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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专用型复混肥料的生产和施用，是当前肥料工业及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
　　农谚说：“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肥料是农作物的“粮食”，但并不是施得越多
越好，盲目施用过多，既浪费肥料又增加成本、降低产量、减少收益。
实践证明，施用经科学配方生产的专用型复混肥料后，不但能提高化肥利用率，获得稳产高产，还能
改善农产品质量，是一项增产节肥、节支增收的技术措施。
　　专用型复混肥料是针对作物需肥特性和土壤状况设计生产的新型肥料，营养养分配比合理，形态
协调，可以简化平衡施肥技术，便于大范围推广应用。
对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增加经济效益，减少污染源，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科学施肥是农业生产中一项有效的增产措施，是获得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益的重要条件，同时
也是维持生态环境、保持地力及农业可持续增产、增收的基础，否则不但降低肥效，浪费资源，影响
农业生态环境，还会造成土壤肥力下降。
例如，合理施用氮肥，每千克氮素可增产10千克粮食，若施用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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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广泛收集国内有关施肥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多年从事生态环保多功能肥料研发的实践经验，编者编
写了《作物专用肥配方与施肥技术》。
本书介绍了专用型复混肥料的配方设计、原料选择、生产工艺、主要生产设备等有关基础知识，并着
重介绍了常见120种作物的需肥特点、无公害施肥技术及专用肥料配方，是一本新型肥料研发、生产和
施用的综合性科普读物，可供复混肥生产企业、肥料工作者、农资经营者、农业部门、农技推广工作
者和广大农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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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这是人们的一种误解。
在AA级绿色食品的生产中不能施用铵态氮、硝态氮、酰胺态氮等化肥，而必须施用有机肥料。
这种观点有待探讨，因为有机肥料中的有机态氮，大多不能直接被作物吸收利用，必须在微生物作用
下转化成铵态氮（NH）和硝态氮（N0）后才能被植物吸收，而化肥中的氮，在土壤中也是以铵态氮
和硝态氮的形式被作物吸收的，作物不能识别哪些是NH，哪些是NO，所以谁先到达根表，谁都会被
先吸收。
　　在生产A级绿色食品中，允许限量使用尿素、磷酸二铵，但禁止施用硝态氮肥。
这种规定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硝态氮和铵态氮均是植物吸收利用的两种形态，有些作物如蔬菜则是喜硝作物，减少硝态氮供
应，蔬菜生长反而变差；其次，在土壤中尤其是旱地土壤中的有机态氮和铵态氮也能在微生物作用下
形成硝态氮。
所以，即使不施硝态氮肥的土壤中也存在硝态氮被作物吸收。
据此可以认为，像蔬菜这一类食用幼嫩组织的作物中不含硝态氮是不可能的。
至于有的地方要生产绿色小麦、绿色向日葵而禁止使用含硝态氮的肥料，尚需科学证实。
　　我们认为，作物体内硝态氮含量除与遗传特性、光照条件及采收时间等因素有关外，关键是要合
理施肥，包括氮肥施用量、施肥时期以及配施磷、钾肥等。
有针对性地施用化肥不仅能提高产量，而且能改善品质，这已为世界各国学者所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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