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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专家施肥推荐（Nutrient expert）系统，进行施肥推荐，对河南潮土区 50 户夏玉米进行推荐施肥，

结果表明：与农民习惯施肥相比，专家推荐施肥夏玉米增产 5%以上农户占 2%，增产在-5%~5%之间的农户占

90%，专家推荐施肥比农民习惯施肥减产 5%以上的农户占 2%。总的来看，夏玉米上专家推荐施肥与农民习惯

施肥处理相比产量基本持平，但专家推荐施肥氮肥用量减少 1/3 左右，明显提高经济效益。 

     

 

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

粮食产量 1/9 或 1/10 左右。2010 年河南夏、

秋粮产量均再创历史新高，实现粮食总产量连

续五年超千亿斤。2010 年河南粮食总产量为

1087.4 亿斤，比上年增产 9.6 亿斤，增幅为 0.9

％。其中，夏粮总产量 618.1 亿斤，比上年增

产 5.1 亿斤，增长 0.8％；秋粮总产量 469.3

亿斤，比上年增产 4.5 亿斤，增长 1.0％。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为 14610.3 万亩，比上年增加

84.80 万亩，增长 0.6％。其中：夏粮 7960.00

万亩，比上年增加 25.00 万亩，增长 0.3％；

秋粮 6650.25 万亩，比上年增加 59.80 万亩，

增长 0.9％。河南近 7 年粮食产量为：2004 年

粮食产量 852 亿斤，增产 19.3%，2005  年粮

食产量 916.4 亿斤，增产 7.6%， 2006  年粮

食产量 1011 亿斤，增产 10.3%，2007  年粮食

产量 1049 亿斤，增产 2.6%，2008 年粮食产

量 1073.1 亿斤，增产 2.3%，2009 年粮食产

量 1078 亿斤，增产 0.5%，2010 年粮食产量

1087.4 亿斤，增产 0.9%。同时河南省肥料用

量也占到全国的 1/10 左右，全省化肥纯用量

为 570.66 万吨，氮肥纯用量为 240.0 万吨，

磷肥纯用量为 10.1 万吨，钾肥纯用量为 55.5 

万吨。 

近年来，随着农村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农

作物的品种更新换代，粮食产量有了明显增

加。但在生产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据调查，

玉米生产管理上存在突出问题为：一、施肥不

科学，只注重氮肥的施用，长期忽视磷钾肥的

施用；二、不能针对玉米特性进行施肥，玉米

作物是需钾作物，但农村广大农户不能够针对

其营养特性，进行钾肥施用，导致玉米产量不

能提高。 

针对生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省农

业人口众多，农村教育相对落后，土地面积小，

经营分散等特点决定了我省真正实现平衡施

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通过加拿大国际植

物营养研究所（IPNI）的合作项目，利用专家

推荐系统（Nutrient Expert）根据目标产量进

行区域上推荐施肥，并进行验证，为全面推动

河南省农作物科学合理施肥提供依据。 

23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系列期刊《BETTER CROPS》中文版专刊  《高效施肥》2011 年第 2 期  总第 27 期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点：小麦和玉米试验安排在新乡市

延津县司寨乡平陵村。土壤类型：新乡市延津

县平陵村土壤类型为潮土。玉米品种为：郑单

958，密度为：5000 株/亩。 

试验处理：（1）养分管理推荐施肥处理，

氮肥在 8.7~9.3 公斤/亩，磷钾肥基本和农民习

惯施肥一致，（2）养分管理推荐施肥处理不施

氮肥（-N），（3）养分管理推荐施肥处理不施

磷肥（-P），（4）养分管理推荐施肥处理不施

钾肥（-K），（5）农民习惯施肥氮肥，在 13.3

公斤/亩以上（FP）。（6）不施肥处理（CK）。 

随机区组排列。收获各小区籽粒（或收获

部分）和秸秆（或生物）产量；并取植株和籽

粒进行 N、P、K 元素吸收分析和籽茎比。从

其中一个重复采取子粒（或收获部分）和秸秆

（或生物产量）的样品，送到北京中-加合作

实验室统一分析植物养分含量（或本地分析）。

田间管理按丰产田要求，并记载生物学性状。

播种前取土壤样品送中国农业科学院区划所

中加合作实验室和河南农科院资环所实验室

分析。氮磷钾肥分别以尿素（N 46%）、过磷

酸钙（P2O5 10%）和氯化钾（K2O 60%）形式

施入。钾肥用加拿大产氯化钾。

  

 

2 结果分析 

2.1  养分管理推荐施肥对夏玉米经济效益的

影响 

50 户地块的试验，结果表明：养分管理

推荐施肥处理产量在 515～577 公斤/亩，产值

在 979～1096 元/亩之间，利润在 897～1019

元/亩之间，产投比在 9.7～14.3 之间（表 2）。

农民习惯施肥 FP 处理产量在 524～592 公斤/

亩之间，产值在 996～1124 元/亩，利润在

911～988 元/亩之间，产投比在 7.9～13.8 之

间。说明推荐施肥的产量和施肥效益与农民习

惯施肥相当，但可以节省化肥的投入。 

养分管理推荐施肥处理与农民习惯施肥

相比：夏玉米增产 5%以上农户占 2%，增产

在 5%以下，减产在 5%以下区间的农户占

90%，减产 5%以上的农户占 2%（图 1）。 

 

 

 

 

 

表 1 试验地土壤养分基本状况 

OM NH4-N P K S Fe Cu Mn Zn B 
地点 经度 纬度 pH

（%） 毫克/升 

平陵村 114°13′43.3″ 35°12′23.8″ 8.7 0.36 11.7 25.1 105.4 22.8 11.4 1.3 9.9 1.5 1.71 

临界值     50.0 12.0 78.2 12.0 10.0 1.0 5.0 2.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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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潮土夏玉米产量和经济效益 

产量  产值 利润 
处  理 

公斤/亩  元/亩 

产 
投比 

OPT 小值 515  979 897 9.7 

OPT 大值 577  1096 1019 14.3 

OPT-N 小值 313  594 550 12.6 

OPT-N 大值 376  714 671 21.6 

OPT-P 小值 383  728 655 9.9 

OPT-P 大值 539  1023 955 15.7 

OPT-K 小值 402  763 707 11.6 

OPT-K 大值 526  1000 931 16.3 

CK 小值 300  571 571 -- 

CK 大值 352  669 669 -- 

FP 小值 524  996 911 7.9 

FP 大值 592  1124 988 13.8 

 
 

 

 

2.2. 养分管理推荐施肥对养分利用效率的影

响 

根据 50 户的试验结果计算养分的利用效

率，结果表明（表 3）：养分管理推荐施肥处

理氮肥的农学效率 16.6～28.2 公斤/公斤，平

均 21.3 公斤/公斤，P2O5 农学效率为 3.9～44.9 

公斤/公斤，平均为 18.5 公斤/公斤，K2O 农学

效率为 4.9～42.8 公斤/公斤，平均为 19.7 公

斤/公斤。氮肥的回收率为 35.9～58.1%，平均

为 44.7%，磷肥的回收率为 12.5～62.8%，平

均为 23.1%，钾肥回收率为 32.8～66.4%，平

减产幅度超过5%

增减幅度不超过5%

增产幅度超过5%

图 1 养分管理专家推荐施肥与农民习惯相比产量增减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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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46.4%。农民习惯施肥时，N 农学效率

10.6～15.3 公斤/公斤，平均为 13.1 公斤/公

斤，氮肥回收率为 21.2～33.8%，平均为

26.7%。由此可见，养分管理专家推荐施肥与

农民习惯施肥相比，养分利用效率均有所提

高，氮肥的农学效率平均提高 8.2 公斤/公斤，

氮肥回收率平均提高 18 个百分点。 

 

表 3  养分的农学效率及肥料利用率 

养分管理推荐施肥处理 OPT 农民习惯施肥 FP（N） 

农学效率（公斤/公斤）  回收率 （%） 农户 

N P2O5 K2O  N P2O5 K2O 

农学效率 
（kg/ kg） 

回收率 
（%） 

大值 28.2 44.9 42.8  58.1 62.8 66.4 15.3 33.8 

小值 16.6 3.9 4.9  35.9 12.5 32.8 10.6 21.2 

平均值 21.3 18.5 19.7  44.7 23.1 46.4 13.1 26.7 

 

3 小结 

通过田间试验验证，养分管理专家推荐施

肥在潮土区玉米上可以实现减氮增效，是可行

的，不影响产量的基础上比农民习惯施肥减少

氮肥用量 1/3 左右，氮肥的农学效率平均增加

8.2 公斤/公斤，氮肥回收率平均提高 18 百分

点，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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