,

即使已年近古稀
,

仍亲 自动手
,

积极培养学生
。

自恢复研究生制度后
,

至今已培养了 10 名硕士和 3名博士
。

他言教身教并重
,

大胆放手
,

认

真辅导
,

严格要求
。

他所领导的研究工作一旦打好基础
,

取得进展
,

就及时转交给助手们
,

让其独立负责
,

他从旁指导
,

促其成长
。

我 自1 9 5 3年大学毕业进入土壤所后
,

就在他的指导

下参加华南橡胶宜林地调查
,

当时我们几个刚进所的同志
,

业务都很生疏
,

以前从未见过橡

胶
。

李先生对我们耐 心教导与帮助
,

他白天亲 自带领我们到野外考察
,

观察土壤剖面
,

采集

标本
,

钩绘土壤图
,

并实地讲解土壤性质和橡胶的生长习性 ; 晚上对我们进行系统讲课
,

从

植物营养
、

肥料特性
,

到试验布置观测及计算方法等
。

回所后
,

除亲 自指导总结外
,

还督促我

们进实验室参加土壤分析
,

并随时检查我们的分析结果
。

记得李老带领我们在雷州半岛工作

时
,

不到半年
,

就放手让我们自己独立完成全岛的热带作物调查与制图任务
。

事后
,

他亲 自为

我们审查与修改报告
。

正是在他的亲切指导下
,

我们很快就掌握与熟悉了技术
,

锻炼了 自己

的独立工作能力
,

受到了良好学风与工作精神的熏陶
。

六
、

笔塞之年 壮心不已

今天
,

李庆建教授已是八十高寿
,

他除了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外
,

仍然抓紧时间查阅文

献
,

指导研究生及进行科研工作
。

他常说
: “

知识的海洋是没有边际的
” , “

如果没有坚韧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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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毅力
,

没有脚踏实地勤奋工作
,

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 。

他也常常教诲年青人
: “

忠于职业
,

和
“

锲而不舍
”

是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品格
,

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就
, “

认真
,

和
“
学习

.

都是

绝对必要的
,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
。

这是一位在科研故线上奋斗了 60 个春

秋的老科学家的由衷之言
,

也是他身体力行的精辟概括
。

他为我国农业生产及土坡学科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
,

赢得了人们 的尊敬与爱戴
,

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

是当代年青人 学 习 的楷

模
。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
,

我们祝愿李庆建先生健康长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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