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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恢复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库容，保证

水库功能正常发挥，水利部近日指导黄

河水利委员会利用宁夏、内蒙古河段停

止灌溉时机，开展联合排沙调度，沙坡

头、青铜峡、海勃湾、万家寨和龙口等 5库

合计排沙 1.44 亿吨，其中库区冲刷泥沙

合计 6790万吨，水库排沙减淤效果显著。

9 月 5 日 20 时起，黄河水利委员会

联合调度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水库，

塑造 1800 立方米每秒流量（兰州水文

站）过程约 8 天，同时联动调度黄河上

中游干流的沙坡头、青铜峡、海勃湾、万

家寨、龙口等重点水库排沙运用。9 月

21 日 8 时，万家寨水库回蓄至 954 米，转

入发电运用，标志着此次联合排沙调度

运用正式结束，历时约 16 天。

为做好此次联合排沙调度工作，黄

河水利委员会按照安全可控、统筹兼顾

的原则，组织编制了《2024 年黄河上中

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方案》，滚动

监测预报上游雨水情，科学调度龙羊

峡、刘家峡水库及上游干支流重要梯级

水电站，密切跟踪重点水库排沙情况，

派出工作组前往甘肃、内蒙古重点河段

现场查勘水库调度和河道大流量过程

演进等，督促指导地方做好水库调度、

河道巡查防守等工作，有力保障了排沙

安全有序进行。

今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结束

水库排沙减淤效果显著

人物小传

张甘霖，男，1966年 8月出生于

湖北通山，现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壤

发生和土壤分类、土壤地球化学、数

字土壤制图等研究，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以及多项省部级科技奖。

■■自然之子自然之子R

本报北京 9月 23日电 （记者林丽

鹂）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充分发挥计量

技术优势，聚焦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

理，组织黄河流域九省区实施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监测检测仪器设备离子色谱

仪检定装置、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检定

装置流量参数两项国家计量比对项目，

有力保障黄河流域生态监测准确可靠，

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监测检测仪器设备主要

依靠计量标准“定标”，计量比对是保障

计量标准准确可靠的“技术体检”活动。

离子色谱仪主要用于水质、大气、土壤等

生态环境监测领域，是氟、氯、亚硝酸盐、

硝酸盐、硫酸盐等离子及离子化合物的

主要分析仪器。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作

为大气环境监测类主要计量仪器，其测

量结果准确性事关空气质量监测和评估

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环境保护和污染控

制的效果，对于公共卫生和健康保护具

有重要意义。

通过组织实施黄河流域国家计量

比对，提高相关计量标准的准确性和量

值统一性，促进区域计量测试结果互认，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计量基础。

黄河流域两项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实施
保障生态监测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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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脚下这层土壤，是地球的“皮

肤”，也是农作物扎根生长、动植物赖以

生存的基础。

今年 6 月，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揭晓。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张甘霖带领研究团队完成的“中

国土系志与高精度土壤信息网格构建

及应用”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过去 40 多年，为了发现土壤的奥

秘，张甘霖坚守在求学时选定的研究道

路上，穿梭在崇山峻岭、奔走于田间地

头，执着于自己的研究领域。

科研道路的起点，是
心中朴素的兴趣

“ 华 中 农 学 院 ，土 壤 与 农 业 化 学

专业。”

1983 年夏天，17 岁的张甘霖在高

考志愿表上填写下这个志愿。

土壤学是个什么专业？

上 初 中 时 ，张 甘 霖 在 供 销 社 的 书

架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那本名叫

《我们爱科学》的杂志里，讲了一个“糖

果换泥巴”的故事：土壤学家侯光炯有

一次从国外出差回国，给孩子带回一

袋进口糖果。他在云南昆明转机时，

看到一片树中有一棵长势特别好，便

将袋里的糖果悉数倒出，装满泥巴带

回实验室分析。

“真是怪人！”合上书，这个故事在

张甘霖的脑海中久久不散。他觉得不

可思议——糖果多好吃啊，泥巴这么重

要吗？当时的他不知道，自己有一天，

也会成为这样的“怪人”。

高中时，张甘霖尤其爱好化学课，

自学课本后面附录的土壤化学基本知

识，“原来土壤里还发生着这么复杂的

化学过程”。填报志愿时，不少同学都

选择了当时相对热门的专业，张甘霖却

从心中朴素的兴趣出发，选择了土壤学

专业。

但 他 真 正 热 爱 上 土 壤 学 这 个 专

业，还是在深入理解土壤学的内涵、意

义之后。

“ 土 壤 是 地 表 圈 层 交 互 作 用 的 产

物，土壤学也是一门交叉学科，除了土

壤学各分支学科本身，还要具备很好

的 化 学 、地 学 、生 物 学 等 相 关 学 科 基

础。”张甘霖回忆，在一次次实验分析

中，他了解到看起来黑乎乎的土壤，其

实包含地壳上几乎所有的元素，生活

着 无 数 的 微 生 物 。 土 壤 中 的 颗 粒 大

小，从微米级到厘米级都有，通过离子

交换来维持养分……

“ 了 解 到 土 壤 科 学 服 务 于 粮 食 安

全，与水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息息相

关，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张甘霖

说。本科毕业后，他又考取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以下简称“土壤所”），

继续攻读土壤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

学位，然后留所工作。

张甘霖说，我国土壤具有高度多样

性和复杂性：既有从温带到亚热带的纬

度地带性、从盆地到高原的垂直地带

性，又有西北大面积干旱区和青藏高原

隆升区……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孕育

了丰富多样的土壤类型。因此，为土壤

“画像”，对理解我们脚下的土壤来说尤

为重要。

“上世纪 50 年代起，我国科研工作

者就开始了为土壤制图的工作；80 年

代，完成了 1∶400 万土壤地图，也就是

地图上的 1 厘米相当于实际的 40 公里；

90 年 代 ，进 一 步 完 成 1∶100 万 土 壤 地

图。”张甘霖读研期间，就曾跟随导师进

行土壤分类及制图工作。

为每一类土壤制定
“身份档案”

然 而 ，对 于 精 细 化 管 理 及 利 用 土

壤，这还远远不够。

更细致的工作怎样开展？

“对土壤进行精准化管理，首先要

建立完整分类体系。植物有‘界门纲目

科属种’等分类，土壤也有土纲、土类、

土族等不同等级，土系是最基层的分类

级别。”张甘霖介绍，2001 年，我国土壤

系统分类高级单元框架已梳理形成，但

基层分类研究仍是空白，要让科研成果

应用于生产实际，分类还要“深耕”。

2008 年，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

项“我国土系调查与《中国土系志》编

制”项目正式启动。此后近 20 年间，张

甘霖牵头组织我国 26家科研院校 400多

人的科研队伍，开展土壤基层分类调查

研究。

土系调查，就是从最基本的分类单

元 着 手 ，给 土 壤 建 立 详 细 的“ 身 份 档

案”。土壤调查需要大量野外采样工

作，起早贪黑、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严

寒酷暑……

“像很多野外工作一样，土系调查

研究也要面对各种困难，东部的河网

区、南方的茂密丛林、北方的荒漠戈壁、

西南的高原，每一个区域都会给土壤调

查带来不同体验。”张甘霖这样形容调

查的场景：科研人员带着沉甸甸的设

备、工具，沿着蜿蜒的山路、隐蔽的小

路，先从山上到山下“跑个样”，根据土

壤形态特征，初步分出几种类型，然后

对每种类型分别挖土、采样。

“一般是开挖一个两三米长、一米

多宽、一米半深的土坑，通过测量、照

相，用文字详细记录下剖面的分层和每

层的土壤信息，再采集三种样品：重现

立体结构的纸盒样品、用于实验室物化

分析的袋装样品、呈现密度和容重信息

的原状样品。”张甘霖介绍，10 多年来，

团队累计行程达到 300 多万公里。

相 比 野 外 工 作 ，土 系 研 究 最 大 的

难点是建立适合我国土壤分布和利用

特点的划分标准。“早在上世纪末，我

们 就 开 始 了 代 表 性 区 域 的‘ 样 区 研

究 ’，测 试 土 系 划 分 的 原 则 与 标 准 。”

2001 年，张甘霖出版了《土系研究与制

图表达》，为后来的土系调查研究奠定

基础。为建立和完善相关标准，作为

项目负责人的他，又组织专家反复研

讨 ，并 在 多 个 省 份 进 行 实 地 验 证 ，于

2013 年正式形成我国首个土族和土系

鉴别原则与标准，为指导土系鉴别和

调查提供依据。

土壤是连续分布的，而剖面点的采

样始终是有限的，即便最密的采样，也

不可能实现 1∶1 的覆盖，因此要对土壤

的空间分布规律建立模型、实现空间预

测——这也是国际土壤学界公认的前

沿课题和挑战。

张甘霖团队发明了土壤三维空间

变异刻画与环境协变量优选新算法，以

及高精度数字土壤制图模型。“这是用实

际调研点位的土壤信息，建立大数据模

型，通过分析土壤分布规律、理解土壤变

化成因，来‘补’出未知的、难以抵达的点

位上表层及下层的土壤信息。”张甘霖

说，这也是我国首次构建的 90米分辨率

“3D 高清”国家土壤信息网格。

最终，团队调查了 5696个典型土壤

剖面，首次建立我国土壤系统分类基层

分类单元土系及土系数据库。团队出版

的 1760万字的《中国土系志》，更新了我

国土壤资源清单，成为国际上信息记录

最全面的国家级土壤基层分类档案。

调研成果有了越来
越多“用武之地”

作 为 土 系 调 查 成 果 的《中 国 土 系

志》，长什么模样？

这套丛书按省份分卷，实用性之强

就像土壤版《新华字典》。以江苏卷为

例，每一页都如同一张小档案，图文并

茂地记载了分布全省的 134 种典型土

壤类型，有名称、分布区域、重要的土壤

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包括降雨量、气候、

太阳辐射等在内的环境信息。

这本“工具书”怎样应用？

“首先，可广泛用于支撑各部门的

管理决策。”张甘霖介绍，例如，自然资

源部门借助这些指标评估耕地生产力，

生态环境部门评价污染物行为时可供

参考，水利部门使用相关内容分析土壤

侵蚀速率。

不仅如此。这一土壤系统分类专

著，可以配合 3D 高清土壤信息图，对农

业生产基层单位进行指导。

在土壤所的一台电脑上，张甘霖打

开信息图，依次选定有机质、酸碱度、营

养成分等指标，就能看到不同颜色分布

的地图，颜色越深，代表有机质或营养

成分含量越高。

“目前，土壤信息分辨率在 90 米×
90 米的尺度。如某农场要进行精细化

管理，可以将这张图放大，了解土壤肥

瘦、潜在问题、哪里要施肥、施多少肥

等。”张甘霖介绍。

眼下，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

简称“土壤三普”）正在进行。作为技术

专家组副组长，张甘霖更忙碌了。“土壤

三普重点对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

用地开展调查。”他带领团队运用土系

调查经验，为制定土壤三普的外业调

查、采样技术、土壤样品库建设等技术

规范与基础数据提供支撑。同时编写

教材、开办讲座，培养一批参与土壤三

普的技术人才。

繁 忙 的 工 作 之 余 ，张 甘 霖 还 挤 出

时间进行科普。他与同事们撰写的科

普 读 物《寂 静 的 土 壤 ：理 念·文 化·梦

想》，从“土壤的前世今生”“土壤学的

历史文化”“我们的土壤梦”3 个视角，

讲述生动的土壤故事，让公众对土壤

有了更多认识。

“在土壤分类、数字制图这样既枯燥

又耗时长，还不容易出成果的领域，张老

师找到学术兴趣与国家需求的结合点，

一钻就是 40多年。”张甘霖的学生、土壤

所助理研究员杨顺华说，这种执着的精

神，深深影响着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

上图：张甘霖（右二）在野外考察。

杨 飞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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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景区秋景迷人，吸引了众多游客。 朱红生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