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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植物营养学原理和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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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　210095)

我很高兴地看到鲁如坤等箸述的《土壤-植物营养学原理和施肥》一书的出版。

本书内容丰富 ,既有理论阐述 ,又多实践总结 ,并展示了植物营养研究的新进展 ,是一本很

有特色的著作。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对我国植物营养学的发展有所促进 ,并使我国施肥技术

进一步提高。

1　基本内容
本书的作者如鲁如坤 、谢建昌 、蔡贵信 、朱其清等都是从事本专业研究数十年的知名学者 ,

书中大量内容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另一些作者也多系本专业的后起之秀。

本书大量参阅了国内外文献近 1000篇 ,较好的反映了国内外的新进展和新兴领域 ,前者

包括长期施肥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和中国农田养分循环等。后者包括生物技术在本学科的应用

以及根际土壤环境等 。

本书也十分重视内容的实用性 ,比如 ,书中除介绍了各种施肥技术外 ,还介绍了特殊情况

下的施肥(免耕施肥 、灌溉施肥 、温室二氧化碳施肥等),以及有广泛发展前途的施肥技术和肥

料 ,如叶面施肥 ,缓释肥料等。

2　某些理论探讨
本书除一些具体内容外也提出了某些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其中 ,不少可能是今后有意义的

发展方向 。

土壤-植物营养学是研究土壤和植物营养之间相互关系的交叉科学 ,它不是简单的“土壤

学加植物营养学”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靠改善土壤环境以适应植物生长的需要 。随着植物营

养的进展和遗传工程技术的崛起 ,人们开始放眼于改变植物遗传特性以适应土壤环境 。实际

上 ,在自然界中某些植物或品种所以能在逆境条件下生长 ,是由于它们具有适应逆境即适应土

壤不良环境的能力 ,把植物的这种适应机理研究清楚 ,就可以应用遗传工程技术来改变植物遗

传特性 ,以适应某种逆境条件 ,这方面的研究有着光明的前景。大家都知道在石灰性土壤上生

长的作物 ,根系能分泌某些物质 ,如 H+ 、麦根酸等 ,以提高土壤中磷 、铁等元素的有效性 ,满足

作物生长的需要 。由此可知 ,土壤肥力和植物营养的关系是相互的 ,能互相促进 ,这是本书的

一个重要特点。本书书名中“土壤-植物营养学…”其中的一横作者即用以表明土壤和植物之

间的作用是交互的。

土壤养分供应能力是土壤肥力的核心 ,肥沃土壤是作物高产的基础 ,作者们用很大的篇幅

阐述土壤养分供应的巨大意义 ,这是很必要的 。这一方面说明培肥土壤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

应看到我国土壤肥力水平还不高 ,如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有效养分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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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较大差距 ,说明我们培肥土壤的任务十分艰巨 。

当然 ,作物高产单靠土壤养分的供应是远远不够的 ,肥料的使用也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

要方面 ,本书以较大篇幅总结我国各地长期肥料试验结果 ,结合土壤中养分供应的特性 ,以及

不同作物的需肥要求 ,推荐施肥技术 ,使科学施肥技术更加完善 。在肥料施用方面 ,当前一个

突出问题是肥料的利用率不高 ,这在氮 、磷各章都有明确的阐述 ,特别是氮肥损失严重 ,这就要

求我们加强对施肥技术的研究 。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 、农业产业化的推进 、对科学施肥的要求

会更高。作物产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们要研究各个因素之间和相互关系 ,研究各个过程的

动态变化 ,综合考虑各个因素的作用。提出合理施肥模式 ,使我国施肥技术达到更高的水平。

“根深叶茂” ,说明根系生长对植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性 ,近年来人们对根际的研究十分活

跃。根对土壤养分和水分的吸收 ,不仅与根的形态有关 ,也与根的分泌物有关 ,植物叶子中产

生的光合作用产物有很大一部分(约 40%)是由根分泌物排出体外的。使根际 pH 、Eh以及各

种养分浓度起了很大变化 ,根际养分的动态变化成为植物营养研究的新领域 。根系不仅是植

物吸收养分和水分的主要器官 ,也是植物激素产生的重要场所 ,对植物的生长与发育起着调控

作用 ,特别是对逆境能作出反映 ,这在植物营养与作物育种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本书介绍了这

方面的应用和进展 ,是本书另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 ,本书除给读者以丰富的知识外 ,也提出了土壤-植物营养学某些今后有巨大理论意

义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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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钾氮配施的增产效应

表5的结果表明 , N1 K比N1K0处理 , 油菜增产6.6 %, 芝麻增产5 .1%, 红薯增产

24.8%;N2K比 N2K0 处理 , 油菜增产 14.1%。芝麻增产 7.3%,红薯增产 21.3%。在油菜

和芝麻上有高氮量配施钾增产大的趋势;且达显著水平 。看来钾氮配施能使作物增产 ,故而吸

收的氮多 ,致使氮的渗漏损失减少 。在供试的 3种作物中 ,红薯对钾的效应大 ,吸收的氮多(表

3),氮的渗漏损失也少(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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