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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促进我国植物营养学学科发展
、

青年人才培养中发挥 了重要作

川
_

近年来已获得
一

批突出成果
,

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

新的研究项目结合国家

日标
,

将为解决我国农业生产中的重大间题发挥作用
。

〔关键词 ] 植物营养学
,

学科发展
,

人才培养

李比希的植物矿质营养学说和孟德尔
、

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
,

曾经给世界农业发展带来

了
、

次技术 卜的革命
。

植物营养学以李 比希的矿质营养学说为依据
,

逐步发展
,

在 20 世纪

初成为完整的学科
。

我国于 1986 年召开 了第一次植物营养教学和学科讨论会
。

1夕以) 年前后
,

一

批留学国外的青年学者陆续回国
,

与国内培养的青年学者 一起
,

在该领域老专家的关怀和

支持下
,

开始 了这一学科建设的高潮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在促进植物营养学学科发展
、

培养

从础性研究高水平人才方面
,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北京农业大学张福锁博 士 19男) 年 2 月回 国后即获得青年科学基金
,

围绕高产小麦对低

铁和低锌营养条件 的抗 性机理开展研究
。

1夕关) 年 6 月
,

浙 江农业 大学杨 肖娥博 士也获得

199 1 年青年科学基金
,

其研究项 目为
“

杂交水稻根系早衰营养调控的研究
” 。

北京农业大学

李晓林博 L 199 1年获得基金资助
,

开展 V A 菌根吸收土壤养分机理研究
。

南京农业大学沈其

荣博 十 19 9 3 年获得基金资助
,

对优质有机肥制作过程 中的生化特征及其调控进行研究
)

西
一

化农
、

l卜大学樊小林
、

华 中农业大学的吴礼树
、

浙江农业大学吴平等
一批青年学者亦相继获得

囚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在基金资助启动下
,

国内植物营养学科的研究工作不断深人
,

研

究水 平逐步提 高
,

并提出了植物营养研究领域更重要的科学问题
。

经过专家评议和论证
,

张

福锁博士 199 2 年申请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植物根分泌物在根际微生态系统中的

价养作用
”

获得资助
,

该项 目及李晓林博 士有关
“ V A 菌根 吸收土壤养分 机理的研究

”

于

l叩6 年转人李振声院士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挖掘生物高效利用上壤养分潜

力
,

保持 上壤环境 良性循环
” 、 。

199 4 年沈其荣博士和黄东迈研究员共同主持了基 金重点项 日
“

农业有机肥养分的循环平衡转化研究
” 。

由于在植物营养学各 自的研究领域取得 了显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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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福锁
、

李晓林
、

吴平博士分别于 199 4 年
、

199 5 年
、

199 7 年获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

近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植物营养研究领域的项 目与经费数见表 1
。

绩金

表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9 1一 I望片 年资助植物营养学研究的项目与经费数

经费单位 : 万元

年 度
自 由 申 请

项数 经费

6 18
.

4

8 28
.

5

6 3 2
.

5

7 52
.

5

12 肠

l 2

l l

105

1以
.

5

12 l 5()

青 年 基 金 地 区 基 金 重 点 重 大 杰出青年

项数 经费 项数 经费 经费 经费 经费

2 7

1 3 2 5

1 4 1 3
.

5 5 0

1 7 2 7
.

5

1 8 2 10 5 1) 印

4 3 1
.

5 1 6
.

5 印

5
口

科 2 16 5(幻

2 2 0 2 17 印

卿991叨卿州哪姗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仅资助植物营养学研究领域的科研项 目
,

亦资助
一

了该领域 国内外的

一些学术活动及国际交流活动
,

如 199 7 年 or 月第二届植物 营养青年学术研讨会及张福锁博

士
、

杨 肖娥博士与德国的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都曾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青年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在植物营养学研究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进展
。

例

如
,

张福锁在国际上首次证明不同生态型植物对缺磷胁迫适应能力的差异在 于根分泌有机酸

的种类和数量不同
,

同时证明根分泌物是我国传统间套作种植体系中植物间竞争和互惠作用

的关键因素
。

李晓林首次证实 VA 菌根菌丝生长比过去描述的范围更广
,

并能引起 该范围 内

p H 值的显著改变和土壤磷的亏缺
,

使 VA 菌根在植物养分吸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 由根际水平

深入到菌丝际水平
。

这些研究结果在国际上公开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

据科学引文索引 ( S C)I

检索
,

他们的论文被国际同行引用达
_

L百次
。

在水稻生育后期 N 0 -3 / N民 的营养效应及其生

理基础研究方面
,

杨肖娥提 出了 N--Os 是水稻尤其是杂交水稻生育后期吸收利用的重要氮源的

新观点
。

由于她在植物营养研究领域的成绩突出
,

199 4 年获得国际水稻研究所 ( IR R I )颁发的
“

世界杰出青年妇女水稻科学研究奖
” ,

并两度 ( 199 1 年
,

199 6 年 )获德 国
“

洪堡研究奖学金
” 。

从 199 2 年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全国第一个植物营养系开始
,

现在全 国已有近 30 个 院校或科研

院所相继建立了这一学科
,

199 3 年成 立了全 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
,

同年出版了第一种植物

营养学科的全国性刊物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

近年来
,

植物营养学研究硕果累累
,

以中国农

业大学植物营养系为例
,

他们先后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项
,

农业部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l 项和多项优秀人才奖励 ; 出版植物营养学研究领域的 专著 10 余部
,

发表论

文百余篇 ;仅 199 7 年就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 12 篇
。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学科交叉
,

在植物营养学中形成 了一些新的学科
,

如植物营养

分子遗传学
。

吴平博士 199 4 年 10 月于国际水稻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回国
,

199 5 年即得到

植物营养遗传研究方向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开展水稻耐酸性土壤磷胁迫性状基因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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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吴平博士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的高度赞誉
,

由于其在植物营养分 子

遗传学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

199 7 年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

严小龙博士将植物营

养学 ` J植物遗传学相结合
,

对植物营养基因型差异开展深入研究
,

并出版了专著《植物 营养遗

传
”
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植物营养学的资助不仅取得 了重要的成果并推动 了学科的发展
,

更

敢要的是造就 r 一
批优秀的青 年科学工作者

。

仅 以 中国农 业大学植物营养 系为例
。

从 199 1

年至今植物营养系已有两位青年博士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另外 5 位博士被破格

升为副教授
,

成为学科的骨干
。

良好的科研风气也吸引 了一批有志于植物营养研究
_

「作的科

研人员先后来这里
_

f 作
,

全国各地每年都有几十位青年研究人员或研究生来这里进行合作研

究 植物营养系也已 由原来的 13 位教师增加到 34 位
,

研究生也 由原来的 5一刁 位增加到现

在的 87 位
,

形成 了 一支以青年人员为骨 干
,

老中青相结合
,

多学科
_

互补的科研 队伍
。

国内

植物营养学的迅速发展
,

除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其它部 门的资助和青年科技工作者

的努力外
,

青年人之间相互 团结
、

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亦是重要的经验
。

由于我

114 在植物营养学研究领域的迅猛发展及张福锁本人所取得的成绩
,

199 3 年张福锁被 国际植

物营养学会选为常务理事
。

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在国际植物营养学科 中已逐渐赢得 了自

己应有的
一

席之地
〔

近年来
,

青年科技工作者正努力寻找植物营养学科的前沿理论和中国农业生产实际相结

合的突破 日 他们新的研究项 目结合国家 目标
,

将为解决我国农 业生产中的问题发挥作用
。

他们通过对我国农业生产实践中出现的双子叶植物缺铁黄花现象问题
、

板栗土适宜问题
、

菠

萝和苹果锰毒害问题
、

水稻缺锌富福问题以及花生
、

玉米间套作和水 旱轮作等营养问题的系

统研究
,

提 出 了以根际营养为突破 口进行植物营养遗传特性的研究
。

这一思路既能揭示植物

适应某些营养胁迫的机理
,

又能为生产高效天然生物鳌合剂提供关键物质
,

同时将对选育抗

性品种
、

研制新型鳌合肥料
、

开创中低产 田生物学改良途径提供方法和理论依据
。

这些研究

不仅将 丰富和发展植物营养学的基础理论
,

推动植物营养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同时也将为

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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