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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祖先从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中总结出
了一套精耕细作的生产经验。随着现代化学肥料的推广和应用，
我国农业产品不仅生产总量年年提高，而且解决了十四亿中国人
民的吃饭问题。但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例
如：土地板结、土壤原始肥力下降、污染地下水等。通过土肥土
壤肥料田间实验做到在农业生产中精准施用化学肥料，以来降低
肥料的过度使用带来的各类问题。

一、土肥土壤肥料的内涵
土壤是进行农业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

和基本养分，都通过深扎在土壤里的农作物根系组织吸收，为农
作物的生长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土壤，农业生产就是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不同地区的土壤所含的养分和性状各
不相同，加之人类长期对土壤的进行掠夺性种植，结果就是，土
壤必须进行人工施肥，才能满足不同农作物对土壤养分的不同需
求。

对土壤进行人工施肥能够供给农作物所需养分，改善土壤性
状。肥料对于农作物的作用就如同粮食至于人类的作用，由此可
见，肥料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土壤肥料即土肥，就是把能
够满足农业生产对于土壤和肥料两个基本物质条件结合起来。

二、田间实验关键技术要点
（一）实验前期工作
1.制定实验方案。要对实验地区土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

验地区土地的土肥土壤情况，并总结调查研究结果，明确实验目
的。其次，要对现有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对可以应用到本次实
验的数据和措施进行总结。最后，将对周围土地的调查结果和现
有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和分析，对可以应用到本次实验的数据进行
整理，以期应用到中期的实验之中。在制定方案过程中，对上级
组织对本次实验的指导意见进行认真研读，发挥其对于整个方案
的支撑作用并将其作为本次实验的要求。

2.选择实验地块。依靠上一步制定的实验方案，对实验地区
土地进行全方位的测量。根据本地区的地形地势，选择一块满足
实验要求的地块。为满足实验结果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应选择
各种性状适中的地块。

3.确定实验地块后，根据事先制定的实验方案，对实验地块
进行全方位测量，根据本地区的降水、通风、光照和实验地块的
地势等特征，确定实验地块的垄长和垄数，并合理确定各垄之间
的间隔。

4.为满足土肥土壤肥料实验的客观有效性，应选择两块实
验地块进行对比，另一块实验田上的土壤性状应与第一块实验田
基本相似，其垄长、垄数及各垄之间的距离应与第一块实验田相
同。但是在后期施肥过程中应与第一块实验田有明显的不同。

5.配比实验所需肥料。根据实验地块和实验方案，并结合将
要种植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对土壤所需肥料数量进行计算，将计
算的结果登记在案，并到农资商店购买所需肥料。将购买肥料依
据种植农作物的生长特征和各垄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对分类过
后的肥料进行精准的信息标注后，根据肥料的特点，将分类过后
的肥料储存。

（二）实验过程中的工作
1.改造实验地块。根据实验地块的具体特性和制定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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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对实验地块进行可种植性改造，根据已经确定的垄长、垄
数和各垄之间的距离确定实验区域。在确定实验区域的同时，应
预留出可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后期农作物生长管理的作业
道。为方便日后农业机械进入实验田进行作业管理，应将实验田
的各垄信息标识牌安置在实验田之外。

将实验方案中预先拟定的各垄应种植的农作物、实验田内不
同地点的土样及应该施肥的品种，在作业之前放置在各垄地头。
反复确认没有问题后，进行播种、施肥。

2.农作物生长管理。对实验地块进行改造之后，实验田管理
人员要密切关注农作物的生长过程，要做好实验田的除草工作。
选取除草农药时，应选择对实验结果影响最小、除草效果最优的
农药。农作物在生长的不同阶段，对土壤养分的需求也不尽相
同。在农作物生长周期内，密切测量土壤成分，对缺少肥料的地
块应做到快速地精准施肥，不可耽误农作物的生长。依托实验田
安装的各种监控设施，根据天气的变化情况，实时监测土壤肥料
的流失程度。每日要密切关注实验数据，对各类实验数据记录在
案，并要时常走在田间地头，做好调查记录。

3.对生产设施进行维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农作物管理，
必须保证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因此良好的生产设施维护等售后
服务至关重要。实验团队中负责生产设施维护的工作部门必须配
备较高职业素质的专业团队，并重视对生产设施使用团队和维修
团队的专业培养，对其进行专业的系统培训。提高维修团队在生
产设施的使用过程中的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切实提高生产设施
的使用效率。整个实验团队应形成扁平化的工作体系，各个团队
之间，应做到互相交流。应经常组织各个团队之间的经验交流活
动，共同推动实验的顺利进行。

4.宣传实践经验。实验结束后，要对实验数据进行全方位
的总结，对比两个实验田的各类数据，提出实验结论。将审查之
后，客观有效地实验数据推广开来，保证实验结论能够应用到日
常的农业生产之中。在宣传实践经验的过程之中，要创新工作方
法，保证能够让广大农业从业者信服实验结论，并愿意将实验
中总结的工作经验应用到农业生产之中。政府应加大财政补贴力
度，帮助实验团队有足够的经费将实验结论推广到全国其他地
方。乡镇政府机关应加大对农业从业群众的培训力度，提高其接
受科学耕种技术的能力。

三、结束语
土肥土壤技术是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应该把其

放在整个生产技术环节的核心位置。本文通过对土肥土壤田间实
验关键技术的介绍，以期能够帮助广大农业从业者科学地进行农
业生产，并以最少的代价继续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帮助我
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迈向一个崭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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