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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过程中
,

遇到一些 比较具体的问题
,

但细想起来
,

有 的还是涉及到全国范围的有

重要意义的问题
,

有的有较大 的经济意义
。

所以
,
写出来就教于 同志

。
-

逐步建立我国
一

施肥的服务体系

为了建立我国合理的施肥制度
二
, 一
必须同时建立

二户

整套施肥绷良务体系
,

或者叫农化服务
体系 ` 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基础是非常单薄的、 从而在相当大的地区

,

施肥基本上仍然靠农 民

自身的经验
。

这就难以避免施肥的盲目性
。

譬如
,

有些农业高产地区 、 农业技术条件一般说

还是比较先进的
。

但这些地区施肥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
,

氮肥每亩用量高达 5 1斤 ( N )
,

但

大量试验表明
,

在这些地区最高氮肥用量 35 刑亩也足扮良费高达 3D % 以上
,

这就是没有适当
-

的施肥服务机构所造成的
。

据粗略估计
,

我国氨肥由于盲 目施肥所造成的损失
,

至少在 1 。%

以上
,

也就是说我国每年由此而造成的损失高透10 断吨 N 犷这相 当于 5亿元人民币
。

建立一套施肥的服务体系
,

应包括
:

建立县
一

以下的土壤
、 ,

植株的化验测试机构
,

建立能

制定施肥建议的推广服务机构以及开展施肥制度 (施什么
,

施多少
,

何时施
,

如何施 ) 的基础

问题研究
。

前两个方面可以是一个机构两种职能牙后一方面则可委托或组织全国有关科研单

位共同进行
。

「

国外较先进的国家一般从三十年代起就逐步建立了这祥二套推广服务机构
,

到五十年代
,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机构
。

譬如印度在1仑55 年开始
,

首先在全国建立了 16

个土壤测试实验室为施肥服务
,

到 1 9 7 5年 已发展到遍布全国的 2 60 个实
:

验室
,

每年可化验` 。O

方个样品
。 」

一
`

洲
-

二
我国近年来在诊断施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

但是在服务体系上还很薄弱
。

应该指出
,

国

外在施肥推荐上虽然有了五十年的经验 厂但远未达到准确定量的要求
,

而且主要依靠大量的

或长期的大田试验和土壤测试
。

七十年代以来
,

由于农业化学的进步
,

出现了一些根据现代

农业化学理论确定施肥量的尝试
,

这些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希望跳出单纯依靠生物实验的方法
,

达到从理论上
,

或者至少是半经验半理论地来确定肥料用量
,

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

我国在

这方面也进行了不少工作
,

所以我们提出逐步建立我 国施肥的服务体系是完全有条件的
,

而

且也是必须的
,

因为我国化肥总消费量已高达一千七百多万吨 (纯养分 )
,

占世界第三位
,

稍

有浪费就是很大 的损失
。

我们希望 1 0`
`

幼年能基本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施肥服务体系
。 ·

为此建

议
:

「 · - ·

一

1
。

尽快着手试点
,

在主要土壤区建立化验室 (最好是由原来的土壤肥料站改组
,

这样可以

大大节约经费 )
,

并试行施肥推荐
。

· ·

一

一
2

,

组织全国大协作
,

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有关施肥推荐的研究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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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根据全国已有成果
,

制定出一套适合于不同条件下的暂行诊断指标及推荐规程
,

先在

全国试用
。

4
.

为了为这套服务系统谁备合格的干部
,

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级进行培训工作
。

农化服务系统不仅仅限于进行施肥推荐
,

而且可以进行肥料品质鉴定
。

这是一项保护农

民利益的迫切需要的工作
。

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制售质量低劣的所谓
“

化肥
” , “

复合肥
” ,

使

农民遭受相当的损失
,

也使国家浪费了资金
。

二
、

钾肥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1 9 8 4年
,

我国化肥生产的N :卫么O 荞K :
O比例约为 :1 .10

「

2环 0
.

00 孔 当年钾肥总产量只
_

有 4

万吨 ( K
Z
O )

。

一些地区土壤缺钾已成为限制作物进一步增产的主要因素
。

一些地方土壤缺钾

面积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

所以牛适当增加
、

钾胆的供应已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间题
。

据估计
,

现有钾肥的供应量大概只能满足需要量的一小部分
,

而且认为
,

到 2 0。。年这种

情况也不易根本改善
。

这就提出了一个
`

问题
:

如何解决我国的钾肥问题
。

一
`

解决我国钾肥问题
,

不外乎
:

.1 大力加强钾盐矿床的勘探
,

这是根本解决我国钾肥问题

的办法
,

但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

乙 大力提高钾肥产量
,

如盐湖开发
,

明矾制钾等等
。

歇 增

加进口
,

、

这无疑是一项见效快的办法
。

但是我国缺钾土壤面积很大
,

完全依赖逃以来满足钾

肥需要
,

可能是相当困难的
。

譬如 19 8 3年度我国钾肥进以约达90 万吨 ( K夕 )
,

这大概要花费

外汇一亿多美元鱿但这部分钾肥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旗口果到 2 0 0 0年钾肥全部依靠进目
,

即

使价格不变刃也要近十亿美元之巨
。

,

在
_

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

的时候
,

负担这样大量的外

汇可能是不太现实的
。

我们认为
,

、

在采取找矿
、

`

增产
、

一

进 口等措施的同时
,

应大力提倡充分

利用农业自身钾素的再循环 ; 这是一条人大皆知但却是最经济又切实可行的办法
。

关键是要

采取切实措施
,

作出实效来
,

_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领导必
`

订出
L

办法
。 - 一

「

我国 1 9 8 4年的粮食产量达到 8 0 0 0亿斤以上
,

也就是说至少生产了 8 0 0 0亿斤的秸秆
,

这些

秸秆含有的 K
:

口量 (按丈
.

5%计 )达到60 0万吨
,
要进口这样多的钾肥至少要花数以十亿计的美

元
。

它是近年来进 口钾肥量的六倍
。

所以这是一笔极其大量的钾肥资源
。

同时
,

试验表明
, 秸

秆中的钾
,

在肥效上接近于化学钾肥
。

,
一

「

~
.

-

在一些地方秸秆还田往往和农民的燃料有矛盾
,

但利用秸秆中的钾却可以用燃烧后的灰

分
。

所以
,

、

利用草木灰既不与燃料发生矛盾
,

又不要投资
,

也不要设备
,

技术上更不成何题
,

只要认真推广就行了
。

所以
,

解决我国钾肥何题
, 一

需要采取各个途径犷但主要的途径应该是

自力更生
。

,
-

,
-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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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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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施肥和环境问题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

化肥用量增加
,

.

施肥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
,

也是一个应予

及时注意的间题
。

我国目前单位面积的化肥用量已处于世界前列
。

譬如 19 82 年已达每亩21 斤

( N + P : O
。 + K : O )

,

同期世界平均施肥水平为1 0
.

4斤 /亩
,

亚洲为 9
.

7斤 /亩
,

美 国为 1 1
.

6斤 /

亩
、

都低于我国 ; 同期日本施肥水平为5 5斤 /亩
,

比我国高
。

到 2 0 00 年我国北月巴施用水平当又

有显著增加
,

所以施肥和环境的关系应及早注意
。 」

_

所谓施肥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 , 主要包括氮
、厂磷肥以及有机物料施用所引起的问题

。

其



中以氮肥 引起环境问题 的可能性最大
。

氮肥所 引起 的问题有两个
:

一是 由N O
3 一
淋失等 对水体

的污染
,

一是反硝化产物所造成的同温层臭氧的破坏问题
。

对于后一问题 目前意见尚不一致
。

化肥污染问题 的研究应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

譬如我国南方虽然雨量较大
,

易于造成N O 3
一

N 淋失
,

但南方稻田占有很大比重
,

在稻田 中大部分无机氮是 以按态氮存在的
,

加上水田的

渗漏量不大
,

所以这些条件都对防止富营养化有利 ; 据少数测定表明渗漏水和径流含氮量在

.1 s p p m左右
,

在比英国农田渗漏水平均含氮 1 0 p p m 少得多
。

在北方
,

由于雨量较少
,

琳失的

可能性要小一些
。

但是也有人认为我国个别地方 已经出现富营养化
,

前些年北方一些地方进

行
“

肥水
”

调查表明
,

一些地区井水含 N O
。

一 N高达数十 p p m ,
.

远远超过了应有的饮用水标准
。

这样高 N O
3

一 N
,

对人 民健康有何影响 ? 这部分 N O :
一 N是哪里来的 ? 与施肥有无关系丫都

不甚清楚
。

磷肥问题可能要简单一些
,

它通过淋失进入水源 的数量是不多的
,

但随着洗涤剂用且的

增加
,

生活污水中磷的污染也是不可忽视的
。

有机物料的污染包括厩肥及城市废物
。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城市废物对农田的污染
。

因

为城市有机废物施于农 田是最理想的处理办法
,

不仅解决了废物对城市的污染
,

而且也为农

业提供了肥料
。

但伴随而来的是这些废物可能对农 田造成的污染
。

’

这个问题在我国似乎还研

究得不多
,

但是一旦造成农田污染
,

消除它就要花十倍的力量
,

所以
,

这个问题也应予以重

视
。

而事实上
,

大量的城市垃圾正在施于农田
。

厩肥对环境的污染
,

在我国似乎还不是一个

问题
,

但是
,

随着有一定规模养殖场的建立
,

厩肥可能成为一个环境问题
。

以上这些问题
,

有的是建议尽快解决的
,

有的是希望开展研究的
。

只是提供一得之见
,

希

望有助于我国肥料工作服务于四化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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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钾肥用且配比与水稻病害的关系
’

何电源 朱应远 张伟达 叶承思

( 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 究所 )

随着水稻施肥量的不断增加
,

有些地区因肥料配合比例不当等原因
,

导致水稻病害加重
,

尤其是纹枯病和胡麻斑病
,

已成为夺取水稻高产稳产的主要障碍之一
。

一般认 为 〔” ,

纹 枯

病的发生和为害
,

受菌源数量
,

水
、

肥管理
,

种植密度
,

品种抗性和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形晌
。

缺肥 (尤其是缺钾 )或是氮钾比例不当
,

一般都会促使胡麻斑病发生或加重
。

.
’

1邹 2 年 我们在湖南长沙县谷塘乡调查
,
发现当地近年来水稻发生纹枯病和胡麻斑病相当

严重
,

为了解肥料用量
、

配合比例与两种病害发生的关系
,

特在该乡青夹泥田上布且了早祖

和晚稻试验
,
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

* 土城和植株分析由本所龚惠群
、

陈顺庄和郭小林等 同志完成
。

朱应远同志现在润北省荆州工作
,

叶承 思同志现在溯南湘潭农校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