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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肥料一般系指肥料商品中
,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营养元素的肥料品种
,

也叫综合肥

料或多养分肥料 ( m时 t印 le 二 fe fen t f er lt’ lI’ 二
: )

,

是目前世界肥料工业生产和发展的主要肥料

形态
,

也是发达国家投放农业的主要肥料品种
。

按其营养成分复合或综合的工艺或二次加工方

式
,

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4
,

`

1
.

化成盆肥 ( , 肥 ) 养分的含量和 比例决定于生产流程中的化学反应及化合物的 化 学

组成 (化成 )
,

不用配混方式调节
,

一般属二元型
,

无副成份
,

可长期存放
。

如含 N一 P
2
0 。

为

U 一 4名%的磷酸一按 ( N H
`

H : P O ` ) , 含 N一 K :
O为 1 3一 4 4 %的硝酸钾 ( K N O

: ) ; 含 P
: O

。

一

K
:

O为 5尽一 3 7 %的偏磷酸钾 ,( K P O
。

)
。

2
.

砚成宜肥 (配肥 ) 养分的含量和比例系在生产流程中经配入单一肥料或由几种 单 一

, 肥料按工艺配方配制后决定
,

因而可按不同要求予以调节
,

范围较宽
,

一般在生产厂中制成

产品 (如造粒 )
,

配成过程中可产生部分化学反应
,

大都属三元型
,

常含有副成份
,

如尿磷钾
,

硝礴钾型三元复肥
。

、 ’

3
.

祖成趁肥 (混肥 ) 虽然
,

早在 1 8 5 0年美国巴尔的摩州已有氮磷两元混肥供应
,

但直到

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才首先从北美 、
`

西欧迅速发展起来
。

混成复肥丫般由肥料销售系统 (肥料

商
、

配肥站 )或农户按农化要求 (农化配方 )
,

由单一肥料掺混或经二次加工而成
,

养分的含盘

和比例可作较大幅度调节
,

可二元或多元
,

常含副成份
,

.

一般随混随用
,

不长期存放
。

其和
、

配成复肥的基本区别在于
:
二次加工不在生产厂中完成

,

主要按特定的土壤和农作物要求确

定配方 (农化配方 )
,

而非受制于单一肥料来源友工艺流程 (工艺配方 )
。

如由硫酸按
、

磷按和

硫酸钾固体散装掺混的三元混肥等
。

我国由农户现混现用的普钙和碳按混肥
,

也应属于这一类

型
,

但其养分含量低
,

伴随多种各有利弊的化学反应
,

故有效掺混的条件是严格的
。

复肥可以是固体的
,

也可以是液体的
,

属化成类型的液体复肥如含 N一 P : O
。

为 8一 24 %

的液体磷按
,

11 一34 %的液体多磷按 ; 属配成的如N一 P : O
。

一 K
:

O为 8一 16 一 12 % 的三元液

体复肥 , 混成的比例和类型更多
。

因此
,

当我们讨论复肥间题时
,

宜先注意复合肥料是包含化成
、

配成
、

混成三种类型的

多成份肥料的统称
。

目前在不同国家
,

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
,

对上述分类概念尚有差别

沪含低 但如果着重注意从多种养分综合的方式和流程进行考察
,

就易于统一

一
、

复合肥料的发展

复合肥料的产生和发展
,

在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带有某种必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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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
,

从西欧各国开始
,

农作物单产的提高
,

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

肥数量的增加和化肥工业的发展
。

随着化肥数 t 和品种的增加
,

特别是单一肥料 (如氮肥 )接近满足时
,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

发展
,

特别是施肥由人工转向机核时
,

对一季作物进行多次施用几种单一肥料
,

虽然已不适务

应集约化和高效率农业生产的要求
,

于是由农户自行掺棍几种单一肥料施用便日益普追
。

随着化肥工业的日趋完普和大型化 (如日产P :
0

.
1。。0劝 2 00 吨的单系列装置和 日产 1 0 0。

吨合成氮的装置已很普遍 )
,

特别是萃取磷酸工业的发展和氮磷生产工艺的相互结合 (如以磷

酸进行氛加工
,

制成各种磷按 )
,

生产多成份的复
、

配
、

混肥明显的具有资源利用望
.

理
,

经济效

益高和产品质盆好的优点
。

因而二次大战前后
,

各种以磷酸盐工业为基础的复肥工艺迅速发

展
,

有了大规模的商品生产
。

在农业发达国家中随着化肥销售与农业化学服务 (土坡诊断
、

营养诊断
、

施肥建议或推荐

施肥
,

代行施肥等 )的 日益相结合
,

因土因作物选择多成份化肥品种
,

已成为指导农作物施肥

的一项墓本要求
。

于是
,

通过复
、

配
、

混肥这一商品纽带
,

使化肥的生产
,

销售和施用系统

相互依赖
,

进一步结合
,

使施肥效果得到进一步提高
。

据此
,

我们可以把化肥数量和品种的发展
,

化肥生产工艺的发展和化肥销售系统与农化

服务的协调发展
,

看作复合肥料发展的共同基础
。

只有这样
,

、

我们才可以理解
,

为什么即使是

近十年
,

复
、

配
、

混肥也仍然是在农业发达国家得到普追施用
。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 F A O ) 统计
,

五十年代末 ( 1 95 9 / 6 0年度 )
,

全世界年消费化肥 2 7 1 3万

吨 ( N + P :
O

。 + K : O
,

下同 )
,

其中复肥形态的 N
,

P :
O

。 ,
K : O分别占1 3

.

2 %
、

1 3
.

7 %和牙
.

9 %
,

但西欧各国和美国施用的复肥比例已达 50 %左右
,

苏联的复肥产量尚不 足 化 肥 生 产 量 的
_

.l 令拓
,

发展中国家基本施用单一肥料
。

近几年
,

以 1981 /韶年度为例
,

全世界消费化肥达 1
。

15 ’

亿吨
,

其中各种戈肥约占5 0 %
,

但发达国家消费的 7 71 5万吨化肥中
,

复肥平均占70 %以上
,

美
、

英
、

法
、

日
、

西德各国
,

以复肥形态施用的 N
,

P :
O

。 ,

K
:

O分别占2 7
.

9一 8 1
,

8 %
,

7 7
.

4一

, 1
.

9%
,

“
.

3一 8 5
.

6 %
。

发展中国家则化肥施用 t 少
,

复肥比例低
,

即使施用较多进 口化肥

的印度
,

复肥比例仅占26
.

5% ( N + P : 0 。 + K :
0

,

其中N仅 .9 6 % )
。 , · 4 ·

重视复肥发展的这些基础
,

可能有助于进免仅仅引用国外N犷P : O
。 、

K : O 消费比例较平

衡和复肥 比例较高的资料
,

以论断我国复肥发展的简单化倾向
。

二
、

复肥的品种和型号

当前各国已商品化的复肥品种
,

多者数千种
,

少者几十种至几百种
,

不胜枚举
。

为便于

梢售系统和施用者选择
,

对大量而繁复的复肥品种
,

常根据工艺流程的特点
,

并结合施肥耍

表1 倪肥按浓度 (品位 )划分荃本型号

成 礴 砚

1 : 1 : 1型养分含 t (例 )

N一 P : 0 。
一 K 2 0 %

低 浓 X 肥 普钙
6一 6一 6 二 18

5 一 5 一 5 = 15

中 浓 X 肥 , 钙
,

普钙或鹅 .
1 0一 1 0一 10 = 3 0

12一 12一 12 = 3 6

高 浓 泛 肥 . 彼
,

葫礴或 t 钙
{ 15一 15一 15 = 4 5

17一 17一 17 = 5 1

求来划分复肥的基本型号
。

欧美各国及苏联常以获得磷素的工艺流

程及养分 比例与含量 ( 即品位或浓度 )范围以

区分三元复肥基本型号
,

最简单 的方 式 如

表 l
。

较详细的划分法系以分解磷矿的工艺流劝

程和配入肥料为基础
,

结合养分的含量和比

例区分 (图 z ,

表 2 )
。

日本除以生产工艺不同划分复肥为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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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
、

粉状复合
、

包被复合
、

液状复合等类型外
,

对施用若较有乡考价位的是以氮磷钾二种养

分含量的相对高低作为主要划分依据
,

兼及品位及形态
,

共有 1 2种基 卞型 号
了衷 3

· 。

磷酸

普 钙 `
H
艺

5 0 - N 11 3

湿一l(

盆 钙*

硝暇礴肥 ,

{确 二 钙 `

一
一……训

一
Ì P q ’

一

…
一

……
-

一卫卫 Q丝

一…… …

{…
矿

…
H C I } l }

一磷 一 伏

法
卜; 〔 )今 )

Z N } 1 3
一

磷
一

几 徽

N 1 1。 + 1 1, 5 0 4
卜
矿。 磷 忱

N H
, +

} 1 N O
,

~ 硝 磷

N 1 1 , + C O ( N l
一

不, ) :
,
勿乙磷 帐

( 能源 ) N H
,

一

液 麟 铰

( 多磷酸 ) x N 11 3 一 乍 磷 全安

徽 肥

有机肥

( Z n 、

B等 )

(等饼肥 )

笼肥 (硝 钱
、

尿素 等 )

钾肥 (纵 }L乍P竹 )

多 元 配 成 和 棍
,

成
朴

及 肥

图 1 由磷矿制取化成
、

配尿和混成复肥简介

表 2 复 合 肥 料 攀 本 类 型
`

(按 养 分 来 源 )

P 2 Q 5

(离浓 )

( 中浓 )

(低浓 )

( 液体 )

尿索 十确 校 , 硝按

硝恢
,

硫按
,

硝徽礴肥

红 (用于氮化 )
,

硫 按
,

碳 枚

碑筱
,

多礴按
,

硝校

硫校
,

硫按 + 礴按

硝替
,

稍钙 , 硝胶砚肥

尿素
,

礴按
, 多确钱

磷钱
,

霓钙
,

多磷敌

硝酸磷肥
,

片机

分兮钙 (经氮化 )

磷按
,

多磷钱

磷钱
,

重钙

硝酸磷肥
,

沉钙

磷按
,

多磷铰

I丈2
0

硫酸钾 ( 抓化钾 )

饭化钾 (硫酸 钾 )

抓化钾 (硫酸钾 )

碑碑碑礴钾钾钾

确映确

笼抓盆雄姐确尿

因而从施肥要求选择复肥品种时
,

’

需要了解的商品型号信息
,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是生产复肥的基本工艺及原料
。

复肥的品位高低主要取决 于工 艺
,

特别是对磷矿的

处理方式和配入肥料的养分浓度
。

可以说
,

没有大规模的萃取磷酸或磷矿分解工业
,

就不可

能有大规模的复肥工业
。

了解了某一型号复肥中的磷源及配入肥料
,

就可大休了解其品位高

低等基本情况
。

如由萃取磷酸用氮中和 (或分解磷矿 )并配入尿素
、

硝按
、

抓化钾等
,

必然获

得各种高浓型号
,

如19 一 19 一 19 纬的尿磷钾复肥
。 ·

而以普钙为基础的复肥
, 一

般只能获得中
、

1 1 5



低浓类型复肥
,

其它信息简述如下
。

表 3 复肥中养分比例的模式和类型旧 本少

养分比例

模 式

( N : I
’ 2 0 。 : K

: 0 ) 养分 含且 了 N 一 P o O
、
一 K : O % )

类 型

O

/
O一 O一 0

\

0

5 一 5 一 7 = 1 7

5 一 5 一 5 = 1 5

1 2一 1 2一 1 6 = 4 0

1 4一 14一 1 4 二 4 2

6 一 6 一 5 = 1 7 8 一 8 一 5

0

/
0 一 0

/ \ O

4 一 7 一 9 = 2 0 6 一 8一 1 ]

二 2 1

= 2 5

4 一 7 一 7 = 1 8

4 一 7 一 4 = 15

1 0一 2 0一 2 0 = 5 0

6 一 9 一 6 = 2 1

O

\ /
0 一 O

\

0

6 一 4 一 5 = 1 4一 10一 1 3 二 3 7

OO

6 一 5 一 5 二 I G

7 一 6 一 5 = 1 8

1 8一 1 1一 1 1 二 4 0

1 4一 」2一 9

0 一 O

O

— 0

3 一 20一 0 = 2 3 1 8一 3 5一 0

二 3 5

二 5 3

16一 0 一 1 2 二 2 8 1 8一 0 一 1 6 = 3 4

0 一 3 一 1 4 = 17 0 一 1 5一 1 5 = 3 0

上平下升平峰谷平降
.

礴钾钾平水平上上下山山下磷氮氮

0 一 0

引自
“

作物的营养与肥料
”

( 1 97 9 )
,
日本东京农业大学

。

1
.

复肥的品位 因其高低相差悬殊
,

故常可将其归纳成一些基本类型
。

通常划分为

三种
:

品位制 二产
+ P

:

Q
。 十 K Z O %

低 浓 < 20

中 浓 2 0 一 4 0

高 浓 > 40

日本等有些国家常不划分中浓一挡
,

而以30 %为界
,

划分高
、

低浓两档
。

2
.

友肥中的养分比例 通常只 以主要养分氮磷钾用于标称二元或三元类复肥的含 量 和

比例
。

磷钾含量一律用氧化物 ( P : O 。 ,
K : O ) 表示

,

其方式一是 以其实际含量
,

如 1 5一 15 一

15 %
,

一是以氮 ( N )含量为 1 ,

然后以 P
Z
O

。

与K
Z
O含量与其相比

,

如 1 : 1 : 1
,

l :0
,

5 :0
.

5型
。

有时也把添加的 M g O 标入
,

作为第四个元素
,

但加入的微量元素一般均不在刑
一

号中标明
,

只

在文字中说明
。

3
.

养分形态 最主要的是磷素的溶性 (构溶和水溶比例 )
,

水溶率高的复肥
,

供磷强度高
,

但更须注意施用方法
;
氮素要注意是 N H

`

一 N
、

N O
3

一 N还是尿素态
,

尤其是 N O
。

一 N在氮素

中的比例
,

如果含量高
,

用于水田就不适宜
,

但用于早作和蔬菜等作物常效果较好
。

其他如

配入的镁
、

铁或微肥的形态也要注意
。

4
.

副成份的含 t 和形态 配成和混成的三元复肥 中一般都带有副成份
。

如钙
、

铁
、

硫
、

氯

等
。

其中最重要的是须了解随钾素配入的是硫酸根 (S O
; 一

)还是氯根 ( lC
一

)
,

因对大部分 经济

作物
,

有忌用多量氯 ( 1C
一

) 和需要配施一定硫的要求
。

,

5
.

添加成份 复肥中常添加少量镁
、

微肥甚至硝化抑制剂
、

激毒
、

除草剂等物质
,

必须了

解其特殊作用和使用禁忌
。

以一般大田作物的施肥角度看
,

除了专用复肥
,

应以选用只含主

要养分氮磷钾的为妥
,

有些复肥还有着色剂
,

如用于花卉的着成绿色
,

红色等
,

也应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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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

荆型 如粒状
、

球状
、

粉状和液状等
。

最常用的为粉状和粒状
,

粒状须注意其粒度
,

通

常对粒度> 3一 4毫米的复肥须十分注意施肥位置
,

不然会影响其早期肥效的发挥
。

粉状复肥

须注意其细度及混和的均匀度
。

三
、

专用复合肥料 ( S p e e i a l t y f e r t i li z e r )

初期生产的复肥
,

大都系通用型的
,

以销售到广泛的地区和施用于多种作物为 目的
。

其

主要养分氮磷钾的含量
、

比例和形态
,

有的完全依据于工艺流程
,

不加调节
,

如磷按 , 有的

将其调节成养分完全而比例平衡的型号
,

并为便于贮运
,

尽可能生产高浓类型的
,

如 1: 1 :1 型

中的 15 一 15 一 15 %及 19 一 19 一 19 % 配成复肥
。

当这类型号的复肥施用 于不 同土壤
,

不同作物

和作物生育的不同时期时
,

或在同一地区长期施用一种类型复肥时
,

还须针对实际的施肥要

求
,

用不同的单一肥料与之搭配施用
。

以后
,

随着对施用通用类型复肥的效果
、

利弊的分析和经验总结
,

随着化肥生产工艺

和销售系统的完善
,

以及农业化学服务的发

展
,

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发展了能按一定要求

现配现混的配肥站
,
另一方面也发展了能针

对特定土壤和作物的专用复合肥料
。

如桑专

用肥料
,

茶专用肥料以及加锌专用肥料 (适

用于土壤缺锌地区的某些作物 ) 等
。

而若干

适用于蔬菜等作物的专用肥料中
,

还常加入

一定量的镁
。

表 4 列举出适用于一些经济作

物的专用复肥作为实例
,

但须注意
,

即使对

表 4 若干经济作物专用复肥的主要成分

”
”

…
’

ha’’ 导 举 “

适 用 作 物 {
N一 P

:
0

。一 K
: 0 一 M g o %

茶

桑

2 5一 0 一 1 5一 0

8 一 8 一 6一 2

8 一 1 2一 1 2一 0

5 一 1 0一 1 5一 0

1 5一 1 5一 6 一 4

1 2一 2 2一 12一 3

8 一 6 一 1 4一 0

!

妇
s e

…11

胶生棕莱萄橡花油蕊箱

注 : 1
.

适用同一种 (类 )作物 的专用复肥可能 有几 种型号 ,

浅
’

、
2

.

视实际擂要
,

可对某种专用 肥添加 一种或几 种徽

t 元素
。

同一种作物
,

不同国家和地区
,

也可配制不同成份和比例的专用复肥
。

近二三十年来
,

专用肥料受到日益重视
,

发展较快
。

这可能主要是基于 以下原因
。

1
.

每一种专用肥料都有明确的施用对象
。

一般在针对特定土壤类型的基础上
,

都针对一

种或几种特定的作物
,

因而使生产目的与施用效果直接相联系
,

有利于发展专业化生产
、

机

械化作业和专业化施肥
。

2
.

专用肥料的配方
,

主要依据于施用对象的具体要求
。

因而对某一具体产品用于特定土

壤和作物的施肥要求 (施肥量
,

施肥期
,

施肥深度与方法
,

可否喷施
,

是否含氯等 )都有具体

明确的规定
,

这样就使关于科学施肥的知识和技术要求
,

能随肥料销售一起送到用户手中
,

是

施肥知识普及和施肥技术推广的一种好形式
。

3
。

从农业化学角度看
,

可 以把化肥施用量的增长过程和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

划分为两个

基本阶段
。

第一个阶段为针对土壤中某些养分的峡陷 (不足 )而采取的所谓
“

矫正
”

施肥 (补足

施肥 ) 阶段
。

如对严重缺氮的土壤主要供氮
,

对映礴的土城主要供磷等
,

一般 连 续
“

矫正
”

多年以后
,

某种养分将会有所积累
,

直至达到较为充足
。

如果几种主要养分的缺陷得到
“

矫

正
” ,

就可能进入主要针对作物营养要求的第二阶段
,

即所谓
“

平衡
”

(维持 )施肥阶段
。

其施

肥的主要 目的是按作物的吸肥要求
,

平衡作物从王镶中携出的养分以保持和提高土城的生产

力
.

一
前一阶段

,

往往肥料数量是主要矛盾
,

以提高作物单产为主要 目的
,

随着施肥量的增长
,

作物由低产到高产
,

或者连续数年增产 ; 后一阶段往往以肥料中养分的平衡为上要矛盾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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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盘的反映常是稳产高产
,

并十分重视农产品的质量和提高作物执性等特殊的营养要 求
。

这如周人类食物的发展一样
,

食物结构的改变和合理化
,

只有在基本食物丰富
,

数量得到满

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

农业发达国家及某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夕 特视是它们种植的一些经济作物

已进入平衡施肥阶段
, 所以针对作物营养与施肥要求的专用肥料便应运而发展

,

可以说大韶
。

只是在某些

国家
,

如美国
,

由于农化服务的高度发展
,

按农化配方随混随施肥十分普及
。

混成的复肥常

不成称定的品种
,

因而不常用专用肥料这一名词
。

此外
, 从我国不少地区当前急需调整肥料

结构中氮磷钾养分比例的现实要求看
,

从经济作物开始发展专用复肥
,

可能是比较实际的有

效逸径之一
。

、

、

四
’

、

对我自发展复肥的浅见

我画早在 19 “ 年即 已完成磷酸按的中间试验
,

、

1 96 6年开始小批量生产 ; 196 4一 66 年进行

了碳化法生产硝酸磷肥 ( 18 一 12 一 。 沁 )的中间试验 ; 1 9 6 8一70 年试产了一批用于烟草的共八

种标号的三元配成复肥
, 经田间试验

,

以品位 1 3
`

9一 9
.

5一 7
.

7 %的三号肥效果较好 , 1 9 7 1一

74 年
,

有用于棉
、

麻等作物的 18一12 一 6 %及 15 一 15 一 15 %等品位的三元配肥试验
,

以后又

有液位磷按
、

冷冻法硝酸磷肥
,

其它类型三元配
、

的肥效
。

棍肥料的研制和 田间试验
,

一般都有较好

随着近儿年化肥工业的急速发展
,

我国已跃入单位面积耕地施肥量较高的 国家行列
,

因

而要求生产和施用各种复肥的呼声也随之日高
。

19 7。年以来
, 主要通过进 口

,

在一些地区已

连续多年施用复肥
,

19 7 9年全国达 10 0万吨 (占当年化肥实物量的 1
.

8 % )

势在必行
,

并已成为化肥生产部门的一项决策
。

但在发展复肥问题上
,

。

看来
,

发展复肥 已

不同部门与不同专业

之间意见尚不一致
。

能否简单地以国外复肥比例如何高
,

复肥效果如何好作为我们讨论的出发点? 显然不全

面
。

国外发展复肥的工业基础是有高品位磷
.

碗资源和高能耗条件

的基地和生产各种配
、

混肥的条件
。

国外大量应用复肥的国家
,

,

有大规模联合生产氮磷肥

其农业生产大都已高度集约

化
、

机械化和专业化
。 由于机械施肥的普及

,

劳力和贮运费用的昂贵
, 复肥

,

尤其是那些高

浓复肥
,

具有广阔的销售市场
。

发达国家的化肥销售系统不仅完善
,

而且有进行诊断和指导

施肥
,

甚至代行施肥等良好的农化服务
,

有利于用户选配适宜的复肥品种
,

提高施肥的效果
。

高磷钾 ( P : O 。
和 K :

O含量 ) N 者居国外复肥品种型号的基本特点是高浓 (品位异 40 %为主 )
,

高磷钾 (炸 U 。和 入 ZU 胃重多八 有盾

多 )及高基肥比例 (对多种作物常采用一次施肥 ) 和机械施肥
。

尤其当与高度灵活的配混和多

品种 (以适应用户需要 )相结合时
,

复肥的长处就可获得充分发挥
。

因此
,

我们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

当前国内化肥产
、

销
、

一化肥产品为主
,

碳按和普钙占有较大比妞、
,

低水平的农化服务

用的基本特点是低浓度的单
,

难以保证因土因作物选用

适宜的复肥品种 , 低基肥比例的传统施班旅术 (多次人工追施化肥为主 )
, 以及长期小规模的

分散种植
,

耕作制度复杂
,

有机肥占有较大你重

80 %以上 )等
,

都是大规模发展复肥的限触因素
。

(提供的N约 占5 0 %
,

P : O 。 ,

K
:
O可占7 0一

尤须指出
, 我国多数地区只是在 19 +78 年以后才普遍提高施肥水平

,

累计施肥量低
,

且不
.

同地区间的差异悬殊
, 多数地区尚处于针对土壤养分半缺状况进行

“

矫正
”

的施肥阶段
,

尚未

普遍进入按作物营养要求的平衡施肥阶段

因素
。

,

这是在预测我国复肥市场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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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
,

仅以施用这一环节为主
,

对我国发展复肥问题提出若干浅见
。

1
.

我国发展复肥的关键之一
,

是须对当前我国主要土城和作物对复肥类型和数量的要求

作出预测和农化评价
。

为此
,

似应继续组织全国性的统一的复肥与单一肥料的肥效比较和农

化评价试验 (包括着午连续试脸 )
。

过去虽有一定试脸给果
,

但其基本结论认为
,

单肥和复肥

只要养分相等
,

肥效也相当
,

这与其他国家获得的多数结论不甚一致
。

其原因有待分析
。

但

可能的一个因素
,

在于我国供试的土壤基础肥力较低
,

复肥主要作为
“

矫正
”

土城中一二种不

足的养分而起作用
,

并未充分发挥平衡施肥的作用 ; 同时
,

试验常采用习惯施肥法 (追肥为

主 )
,

这对单一肥料 (尤其是氮肥 )较为有利
。

2
.

我国似应尽快建立有广泛横向联系的
,

包括工艺
,

市场经济和农化评价即产
、

销
、

用

三位一体的复肥开发中心
。

以通过调查研究
、

试验研究
、

试点和示范
,

对我国发展复肥作出

全面规划
,

协调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工作
,

提供权威性意见
,

并组织适应国情的复肥品种并发

工作
。

3
.

我国应有计划地建立和加强与化肥销售系统结合的农化服务工作
,

以把 指 导化肥商

品合理施用的业务
,

如同农药那样移到商业部门
。

国外经验证明
,

在化肥生产厂或农业部门

设立指导施肥的农化服务机构
,

都不如放在商业系统或生产厂的梢售部门为好
。

只有与销售

相结合
,

才更易使技术服务与商品知识融为一体
,

把施肥技术要求随同商品一起送到农户手

中
。

4
。

选择复肥品种上
,

·

似应从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
,

不强求高浓
,

不排斥中
、

低浓 , 不强求高磷钾
,

不搞无根据的求全
,

不随便添加微肥及其他物质 ,不大幅度提高成本
、

梢售价和养分单价 , 不搞过份宜传和硬压复肥生产指标
。

更具体些说
,

我国当前发展复肥的第一步
,

似应以专用复合肥料为主 , 以用于经济作物

为主 , 以配成混成工艺为主
。

这是因为
:
首先

,

近期内我国能用于生产复肥的资源和单一肥

料还有限
,

专用肥需要量一般不大
,

原料容易解决
。

其次
,

经济作物有较高的营养要求
,

产

品的经济价值高
。

目前我国多种经济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与国外差距较大
,

通过平衡施肥可望

大大改善 , 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集中
,

专业化程度高
,

施肥要求较一致
,

易于保证专用复肥

的效果
。

第三
,

国外可供借鉴的专用肥的配方和经验较成熟
。

第四
,

经济作物种植地区的专

业化
,

集约化程度高
,

使用专用复肥
,

容易形成复肥产
、

梢
、

用一体化
,

开展农化服务的基

础好
,

较为有效
,

有利于提高复肥效果
,

建立复肥威信
。

此外
,

不论是农业部门还是化工部门
,

都可从专用复肥的发展中得取经脸
,

解决复肥发

展中的实际问题
,

有利于取得一致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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