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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女儿从南京市 34 中（现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高考被郑州大学临

床医学系录取，我随即申请从南京土壤所调动工作，与女儿一起来到了举目无亲

的河南郑州，陪她上大学。 

我是应聘郑州大学校特聘教授岗位，来到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工作的，

我来之前此学校并没有土壤有关的学科，所以举步维艰，一切从头开始。回想起

这些年在河南的工作与生活，确有一些心得，但限于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时间，一

直没有落笔写写。直到日前去土壤所参加所庆 60 周年活动，龚先生鼓励我可以

写一点东西给《五色土》与同仁们分享。我才觉得应该这样做，一是年龄渐大了，

对一些过去的事情多有怀念，二是慢慢有点空余时间了，所以现在开始下笔试试

看，如果可以的话，多写几篇，不行的话，就此打住。 

我 1999 年来到南京土壤所，师从龚子同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在土壤所学习、

工作到 2007 年 3 月离开，也有差不多 8 年的时间，期间除了海南工作和出国（境）

交流以外，主要的生活和工作是在南京、苏州、常熟、南通等苏南地区城市。来

到中原，自然和人为社会环境确有很大不同，记得我 2012 年 10 月带郑州大学研

究生到苏南考察，住在常熟站，同学们对苏南的水乡景观颇为着迷，因为鱼米之

乡的苏南与旱作农业的中原在土壤和土地利用方式上皆有很大差异，这恰恰也是

我目前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着眼点，即对比中国中、东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下，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多样性的影响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来到郑州大学以后不久，为筹办 2007 年 8 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土壤学会第十

届四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暨“耕地质量与粮食安全”学术研讨会，在当时的中国土

壤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何园球教授的介绍下，结识了几位河南省土壤学界的同行，

除了原来就认识的土壤所毕业的师兄弟武继承研究员，特别一提的是作为河南省

土壤学会秘书长的沈阿林研究员给予了我到河南工作起步阶段宝贵的支持，也是

由于土壤所的学术威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省里面主动与我联系谋求合作，先

后参与并主持了 2 项河南省重大公益项目课题研究和 1 项国际合作项目，在河南

东西南北跑了几十个县市，对当地土壤及土地利用情况慢慢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和积累，并着手与土壤所工作期间的研究做一些对比，希望能将之移植到新的工

作中并有所发现。 

回想当初刚开始在郑州大学招收研究生的时候，学生没有土壤学专业知识，

十分迷茫甚至担心，我自己知道不能乱了手脚，同时鼓励同学们认真学习、努力

工作。今天，要感谢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一些想法

得到实践，并发表了一些有意思的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也因此得到了包

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宝钢奖学金等奖励，有几个同学已毕业工作了，与他们的



同学相比，他们目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属于好的，我很开心。 

受龚先生的教育和影响，从南京到郑州，我还是尽量关注国内外有关学术活

动并力争参与其中，先后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和斯里兰卡召开的世界土壤学大会和

东亚东南亚土壤联合会会议，并出访了英国、德国等 10 余个国家；积极参加中

国土壤学会大会和土壤遥感与信息技术、发生分类和土壤地理两个专业委员会年

会，也常到土壤所拜访老师和同学，心里想通过学习不能让自己太落伍了。我知

道学无止境，虽然已经“奔六”了，但还想着能有所进取，因为无论走到哪里，都

觉得自己是从土壤所这个学术殿堂走出来的，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该不辜负这个圣

洁的金字招牌。 

 

 

 

和研究生一起考察常熟站（2012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