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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混肥料的生产和使用
,

是现代化肥工业及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

它的发展受

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

90 年代
,

我国复混肥料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木文就我国复棍

肥料生产和使用的现状
、

复混肥的发展趋势及加快发展复混肥的举措
,

谈一点看法
。

一
、

我国复混肥料的生产和使用现状

(一 )盆混肥的生产和使用的发展过程

我国复混肥料的生产和使用
,

起步于 70 年代末
。

80 年代
,

我国各级农业部门运用土壤普

查成果
,

开展测土施肥
、

配方施肥
,

并根据土壤和作物的需要
,

研制生产各种混配肥和专用

肥
,

大力推行技物结合的综合服务
。

1 9 9 1年
,

全国推广配方施肥面积达 6
.

5亿亩
,

复混肥的实

际生产量也达 4 00 多万吨
,

为当年全国化肥生产量的 4
。

2%
。

目前
,

全国已生产用 于 粮棉油
、

林果
、

蔬菜
、

花木等作物 5 大类 50 个系列与品种的专用复混肥
。

为进一步推广应用
, “
高浓度

复合肥料品种
、

应用技术和二次加工技术研究
”

被列为
“
六五

” 、 “
七五

”

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
,

配

方施肥技术列为勺、五
”

期间国家十大重点推广的农业技术之一
。

通过大规模多层次多部门的

协作研究
,

使化肥使用率提高 5 %以上
,

进一步肯定了我国发展复混肥料是促进农业科技进

步
,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重要措施
。

(二 )复混肥的使用效果

复混肥料的推广使用
,

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
:

( 1) 促进了科学施肥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

配方施肥是一项技术性强
、

要求高
、

面广

量大的工作
。

通过定产测土
,

向农民提供配方
,

由农民 自购单质肥料混配
,

既费工费力
,

又

受肥料供应条件的制约
,

大面积推广应用困难较多
。

将配方施肥技术通过复混肥和专用肥这

一物化载体
,

供应给农民
,

较好地解决了以上难点
,

从而促进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应用
。

(2 ) 促进了农业高产优质高效
。

河北省冀县从 1 9 8 7年以来
,

研制
、

生产和推广使用复混

肥 4 万多吨
,

使用面积 1 00 多万亩次
,

平均小麦增产 7
。
5%

,

棉花增产 8 %
,

果品增产 31
.

5%
,

蔬菜增产 8
.

6%
,

累计创造社会效益 1
.

1亿元
。

湖北省农化服务联合体 6 年来对 19 种作物进行

施用复混肥试验 1 4 8 3项
,

平均玉米每亩增产 1 00 ~ 1 36 公斤
,

皮棉增产 19
.

8公斤
,

油菜增产 6
.

6

公斤
。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
,

施用化肥的投入产出效益比超过 2 ,

属于可行
,

湖北省上述

试验结果分别为
,

粮食作物大于 2 ,

平均亩增收 45 一 51 元 , 棉油作物超过 3 ,

亩增收 26 一 87

元 , 经济特产作物超过 4 ,

亩增收 19 7一 25 0元
。

使用复混肥有利于改善农产品品质
,

对经济

作物效益尤为显著
。

辽宁省北镇县施用葡萄专用肥
,

平均增产 1 0%
,

增加糖度 1
.

5一 1
.

6%
,

提

前 8 一 9 天着色
,

越冬期冻害显著减轻
。

北京市大兴县两年来西瓜专用肥用量翻了三番多
,

不

仅产量高
,

而且个大味甜
。

广东省中山市施用香焦 B B肥 (掺混复合肥 )
,

每亩增产 22 。公斤
,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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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9 %
,

且果形大
、

光泽好
,

收购价提高1 4%
,

每亩纯收益增加 8 44 元
。

东北及内蒙古使用烟
草专用肥

,

平均增产 8 一 10 %
,

提高上等烟生产率 20 %左右
。

上海市推广使用蔬菜 专 用肥
,

1 9 8 3一 1 9 8 7年平均每亩净增产值 1 00 一 3 36 元
,

节省劳力 1
.

5工
,

目前用量已达 1
.

5万吨
,

菜地

覆盖率达 80 %
。

( 3) 有利于改良土壤
,

平衡土壤养分
。

江苏省 19 9 1年全省配方施肥面积达 4 7 0 0万亩次
,

全年复混肥使用量达到 8 8万吨
,

占当年化肥总用量的 1 1
.

7%
,

试验资料表明
,

通过测土配方
,

使用复混肥料
,

和传统的单项施肥方法相比
,

不仅增产增收
,

也有利于改善肥料投入结构
,

平

衡土壤养分
。

一般施用复混肥后
,

氮素盈余减少
,

磷
、

钾盈余增多
,

结合施用有机肥
,

有利

于提高土壤养分含量和基础地力
。

( O 有利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

农业

生产需求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
。

农业部门物技结合的技术承包
、

农工商联合的一条龙服务
,

为农民提供从测土配方
、

生产供应和施用复混肥的配套服务
,

使科学施肥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逐步提高
,

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同时
,

在经济发达地区
,

农业逐步成为农民的家庭副业
,

务农劳力整体素质有所下降 , 在经济不发

达地区
,

农民文化技术水平较低
,

缺乏科学种田的知识和技能
,

难 以精耕细作
。

推广使用复

混肥
,

不但促进提高科学施肥水平
,

有利于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

又节省农民购肥施肥

用工
,

可使更多的农民发展二
、

三产业
,

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

( 三 )复混肥料生产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复混肥料的生产和使用
,

虽已在 80 年代取得了显著进展
,

但是就整体已言
,

还存在

以
一

卜一些问题
:

(1 ) 复混肥料的生产量少
,

使用覆盖率低
。

1 9 9 1年全国生产 4 00 万吨复混肥
,

以每亩次

使用 2 0公斤计
,

全国约 2 亿亩次
,

仅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8
.

9%
。 19 9 1年国产复 混 肥加上

进 口复混肥 占化肥使用总量的 9 %左右
。

江苏省是复混肥生产使用水平较高的省份
,

也仅达

到 1 1
.

7%
。

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70 %的水平
,

也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低
。

(2 ) 复混肥生产技术比较落后
。

在肥料剂型
、

生产工艺
、

制造设备
、

肥料配方
、

产品质

量及服务水平方面
,

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
。

特别在肥料品种的系列化方面
,

日本

佐贺县农协的一座配肥站
,

生产 80 。多个品种或规格的专用肥
,

而我国的一座复混肥厂
,

一般

仅几个或十几个 品种
,

有的甚至长期生产单一配比的复混肥
,

难以做到因土因作物配方施肥
,

有的盲目施用
,

造成磷钾资源浪费
。

( 3) 复混肥产品监测管理不完善
。 1 9 9 1年

,

江苏省土肥站检测 1 3 2 3个肥料产品
,

产品达

标率为 5 7
.

8%
,

其中复混肥达标率仅 50 %
。

施用不合格复混肥
,

不仅达不到增产高效益的目

的
,

损害农民利益
,

还影响配方施肥技术及复混肥料的推广应用
。

( 4) 复混肥料的系列化服务水平较低
。

复混肥料的生产
、

流通
、

二次配制和施用的系列

化服务
,

是现代农化服务 (包括化肥
、

农药
、

农膜等农用化工产品 )的主要组成部分
。

我国农

化服务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
。

由于长期以来化肥的产销用脱节
,

化肥价格实行双轨制等原因
,

使发展系列化
、

科学化
、

定量化的农化服务困难较多
,

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
。

二
、

复混肥料的发展趋势

近儿年来
,

国家和许多地方政府重视化肥的二次加工配制
,

大力发展复混肥生产
,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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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日益增长的要求
。

江苏省到 19 9 5年
,

全省复混肥料占化肥总用量的比重将由目前的

12 %提高到 25 一 30 %
。

黑龙江省今后将扩大复混肥的生产
,

增加产量和品种
,

提高浓度
,

降

低成本
,

加速推广
。

其它不少地区也将发展复混肥的生产和使用
。

可以预料
,

90 年代将是我

国复混肥料高速增长的时期
。

其主要原因是
:

(一 )建设离产优质高效农业开拓了复混肥料市场 90 年代
,

我国农业将从长期以来以追

求数量增长为主转入高产优质并重
,

以追求效益为主的阶段
。

调整种植业结构
,

经济作物和

林果桑茶等面积将有较大幅度增加
,

市场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
,

复混肥料对农业

高产优质高效的显著效果
,

将被更多的农民所认识和接受
,

从而推动复混肥生产的发展和提

高
。

(二 )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复混肥的推广使用 农村二
、

三产业的发展
,

使农民经济

收入增加
,

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更加缺乏
,

因而促进了高产高效省工省力的农业技术和复棍

肥的推广应用
。

(三 )配方施肥技术扩大推广和不断优化 农业部门通过土壤普查
、

土壤肥力监测等工作
,

为测土配方施肥及研制复混肥配方提供科学依据
。

一大批专用复混肥将应用于生产
,

配方施

肥的试验示范和物技结合的技术承包相结合
,

将进一步扩大复混肥料的影响
,

吸引更多的农

民使用复混肥料
。

(四 )盆混肥料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离 90 年代我国复混肥生产技术将进入成熟阶段
,

高

浓度复混肥的制造
、

热法造粒
、

肥料包衣等技术将得到较快发展
。

(五 )汉混肥生产梢售管理走上轨道 1 9 8 5年以来
,

我国对复混肥颁布了国家标准
,

同时

加强了对复混肥生产企业的管理
。

在流通领域加强产品质量监督
。

这些措施
,

促进复混肥生

产经营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

此外
,

80 年代我国化肥工业得到较快发展
,

兴建 了一批大型化肥厂
,

对遍布各地的小化

肥厂分批进行技术改进
,

有的转产尿素
、

磷按
,

使复混肥生产原料供应问题得到改善
。

三
、

加快发展复混肥料的举措

发展复混肥 的生产和使用
,

是我国 90 年代化肥工业和农业技术发展的重点之一
。

复混肥

料的推广与应用是一个系统工程
,

是现代化农业服务的重要内容
,

它涉及到许多学科和部门
。

但 目前这项工作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不适应之处
。

90 年代加快复混肥发展

的主要举措是
:

(一 )进一步提高对发展复混肥的认识

化肥在农业增产措施中
,

起到 40 一 50 %的作用
。

长期以来
,

重视化肥的生产和使用
,

而

通过二次加工使用复混肥提高化肥利用率的作用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

目前我国科学施肥水

平较低
,

化肥利用率仅 30 一 35 %
,

比发达国家低 10 个百分点
,

如果全国化肥利用率提高 5 个

百分点
,

以 1 9 9 1年化肥产量 9 4 4 7万吨计算
,

就意味着不增加设备投资和生产成本
,

净增化肥

1 3 0 0多万吨
。

因此
,

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复混肥的认识
,

把发展复混肥料列为支

农工业建设和科技兴农的重要内容
,

是十分必要的
。

(二 )加快发展夏混肥料工业

我国复混肥料行业还处于发展初期
,

目前
,

应抓好复混肥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
,

逐步扩

大复混肥生产能力
。

生产复混肥的企业在稳定产品质量的同时
,

应突出重点
,

研制适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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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和作物的系列产品
,

真正做到测土配方施肥
。

通过以上措施
,

努力发展复混肥生产
,

以

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

(三 )积极发展和完替农化服务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农化服务组织
,

其名称不同
,

形式

不一
,

但其基本内容都是为农民提供各种生产服务
、

技术服务
、

物资供应
、

销售服务等
。

法

国下萨克森州的农民协会已有二百多年历史
,

协会雇请专家为农民进行各种指导和咨询工作
。

全日本农民协会在 日本建立作物土壤诊断施肥系统
,

为农民科学施肥提供技术指导等多种服

务
,

获得很大的社会效益
。

美国的农化服务系统是通过二次加工厂或中间商进行的
。

他们为

农民提供测土施肥技术服务
,

按配方加工成复混肥供应给农民
。

全美国有 8 0 0 0多座配肥站
,

成为联系化肥工业与农户的最好纽带
,

也是农业技术的最佳推广者
。

这些国家几乎所有的农

户和耕地都乐意接受并能获得这种专业服务
,

而我国农化服务 目前处于起步阶段
,

一些地区

和部门的初步实践表明
,

发展农化服务是加速推广应用复混肥的有效途径
,

以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为先导
,

以农民和耕地为服务对象
,

对肥料的生产
、

流通
、

二次加工及技术指导加以科

学的组织和协调
,

能显著提高化肥利用率
,

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
。

发展我国的农化

服务
,

必须处理好以下方面的间题
。

一是在发展方向上
,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

实现社会效益

和 自身效益的统一
。

二是在服务体制上
,

既充分发挥科技
、

农业
、

化工
、

农资等部门及农业

内部推广
、

科研
、

教育等单位的各自优势
,

又加强相互间的联合与协作
,

实现优势互补
,

形

成整体功能
。

三是在联合形式上
,

坚持因地制宜
,

多种形式多 循序前进
,

稳步发展
,

逐步形

成集团化的服务实体
。

四是在联合机制上
,

参加单位体制不变
,

分工负责
,

协调配合
,

处理

好农业
、

农资
、

工厂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

五是依靠科技进步
,

对配方施肥及复混肥料新

工艺
、

新设备
、

新产品
、

新技术开展协作攻关研究
,

搞好试验示范
,

加快推广应用
。

(四 )完普市场机制
,

加强宏观 , 理

复混肥料是农业生产资料
,

随着改革的深化
,

必须加快市场机制的发育与完善
,

才有利

于复混肥的进一步发展
。

一是放开经营
,

打破地区
、

部门的所有制的界限
,

搞好复混肥的经

营服务
。

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
,

调节农资经营
、

农技推广
、

生产企业及农民之间的利用

关系
,

推动农资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

二是实行行业管理
。

以江苏为例
,

现有 1 16 家持证复混

肥企业分属化工
、

农资
、

农业及乡镇企业四大系统
,

在核发生产许可证
、

产品登记证
,

质量

监督
、

企业升级
、

产品评优
、

原料供应等方面应一视同仁
,

公平竞争
。

三是加强宏观管理
。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抓好生产使用的调度
,

平衡供求关系
,

研究制订包括管理
、

生产
、

流

通
、

价格
、

技术
、

开发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

使之逐步规范化
、

法制化
,

保证复混肥料的健康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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