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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最终是要依靠科学解决问题。”依靠科技进步，走科教兴农的
道路，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使农村走向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要使这个处在潜在形态的第一生产力转化为推动农
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必须抓好教育，尤其是与农业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农村基础教育和其
他各类教育。这是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提高农村经营管理者，特别是广大生产者的文
化技术水平，增强他们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消化吸收能力，促进科学技术与农业经济的有效
结合，从而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荆州市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力度，按照素质教育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保证执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的前提下，在农村初中引进“绿
色证书”教育，对学生进行一定的现代农业技术教育，既为学生升学奠定了基础，又为学生
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一重大举措，有利于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把农业技术、经营、管理等内容纳入教
育内容，形成新的农村基础教育的模式，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储备和人才支
撑。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应对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后，农业经济发展和世界
范围内的竞争，中国农业的出路和希望，最终取决于农业经营管理者和生产者的文化科技
素质的高低。正是顺应这一形势的需要，荆州市教科院组织编写了一套供农村初中“绿色
证书”教育的丛书。它的出版，使荆州市农村普通初中开展“绿色证书”教育有了一套比较
系统、规范、实用的教材，必将推动全市农业实用技术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套丛书包括农作物栽培、畜牧养殖、淡水养殖、蔬菜栽培、果林生产、农产品加工、农
业经营等方面的内容，参加编写的同志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科技指导和农业科技教育多年
的、有丰富经验的同志。我初读了一遍，感到这是一套较好的教材。首先，教材紧跟农业
科技的发展，介绍了许多农村种、养、加工方面的新技术、新品种、新动向，具有先进性；其
次，教材所涉及的农业知识，都是符合我市农村实际的先进技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再
次，教材在内容安排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合初中段学生学习使
用，具有较好地实用性。当然，编写此书还只是一次初步尝试，书中一些不成熟、不完善之
处，希望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吸取各方面的意见，逐步完善和提高。

杨玉华

２００４年７月５日



前　　言

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普通初中教育改革，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储备和人才
支撑。根据省教育厅、省农业厅转发教育部、农业部《关于在农村普通初中试行“绿色证
书”教育指导意见的通知》（鄂教基［２００１］５２号）文件精神，我们组织编写了适用于农村普
通初中学生的“绿色证书”教育丛书。

这套丛书由农作物生产技术基础、果林生产技术基础、蔬菜栽培技术基础、农产品贮
藏与加工、畜禽生产技术基础、淡水养殖技术基础、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常识（选修）七个模
块组成。各地农村初中可结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实际选用。

这套丛书的编写，充分考虑了荆楚地域的特点，书中结合具体实践，让学生比较系统
地了解、掌握某种岗位生产、经营管理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教材知识的深浅与农村普通初
中的学生基础相适应，注重实践，易于操作。该书是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具体实
践，有较强的地方实用性和时代先进性。

全套丛书的编写，由荆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张警鹏同志总策划，何明贵任主编，呙中
华、周代琳、李永辉同志任副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李永辉、黄邦炎、雷桂林、段秦川、
滕承柱、刘良学、汤钦林、曾中林。丛书经荆州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领导小组、专家指
导小组和教材选用指导小组审定，报请湖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作为九年义务
教育农村初中开展“绿色证书”教育试用教材。

这套丛书在调查研究与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荆州市教育局、荆州市农业局、荆州市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有关领导、专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农村初中“绿色证书”教育丛书的编写，由于缺乏经验，加之时间仓促，难免存在缺点
和问题，恳请读者和广大教师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再版时加以修正。

编　者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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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生产技术基础

农业生产是以种植业为主体的产业。本篇是以最
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壤作为引论，介绍了良种、
肥料、作物生长发育、种植制度、病虫害防治、无公害农
产品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对作物栽培的主要技术环
节作了一定的介绍。在教和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当地
生产实际、注重理论联系实践；重点讲解与作物生产联
系较紧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使学生通过
学习，初步掌握作物栽培及其有关的科学理论与实践
知识，以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并实现高产、高效、优质的
最终目的。

本篇总课时１８学时，其中理论教学１２学时，实践
教学６学时，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部分“教学实践
活动”组织学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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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壤

　　教学实践活动
由同学调查自家责任田的土壤肥力状况，作一个基本评价。列举评价土壤好或差的原

因，老师根据本地土壤类型，选择有代表性的同学在班上交流，并组织讨论。
土壤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什么是土壤呢？土壤是指覆盖于地球表面的疏松表

层。种植作物，就必须和土壤打交道（当然，你也可以搞无土栽培。），但你知道为什么土壤
能生长作物吗？这是因为土壤具有肥力。什么是土壤肥力呢？即土壤能够供应和协调作
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养料、空气和适宜温度的能力。土壤肥力各因素对作物正常生长来
说，同样重要，不能互相代替。如缺水不能用肥料来代替，缺肥不能用灌水代替等。土壤
肥力是可以人为改变的，生产上合理耕作和管理，土壤肥力可以提高，瘦地变肥地；粗放和
不合理的耕作，会使土壤肥力下降，“好”土变“坏”土。

　　生产实践中哪些措施可以改变土壤肥力呢？

　　土壤为什么会具有肥力呢？这需要了解土壤的组成和性质。

一、土壤的组成和性质

土壤是由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类物质组成的一个整体。固体物质为粗细不同的土粒
（矿物质）和有机质；液体主要是指土壤水分（实际是土壤溶液）；土壤空隙除水分占据的部
分外都充满着空气。

（一）矿物质颗粒———土壤的“骨骼”
我们随便在农田里取一块土壤，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９０％以上是矿物质颗粒，由

这些颗粒构成了土壤的骨架。土壤中的土粒有大有小，可以简单的把粒径在０．０１～１ｍｍ
的土粒，称为“物理性砂粒”；粒径在０．０１ｍｍ以下的土粒，称为“物理性粘粒”。因砂粒和
粘粒在土壤中所占比率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土质，我们常说的砂土、壤土和粘土就是
根据土壤中砂粒和粘粒各占的分量（百分比）划分的。一般来说，砂土漏水跑肥，土壤肥力
较低；粘土保水保肥，但粘重板结，通气性差，不好耕作；壤土含砂、粘粒比例适当，虽透水
性不如砂土，保水能力不如粘土，但它因没有砂土和粘土那些毛病，是农民最喜欢的土壤。
如常说的“油砂土”，就属这一类土壤。

土质类别怎样鉴别呢？这里介绍砂土、壤土和粘土的简易鉴别方法：随意从田中取一
块土壤，用水和成泥，然后团成泥球或搓成一根小手指粗细的泥条，再把泥条弯成圆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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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表现来判断。
砂土：不能团成球或勉强能团成球，但不能搓成细泥条。
壤土：能团成球或搓成细泥条，但把细泥条弯成圆环时，就会发生裂纹，甚至断裂。
粘土：搓成细泥条后弯成圆环时，细泥条不会断裂。

　　从家中责任田里取一块土壤，按上述方法做，鉴别属哪一类
土壤？

（二）土壤有机质———土壤的“肌肉”
土壤有机质是指土壤中来自动物和植物的所有有机物质，主要以腐殖质的形式存在。

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一般只占土壤固相部分的１％～５％，但它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却很大，它
不仅是作物生长所需养分的主要来源之一，还能疏松土壤，改善土壤耕性；改变土壤颜色，
增加吸热能力，提高土壤温度。因此，一般来说，土壤含有机质越多，土壤就越肥沃；反之，
土壤含有机质越少，土壤就越瘦。由此可见，有机质对土壤来说，就像动物的肌肉一样，是
衡量土壤肥瘦的一个标志。生产实践中是通过增施有机肥和秸秆还田来提高土壤有机质
含量的，是土壤培肥的重要途径之一。

　　家中菜园的土壤与农作物大田的土壤比，哪种土壤肥力
高？为什么？

（三）土壤水分———土壤的“血液”
土壤水分并不是一种纯水，是溶有多种可溶性有机和无机养分的一种土壤溶液。作

物生长所需水分主要来自土壤水分；作物所需的各种矿质养分也只有溶解在土壤水分中
才能被吸收。因此，我们可以把土壤水分称之为土壤的“血液”，它的多少，对土壤肥力有
重要影响。

土壤水分含量是否适宜，通常是以土壤相对持水量（％）来表示的，对一般旱作物来说，以

６０％～８０％为宜。在生产实践中，农民多以“墒情”好坏来表示土壤含水量是否适宜的。
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土壤水分不能满足作物生理需要时，作物就会出现萎蔫，呈现旱

象（作物出现萎蔫不一定都是土壤干旱）。一般以旱作物在出现萎蔫后至傍晚仍不能恢
复，手捏田中土块能勉强成团，扔之即散，说明作物已经缺水，应及时灌水抗旱。但土壤水
分过多形成渍害，也不利作物生长，必须开沟排渍。

　　访问家长或有经验的农民，他们是怎样判断土壤墒情好坏和
作物是否缺水的？

（四）土壤也有“呼吸”和“体温”
土壤空气成分与多少，影响作物根系的呼吸和土壤微生物的活动与生存，是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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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有机质丰富，水分含量适宜的土壤显得疏松，空气含量多；粘重
板结或含水量高的土壤，空气含量就少，通常我们把土壤这一特性称为土壤通气性。砂土
通气性好，粘土通气性差，壤土通气性适中。生产实践中，常通过对土壤进行耕整，锄地松
土，开沟降低地下水位来改善土壤通气性。

种子发芽、作物生长发育都需要一定的土壤温度。春季露地栽培的作物，一般以土壤
温度稳定通过１０℃～１５℃为始播期。适宜的土壤温度，既有利于作物种子的萌发和生长，

又利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和养分的释放。在生产实践中，许多作物的早熟栽培，在土壤温
度较低时的冬季或早春播种，就需要覆膜来提高地温，以满足种子萌发和苗期生长所需温
度。反季节栽培的作物，如番茄、西瓜、芹菜等作物的夏季播种，土温过高又成为影响种子
萌发和幼苗生长的不利因素，就需采用遮阳网或银灰色地膜覆盖降温的方法。

　　生产上你还见过哪些改善土壤通气性、提高或降低土壤温
度的技术措施？

　　农民一般认为一块好田能适合种植多种作物，且产量高而稳定。这种方法在实际应
用时，不能反映一块田土壤好坏的具体原因。我们应该从那些方面来评价一块田土壤的
好坏呢？常用的评价内容有：

（一）土壤酸碱度（ＰＨ）
土壤酸碱度代表土壤的酸碱程度。大多数作物适应的酸碱度为６．５～７．５。荆州市范

围内耕地土壤酸碱度多在这一指标内。一般情况下，土壤ＰＨ小于６．０则需要施用石灰调
节酸度。

（二）土壤有机质
土壤有机质含量以百分比（％）表示。一般讲，旱田土壤有机质含量１％以上为中上

等地，低于０．５％为瘠薄地（瘦地），高于２％为肥沃地。水田有机质含量指标比旱田高
一倍。

（三）土壤全氮
土壤全氮（Ｎ）的含量以百分比（％）表示。全氮含量小于０．１％的土壤，施氮肥增产效

果明显；全氮含量高于０．２％为含氮丰富的土壤，施氮肥的经济效益不如前者。我市大部
分耕地全氮含量偏低，故施氮肥有明显增产效果。

（四）土壤有效磷
土壤有效磷（Ｐ２Ｏ５）含量以每千克（ｋｇ）土含毫克（ｍｇ）速效养分（ｍｇ／ｋｇ）表示。通常以

五氧化二磷（Ｐ２Ｏ５）含量小于１０ｍｇ／ｋｇ为缺磷，小于５ｍｇ／ｋｇ为极缺磷指标。我市缺磷和

极缺磷面积占耕地面积９０％以上，故应重视磷肥的施用。

（五）土壤有效钾
土壤有效钾（Ｋ２Ｏ）表示方法与有效磷相同。通常以氧化钾（Ｋ２Ｏ）含量小于１００ｍｇ／ｋｇ

为缺钾指标，但各地肥料试验结果表明：氧化钾含量小于１５０ｍｇ／ｋｇ，大多数作物施用钾肥
仍有增产效果。如按此指标，我市需施钾肥的耕地面积占８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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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壤孔隙度
土壤孔隙度以孔隙体积占土壤体积的百分比（％）表示。代表土壤渗水透气能力，适

宜的土壤孔隙度为５０％左右。实践中多以土壤疏松程度来表示，孔隙度太小土壤板结，则
表示土壤渗水透气能力差，会使作物根系生长不良。

以上指标远非土壤肥力的全部，而且可更详细的分级，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详细介绍。

　　访问家人或有经验的农民，看他们是怎样判断一块田土壤的
好坏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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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良种———农民永远关心的话题

　　教学实践活动
老师选择本地种子质量问题的实例，或让学生问问家长有关种子问题的故事，展开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物育种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培育出了一大批优质、高

产、抗病品种，比较多见的为杂交品种、常规品种、无性系等。作物品种的多样化，为农民
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品种提供了方便，但也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从成百上千的品种
中，选出最适宜本地栽培的品种，以更好地发挥优良品种的增产效果。实践中，部分农民
因品种选择不当造成损失，轻者产量降低，品质下降，重者绝收。所以，合理地选择与正确
地使用品种，农民历来都十分重视。

现在我们谈谈作物良种的选择与留种方面的知识。

一、品种的基本特点

品种　品种是指适应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栽培条件，个体之间具有相对一致的稳定
遗传性状，能在生产上产生经济价值的某种作物群体。品种是农业生产上栽培植物特有
的类别，而不是植物分类上的单位。一个品种只有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才能在所指
定的区域内推广。

一个品种有一定的地区性　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有一定的适宜地区和适宜的栽培条
件，在甲地表现良好的良种，引种乙地就不一定表现良好。因此，引进外地品种必须先少
量购入试种，不能盲目大量引种。

　　访问家人或当地农民是否有引种失败的教训，有的话，原因
是什么？

　　一个品种的利用有一定的时间性　任何一个好的品种，在生产上被利用的时间都是
有限的，随着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和栽培条件的变化、人们生活对农产品质量需
求的提高，原有品种便不能适应，就必须选用符合需要的新品种更换过时的老品种。

二、什么是良种

所谓良种就是优良品种的优质种子。
（一）优良品种的条件

１．丰产性好，增产潜力大，能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和生产条件。

２．抗逆性强，对本地常见自然灾害和病虫有较强的抗性和耐性，能保持相对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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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品质优良，如粮、果、菜等农产品要求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良好的食味和加工品
质等。

４．生育期适中，即具有与当地气候条件和种植制度相适应的生育期，能很好的适应前
后茬口的安排。

应该注意完美无缺的品种是不存在的。优良品种只是在主要经济性状、品质、抗性等
方面满足了当时、当地的需要，肯定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它，并通
过栽培措施予以克服。

（二）优质种子的条件

１．纯净一致　种子纯度高、杂质少。如水稻二级良种其纯度和净度均不得少于９７％。

２．饱满完整　种子饱满，形状大小整齐，无破损。

３．健全无病虫　种子表面和内部没有病菌感染，无害虫蛀食或潜伏，未发生霉变。

４．生命力强　种子发芽快、发芽率高。如水稻二级良种发芽率应在９５％以上（籼）。

　　你现在到市场上购种，从哪些方面判断种子质量的优劣
呢？

三、种庄稼如何留种

采用良种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农业增产措施，农民十分重视选用良种。
原来生产用种多是农民自己留的，现在作物品种中杂交种多了，还能不能自己留种呢？现
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能自己留种吗
一个作物的优良品种能否继续留种，主要是看品种的遗传类型属哪一类。如果是杂

交种，一般来说，是不能留种的。因杂交种是由亲缘关系、生态类型和生理特性差异较大
的两个亲本杂交的后代，到第二代群体内就会出现性状的分离，整个群体在生长势、抗逆
性和丰产性等方面的优势已不存在。而且生产上还显示出这样的规律，杂种一代表现的
优势越大，杂种二代的衰退越明显。所以，一般认为杂交种的后代不能继续留种，如水稻，
油菜，玉米（单交种）等作物的杂交种；但是无性系（无性系是指利用营养器官繁育的播种
材料）一类的杂交种，如生姜，莲藕、芋头、甘蔗等作物，其遗传性比较稳定，可以继续留种
繁殖或栽培。我们通常指能留种的品种类型为常规品种。因常规品种在群体内交配繁殖
情况下，仍能保持品种内个体间在生物学和经济性状方面具有相对一致性。只要生产者
掌握了一定良种繁育知识，是可自行留种繁殖的。但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的作物的杂交
种（如棉花）属品种间杂交而可以利用第二代，但杂种优势降低；有的虽属常规种，但因混
杂退化严重，就不能够继续留种。

（二）留种要注意哪些问题

１．查阅品种资料或咨询农业技术部门，首先确定该品种是不是只能利用一代的杂
交种。

２．有些作物（如油菜、棉花，瓜类）传粉媒介主要是昆虫，这就容易“串花”，保纯比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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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留种田要搞好隔离，如屏障隔离，确保品种纯度。

３．要选具本品种特征特性纯度高、生长良好、无病虫害的单株或田块留种。

４．多次严格去杂去劣，凡是不符合本品种特征特性的植株要坚决去掉，确保品种的优
良种性和纯度。

５．在进行种子的收获、脱粒、运输、晾晒、贮藏等作业过程中，其用具、场地要严格清
理，严防人为造成的机械混杂。

６．种子贮藏前要晾干或晒干，严格控制种子含水量在允许范围内（表１－１）。贮藏容
器（种子袋）内外应有标签，以防弄错；贮存过程中要经常检查，防潮、防蛀、防鼠害。

表１－１　常见作物种子贮藏允许含水量

作物名称 水　　稻 大、小麦 玉米 大豆 棉花 油菜 花生

含水量（％）
１３．５（籼）

１４．５（粳）
１３　 １４　 １２　 １２　 ９．５　 １０

（三）种子利用年限
生产上不乏因种子是陈种子而出现缺苗的事例，既耽误季节，又浪费功夫。种子利用

年限与作物种类、种子成熟度以及贮藏条件有密切关系。一般农作物的种子利用年限为

２～３年（见表１－２）。通常以保持５０％～６０％的发芽率作为种子有实用价值的标准，当发
芽率低于此值时，生产上就不宜作种子使用。

表１－２　常见作物种子利用年限

作物名称 水稻 小麦 玉米 大豆 棉花 油菜 花生

利用年限（年） ２～３　 ２　 ２～３　 ２　 ２　 ２～３　 １

　　调查当地农民在哪些作物品种上自己留种以及留种的方法，
自己留种存在什么问题？应怎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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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作物的“粮食”———肥料

　　教学实践活动
老师同学互相交流。用过和见过什么肥料？性状如何？怎么用？效果如何？有何经

验或教训？
肥料是作物的“粮食”，深刻说明了肥料与作物的关系以及对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性。

我国农民种庄稼，历来都十分重视肥料的施用，有“白地不下种，白水不栽秧”之说（“白
水”、“白地”指未施肥料的稻田和旱地）。我们应该十分明确，当收获农作物带走大量养
分，而使土壤中养分贫乏时，就应该通过施肥的方式给予补充，以保持土壤养分平衡，提高
地力。

一、认识肥料

我国的肥料根据其性质，通常分为有机肥料，无机肥料和微生物肥料三大类。
（一）有机肥料
有机肥料也称农家肥料，是农民种（植），加（工），养（殖）等生产中得到的一切自然肥

料，如绿肥、饼肥、粪尿肥、堆肥等。共同特点是：

１．含养分种类较多，且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ＣＯ２），可提高光合作用。

２．可改善土壤结构，并通过微生物的活动，活化土壤中养分。

３．养分含量较低，故施用量大，需用工较多。

４．肥效较慢而稳定，故在作物需肥高峰期，往往需要施用化肥予以调节。
生产无公害优质农产品，施用肥料应以有机肥料为主。
（二）化学肥料
化学肥料简称化肥。是指用化学方法制成的或用矿石加工而成的肥料。其种类很

多，按它所含的营养元素可分为：氮肥、磷肥、钾肥、微肥和复混肥料等。

１．常用的有氮、磷、钾肥，氮、磷、钾有效养分分别以氮（Ｎ）、五氧化二磷（Ｐ２Ｏ５）、氧化磷
（Ｋ２Ｏ）的百分含量表示。氮肥主要有尿素（含 Ｎ４６％）、碳酸氢铵（含 Ｎ１７％），硫酸铵（含

Ｎ２０％～２１％）、硝酸铵（含氮３４％）；磷肥主要有过磷酸钙（含Ｐ２Ｏ５１２％～２０％，含量小于

１２％为不合格磷肥）、钙镁磷肥（含Ｐ２Ｏ５１２％～２０％）、重过磷酸钙（含Ｐ２Ｏ５４５％左右）；钾
肥主要有氯化钾（含Ｋ２Ｏ５０％～６０％）、硫酸钾（含Ｋ２Ｏ５０％）。

上述肥料又称为单元肥料。

２．微肥为微量元素肥料的简称。根据我地土壤养分状况，目前生产上使用较多的微
肥品种主要有：七水硫酸锌（含锌２３％）、硼砂（含硼１１％）、硼酸（含硼１７％）、钼酸铵（含钼

５４％）、硫酸亚铁（含铁１９％，多在园林花卉中应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较好的水溶性。

３．复混肥料，旧叫复合肥。指同时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氮、磷、钾主要营养元素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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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按其制造方法，一般可分为化合复混肥料（如磷酸铵、磷酸钾），混合复混肥料（最常见
的氮磷钾三元复混肥），掺和复混肥料（如各种ＢＢ肥）三种类型。复混肥有效养分含量是
以肥中氮（Ｎ）、五氧化二磷（Ｐ２Ｏ５）、氧化钾（Ｋ２Ｏ）各自的含量来标识的。

依复混肥中（Ｎ、Ｐ２Ｏ５、Ｋ２Ｏ）主要养分含量的不同，又可分为低浓度（２０％）复混肥，中
浓度（２０％～４０％）复混肥，高浓度（大于４０％）复混肥三类。现在很多农民都喜欢使用价
格较低的低、中浓度复混肥。其实，因低浓度和高浓度复混肥在包装、运输和经销等环节
上的费用是相同的，故低浓度复混肥单养分成本价更高。

化肥的共同特点是：养分含量高、肥效迅速，贮运费用较低，施肥用工较少；有的品种
有生理酸碱反应。相比之下，多元复混肥比单元肥料具有更多的优点。

你认识哪些化学肥料品种？各具有什么特性？

（三）微生物肥料
微生物肥料俗称“生物肥”。生物肥我们并不陌生，早年我们种豆科作物拌种用的根

瘤菌，就是一种生物肥。现代微生物肥料可分为单一菌种肥料和复合菌种肥料，而以后一
类菌肥种类较多。

生物肥不但能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增加土壤养分供应量，还能产生植物激素，促进作
物对养分的吸收和增强作物抗病性，并有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的作用，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
类新型肥料，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但因目前尚无完善的产品标准和质量检测手段，对这
类肥料的质量和效果争议较多。

二、配方施肥，合理确定用量

１９８３年农业部在广东湛江市召开的配方肥会议上，将全国各地所说的“平衡施肥”统
一命名为“配方施肥”。配方施肥的具体内容；包含着“配方”和“施肥”两个程序，先配方，

后施肥，施肥是配方的执行。就如医生诊病一样，先给你诊断是什么病，然后根据确诊病
症开张药方，然后你根据药方把药买来，并按照医生嘱咐去服用。作出施肥配方时，先要
测土，知道土壤中各养分含量是多少，能提供多少养分；然后根据你确定种植的作物的计
划产量，计算出所需要吸收的养分量，作物所需要的养分量减去土壤能提供的养分量，就
是我们所需补充的养分量；最后确定施用什么品种的肥料及其用量。这就是“产前”提出
肥料的“配方”。

肥料理论施用量计算公式如下：

计划施肥量（ｋｇ／公顷）＝
作物计划产量所需养分量－土壤养分供应量
肥料中该养分含量（％）×肥料利用率（％）

施肥是配方的执行，在肥料品种和用量确定之后，根据作物各发育阶段对不同养分需
要的情况以及肥料的性质，合理安排基肥和追肥的比例，确定施用时期和施用方法。以有
限的肥料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优质农产品。



农作物生产技术基础 １１　　　

　　调查家人和附近农民，看他们是怎样确定一种作物施肥量
的？你给他们当当参谋！

三、科学的施肥方法

在施肥量确定之后，如何施用才有利提高肥料利用率，以实现作物优质高产和最佳经
济效益。

（一）基肥的有效施用技术
基肥，又叫底肥，它是在作物播种或定植前结合土壤耕作施用的肥料。基肥施用的目

的是为作物良好的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提供作物整个生育期所需求的养分。

基肥的施用量一般占作物总需肥量的５０％左右。

１．不同肥料施用深度不同　基肥的施用深度一般要求结合深耕将肥料施在作物主要
根系分布层，并使肥料处于经常湿润的土层中，土肥相融。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有机肥、钾
肥、氮肥应适当深施，磷肥应浅施，条播（栽）的作物，如玉米、棉花的基肥施用，应结合耕整
将肥料条施于垄沟内，以提高肥料利用率。

２．多种肥料混合施用　基肥适用多种肥料混合施用的方法，将有机肥料、无机肥料
（化肥）、硼、锌等微肥进行混合后作基肥，可使肥效平稳持久，满足了作物整个生长发育过
程中对养分的平衡需要。肥料混合施用参考（表１－３）。

表１－３　各种肥料混合施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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