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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

农业 生产的规模化
、

专业化
、

产业化已成为江苏省

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
。

作为农业基础的土壤肥料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

其产业化服务体

系的基本构思是
:

技术软件引路
、

实业硬件配套
,

建立集土壤测试
、

肥料试验
、

研制配方肥 (产
、

供
、

销
、

运 )与技术指导为一体的产业化服务体系或经济实体
。

以改变 目前肥料在生产
、

供应
、

使

用上的分离局面
。

一
、

建立产业化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为使农业上新台阶
,

江苏省提出了建立
“

三高
”

农业
,

发展规模经营的基本战略
。

建立 产业

化服务体系是实行这一基本战略的客观要求
。

建立土壤肥料产业化服务体系
,

首先是实现
“

三高
”

农业的需要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我国

农业正从过去追求产品数量增长
,

满足人民温饱需要为主
,

转向高产和优质并重
,

提高效益的

新阶段
。

发展高产
、

优质
、

高效农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土肥技术措施是建设
“

三高
”

农业的

基础条件
:

一是增加肥料投入总量
,

培肥地力
,

有效地提高土地承载能力
,

达到
“

高产
” ;二是合

理确定有机肥与无机肥氮
、

磷
、

钾三元素及微量元素的结构
,

拓宽配方施肥技术应用领域和优

化配方施肥技术
,

提高科学施肥水平
,

达到
“

高产
、

优质
” ;
三是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和投入产出

率
,

达到
“

高效
” 。

为此
,

必须有产业化服务体系与之配套
,

才能实现土肥技术物化
,

促进
“

三高
”

农业发展
。

其次是规模种植的需要
。

当前江苏省农业出现新的发展趋向
,

新崛起不少规模种植大户和

小农场
。

规模种植表现农艺活动高度集中
,

需要技术
、

需要物质
、

需要为之提供从测土
、

配方
、

生

产
、

供肥到技术指导的产业化服务
。

第三
,

是简化农艺服务的需要
。

农村改革
,

种植趋向规模
、

技术不断进步
、

农艺需要简化是

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

土肥产业化将技术
、

物质
、

服务融为一体
,

通过富含技术成分的配方

肥一次性提供给农户
、

农场主
,

做到简便
、

快捷
、

高效
。

最后
,

是土肥事业自身的需要
。

实行产业化服务 由过去单纯的产中指导 向产前
、

产后服务

延伸
,

不断改革指导方式
、

更新手段
、

开发技术
,

形成社会化
、

专业化
、

系列化服务产业
;
实行产

业化服务还可使社会效益与自身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

形成 自我积累
、

自我发展机制
,

从而使

土肥工作投入和产出
、

建设和发展
、

装备和服务形成一个 良性循环
。

二
、

土肥产业化服务体系基本框架

省
、

市
、

县
、

乡土肥站各自承担 了不同的服务 内容和工作重点
,

从而构成了江苏省土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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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
。

省
、

市土肥站是体系的中枢
。

它们承担着分析研究国内外农业生产
、

土肥技术发展动态
、

引

进开发新技术
、

新产品
,

布置综合试验示范
,

确立江苏省土肥发展方向
;
制定发展规划

,

宏观决

策
;
建立综合性国家级或省级土肥测试中心

,

为整个体系提供综合性
、

难度较大项 目测试
,

如微

量元素
、

重金属测试等
;
建立土壤肥力长期定位监测点和进行阶段性面上土壤肥力调查

,

掌握

土壤肥力动态变化状况
;
疏通配方肥所需原材料和资金渠道

; 配方肥厂管理
、

业务指导
;
协调处

理产业化形成中各方关系的任务
。

县土肥站是体系的骨架
。

它们的任务是建立试验 田
、

示范 田和对 比田
,

设置常规试验
,

测试

后提供配方参数
;
建立土肥常规分析测试室

,

从事氮
、

磷
、

钾等常规分析
;
实行施肥区域控制

,

根

据本县地形地貌
、

农业布局
、

灌排条件
、

轮作制度
、

土壤类型和肥力水平等差异划分配方施肥区

域单元
;
建设上水平

、

上规模的配肥站
,

生产供应优质配方肥
,

调控并协调配方肥供应
。

乡农技站是体系的基础
。

它们主要是参与建设小型配肥站 (掺混肥为主 )
,

根据省
、

市
、

县站

提供的试验参数
,

生产和供应配方肥
,

并指导用肥
。

逐步创造条件建立乡级土肥测试分析室
,

根

据分析结果确定配方
、

生产供应配方肥
。

有条件的地方
,

配备土肥电脑速测车
,

根据农户需要
,

随时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

随配随供
。

以上述三级土肥站组成的纽带
,

将星罗棋布的配肥站罗织成网络
,

形成一个完整的土肥产

业化服务体系
。

进而将工业
、

商业与农业联接起来
。

三
、

建立土肥产业化服务体系的几项工作

土肥产业化最终落实到配方
一

肥上
,

是一个技术
-

一物化— 推广过程
,

所以必须同时注重

技术与物质两方面
。

(一 ) 重视技术软件
,

加强基础研究

土壤在投入产 出中肥力不断变化
,

要重视土壤肥力监测
,

时刻 掌握土壤肥力动态变化信

息
,

为施肥提供依据
。

第一
,

在全省有代表性的主要土壤上
,

建立土壤肥力长期定位监测点
,

定

时测定土壤养分状况
,

建立 田间档案
,

及时掌握土壤肥 力动态演变规律
;
第二

,

开展阶段性土壤

肥力调查
,

掌握面上肥力动态变化趋势
,

验证土壤肥力监测点的动态监测资料
。

为宏观决策和

配方施肥提供基础资料
;
第三

,

在条件成熟时
,

配肥站配置土肥速测车
,

能方便
、

快速
、

准确地测

定土壤养分和植株养分含量
。

随时了解土壤肥力等情况
。

重视配方施肥参数试验
。

在全省主要土壤类型上对粮棉油等作物进行肥料效应
、

磷钾肥临

界值以及厩肥
、

秸秆等主要有机肥当季利用率等试验
,

以获得土壤碱解氮
、

氮磷钾化肥当季利

用率
、

作物百公斤籽粒三要素吸收量
,

以及作物最高产量和最佳产量时氮
、

磷
、

钾配比及用量等

参数或方程
,

建立施肥模式图表
,

同时要研究有机肥与无机肥
,

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合理配比
,

基肥
、

追肥配方的适宜比例及运筹技术
,

以及根外施肥技术等
。

(二 ) 建立信息网络

实行产业化服务要求及时
、

快速
、

方便
、

针对性强
,

必须建立信息网络
,

省
、

市
、

县
、

乡所有测

试资料
、

试验结果
、

供求情况等贮入电脑
,

开发应用软件
,

全省联网数据库
,

成为一个完整的信

息网络
,

资料信息共享
,

配肥厂根据土壤
、

作物及农户需要
,

随时从 电脑中调出资料
,

确定配方
,

进行配方肥加工生产
。

(三 ) 建立配方肥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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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配肥厂是产业化的关键一着
。

县级土肥站实行站厂合一
,

建设起点高
、

上水平
、

上规模

的年产 3万吨以上的配肥厂
,

以调控平衡本县范围内的配方肥供应
。

采用转鼓混合造粒工艺
。

乡

农技站建立小型的年产 2 0 0 0吨左右的小型掺混肥厂
,

掺混肥具有设备简单
、

规模小
、

基建投资

少
、

生产成本低
、

配方灵活等优点
。

它与当地土壤类型
、

作物品种相适应
,

配方灵活性大
、

针对性

强
,

与农户需要密切结合
,

工厂可根据农户需求
,

不受数量限制
,

随配随供随用
。

(四 ) 加强化肥质 t 检测

国务院明确化肥质量由农业部门管理
,

省农林厅 已与省工商局联合发文
,

明确由土肥站进

行复混肥农业使用登记检验工作
。

土肥站要严把质量关
,

做到凡未经农业使用检验登记的产

品
,

不符合配方要求的配方肥一律不得销售和推广
,

以确保土肥产业化服务体系的顺利建立
。

(五 ) 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土肥产业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

根据我国现行体制
,

要把原来分属于化工
、

农资
、

农业多部

门的工作
,

集中到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中
,

必须做大量的协调组织工作
。

首先将分属于化工
、

农资
、

乡镇的配肥厂联合起来
,

纳入统一管理网络
,

由土肥部门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
。

然后 由土

肥系统 (包括乡农技站 )积极创造条件
,

建设配肥厂
,

生产
、

供应配方肥
,

真正实现把
“

测
、

配
、

产
、

供
、

施
”

寓于同一体系或同一组织的产业化服务
。

其土肥产业化服务体系模式为
:

土壤
、

植株测试一信息网络一肥料配方一配方肥生产一质量检测一农户试用一调整配方

一批量生产一按时供应一施用指导
。

土壤肥料服务由产中发展为产前
、

产中
、

产后的全程服务
,

由纯技术指导转向产业化服务
,

逐步建立集测
、

配
、

产
、

供
、

施于一体的产业化服务体系或经济实体
,

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土肥事业发展的新途径
。

(上接第 14 6页 )

从表 6可看出
,

施用尿素的水稻
,

其根际中的反硝化菌数
、

自生固氮菌数都高于施用硫酸按

衰 6 3个品系水稻根际橄生理群的数 t

处 理 品 种
亚硝酸菌
万 / g 干土

反硝化菌
个 / g 干土

自生固 N 菌
干 /g 干土

11月了8

…
乃̀,曰
d.且稻稻梗釉, s N一 硫

酸按
杂交稻

7
.

1 X 1 0 6

6
.

4 X 1 0 .

3
.

9 X 1 0 6

,曰二Jù11

…
d
盆月七,
.

稻稻梗釉
, s N 一尿素

杂交稻

0
.

6 3

3
。

4

1
.

7

9
.

3 X 10 6

8
.

7 X 1 0 6

1
.

1又 1 0 7

者
,

特别是杂交梗稻施用尿素
,

根际中反硝化菌和自生固氮菌的数量分别为施硫酸按的 2
.

8倍

和 26
.

9倍
。

这也可能与尿素提高了土壤的 p H 值有关
。

据报道
,

施用硫酸按能降低根际 pH 61[ ;

而反硝化菌和自生固氮菌 (特别是后者 )对 p H 的要求是偏碱的
。

至于水稻根际中这类微生物

的数量与水稻对氮素利用率间的关系
,

以及不同品系水稻根际对各种氮肥品种引起的 p H 变

化及其与微生物的关系等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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