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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西部易旱区土壤的培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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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林省西部地区属温带半湿润干旱气候区，年降水量 ’%% (( 左右，土地和光温资

源丰富，农牧业生产潜力大。限制本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因子是土壤自然肥力水平低，应提倡实行

以无机促有机、有机无机相结合的土壤培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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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西部地区位于东北松嫩平原西部，由白城、松原两市及四平市部分地区组成，总

土地面积约 ’*% 万 /(-，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0左右，土壤类型主要是黑钙土、栗钙土、风

沙土和盐碱土。年降水量 #*% 1 ’*% ((，有效积温 - 2%% 1 # -%%3。区内地势平坦宽阔，耕地

多，光温资源丰富，农牧业生产潜力大，它不仅是吉林省目前主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也

将成为未来吉林省可持续发展农业的重要区域之一。但本区土壤贫瘠、农田投入量少、农业

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稳定性较差。因此，进行合理培肥，提高该区耕地土壤肥力水平，就成为

该区持续农业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本文就以无机促有机，实现有机无机相结合的土壤培肥

途径加以论述。

! 发展持续农业应以增施化肥为前提

近几十年来，我国化肥工业飞速发展，化肥用量不断增加，使大量无机形态的营养物质

进入到农业生态系统，从而改变了我国传统的以有机肥为主的肥料结构，打破了旧的有机农

业低水平的物质循环和封闭式的农业生产体系，促进了农业生态系统内物质与能量的再循

环，使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转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据报道，建国初期，我国化肥施用量仅占

总肥量的 %+-40；到 4% 年代末已上升到 *%0以上，在 #% 年中，大体上是每隔 $ 1 4 年有机肥

用量就减少约 "%0左右；进入 2% 年代，我国的肥料结构已完全改变成为以化肥为主的格

局。为保证农业持续发展，化肥的应用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化肥的应用与农业发展

纵观近代国际上农业发展的历史，大体上有过 ’ 次粮食产量的突破，都与增施化肥有

关。",世纪末欧洲首先施用化肥，小麦单产由"42%年以来实行豆科绿肥轮作的" *%% 56 7 /(-

猛增至 # %%% 56 7 /(-，单产翻了一番；",’% 年后，由于化肥的普遍施用及作物品种的改良，化

肥施用量的大幅度增加，单产又增加一倍；进入 -% 世纪 $% 年代和 4% 年代，化肥的品种更加

丰富，养分更加全面，施用方法更为科学，使粮食产量在原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我国在

“七五”和“八五”期间全国肥料试验网试验结果表明，化肥的增产作用在诸项措施中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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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 !"#以上。以化肥的形式对农业生产系统中投入能量，增大农业系统内物质循环的内

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著名的育种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
*+ ,%&-(./ 于 011! 年在全面分析了 2" 世纪以来农业生产发展的相关因素之后断言：“本世

纪全世界作物产量增加的一半来自化肥的施用”。

我国化肥试验网化肥肥效试验结果表明，化肥施用得当，其增产效果相当明显，而且在

连续施用化肥而不施有机肥时，并没有发现土壤性状变坏、地力退化和肥效下降现象。在吉

林省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中部地区，单产大幅度上升的一个重要方面亦是增施肥料，尤其是

增加化肥的施用。

!"# 化肥的投入丰富了农业生产物质循环的内容

农业生产是利用绿色植物将光能转变成化学能的产业，是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生态系统，

植物养分在土壤—作物—动物—土壤之间的封闭式循环中，除光、热、水、气以外，所有物质、

能量基本上都来自系统内部。在循环过程中，每一个循环周期除了一小部分物质和能量留在

农业系统内部参与循环外，大部分随农产品的出售和消费而转移到农业系统之外，每一环节

都有一个能量损失的问题，单靠自然界的光、热、水、气和循环内少量物质补充是难以补偿系

统熵的产生，所以必须从农业外部不断地投入必要的物质和能量作为更新补偿，才能使这种

物质能量的交换得以不断循环进行，达到农业的持续性。而化肥是来自土壤以外，从外界增

加进来的“肥力”，化肥的施用参与了农业系统的循环，使其由旧有递减的循环变成一个螺旋

式不断扩大的循环，丰富了农业生产物质循环的内容，极大地提高了耕地产出率。本区土壤

自然肥力水平低和长期养分投入低于付出而引起土壤养分进一步耗竭的特点，决定了必须

提倡增加化肥的投入，以丰富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能量循环内容，促进系统生产更多的有

机产品，从而扩大土壤—植株—土壤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增加土壤有机物质的归还数量，保

持和提高土壤有机物质含量，培肥土壤，以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

! 施用化肥可明显提高作物产量，保持提高土壤肥力

自从 03" 多年前德国化学家李比希45+ 6+ 789:8/;提出植物矿质营养学说和归还理论以

来，首先在欧洲然后又漫延到世界各国，都纷纷开展了肥料应用的试验研究。尤其近 0"" 年

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布置了各式各样的长期肥料试验，这些试验具体设计虽各有不同，但

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比较厩肥和矿质肥料的效果来研究施肥对提高土地生产力的作用。

试验结果表明，化学肥料具有和有机肥一样的持续增产效果，而且在连续近百年不施任何肥

料的极为瘠薄的农田土壤上，一旦施用化肥，可立即大幅度提高土壤的生产力。美国 <%&&%=
试验结果，在连续>1年不施肥的对照区施用化肥后4$、?、@;，连作玉米单产由2 A"" B/ C D’2

提高到 > 2"" B/ C D’2E轮作玉米单产由 F A"" B/ C D’2 提高到 G """ B/ C D’2。在两种肥力基础极

不相同4连续 >1 年不施肥和连续 3" 年施有机肥;的土壤上，一旦施用 $、?、@ 化肥，两者的玉

米产量几乎完全相同。在提高作物产量方面，供给作物以充足的养分较之土壤原有的肥力基

础更为重要。相对于有机肥料而言，若按相同有效成分计算，化肥的增产效果还明显优于有

机肥料，而且随着作物育种技术的进步及栽培手段、施肥方法的改进，作物产量不断上升。我

国肥料试验及土壤肥力定位监测结果表明，在公顷施氮4$;1" H 0F3 B/ 条件下，每公斤氮增

产粮食 00+0 B/，公顷施磷4?2I3;32+3 H G2+3 B/，每公斤磷增产粮食 >+3 B/，公顷施钾4@2I;A" H
02" B/，每公斤钾增产粮食 F B/。

长期施用化肥对土壤有机质的状态没有不良影响。长期肥料试验结果表明，在长期施用

化肥的土壤中，有机质的质与量的变化与施用有机肥的土壤中的变化相类似，而有机质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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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物理化学性状起着决定的作用。有机肥对于作物产量的效果是以作为肥料的可分解性

有机物肥效为主的，就土壤肥力来说，有机肥提供的氮素肥效与单质矿质氮肥的肥效是同性

质的，英国 !"#$%&$’(、)##*+,-’%、丹麦 .*(#/、美国 0#""#/、法国 1-2-"$,3 等试验地都进行了

百年以上的连续肥料试验。结果表明，施有机肥区，土壤 4、5、6 含量显著增加；化肥区对提

高土壤有机 4、5 量也有作用，土壤易矿化 5 增加。矿质磷肥可显著提高土壤总磷量和速效

磷量，矿质钾可提高土壤的有效钾含量。5 肥的施用提高了作物生物产量，作物残茬增加，增

强土壤中的有机 4、5 库容。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国家黑土土壤肥力和肥料效益监测基地”78
年试验结果，在年每公顷施矿质 5 9:8 (;、<7=: >: (;、67= >: (; 的处理区，土壤有机质及全

量氮、磷、钾养分含量基本能保持在试验初的水平，而速效性养分则呈增加趋势。单施有机肥

处理区?年施有机肥 @8 A B8 C@D和有机肥与化肥配合处理区，土壤有机质及全量氮、磷、钾养

分都有增加。

! 增加化肥投入，培肥土壤

当前培肥土壤的途径一般认为有“有机农业”、“石油农业”和有机—无机相结合 @ 种途

径。“石油农业”是指大量施用化学产品和采用高能耗的机械化作业，现代化程度高；近年来

从美国传入我国的所谓“有机农业”理论，但其所指仍是在有充分化肥、农药、机械供应的情

况下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完全应用有机肥的农业，这两者都与本区自然、社会经济状况不相

适宜。本区土地面积大，但受自然资源限制，土地生产力极低，以粮食发展为先决条件的农区

畜牧业生产所占比重小，有机肥的来源十分匮乏。因此，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实行有机农业，完

全实施有机培肥措施目前还是不现实的。有机—无机相结合，以无机促有机是我国农业现代

化建设中经过证明是正确的肥料政策，尤其在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发展以无

机促有机的培肥措施就更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根据上述观点认为，在吉林省西部地区要发展持续农业，首先应从培肥土壤入手，培肥

土壤则须首先提倡增加化肥用量，走施肥上的“石油农业”道路，以提高该区土地生产力，提

高作物产量，增加秸秆数量，将“猪多!肥多!粮多”延伸为“粮多!猪多!肥多!粮多”，注

重内涵性发展而不是外延性发展，建立物质和能量循环畅通，不断扩大养地、用地的良性循

环，积极发展畜牧业，才能实现无机有机相结合，走发展持续农业的道路。

土壤是农业生态系统进行物质和能量转换的载体，化肥的投入从外部为这一系统增加

了物质和能量，补充了土壤由于输出能量及物质而造成的损失，增强了土壤生产力及保持和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因此化肥作为一项重要农业生产物质，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发展

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增施化肥将是本区发展持续农业的重要措

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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