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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农业生物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的分支学科）的内涵，并提出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

生物地球化学营养工程模式。该工程的实施对于发展 21 世纪的富素绿色有机农业、富素绿色有机

食品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促进农业经济产业化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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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关文献报道，前苏联 Б.И.维尔纳德茨

基
［1］

于20 世纪 20  ～40 年代创立了生物地球化学新

学科，并把生物地球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农业生

产中，即开展微量元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研究；
1950 年召开全苏联第一次微量元素在农业生产中

应用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动植物生活中

的微量元素》［2］，为开展微量元素在生命科学中的

应用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国于20 世纪 50 年代末，曾邀请苏联学者前

来讲学，作了许多有关生物地球化学方面的讲座，也

开展过关于微量元素应用于农作物和畜禽的实验研

究，如利用微量元素浸种、拌种、施肥、叶面喷施以及

作为饲料添加剂等，均取得不少成果。70 年代以来

又广泛开展稀土元素农用的实验研究
［3 ～5 ］

，但均以

提高产量为目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微量元素在生命科学、医学和

食品科学等领域广泛应用，发展极为迅速。在 20 世

纪60  ～90 年代期间，美国、德国①和我国［6 ～8 ］分别使

用氨基酸—微量元素螯合剂作为叶面喷施剂和饲料

添加剂，对于提高农作物和禽畜产量及改善品种质

量起着重大作用。

我国利用微量元素优化家禽（禽蛋）、畜禽鱼

类、蔬菜、茶叶、果树等的报道也越来越多，且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9 ～17 ］

，这标志着我国的生物地球化学在

生命科学中的应用研究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有这些工作为当今我们进一步开展农业生物地球

化学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和打下良好基础。

近几年来，我们在编著《生物地球化学》
［18］

一书

过程中，根据科学分类学的基本原理（即自然界中

存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生物物质存在光学

活性的原理）将地球化学学科分为无机地球化学和

生物地球化学两大学科（图 1）。并将前人已创立

70 多年的生物地球化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分成 5

个部分，即生物无机地球化学、生物有机地球化学、

微生物地球化学、原生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和次生环

境生物地球化学。次生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包括两个

研究方向：一是通常所指的环境科学即研究人类活

动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或人类活动引起的水、土、

大气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最后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甚

至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研究方向是本文提出

的农业生物地球化学。上述两个学科、两个研究方

向，都以力求达到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和提高人类健

康水平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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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

无机地球化学

（传统地球化学）

生物地球化学

1 ．生物无机地球化学

2 ．生物有机地球化学

3 ．微生物地球化学
4 ．环境生物地球化学

　 A ．原生环境生物地球化学

　 B ．次生环境生物地球化学

　　 a ．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学

　　 b ．农业生物地球化学

图 1　地球化学学科的分类体系

 Fig ．1　 Classified  system  of the geochem  icals  ciences 

　　农业生物地球化学是生物地球化学的分支学

科，是一门研究农业生物体的元素与其生态环境之

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也是农业科学、食品科学和医学

相交叉的学科。它通过基岩—风化壳—土壤—农作

物—畜禽—人类食物链中元素循环的规律和提高农

产品及其制品（食品）的微营养元素含量，作为主要

研究内容，并应用本学科的研究手段———“生物地

球化学营养工程”
［19］

生物转化技术进行人工优化农

作物品种，令农产品提高人体必需的有机态微营养

元素的含量，从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显然，根据上述学科的从属关系和通过下述农

业科学发展史的分析，充分表明农业生物地球化学

是生物地球化学和农业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

一门可持续性发展的学科。

1　研究内容［5，18  ～23 ］

1.1　概述

农业生物地球化学根据生物地球化学的基本原

理，研究各地区大农业背景中的地球化学因素和生

物地球化学作用过程对大农业的影响和制约，并且

运用这些规律的同时，对各大农业区作区划布局，对

农作物品种中营养素含量水平的评价和开展品种的

人工优化。所谓大农业系指广义的农业，即农、林、

牧、副、渔；所谓大农业背景系指地质背景，尤其是地

球化学因素。所谓地球化学因素即各地区农业背景

中的化学元素的种种行为，亦即这些化学元素在各

地区的组成、含量、分布、存在形式、迁移聚积等状况

及其与土壤、大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每个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几乎都经受过不同程度

的生物地球化学作用，并受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

制约；因此研究和探索这些制约关系、影响程度及其

规律性是本学科研究的内容之一；提高大农业产品

质量是农业生物地球化学研究的核心；以绿色有机

农业的标准发展具有开发前景的作物品种是本学科

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上述生物地球化学的基本原理为：①自然界中

存在生物地球化学区和食物链循环；②无机界和有

机界、生物物质和非生物物质相互转化；③所有生物

体都不能自制元素（含微量元素），生物体（或人体）

所需的元素（含微量元素）都必须从环境（土壤、水

和空气）中获取；④生物对元素存在选择吸收和富

集能力，不同生物对元素（含微量元素）的选择吸收

和富集能力各异。
1.2　大农业背景的研究

（1）农业地质背景的研究。有关资料表明，从

不同构造区、不同时代、不同成因、不同成岩程度的

各种岩石风化物及其生物残留物混合成为能生长植

物和农作物的各种土壤，是一个复杂的自然过程。

必须研究不同地质背景的地区与农作物生长发育所

需的宏量及微量元素的丰欠关系，显然要掌握制约

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性化学元素的含量和迁移规

律。因此，对基岩地层、风化壳和土壤中矿物质和微

量元素进行分析，了解其丰欠程度，就可做到有针对

性地施用土壤欠缺的肥料（包括微肥），以达到提高

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目的。

（2）农业水文地质的研究。许多研究表明，地

下水运动伴随着元素和盐分的迁移，这种迁移活动，

从山区到平原或盆地最低处呈规律性变化。这些变

化对各地区大农业和农作物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因此，对水文地质，尤其是对有机农业基地的地

表水和地下水的研究极为重要。

（3）农业地貌的研究。着重对影响绿色有机农

业布局和作物生长的地貌研究。我们知道，地形高

度垂直变化，中、小、微地貌形态，坡向，第四纪风化

壳的沉积物类型及成因等，对化学元素含量、分布和

迁移及其对作物生长都会产生影响。

（4）农业气候和自然植被对土壤背景地球化学

因素影响的研究。经验表明，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

自然植被发育情况不同，对土壤类型，矿物成分和化

学元素组成有很大影响，无疑，这方面的研究必不可

缺。

1.3　大农业基地（尤其是绿色有机农业基地）的研究

（1）绿色有机农业基地的调查，采样和样品分析。

（2）基地内营养元素循环、变化规律及营养链

结构特色的研究。

（3）绿色有机农业基地中，土壤对农作物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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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和矿物元素有机转化的研究。

（4）水、土、大气环境中污染性物质对农业品种

及绿色有机农业基地污染情况的调查和有机农业转

换期的研究。

（5）总结我国农村传统农业中有关生物地球化

学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丰富实践经验（如堆肥采用

微生物发酵、利用生物地球化学食物链生态循环，开

展多层次分层立体种养、轮作、间种、浅耙松土、生物

防治等）。

通过上述各项研究，对绿色有机农业基地的发

展条件进行综合评价，为进一步开发“富素”绿色有

机农业基地的规划、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1.4　优化农产品及精制富素绿色有机食品的研究
①

（1）抽样检测绿色有机农业基地农产品的微量

元素含量，其目的是评价产品微量元素的含量水平，

为开展利用微量元素优化产品的试验提供依据；以

富素绿色有机食品为标样，通过分析、评价，选择微

量元素含量水平理想的产品向社会推广。

（2）通过生物自身的转化作用，利用无机态微

量元素优化豆类、叶菜类、水果类、真菌类、茶叶类、

禽蛋类等的品种，从而提高其有机态微量元素含量

水平，满足人体健康需求。

1.5　其它有关方面的研究①

（1）利用某些动物（如土壤动物蚯蚓）为载体，

松土、制造土壤团粒结构、转化土壤中的无机矿物元

素成有机态元素，以便成为有利于植物生长的有机

营养元素。

（2）新型络合微肥和动物饲料添加剂，如氨基酸

微量元素螯合剂和稀土络合微肥等的研制和开发。

（3）利用“富素”（即富含生物源有机态微量元

素）有机食品充实“餐桌工程”，推广“富素”配餐，提

高膳食中微量营养元素含量，有效地满足缺素症

“亚健康”人群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增进人体健康。

（4）利用“富素”农产品（如富素豆粉等）作为

其它食品的添加剂，从而提高食品中有机态微量营

养元素含量水平，满足人体健康需求。

（5）利用“优化”技术，栽培和开发药用植物，

精制“富素”地道药材系列产品。

（6）作“富素绿色有机食品”食疗效果的检测，

选择志愿者做产品食前和食后的头发中微量元素含

量测定、比较研究。

2　与当前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关系［22］

2.1　与世界农业革命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全世界约有 15 亿人口处于饥

饿状态，为了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从20 世纪 50 年

代开始，联合国科学界提出进行“第一次世界农业

革命”（或称绿色革命）。通过30 年的努力，即从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末，世界的主要农业产品获

大幅度增长，使人类的温饱问题获得初步解决。可

见，世界第一次农业革命是针对当时的“粮食危机”

而提出的，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以解决当

时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到

了 20 世纪80 年代末，科学家发现，这些主粮———大

米、玉米、小麦等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含量水平普遍

不高，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因而使世界，尤其是第

三世界的人民患上“营养缺乏症”，如当今世界 60

亿人口中大约20 亿的妇女（包括孕妇）因缺铁而产

生贫血症；至少有15 亿儿童患上缺铁症，目前，我国

也有 60％以上的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缺锌综合症

等；许多研究表明，人体中的许多疾病（如心血管

病，地方性疾病、发育不良、早衰、癌肿、内分泌系统

失调等）都与人体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有关；我们日

常生活中食用的许多动植物产品，如家禽、家畜、鲜

奶和果蔬等，其微量元素含量及种类都普遍不符合

或不能满足人体健康需求；市面上销售的补铁、补

锌、补钙的营养补品中的铁、锌、钙元素，多为无机态

的，人体服用后吸收率不高，且有副作用。

鉴于上述情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科学

界提出进行“第二次世界农业革命”②———培育产量

高而又富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作物新品种，而我们

则认为利用人体必需而又缺乏的微量元素去优化各

大农业品种，提高其产品的有机态微量元素含量，从

而满足人体健康之需求更具现实意义和深远价值。

事实表明，第二次世界农业革命是第一次农业

革命的继续和发展，针对的是当前世界出现的“营

养危机”，主攻方向是优化大农业品种，提高人类健

康水平。第一次农业革命解决的是“量”的问题，第

二次农业革命解决的既是“量”又是“质”的问题，是

质量辩证统一的根本大计，具有崭新的、创造性的意

义。如果说，通过第一次世界农业革命，使人类从

20 世纪 50  ～80 年代平均寿命增加 20 年，那么，可

以预料，通过第二次农业革命将会使21 世纪的人类

平均寿命比现阶段再增加 20 年，显然，农业生物地

球化学所研究的内容与当前世界农业革命有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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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2.2　与基因工程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农业革命的技术路线是通过遗传工

程（或基因工程）培育高产杂交良种以解决当时的

“粮食危机”，如杂交新品种的推广，使世界上的许

多农作物获得大幅度增产，但并没有解决提高营养

素的问题。而第二次农业革命则是针对第一次农业

革命存在的问题，即当今世界的“营养危机”而提出

的，解决的办法当然很多。我们认为“生物地球化

学营养工程”技术路线是解决当前“营养危机”的一

种重要手段。在解决人类的“粮食危机”和“营养危

机”问题上，上述两条技术路线存在着密切的互补

关系。基因工程是研究细胞里的基因，培育高产杂

交良种，属分子生物学范畴，是一条分子生物学为农

业生产服务的技术路线，是发展生命科学的“内部工

程”。而“生物地球化学营养工程”技术路线，则是根

据生物对元素的选择吸收机理，研究环境中无机态的

元素是如何进入生物体内转变成有机态并参与生物

酶的体系，成为活性物质的。实质上，“生物地球化学

营养工程”技术路线，是一条生物地球化学为农业生

产服务的技术路线，是发展生命科学的“外部工程”，

属生物地球化学范畴。可见，前者重在培育杂交良

种，提高其产量，后者则提高产量和质量并重，且更注

重提高其微营养素含量，特色非常明显。

2.3　与21 世纪人类食物革命的关系

俗语曰：“民以食为天”，说明食物与人类生存

和健康的密切关系。

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

变化，其中饮食（包括饮食方式、习惯和质量）的改

善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繁多的外界因素中，食

物营养质量是关系到人类长寿的重要因素。在温饱

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食物中的营养素含量问题就

摆到首位，它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随着现代医

学的发展，尤其是近 10 多年来，大量的临床观察和

科学实验更加证实了微量元素对人体的重大生理作

用，如凡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其发硒和血硒含量水平

均远远低于正常人的含量水平；酶和辅酶的作用是

人和一切生物活性的标志，在酶和辅酶体系的结构

和成分中，都不能离开微量元素的参与。微量元素

在生物体自身不能合成，生物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必

须从食物中获得。也就是说，食物中微量元素的含

量水平，直接影响到人体每日的微量元素获取量，如

果生物体中微量元素供应不足，则直接影响到酶和

辅酶的结构组成，令其活性降低，导致生物生长受

阻，人体容易得病或老化［23，24］。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农业生物地球化学关于利

用生物必需的和有益的微量元素，优化各种农业品

种，提高其营养素含量水平，不仅是农业生产发展的

需要，而且也是人类食物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2.4　农业生物地球化学与农业环境的关系

如上所述，农业生物地球化学是伴随着现代农

业科技的发展和人类健康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一门

新兴边缘学科，针对当今人类食物———农产品及其

制品中普遍存在着污染和微量元素含量低，不能满

足人体健康需求等问题而提出应用本学科的基本原

理和科技手段，开发无公害、无污染的富含生物源有

机态微量元素的农产品，是本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表明，凡是受不良的人为因素干扰越少的

地区（环境），就越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如我国西

部地区、广东北部的“红三角”地区等，那里的地域

广阔、人口稀疏，远离城市和工业区，其水、土和大气

环境均少受污染；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发展现代

绿色农业的理想环境，也是发展农业生物地球化学

学科和开发富含生物源有机态微量元素绿色有机农

业和有机食品的理想环境（基地）。因此，如何选择

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绿色基地（环境），是开展农

业生物地球化学研究，首先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3　研究意义和前景

如同其它学科一样，农业生物地球化学的产生

和发展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的。国内外，尤其是我国农业的发展，大体上都经历

过刀耕火种———传统农业———石油农业———绿色农

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以及本文提出的富素

绿色有机农业诸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将大大地推

动相关学科的发展，也将促进农业生物地球化学的

进一步发展。

纵观我国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及

其与农业生物地球化学的关系（表 1）：

传统农业在我国历史悠久，至今已达数千年，是

一种在科技不发达、靠人力耕作、生产力低的条件下

从事耕作的纯天然无公害的农业。随着我国人口的

不断增长和科技的日益进步，传统农业的产值已不

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求，因此，在上

个世纪初便兴起了“石油农业”，即由石油副产品生

产的化学肥料和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增产。与此同时，由基

因工程培育的杂交良种（如水稻等农作物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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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纵观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
 Table  1　 The course of developm ent from  the tra  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 odern  agriculture 

比
较

传统农业

现 代 农 业

石油农业

绿色农业（生态农业） 有 机 农 业 有 机 食 品

A 级绿色农业
AA 级绿色

农业
有机农业 富素有机农业 有机食品 富素有机食品

时
代
背
景
及
农
业
特
点

长达几千年
直至现代

20 世纪初
至现在

精耕细作、农牧结
合、多种经营，使用
有机肥、绿肥、轮
作、间作、表 层 松
土、犁耙、生物、物
理防治病虫草害。
科技不发达，生产
力低，属经验农业，
缺乏理论指导，缺
先进生产工具。只
能解决勉强维持当
时人类的最低生活
需求

科技 不 断 发
达，石油工业
兴起，石油化
学 产 品—化
肥、农药、化学
除草剂、生长
激素等在农业
生产 中 的 应
用，既促进农
业的增产也带
来负面影响

20 世纪 70  ～80 年代
至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现在

20 世纪末
至本世纪

20 世纪
20 世纪末
至 21 世纪

21 世纪

抵制使用“石油农业”的化学农用物
质，防止污染

继承和发展传统农业，在
认真总结传统农业丰富经
验的基础上使用现代科技
和先进的生产农具，发展
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
对人体健康无损害的可持
续发展的农产品

针对当今人类缺素症提出在
有机农业 的基 础上，应用
“生地化营养工程”生物转
化技术，利用无机矿物元素
优化大农业品种及产品，提
高该产品中的有机态微量元
素含量水平，为人类健康服
务

以有机农业生产的农
产品作为基本原料，
配制生产有机食品

由于当今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只
是强调对生态环境和农产品无污
染的问题；至于农产品微量元素
含量低未能满足人体健康需求的
问题，在现有的有机农产品和有
机食品的概念中没有包涵这方面
的内容；“富素有机食品”是针对
当今人类缺素症问题提出来的，
可见“富素有机食品”将大大充
实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的内涵

允许有限制的使用化肥、
农药、化学除草剂、生长激
素、饲料添加剂

生产过程中不得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
化肥农药、化学除草剂、生长激素和饲
料添加剂，可以有限使用矿物物质，而
且产品需要 3 年的过渡期

除同左外，增加富素
不准使用任何人工合
成的化学物质

除同左外，增加富素

允许使用基因工程生物种子
要求使用当地择优良种（非基因工程生物品种）；要通过
认证机构认证

原料必须来自有机农业生产体系，要通过认证机构认证

正
面
效
果

纯天然、无公害、无
污染的农产品，对
人类健康无不良影
响

极大地提高农产品产量，解决了由于
人口迅速增长的人类食物需求和大大
地提高饲料供应

除同左外，对
人类的生存环
境和农产品污
染问题基本上
得到控制

除同左外，人类的生存环
境和农产品污染问题得到
更严格的控制。同时由于
使用非基因生物种子生产
的产品及其制品，其安全
性使消费者更加放心

产量和质量并提，重在质量，
减少耗能，提高就业率，生态
环境和污染问题得到严格控
制，同时富素农产品，大大提
高人体必需的微营养元素含
量，满足缺素症“亚健康”人
群的需求

无环境污染、无公害
的有机食品

无环境污染、无公害的，富含有机
态微量元素的、有益于“亚健康”
人群的有机食品

负
面
效
果

产量低未能满足人
类温饱问题

带来环境和农
产品污染，严
重影响人类健
康

生态环境和农产品污
染问题得到部 分控
制；但对人类健康的
影响未能得到完全控
制

未能控制由于
使用基因生物
种子所产生的
负面影响

其内涵中没有包含提高农
产品中的有机微量元素以
满足人体健康需求问题

其内涵中没有包含提
高农产品中的有机微
量元素以满足人体健
康需求问题

　　结语：1、从“比较”表中说明，我国农业的发展历程，经历过由低产量→提高产量→产量质量并提→重在质量的过程，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2、当今农产品及其制品（食

品）中微量元素含量低，未能满足人体健康需求而引发的人类缺素症，造成人体生理功能失调的“亚健康”人群多达人类的 70％以上。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今农业科学、食品科学和医学临床存在的、亟待

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本世纪人类农业革命、食物革命的主攻方向，农业生物地球化学及其发展该学科的“农业生物地球化学营养工程”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而提出的。



的广泛使用，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逐渐解决

了当时人类的“食物危机”问题①。但是，大约到 20

世纪 70  ～80 年代，科学工作者逐渐意识到工、农业

的发展，尤其是化学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产生的污

染性物质对人类生存环境和健康的影响越来越严

重；大量使用 N、P、K 化肥和基因生物种子等虽然使

农业获大幅度增产，解决了人类食物资源短缺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对人类的健康问题也带来了严重的负

面影响。由此，逐渐兴起了环境科学和发展“绿色

农业”（生态农业）的热潮。

绿色农业分“A 级绿色农业”和“AA 级绿色农

业”。A 级绿色农业是允许有限制的使用化肥和农

药，AA 级绿色农业则完全不允许使用化肥和农药，

就是说“绿色农业”抵制石油农业的化学农用物质，

但允许使用基因工程种子，因此，仍保证农业的增

产，即一方面使农产品产量不受影响，同时也大大改

善了人类食物原料———农产品的污染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引进和发展了与人类健康密切

相关的“有机农业”的概念，（在美国称再生农业，在

英国和西欧称生物农业，在日本称自然农业、生物动

力或低投入农业等），主要依靠自然土壤，认为土壤

是有生命的，施肥的作用是培肥土壤，转给作物。主

张依靠自然的生物循环、轮作、间种、浅层犁耙、松

土、生物防治、施用有机肥和矿物养分等，同时强调

使用高产作物种子（不包括基因生物品种）。值得

提起的是，开发有机农业的土地，必须选择远离城市

和工业区的水、土、气不受环境污染地区，同时还需

要对土壤进行改造，一般要求 2 ～3 年转换期，清除

土壤中残留农药、重金属等残留性污染物质。显然，

“有机农产品”及其制品“有机食品”将更优于“绿色

农业”，也将成为 21 世纪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我

们知道，当今国内外关于“有机农业”的内涵还没有

涉及到如何提高农产品中的微量元素含量问题。如

前所述，应用“生物地球化学营养工程”的生物转化

技术，提高“有机农业”产品中的有机态微量元素含

量水平，即在有机农产品的基础上生产富含生物源

有机态微营养元素的农产品（简称富素有机农产

品），然后以它为基本原料生产“富素”有机食品，它

的研究将大大充实绿色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的内

涵。大量事实表明，当今人类缺素症患者多达几十

亿（单缺铁症人群就多达 20 亿），其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食物（农产品及其制品）中微量元素含量低，未

能满足人体健康需求所致。可见，农业生物地球化

学关于提高农产品及其制品中的微营养元素含量水

平，正是针对当今农产品及其制品（食品）和医学临

床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提出的。

综上所述，农业生物地球化学是一门可持续性

发展的学科，也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而诞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与当前发展农

业生产和许多有关农业问题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尤

其是与当今世界正在为解决人类“营养危机”而提

出的“农业革命”和 21 世纪人类“食物革命”的关系

更为密切。它的研究对于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国

民经济创汇、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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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IC ULTURAL BIO  GEOCHEM ISTRY 

— A NEW  FRONTIE R  SUBJ ECT 

 W ANG  J ia ng- ke 
1，2， Zou   He- pin g 

2
， ZHENG  Zhuo 

2

（ Institute of Biogeochem  ical Nutrition   Engin  eering ， Yingdong   Schoolof Biology 

 and   Engineering ， Shaoguan   University ， Shaoguan 512005 ， China ；2. Departm ent of 

 Earth   Sciences ， Sun   Yat- sen （ Zhongshan ）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 China ）

 Abstract ： Agricultural biogeochem  istry is a branch  sub  ject of  biogeochem  istry as  w ell as  a new  overla  pping 
 knowledge  in  the  filed  of  life  sciences ， agriculture sciences ， food  sciences  and  m edicine  sciences.  This new  re-

 search  field ， based  on  the  theory ofbiogeochem istry ， focused  chiefly  on  chem  ical elem  ents and  ecol  ogical relation 

 am  ong  agriculturalorganism ， geochem  icaland  biogeochem  icalprocess  in th  e m ass  agriculturalbackground ， agricul-

 turalplanning ， nutrim ental evaluation  and  prom  otion  of the  c  rop  produces.  The  role  of elem  ent cycles  throu  gh  the 

 food  chains （ rock ， weathering  rock ， soil ， crop ， anim al and  hum an ） and  the  increase  of trace  elem  ent contents of 

 crop  produces  for hum an  health  requirem  entha  ve  becam  e the  recent research  aspects of agric  ulturalbiogeochem  is-

 try.

 One  of the  m ost im portant applications  of agri  cultural  biogeochem  istry technique  is the  m e  thod  of biotransfor-
 m ation  of elem  entnutrition.  On the  basis ofag  riculturalbiogeochem  istry theory ， the  trace  elem  ents ofthe  crops can 

 be  im proved  through  biologicalprocess  by  usi  ng  selected  agriculturalvariety as the  carri  er to transform  the  inorganic 

 elem  ents to organic m atters with biologicala  ctivities.  The  purpose  is to increase  the  trac  e elem  entcontentin the  ag-

 riculturalproducts and  to  strengthen  the  hum  an  health  requirem  en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a  grobiogeochem istry is 

 both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  nt of theory ofbiogeochem  istr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 such  as  soybean ）  of  rich  biological  organic  trace  elem  ent  nutr  im ents  cultivated 

 through  biogeochem  ical techniques  are m uch  b  etter  than  the  m edicine  products of inorganic  nutrient elem  ent.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relative  techniques  is sig  nificant for  the  exploitation  ofnew  m edicine  s drug  and  new  food  of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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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rientelem  ent that is crucial for  the  healt  h ofhum an  beings  in  the   21   century.

 As we know ， the  developm 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and  orga  nic  agriculture is proposed  because  of the  ser  ious 

 pollution  ofenvironm entand  farm  produces wh  ich  threaten  the  people ＇ shealth.  The  w ork ofb  iogeochem  icalnutrition 

 aim s at the  issue  hum an  sub- health  resulted  fr  om  regional shortage  ofnutrienttrace  elem  en  ts.

 The  purpose  ofdeveloping  agriculture is noto  nly to im prove  the  quality  ofproduces  and  ensu  re the  food  sup-

 ply ， butalso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nutrientcri  ses in  the  world.  The  m ost im portantreasons ar e：（1） m any  dis-
 eases  are caused  by  the  food  chains ofregional  inappropriate proportion  or shortage  oftrac  e elem  ents for  norm alde-

 m and  ofhum an  health in the  biogeochem  istry ba  ckground ；（2） m ore and  m ore people have  ＂ sub   － health＂ becaus e

 of inadequate content of trace  elem  ent taken  f  rom  the  food.  Therefore ， a new  sub ject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 agriculture ， food ， m edicine ， geochem  istry ， biology ， etc.） is developed.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socialand  agricultu  raldevelopm ent ， four stages m ay  be  divided ： the  prim evalcultiva-
 ting  by  destroying  forest ； feudal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 petroleum  agriculture of last century ； green  agriculture and 

 rich  nutrientelem  ent agriculture ofthis cen  tury.  It seem  s that the  agriculturalbiogeoch  em  istry com bines  agronom y 

 technology ， social  econom y and  hum an  health  evolution  and  becom  es  a sustained  research  topic  that  is  rel  ated 

 closely to the  catchword “ nutrient crises ”，“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  and “ food  revolution ”.  The  research  of  this 

 new  scientific field  is significant for  prom  o  ting  agriculture technology ， national econom y and  hum an  health.

 Key  w ords ： Biogeochem isty ； biogeochem icalnutrition  enginee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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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al organic trace  elem  ent.

《地球科学进展》变更出版周期的公告

根据科学技术部司发函“国科财函［2003 ］34 号”文的批复，《地球科学进展》杂志将从 2005 年 1 月起，

由现在的双月刊变为月刊出版，其办刊宗旨、方针均不变，每期暂定页码为 112 页（7 个印张），定价每期

25.00 元，全年 300.00 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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