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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届国际土壤学会会议概况

唐克丽 朱显漠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提 要

1 9 8 6年 8 月13 一勿 日在联邦德国的汉堡会议中心召开了第13 届 国际土壤学会会

议
,

与会代表有来自8 2个国家共 1
,

25 3人
,

提交论文 894 篇
,

大会报告了 8 篇
,

共分 4 册

出版
。

会议期间
,

学术交流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并组织代表们到荷兰
、

瑞士
、

奥

地利等国分 14 条路线进行土壤考察旅行
,

还参观了国际遥感培训中心 (I T C ) 国际

土坡资料与信息中心 (I S R IC )
。

我国实际到会代表共35 人
,

提交论文39 篇
,
在

会议上宣读了2 0篇
。

第 14 届国际土壤学会会议定于 1 9 9 。年在 日本召开
。

会后将组织代表到中国进行

土壤考察
。

第13 届国际土壤学会 (I 5 5 5 ) 会议
,

于 1 9 8 6年 8 月13 一20 日在联邦德国汉 堡 的 会 议 中 心

(C CH ) 召开
。

出席会议的代表来 自82 个国家共1
,

2 5 3人
。

联邦德国的代表最多
,

为2 18 名 ; 其

次为美国代表
,

共1 3 8名
;
其他出席会议 代表较多的国家有荷兰64 名

、

法 国62 名
、

加拿大58 名
、

日本

5 5名
,

澳大利亚 41 名
、

英国40 名
。

中国代表共3 8名
,

按人数居第 9 位
,

但实际到会代表3 5名
,

为

出席历届 国际土壤学会会议人数最多的一次
。

参加会议 的中国代表团
,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赵其国所长任团长
,

中国农业科学院刘更另副院长为副团长
。

香港也有两名代表参加会议
。

苏

联代表共17 名
, 8 4岁高龄的柯夫达院士也出席 了会议

。

大会主席 由联邦德国汉诺威大学的哈奇 (K
.

H
。

H a r七g e) 教授担任
,

汉堡大学的夏 佩 西

尔 (H
.

W
.

s c h a r p e n se e] ) 教授担任副主席
,

秘书长由国际土壤咨询与情报中心 (I S R Ic )

荷兰 的萨姆勃洛克 (W
。

G
。

s o m b r o e k ) 博士担任
。

大会于1 3 日上午九时隆重 开 幕
,

哈奇教

授 致开幕词
;
随后

,
汉堡市政府

、

联邦德国的粮食
、

农林部
、

研究技术部以及技术合作公司的主

要负责人均到会致贺词 ; 联哈 国粮农组织
、

教科文组 织
、

环境规划署以及世界银行
,

均派出重要

官员到会致词
; 汉堡大学校长与德国土壤学会主席也到会作了发言

。

当天上午n 时大会即转入学

术交流
。

一
、

会议学术交流活动

会议学术交流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有大会报告
,

有按各个分支学科委员会组 织安排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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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及墙报展出, 另外还组织了各科专题学术报告会与讨论会
,

其中有一个分支学科委员会主持

的
,

也有几个分支学科委员会联合主持的讨论会扩规模不等
。

中国代表团则以土壤技术分支学科

为中心
,

组织了题为
“
中国农业土壤集约化耕作” 的专题报告会

,

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集约化

农业的成就
。

会议期间及会议前后组 织 了土壤考察旅行
,

不仅在德国境内
,

而且还联合 了荷兰
、

瑞士
、

奥

地利等国家的土壤学会
,

在这些国家境内
,

组织了不 同路线的考察
。

会上展出了最新书刊
、

杂志及联邦德国境内的典型土壤剖面
。

各国代表向大会 自行提交的论文 (摘要) 共云94 篇
,

按分支学科 已汇编成 3 册
,

共 1 , 6 73 页
。

大会报告的 8 篇论文
,

基本上代表了各分支学科围绕会议中心议题的主题报告
,

均以全文汇编成

第 1 卷
,

共12 7页
。

以上 4 册论文集均 已发到代表手里
。

本文仅作为这次会议的初步报道
,

粗浅介绍大会的概况
、

各分支学科委员会和各专题报告会

的中心内容和 国际土壤科学发展动向
。

(一) 各分支学科委员会和大会学术交流

在开幕式上
,

大会主席哈奇教授就会议的中心议题
“土壤面临 日益强度利用与多样需求的挑

战
”

(D e m a n d s o n 5 0 115 一 in e r e a s in g in d iv e r o ity a n d in te n s ity ) 作了专门的学术报

告
。

他指出
,

该 中心议题在于强调在当今有限的土壤资源情况下
,

如何保护
、

合理利用及提高土

壤生产力的紧追性
。

大会安排的 8 个主题报告
,

基本上代表 了各分支学科委员会就中心议题的研

究成果
。

各国代表自行提交的近 9 00 篇论文
,

基本上也围绕这一 中心议题
。

这些论文报告除 全 部

汇编成册外
,

分别安排在各分支学科委员会
,

或分委员会
,

或研究小组进行学术交流
。

以 口头报

告进行交流者
,

时间控制很严
,

报告15 分钟
,

讨论 5 分钟
。

大会每天设置 了可容纳1 ,

00 0 人 以上

的两个大报告厅
,

14 个报告室
。

每个报告室可容纳10 0人以上
,

都有专人负责放 映 幻 灯 片与 投

影仪设备
。

会上设置 了大型展览厅
,

供代表展出论文成果
,

每篇报告 占2 米 宽
、

1
.

3 米 高 的 版

面
,

展出时间限 l 天
。

大会主席团对展 出的墙报进行评 选
,

最后在大会闭幕式上
,

对优秀的墙报

授奖
。

关于各分支学科论文的分类编排并不很严格
。

例如有关说明土壤可蚀性及物理性质与土壤侵

蚀的关系
,

就归入土壤物理
;
有关土地评价与侵蚀的关系

,

归入土壤技术
;
有关土壤侵蚀制图的

,

也有归入土壤发生分类与制图
。

总的看来
,

土壤肥力与植物营养的论文最多
,

近 2 00 篇
,

以 下 顺

序为土壤化学
、

土壤发生分类与制图
、

土壤物理 ⋯⋯
。

我国代表所提交的论文
,

也反映了这种趋

势
。

大会安排我国代表进行 口头报告的论文20 篇
,

墙报展出的19 篇
,

共39 篇
。

我国以单独召开专

题学术报告的形式
,

以中国主要农业 土壤集约化耕作为题
,

共宣读了 4 篇论文报告
。

(二) 专题学术报告会和论讨会

专题性学术交流会
,

是 由会议事前组 织安排的
,

其中由一个分支学科委员会主持
,

也有几 个

分支学科委员会联合主持
。

报告和论讨的问题比较集 中
,
一般反映了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实

际问题
,

或反映了新进展
、

新动向
。

论文宣读时间较充裕
,

每一个人为20 一45 分钟
,

讨论也较充

一 分
。

所遗憾的是
,

这些报告均未汇编成册
,

也没有形成书面材料交流
。

由一 个分支学科委员会主

持召开的专题报告会
,

共组织了10 个专题
,

46 篇报告
。



综合上述各项学术活动
,

总计论文报告1
,
0 3易篇

,

其中大会报告 8 篇
,

由代表宣读和 绪报 展

出的8 9 4篇
,

以上90 2篇均已汇编成论文 (摘要) 集; 另外各分支学科委员会和专业小组单独或联

合召开的专题讨论会上
,

宣读的报告合计13 6篇
。

大会在2 0 日下午闭幕
,

会上宣布了下届新选的委员会成员
,

我国赵其国同志当选为盐碱土分

委 员会的主席
。

第1 4届国际土镶学会会议定于 1 9 9 0年在 日本召开
,
会后将组织代表到中国进行土

壤考察
,

由中国土壤学会与 日本土镶学会共同负责
。

二
、

土壤考察学术活动

土壤旅行和考察
,

是进一步了解东道国土壤科学成就极好的机会
,

同时也有利于各 国在现场

开展学术交流
,

并增进了友谊
。

联邦德国土壤学会为安排土壤旅行作了大量的精细的工作
,

联合

了荷兰
、

奥地利
、

丹麦
、

瑞典和瑞士 5 个国家的土壤学会
,

共同合作为代表们精心设置 了14 条考

察路线
,

印制了每条考察路线的详细介绍即指南书
。

沿每条考察路线
,

预先都把代表性的土壤剖

面 挖 掘 了 可同时容纳 5 个人 以上观察的大坑
。

几乎在每个土壤剖面的现场
,

都安置了相应的图

件
、

图表
,

包括该剖面的基本性质的分析资料
,

微形态照片以及利用改良等一系列的研究结果
;

并且都邀请了当地的试验站
,

或研究所
,

或大学等有关的科技人员
、

教授作详细介绍
。

我们参加了安排在 8 月17 日的M 线考察
,

其范围在汉堡东北部
。

考察了定名为棕壤
、

潜育化

粽壤
、

灰化棕镶及灰化土的典型土壤剖面
、

景观及利用情况
。

会议结束后
,

自8 月21 一24 日
,

我们参加 了跨越德国与荷兰的H 线考察
。

在这 4 天时间内
,

我们不仅考察了该地区的土壤
,

特别是对沼泽土和泥炭的改 良利用 , 同时也有机会了解到
,

这些

地 区的德国人民与荷兰人民
,

曾经穿着木鞋
,

拄着木拐棍
,

使用风车与沼泽
、

积水苦斗
,

以及围

诲造田的艰难历程
。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完全是在一个从海湾中建立起来的城市
,

市 内河 道 纵

横
,

有1
,

00 。多座桥
,

还有1 ,

00 。多户的水上人家
。

在考察期间
,

我们到达了位于荷兰著名的国际遥感培训中心 (I T C) 和 国际土壤资料与信息

中心 (I S R IC)
。

后者我们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参观的
,

内容极为丰富
,

直到n 时才依依不舍地离

去
。

关于土壤考察的情况
,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作专门报道
。

现将国际主壤资料和信息中心作一简

单介绍
。

国际土壤资料和信息中心 (以下简称
“
中心

刀
或IS R IC) 是在国际土壤学会倡议下诞生的

。

荷兰政府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
,

于 1 9 6 4年正式建立了该组织
。

于1 9 8 4年前一 直称之为国际土

壤博物馆
。

该 “

中心
”
的任务

,

首先作为世界客国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土地资源记实资料汇集的中心
;

另一方面对说明土壤发生分类特征的分析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 , 世界吝 国代表性土壤情报资料的

收集和交换
,
促进土壤发生分类

、

土壤制图及土地评价的新发展
。

现该
“
中心

” 已收集了50 个国家近 7 00 个土壤整段剖面
,

正式展出近10 0个土壤剖面
,

都附有

全套的物理
、

化学
、

矿物及微形态的分析资料和照片
。

该 “
中心

” 设有土壤物理
、

主坡化学
、

土

壤矿物学及土壤微形态实验室
,

主要为分析鉴定已收集的各国的土壤剖面服务
,

同时进一 步提出

改进的分析方法及相应的仪器设备
。

例如正在编著一本 《土壤薄片鉴定手册》
。

IS R IC建立有资料库
,

其中包括世界各国代表性的土壤资料及有关的土壤 图件
,

例如
: 正在

修改补充 1 : 10 。万F A O
一

U N E S C O世界土镶图
。 “

中心
” 主要接待世界各词土城学者的参观访



问或从事土壤剖面的研究
,

并向高等院校
、

国际培训斑及学术会议等土壤工作者开放
。

我们在参

观期间摄制了部分世界代表性土壤剖面的幻灯片
。

三
、

几点体会和建议

1
、

加强组织领导
,

提高土城科学水平
。

这次是我国土壤界提供论文最多
、

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

在国际学术界已引起注意
,

但

影响不够大
。

一方面我们的土壤科学水平还有差距 , 另一方面 已有的实际经验和成果
,

没有得到

应有的总结和反映
。

仍如有关土壤侵蚀机理方面的研究
,

我们早在六十年代提 出从抗冲性和抗蚀

性两方面来研究
,

就土壤可蚀性问题有新的补充
,

可惜这篇论著因种种原因未被送往这次会议
。

中国的土壤科学是可以赶上去的
,

关键在于加 强全局观念
,

加 强组织领导
,

发挥集体力量
,

把分

散的
,

个别 的成果集中
、

提炼
、

提高; 另一方面对生产中关键问题
,

组织大协作
,

联合攻关
,

为
“七五 ”

计划作出贡献
,

从而促进我国土壤科学水平的提高
。

我们定能在14 届 国际土壤学会会议

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

2
、

努力提离外语水平
,

加强有关制图
、

摄影
、

幻灯片等技术性工作
。

参加会议的代表墓本上都能用英语宣读论文并回答问题
,

但是大部分人包括我们还不能达到

充分的表达和 自由交谈
,

既影响深入 的学术交流
,

同时也影响反映我国实有的水平
,

影响发挥和

确立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组织作用和应有的地位
。

我国的论文报告和墙报展 出的图件
、

照片
、

表

格图式等
,

制作比较粗糙
,

缺乏新颖感
,

也影响反映成果的水平
,

这是因为缺乏配套 的 技 术 力

量
。

我们深有体会
,

往往一篇论文的完成
,

从考察
、

采样
、

分析
、

制图
、

编写
,

甚至打印
、

装订

等许多非科研性的活动全 由作者一个人去完成
,

疲于奔命
,

结果难于提出引人注意的
、

全面高质

量 的论文
。

3
、

高嘴远暇
,

大力扶持中* 年科技力t
,

扶持薄弱学科
,

发挥我国土滚科学的特点和 特 长
。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
,

年龄多在50 岁以上
,

60 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
。

加强培养和扶持中

青年土壤科学工作者 已成为当务之急
。

我国南方土壤的精耕细作和 高生产力
,

为世界所瞩 目
,

在这次会上 中国土壤学会组织了专题

报告
。

但是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和防治
,

体现了我国土壤学的特点
,

也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
,

而

且紧密结合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

却没有组织专题报告
,

很可能是疏忽
,

也可能是理解不 同
。

通

过我们在会上临时布设的黄土高原土地整治图件集的展 出
,

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
,

弥补了一些损

失
。

我 国微土壤学的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进展
,

但在这次会议上未能反映
。

今后还需要重点扶持

和宣传这一类的薄弱学科
,

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

这次国际会议体现了土壤科学结合生产实际的生命力
。

我国的
“四化”

建设
、 “七五 ”

计划
,

为土壤科学的发展 提 供了最广阔的用武之地
。

作为土壤科学工作者
,

不仅要密切联系当前生产

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而且要看得更深一 点
、

更远一 点
。

只有这样
,

才能摆脱面于
“
当前

”
的

被动局面
,

发挥强大的
、

持久的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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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T R AC T

T h e 13 th C o n g r e s s o f In te r n a tio n a l 5 0 11 S c ie n e e S o e ie ty w a s e o n v e n e d in

H a m b u r g / 5 C o n fe r e n e e C e n t r e o f th e F e d e r a ] R eP u b lie o f G e r m a n y o n A u -

g u s t 1 3一2 0 , 19 8 6
.

1 , 2 5 3 r e p r e s e n 七a tiv e s fr o m 8 2 e o u n tr ie s , a七te n d e d th e C o n -

g r e s s a n d o ffe r e d 8 9 4 P aP e r s
。

8 Pie e e s o f 七h e PaP e r s w e r e r eP o r 七e in th e

C o n g r e s s
。

A ll th e Pa Pe r s h a d b e e n p u b lish e d in 4 v o ]u m e。。 D u r in g th e

C o n g r e s s ,
th e e o n t e n t o f a e a d e m ie e x e h a n g e w a s a b u n d a n 七 a n d its f o r m

‘

d iv e r s e
。

M e a n w h ile
,
th e r eP r e s e n ta七iv e s w e r e o r g a n iz e d t o 9 0 t o H o lla n d

,

S w iz e r la n d a n d A u s tr ia
, e te

.

七0 m a k e a jo u r n ey a lo n g 1 4 r o u 七e s fo r s o il in
-

v e s tig a tio n
.

T h e y a ls o v is ite d In te r n a tio n a l T r a in in g C e n tr e a n d In 七e r n a -

tio n a l 5 0 11 R e s o u r e e a n d In fo r m a tio n C e n tr e
.

3 5 C h in e se r eP r e s e n ta七iv e s a t -

七e n d e d 七h e C o n g r e s s a n d s u b m i七七e d 3 9 Pa Pe r s , 2 0 Pie e e o f th e m w e r e r eP o r te d

a 七 th e S e s s io n
。

T h e 1 4 th C o n g r e s s o f In t e r n a tio n a l 5 0 11 S e ie n e e S o e ie ty w ill b e h e ld in

J a Pa n in 1 9 9 0
。

F o llo w in g th e C o n g r e s s , Pa r t o f th e r eP r e s e n ta tiv e s w il】

a r r iv e in o u r e o u n tr y t o in v e s tig a te 七h e Ch in e s e 5 0 11
。

整g。空移。空公。里盯。整g”。苦卜盆彻。

1
、

本刊第 4 期报道的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的副秘书长
,

更改为高博文 同志 一 人
,

其

余均为常务理事 ;

同期
“长江流域外动力地质现象发育规律初探

”
文中

,

付印时删去了图 1 ,

同期第49 页最末一行应是第48 页开头一行
。

、、

Q‘od

矛续镇镇镇续慈圣镇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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