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简讯

当前世界化肥供求和粮食生产的概况

李庆边 曹志洪

( 中国科学 院南京 土城研究所 、

( 一 )

我们应美国国际矿产及化学制品公司( I M C )之

邀
,
于 19 8 4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3 日出席了在夏威夷

召开的世界粮食会议
。

我们在会上做了题为
“

中国的

粮食生产和化学肥料
”
的报告

,

自从 1 9 65年 IM C在香港召开首次类似的会议以

来
,

每年要召开二次地区性的会议
。

1 9 8 4年把二次

会议合并成一次
,

使之成为真正 的全球性会议
。

我

国代表应邀出席了最近的四次会议
,

主要由我国化

工进出 口总公司派员参加
,

这次该公司的王振雄
、

杨

萍
、

章祟琪等三位同志也一起出席了会议
。

出席本

届会议的有来自五大洲四十余个国家的 240 位代表
。

主要是四方面人员
:

外贸及肥料厂商的代表 , 农学

及土坡肥料科学工作者 , 有关农业
、

化肥的新闻出

版界人士云某些国家的农业及肥料的管理人员等
。

(二 )

会议邀请了十七位在科学上有一定贡献的科学

家参加
,

其中包括了如N o r m a o B o lr a n g (系 z , 7 0

年国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 “

世界绿色革命之父
. 、

国际小麦研究所前所长 )和 R
.

F
.

C h a n d l e r (
“
世界

绿色革命的推进者
” 、

国际水稻研究所前所长 )等有

杰出成就的学者
,

但是大会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论

文
。

发言的内容大多在 阐明世界粮食的需求
、

肥料

的产供梢
、

各国肥料资源的利用及前景
。

我们是以

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出席会议的
,

因而本文的内容就

仅限于将会议上有关科学研究方面的报告做一扼要

归纳
.

1
.

世界稚 t 生产所面临的挑故是 迫 在

. 耽而又可能解决的任务

到本世纪末
,

世界人 口可熊达到62 亿
,
比 目前

增加约 14 亿
。

大量的增加是在发展中国家 (非洲
、

印

度
、

拉丁美洲 )
。

人 口的增长意味着必须在同样的耕

地上生产出两倍于现有的粮食
,
以维持 目前的营养

水平
。

如果要提离营养水平则擂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

这就是农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任务
。

当前世界粮食间题正处于困境 (D i le m m a) 中
,

有粮食的出口 国
,
也有粮食的进 口国

。

进 口国中如

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
,

实际上他们并不缺粮
,

买帷

食只是为了贮备
,

有些则是因为贸易上互相交换而

需进口粮食
。

真正受饥俄威胁的国家没有购买粮食

的能力
,

他们只是依赖粮食的援助
。

会议对中国在

节制生育
、

人 口控制方面的成就及粮食的自给能力

给与高度的评价
,

认为这是对世界的贡献
。

会议指出1 9 60一 1 9 80的二十年中
,

世界人口增

加大约也是 1 4亿
,

每年人 口的增长率平均为1
.

88 %
,

而同时期世界上每人粮食的平均数从2 85 公斤 增 加

到 3 2 4公斤
,

每年粮食的平均增长率为2
.

35 %
。

因此
,

过去 20 年中粮食的增长率还是稍微超过了人 口的增

长率
。

会议对于菲律宾和南朝鲜
、

印度及 巴西和墨

西哥
、

中国等国家在过去20 年中分别取得了水稻
、

小

麦
、

玉米等粮食产量翻番的成就感到高兴
。

会议也强

调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超过了

粮食生产的增长
,

那些国家的饥俄问题仍是严重的
。

会议的基调是
:

世界的粮食间翅是可以解决的
,

这不仅为以往的经验所证明
,

也为今天的最高产 t

所显示的增产潜力所支持
。

例如美国的一些先进的

农民长期来取得了三倍于全国平均产童的玉米和大

豆
,

五倍于全国平均产量的高梁和六倍于全国平均

产盆的小麦
。

肯定的说
,

增产的潜力在发展中国家

会更大
。

问题在于我们不要等待
,

用双手和智慈广

泛地利用已有的技术
、

知识和物质力量立即来建设

美好的明天
。

2
.

孩* 生产中的几个 , 共问跪

IM C的 W a g n e r博士在会上介绍 了
“

最高 最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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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矫产盆
,

( M a x i m u , E e 。 n o m￡。 Y i e ld )的概念
.

所谓 M E Y是指通过合理施肥
、

植物病虫害防治
、

高

产品种
、

土城肥力保持及改进收获技术等措施取得

成本最低利润最大的最高产量
.

世界银行的报告认

为全世界平均 40 %的增产是来自于增施肥料
。

但施

肥只是获得增产的一个因子
,

为了达到 M E Y
,

则还

须做到
:

a 。

最大限度地使用已有的技术
、

知识和 已有知

的资源 ,

玩 研究和发现新的技术
、

知识 ,

.c
·

增加必要的投资 ,

.

d
.

政府的政策必须不断地鼓励农民的生 产 积

极性 ,

其中科学研究方面应重视
:

a ` 抗病虫害
、

抗不 良气候条件 (干早
、

酷署严

寒 )
、

抗盆演等不
,

良土集因子的高产品种的培育 ,

b
.

研究价廉
、

无污染威胁的生物制剂来防治病

虫害 ,

找 。 .

用 D N A重组技术
,

提高粮食作物的蛋白质

含 t
,

爪
d

.

采用墓因工程改 良的新品种
,

大幅度提高作

物对肥料的利用率
。

世界上已没有多少荒地可供开垦
,

要实现公元

20 00年世界粮食产 t 砚番
,

75 %必须靠提高现有耕

地的单位面权产 t
。

B O lr a o g博士指出
,

目前水稻

单产的增加前景有限
,

而玉米
、

小麦的增产潜力还

很大
。

此外
,

会议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贮运问题

也是急待解决的
。

3
.

关千肥料问 .

’

( 1) 权 一些专家指出
,

目下世界能源间题较

食多扮 5 年有所级和
,

笼肥的前景是乐观的
。

有人

估计到 19 郎年世界拓肥的消耗量将达 到 9 5。。万 吨
.

尿众仍然是 . 主要的红肥品种
。

但是
,

日本的氮肥

工业已大福度降低了出口 ,

美国也有不少旧的尿素

工厂桩淘汰
。

从经济效益出发
,

尿素的生产成本还

应进一步下降
。

多攀农学家指出当前世界上作物对氮肥的利用

率仍在肠一 40 %之间
,

尤以氨的挥发损失及反硝化

损失为主要的丢失途径
。

他们认为中国和菲律宾国

际水稻所提出的粒肥舞施技术是提高氮肥利用率的

有效措施
,

但比较赞时费力
。

在还没有成功的粒肥

深施机械的情况下
,

只宜在劳力充裕的地区推广
。

会

上也有人介绍用硫磺
、

塑料包膜的长效肥料
,

但没

有详细说明其实际应用时的经济效益
。

(2 ) 礴 美国的磷矿
、

磷肥专家 D
.

T e l e ik 指出

在 19 83 s/ 峨年度
,

世界价肥总消耗量为3 1 40万吨
,

消

耗量增加了约 5 %
。

他认为 1 984 / 85 年度将保持这个

势头
。

同时他说世界上新的磷矿资源将会不断发现
,

前景很是乐观
。

例如在佛罗里达己勘查到新的年产

30 。一 5 00 万吨的磷灰岩矿区
。

此外
,

磷矿的选矿
、

富

集技术正在不断的改进中
。

虽然某些胶磷矿的精炼

技术自前还 比较困难
,

成本也昂贵
,

但这种状况不

久便会改变
。

他不同意某些著名农业化学家曾认为

半个世纪后世界磷矿资源将会枯揭的预言
。

虽然礴矿资派并不贫泛
,

问题在于从开始发现
、

勘查
、

规划
、

开采到产出磷肥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

在美国一般也要加一 15 年左右
。

所以世界市场对确

肥的需求在 1 9 85 / 8 6一 1 989 / 90 年间将继续 以 每 年

2一3 %的速率增长
。

在讨论中
,

大家认为靡洛哥
、

.

突尼斯等地的确

矿石含较多的碳酸钙
,

构造琉松
, ,

适于在酸性土集

中直接使用 , 而佛罗利达的碑矿石宜制成碑肥后使

用
。

大家都承认苏联是世界上磷矿资像最丰富的国

家之一
。

礴肥工作者一致认为进 口国可直接进口礴

酸
,

特别是合成红有基础的国家 (如中国 )不一定进

口磷钱
,

可在国内合成制造
。

( 3) 钾 北美钾碑肥研究所
、

国际钾肥研究所

及 IM C等非常强调东南亚国家钾肥短缺的情况
。

他

们指出工业化国家氮 ( N )
、

磷 ( P : 0 5 )
、

钾 ( K
: 0 ) 的

比例为 l : 0
.

5 : 0
.

5
,

而中国的犯
、

钾比例为 1 7 : l
,

显

然是非常不合理的
。

他们列举了世界上肥料发展的

过程 (如美国的中西部 ) 都是首先大量施用氮麟肥

料
,

钾肥则是尔后才逐渐增加的
。

如果氮
、

钾失去

平衡
,

作物对姐肥的利用率也随之降低
。

IM C公司在美国发现了大 型 的无 水钾 镁矾

( L a n g b ie in et )矿床
,
它是一种硫酸镁和硫酸钾的

混合结晶
,

其化学式为 K : 5 0 4 ·
ZM g S O ` ,

组成为
:

K : 0 2 2%
,

M g o 1 8肠
, 5 2 2%

。

他们希望 这 种

矿石直接是一种有相当经济价值的钾镁肥
。

(4 ) 硫和液态肥料 英国硫肥公司强调硫在植

物营养中的作用
。

他们指出当重钙
、

碑按和尿素代

替了普钙和硫按后
,

硫的缺乏将是一个问题
。

我们认

为在中国可能还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

南方的热带
、

亚

热带地区的降水中补给了一定量的硫
,

北方土壤中
户

石青的存在
,

使硫的含 t 较丰足
。

因此除了少数山

区的冷浸田外 (可用增施普钙的办法来补充 )
,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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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我国还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缺硫问冠
。

美国液态肥料研究协会提倡施用液肥
,

液氨在

美国已受到重视
。

他们也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液肥的

普遍推广还是有困难的
。

我们介绍了氮水是中国目

前唯一的液肥
。

(三 )

大会对我们的发言普遍地给予很高的评价
。

发

言的内容如下
:

1
。

阐明了从 1 9 5 0一 1 9 83年间中国粮粮增 产 的

情况及粮食产量与化肥用量的正相关关系
。

随着化

肥用 t 的提高
,

作物对单位肥料的效应逐渐降低
。

过去 35 年中
,

我国的化肥产量平均 每 年增 加

踢%
,

但除了尿素外
,

国产化肥的有效养分含量较

低
、

理化性质较差
,

有待于改进提高
。

我国在水稻
、

棉花等作物上单季的有效养分使用量并不比发达国

家少 , 但在肥料分配上不尽合理
,

玉米
、

小麦等旱

作物的施肥 t 一般偏低
,

特别在边远地区更是如此
。

总的说来化肥还远远不够需求
。

2
。

中国氮肥生产的前景是乐观的
。

碳酸氢铰将

逐渐为尿素所取代
。

在讨论中
,

有些较熟悉中国情

况的专家认为小抓肥分布在各县
,

就地生产就地使

用
,

对于能源易解决的地方还是有价值的
。

3
。

说明了中国磷肥的贮量
、

品位及分布的 概

况
。

由于硫酸缺乏
,

我国磷肥中 1 / 3是钙镁磷肥
。

这

种碑肥在酸性土坡中施用还是很适宜的
。

田间试验

还证明钙镁礴肥中的镁
、

硅对水稻的生长有一定的

作用
。

已发现中国缺磷的农田正在扩大
,

包括了华北

平原和东北黑土 区
。

我们对低品位的碑矿石还缺少

经济合理的富集方法
。

估计在最近一个时期内磷肥

主要是依靠进口
。

;
.

钟肥
。

柴达木盆地少量的钾盐远不能满足中
国对钾肥的需求

,

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深

层钾盐矿
。

当然将来有可能发现钾盐沉积
,

但从钻

探
、

规划
、

开采到产出成品需要较长的时间
,

因而

最近一
、

二十年内我国的钾肥还得依赖进 口
。

但是

我们要多用有机肥
、

屁肥
、

灰肥等
,

以便通过生物

循环来减轻对钾肥的需求
,

把进 口的有限钾肥用在

缺钾最严重
、

需钾最迫切的地区和作物上
。

5
.

预测
。

据我们粗略估计
,

到公元 2 00 0年时
,

按作物产量对养分需求推算的需要量分别为 2 1 0 0万

吨氮 ( N )
, 1 3 0 0万吨磷 ( P

:
0 5 )和 5 00万吨钾 ( K : 0 )

。

较合宜的 N : P : 0 5 : K : 0 比例为 z : 0
.

6 : 0
.

24
。

由于我

国磷
、

钾资源不足及经济条件的限制
,

可能达到的

比例是 l : 0
.

24 : 0
.

06
。

所以到公元 2 00 0年时
,

大量的

磷
、

钾营养主要仍来自有机肥料
。

队 有机肥料
。

随着化肥用量的增加
、

部分作物

桔秆已转为工业原料及民用嫩料
,

有机笼素营养已

不占主要地位
,

但磷
、

钾养分主要是有机肥提供的
。

在讨论中
,

某些拉美国家代表问及稻 田养萍的

可能性
。

对中国比较了解的美国专家 P a 以 S at n g
-

el ( I F D C )说
:
从客观上看红萍的生长受到气温 的

限制
,

同时必须有肥沃的水田
,

特别需要磷肥
。

他

认为红萍固氮的机制尚不十分明确
,

因此在热带稻

田推广养萍只能视茬口适当地安排
。

我们基本上同

意他的意见
。

总的来说
,

大会发言及分组讨论中
,

代表们对

于我国近年来粮食产盈的迅速增长
,

特别是玉米
、

水

稻的增产大家都很赞尝
。

对我国根据自己的资源和

经济条件来解决和处理肥料间题表示理解
。

高度评

价了我国当前的农业政策
,
说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辛

劳和 智蔽解决粮食问题是特别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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