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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为调查点，分析农户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肥料使用情况，阐述化肥、有机肥使

用动态变化趋势，为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耕地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评价等工作提供依据，共采集土壤样品 70

个，按照要求在往年确定的地块开展调查取样，完成施

肥情况调查工作任务，选择有代表性的农户或新型经营

主体开展施肥情况定点调查，为其他工作部门和研究者

提供参考建议。

一、研究目的
为了建立规范化耕地资源数据库，并掌握调查点农

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肥料使用情况，笔者分析辖区内

化肥、有机肥使用情况，为后续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考核、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编制、耕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年

度评价、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考核等工作提供依据，并指导

农业生产中有效施用测土配方肥。

二、研究方法
（一）检测方法

1.利用定氮仪、紫外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酸度计等仪器，对pH值、碱解氮、有效磷、速效

钾、有机质、全氮、铜锌铁锰、钙镁等指标进行检测，

其具体检测方法为：土壤有机质的测定：油浴加热重铬

酸钾-容量法；土壤pH的测定：电位法；土壤全氮的测

定：凯氏蒸馏法；土壤水解氮的测定：碱解扩散法；土

壤有效磷的测定：钼锑抗比色法；土壤速钾的测定：乙

酸铵浸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土壤有效钙镁的测定：

乙酸铵交换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土壤铜锌铁锰的测定：

DTPA浸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二）耕地质量等级调查

科学布设调查点位。耕地质量调查点位必须具有代

表性和延续性，每 1万亩耕地不少于 1个，调查点位设

置要综合考虑辖区内各镇的耕地面积、土壤类型、肥力

条件、作物种类、种植水平等因素，按照省下达的调查

任务选取耕地质量等级调查点；及时开展野外调查与取

样。耕地质量等级调查点的地块位置必须与原来测土配

方施肥采样点位置一致；样品处理和检测。样品采集

后，要尽快风干，去除植物残体、石块后，将全部压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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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肥料使用情况调查

调查方法，选择 70个具有代表性的种植农户或新型

经营主体开展施肥情况调查，调查员需详细如实记载每

季作物的施肥情况和作物产量，每年对调查点进行跟踪

管理；调查内容。全面调查农作物配方肥及有机肥使用

情况，重点调查肥料品种、养分含量、施用数量、施用

面积、施肥时期、施肥方法、肥料施用成本和农作物产

量等，客观反映肥料真实使用情况。

三、研究情况报告
（一）田块基本情况

地理位置：阳东红丰参垌村委会东村村北沙基垌地

块，距村距离 50m，田块面积 1.3 亩；

土壤情况：水稻土，团粒状砂壤土壤结构，残坡积

物成土母质，亚类，潴育型；土属麻红泥田，土种麻砂

质田；

地貌类型：丘陵下部，地面坡度 30°；

生产条件：没有配套农田基础设施，基本满足排水

灌溉能力；

水源条件：山塘，地表水，自流漫灌灌溉方式；

熟制：一年二熟，常年种植稻-稻，常年产量水平

400 千克/亩，耕层厚度 18cm。

用木铲或竹铲、不锈钢土钻等，采用“X”法、“S”

法、棋盘法其中任何一种方法，均匀随机采取 5～ 10 个

采样点，采样深度为 20cm，充分混合后，四分法留取

1.5kg作为检验测定耕地质量等级。

（二）施肥情况

2017 年调查该地块施肥氮、磷、钾三大元素养分加

权平均值分别为千克/亩，成本 140 元，单产 350kg ；

2018 年分别为 9.6 千克/亩、2.1 千克/亩、10.05 千克

/亩，成本 140.8 元，单产 375kg ；2019 年氮、磷、钾

养分加权平均值分别为 8.52 千克/亩、7.13 千克/亩、

7.08 千克/亩，成本 178 元，单产 385kg。

（三）取样耕地质量调查点

土壤分析检验结果、肥施建议情况具体如表 1、表 2

和表 3。

耕地质量等级影响作物的产量，种植施肥也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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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2020 年红丰镇参垌村耕地质量调查点土壤分析检验结果

表 2  红丰镇参垌村沙基垌地块水稻耕地质量（土壤测试）情况分析对照表

土壤测试数

据

测试项目 测试值

土壤养分丰缺指标 养分水平评价

低 中低 中 中高 高 偏低 适宜 偏高 综合

全氮（g/kg） 1.17 0.5 ～ 0.7 0.7 ～ 1.0 1.0 ～ 1.5 1.5 ～ 2.0 ＞ 2.0 √
土壤肥力中

等

碱解氮

（mg/kg）
103.5 ＜ 55 55 ～ 90 90 ～ 140 140 ～ 230 ＞ 230 √

有效磷

（mg/kg）
60.55 ＜ 3 3 ～ 14 14 ～ 78 ＞ 78 √

速效钾

（mg/kg）
37.25 ＜ 2 2 ～ 16 16 ～ 200 ＞ 200 √

有机质

（g/kg）
21.95 6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 40 √

pH值 5.65
＜ 4.5

（强酸）

4.5 ～ 5.5

（酸性）

5.5 ～ 6.5

（微酸）

6.5 ～ 7.5

（中性）

＞ 7.5

（碱性）
√

表 3  参垌村施肥建议情况（单位：千克/亩）

作物名称

施肥方案

水稻 作物品种 目标产量（千克/亩） 400

全期化肥用量（折纯，千克/亩） 有机肥（kg/亩）

N 7-7.5 P2O5 1.2-2.3 K2O 6-6.5 名称：商品有机肥 120

施肥时期 肥料配方 用量（kg/亩） 施肥时间 施肥方式 施肥方法

早稻

基肥

商品有机肥 120
结合耙田，插（抛）秧之

前
全田撒施

全层施，施后耙匀再插

（抛）秧。
36%水稻配方肥（21-5-10） 13

分蘖肥 36%水稻配方肥（21-5-10） 11.5 移栽后 7～ 10d 撒施 面施，田间保持薄水层

幼穗分化肥 36%水稻配方肥（12-0-24） 15.5 移栽后 30～ 35d 撒施 面施，田间保持薄水层

晚稻

基肥

商品有机肥 120

结合耙田，插、抛秧之前 全田撒施
全层施，施后耙匀再插

（抛）秧。
40%水稻配方肥（20-6-14） 13

分蘖肥 40%水稻配方肥（20-6-14） 15 移栽后 5～ 7d 撒施 面施，田间保持薄水层

幼穗分化肥

40%水稻配方肥（20-6-14） 9.5

移栽后 30～ 35d 撒施 面施，田间保持薄水层

60%氯化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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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耕地土壤质量变化，从参垌村耕地质量调查点土壤

分析检验结果和土壤测试情况分析对照判断该地块耕地

土壤质量肥力中等，掌握调查分析农户监测年度化肥、

有机肥使用情况，提出针对性肥施建议，今年已达到预

期目标产量。

四、研究结论

通过开展对肥料使用量调查进行总结分析，水稻等

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基本趋于稳定，2017 年调查水稻

种植农户 57户，氮、磷、钾三大元素养分加权平均值分

别 为 10.99 千 克/亩、2.17 千 克/亩、9.01 千 克/亩，

2018 年分别为 10.23 千克/亩、2.44 千克/亩，9.26 千

克/亩，2019 年调查 52户，氮、磷、钾养分加权平均

值分别为 9.69、3.73、9.83kg/亩，2020 年抽取其中 33

户调查，氮、磷、钾养分加权平均值为 9.81 千克/亩、

2.99 千克/亩、9.4 千克/亩。四年调查结果显示，氮肥

使用量呈减少趋势，磷、钾肥使用量则略有上升，但施

肥总量相对平稳，全区化肥使用量基本实现零增长。

按照规范的研究方法，通过耕地土壤检测分析，结

合管理水稻种植施肥情况，耕地质量变化直接影响作物

产量研究表明：土壤肥料对农作物产品质量具有较大影

响。测评土壤中氮、磷、钾等微量元素的含量，可以分

析土壤的熟化度，土壤营养成分越高，越容易促进农作

物中蛋白质的形成，尤其是氮、磷、钾这三种元素，可

以满足农作物生长所需。其中氮肥可以提升农作物的含

糖量和蛋白质，磷肥可以有效改善农作物的品质，减少

谷类含酸量，钾肥可以提升农作物的脂肪含量，保障后

期产量和质量。同时，也可以增加农作物的抗病能力，

最终促进籽粒中淀粉和蛋白质的生成。种植户可以利用

商品有机肥，综合使用全层法和面施法，根据水稻的不

同特质和不同生长期，合理精细化施肥，严格控制施肥

含量，改良土壤中营养成分不均衡问题，合理增加农业

投入，促进农作物单产。

五、指导意见

综合阳东区全区所采集的 70个土样涉及 10个土

属，覆盖耕地面积达到 47.64 万亩，取土化验覆盖率为

93.66%。采样监测点耕地土壤检测结果和种植户种植肥

料调查分析，提出以下指导性意见。

高度重视抓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充分利用已

建立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数据系统和工作基础，建设示

范区、发放施肥建议卡、举办培训班等，加强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宣传，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合理使用配方肥，

使测土配施肥技术深入人心，农民施肥从单一的施用

氮、磷、钾等单质性化肥，转向多施复混肥料等复合型

肥料，肥料配比更加科学，肥料利用率也得到相应提

高。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可节约大量化肥资源，提高

农业生产效益。

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措施，做到上下联动，相

互沟通，密切配合，通过办好测土配方施肥各级示范

点，为配方肥推广和化肥减量增效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展

示平台。

不断完善全区科学施肥指标体系，加大蔬菜及其他

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研究和配方肥开发，扩大配方

肥的推广应用范围。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耕地地力监

测、耕地质量等级调查和农户施肥情况调查，全面掌握

我区耕地质量等级状况和农民施肥情况的动态变化，为

进一步完善我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标体系提高技术支

撑。

氮肥全期施用比例：基肥、分蘖肥、穗肥约为 40：

35 ：25。

穗肥施用时间应掌握在幼穗分化 1～ 2期进行。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提高农作物产品质量，种植户必须利用

测土配方技术，改善土壤条件，并且根据耕地质量情况

进行精准施肥，提高土壤的熟化度，因地制宜，采用精

细化施肥法，提升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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