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环经济理念下农用土地的用养结合

马凤娟 ( 河北工程大学,河北邯郸056038)

摘要  总结传统的土地利用模式的深刻教训 , 将循环经济理念引入到土地利用全过程 ,为解决土地只用不养造成的土地质量退化、生态
环境恶化、农业资源浪费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 , 要实现农用土地的用养结合 , 需要更新观念 , 树立土地用养结
合的意识 ; 加强有机肥料建设, 为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 为保持土壤营养元素的均衡性提供依据 ; 改进
耕作技术 , 探索农村土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利用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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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 同时

又是有限的稀缺性资源。土地的肥瘠与否, 直接关系到农业

的效率、产量和质量, 关系到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

面。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土壤环境急剧恶

化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土壤环境恶化带来

的问题, 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农业的环保高效 ,

成为摆在人类面前必须解决的难题。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 ,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

出发, 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方式的传统模

式, 实现土地的用养结合。

1  土地使用方式的历史沿革及教训

土地利用是自然界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人类活动, 与人类

形成是同时开始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 土地中含有大量

的有机物质 , 为一切生物提供着足够的养料, 人类的祖先就

是靠着土地提供的物质 , 通过采集野果、狩猎或捕捞纯自然

的植物、动物来维持生命和生存。这一历史时期, 人口数量

少, 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简单, 对土地的破坏力小于土地

自身的再生力, 就其对自然界的影响来说与一般的动物行为

并无本质区别, 人对自然界是完全依附的, 人群的分布和人

口的数量更多地受地理条件如气候、植被以及动物种群等因

素的限制 , 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原始的协调状态。这是人的

生存与发展完全依赖于土地的原始型的土地资源利用阶段。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 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学会了驯

养野生动物和种植植物, 开始了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土地、

改造土地, 出现了种植业、畜牧业和农业, 也导致了耕地的出

现。“刀耕火种”是人类最早的农业技术, 为了发展农业和畜

牧业, 人们砍伐和焚烧森林, 开垦土地和草原。因此, 最早被

使用而遭到破坏的是肥沃的土层 , 这些土层在没有森林和草

被保护的地方受到河流的冲刷。同时人类活动也加重了土

壤的侵蚀, 尤其是当土地开发逐步由平原、丘陵转向山地以

后, 土地的侵蚀也愈益严重。除受土壤侵蚀的威胁外, 人类

还面临着洪涝、干旱、盐碱、病虫害等一系列问题, 但这时这

些土地问题对人类的影响还较小。在同自然破坏力作斗争

的过程中, 人类建立起了一个依靠人力、畜力共同维持自我

施肥系统的种植业环境 , 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单纯依附自然

进入到顺应自然的阶段。这一时期, 人类根据自身的需要 ,

通过劳动改造土地, 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品, 但人们还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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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化肥和农药, 还没有使用现代农业机械, 在人地关系这

对矛盾中, 仍处于被动地位, 土地与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

制约的关系。

工业革命以后, 许多国家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 由农业

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工业的蓬勃兴起,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

力水平,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

迅猛发展, 提高了人类对各种自然资源如矿产、能源、水源等

的开发和利用能力, 也进一步加强了土地资源的垦殖利用。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 人们大规模施用化肥、农药, 兴修水利

工程, 发展农业机械, 改良作物品种 , 加强田间管理, 把依靠

人力、畜力保持的原始自我施肥系统的农业改造成为依靠机

械化、水利化及化肥农药和化石能源来维持的现代化农业。

其结果是, 农畜产品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人类在更大程

度上摆脱了自然环境的束缚, 但同时也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

了负面影响 : 大量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和工业废物进入水圈、

大气圈, 严重污染着周围的环境 , 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生活和

健康;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发和滥用, 引起了多种自然

资源的枯竭、土地侵蚀和沙化等严重的土地生态问题。在这

一时期, 人类在人地关系这对矛盾中虽然占据了优势地位 ,

但由于对土地认识有限, 人们在利用土地的过程中忽视了自

然规律, 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 走的是一条以牺牲生存环境

为代价来换取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 最终不得不耗费巨额资

金治理已被破坏的环境。

自从1990 年2 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土地可持续

利用研讨会上有人首次提出土地可持续利用以来 , 人们对土

地可持续利用的概念、基本原则和评价纲要等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讨论。人类通过科学的认识与反省认识到人与土地的

共存关系。一方面开始限制人类本身一些不合理的行为; 另

一方面开始遵循自然规律, 力图建立持续土地利用关系, 使

人与自然和谐地发展。

总之,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 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状况是不

能令人满意的。人类采用掠夺式的利用方式, 任意砍伐、超

载过牧、竭泽而渔和野蛮挖采, 已逐渐酿成了一系列生态灾

难, 如耕地锐减、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森林破坏、物种灭绝、

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在我国, 土地问题尤为严峻, 我国由

于人口多, 耕地资源不足 , 用地矛盾突出, 致使土地利用效益

低下, 生态环境失调等一系列问题更加严重。土地资源承载

力已接近极限, 耕地质量差, 山地、高原和丘陵占地份额大 ,

整体地力不足, 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 整体效益差。这些已

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严酷的现实面前, 人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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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冷静地审视自身利用土地的行为和所走过的历程 , 总结

传统的利用土地的模式所带来的严重教训。必须认识到: 在

土地利用过程中, 不仅要关注粮食生产的数量 , 还要注重质

量; 不仅要关注土地利用的效率 , 更要重视其可持续性程度 ;

不仅要改造和利用自然, 还要与自然相协调。要努力寻求一

条数量和质量、用地与养地,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互

协调的农业发展道路, 即可持续发展道路。

2  循环经济理念为弥补我国土地使用方式的缺陷提供了新

思路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

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

率为基本特征, 倡导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作

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具体措施 ,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对发展循环经济作出了具

体规划, 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的循环经济实质上是对全社

会总体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构建 , 是对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和

实现环境友好两个目标的兼顾, 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的要求相适应。把循环经济理念运用到土地利用全过程, 不

仅可以丰富和完善土地科学、管理科学的理论体系, 还可以

为改善我国耕地质量和土地生态环境, 有效解决目前我国土

地只用不养、土地质量退化的难题提供有效的途径, 实现我

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1 发展循环经济是改善我国耕地质量, 提高土地利用率

的根本途径 耕地质量是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提高农

民收入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 由于各种原因, 目前我国

的耕地质量却不容乐观。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很多不宜农用

的土地都被开垦成了耕地, 而用于农田基本建设与土壤改良

培肥的投入却越来越少 , 有关科研投入严重不足, 使得我国

土壤改良培肥技术停滞不前。特别是随着化肥工业的兴起 ,

单元素、二元素、三元素化肥的大量生产使用 , 使得我国有机

肥的使用大大减少甚至无人再用 , 人们对化肥的使用达到了

完全依赖的程度, 土地中的有机质含量急剧下降, 甚至被耗

尽。一些不科学的传统耕作方式, 如旱区长期使用铧式犁翻

耕土壤等, 也对我国的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不良

影响。各地普遍存在重用地轻养地、重化肥轻有机肥、重产

出轻投入的现象, 土壤环境急剧恶化, 养分失调, 营养元素失

衡, 土壤板结、流失、沙化、荒漠化和盐渍化严重 , 病虫害不断

上升, 农产品品质却不断下降, 给人类生存质量带来诸多不

安全因素。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土地质量的现状, 在循环经济

理念下, 完全可以采取一系列循环利用土地的办法, 从土地

利用的源头、过程、末端分别采取措施 , 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只

注重末端治理的范式, 从根本上抑制农村土地质量下降的趋

势, 提高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率 ,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2 发展循环经济是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解决生态建设要

求与耕地保护矛盾的有效途径 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 ,

在国际市场上绿色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 土地的生态利用安

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生态环境将是一个地方提高形象的

一个重要途径, 生态环境维护、重塑、建设将是一个国家或地

区可持续发挥的重要保障。我国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

致的生态破坏较为严重 , 农地以耕地为主, 生态系统结构单

一且较为脆弱, 抗逆性差。这种生态环境的状况对实现生态

建设的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 也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增加了不利因素。同时, 以植树造林、植草, 封山护坡, 土地

的生态复垦、生态利用, 保护湿地系统等复杂内容构成的生

态环境的改善和重塑将不可避免地占用耕地, 从而加剧了耕

地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适当调整耕地保护政策和土

地保护政策已是大势所趋。发展循环经济, 用循环经济的理

念保护和利用土地, 调整耕地保护政策 , 是解决耕地保护与

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最有效的途径。因为, 循环经济不仅仅

是资源的循环利用, 它也是按照生态规律要求 , 以环境友好

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 , 进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

化转向 , 其实质就是生态经济。

2 .3  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和浪费并存的

重要途径 我国是一个人均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 , 但每年却

有大量的农业资源特别是有机肥料资源被白白地浪费。目

前由于我国传统的有机肥料积制手段落后, 极易形成有机肥

料养分低、体积大, 无害化程度低、污染大, 积造有机肥劳动

效益低、强度大, 即“三低三大”现象。正是传统的有机肥积

制方法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造成了农民特别是广

大青年农民施用有机肥料的积极性不高, 很少将诸如畜禽粪

便、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回归大田。农业废弃物不能有效和及

时地处理和转化, 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资源 , 严重影响了

农业生态环境的正常循环。其实, 农业废弃物具有很高的利

用价值 , 仅以我国每年产生的7 亿t 各类农作物秸秆来看 , 所

含营养成分就可以折合纯氮19 .7 万t 、五氧化二磷7 239 .9 t 、

氧化钾52 .9 万t , 科学合理地使用秸秆还能为土壤提供大量

的有机质。但是, 在我国几乎所有这些秸秆都不能回归大

田, 不是被用作生产其他产品的原料, 就是被农民一把火烧

掉, 不仅浪费了资源, 还污染了空气。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

这些难题的重要途径 , 循环经济的根本目标就是在经济活动

中制定合理的资源开发保护措施 , 避免和减少对资源的破

坏, 避免和减少废弃物, 合理而有效地利用资源。在循环经

济理念下, 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经过科学处理, 如对

牛粪进行好氧发酵后, 可以变废为宝, 有效实现废物的循环

利用。

3  在循环经济理念下实现农村土地的用养结合

目前, 我国循环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 推进循环经济发

展还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和障碍, 在循环经济理念下实现农村

土地的用养结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做很多

工作。

3 .1 更新观念, 在循环经济理念下树立土地用养结合的意

识 循环利用土地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 涉及到

农业生产和生活的许多领域。由于目前人们对此认识不够 ,

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发展模式还在禁锢人们的头脑 , 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土地的循环利用, 难以实现土地的用养结合。为了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实现用地与养地的结合, 在今后土地的

使用和管理中, 必须引导人们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

式, 把发展观统一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上来 ;

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 重用地、轻养地 , 重

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 片面追求增加粮食产量、忽视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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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倾向; 深化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理论基础

及基本特征的研究。同时应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 加强循环

经济的宣传与土地循环利用科普工作, 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

向, 为土地的循环利用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注意发挥广大

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 唤起全民的节约意识、环境意识、

循环经济意识, 引导农民自觉参与到土地循环利用的行列中

来, 自觉养成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良好习惯。

3 .2 加强有机肥料建设, 为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有机肥料作为传统的农业生产资料, 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农耕历

史的文明古国, 有机肥资源丰富, 种类繁多, 不仅有粪尿类、

堆沤肥类、秸秆类、绿肥类、土杂肥类, 而且有饼肥类、海肥

类、农用城镇废弃物肥类和沼气肥类等。这些肥料, 不仅含

有庄稼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 而且还有较多的

有机质, 可以使土壤保持很好的团粒结构, 为植物生长提供

良好的生态环境。科学合理地施用有机肥不仅可为作物提

供丰富的养分, 改善作物外观品质和内在品质 , 有利于降低

生产成本, 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 而且在改良土壤、培肥地

力,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保持耕地“地力常新”上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认

识到有机肥料在维持和提高土壤肥力, 促进粮食增产、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中的现实意义和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影响; 从落实科学发展观 , 发展循环经

济,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高度, 重新认识有机肥料的重要性; 立

足中国国情,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加强有机肥料建设; 在循

环经济理念下, 遵循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

则, 继承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积造、施用有机肥料的优良传统 ,

采用先进科学技术, 不断改进有机肥积制方法 , 赋予有机肥

料建设新的内容。

3 .3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为保持土壤营养元素的均衡

性提供依据  土壤中含有多种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常量元素

和微量元素。在农业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及时补

充植物生长所缺少的元素, 以满足植物营养的均衡性需求 ,

而要实现这一点 , 就需要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目

前, 我国大多数农民并不了解“自家”土地的状况 , 使用肥料

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我国生产和使用的化肥又大多“比例

失调”, 氮肥过多, 磷钾肥不足 , 几乎不施用微量元素。长期

盲目施用化肥的结果是 , 既人为地破坏了土壤环境, 又造成

了浪费, 还降低了产品的质量。有些农户通过加大化肥的投

入, 虽然使产量得到了提高, 但由于土地板结、硬化, 导致了

病虫害的严重发生, 增加了防治费用, 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

局面; 有些庄稼看起来长势良好, 但由于磷钾肥不足或施用

不当而未必能增产; 有些农产品体积长得很大 , 但却失去了

原有的味道。农民普遍反应靠化肥增产已经不灵了, 消费者

则普遍反映:“蔬菜没有蔬菜的味道, 水果没有水果的味道”。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壤营养元素失

衡, 农产品得不到维持产品质量和口味所需的微量元素。解

决这些问题 , 必须从改善土壤环境, 调整并平衡土壤各种营

养元素入手 ,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克服农民施肥的

盲目性 , 重施有机肥, 控制氮肥, 稳施磷肥, 增施钾肥和微肥 ,

合理使用大、中、微量元素, 长期定点监测土壤肥力的动态变

化, 建立耕地土壤养分与施肥预警系统等。这是改善土壤环

境、提高农作物产量, 实现增产增收的重要措施, 也是培肥地

力, 增加土壤中有益生物菌群数量, 提高土地有机养分生成

和含量 , 实现土地循环利用、用养结合的主要途径。

3 .4 改进耕作技术, 探索农村土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利用

的新模式  耕作技术先进与否, 直接关系到土地生产率的

高低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程度。在我国历史上, 耕作技术经

历了3 次大的转折: 由不耕作到刀耕火种 ; 由刀耕火种到汉

代发明铧式犁进入传统人畜力耕作; 由传统人畜力耕作到传

统机械化耕作。每一次转折 , 人类都通过耕作干预自然 , 带

来了农业生产的飞跃。特别是机械化的发展, 使人类可以随

意改变土地的原有状态, 成为了“自然的主人”, 极大地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 但是也使人类和自然的矛盾愈

来愈突出。比如耕翻作业除掉地面残茬、杂草固然有利于播

种, 但同时也破坏了对地面的保护, 导致土壤风蚀、水蚀加

剧; 旋耕切碎土壤 , 创造了松软细碎的种床, 但同时又消灭了

土壤中的一些生物 , 使土壤慢慢失去活性。耕作强度愈大 ,

土壤偏离自然状态愈远 , 自然本身的保护功能、营养恢复功

能就丧失愈多, 要维持自然状态的代价就愈大。随着我国机

械耕作活动的增加, 河流泛滥、沙尘暴猖獗、土壤退化、作业

成本上升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 迫切需要反

思以往耕作技术的弊端 ,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 探索适合我

国国情的新的耕作模式, 以实现农用土地的良性循环和可持

续利用。

我国是主要的干旱国家之一。降雨少、气温低、土壤贫

瘠、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和风蚀沙化等是旱区农业持续

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以往由于过度的开垦及不适当的耕作

方式, 植被破坏, 土地沙漠化愈来愈快 , 沙尘暴发生的频率愈

来愈高。自从美国科学家总结开发出保护性耕作法以来, 已

经在70 多个国家得到推广应用, 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大面积采用了以机械化为支撑的保护性耕作法, 取得了

较好效果。这为我国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保护性耕作技术是相对传统翻耕、裸露休闲的一种新型

耕作技术, 是在不影响农业产量的情况下, 对农田实行免耕、

少耕, 尽可能减少土壤耕作, 并用作物秸秆、根茬覆盖地表 ,

减少土壤风蚀、水蚀, 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的一项先进

农业耕作技术, 包括免耕播种施肥、深松、挖割杂草、秸秆及

地表处理等内容。国外的实践和国内的试点证明 , 保护性耕

作可以在减少生产投入的前提下, 提高土地产出率, 减轻农

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较好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 具有保水保墒、培肥地力、节本增

效、抑制沙尘暴的功效, 是实现旱区农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措施, 也符合循环经济的原则和目标。因此该技术可以在试

点、示范的基础上, 逐步在干旱地区推广。但保护性耕作是

个新事物, 对其不利之处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如保

护性耕作可使地表温度降低1～2 ℃, 播种质量不易保证, 杂

草控制较困难等。只有克服或减少保护性耕作的不利之处 ,

充分发挥它的优越之处, 同时还要与其他耕作技术如倒茬轮

作等相结合, 保护性耕作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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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环经济理念下真正实现农村土地的用养结合是一

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 需要广泛开展研究, 制定具体思路和

方案, 任务艰巨 , 工作繁多。除了在养地方面做好工作外, 还

需要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农业科技的进步等方面工作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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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中、低肥力地经济合理施用量。中、低肥力地的肥

料效应方程为 :

Y中 = 649 .5 + 2 .59 N + 2 .25 P + 0 .017 NP - 0 .131 N2

- 0 .119 P2  ( R= 0 .97 * * , n = 5)

Y中 = 490 .5 + 2 .17 N + 1 .78 P - 0 .007 NP - 0 .0850 N2

- 0 .1380 P 2  ( R= 0 .91 * * , n= 6)

由上述2 方程计算所得, 氮、磷施用量列于表3 。由表3

可见 , 在该区中等肥力地块 , 缺磷已成为限制芝麻产量提高

的主导因子。

  表3 中、低肥力地经济施用氮、磷量

地力

分类
R

N

kg/ hm2

P2O5

kg/ hm2

产量

kg/ hm2

利润

kg/ hm2
产投比

中肥力  0 .5 114 .0  99 .0 990 .0 1 662 .7 3 .31

0 129 .0 117 .0 1 011 .0 1 699 .9 3 .05

- 1 157 .5 153 .0 1 027 .5 1 601 .2 2 .53

低肥力 0 .5 127 .5 49 .5 738 .0 1 111 .2 2 .79

0 147 .0 64 .5 759 .0 1 140 .8 2 .54

- 1 187 .5 91 .5 775 .5 1 024 .9 2 .06

  综合表2、3 发现, 以中肥力地单位面积利润和产投比

最大 , 以高肥力条件下施肥经济效益最差。因此, 把有限的

肥料投入到中低产田块 , 争取均衡增产 , 无疑是重要的。另

外还发现,N/ P2O5 值( R = 0 .5 时) 高、中、低肥力分别为1∶

0 .42 、1∶0 .87、1∶0 .39 , 可见低肥力条件下 , 在该区氮是主导

因子 , 待产量进一步提高后 , 磷成为主导因子 , 高产条件下,

氮、磷协调供应, 其比例符合芝麻的生理要求。

2 .3  磷、钾最佳用量研究  1996 年在汝南县水屯乡布置了

该试验, 施肥量与产量经计算机回归分析, 建立起施肥效应

模型 :

Y= 591 .0 + 1 .28 P - 0 .073 K+ 0 .066 PK - 0 .078 P 2

+ 0 .082 K2  ( R= 0 .99 * * )

通过回归方程计算出: R = 0 .5 时的施肥量为P2O5 66 .9

kg/ hm2 , K2O 48 .0 kg/ hm2 , 产量 678 .0 kg/ hm2 , 利润 263 .0

元/ hm2 , 产投比1 .76( K2O 按3 .0 元/ kg 计, 其他同前) 。

2 .4  氮肥不同施用方法的增产效应  试验设在泌阳县杨

集乡 , 产量结果见表4 , 经方差分析达到极显著水平。

从表4 可见, 底追结合施用和2 次追施效果最佳 , 分别

比对照增产34 .2 % 和34 .8 % , 全底施比对照增产22 .5 % 。

芝麻施用氮肥 ,1 次底施, 肥料利用率低 ; 部分底施配合追施

或2 次追施, 由于满足了芝麻不同时期的需肥特性 , 使得芝

麻生长发育正常, 产量得到提高。

2 .5  叶面肥施用的增产效果  叶面肥试验产量结果经方

差分析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5) 。表5 显示, 叶面喷肥均比喷

清水显著增产 , 增产率7 .7 % ～10 .4 % 。喷肥的3 个处理间

产量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喷磷酸二氢钾和喷硼效果

好, 推广此项措施投资少、效益高, 结合喷药进行, 便于农户

接受。

  表4 氮肥不同施用方法的增产效果

处理
产量

kg/ hm2

增产率

%

0 .01 水

平检验

增产率 612 .75 C

全底施 750 .90 22 .5 B

全追施 825 .90 34 .8 A

底追结合 822 .45 34 .2 A

  表5 叶面喷肥效果

处理
产量

kg/ hm2

增产率

%

0 .01 水

平检验

喷清水 647 .70 B

喷硼 714 .30   10 .3 A

喷锌 697 .65 7 .7 A

喷磷酸二氢钾 715 .05 10 .4 A

2 .6  配方施肥技术模式应用  几年来, 以汝南县为示范基

地, 逐年辐射到平舆、泌阳、新蔡等县, 主要以氮磷配合推广

为主 , 配方为 N112 .5P60 , 缺钾土壤辅以 K2O 50 kg/ hm2 。另外

还示范推广喷锌和喷磷酸二氢钾, 深受农户欢迎, 已累计推

广6 .67 万hm2 , 增产芝麻1 500 多万kg , 净增值8 000 多万

元,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结论

( 1) 明确了驻马店市影响芝麻产量提高的营养元素的

位次。其由大到小依次为:NP > K> N> P。

( 2) 建立了适合不同地力状况下的氮磷施肥模式 , 并由

此计算出各地力状况下的经济合理施肥量。

( 3) 阐述了喷施叶面肥的增产效果和氮肥不同施用方

法的增产效果。

( 4) 几年来推广芝麻配方施肥技术,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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