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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兴国县农田养分现状及调整对策。 

(兴国县土壤肥料工作站 兴国 3~4o0) 

S j．6 

摘 要 奉研究选挥 80年第二次土壤菁壹取样点为背量，在原取样点再次取样分析，同时收集生县有 

撒 田养分收支状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农 田养分束嚣钾氟供应以有机肥和化肥基车各占一半．而礴童供应 

基本上 化肥为主。农田氟素基本平衡，磷素有机质喀有盈余．钾素刖暇昱亏缺。17年同农田彝分有增有减． 

其中建教钾反而下阵 31 9％．pH下降近 1十单位。为此．特提出下世圮韧谭整兴国农田养分的对策：一是调整 

化肥培构．协调氮碡钾施肥比例；二是增声E有机肥料．t点推广稻草还田．增声E石灰等。 

美键词 壅旦蕉坌|墨盐； 策 囤皂． I ±j如 秤镆j 

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市的东北部，属山区。以栽培粮食作物为主，也种植一 

部分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耕地面积 31152．2公顷，其中水田27809．3公顷，早地 3342．9公 

顷，农 村人 口 576309人，年平均气 温 18．9℃，稳定通过 1O～2012活 动积 温为 5300～ 

45oo℃ 

1 农田养分概况【 】 

1．1 农田养分消耗 

l 1．1 粮食作物 

1997年总产量 195050T(其中稻各 182630T)，早稻面积 16145．5公顷，晚稻 18816．4公 

顷，一晚及一季中稻2609．9公顷，每公顷平均产量依次为 4770kg、4950kg、4770kg，估算只 

消耗 N 3901T、P2 1756T、K2O 4291To 

1．1．2 油料作物 

油菜播种面积 7266．7公顷，总产量 4196T,需消耗 N243．4T，P2 104．6T、K2O180T。 

花生面积 2068．7公顷．总产量 4277T'需消耗 N 171．IT(计算豆科作物养分消耗时把 自生 

固氨扣除其 中1／3)，P2 51．3T、K20136．9T。太豆1911公顷，产量2435T．需消耗N 

136．1 T(同上)P2 43．8 T’K20 97．4T，三种作物共需消耗 N 550．62,P2 199．7T’ o 

414．3T。 

l 1．3 甘蔗、烟叶 

1997年种植甘蔗 3032．3公顷，总产量 185664T，需 消耗 N 271 T，P2 181T,K2O 

230T。烟叶 2025．7公顷，每公顷产烟叶 1290kg,总产 2613％ 需消耗 N 106．6T，P2 19T， 

O 3O T'以上共需消耗 N 377．6T，P2 200T，K2O 260"I"． 

1．1．4 瓜果菜 

全县蔬菜 6919公顷，每公顷产量 30540kg，总产量 211332T，大致需消耗 N 845．3T' 

0 奉文承鼙江西省农科院土肥所花生成、叶厚专老师指导，土壤养分分折由诙所完成。在此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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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O5 422．6 T1 K2O 1056．6T。瓜类面积 113．5公顷，总产 1587％ 消耗 N 6．3T．P2 5．6T 

K2O 8．7To果类 面积 12400公 顷．其 中 裹1 兴国县主要作物彝分消耗量(T) (1997年) 

1997年 4213．3公 顷成年果园 产果 1．8 

万T(每公顷产果 4272l【g)，消耗 N 90T， 

P205 36T，K2O 108T。其余 8186．7公顷 

均为幼果期，急需加强抚育．大致需消耗 N 

2725．4T(按每公顷需 N 333kg计算)， 

P2O5 594T(按每 公顷施 P 72．5kg计 括号内为所占百分散．下同。 

算)。以上共消耗N 36672,P2O51058．2T'K2O1173．2L (表 1) 

1．2 农田养分来源 

1．2．1 化学肥料[含复合(混)肥] 

1997年全县投人纯 N 8526 T，P2O5 3519T、K2O 2562T。其中用于林业、养畜业、水产业 

N852L P205 352T，K2O 256T,实际用于农用氮 4604．4T(7674TN 按挥发损失率 40％计 

算)．P20．~3167T．K2O 2306T． 

1_2．2 有机肥料 根据实际情况，作如下估算： 

(1)猪厩肥 1997年生猪存栏数 860400头，平均在栏时间 6个月，利用系数 60％，可提 

供 N 1265 T1 P2O5 336T，K2O 1290．6T。并提供有机物质 516240％ 

(2)牛厩肥 年末牛存栏 6880头，按 45％利用系数计算，可提供 N 1239．3T、P2O5 

164．2T、K2O 796．3T 并提供有机物质 21672T。 

(3)人粪尿 1997年农村人121 576309人，按平均 40％利用系数计算．可提供N1244．8 

T，P1O5 131．4T，K2O 2121T，还可提供有机物质 103735T。 

(4)稻草还 田 1997年还田面积 14000公顷，按每公顷施干稻草 2250kg计算，可提供 

N 371．7T，P2 53．6T．K2O746．6T，若按 90％折算有机物质，可提供有机物质 28350T。 

(5)冬季绿肥 播种面积 7333．3公顷．按每公顷固氮 45l【g，可提供 N 330T，还可提供 

有机物质 11000T。 

表2 农田彝分来源(T) (1997年) 

从表 2看，在养分来源中化肥 N占50．8％ 磷 占82．2％ 钾占 49．6％；有机肥 N 占 

49．2％，磷占 17．8％．钾占50．4％，有机肥在钾氮供应上占有重要地位，基本各占一半。从 

养分供应绝对量(N+P2O5+K2O)化肥为 10077 4T占57％，有机肥 7481．6T占43％。 

1．3 养分平衡现状和养分再循环 

农田氮素基本平衡，磷素略有盈余，钾则明显亏缺(表 3)。近年来在土壤磷素总水平明 

显上升的同时，更要注意 NK平衡 合理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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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兴国县农田生态系统中，氯素再循环达到52．3％．磷为21．3％，钾 38．2％(表 

4)；说明NK再循环巳达到一定水平。但仍需重视猪牛厩肥利用．特别是秸杆还田的数量和 

质量，不断提高再循环比例达到培肥地力．降低农本的双重效果。磷的再循环还有潜力，关 

键在于用好磷肥，特别是轮作中合理施用。 

裹3 农田养分平衡 【1997年) 裹 4 农用养分再循环 【1997年) 

1．4 土壤有机质fC】平衡 

兴国县水稻土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 199±84g／l【g，全 N平均含量 n±0．4g／kg(n： 

40)．其稻田土壤 N比为 1O．5．根据参数估算．土壤有机质年分解量 2254kg／公顷(124 5 

×1．724×10．5)．而土壤有机质年生成量：(1)估算根茬 自然归还量 1305+1170=2475kg／ 

公顷(9750~12％：1170)；(2)施用有机物质估算平均 21860~qg／公顷，(全年估算施用有机 

物质 680997T．按 耕地 面积 31152．2公 顷计算，平 均为 21860kg／公顷 )；两项 合 计为 

24335kg／公顷，按系数 0．21计算，则为 5110kg／公顷一年；生成量大于分解量．土壤有机质有 

盈余，大致和定点比较分析结果相符台。 

1．5 抽样调查 表5 抽样调童l言槊(面积1．153公顷，总产12526kg) 

对五户粮食专业 户农 田 

C、N、P、K的抽样调查结果见 

表 5。 

五户粮食 专业户农 田在 

C、N、P、K养分平衡上，表现 

C、N有盈余．P稍有盈余，而 K 

有较多 亏缺，大致和全县农 田 

养分状况相类似。 

*支出]囔目包括化肥 N挥发损失 40％在内； 

*-有机翻质自然归还量2475I 盐嗵，人工施用量 11667．9kg，公顷．共 

计 14142．9I 公甄．控腐殖化系散 0．21计算。 

2 农田土壤养分现状 

以全省第二 次土壤普查为基 

础，在原采样点上．选有代表性的能 

反映本地区土壤特性的农田进行采 

样．增加可 比性，共采取并分析 4O 

个耕 层土样．其 后统 计平 均值 与 

1981年(全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原 

田块测定平均值比较如表 6。 

裹6 兴国县农田土壤性状比较 【n=40 

17年间农田养分有增有减，其 中土壤有机质增加 53．1％，全氮增加 23．6％，碱解 N增 

加 2．9％，特别是速效 P增加 182．2％，速效 K反而下降 31．9％，此外，土壤 pH下降近 1个 

单位应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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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 田养分现状的调整对策 

根据 目前农田养分现状。下世纪初的重点是调整施肥结构，即调整有机肥和化肥的搭配 

比例以及肥料中N、P、K各养分所占的比重。在具体实施工作中，采取如下对策： 

(1)诵整化肥结构，协诵氮磷钾施肥比例。目前农田氯、磷、钾化肥施用比例为 1：O．41： 

0．3[含复合(混)肥]，而扣除复合(混)肥养分．单质氮、磷、钾化肥施用比例只有 1：0．29：0． 

15。化肥结构不台理限制了肥效的发挥，80年代问题最突出的是缺磷，而到目前最突出的 

是缺钾，钾素不足制约了氮、磷作用的发挥。近年来．工厂化复台(混)肥的发展，三要素比例 

总体上逐渐协调，但是钾索依然缺乏。因此。施肥宏观上必须采取“稳氮、控磷、增钾”的对 

策，特别要重视钾肥的投入比重，并继续大力推广和发展工厂化配方施肥。 

(2)调整化肥与有机肥的施用比例。17年来，化肥施用量猛增，有机肥与无机肥的施用 

比例大幅度下降．有机肥与化肥的比倒不台理，限制了化肥利用率的提高。而偏施化肥，叉 

导致土壤 pH值逐渐下降，因此，必须大力推广增施有机肥料。 

(3)大力推广秸杆还田。弥补钾肥资源不足。目前有机肥在钾肥供应上 占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因此，大力推广秸杆还田，对于缓解化学钾肥不足。农 田钾素亏缺，速效钾养分下降具 

有重要意义，要求每公顷用秸杆3O0O～3750公斤．直接还田并配旌石灰，杜绝燃烧稻草的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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