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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人多地少，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应，必须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增加总产。
化肥和农药等是提高单产不可或缺的农用化学品。
自1970年以来，我国农业中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使用量的大量增加，对保证作物单产的持续提高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农业环境污染问题也因此日益严重，在一些高产地区尤为突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持续增加而耕地面积将继续减少，即使是维持现有
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必须增长20％以上，加之对其他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农用化
学品的使用量必须进一步增加，这将对农业环境产生更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保证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应又保护好环境，是我国农业科学研究中面临的一个
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在这些研究中，农田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与平衡无疑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内容。
农田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与平衡的长期变化规律与机制是保持和培育农田土壤肥力的理论基础，也是
建立养分高效利用和环境安全的农田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
以农田养分循环与平衡为核心，围绕高效和安全的农田生态系统养分优化管理模式进行综合研究，是
实现“清洁"生产，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并可为农业生态工程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因此，农田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与平衡研究已成为当前农业科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前沿性
课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与平衡及其>>

内容概要

　　本书从分析农田养分循环过程的长期试验和联网研究方法入手，评价了中国农田生态系统氮、磷
、钾养分使用和平衡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定量分析了农田养分氮、磷、钾养分的转化规律
和机制。
基于氮、磷、钾在土壤—作物一水体系统中的迁移、转化、损失过程，论述了养分平衡对产量、土壤
肥力和环境的影响；基于影响施肥的政策、社会经济和农民行为等因素以及我国主要农田生态系统氮
、磷、钾养分的供应和需求规律，设计了我国主要农田生态系统养分的优化配置与管理方案，提出了
区域养分调控的政策、措施、技术，以实现提高耕地粮食产量和效益、减少氮磷环境污染、促进农业
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本书可供农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专业科研人员及相关管理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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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农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与平衡的长期联网研究　　农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和平衡是影响
生产力和环境的重要过程，这也是一直是农业、生态和环境科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Paoletti et al .
，1993；Pweer，1994；Drinkwater and Snapp，2007；Marschner and Rengel，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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