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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土壤學會第十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九屆海峽兩岸土壤肥料學術

交流研討會於民國 101 年 08 月 20 日至 23 日在中國大陸四川省成都市舉辦，由

中國土壤學會主辦，四川省土壤肥料學會、重慶市土壤學會、四川省農業廳、四

川農業大學、四川省農業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承辦。

本次參會代表 1700 餘人，其中來自台灣的代表 30 餘人，共設有 13 個分會場。

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帶來了 260 多個（次）學術報告，大會規模為歷屆之最。

本屆研討會討論主題為土壤科學與農業及生態環境相關之綜合性學術研討會。此

次大會主題為“面向未來的土壤科學”，重點討論議題有：土壤資源合理開發與永

續利用、土壤障礙的形成過程與調控、土壤污染過程與污染土壤修復、土壤肥力

提升與養分高效利用、土壤圈物質循環與生態環境效應、土壤高強度利用與全球

變化、持續優質高產農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在 22 個專題學術報告會上，來

自全國各地 270 多位專家學者分別作了相關專題報告。活動方式包括大會專題報

告、專題口頭論文報告、專題璧報論文報告、及相關科技著作及成果之展覽等。

討論內容主要包括: (1)土壤物理、(2)土壤化學、(3 植物營養、(4)土壤生物和微

生物、(5)土壤肥力與施肥、(6)土壤侵蝕與水土保持(7)土壤與環境和土地資源合

理利用等。會後安排一天鹽亭紫色土農業生態試驗站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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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海峽兩岸土壤肥料學會交流研討會係每 2 年舉辦一次，一次在臺灣舉辦，一

次在大陸舉辦，分別由臺灣的土壤肥料學會與大陸的中國土壤學會主辦，每屆都

組團進行互訪，以促進海峽兩岸土壤科學之學術交流及進展。 

 

二、過程 

    中國土壤學會第十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九屆海峽兩岸土壤肥料學術

交流研討會於民國 101 年 8 月 20 日至 22 日在中國大陸四川省成都市舉辦，由

中國土壤學會主辦，四川省土壤肥料學會、重慶市土壤學會、四川省農業廳、四

川農業大學、四川省農業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承辦。

8 月 20 日辦理報到，當天晚上即開始研究生土壤生態專題報告與研討會，8 月

21 日至 22 日舉行兩天研討會。會後安排多項野外參訪路線，台灣團則參加兩天

鹽亭紫色土農業生態試驗站之考察。 

 

本次參會代表 1700 餘人，其中來自台灣的代表 18 人，共設有 13 個分會場。

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帶來了 260 多個（次）學術報告。本屆研討會討論主題為

土壤科學與農業及生態環境相關之綜合性學術研討會。此次大會主題為“面向未

來的土壤科學”，重點討論議題有：土壤資源合理開發與永續利用、土壤障礙的

形成過程與調控、土壤污染過程與污染土壤修復、土壤肥力提升與養分高效利

用、土壤圈物質循環與生態環境效應、土壤高強度利用與全球變化、持續優質高

產農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在 22 個專題學術報告會上，來自全國各地 270 多

位專家學者分別作了相關專題報告。活動方式包括大會專題報告、專題口頭論文

報告、專題璧報論文報告、及相關科技著作及成果之展覽等。討論內容主要包括: 

(1)土壤物理、(2)土壤化學、（3）植物營養、(4)土壤生物和微生物、(5)土壤肥力

與施肥、(6)土壤侵蝕與水土保持(7)土壤與環境和土地資源合理利用等。 

 

(一)會議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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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會學術報告(8 月 21 日 10:20-12:00)  

中國土壤學會第十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學術報告： 

（1）國際土壤科學的新發展  

（2）高產高校現代農業發展道路探索與實踐  

（3）以自動壓力過濾裝置分離環境奈米例子並以傳統及同步輻射 X- 

      光衍射儀鑑定之  

（4）四川土壤質量時空演變研究  

（5）若干土壤瓶頸性科學問題與突破機遇 

 

2.第九屆海峽兩岸土壤肥料科學交流研討會學術報告 

（1）中國土壤環境管理支撐技術體系研究  

（2）不同品質水稻根部鐵模形成及其對鐵、磷與砷吸收之影響  

（3）數字土壤成圖方法研究發展及其對農業資源環境科學的影響  

（4）微生物肥料的施用目的及要領  

（5）土壤生態調控技術研究及應用 

（6）應用遙測與數據勘測技術辨識土壤限制因子 

（7）從地下尋找持續發展:新時代土壤學發展的契機 

（8）經十三年水旱田耕作土壤中碳之累積與轉變 

（9）土壤電場中帶電體互相作用的量子藕合-土壤宏觀現象發生的本質 

（10）以舊數據庫與數字土壤圖估算農地土壤碳存量 

（11）多因素作用下的華南熱帶土壤發生過程與特徵 

（12）不同製程的廚餘堆肥之特性 

（13）水稻土微生物學的研究現況與展望 

 

3.專題學術報告分組 

(1)研究生土壤生態專題報告與討論會 

(2)中國土壤環境科學、技術與管理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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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化學與農業、生態和環境可持續發展 

(4)培肥土壤提高肥料利用率 

(5)土壤生物訊息、生物資源與生物技術 

(6)土壤生態與土壤健康管理 

(7)土壤侵蝕與生態環境重建 

(8)鹽漬土資源可持續利用與優化管理 

(9)土壤物理過程及其生產力和生態環境效應 

(10)植物營養在作物高產高效與榖食安全中的作用 

(11)土壤時空變異與表徵 

(12)土壤資源可持續利用中的土壤搖感與訊息技術 

(13)紫色土坡耕地改良與水土保持技術 

 

（二）國際土壤科學的新發展 

1.大陸未來土壤科學發展，以七個方面進行，並選擇在不同生態區(結合 CEREN

試驗站)進行研究： 

（1）土壤發育與土壤訊息 

研究關鍵帶土壤演化速率，以地學定年為基礎的古土壤與環境演變以及近

代人為活動的土壤學紀錄；深入研究以基層分類為主要內容的土壤系統分類，以

國際上統一分類為尋向的開展分類參比研究；研究土壤遙感與信息技術中土壤

學、農學、地學等的機理，構建標準光譜庫，土壤遙感圖像處理與自動分類技術，

多元、多維複合分析的智能化處理，以及新型 X 感器數據分析處理技術；土壤

術字制圖和土壤數據庫的數據標準化，發展"3S"一體化技術。 

 

（2）土壤資源和土壤質量的演變 

研究關鍵帶自然作用和人為活動影響下土壤侵蝕的形成過程，機理及其影

響機制；典型區侵蝕產沙原型觀測，跨尺度的土壤侵蝕評價系統理論與預測模

型；土壤侵蝕研究方法的綜合集成及逕流-泥沙(土)-面源污染物互相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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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基於宏觀區域參數的土壤侵蝕模型；鹽漬土土壤質量演變的規律與機制；鹽

漬土演變與土壤鹽漬化的高效評估；鹽漬化的發生與防控機理；鹽漬土資源的修

復理論與技術。 

 

（3）土壤性質與多界面過程 

研究關鍵帶土壤物理過程及化學、生物過程的耦合遷移，建立土壤基本特

性與土壤水、鹽、能量的定量關係；研究關鍵帶土壤水-鹽-肥耦合調控的機理和

模擬，不同耕作制度和管理措施下土壤特性和生物物理過程的演變機制及調控管

理；研究土壤膠體的結構、亞結構及特性，以及奈米相界面反應和奈米顆粒相互

作用的機理；開展奈米微域中土壤固定、液體流的動態監測，研製相應的非均質

體系模型；土壤組分與有機物/微生物作用的界面過程分子機制及分子模擬；土

壤生物對非生物組分的影響機制和土壤結構穩定性機制；土壤礦物表面鐵循環與

物質轉化的話學過程，生物起源的礦物形成過程、機制及其在污染物遷移和可溶

性中的作用。 

 

（4）土壤分子生物學與蛋白組學 

以關鍵帶土壤微生物群落為研究對象，採先進的分子生物學手段，構建土

壤微生物環境基因組學和蛋白組學庫；研究土壤生物代謝過程及其影響因素和產

物，生物氧化作用形成炭黑生物化學過程與機理，土壤生物氧化還原過程及其作

用機制等；極端環境、微域空間與根際界面土壤生物驅動過程、互作方式及其調

節機制研究；複雜群落及食物網水平土壤生物相互作用及其生態功能。 

 

（5）土壤養分、肥力與生產力 

研究關鍵帶農田生態系統內有機質轉化途徑及其關鍵生物群落與功能及調

控機制；土壤有機質提高對高生產力條件下生態系統穩定性的影響機制；土壤根

際過程與養分資源高效利用機制，主要包括作物根系誘尋養分活化過程及其分子

機制，根際微生物與根際養分轉化過程，根系與水分養分時空偶合的作物根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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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調控機制；高生產力條件下養分資源綜合管理理論與技術，土壤肥力的演變規

律與評價體系，不同生態區域土壤肥力的演變規律與主要驅動因子及機制；研究

土壤有機碳偶合條件下，氮、磷在土、水界面生物學過程及其機制，土壤碳氮共

濟的關鍵生物過程、制約條件及潛力。 

 

（6）南方丘陵區典型退化生態系統關鍵帶中水分-土壤-生物的耦合過程、規域

與調控原理 

典型紅壤退化生態系統關鍵帶分區特徵和影響因素；典型紅壤退化生態系統

關鍵帶水分-養分-污染物遷移轉化的時空變異規則與主控因素；典型紅壤退化生

態系統中不同管理措施對關鍵帶水分-元素-生物耦合過程的影響效應與機制；關

鍵帶水分-元素-生物偶合過程的空間模型構建與檢驗；流域尺度上退化紅壤生態

系統綜合調控原理與修復效應評價方法。 

 

（7）土壤污染過程、控制修復和風險管理 

從微觀尺度上研究關鍵帶土壤界面污染物理、化學反應、傳輸、遷移和分

配過程等；借助徒步輻射等現代奈米空間尺度譜技術，對土壤界面相關吸附解

析、殘留降解、遷移轉化等物質循環過程進行原位動態監測；研究污染物在土壤

膠體-土壤溶液-生物界面的化學和物理形態及分布、跨膜傳輸、化學態分布及亞

細胞分配等過程；研究根圈土壤中土壤組分-生物-污染物的交互作用機制，污染

物的實時生物降解機理等；研究酸化、次升鹽漬化與污染物共存的複合障礙形成

機制、修復原理與方法，研究新型污染物生態效應以及土壤修復基準及修復後評

估。 

 

2.當前地球科學的發展的特點: 

（1）時間與空間特性的跨度更大 

（2）數量與質量(定量與定性)的顯著度更明顯 

（3）宏觀與微觀的結合更加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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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科的交流與結合更突出 

（5）資源與環境的管理、規劃及及修復更統一 

（6）科學研發面臨的農業環境、民生健康安全任務更加緊迫 

 

3.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1）當前中國土壤科學及土壤資源環境學，究竟有哪些核心研究問題？應如何

創新研究與發展？ 

（2）"關鍵帶"將來是否可成為現代土壤科學發展的理論研發方向？我國土壤學

是否可通過"關鍵帶"研究提升我國當代土壤科學的研究水平？ 

（3）"土壤圈層及其界面"研究，是否可以"關鍵帶"的研究相結合？這樣是否會

更加突出全球區域土壤科學發展的水平與特點？ 

 

（三）高產高效現代農業發展道路探索與實踐 

大陸農業發展走過了一條高投入、高資源環境代價的道路，資源投入持續

增加、產量徘徊、產率下降、環境問題突顯；作物高產與環境保護的關係問題是

國際上最關注的熱點，高產高效成為重大科學命題，持續增產是否只能依賴于水

肥資源的大量投入？作物高產與資源高效是否能夠同時實現？通過作物管理，提

高產量；通過根層管理，支撐高群體，提高養分效率。 

 

1.根據過程與調控原理的應用 

    以根層調控為核心的養分資源綜合管理理論與技術:充分發揮根系的潛力，

提高土壤養分的生物有效性，實現養分供需的時空一致性，將根層土壤養分調控

在既能滿足作物高產需求，又不至於過量造成環境汙染的範圍內。同時實現作物

高產與養分高效(雙高)的三步走戰略: 

 （1）節肥 30%，增產增效 10%左右 

 （2）增產 10-15%，增效 20% 

 （3）產量和效率同時提高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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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大陸養分資源綜合管理協作網(CNNM)建立了小麥/玉米、水稻、蔬菜、蘋

果、綿花、水/旱耕作、菸草、油菜、熱帶亞熱帶果樹、間套作等 12 個作物體系

的養分資源綜合管理技術體系，並進行了一定規模的驗證(754 個田間試驗)和示

範(1028 個示範試驗)。 

 

3.同時提高作物產量和養分利用效率的理論與途徑:偽調氣候因子，構建理想群

體，協調花後物質生產與分配，實現作物高產；同步根層水肥供應與高產作物需

求，實現資源高效；提高土壤基礎生產理，增強抗逆能力和緩衝性，穩定時限作

物高產高效。 

 

4.現代農業發展的基本路徑:土地空間協同調控整理；生態村圓體系建設；耕地質

量建設與保護；糧經、畜禽現代產業發展；循環農業示範工程建設；市場、物流

及訊息支撐體系建設。 

 

（四）若干土壤瓶頸性科學問題與突破機遇 

1.突破機遇：原創性研究 

  科學認知的基本範疇 

（1）譜適法則：機械原理(動力學模型) 

（2）基本內涵：時間、空間、物質、構造、運動 

（3）方法論：量度(量化) 

（4）延伸：功能(農業/環境) 

      構造(Structure)：物質的空間組合方式(結構) 

      運動：作用和轉化過程(運動學 Dynamies) 

            作用和轉化方式(機理 Mechanisms) 

            機械模型(動力學模型) 

            動力學與機理的統一(數量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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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科學的認知現狀與突破方向 

 認知現況 突破方向 

礦物、有機質 明確  物質 

生物 抽象 種群結構、過程動力學與機理和功能 

結構  形態描述 形成機理 

動力學 不確定 運動 

機理 推理 

關鍵過程定量模型 

突破點：量化方法、新觀點、新理論、新模型 

 

2.如何系統地科學認知土壤生物？ 

(定量表達) 

層次 組成 過程    

動力學 

機理 模型 功能 

個體 有限 不確定 不可 不可 不可 

種類 有限 特定 特定 不可 特定 

多樣性 不確定 間接 間接 間接 特定 

 

3.土壤微生物生物量概念 

  構成(整體)：可測定 

  整體的作用過程；可定量 

  模型：可賦予動力學參數(如 CNP 轉化) 

  功能：體現整體性 

  缺陷：忽視生物之間的關係；不可體現特定生物種群的作用機理與功能(如溫

室氣體產生、毒物質降解等) 

 

4."土壤生物系統概念"的科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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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論點：土壤生物的組成，功能是各類生物之間的協調或和制約的結果 

   基本內涵：種類(根系、土壤動物、微生物)和整體相統一 

過程：特定種群和整體的作用 

機理：包括各生物的特定作用、生物種類之間的關係(食物鏈、協調、抵抗)、

功能、調控          

模型：特定作用過程(如溫室氣體產生、毒物質降解等)、整體過程(如 CNPS

循環等)均可 

 

5.關鍵科學問題(突破機遇) 

 （1）土壤生物種群和整體(生物量)層次的系統剖析 

 （2）土壤生物種群的關聯途徑(食物鏈、協調與抵抗方式與途徑) 

 （3）土壤碳氮磷循環是土壤科學的核心之一(認知範疇的全面性和功能的重要

性) 

 （4）循環過程動力學的系統定量；模型(基於實測參數的動力學模型) 

 （5）土壤結構形成機制(土壤重組) 

 

（五）個人研討會報告摘要 

題目：不同土壤與作物系統之氮素淋洗 

為探討不同作物系統農地施用氮肥對氮素汙染地下水之潛量評

估，本研究在已建立之農業生態系長期研究站，以非破壞性田間滲透計

進行田間滲透監測，並收集分析表土以下一公尺深之滲透水，了解在不

同作物系統、不同施肥量下之氮素淋洗量。台灣水田的氮肥利用率均低

於 50%，旱田更低，蔬菜田甚至只有 11%。施用氮肥來不及為作物吸

收時，在土壤轉化成 NO3-N，淋洗至地下水，不僅汙染水源，更影響

人體健康。肥料之施用難免伴隨養分要素之流失或逸散損失，尤以不當

之施肥(過量或不良的施肥)所致為最。而氮素淋洗至地下水經一段時間

之淋洗過程，於多年後才由地下水硝酸態呈現出來，所以了解農田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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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循環與其汙染地下水之累積潛量，為日後汙染預防重要課題。農田氮

素循環機制甚為複雜，主要包括氮肥施用後被作物吸收、與有機物結

合、生物固定、脫氮損失、淋洗及逕流。其中有關氮素流失量則受氣候、

氮肥型態與施用量、土壤特性、作物種類和品種、土地管理、灌溉及植

被影響。本研究之目的係在三處農業長期生態研究站，埋設現地非破壞

土體之滲透量量測器，探討不同作物制度、氣候條件、土壤特性與肥料

用量對地下水氮素汙染之可能性與潛量評估，提供未來評估農田氮肥施

用對硝酸態氮汙染地下水之潛量參考。 

 

三、心得及建議 

1. 本次交流研討會參予人數眾多，已達以往歷屆之最，其主題涵蓋範圍廣

泛，除了土壤科學與農業及生態環境相關之綜合性學術研討外，更包

括未來、國際的土壤科學，藉由參與會議的發表與討論，可以了解海

峽兩岸土壤科學的新發展，此外更藉著此次研討會與對岸同領域的專

家學者一同交流、提出新議題，都讓人獲益良多。 

2. 大陸土壤學會每四年舉辦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每次會中均會提出「土壤

科學的新發展」，一方面是檢討近年來可改善的缺失，更著重於未來土

壤科學的走向，我國土壤肥料學會則無此階段性研究檢討與領航，值

得參考。 

3. 此次會議中研究生也占有一定比例，會場中也可看到對岸許多學子參

與，類似的研討會應鼓勵並贊助年輕學子參加，藉此可接受更多的刺

激、拓寬國際視野，更有助於長期在學術上的發展。 

4. 大陸的中國科學院與農業科學院均是研究單位，但也接受研究生進駐研

究，兩院的研究人員亦可與學校的教授共同指導研究生，使學校與研

究機關人才培訓與資源分享相輔相成。我國內研究機構應增加研究生

的人數，一來可讓研究生多累積經驗，對研究內容更加深入，二來也

可減少人員、資源的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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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陸每五年即會針對國內的需要，規劃下一階段之研發重點，目前已進

入十二五（即第十二個五年），其中十二個湖泊的營養鹽防範計畫即是

十一五的一項重點計畫，在這次的研討會上亦發表此大型計畫的研發

成果。此種階段性政策計畫之規劃與執行，值得我國參考。 

6.  大陸共有 36 個長期生態研究站，其中有 16 個農業生態研究站，各站

均是針對營地農業問題進行長期試驗，以期生態系永續發展，在這次

交流會過程中也特地參觀當地的鹽亭生態試驗站，其中展現了研究與

當地產業結合完美的詮釋。在這次研討會中聽到許多土壤相關領域研

究專家學者的報告，內容與觀念有助於未來研究思維上的參考，另外

也藉此機會與對岸學者進行學術交流，並可評估未來學術合作上的可

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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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錄二：照片 

 
圖一：交流研討會會場入口(金牛賓館禮堂) 



18 
 

 
圖二：開幕式 
 
 

 
圖三：會場海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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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交流研討會場地 
 
 

 
圖五：鹽亭紫土生態試驗站水旱輪作長期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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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鹽亭紫土生態試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