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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程序
,

进行化学品安全评价
,

为预防工作提供依据
。

6 加强监测工作

长期对环境卫生主要因素进行监测
,

掌握第一手资料
,

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
。

环境与生

态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方面应有系统的监测网络
,

掌握环境与生态变化引起人的疾病谱的改

变
。

监测工作内容包括
:

监测主要环境污染物在人体内的蓄积量及人体的总接触量
;
建立非传

染性慢性病监测
,

重点是公害病
、

地方病
、

环境因素引起的主要疾病
;加强环境因素引起的事故

性急性中毒症
、

爆发性传染病的报告制度
;
根据监测

、

研究资料和有关信息开展环境对健康影

响的危险度评价
;
建立人体材料样品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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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来土壤学看环境与生态优先研究领域

赵其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

,

南京 21 00 08 )

当今土壤学 已由原来仅研究土壤本身向土壤圈及其与各圈层之间关系的方向扩展
。

土壤

圈是地球上气圈
、

水圈
、

生物圈及岩石圈交界面上的一个圈层
,

它处于四个圈层的中心
,

既是地

球各圈层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的枢纽
,

又是地球各圈层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

它的作用在于通过

土壤圈与其它圈层物质交换影响全球变化
,

通过人为活动对土壤圈的强烈作用
,

对人类生存与

环境起重大影响
。

因此
,

未来土壤学发展的总趋向是从圈层的角度出发
,

研究全球土壤的结构
、

成因和演化规律
,

以达到了解土壤圈的内在功能
,

土壤圈在地球系统中的地位
、

作用及其对人

类与环境的影响
,

从而使土壤科学能真正介入地球系统科学
,

参与全球变化和生态
、

环境建设

研究
,

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资源与生态
、

环境问题
。

从土壤学的发展看
,

今后环境与生态研究的优先领域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

1 农业持续发展的机理与调控

农业的持续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

为改善人类生存条件
,

未来农业是似发

展持续农业为目的
,

以获得高额的农业产量
,

保持清洁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

保持和提高代传

土地质量
,

增强抗风险的缓冲能力
,

使土地能在永续利用的基础上
,

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经济价

值
。

维持和增进土壤肥力是达到稳定
、

均衡和协调供应养分发展持续农业的关键
。

土壤肥力作

为优先发展领域
,

应加强下列关键问题的研究
:

1
.

1 不同生态系统中土攘肥力演变规律 土壤肥力的演变与环境条件影响有关
,

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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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为作用有关
。

研究稻田生态系统
、

旱农生态系统
、

雨养农业系统以及集约化等不同生态条

件下土壤肥力发展趋势
,

对土壤肥力的定向培育极 为重要
,

具体内容包括
:

不同生态系统条件

下土壤物理化学性质
、

养分含量
、

形态和转化及其对作物生长影响的长期观测
;
不同培育措施

对土壤肥力演变的影响
;
土壤肥力演变的预测与建模

。

1
.

2 高度集约化条件下施肥制度的建立 在高度集约化条件下
,

有机
一

无机肥的配合体

系是培肥土壤
、

建立
“

高产
、

优质
、

高效
”

农业的基础
。

具体内容包括
:

不同农业生态系统中养分

再循环的特点和作用
,

以及提高再循环效率的措施
;
化肥养分在土壤中的转化和去向及其对增

产效果和环境质量的影响
。

1
.

3 区域土壤养分消长规律及肥料需求 预测肥料的需求决定于土壤养分的消长
、

作

物的需肥规律
、

产量 目标和环境效益等因素
,

其中以了解土壤供养状况最为关键
。

研究土壤养

分状况和区域土壤养分消长规律对肥料施用需求预测和新肥料的开发具有指导作用
。

2 土壤资源与生态环境建设

我国土壤资源相对缺乏
,

这就要求我们在原有的清查
、

规划
、

利用状况的基础上
,

通过加强

生态与环境建设来保护土壤资源
,

促进土壤资源增值
。

在开发原则上必须以生态学原则为指

导
,

以环境建设为 目标
;
在开发方式上变资源消耗型为资源节约型

,

变经营粗放型为经营集约

型
,

同时协调广度开发 (荒山
、

荒地
、

荒滩的利用 )
、

精度开发 (低产田
、

园
、

林的改造 )以及深度开

发 (延长资源开发序列
、

开拓资源多层次加工增值
、

建立复合生态系统 )之间的关系
,

使土壤资

源的消耗与再生速率平衡
,

以保证我国土壤资源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

为此
,

土壤资源合理开发

作为生态
、

环境建设的保证应给予优先发展
。

2
.

1 土壤退化时空变化及其协调重建研究 土壤退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

我国是世界

上水土资源严重缺乏
、

土壤退化十分严重的国家
。

本项研究的目的
,

是从国家尺度研究我国土

壤资源退化现状
,

包括侵蚀
、

沙化
、

酸化
、

沼泽化
、

肥力退化等物理
、

化学及生物的退化及其形成

机制和演变规律 (指过去
、

现在及将来的变化规律 )
,

建立一套完整的土壤退化评价指标体系和

标准
,

从而探索出土壤资源协调的模型
,

重建土壤资源利用的 良性循环
,

为我国土壤退化的预

测
、

预控开辟新的途径
。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

我国土地退化空间分异特点及规律研究
;
我国几个

主要地区 (干旱沙化区
、

水土流失区
、

沼泽潜育区
、

滨海盐渍区
、

南方红壤区 )土壤退化时空演变

机理及预测预报研究
; 土壤退化协调和重建工程措施的研究

;
中国土壤退化制图与数据库信息

系统建立研究等
。

2
.

2 中国生态脆弱地区持续发展与保护建设 以农业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区域开发
,

特

别是在生态脆弱带
,

应与生态
、

环境建设保持协调发展
。

因此
,

首先必须对区域开发的发展战略

进行研究
,

并针对国家
“

八五
”

计划
,

结合科技脱贫
,

搞好区域的持续发展与保护建设
。

如对于黄

土高原应以水土保持为中心
,

加强植物造林
、

提高土壤肥力的研究
;
对于黄淮海平原应以综合

治理为主题
,

加强节水
、

培肥
、

治盐碱的研究等
。

其次
,

还应在各区域建立示范工程
。

2
.

3 污染物控制与废异弃物资源化研究 化肥及农药的大量使用促进了作物增产
,

但

给土壤
、

农业生态及环境带来不 良影响
,

并威胁人类健康
。

我国现有耕地的 1 5/ 已受不同程度

污染
,

过量使用农药污染的农田约 1 亿亩
。

我国固体废物的污染也十分突出
,

全国每年工业废

渣产量为 6 亿吨
,

城市生活垃圾约 1亿吨
,

历年工业废渣堆放总量 已达 54
.

6 亿吨
,

占地面积

84 万亩
。

过去人们只注意到对废水与污水的净化
,

忽视对污染物与废弃物的处理
。

今后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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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应包括三个方面
:

一是清洁土壤的保护与清洁农产品的生产工艺 ;二是重金属
、

石油与矿

渣污染土壤的修复工艺
;
三是石油废渣

、

城市生活垃圾与火电厂粉煤灰等固体废物的土地处

理
、

净化与利用
,

探索和发展新的土地处理与净化技术
。

2
.

4 土壤资源动态变化 (数 t
、

质盘 )监控预测系统 加强土壤资源监控预测系统的研

究对提高土壤生产力
、

控制土壤退化
、

恢复退化土壤的生态系统
、

估计土壤资源在全球变化中

的作用
,

以及改善我国土壤资源开发
、

利用
、

指挥和管理能力都极为重要
,

研究内容包括
:

土壤
-

土地数字化数据库的建立
;
全球土壤退化评价系统的建立

;
中国土壤信息系统的建设

;土壤资

源遥控监测系统的建设
。

3 土坡圈物质循环与土壤全球变化

土壤圈物质循环与土壤全球变化是全球环境 问题与全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应列入环

境与生态优先领域
。

根据国际前沿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
,

发展重点应是
:

3
.

1 土壤碳
、

氮
、

硫
、

磷 ( C
、

N
、

S
、

P ) 循环 土壤碳循环产生的 CO
Z ,

CH
; ,

氮循环产生的

N
Z
O 和 N O

、 ,

硫循环产生的 DM S (二甲硫 )
、

CO S (拨基硫 )
、

C S
Z ,

对大气热幅射及化学性质有影

响
;土壤 N 转化的 N O

3

进入水体产生水体污染
; 5 0

。 ,

N O
二

使土壤酸化
; C O

:

对大气产生温室效

应
。

1 9 9 0 年我国化学氮肥用量达 1 6 3 3
.

7万吨 (纯氮 )
,

但农田损失 40 一 50 %
; 1 9 9 1 年我 国磷肥

年用量 4 99 万吨 ( P
Z
O

S
)

,

其中75 一 90 %积累在土中
,

并在某些地区造成水体污染
。

上述种种
,

都

是当今环境与生态所面临的问题
,

在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间题有
:
( 1) 在碳循环方面

,

理论部分包

括作物根系分泌物和脱落物的数量转化及其对土壤有机质平衡和温室气体 (C O
: ,

C H
、
) 的贡

献
;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及其影响因素

;土壤温室气体 C H
;

的排放机理
。

应用部分包括
:

水 田
、

湿地 C H
;

发射通量 ;旱地土壤作为 C H
`

汇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
全球变暖引起永冻土区有机

质分解和加速对全球大气中 C O
:

浓度的影响等
。

( 2) 在氮循环方面
,

理论部分包括
:

土壤氮素

硝化
、

反硝化损失机理
;
土壤非酸解性未知态氮的形成机制及生物有效性

; 固定态铁的来源及

其释放速率
。

应用部分包括
:

土壤作为 N 源和汇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
工农业发达区水体及浅

层地下水 N O
3

浓度变化动态 ;防止土壤氮素损失的主要机制及对策等
。

( 3) 在硫循环方面
,

理

论部分包括
,

土壤中有机硫本性
;土壤硫形态转化和气态硫化物的形成

。

应用部分包括酸沉降

在南方地区作为硫营养的作用
;
磷石膏在北方地区土壤硫平衡的可能性

。

(4 )在磷循环方面
,

理

论部分包括
:

土壤中积累态磷的性质和形态转化
;
土壤中有机磷的形态转化

。

应用部分包括
:

有

机肥料在我国土壤磷循环中的作用
;
磷与环境污染 (水体与重金属污染 )

。

3
.

2 土壤生物工程 通过生物工程改造植物的营养特性
,

使其去适应土壤条件
,

建立新

的养分循环系统
。

具体内容包括
:

植物营养的遗传特性
;
养分吸收的分子机制

,

植物营养性状的

遗传学改良
。

3
.

3 土壤水 t 平衡与溶质迁移 土壤水作为植物生长的源泉
,

连结地下水的纽带
,

特质

循环的介质
,

是自然界最活跃的一部分水资源
。

研究土壤水分运动规律
,

建立水量平衡系统
,

将

是调控植物生长
、

防止地下水污染
,

掌握物质循环途径的重要基础
。

具体内容包括
:

多维条件下

的水分和溶质迁移规律
; 区域性土壤水文过程和大尺度土壤水量平衡模型的建立

;
建模技术

。

3
.

4 土攘胶体的界面化学行为 土壤中的生命活动以及各种反应和化学过程都在土壤

胶粒与胶粒
、

胶粒与溶液的界面上进行
,

土壤界面的化学行为决定着植物的养分供应
,

污染物

质的转化以及进入物质循环系统的数量和速率
。

因此
,

土壤胶体的界面化学行为已成为土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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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跨世纪的重大基础理论间题
。

具体内容包括
:

土壤胶体表面结构
、

特性和电荷特点
,

特别是可

变电荷的发生特点
;
土壤中物质在不同界面上发生的化学反应过程及其转化和迁移的机理

。

3
.

5 地表物质再分配过程与土壤发生演化 地表物质的再分配过程是形成并将继续改

变土壤圈及其相关圈层现状的最基本原因和动力之一
。

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
:

自然及人为影响

条件下地表特质剥蚀速率及其动力学
; 人类活动影响下土壤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方向

、

变化速

率及其后果
,

人为作用下土壤发生演化的规律
;
地表物质再分配过程的环境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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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电磁环境应开展的研究内容

电磁环境一般分为两类问题
:

一是 电磁环境对各种用电设备系统之间的关系
;
一是 电磁环

境对生物体
,

主要是对人类的相互关系
。 “

电磁环境与生态
”

指的是后一种电磁环境
。

虽然就全

球范围讲电磁环境是一种局部环境
,

但因其广泛存在
,

不易被感觉
,

产生效应的长周期性质
,

所

以应给予足够的注意
。 “

九五
”

期间与 21 世纪初
,

我国应进行下列研究
:

1
.

1 强电磁场源的特性 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强电磁场源
,

因而研究其电磁发射的

机制
,

发射的时域与频域特性
,

电磁场强度与功率谱密度等
,

是研究电磁环境的基础
。

强电磁场

源主要有大型广播设备
、

雷达
、

通信设备
、

工频高压系统
、

工业高频电磁场加热 (包括介质加热

与感应加热
,

介质加热主要对非导体
,

感应加热主要对导体 )等
。

1
.

2 传播特性 研究电磁能量如何从源传播到生物体
。

传播问题有两类
:

一类是可以脱

离源
,

独立地对电波传播特性进行研究
。

例如
:

由电视塔辐射出的电磁场对周 围居民的影响
,

雷

达天线辐射的信号对雷达兵的影响等
。

另一类是距离太近 (远小于波长 )的近场
,

则必须将源与

传播过程结合在一起研究
,

源的辐射特性与传播特性不可能截然分开
。

例如手持移动无线电收

发信机及高频热合机对操作人员的辐射等
。

1
.

3 生物效应 研究生物体 (甚至细胞
、

遗传基因 )受电磁场辐射后产生的变化
。

这类问

题虽可与以上两类问题分开独立研究
,

但最后的影响必须有场强的数据
。

值得注意的是
,

关于

工频 ( S O H z ,

60 H : )强电磁场的生物效应的研究
,

国内外的结论都不够明确
,

应予特别注意
。

2 研究方法

任砚世咋帆今了\
。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