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在陕西省关中及渭北地区实施

“减量 、隔年施磷技术”的建议
　　关于磷肥有效性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40年代 ,但

当时大部分磷肥试验未表现出明显肥效 , 50年代发现

在缺磷土壤施用磷肥有明显肥效。80 年代的第二次

土壤普查表明 ,陕西省 80%的农田土壤缺磷 ,施用磷

肥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是保证粮食安全 、提高农产品

质量的一项常规增产措施。陕西省从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大面积推广磷肥 ,磷肥用量由 1986 年的不足 8.0

×104t ,发展到 2002 年的 3.67×105t ,施磷技术也在不

断提高和完善 ,如“三肥坠底一炮轰” 、“一袋白 、一袋

黑”等技术方法 ,推动了磷肥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磷肥在陕西省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土壤磷素的现状

自从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 ,农业生产系统中氮 、磷

养分供应已由农家肥转移到以化肥供应为主。目前 ,

农田磷肥施用量远远超过了作物的吸磷量 ,农田土壤

中磷素出现大量累积 ,大多农田土壤有效磷含量接近

或超过 20 mg/kg水平。果园土壤速效磷含量普遍超

过 35 mg/kg 。磷肥利用效率下降 ,一般磷肥当季利用

率仅为 6%～ 15%。大量施用磷肥无明显增产效果 ,

不仅浪费肥料资源 ,增加农业生产成本 ,更为严重的

是磷素可以随地表径流向水体生态系统迁移 ,加速了

水体的富营养化。

2　实施“减量 、隔年施磷技术”的可行性

(1)土壤磷素丰富 ,已经能完全满足生产需要。

通过 20 a多的连续施用磷肥 ,土壤有效磷库达到较高

水平 ,大部分农田磷素水平比 20 a前增加 50%以上 ,

甚至数倍增长。据我们对长武县王东沟流域 15 a土

壤养分监测 ,土壤有机质比 1982 年第二次土壤普查

增加 18%,土壤全氮 、碱解氮保持平衡 、略有增加 ,土

壤有效磷由 1982 年的 2.9 mg/kg 增至 2002 年达到

16.3 mg/kg , 2002 年农田 、果园的速效磷含量平均已

达到 20 mg/kg以上。据设立在长武县 20 a长期肥料

定位试验结果 ,土壤全磷 、速效磷含量随磷肥施用量

增长而增长 ,在施用有机肥的情况下配施氮磷化肥 ,

土壤全磷增长 20%以上 ,速效磷十数倍增长;磷肥利
用效率随磷肥用量的增加而下降 ,施用磷肥无明显增

产效果;据陕西省及市 、县土肥站 2004 年对陕西省不

同区域耕地磷素状况及肥效调查 ,耕地土壤有效磷含

量水平与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相比普遍提高 ,陕南川

道耕地有效磷含量为 16.7 mg/kg ,提高 320%;渭北旱

原为 16.5 mg/kg ,提高 120%;长城风沙区为 11.5mg/

kg ,提高 120%;秦巴山区为 15.9mg/kg ,提高 59%;陕

北丘陵区为 10.4 mg/kg ,提高 40%;关中灌区在 20

mg/kg左右 ,提高 33%;部分果园及菜地土壤有效磷

含量已达 40 mg/kg以上。

(2)磷肥肥效普遍下降。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沿

袭至今的施磷标准使农田施磷量普遍偏高 ,磷肥肥效

下降是普遍性的问题。我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所

使用的土壤速效磷含量丰富的指标为 20 mg/kg ,但一

般认为土壤速效磷含量大于 15 mg/kg时 ,施用磷肥的

增产效果不显著。在施用有机肥条件下 ,有机肥可完

全满足作物的磷素需求 ,不需要再施化学磷肥。

(3)实施减量 、隔年施磷技术 ,可以大幅度降低农

业生产成本。现阶段在农作物增产的诸多因素中 ,化

肥作用占 40%以上 ,而化肥支出占农业生产性投资的

50%左右 ,磷肥的投资约占化肥投资的 20%～ 30%左

右 ,其中 ,粮食作物磷肥投资约 300 ～ 375元/hm2 ,果

园投资约 1 500元/hm2以上。实施减量 、隔年施磷技

术 ,可以减少磷肥用量 ,节约磷肥资源 ,可使粮食作物

化肥投资下降约 20%,果园化肥投资下降 30%左右 ,

可减少农业生产成本 20%左右 ,对提高磷肥利用率和

经济效益 、对改善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

3　实施“减量 、隔年施磷”建议

在不降低农作物产量 、不影响农产品品质的前提

下 ,减少磷肥施用量 ,维持有合适的土壤有效磷库 ,提

高磷肥利用率。在土壤速效磷含量为 20 mg/kg 时不

施磷 ,土壤速效磷含量为 15 mg/kg 时减量施磷 ,应是

合理可行的。为此 ,建议在陕西省农业生产较为发达

的关中 、渭北地区 ,实施动态优化施磷方法 ,即在土壤

中磷素有一定富集的情况下 ,减少磷肥施用量 ,保持

施磷量相当或略高于作物吸磷量即可;在施用有机肥

或长期施用一定量化学磷肥的条件下 ,可以不施用磷

肥或少施用磷肥 ,充分发挥磷肥的后效特性;在必需

施磷的作物和季节 ,为了减少磷素固定 ,在施用量不

变的情况下 ,每间隔 1a施用一次 ,即实施“隔年施磷”

技术 ,提高生态与经济效益。

陕西省目前磷肥施用情况复杂 ,不均衡施磷问题

突出。关中 、渭北 、陕南川道等区域 ,特别是在果树 、
蔬菜和保护地 ,农户普遍超量施磷 ,磷肥肥效降低。

陕北丘陵区等地农户监测数据显示 ,仍有部分农户不

施磷或施磷量不足。建议开展磷肥施用调查 ,弄清土

壤养分家底 ,分区实施“减量 、隔年施磷”技术。确定

磷肥施用量应“因地制宜” ,对磷素供需基本平衡的粮

田 ,应维持目前的施磷水平;对陕北等施磷量不足的

地区 ,应增加磷肥用量;对过量施磷的果 、菜 、粮田 ,应

控制磷肥投入量 ,实施“减量 、隔年施磷技术” 。

(郝明德 ,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土壤养分专家 , 陕西 杨凌 , 7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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