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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果树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理论与实践》，本书内容包括肥料基础知识、测土配方施肥基础知识和北京
郊区主要的粮经作物、蔬菜、果树的施肥技术，详细讲解了各类肥料的特点及鉴别、施用、贮藏方法
，测土配方施肥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各种果树的需肥特点及施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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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等职务。现兼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创新团队土肥水功能研究室主任、岗位专家，北京
“12316农业服务热线”首席专家，中国（北京）土壤学会、农学会、植物营养学会、农业经济法研究
会、农技推广协会等9个专业学会的理事或副理事长，《中国农技推广》、《中国当代创新人才》、
《科技创新引领跨越发展》、《北京农业》等农业科技期刊编委，农业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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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测土配方施肥是建设农业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在肥料施用上
逐步以有机肥为主转变为以化肥为主，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化肥消费国。2007年全国化肥施用总
量达到5000多万吨，占世界化肥消费总量的30.2%，由于先进实用的科学施肥技术未得到应有的推广应
用，化肥利用率长期徘徊在30%左右，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量化肥通过挥发进入大气、
通过渗透流入地下或进入江河，造成局部地区水体富营养化。此外，畜禽养殖废弃物等有机肥资源处
置不当，利用率低，也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通过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项目区农民施肥
观念逐渐转变，氮、磷、钾施用比例趋于合理。实践表明，测土配方施肥对减少肥料用量、提高化肥
利用率，减轻环境污染、促进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测土配方施肥是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同时，也是效益比较低的弱质产业。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
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测土配方施肥是当前农业生产中最
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节本增收措施。全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结果证明，通过实施测土配
方施肥，粮食作物平均每亩节本增收25～35元；经济作物每亩节本增收50～80元。应该进一步加大推
广力度，扩大测土配方施肥覆盖面，指导农民科学、经济、合理施肥，使这一节本增效的有效措施长
期惠泽广大农民群众。　　（六）测土配方施肥是缓解化肥资源供需矛盾的客观需要　　目前，我国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化肥生产和消费国，2007年我国化肥生产总量5696万吨，每年因生产氮肥需消耗标
准煤约1亿吨，消耗的天然气占全国总量的1／3。我国磷矿品位低，开采难度大，现有21.11亿吨资源
也只能延续到2022年左右；钾矿资源有限，可开采资源少，现有经济储量可开采66年左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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