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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研究机构与土壤科学研究进展

李比希大学土攘和 土攘保持研究所及其科学研究现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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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的研究所既是一个教学机构
,

又承担着各类研究项 目
。

吉森李比希大学土壤和土

壤保持研究所是李比希大学农学系下属的一个教学科研 机构 其人员结构
、

组织管理方式
、

科

研运行机制等在欧洲具有普遍性
。

它的主要研究方向有 土壤养分
、

土壤物理
、

土壤化学 及水土

保持和环境保护
,

在欧洲
,

特别是在德国的土壤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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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森李比希大学土壤和土壤保持研究所是李 比希大学农学系下属的一个教学科研机构
。

本研

究所以从事土壤学和土壤保持研究的教授为核心
,

以大的科学研究项 目为支撑
,

进行有关土壤学中

的土壤养分
,

土壤物理
,

土壤化学以及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人材培养
.
其研究

动态和结果直接由教授在教学中反映给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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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所人员组成和管理机构

(一)人员组成

目前
,

本研究所有所长 1 名(教授)
,

教授 3 人 (其中 C
;1人

,

C

3
2 人 )

,

高级实验师 (高级工程师 )

2 人
,

讲师 1 人
。

固定实验技术员 7 人
,

合同制实验技术员 2 人
。

秘书 2 人
,

教授秘书 3 人
,

维修管理

工 1 人
,

后勤卫生人员 3 人
。

(二)管理结构

研究所的教授是大学授课的主要力量
,

教授的任务除了完成所规定的教学工作外
,

主要是 申

请
、

组织和管理科研项 目
,

培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所一般不分处室
,

研究工作的开 展以教授主持开展

的研究项 目为单元
。

教授的科研任务主要 由其所指导的博士生完成
,

有时一部分也可 由大学毕业生

在做大学毕业论文时完成
。

每个教授根据其项 目大小和经 费多少招生的博士研究生人数不等
。

在

研究项目进行 中
,

具体实验工作可由招聘的大学毕业生和助手来做
,

假期中在校大学生也可在研究

所做临时帮工
,

以协助博士研究生完成大量的具体实验工作
。

博士生的助学金可以从教授项 目中得

到
,

也可通过其它途径获得
。

属于某一研究项 目工作的其它人员一般都从该项 目经 费中得到资助
。

高级实验师或高级工程师的任务是管理研究所的研究设备
,

仪器和实验室的实验技术人员
.
安

排每周的工作
,

按照各科研项 目的要求和研究所的计划购置实验仪器设备
。

他们还负责仪器设 备的

维修联系
,

日常技术管理
,

实验设施
、

药品等的计划
,

学生实习的安排
、

讲解等
,

还可主持某些研究项

目
,

保证研究所的正常运转及教授科研项 目的正常开展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

实验技术员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各个方面来的分析任务
,

他们分为大学固定位子和 5年 合同位

子
。

有固定位子的人可长期在该研究所工作
,

合同制人员在合同满后必须离开
,

一般不可延长
。

实

验技术员几乎每人都管理 1 至 2 个大型仪器
,

在这方面他们都接受过专门培训
,

除了 自己操作以

外
,

还要指导其它人员的操作
。

在德国研究所做实验
,

一般无人代替操作
,

需要做某项分析的人员
,

只需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学会操作
,

然后 自己动手
。

秘书分所 内秘书和教授秘书
,

所秘书主要是处理所内的 日常事务
,

教授秘书处理教授的 日常事

务
。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一般都另找工作位子
,

有些按其研究项 目需要和项 目所具有的经费可继续

他的研究工作
,

作为教授的研究助理
,

但最长在同一研究所工作不能超过 5 年
。

研究所所有的仪器

设备
,

研究设施归研究所所有
,

各研究项 目在工作中对仪器设备的利用其花费可有不 同的结算方

式
。

二
、

科研运行机制

(一)科研经费来源

经费来源大致有三个渠道
。

1

.

大学经费
。

这部分经费为固定经费
。

大学根据研究所教授和其它固定人员的位子每年拨给

一定的固定经费
,

用于维持该研究所人员的 日常办公及研究所的正常运转
。

( 工资是另一专门部

分)
。

2

.

研究经费
。

研究经费可来源于国家
.
州基金会及企业

,

许多大型企业设有基金或资助某一研

究的经费
,

这主要靠教授申请和争取
。

一个研究所的兴衰主要取决于教授的能力
,

也就是研究经费

的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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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专项经费

。

主要指用于研究所建设
,

修缮
,

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
、

维修等费用
。

这部分经 费的

争取
,

也是依赖于教授所主持的研究项目的大小及仪器设备购置的必要性
。

专项经费一部分来 自大

学
,

一部分来 自公司
、

企业等
。

(二)研究经费的管理和支付

由于教授是研究项 目的主持者
,

在经费的管理和支付上他有绝对的 自主权
。

教授一方面要负责

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研究论文
,

另一方面又要对给钱的单位负责
。

所以在人员的选择配 备和经 费的

使用上教授起着决定的作用
。

( 三 )科研成果及验收

基础性研究主要 以论文
、

论著或学术报告会的形式进行研究结果的交流
、

汇报
。

延续多年的项

目
,

每半年或按季度写出阶段报告
,

年终要做总结报告
,

在此
,

每个从事某一单项内容研究的人员要

写出报告
,

然后要由教授汇总
。

应用性研究
,

要提出可行性建议和实施措施
,

或技术革新方案
。

三
、

农业现状与土壤学研究发展方向

联邦德国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

有人口 约 7 300 万
,

土地面积 35 万多 k m
Z ,

主要 以出 口高

技术产品和汽车为主
。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德国的农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

大批农民转 入工业和

服务性行业
。

目前
,

只有就业人 口 中的 5% 的人从事农业生产
,

农业生产 已全面实行机械化
,

所以
.

德国的粮食已是 自给有余
,

而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畜牧业产品
,

如奶
、

蛋已明显过剩
。

德国农业今天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
.
农产品

,

特别是奶制品生产过剩
;2
.
由于工业的高度发展

,

造成环境污染
.
形

成严重的酸雨危害
;3
.
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污染

;4
.
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造成土壤结

构的严重破坏
。

由此
,

国家对农业目前实行保护发展和补帖的政策
,

规定每年要有一定量面积的土

地限制种植而让其休闲
,

农 民的收入损失由国家补给
。

国家认为
,

农业除了食品生产以外还负有其

它使命
,

在现代化工业社会 中农业的任务是
:(l) 自然资源 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的保护

;

(2) 保护并维护生态平衡的环境
,

以用于生活闲暇和休养的空间
;(3) 为工业提供农业原料

。

因此
,

农

业科学研究的方向已不是追求高产
,

而是要寻求高质量的产品
。

人们的生活需要已向农业提出了高

的要求
,

即要创造一个健康的
,

高质量的生存环境
。

土壤科学领域
,

其研究的方向已从过去的单纯的土地利用转向土地保护利用
,

农业生态环境的

保护及与之相关联的人类生活环境的保护已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

他们目前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

有
:
水源保护区的专业技术及农业土壤学研究

;
氮肥施用后硝态氮的流失及其对地下水

、

饮用水源

污染状况的研究
;土地休闲过程中生态因素变化研究

;施肥
、

杀虫剂
、

除草剂对土壤产生的有害作用

的研究
;
大型农业机械对土壤结构破坏的研究

;不同耕作方式
、

栽培措施对土壤肥力和养分 的影响
。

除此之外
,

矿区土地恢复及再利用
,

机场附近土壤及河流污染状况调查
,

有机垃圾的堆腐及腐殖化

过程的研究也是他们土壤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

另外
,

他们还与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合作
,

研究热带与亚热带地区的土壤 问题
,

干旱地 区的水土

保持及盐碱地治理问题等
。

由以上德国所开展的研究项 目可 以看出
:
农业与土壤学领域研究的方向 已转向以环境保护为

重点
,

以适应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带来的新的形势和人们对农业提 出的更高的要求
,

这对于我国土

壤科学家来说
,

在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

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借鉴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