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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书总结了中国西南地区包括西藏、云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广东和海南省

八省 ( 市、自治区) 在作物养分管理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主要内容包括旱、坡地养分管

理，常规耕作系统的作物养分管理研究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养分管理三大部分。这些研

究成果，为我国西部农业生态重建、可持续农业养分精准管理、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环

境保护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科学参考依据。同时，这些研究多为专门解决当地农业生产

中存在的一些土壤、肥料、环境和农业生态等重大问题而开展的，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技术

和对策，因此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这些论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意义，可供有关

科研、教育、肥料企业、推广和生产管理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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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物的最佳养分管理，是全球植物营养

领域研究的热点，也是现代农业的关键环节。
在作物生产中，通过作物最佳养分管理，实

现作物高产、优质和农民增收，提高肥料利

用率，提高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力，减少因

不合理施肥对环境 ( 土壤、水体和大气 ) 的

污染，维持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是各国

政府、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高度关注的问

题。针对这一热点问题，在国际植物营养研

究所 ( IPNI，前钾磷肥研究所 /加拿大钾磷肥

研究所 ( PPI /PPIC) ) 的支持下，中国西南

地区的有关科研和教学机构近年来开展了相

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本书总结了近三年来

该地区在作物养分管理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但是，这些论文并非具体的最佳养分管理规



范，而是为制定或升级作物最佳养分管理规

范提供新的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传统上的西南地区包括西藏、云南、四

川、重庆、贵州和广西六省 ( 市、区 ) 。由
于项目管理的原因，本书的西南地区还包括

了广东和海南两省。该区气候温和，光热充
足，雨量充沛，植物种类繁多，物产丰富，是
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产基地。
区内种植有我国主要的热带作物和大部分亚
热带作物，是中国的蔗糖王国、花卉之乡、
烟草基地，水稻一年三熟……还有茂密的森
林和广阔无垠的草地。为了提高作物的品质
和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区域农业和农

村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区内有关农业
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在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 IPNI) 以及加拿大钾肥公司和加拿大国际
发展署的资助下，结合国家和部、省级政府
部门的相关科研项目，服务三农，开展了包

括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茶叶、烟叶、
甘蔗、牧草 ( 草地 ) 等作物以及不同作物系

统的平衡施肥 /养分管理研究与示范，坡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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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和养分流失防、控技术研究以及肥料源

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研究与示范，取得
了显著的成就，很多研究成果已得到有关省

份的科技成果奖励。通过研究成果 ( 技术 )

农业生产和复合肥料生产中的推广应用，提

高了作物产量和品质，提高了肥料利用率，

增加了农民收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
和环境生态效益。

本书包括旱、坡地养分管理，作物平衡
施肥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等三大部分。第一

部分汇集了云南、贵州和四川省在旱、坡耕
地水土流失规律及防治技术，不同水土保持
的技术措施及施肥技术对坡耕地水土、养分

流失的作用与效果，养分流失的形态、途径
与数量，坡耕地的退化机理以及退化坡耕地

的肥力再造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第二部分
主要总结了粮食作物、蔬菜、水果和其它经
济作物的平衡施肥技术研究和技术升级。第

三部分介绍了近年来肥料源导致的农业面源
污染防控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为了将科研成果尽快用于生产，扩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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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生态和环境效益，特组织区内

从事研究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总结近几年
研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专著，

主要编写人员名单附于书后。希望本书对关
注该领域的科学家、农业技术工作者、肥料

企业技术员、肥料贸易商家和政府决策者有
所裨益，同时为中国可持续农业发展中的养
分管理、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有益

的参考。
借此机会，我们对多年来支持、关心、

帮助和参加该区平衡施肥研究工作的机构和
个人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感谢 IPNI 总裁 Terry
Roberts 博士、副总裁 Adrian Johnston 博士，

中国项目部主任金继运博士和其他同仁，加
拿大钾肥公司副总裁 Matt Albrecht 先生和总

经理罗志江 ( Andrew Law) 先生，欧达诗国
际贸易公司 ( 香港 ) 董事、总经理陈炳煌
( Tommie Satanu ) 先 生 和 总 经 理 梁 玉 珠

( Romina Leung) 女士等对项目的支持、关心
和指导。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编辑时间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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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编 者

2011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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