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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之一
。

其中小麦和棉 花 的 产 量分别 占 全 国 的39 %和

1 % 4
。

但因早
、

涝
、

盐碱
、

风沙等自然灾害频繁
,

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

五十年代初粮食亩产

平均仅 1 00 斤上下〔 1〕① 。

三十年来
,

国家投入大量物力
、

财力和人力
,

对本地区的 自然和农业资源
,

灾害及综合

治理方案进行过多次调查研究
。

以各种类型的灌排水利工程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正 日益发挥

效益
。

农田 生态环境已有所改善
。

化肥的投放量逐年增加
,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

平均亩产现

已达 4 00 一 500 斤左右
,

但仍属中低产水平
。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
,

农业生产从低产变中产主要靠改变不利的自然条件 (例如建立排灌

工程以解决早涝为患 )来实现
。

但是要巩固这初步的治理成果
,

使中产向高产发展则必须依靠

高产的农业生物技术措施
,

包括合理施肥
,

选育和推广良种
,

加强病虫害防治
,

轮作复种
,

培

肥土壤
,

调整农业结构等
。

根据联合国粮食组织
、

世界银行的报告及我们自己的实践认为
,

合

理增施化肥在各种农业增产措施中占50 %以上的作用〔 2〕
。

为促使本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

建立稳产高产的农田生态体系
,

必须充分应用和加速

已有科研成果的推广
,

必须加强适合于本地区的各种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措施的研究
。

合理施

肥和土壤培肥的理论与技术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

一
、

黄淮海平原土壤肥力状况

(一 )不同生产力的土坡肥力状况

所谓土壤肥力一般是指土壤向植物提供适宜的形态
、

数量
、

比例的各种营养 元 素 的 能

力 〔 3
,
4 〕 ,

主要是以土壤中有效态营养元素的含量来量度
。

此外
,

土壤 p H值及其他化学性质
,

结

构
,

水分及其他一些物理性质都对营养元素的形态
、

数量
、

比例有深刻的影响
,

所以常常也

是评价土壤肥力的重要依据
。

1 9 8 3年初曾对河南省封丘县
、

河北省南皮县
、

山东省禹城县采

集了九十多个土壤样品进行分析测定 (表 1 )
。

关于土壤肥力的分级众说不一
,

我们采用以土壤生产力水平来划分的办法
。

所谓土壤生

产力是土壤滋养植物生长的能力
,

是以某一作物的产量来量度的
,

因此土壤生产力是所有生

长因子综合贡献的结果
。

显然
,

生产力高的土壤必定是肥力水平相对较高的土壤 (但肥力较

高的土壤却不一定是生产力高的
,

这是因为土壤肥力只是促使作物高产的因子之一 )
,

所以用

生产力来划分土壤肥力有一定的实用性
,

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
,

它能表征土壤肥力的当

前情况 (但有其局限性 )
。

以小麦单产为例
,

表 1 中
“

高肥
”

是亩产小麦 80 。斤以上 ; “

中肥
”

是

亩产小麦 4 00 一 8 00 斤
, “

低肥
”

则是亩产小麦低于 4。。斤
。

根据这一划分
,

黄淮海平原以平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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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杏 黄淮海平原土滚肥力状况
幸

肥肥力力 有机质质 全抓抓 速效礴礴 速效钾钾
水水平平 (% ))) (N% ))) P名 0555 K : OOO

(((((((((ppm ))) (ppm )))

高高高 1
。
1 111 0

。
07 333 1 0

。
0001 9 666

中中中 0
。

8 888 0
。

0 6 2227
。

0555 1 5 333

低低低 0
。
7 555 0

。
5 555 0 2

。
8111 1 5 555

高高高 1
。

2 222 0
。

7 0 4441 5
。

6661 8111

中中中 0
。
9 888 0

。
0 6888 6

。
9 6661 7 000

低低低 0
。
7 555 0

。
5 0 444 4

。

4333 1 4 222

离离离 1
。

2999 0
.

o a s lll1 7
。

0001 9 222

中中中 I
。

0999 0
。

07 666 8
。
3 555 1 4 444

低低低 0
。

8 444 0
。

05777 6
.

7 1 3 888111

*1 9 3 8年 1 月采样 ( 0一 2 0厘米桥层 )分析
。

产9 4 8斤看
,

大多是属于中偏低产水平
,

因

此土壤肥力也以中低水平为主
。

例如河南省

南皮县高肥水平的土壤约占20 %
,

中肥水平

的土壤约30 %
,

低肥水平的约占50 %
。

又如

河南封丘县高肥水平的占 5 一 10 %
,

中肥水

平的占4 5一 40 %
,

低肥水平的为 50 %左右
。

(二 )三十年来土班肥力的变化

黄淮海平原的土壤生产力已从 50 年代初

期的平均亩产10 0斤左右提高到目前的4 00 一

5 00 斤
。

我们认为本区的土壤肥力一般 是 向

着好的方向发展演变的
。

这不仅为土壤生产

力的大幅度提高所旁证
,

也为我们的分析结

众

果与六十年代的一些分析结果 (表 2 )的比较所证明
。

1
.

土城有机质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据
。

对某一具体的土壤
,

有机质含量可能有增有降
,

但

增减幅度不大
。

例如本区域土壤有机质25 年前后仍处于相同的水平 (表 1 和表 2 )
。

当然土集

有机质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中
:
矿化作用

,

生物合成及有机质 (农家肥料 )的添加则是

三个主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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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全氮量变化很小
。

一方面是土壤有机质含量相对稳定
,

另方面是化学氮肥的用量逐年

增加
,

弥补了作物产量逐年提高所带走的大量氮素
。

据河北省土肥所等资料②③ 认为
,

速效

氮的水平还略有提高
,

当然这与采样的时间有一定关系
。

3
.

全磷含量没有多大的变化
,

速效磷含量略有下降 (表 1 和表 2 )
。

这是因为本区土城全

磷水平较高
,

但长期偏施氮肥
,

不施或少施磷肥的结果
。

相反
,

另一些典型的社队
,

由于连

续数年施用大量化学磷肥
,

土壤速效磷有较快提高
。

例如据分析化验表明
,

河南省封丘县 三

里庄大队
,

山东省禹城县构头李大队
,

河北省南皮县刘夫青大队等速效磷含 量 约 在 12 一 18

P P m ( 0 1s
e n
法 )

。

4
.

土壤速效钾含量稳定
。

本区土壤全钾含量都在 2 %左右
,

吸持的钾也较多
。

虽然长期

不施钾肥
,

本区大多数土壤和作物仍未有缺钾症状
。

只有个别的报告认为在一些施高氮高磷

的土坡上
,

钾肥的效应也开始表现出来
。

说明长此下去偏施氮
、

磷肥料
,

那么缺钾的问题可

能会突 出起来
。

最近几年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认为
,

本区的氮
、

磷循环大致上保持平衡
, 1 9 7 9年的投入 /移

② 赵哲权
、

李承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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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比值
:
N为 1

.

0 9
,

P为1
.

16
。

总的来说
,

三十年来本区土壤肥力不仅没有恶化
,

相反却有所

提高
,

这是与本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
,

水利工程措施 日益收效
,

化肥投放量逐年提高有关的
。

但目前缺磷是农业生产的限制因子之一
,
氮肥的均衡施用

,

利用率的提高和土壤培肥也是急

待解决的课题
。

滚 二
、

肥料使用现状

(一 )历年来化肥的投放及粮食产 t

化肥对于作物的增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

黄淮海平原地区五十年代基本上不用化肥
,

六

十年代始有应用
。

氮肥的普遍施用是在七十年代初
,

而磷肥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热起来
。

例

如河南省封丘县 97
.

6万余亩耕地
,

从 1 9 4 9一 1 9 6 8年的二十年间总共使用 0
.

84 万吨氮肥
,

每亩

耕地每年只用了不到 1斤氮肥
,

磷肥直到 1 9 7 4年才有少量销售
。

又如山东省禹城试验区在 1 9 6 6

年建区前基本上不用化肥
, 1 9 6 9年平均亩施氮肥不足半斤

,

磷肥也是 1 9 7 4年才开始应用
。

近

十五年来本地区化肥用量急剧上升
,

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例如河北省南皮县 1 9 8 1年使用

氮肥 1
.

5万吨
,

为 1 9 6 1年的 33 倍
,

磷肥 0
.

4万吨
,

约为 1 9 6 6年的 5 倍
。

又如河南省封丘县 1 9 8 3

年化肥总用量为 4
.

87 万吨是 1 9 6 6年的 n 倍
,

其中磷肥为 1 9 7 4年的10 倍
。

山东省禹城试验区1 9 7 9

年每亩施氮肥 2 2
.

8斤
,

比建区前后增加了 6 0倍④ 。

黄淮海平原地区 1 9 8 1年消耗氮肥 6 3 2
.

4万吨
,

磷肥 1 20
.

2万吨
。

平均亩施化肥 (实物量 )为

7 4
.

3斤
。

随着化肥用量的增加
,

粮食的单产
、

总产也大幅度上升
。

图 1 是河南省封丘县
,
1 9 6 1

年一 1 9 8 3年间化肥施用量 ( N
、

P
、

K实物量 )与粮食总产量日益上升的关系
。

禹城试区的统 计

资料表明
,

粮食单产与化肥用量的相关系数达
r 二 0

.

9 9 7 3④
。

说明在影响单产的诸因子中化肥

少

尸乙一乙化钧叫书彩二已。。一X阿叫摺皿田巧卜

的用量起到关键的作用
。

但是与全国中
、

高产地区施肥水平

相比
,

黄淮海平原地区的化肥施用水平

仍然偏低
,

例如本区单位面积的化肥施

用量只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1 / 2或 1 / 3
。

全国化肥网材料表明
,

高产地区每斤尿

素的增产效率只有 3 一 4 斤粮食
,

而中

低产地区可达 6一 8斤
。

肖克谦等于 1 9 7 8

一 1 9 7 9年在封丘的试验指出
,

每斤尿素

增产小麦 5
.

5斤
,

玉米10 斤⑤
。

可见
,

本

地区化肥投放量再提高一倍
,

达到或接

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平
,

同时又注意

氮
、

磷配合协调施肥的话
,

其增产的潜

力及经济效益将比等量化肥投放到高产

地区要大许多倍
。

尽管本地区化肥用量水平不高
,

但

同样存在着施肥不均衡的问题
。

有部分

年份

图 1 河南省封丘县化肥施用纽与粮食总产量

( 1 9 6 2一 1 9 8 3 )

④ 张兴 权
、

许越先
,

省 禹城 改碱实验 区
。

@ 肖克谦等
,

1 9 8 2
:

1 9 8 2
:

山东 省禹城实 验区营 养物质平衡 的初步分析 ( 油印资料 )
。

中国科学院地理 研究所
,

山东

愁
关于提高土城肥力 的初 步意见

。

黄 维海平原封丘县 旱汾盐碱综合治理文集— 封 丘县科委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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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块过量施肥 (如城市郊区
、

原高产社队等)
,

而大多数田块是施肥不足处于饥饿状态
,

更有

的田块还从未施过肥
。

此外
,

氮
、

磷比例失调
,

肥料利用率低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

因此在肥

料施用上有很多工作要傲
,

增产的潜力尚很大
。

(二 )纽肥问厄

黄淮海平原的多数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

全氮不足
。

施用氮肥一般都有显著的增产效应
,

特

别是大多数中等肥力以下的土壤
,

增产效应更为突出
。

1 9 8 3年在河南封丘潘店示范区的试验

表明
,

亩施 80 斤碳按粒肥增产玉米33 %
,

亩施 30 斤尿素增产玉米 22 % ; 另据肖克谦等在应举

示范区的试验与不施肥的对照比较
,

亩施 85 斤碳按增产小麦 79 %
,

亩施 30 斤尿素 增 产 小 麦

7 5%⑤
。

本地区目前施用的氮肥品种有碳按
、

尿素和硝按
,

其中碳按为氮肥总使用量的70 一 80 %
。

河北省南皮县
、

河南省封丘县
、

山东省禹城县都有年产近万吨合成氮的小氮肥厂
,

它们生产

的碳按有力地支援了各县的农业生产
。

但碳按不是一个理想的氮肥品种
,

在不合理的施用条

件下其利用率很低
,

一般在30 % 以下
。

特别是本区多为石灰性土壤
, p H高

,

撤施碳按的挥发

损失严重
。

根据 1 9 8 3年在河南省封丘县潘店
、

应举
、

水释大队三个示范区的试验及 1 9 8 4年在

全县 56 个点不同土城不同作物上的中间试验表明
:
碳按造粒深施是大幅度提高碳按肥效

、

增

产增收的科学施肥措施
, 1。。斤碳按粒肥深施较等量粉肥深施每亩增产皮棉 15 斤

,

增产玉米籽

粒 75 一 1 49 斤
,

水稻增产32 一 1 68 斤
,

投资效益显著
,

氮素利用率提高一倍左右
。

因此在黄淮

海平原地区有条件的地方可推广碳按造粒深施技术
。

尿素是另一个重要的氮肥品种
,

其占氮肥总使用量的比重正在逐年扩大
。

尿素与碳钱都

不能做种肥用
,

做基肥时也要尽量避开播种行
。

在调查中不少农民反映尿素灼伤小麦幼苗的

间题
,

估计是根系受到氮的毒害所造成的
。

在一般施用方法下尿素的肥效与碳按相似或稍好
。

但在深施时
,

尿素因不易被土壤胶体所吸附
,

在雨后和灌水过量时可被淋失
,

因 而 尿 素 的

肥效一般不如碳按
。

群众说
: “

碳按宜做底肥
,

尿素不宜做底肥
。 ”

就是这个道理
。

试验证明尿

素做追肥撤施立即辅以适度的灌水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施肥方法⑥⑦ 。

(三 )礴
、

钾及徽肥问厄

1
。

黄淮海平原土城的全磷含量一般较高
,

达 0
.

15 % ( P
:
0

。
) 左右

。

可是土城中可供作物

吸收的有效磷 ( O l s en 法 )一般偏低
,

大多约 5 p p m ( P :
O

。
)
。

在六十年代
,

作物产量不高
,

复

种指数较低
,

土壤氮和肥料氮的供应也不丰足
,

所以当时生产上主要的限制因素是氮
,

而不

是有效磷
。

到七十年代中期
,

氮肥用量增加了
,

产量从几十斤提高到几百斤
,

磷素供应不足

的矛盾在生产上上升为限制因子
。

磷肥的效应非常显著
,

高达每斤磷 ( ( P
Z
O

。
)增产粮食 15 一

2 5斤
。

在推行生产责任制后
,

广大农民竞相争购磷肥
,

使本地区磷肥供不应求
。

因此不少冒牌

产品
,

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磷肥涌上市场
,

而价格则没有相应的限制
。

目前本地的市售磷肥品

种繁多
,

如各种牌号的钙镁磷肥
、

过磷酸钙
、

磷酸二馁
、

及进 口 的磷酸二按
、

重过磷酸钙等
。

据我们采样分析其有效磷含量差距很大 (表 3 )
。

看来应制订一个
“

管理肥料出售的法律和规

章
” ,

以保护农民利益
,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气

令

⑧ 徐志红等
,

1 9 8 5
:

尿素粒肥石 灰性砂城土上对夏玉米 的效应和 撼肥 去向的研究
。

⑦ 刘宗衡等
,

19 8 3
:

河 北平原合理施用化肥的探讨 (摘要 )
。

中国上城合理利用和培肥
,

9S 一 96
,

中国上城 学会
。

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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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磷肥供不应求
,

而另一方面是

没有充分发挥磷肥的效益
。

例如有些田块是

连续多年亩施 1 50 斤普钙
,

有的每季都施10 0

斤磷肥
,

速效磷高达 4 0 p p m
。

而另一些田块

多 或因远离村庄或缺乏灌溉或无力管理
,

则是

长期不施磷肥
,

小麦亩产只有 50 一 70 斤
,

株

高不到 35 厘米
。

从全面均衡增产的角度看
,

正

是后一类田块最需要磷肥
,

那些已经施过几

年磷肥的可暂缓或减少施用量
,

因为磷肥 的

后效大
,

有效磷也会积累而提高
。

石灰性土

壤磷的形态
,

转化
,

磷肥资源的开发
,

全磷

中某些磷的活化 (例如菌根的利用 )等都是应

加强研究的课题
。

表 。 黄淮海地区市售磷肥的质 t 分析

肥 料
品一协 … 产

’

地
’

{
有旅

(刃

磷 酸 一 钱

礴 筱

礴 酸 二 铁

重过礴酸钙

上海化工研究院

甫京化学工业公司

普通过礴酸钙
. 由 书

州
卜、 碑口 一 魂

普通过礴成钙

南 京化学工业 公司

四 川

钙 镁 礴 肥

钙
_

镁二礴 肥

钙 镁
一

礴 肥

钙 镁 礴 肥

1 5
。
6

9
。

0

1 2
一
6

9
。

5

8
。
6

5
.

5

户

2
.

黄淮海平原的土壤全钾和速效钾含量都比较高 (表 1 )
。

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下
,

速效钾

含量> s o p p m ( K
:
0 )的通常认为没有显著的钾肥效应

。

除了少数沙土或个别的高产田块 (因

大量施用氮肥和磷肥 )外
,

本地区土壤估计在最近的五年内是不必施用钾肥的
。

市场上很少有

钾肥 出售
,

有一些是氮
、

磷
、

钾复合肥料
,

可能实际上是一种混合肥料
。

但这类肥料的配比

一般缺少可靠的田间试验和土壤测试 的根据
,

其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
。

对一般的大田作物来

说
,

目前尚不需要施钾
,

因而施用三元素复 (混 )肥时其中的钾是一种没有收益的投资
。

若把

这些钾肥用到需钾迫切的作物 (如烟草和甘蔗等 )和土壤 (如南方缺钾区 )上
,

则将发挥更大的

经济效益
。

3
.

从普查资料看
,

河南省土壤的全硼含量为 4 3 p pm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64 p p m )
。

而水

溶态硼的含量有 96 %的样品是
一

。
.

SP p m 的临界值
。

豫东或豫东北地区的水溶态硼的含量平均

只有。
.

3 p pm
,

因此在这一地区硼肥 的应用前景是比较广阔的
。

1 9 8 3年我们在潘店示范区的棉

花上用 l %的硼砂溶液喷施
,

或与农药兑水喷撤
,

对防止棉花的瞥铃脱落有一定的效果
。

根据南京土城所
,

徐州地区农科所
,

河南农科院等单位的试验
,

在苏北
、

皖北
、

豫东地

区施用锰肥对小麦
、

棉花都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大面积缺锌的报告来自山东省
,

据测定该省有 19 个县的土壤缺锌
,

71 个县有少量缺锌
。

21

个县不缺锌
。

估计缺锌或少量缺锌的面积达 1 5 0。万亩
。

河北省滨海稻区也报导有缺锌
。

值得

注意的是冀鲁两省部份缺锌土壤中有效磷含量比较高
,

是否由于长期大量施用磷肥所诱发的

缺锌
,

还是母质的地球化学条件所致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三
、

有机肥料问题

黄淮海平原所习用的农家肥料有各种饼肥及土粪
,

以前也有过一定面积的绿肥
。

一般说

来
,

这些肥料成本低
,

有机质含量高
,

营养成分虽少但比较齐全
。

长期施用此类农家肥有利

于培肥土坡
,

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
。

饼肥的种类很多
,

如菜籽饼
、

棉籽饼
、

豆饼
、

花生仁饼
、

芝麻饼等
。

据各地分析结果来

看各种饼肥平均含氮 5
.

0一 5
.

6%
,

全磷 ( P ) 0
.

n % ~ 0
.

15 %及数量和品种不等 的微量 元 素
。

争 近年来该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虽有增有减
,

但产量提高较快
。

此外花生
、

大豆
、

油菜等经济

作物也有类似情况
,

因此饼肥的供应有较大的增加
。

饼肥是优质的农家肥料
,

目前存在的问

29 3



题是如何合理利用饼肥才能最经济有效
。

土粪是我国北方农民应用最多的农家肥料
,

其施肥量是以几车
,

几方
,

数千或上万斤来

计算的
。

主要的成分是土
,

少量的粪 (禽畜和人的粪尿 )及一些垫圈用的桔秆
。

在封丘县的潘

店
、

应举
、

荆宫
、

黄陵
、

璋鹿等五个示范区采集了约百余家农户的土粪样品
,

分析了全氮
、

有

机质
、

速效磷等 (表 4 )
。

结果表明
,

土粪中含有机质 1
.

43 一 13
.

47 %
,

平均为 4
.

69 % , 全氮含

t 为。
.

01 一。
.

587 %
,

平均为。
.

17 5 % ; 速效磷含量为。
.

65 一 77
.

7毫克 P / 1 0 0克 土
,

平 均 为

10
.

6 5毫克 P / 1 0 0克土 , 其中有机质含量 ) 10 %的只占 7 %
,

全氮含量 > 。
.

3% 的占15 %
,

速

效磷> 20 毫克 P / 1 0 0克土的占23 %
,

它们大部份都集中在水稻产区的荆宫乡
,

其次是黄陵乡
。

从绝大多数土粪来说质量低劣
,

基本上仍是黄土搬家
。

土粪的积制方法必须改进
,

否则是一

种人力
、

物力的浪费
。

表 4 土 粪 的 营 养 成 份
*

气

全 笼 ( % ) 速 效 礴 ( P走克 / 1 0 0克土 )

采样地点

里
范 困 }平 均 ` ,

_

…二
_

_

竺
_ _

样品数

河南封丘
居 店 俄

洛 店 乡
小 集

汤 店 乡
屯 里

0
。
0 6 8~ 0

。
1 8 0

0
.

0 1 0~ 0
。
2 0 0

0
。

0 9 5~ 0
。
2 7 2

0
。
1 3 } 1

.

9 2~ 4
。
8 3 2

。

3 6~ 1 1
.

4 5
。
8 0

0
。
1 1 } 2

。
1 5~ 6

。
2 2 0

。

6 5~ 7
。
0 3 3

。
4 0

0
。
1 6 { 2

。

4 2~ 7
。
92 2

。

5 3 ee 1 9
。

6

0
。
0 8 1~ 0

。
1 8 8 0

。
1 2 1 2

。
1 1~ 5

。
39 5 3~ 4

。

7 1 3
。
1 8

…
1
..口 .......,口..月...................口........

1

!
......

几占ì勺̀,口,九口UUO丹01匕J弓

ùó勺口ó̀”ōnUJ吸.1ó艺O臼

艺
.ǔ内J咬幼月性nOJ马OUJ吸ōó

山...........................

0
。
0 6 7 ~ 0

。
2 9 3 0

。
1 8 4 } 1

。
7 0~ 8

。
0 6 3

.

4 9~ 3 7
。
8 1 4

。
0 3

0
。
2 0 0 ~ 0

。
5 8 7 0

。
3 1 5 } 5

。
2 8~ 1 3

。

4 7 3
。
2 7 ~ 7 7

。
7 2 0

。
4 2 电

0
。
0 6公~ 0

。
3 0 8 0

。
1 5 6 } l

。
4 3~ 1 1

。

2
。

3 1 ew 3 8
。

2 1 1
。 8 3

乡提乡村乡肠乡鹿店举宫舫
段活应大捅律水葬

货 陇 乡
黄 胶

0
。
1 2 2~ 0

。
4 2 0

.

2 2 4 ! 2
。
3 8~ 1 2

.

1 1 8~ 5 5 18
。
9 2

* 标本采自河 甫省封丘县五个 示范区

1 9 7 8年以来
,

本地区大牲畜的饲养量有较快的增长
,

在封丘县马
、

驴
、

骡的存栏头数增

长迅速
,

牛则有所减少
,

这是从役畜的力量和饲料消耗量平衡选择的结果
。

荆宫乡的土粪质

盈高
,

除了因种植水稻而有大量稻草外
,

还由于他们饲养的大家畜较多
。

动物种类不同
,

饲

料也有差异
,

其排泄之粪尿所含的养分量也不尽相同
。

就一般而论
,

固体状态动物排泄物中

约含有20 %的有机质
,

N : P : K 为 l : 。
.

2 : 。
.

8
。

据国外资料认为即使是以厩肥使用
,

也约有 l/

2一1/ 3的养分在积制过程中遭到损失
。

如用禽
、

畜粪尿按当前的方法积制土粪
,

导致的养分

损失则更大
。

什么是经济
、

有效和科学的利用农业物质的途径呢? 从生态平衡和物质循环的角度来考

虑
,

各种饼肥
、

人畜粪尿可组成一个食物链
。

现以土壤
、

粮油加工
、

饲料和培养基
、

沼气发

醉等作为四个中心环节
,

则有如图 2 所示的循环
,

它同时考虑了农村对肥料
、

饲料和嫩料的

需求可望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

综上所述
,

合理增施化肥是获得农作物高产的关键措施之一 , 产量的增加使饲料资源大

为丰富
,

同时亦创造出更庞大的根系残留于土壤中
,

综合利用后的有机废物也就可更多的归

还土城
。

因而无机促有机
,

无机有机相结合的肥料管理制度便建立起来了
,

并辅之 以合理的

咬

刁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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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业物质的循环利用

轮作倒茬
,

则持续的稳产高产和不断培肥土壤的二个目标就有希望同时在握
,

而且也可实现

良性的生态循环
。

四
、

结 语

近年来
,

黄淮海平原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

基本上已接近中产水平
。

主要是由于多年来兴建的排灌工程
、

防护林带
、

农田基本建设等都在日益发挥效益
,

化肥投

放量逐年增加等
。

就土壤肥力而论
,

肥力水平向提高的方向发展
,

高肥力水平的土壤约占20 %
,

中肥的约 30 %
,

低肥 的约 50 %
,

因此增产的潜力很大
。

在初步控制了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

适当提高化肥施用量是主要的增产措施
,

本地区粮食

产量与化肥的用量是同步增长的
。

本地区化学氮肥资源丰足
,

但氮肥利用率不高
,

碳馁和尿

素的科学施肥技术有待推广普及
。

磷素营养是当前生产上主要限制因子
,

市售优质磷肥紧缺
,

磷肥质量有待提高
,

合理施用磷肥
。

调动土壤磷素是急待解决的课题
。

由于无机肥料投放量的增加
,

创造了更多的有机物质
。

不仅留在土壤中的根茎
,

枯枝落

叶增加了
,

而且农产品加工后 的残留物和畜牧业的排泄物也大大增加
。

但是 目前本地所采用

的积制土粪的办法不合理
,

导致养分大量浪费
,

土粪质量差
。

为充分利用有机废物
,

本文 从

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的观点绘出了一个农业物质循环利用模式图
,

可供有关部门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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