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中国的科学施肥水平整体还不高，部分

地区仍然存在盲目施肥现象，科学施肥知识普及

不足，农民对肥料的认识尚存诸多误区。我国肥料

投入特点是偏氮缺钾。据调查显示 [1]全国平均氮

肥用量为 150~400 kg/hm2，磷肥的平均用量为

50~100 kg/hm2，而钾最低。若与国际施肥状况比

较，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用量，钾素明显供应不

足 [2- 3]，尤其我国南方土壤中缺钾日益严重 [4]，而且

肥料利用率不高。在有机肥使用上，据估计建国以

来每过 6～7 年下降约 10%[2]，由此可见我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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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有机肥所占比例日趋减少。
水稻是吉林省主要的高产细粮作物，其经济

价值较高，在粮食作物生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

吉林省第二大作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吉林省

种植业逐步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而水稻生产

在粮食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渐加大。水稻的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在稻田施肥中的一系列问题也

逐渐暴露出来[5]。在水稻施肥上普遍存在地区与作

物间分配不平衡、盲目过量施肥、表施、撒施及“三

重三轻”现象[6]。20 世纪 80 年代，我省配方施肥主

要是根据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养分“缺氮、少磷、
钾有余”的情况，确定全省肥料施用主要是氮肥与

磷肥，特别是磷酸二铵肥料用量很高[7]。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农科院牵头开展了北方耕地土壤钾

素研究，我省农科院在全省进行了土壤钾素与钾

肥肥效课题研究，提出全省耕地土壤钾素肥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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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吉林省水稻综合生产能力、科学施肥技术水平、测土配方施肥等一些

问题作了细致的调研。通过分析调查 110 个农户的数据，结果表明：吉林省在氮磷钾肥料施用上存在不合理现

象，氮肥普遍施用量过高，而磷钾肥施用则明显不足，最适宜施肥范围农户仅占 17%。从施用肥料的偏生产力

看，水稻磷钾肥的偏生产力过低，氮肥的偏生产力也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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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下降。近几年，全省每年有机肥总量近 1.5 亿 t，
化肥用量 350 万 t 左右，其中，氮肥所占比例超过

了 70%，磷肥所占比例约 20%，钾肥所占比例不

到 10%，钾肥投入明显不足。全省测土配方施肥

工作基本无人问津，农民认为水稻施用复混肥就

是配方施肥了，根本不了解自己土地到底缺少哪

种营养、缺多少，多数还是按习惯、凭经验、随大流

的盲目施肥 [8]。

1 调查内容和方法

1.1 调查地点

舒兰、抚松、东辽、汪清、榆树、桦甸、梅河、辉

南、双阳、永吉、伊通、镇赉、德惠。
1.2 调查品种

当地品种。
1.3 调查内容

调查的项目包括：前茬作物用肥总量；作物产

量；肥料品种(有机肥和土杂肥)；施肥方式(种肥、
口肥、基肥、追肥)；施肥时期(以作物生长期为标

准，如返青、拔节、孕穗、灌浆等)；施肥方法(沟施、
穴施、随水冲施、灌水前撒施、灌水后施用、降雨后

施用、叶面喷施)、用量依据 (习惯、地力、苗情、技

术手册、市场行情、天气)。
1.4 农户调查的基本原则

遵循农户调查的基本原则，按水稻主产地分

东、中、西部地区选取农户，尽量选取有代表性、能
客观地反映生产实际的农户进行调查，并对农户

基本生产、收入、电话等基本信息实行保密。
1.5 调查时间和分析方法

2008 年 7 月 15 日～9 月 1 日期间，利用暑

期，对吉林省农户水稻施肥现状进行调查。共计收

回问卷 125 份，其中有效问卷有 110 份。
将有效的水稻调查数据，采取总课题组提供

的方法进行数据录入 Epidata 软件并运用 Excel
进行统计分析。

2 吉林省农户调查结果分析

2.1 吉林省农户基本情况调查分析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对吉林省东、中、西

3 个地区包括 22 个市县的 280 个农户基本状况

进行了调查，调查农户分布情况见表 1。
2.2 吉林省水稻主产区农民施肥现状分析

2008 年 8 月在吉林省的主要水稻主产区调

查了 110 户农民的水稻施肥状况。首先对农户使

用水稻品种进行详细的问卷调查。从农户水稻品

种调查结果(表 2)表明，吉林省各地区使用超级稻

系列品种的农户占绝大部分，占被调查总农户的

60.9%，这是近年来我国在超级杂交稻选育领域

取得的巨大成功。

同时，对农户在水稻上的施肥情况进行了分

析，包括了氮磷钾肥的施用量、基追肥比例、施肥

方式、肥料品种及习惯等。
2.2.1 农户水稻施肥水平

通过对 2008 年 8 月的调查数据分析 (表 3)，
110 个农户中施氮磷钾量最高的是东部地区，纯

氮平均施用量为 189.5 kg/hm2，P2O5 平均施用量

为 44.8 kg/hm2，K2O 平 均 施 用 量 为 33.3 kg/hm2；

其 次 是 中 部 地 区 ， 纯 氮 平 均 施 用 量 为 140.0
kg/hm2，P2O5 平均施用量为 34.4 kg/hm2，K2O 平

均施用量为 23.6 kg/hm2。

施氮磷钾量最低的是西部地区，纯氮平均施

用 量 为 117.8 kg/hm2，P2O5 平 均 施 用 量 为 31.0
kg/hm2，K2O 平均施用量为 21.0 kg/hm2。
2.2.2 水稻基肥和追肥肥料品种的施用情况

从农户基肥种类的施用情况来看(图 1)，大部

分农户 (约占被调查农户 31%) 采用复合肥作基

肥。有 26%的农户采用氮、磷、钾单质肥分别施

用。其中，氮肥以尿素为主，磷肥主要是二铵，钾

肥则主要是氯化钾。使用水稻专用肥作基肥的用

户比例仅次于施用单质肥的用户，约占被调查农

户 23%，只有 15%的农户用碳铵作基肥。在被调

表 1 2008 年随机抽样调查农户分布

地区 户数
汪清 13
舒兰 15
桦甸 14
镇赉 9
抚松 1
德惠 15
梅河 6
辉南 15
榆树 2
东辽 2
双阳 9
永吉 4
伊通 5

表 2 吉林省调查样点水稻品种使用状况

品种 户数 所占比例(%)
超级稻系列 67 60.9

其它 43 39.1

表 3 2008 年春季吉林省各地区水稻施肥用量 kg/hm2

地区 农户数量
N P2O5 K2O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东部 68 189.5 44.8 33.3
中部 33 140.0 34.4 23.6
西部 9 117.8 31.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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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 110 个农户中，只有一户在基肥中加入了有

机肥。

从农户追肥种类的施用情况来看(图 2)，大部

分农户采用尿素作追肥，占被调查农户的 57%。
使用水稻专用肥、复合肥和硫酸铵作追肥的比例

接近，分别占被调查农户的 14%、11%和 12%。

2.2.3 农户水稻施肥用量的分布

根据吉林省各地区水稻的氮磷钾肥合理用量

范围，对各个地区的农户氮磷钾肥施用量的分布

进行了分析。在本省 3 个地区中，东部地区农户施

氮量普遍在 很 低 (<75 kg/hm2)水 平 ，占 该 地 区 的

37.3%，占全省的 22.7%；其次施氮量过高(>225
kg/hm2)水平农户的比例占该地区的 31.3%，占全

省的 19%；氮肥施用偏低 (75～120 kg/hm2)和偏高

(181～225 kg/hm2)的农户所占比例相同，占该地区

的 8.96%，占全省的 5.45%。中部地区的农户大部

分施氮较适 宜，占该地区 的 45.5%，占全省的

13.6%；只有少数农户氮肥的施用量过高，仅占该

地区的 9.09%，占全省的 2.72%。西部地区农户施

氮肥情况与东部地区类似，大部分集中在施氮量

很低 (<75 kg/hm2)水平，占该地区的 66.7%，占全

省的5.45%。整体上看，全省有 31.8%的农户施氮量

很低，23.6%的农户施氮量在适宜 (121～180 kg/hm2)
水平，而有 21.8%的农户氮肥施用量则过高。

磷肥施用情况见表 5，在本省 3 个地区中，东

部地区农户施磷量普遍在很低(<35 kg/hm2)水平，

占该地区的 45.6%，占全省的 28.2%；其次施磷量

适宜水平 (57～84 kg/hm2)农户的比例占该地区的

19.1%，占全省的11.8%；磷 肥 施 用 偏 高 (85～105
kg/hm2)和过高(>105 kg/hm2)的农户所占比例较接

近 ，分别占 该 地 区 的10.3%和8.8%， 占 全 省 的

6.36%和5.45%。中部地区的农户大部分施磷量很

低，占该地区的57.6%，占全省的17.3%；只有3%
的农户磷肥的施用量偏低，占全省的0.9%。西部

地区农户施磷肥情况与东部地区类似，大部分集

中在施氮 量很 低 (<35 kg/hm2)水 平 ，占 该 地 区 的

77.8%，占全省的6.36%。整体上看，全省有52.3%
的农户施磷量很低，20.0%的农户施磷量在适宜

水平。

表 4 2008 年夏季吉林农户水稻氮肥用量的分布 kg/hm2

地区
施 N水平

很 低(<75) 偏低(75～120) 合适(121～180) 偏高(181～225) 过高(>225)
东 部 地 区 n=67 25 37.3% 6 8.96% 9 13.4% 6 8.96% 21 31.3%
中 部 地 区 n=33 4 12.1% 7 21.2% 15 45.5% 4 12.1% 3 9.09%
西 部 地 区 n=9 6 66.7% 0 - 2 22.2% 1 11.1% 0 -
合计 35 31.8% 13 11.8% 26 23.6% 11 10% 24 21.8%

表 5 2008 年夏季吉林农户水稻磷肥用量的分布 kg/hm2

地区
施 P2O5 水平

很 低(<35) 偏低(35～56) 合适(57～84) 偏高(85～105) 过高(>105)
东 部 地 区 n=67 31 45.6% 10 14.7% 13 19.1% 7 10.3% 6 8.8%
中 部 地 区 n=33 19 57.6% 1 3.0% 8 24.2% 3 9.1% 2 6.1%
西 部 地 区 n=9 7 77.8% 1 11.1% 1 11.1% 0 - 0 -
合计 57 52.3% 12 10.9% 22 20.0% 10 9.17% 8 7.34%

表 6 2008 年夏季吉林农户水稻钾肥用量的分布 kg/hm2

地区
施 K2O水平

很低(<40) 偏低(40～60) 合适(61～90) 偏高(91～115) 过高(>115)
东 部 地 区 n=67 38 55.9% 14 20.6% 8 11.8% 4 5.9% 3 4.4%
中 部 地 区 n=33 22 66.7% 5 15.2% 4 12.1% 2 6.1% 0 -
西 部 地 区 n=9 6 66.7% 1 11.1% 1 11.1% 1 11.1% 0 -
合计 66 60.0% 20 18.1% 11 10.0% 7 6.40 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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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户基肥施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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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户追肥施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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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为钾肥施用情况，由表 6 可见，吉林省各

地区施钾量普遍存在过低的现象。东部地区有

55.9%的农户钾肥施用量普遍在很低(<40 kg/hm2)
水平，占全省的 34.5%；其次施钾 量偏低水平

(40～60 kg/hm2) 农户的比例占该地区的 20.6%，

占全省的 12.7%。中部地区的农户大部分施钾量

很低，占该地区的 66.7%，占全省的 20%；只有

12.1%的农户钾肥的施用量适宜(61～90 kg/hm2)，
占全省的 3.64%。西部地区农户施钾肥情况与东、
中部地区情况一致，大部分集中在施氮量很低水

平，占该地区的 66.7%，占全省的 5.45%。整体上

看，全省有 60%的农户施钾量很低，10%的农户施

钾量在适宜水平。
纵观全省，农户施用氮磷钾肥不合理，氮肥施

用量有过高的现象，而磷钾肥施用量明显不足。
2.2.4 农户水稻施用肥料的施肥效应

从总的肥料偏生产力(表 7)来看，≤40 kg/kg
的比例最大，占总调查样本的 63.6%。其次是在

>70 kg/kg 的范围，占总调查样本的 21.8%；41～

70 kg/kg 的占 14.53%。各单一肥料的偏生产力(表
8)表明，氮肥偏生产力以 21～70 kg/kg 的比例最

大，占调查样本的 40.9%。而在 >70 kg/kg 范围的

样本数占到调查样本的 33.6%；≤20 kg/kg 的占

调查样本的 23.6%。
磷肥偏生产力以在≤45 kg/kg 水平比例最大，

占到调查样本的 53.6%，46～195 kg/kg 的占 40.9%，

而>195 kg/kg 的仅占 1.82%。与磷肥类似，钾肥的偏

生产力也以在≤45 kg/kg 水平比例最大，占到调查

样 本 的 54.5%，46～195 kg/kg 的 占 32.74%，>195
kg/kg 的占 11.81%。由此可见，水稻上磷钾肥的偏

表 7 吉林省水稻上肥料的偏生产力

N+ P2O5+ K2O
kg/kg 户数 所占比例(%)
≤10 15 13.6
11～20 20 18.2
21～30 15 13.6
31～40 20 18.2
41～50 6 5.45
51～60 6 5.45
61～70 4 3.63
>70 24 21.8

表 8 吉林省水稻上氮磷钾三元素偏生产力

N P2O5 K2O
kg/kg 户数 所占比例(%) kg/kg 户数 所占比例(%) kg/kg 户数 所占比例(%)
≤10 15 13.6 ≤45 59 53.6 ≤45 60 54.5
11～20 11 10 46～75 5 4.5 46～75 4 3.64
21～30 9 8.18 76～105 15 13.6 76～105 11 10
31～40 10 9.09 106～135 13 11.8 106～135 10 9.1
41～50 8 7.27 136～165 8 7.3 136～165 4 3.64
51～60 8 7.27 166～195 8 7.3 166～195 7 6.36
61～70 10 9.09 196～225 1 0.91 196～225 5 4.54
>70 37 33.6 >225 1 0.91 >225 8 7.27

生产力过低，氮肥的偏生产力也有待提高。

3 结 论

3.1 纵观吉林省东、中、西部 3 个地区，大部分农

户使用超级稻系列品种，这是近年来我国在超级

杂交稻选育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
3.2 通过调查可看出，在吉林省东、中、西部 3 个

地区中，东部氮磷钾肥施用量最高，而西部则是施

用量最低的地区。这与当地农民的施肥习惯有关。
也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大多是中低产田，考虑肥

料投入量增大会加大生产成本，因此造成西部地

区施肥量偏低[9]。
3.3 从肥料施用品种的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农户

已经采用复合肥或水稻专用肥作基肥，主要是由

于复合肥和水稻专用肥在使用上更方便。还有相

当部分农户仍采用氮磷钾单质肥料作为基肥施

用。
3.4 从水稻施肥用量的分布情况看，农户在氮磷

钾肥料施用上存在不合理现象，氮肥普遍施用过

高，而磷钾肥施用则明显不足。
3.5 从施用肥料的偏生产力看，总的肥料偏生产

力在≤40 kg/kg 的 比 例 最 大 ， 占 总 调 查 样 本 的

63.6%；各单一肥料的偏生产力中，氮肥偏生产力

以 21～70 kg/kg 的 比 例 最 大 ， 占 调 查 样 本 的

40.9%；磷肥偏生产力以在≤45 kg/kg 水平比例最

大，占到调查样本的 53.6%；钾肥的偏生产力也以

在≤45 kg/kg 水 平 比 例 最 大 ， 占 到 调 查 样 本 的

54.5%。总体看出水稻上磷钾肥的偏生产力过低，

氮肥的偏生产力也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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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 4.81%，说明本试验有较高的精度。交互作用

(ei)的作用强度为 2.14 kg，占作用总和的 9.32%。处

于从属地位，本试验日粮的能量与蛋白平衡较好。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日粮代谢能和粗蛋白 2

个因素均在 1～3 水平间作用强度变化显著，随着

各因素处理水平的提高，作用强度的变化趋于缓

和。这说明在第 1～3 水平之间增加代谢能和蛋白

质的供给量有较好的增产效果，因此推荐在生产

中使用第三水平的代谢能和粗蛋白参数，并提倡

使用全株玉米青贮饲料。

4 结 论

本试验第 16 组 (全日粮代谢能 10.0 MJ/kg、
粗蛋白 11.0%、使用全株玉米青贮饲料)育肥期平

均增重 23.49(±3.0)kg，平均日增重 261(±33.3)
g/d，全日粮增重比 6.90：1，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按

照本试验推荐的第 11 组营养水平(全日粮代谢能

9.0 MJ/kg、粗蛋白 10.0%、使用全株玉米青贮饲

料)，德肉美×本地杂交羔羊 90 d 育肥增重可达

20 kg、平均日增重可达 222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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