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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南京土壤所建所0 4年而作

鲁 如 坤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 )

一
、

四十年的历程

我所的土壤一植物营养化学的研究工作
,

经历了创建一发展一壮大 3 个阶段
,

迄今已历

时 4 0年
。

建所前后
,

我所的农化工作主要是配合土壤调查工作进行部分土壤化学分析以及少量的

肥料试验工作
,

研究工作处于创建阶段
。

卜

建所之后的整个 50 年代
,

是农化室由创始阶段向发展阶段转化
。

在这期间
,

一方面吸收

和传播国外先进经验
,

另一方面
,

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

在农化研究室创建初期
,

我们就力求自己

的工作在国内有自己的特色
,

而且也能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
。

为此
,

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
:

( 一 )吸收和传播农业化学学术思想和技术

在建所之初
,

同志们在学习俄文之后不久
,

就勇敢地翻译了前苏联普里亚尼施尼柯夫撰

著的
`
农业化学

” 〔 1〕 (上中下 3 册 )
。

这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
,

作者将
“

农业化学
”

定义为

研究土壤
、

植物和肥料三者之间的科学的观点
,

在国际上是独树一帜的
。

在 70 年代前后
,

我们

又着重介绍了西方 (英国和美国 )农化方面的主要著作
,

主要有美国 C oo ke 著的
“

高产施肥
” 〔 2〕

和美国 T i s d al l 等著的
“ 土壤肥力和肥料

” 〔幻 。

这些著作的引进和传播
,

不但对我所农业化学

研究工作有推动作用
,

而且在全国也引起了重大影响
。

在传播土壤农化分析技术方面
,

在 50 年代初期
,

国内土壤化学工作仍处于萌芽状态
。

应

用性较强的土壤化学分析工作客观上有巨大的需要
。

在这种背景下
,

我所于 1 9 5 3年出版了
“
土

壤分析法
” 〔们一书

,

这本书的出版在我国土壤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

连续重印 7 次
,

累计出 版

了万余册
,

是我国土壤学专著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
。

随后不久
,

我所又翻译出版了前苏联

的
`
农业化学分析

”

即
,

该书涉及内容极为广泛
,

包括植物分析
、

土壤分析
、

肥料分析和农药

分析
。

我所十分重视对土壤农化分析技术的介绍和传播
,

直至 1 9 6 4年我们还翻译出版了美国杰

克逊的
“
土壤化学分析

” ,

70 年代出版了
“
土壤理化分析

”
和前苏联的《农业化学研究法》等

,

这

些书都在全国产生 了良好影响
。

(二 )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50 年代初
,

全国的农业化学研究工作虽基本上处于创建阶段
,

但也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

领域
。

在磷素研究方面
,

除了继续开展磷矿粉的直接施用研究外〔幻 ,

又开辟了酸性土壤磷素

化学的研究 〔7〕
。

氮素工作也开始起步〔幻 ,

并于 1 9 6 1年成立了氮组
。

钾素工作一方面进行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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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南方主要类型土壤钾素含量研究〔幻 ,

另一方面还结合实践上出现的间题 (如橡胶黄叶病 ) 如开

展了植物钾素营养的工作
,

在生产上起了良好作用
。

微量元素工作是在 50 年代中期逐步开展起来的
。

为了应用新技术
,

50 年代后期
,

我所还

先后建立了放射性同位素和稳定性同位素两个实验室
。

至此
,

我所农业化学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 (氮
、

磷
、

钾
、

微量元素等 )都大体奠定了基础
,

培养了一批人才
,

建立了相应的研究组
。

土壤植物营养研究起始于 60 年代
,

它是从研究植物根际营养开始的
,

并逐步扩展到研究

土一根界面的微域环境
,

到 80 年代又得到长足的进展
。

由于意识到国外缺硫土壤面积的 日益扩大以及我国农民有施用硫肥的习惯
,

于 1 9 7 6年开

辟了土壤硫的工作
,

其它如有机肥料
、

硅
、

钙
、

镁等的工作
,

有的早在 50 年代就已开始
,

有

的从 70 年代也相继开展起来
。

随着工作的深化
,

在 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
,

结合中国科学院的
“

三定
”

工作 (定方向
、

定任
·

务
、

定人员 )
,

我们又对农业化学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任务进行了较深入地研讨和调整
。

认为农

业化学是土壤学和植物生理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

其研究内容应侧重于从土壤到植物的各个化

学过程
。

据此
,

我们提出了
“
土壤一植物营养化学

”

学术观点
,

并成立 了相应的研究室
。

在这

一思路下
,

提出了以下 5 方面的研究内容**
:

1
。

研究土壤营养元素的含量
、

状态
、

有效性及其转化规律 ,

2
。

研究植物营养的化学环境及其调节
;

3
.

研究土壤植物间的物质交换过程
;

4
.

研究土壤养分水平和作物生长之间的定量关系
,

` 5
。

研究主要农业区的养分平衡和调节
。

上述研究内容
,

对于充实我所土壤一植物营养化学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以及它的系统性和

完整性起了重要作用
。

南京土壤研究所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
“

文革
”

的干扰
,

使研究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

甚

至忍痛地撤销了甘家山试验场
。

但在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
,

我们的研究工作又逐步得到恢复

和发展
,

不仅原有的氮
、

磷
、

钾
、

微量元素
、

植物营养和有机肥各研究组的工作继续有所发

展
,

而且还相继成立了电子计算机组
,

烟草施肥研究组和蔬菜施肥研究组
。

这 3个组的诞生
,

一方面引入了先进技术
,

同时也预示着我们的研究工作从单元素的研究向综合性研究转化
;
从

仅研究农作物施肥向同时也研究经济作物施肥转变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这期间我们还加强了

国际间的合作研究
,

先后和澳大利亚 同行进行氮素合作研究 , 和加拿大
、

美国等国家的研究

者进行钾素合作研究 , 和智利等国进行烟草专用肥合作研究 , 和法国
、

菲律宾进行磷素合作

研究 , 和联合国合作进行硫素研究
,

和 日本合作进行的根际营养研究等
,

并取得 良好效果
。

二
、

四十年的成就

下面简单叙述一下土壤一植物营养化学各个分支学科 40 年来的主要成就
,

由于篇幅所限
,

可能是很不全面 的
。

* 何电源等
,

橡胶 黄叶病和钾素营养 (资料 )
,

1 9 6 30

** 土集所农业化学研究室
“
三定

”

草案
,

1 9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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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众研究

我所氮素研究的成果 已集中反映在最近出版的
“

中国土壤氮素
” 〔0 1〕一书中

。

关于土壤一作物系统中肥料氮素的去向问题
,

长期以来一直是我所氮素研究的一个重点
,

也是国内外土壤学界比较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
,
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氮肥的效率

,

而且还影响

环境质量
,

特别是对温室效应的影响
。

我国是世界上施用氮肥最多的国家
,

也是世界上生产氮肥最多的国家
,

其中挥发性很高

的碳按占6 0% 以上
。

因此
,

氮素去向问题一直被列为我所氮组的主要研究内容
,

也是理所当

然的
。

在这一工作中
,

水稻土氮素去向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
。

微气象学法的应用
,

特别是对

水稻土中氮肥损失以氨态氮形态损失
,

都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

这些工作不仅在国内
,

而且

在国外都有重要影响
。

碳按是我国独有的氮肥品种
,

它在我国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

但

作为一个氮肥品种
,

它有着相当大的缺点
,

为此
,

我所的氮肥研究组结合我国特有的条件
,

开

展了减少碳按氮素损失的研究
。

其中碳按粒肥研制成功是一个重大的成果
,

与此同时
,

国外

也开始了尿素粒肥的研究
,

所以
,

粒肥的研制
,

不仅是为了减少碳按的挥发
,

还有其更广泛

的意义
。

在碳按粒肥研究的基础上
,

还开展了缓释氮肥的工作
,

提出以钙镁磷肥包裹碳按
,

这在

国内外都是一个创新
。

此外
,

我所还在减少氮素损失
,

提高氮肥利用率等氮素田间管理措施方面进行了不少工

作
。

(二 )磷素研究

建所前后 已经开展的磷矿粉直接施用研究
,

以其系统性而独具特色〔n 〕 ,

在农业生产 上

曾一度推广施用磷矿粉高达 1 0 0 0万吨
。

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

遗憾的是
,

由于各种原因
,

这

一成果未能持续推广下去
。

在土壤磷素化学和化学磷肥施用方面
,

在 60 年代初期提出了水 田中磷素转化的机 理〔 1 2〕

和磷肥施用的氮磷配合原则〔 1 3〕
。

之后
,

又提出了在水早轮作条件下磷肥的
“

早重水轻
”

施肥

原则 〔14 〕 ,

这一原则已被全国稻区广泛采用
,

使同量磷肥发挥更大的效益
,

这些工作都受到国

外学者的重视 〔1 5〕。

70 年代中期又开始了节酸磷肥的研究
,

这是因为我国有数以几十亿吨的中低品位磷矿
,

它

不适宜用传统的化学方法生产磷肥
,

同时
,

;

我国磷矿直接施用时
,

大部份肥效较低
,

生产节

酸磷肥正是为解决这一困难而进行的
。

80 年代初又与法国合作进行
。

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

我所对钙镁磷肥的研究比较早
,

在 60 年代初
,

当不少钙镁磷肥厂纷纷停产时
,

我们向有

关部门提出报告
* ,

认定此磷肥品种适合我国国情
,

应予发展
。

此外
,

对磷按
、

硝酸磷肥的研

究都对工业生产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

我们还建议
:

鉴 于硝酸磷肥的反硝化作用严重
,

它不

适宜用于水田
,

因此设厂最好不要建在水稻地区
,

这对我国几个硝酸磷肥厂的选址有积极的

参考价值
。

石灰性土壤磷素的研究始于 50 年代后期 16t
〕 ,

70 年代又结合黄淮海任务开展了工作
。

在这

一研究工作中
,

提出了石灰性土壤无机磷的分级方法
,

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和高度评价
,

在

国外也有一定影响17t 〕
。 。

*
向科学院的报告

,
1 9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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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钾众研究

我所是开展中国土壤钾素研究最早的单位
。

在 60年代以前
,

通常对我国土壤需钾前景大

都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 〔幻 。

随着农业的发展
,

作物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机肥施用量的减

少
,

农田钾素平衡赤字愈来愈大
。

从 70 年代开始
,

我国缺钾土壤的面积迅速增大〔 1幻 。

原来被

认为含钾丰富的北方地区土壤
,

缺钾报道 目前也时有所见
。

在缺钾土壤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

我所对我国主要类型土壤的钾素状况和需钾前景作了总

结和预测
,

并在此基础上
,

绘制了
“

中国土壤钾素养分潜力概图
” ,

认为仅仅依据土壤速效钾

的含量判断钾肥肥效是不够的
,

还必须同时考虑缓效性钾含量
。

这一评价土壤钾素供应水平

的观点引起同行们的极大重视
。

指出评价土壤钾素水平应考虑到土壤缓效性钾以及与之有密

切关系的土壤含钾矿物类型 〔 1幻
。

我所在大量肥效试验的基础上
,

还提出了钾肥的 6 个有效条件
,

把钾肥施用建立在更为

科学的基础之上
。

(四 )微皿元索研究

我们开展微量元素研究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
。

其中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研究我国主要类型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及分布上 〔2。〕。

在大量分析的基础上
,

提出了我国主要类型土壤中硼
、

铂
、

锰
、

锌铜 5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范围 (包括全量和有效态 )和分布特点
,

同时还绘制了上述 5

种元素的含量图 21t 〕
。

并据此对我国主要土区可能缺乏的微量元素进行了评价和预测
。

我所将微量元素的试验和推广工作始终放在重要的地位
。

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

此外
,

我

们对稀土元素的研究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

研究了我国土壤中稀土元素含量和分布规律①
。

1 9 7 9年出版的
“
土壤与植物中微量元素分析法

”

t22
〕一书

,

对推动全国微量元素的分析工作

也起了良好作用
。

(五 )根际傲域曹养环境的研究

我所根际营养环境研究是在艰苦条件下开展起来的
,

并已取得了卓越成果〔“ 3〕 ,

在国内有

着重大影响
。

目前
,

这一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国内外极为活跃的前沿学科之一
。

经过数十年的埋头工作
,

我所在根系阴离子吸附特性 , 根一土界面显微特征
,

根际养分

梯度变化 , 根际土壤 电化学状况 , 根系分泌物和养分有效性以及重金属在根际的化学行为等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

最近
,

我所又组建了
“

根际营养生物工程实验室
” ,

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

(六 )烟草和蔬菜施肥研究

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虽然都是从 80 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进行的
,

但仍然取得了优良的成

果
* 。

我国烤烟的面积和总产都居世界第一
,

但由于质量问题
,

在国际上常常缺乏竞争力
。

烟

草行业是我 国利税大户之一
。

因此
,

提高烤烟品质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和经济意义的
。

我所

烟草施肥研究主要集中在优质烤烟生产的土壤环境
,

并应用这些研究结果
,

有目的的去改善

土壤环境条件提高烟草品质
。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了不同地区烟草施肥的专用肥配方以及缺

素症状彩色幻灯片〔“幻
。

几年来
,

我所在优质烟草土壤环境条件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

并研

制成功了一系列的烟草专用肥配方
,

在生产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

在蔬菜施肥方面
,

重点进行了主要蔬菜品种的需肥特性和平衡施肥
,

并在此基础上研制

① 朱其清
、

刘 铮
,

土城 中稀土元素含量和分布的规律性
,

中国稀土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论文 集
,

第 5分册
,

26 。一2 6 3
,

中国稀土学会
,

1 9 9。
。

* 优质烤烟生产的土坡 环境 与合理施肥 ` 1 9 8 9 (论文 汇编 》 : 南京蔬莱优质高产土城的培肥和改 良研究
`
1 9 9 0( 论文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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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蔬莱的专用肥配方
咖。

取得了良好结果
。

此外
,

还研制了包膜型农药肥料以及编制了不同蔬

菜的缺素状症图谱
。

无土栽培和无性繁殖是蔬菜生产中的两项新技术
,

蔬菜组进行的繁殖扦擂技术研究和无

土栽培中某些生理病害原因的探讨等工作
,

都具有特色
。

(七 )土滚硫索研究

土壤施硫在我国由来已久
。

石膏
、

硫磺在一些地方常常作为农用物资销售
。

但是对土壤

硫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在 70 年代中期才开始〔“ 5〕 ,

主要工作有我国不同土壤的硫素基本状况
、

某

些地区硫素平衡等
。

得到的印象是
,

似乎在目前条件下土壤硫素的亏缺不大
。

但随着磷肥品

种的变化 以及作物产量的提高
,

施用硫肥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

除去以上工作外
,

我所还对有机肥料
、

土壤硅
、

钙
、

镁
、

钠等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

其

中不少是开创性的工作
。

综上所述
,

可 以看出我所的土壤一植物营养化学研究工作的概貌
。

应该说
,

其中大部分

工作在国内起了带头或推动作用
,

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

但是
,

时代在前进
,

科学在进

步
,

我所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
,

面前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

我们将在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
,

努力工作
,

取得新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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