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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减量增效，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建设的基本

举措，其推广工作是农业升级的重点方式。在我国经济

能力持续提升背景下，对国家农业建设越发重视，全社

会对化肥的使用情况投入关注力度越来越大。但农业具

体的发展上，化肥使用量与日俱增，不单单增加农作物

种植的成本，更会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不利于保障生

态平衡化，这一现象迫切需要改变。

一、化肥减量增效的重要性

昭通市地势崎岖，耕地数量匮乏，人地矛盾比较突

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作物增产增收的需求导致农

业走进了“大肥大水”的误区，粗放式的施肥方式严重

破坏了土壤结构，影响了农作物的品质。由于过度依赖

化肥、不合理施用化肥、过量使用化肥等，造成了土壤

碳含量下降、有机质匮乏、土壤物理结构失调、生物多

样性下降，土壤中速效养分过高、矿质元素比例失衡、

土壤板结等问题。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化肥功不可没，但是在粮食

生产取得连年增产和农业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加剧、资源

环境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化肥的超

量使用和农业掠夺式经营，不仅造成耕地质量下降，严

重影响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为突出的是使农产品

质量下降，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为此，2015 年农业部

制定了《到 2020 年化肥农药使用零增长行动方案》，明

确提出了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目标任务和技术路径。

实施化肥减量增效，是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

重大举措，也是促进节本增效、节能减排的现实需要，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化肥用量变化情况

2018 年以来，随着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的进一步开

展，围绕化肥零增长总体目标，按照“一控、两减、三

基本”的要求，依托全市测土配方施肥、耕地保护与质

量提升、水肥一体化、耕地轮作休耕等项目以及新型肥

料生产工艺技术，建立不同技术模式的示范样板，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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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带动大面，深入推进化肥零增长行动的开展，取得了

一定成绩。一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稳步推进，为促

进化肥零增长和农业节本增效作出较大贡献。近两年

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1114.08 万亩，减少不合理施肥

（折纯）3.2 万吨，节本增效 6.18 亿元。二是通过耕地

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的实施，提升了土壤质量，增强了

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有效减少了化肥的用量，促进了

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三是近两年在苹果等特色水果

产业上示范水肥一体化技术近 1万亩，为全市特色水果

产业创新开展节肥、节水、省工、省时、省力、节本增

效的全新技术推广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四是按

照国家“藏粮于技、藏粮于地”重大战略部署，2018、

2019、2020 年实施了 3万亩耕地轮作休耕试点，2021、

2022 年实施了 3万亩耕地轮作制度试点工作。实施耕地

轮作和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又有利于平衡粮食

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同时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

改善并提高耕地地力，增强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后劲，

为实现耕地持续利用和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6

万亩耕地轮作和休耕试点按照既定的技术模式实施，至

少少施用化肥（折纯）900t。五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

先进化肥生产工艺技术，大力推广微生物菌肥、缓控释

肥、新型高效浓缩肥、土壤调节剂和修复剂，有力提高

了肥料利用率，切实推进了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的开展。

从化肥用量上看，化肥用量逐步呈现减少的趋势，

彰显了化肥减量增效成果。据统计上报数据 2015 年全

市化肥施用量（折纯）15.0354 万吨，2016 年 15.1485

万 吨，2017 年 15.0877 万 吨，2018 年 15.1292 万 吨，

2019 年 14.5484 万 吨，2020 年 13.6557 万 吨，2021 年

13.3204 万吨。如：2019 年，据测算全市总减少不合理

用肥（折纯）1.2574 万吨、亩均减少不合理用肥（折

纯）2.21kg，总增产 20.325 万吨、亩增产 35.67kg，增

产节支 27124.64 万元。

三、主要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化肥减量增效和零增长行动，关系农产品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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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市县充分认识该项工作的重要

性，农业农村局成立了分管领导任组长，种植业与农药

管理科、土肥站负责人为成员的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工作的领导。各县区农业部门

把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上下

联动、多方协作的工作机制；明确了工作目标，细化工

作方案，强化责任落实，并将化学减量指标、绿色防控

等指标纳入年度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

容，确保全市化肥减量增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强化技术集成

随着化肥减量增效的实施，技术上由单一的测土配

方施肥、配方肥推广，逐步形成了化肥减量增效综合集

成技术。主要是苹果上集成了苹果生草开沟积肥技术，

脐橙、沃柑上集成了“配方肥+有机肥+微生物菌肥+绿

肥”模式，枇杷、脐橙应用“有机肥+微生物菌肥+有

机水溶肥”模式，以及结合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增施

有机肥，探索总结了昭通“三统三定”的运行模式：建

立“专家进大户、大户带小户、农户帮农户”的整村推

进服务模式；构建了“企业+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

推行了“企业—协会（合作社）—农户”的产销模式。

有效地促进了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的推广应用。

准确而言，首先是精准施肥技术，对区域内磷肥、

氮肥、钾肥用量的有效化调整，同时把工艺和市场开

发的配方肥料视作技术媒介，配套与此相对应的农化服

务，贯彻高产和保护环境的要点。其次是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与秸秆还田技术，此技术主要是结合农作物需要化

肥的基本性能和量，以科学使用有机肥料为前提，制定

氮肥、磷肥使用方式和使用数量。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整

体上分析了农作物生长需求的营养，记录元素的缺失情

况和补充情况，有效地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全方位对生

态环境加以保护。再次是机械化施肥技术，农业机械

作用在播种阶段、耕翻等阶段，使得化肥按照农艺要点

的类型与化肥位置推进在土壤表层之下，机械化施肥能

够控制化肥损失，保障化肥利用率，不断增加农业管理

效益。在秸秆还田技术的使用上，引进秸秆腐熟剂使得

秸秆等相关有机废弃物迅速腐熟，让秸秆之中一些磷元

素和钾元素被植物生长所吸收，同时生成有益微生物，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控制化肥使用量，调整农作物品

质，给农业的长久建设奠定基础。最后是水肥一体化技

术，化肥减量增效的目标实现中，水肥一体化技术主要

是对施肥以及灌溉融合起来，促进农业技术有效利用的

一种理念。以压力管道体系和灌水器衔接起来，对肥料

溶液按照小流量均匀化传递到农作物根部周围的土壤表

面，这样农作物生长中会得到充分的水资源与养分。特

征是精准化管理灌水量以及施肥量，使得水肥利用率得

以提高。化肥减量增效，和以往技术互相比较，蔬菜的

产量与节水指数等都会有所增加，提高农业建设效益。

（三）加大资金投入

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加

大化肥减量增效示范资金的投入，2019 年绿色高质高

效、极量创新、集雨补灌等示范资金近 300 万元，有力

地推动了全市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的开展。通过对示范样

板进行物化补助，扩大了新型肥料、施肥新技术等节肥

措施的推广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示范户进行新品种、新

技术使用推广和带动周边农户进行“增产施肥、经济施

肥、环保施肥”的积极性，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

（四）注重示范引领

为提高技术覆盖率，结合作物种类、土壤类型、耕

作制度等，合理布局示范地点，细化示范片建设内容，

以科学施肥技术为核心，指导建立“定地、定时、定作

物、定化肥量”的科学施肥示范区，充分发挥示范的典

型带动作用。通过举办示范样板，集中展示耕地质量提

升和化肥减增效技术。依据全市农作物布局实际，分

别举办水稻、花椒、枇杷、脐橙等粮、经、果作物化肥

减量增效技术示范，有效发挥了“以点带面，辐射全

市”的作用，提高了广大农户学习节肥技术、先进施肥

方法、施用新型肥料积极性，切实扩大了项目主推技术

的落实率和到位率。如：2022 年在水富市完成的 1万亩

“三新”技术应用，粮食作物上采用“轻简化施肥技术

+有机肥+叶面肥+种肥同播机”模式；经济作物上采用

“养分综合管理技术+叶面肥+高压喷雾”模式。每亩

减少化肥用量 5kg，节省资金 17.5 元；使用新机具每亩

节省小工 2个，节省资金 200 元，每亩增产 15kg，增收

45元。

（五）严格检查督促

在各项目过程实施中，加大检查督促力度，如在耕

地质量提升项目中，每县指定 1名市级人员挂钩负责，

随时掌握试验、示范进度，市级不定期检查、督促，加

快了工作进度。同时加强了资金监管，在水稻绿色高质

高效创建示范、农业科技推广与可持续农业技术创新、

水肥一体化等项目实施中，各项目县区做好招投标及物

资发放、管理，并严格按照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建立

专账，加强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确保人、财、物

安全。另外是在农资市场监管阶段，争取规避伪劣肥料

害农事件的出现，诸多年的市场管理上，销售假冒伪劣

农资的事件逐步减少，可是依旧有出现的可能。特别是

肥料销售，有不法肥料商贩串户的情况，要想控制事件

的产生，应重视农资市场监管和控制，避免伪劣肥料进

入乡村。重视宣传指引，农田种植户采购农资阶段，优

先挑选信誉良好的商家，不可以轻信不法商贩的虚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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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了解肥料标识的完整性，索要相应发票，在特殊情

况时做到即使维权。

（六）搞好宣传培训

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培训，逐步改善农民群众老旧

的施肥观念，让先进的科学施肥技术切实运用到农业生

产中为广大农民群众带来实惠。通过采取集中培训、现

场指导、外出观摩学习等方式在各乡镇开展鲜食玉米、

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节肥增效栽培技术培训，大大增强

了农民群众的节肥和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了肥料的利

用率，节约了农民的生产成本，为推进项目的顺利实施

奠定了基础。如：2022 年全市共开展科学施肥技术培训

393 场次，培训农民 34450 人次，现场观摩 64场次、观

摩人数 4733 人次，发放培训宣传资料 111750 份，宣传

报道 72条次。

（七）混合施用农家肥与化肥

有机肥类型比较繁多，来源比较广泛，属于优质和

高效的关键技术，农家肥养分含量相对全面，对应的

肥效持久稳定。混合使用农家肥与化肥，使得土壤理化

性状可以被充分改良，增加土壤肥力指数，这样把迟效

以及速效肥料优势结合起来，避免化肥过量挥发，强化

化肥的性能。还要关注农作物抗逆性指数增加，对实

际的品质进行改善，缓解农作物生长对环境带来的不良

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一）施肥多样化、秸秆还田技术水平不高

农村农户一家一户的生产现状普遍存在，造成施肥

的多样化和随意性，科学施肥仍需进一步加强。比如在

盲目施肥的分析上，具体技术指导阶段，有一个农户是

属于土地流转的情况，一个季度大约施肥 180kg，觉得

施肥量大便可以增加产量，然而此仅仅是个别现象，不

过也是需要改进做法的。研究秸秆还田技术水平不高，

以小麦种植为例，还田技术以及播种技术不能巧妙结

合，引出了播种作用在秸秆上，同时播后镇压不及时，

土壤有过于松软的现象，所以小麦发育受阻，甚至出现

死苗或者冻害。

（二）科技文化素质不高

由于外出务工青壮年多，农村主要劳动力年龄偏

大，科学文化水平低，对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科学施

肥、面源污染等方面了解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培

训。并且施肥不够科学，作为影响化肥减量增效的一个

因素，一些农户可能持续使用相同类型肥料，对应的施

肥模式也是相同的，引出了农作物生长不良的结果。小

麦种植上，农户可能仅仅使用磷酸二铵 40kg，在春季追

肥之前有麦苗发黄的现象，种植户判断经销商销售的肥

料没有达到标准，这一个事件的出现是值得重视的。

（三）资金短缺

2016 年以来，县区无测土配方施肥经费支持，增加

了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推广难度，不仅影响到耕地正常运

作和种植，还影响到土地资源的高效率利用，降低了化

肥使用效果。

五、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守住耕地数量红线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我国耕地面积年均减少约 1000

万亩。不堪重负的、有限的耕地更需我们倍加珍惜，因

此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确保到 2025 年全市耕地保有

量要达 845 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达 717 万亩。

（二）增加项目工作经费

建议增加耕地质量监测、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和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技术等项目经费，确保工作顺利

开展。

（三）加大发展有机肥资金投入

建议国家、省级在发展有机肥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

上支持，建立有效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每一

个群众都可以了解到有机肥资金使用应建立在有效的方

案基础之上，将有机肥应用推广工作作为农业生产的硬

措施来抓，切实加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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