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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电化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季国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南京 21 仪)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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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电化学是土壤学中一个新的基础性学科分

支
。

它在土壤学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过程中正处于

最新阶段
,

而且它本身也在迅速发展之中
)

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下
,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天

仁教授主持了土壤电化学研究
。

根据土壤学的发展

趋势和我国土壤的特点
,

该研究从水稻土 的物理化

学性质
、

可变电荷土壤 (红壤 )的电化学性质和土壤

电化学方法 3 方面的研究发展土壤 电化学
,

并取得

了可喜的进展
。

1 水稻土的物理化学

我国南方有大面积的水稻土
。

水稻土有 许多不

同于旱地土壤的物理化学现象
。

它是电化学现象特

别明显的 2 类土壤之一
。

在水稻土的化学性质中
,

以季节性干
、

湿交替所引起的氧化还原状况的变化

最为重要
。

因此
,

研究工作以氧化还原过程为 中心
.

既研究氧化还原性质的强度因素
,

更注意研究其数

量因素
。

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过去不了解的一些土

壤化学现象
,

而且还使人们认识到
,

氧化还原的意义

决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
,

主要仅限于渍水的土壤
,

实

际上只要有产生电子的条件
,

即使在通气良好的情

况下
,

氧化还原反应也是很重要的
。

由于这些研究
,

使南京土壤研究所成为公认的

世界上研究土壤氧化还原性质的 3 大中心之一
。

其

研究成果 已总结成 《水稻 土 的物理化学》 ( hP vis
c al

e h e m i s t叮 of l、 d d y 50 11。 )一书
。

在土壤学中
,

过 去还

没有这样的系统性专著
。

该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三等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2 可变电荷土壤 (红壤 )的电化学

我国南方有大面积的红壤
。

由于这类土壤中含

有大量的氧化铁和氧化铝
,

使其带有大量的可变电

荷
,

因此
,

称为可变电荷土壤
。

60 年代以后
,

国际土

壤学界认识到这类土壤具有许多不同于北欧
、

北美

的恒电荷土壤的性质
。

特别是 19 81 年国际土壤学

会召开了
“

可变电荷土壤会议
”

以后
,

对这类土壤的

研究显著增多 近十多年来
,

我国在这方面适 时地

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
,

开辟了一些新的学术领域
,

认识

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土壤化学现象
。

有关研究成果

已总结成 《可 变 电荷 土壤的 电化学 》 ( Che m ist yr of

v iar abl
。

hc
a

ger 501 15 )专著
。

这是国际上关于可变电

荷土壤的第 2 部专著
。

与第 1 部综述性专著不同
,

本 专著主要根据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
。

关于可变电荷土壤化学性质的研究
,

具有更广

泛的土壤学意义
。

它可以补充或修正现有的一些土

壤学理论
,

为综合两类土壤的特点而成的较全面的

土壤化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

3 土壤电化学方法

在 土壤学史上
,

一个新的研究方法 的建立或应

用往往有助于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

对于土壤电

化学这个新的分支学科来说
,

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更

为重要
。

该项研究根据土壤的特点
,

解决了电化学

方法应用于土壤学时 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问题
,

建

立了一系列土壤电化学方法
。

一系列新的土壤电化学方法的应用使在土壤学

中开辟 了一些新的学术领域
,

发现 了一些用一般化

学方法不能 了解的土壤化学现象
,

为进一 步阐明土

壤化学反应机理创造 了条件
,

推动 了土壤化学的发

展
。

该项成果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使土壤和水的许多

性质可以在现场测定
,

其中某些参数可 以原位连续

自动监测
,

从而使研究结果更能反映 自然条件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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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壤和水的实际情况
,

这将对土壤学和环境科学产生

重大影响
。

有关成果已总结成专著《土壤和水研究

中的电化学方法》 ( El e e

脉h e n l ie al M e ht ods
i n 50 11 an d

W a ter Res e

毗 h )
。

该专著的英文版是我国第 1 部直

接在国外出版的土壤学专著
。

该研究成果获中国科

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该项研究期间
,

已经批准和接受申请的专利 12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3项
。

所研制的电化学传感器和

仪器
,

已转交有关工厂生产
,

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

先后培养博士后 2 名
,

博士 7 名
,

硕士

9 名
。

通过该项研究
,

已经建立了一个较完整的土壤

电化学体系
。

特别是所建立的一系列土壤电化学方

法
,

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
。

有关研究人员决心继续加强研究
,

使土壤电化学这

个学科分支牢固地树立起来
,

并对促进土壤科学的

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

为提高我国土壤学的国际地位

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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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

1 9 9 9 年度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资助的前 2 0 所高等院校名单
(按资助金额排序 )

单 位 名 称 项 数 (项 ) 资助金额 (万元 )

004D3350印205000000010705020809000008070卿518126878752柳658658652姗555536516513472464453445翎41038伪77砚57455351534445423936373533323331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天津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四川大学

南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医科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综合计划局信息处 供稿 )

佃卜丹画单林解阶协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