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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蔬菜施肥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侯宗海，渠立强，于启建 
(江苏省丰县农业委员会土肥站，221700) 

摘要：通过对丰县主要蔬菜生产基地的300余 

户农民的菜地进行施肥情况调查，并采集土样进行 

理化性状分析，基本了解了菜田施肥情况和土壤肥 

力状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为 

丰县蔬菜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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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地处江苏省最西北部，苏、鲁、豫、皖4省 

交界处。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 

入，蔬菜产业作为丰县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头戏，发 

展非常迅速，不仅种植面积扩大，种植方式和种植 

类型也逐渐丰富完善，形成了区域化种植格局，主 

要有保护地反季节栽培、常规露地栽培和根茎类特 

色蔬菜三大块。目前蔬菜常年种植面积约5．3万hm ， 

蔬菜产业已成为丰县农业的支柱产业。2006年以 

来，笔者对丰县蔬菜种植比较集中的范楼、梁寨、凤 

城等镇的300余户农民的菜地施肥情况进行了调查， 

并采集土样进行土壤理化性状分析，发现丰县蔬菜 

施肥存在施肥量过大、氮磷钾比例不合理等一系列 

问题，这些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丰县蔬 

菜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1 蔬菜地肥力状况 

蔬菜地一般选择在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壤 

理化性状良好、肥力水平较高的地区。种植蔬菜后， 

由于大量施用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蔬菜地的土壤 

肥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笔者结合丰县 “测土配方 

施肥”项目的实施，对不同类型蔬菜地的典型地块， 

多点采集0～20 cm土层混合样，通过化验分析，得 

到土壤肥力状况，见表 1。分析结果表明，蔬菜地的 

土壤肥力显著高于粮田，且不同类型蔬菜地肥力也 

有明显差异，一般 日光温室 >塑料大棚 >露地根茎 

类菜地 >露地常规菜地。特别是日光温室和塑料大 

棚，因为过量施用化学肥料，土壤速效养分含量很 

高；长期大量施用生理酸性肥料，使得土壤pH值下 

降；菜地土壤全盐含量明显上升，说明土壤次生盐 

渍化现象 凸显。 

2 蔬菜地施肥状况 

丰县耕地利用类型主要分为粮田和蔬菜地，蔬 

菜地又可分为露天菜地、日光温室、塑料大棚。露 

天菜地根据蔬菜品种可分为露地常规菜如白菜，露 

地根茎类特色蔬菜如洋葱、牛蒡、芦笋等。在蔬菜 

主产区，种植蔬菜效益远远高于粮食，因此，农民 

在肥料分配上普遍偏重菜地。调查结果表明，蔬菜 

地以日光温室投人肥量最大，每667 111。每年施用有 

机肥总量达4 723 kg，以鸡鸭粪为主；每667 1TI 每 

年施用化肥量高达581 kg，以复合肥、磷酸二铵等 

表 1 不同类型蔬菜地土壤理化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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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折纯氮92．6 kg、P2O 103．2 kg、K：O 53．2 kg， 

总量达 249kg，三者 比例为 1：1．11：0．57。塑料大 

棚次之，露地根茎类菜地较低，露地常规菜地最低。 

蔬菜地平均每667 m 每年施用有机肥3 217 kg，化 

学肥料 370．5 kg，折纯氮59．6 kg、P2O5 57 kg、K2O 

31 k舀 而粮田平均每667 m 每年施有机肥1 496 kg， 

并且有1／2粮田不施有机肥，只施用化肥 149 kg，折 

纯氮30．1 kg、P2O5 14-3 kg、K2O 6．2 kg。 

3 存在的问题 

3．1 肥料用量过大 

据调查，蔬菜地平均每年每667 m 施用化肥实 

物量达370．5 kg，折纯养分总量 147．6 kg，而Et光 

温室和塑料大棚每年每 667 m 施用化肥实物量分 

别达到581．0 kg、374．0 kg，折纯养分总量分别为 

249．0 kg、150．8 kg。按照目前的产量水平，保护地 

栽培每年每 667 m 施用氮磷钾养分总量不宜超过 

l40 kg，而丰县日光温室超过了适宜投入肥量的 

78％，塑料大棚超过7％。一些菜农盲目相信，多 

施肥即可多产出。片面的观点导致施肥量加大，土 

壤养分储量大幅度上升，施入的肥料不能完全被作 

物吸收，大量残存的养分聚集在土壤表层，造成表 

层土壤含盐量增高。这不仅造成肥料的浪费，还会 

引起土壤的酸化、次生盐渍化和蔬菜硝酸盐含量 

高、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等问题。保护地由于常年覆 

盖或季节性覆盖，土壤得不到雨水充分淋洗，改变 

了自然状态下的水分平衡，致使盐分在土壤表层聚 

集，加之保护地土壤温度显著高于露地，土壤的风 

化作用明显加剧，土壤矿物分解的离子与人为施入 

的肥料相结合，导致土壤盐分浓度增加很快。土壤 

盐类积聚，造成土壤溶液浓度增加，土壤的渗透势 

加大，作物根系的吸水吸肥能力减弱，导致植物生 

长发育不良。 

3．2 肥料施用不均衡 

氮磷肥用量偏高，钾肥用量不足，大量元素之 

间不平衡。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多种蔬菜吸收氮磷 

钾的平均比例为1：0．34：1．23，而丰县蔬菜地氮、磷、 

钾的投入比例为 1：0．95：0．52，其中日光温室投入 

比例为 1：1．11：0．57，说明丰县 日光温室、塑料大 

棚磷肥施用过量，钾肥不足，投肥比例失调。蔬菜 

地氮肥投入过剩，分解后产生的铵离子过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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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对钾、钙、镁的吸收，造成养分吸收不平衡，作 

物生长发育受到危害。同时，氮肥用量过大，容易 

造成蔬菜体内硝酸盐积累，蔬菜品质下降，产投比 

降低。钾肥用量少，植物抗逆性差，病虫害严重。中、 

微量元素肥料是蔬菜生长必不可少的，蔬菜对微量 

元素尤其敏感，多则有害，少则生长不良。调查发 

现，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的农户非常少，个别农 

户菜地已出现中、微量元素缺乏症状，农民对中、微 

量元素肥料的应用未引起足够重视。 

3。3 肥料施用方法不当 

主要表现为基肥和追肥比例不当，追肥的时间 

不当。蔬菜不同生育期对养分的需求量不同，必须 

适时适量施用。一般基追比例为1：1，追肥一般在 

作物需肥的关键时期施用，在营养临界期和肥料最 

大效率期追肥效果最好。如果在土壤养分释放较快， 

供肥充足时追肥，则施肥效果差，应当推迟施肥时 

间；反之，当土壤养分释放较慢，供肥不足时及时 

追肥，则施肥效果显著。 

3．4 有机肥投入量少 

近年来，由于厩肥数量减少，农民的造肥势头 

下降，再加上化肥施用简单、省事、见效快，而有 

机肥施用麻烦、脏、见效慢。因而施肥主要以化肥 

为主，有机肥用量较少。根据此次调查，蔬菜地每 

年每667 m 平均施用有机肥3 217 kg。有的菜农只 

在离村近或运输方便的菜田施用少量有机肥，远的 

田块不施，这样不利于培养高产菜田，也不利于种 

植高品质蔬菜和可持续发展。有些菜农认识到有机 

肥的重要性，但往往施肥不当，施用未腐熟、无害 

化程度不高、养分含量低的有机肥，导致菜地病虫 

害加重，烧根、烧苗现象也时有发生。 

4 对策与措施 

4．1 施用配方肥，控制肥料的投入量 

肥料能够提供蔬菜生长发育所必须的营养元 

素，但蔬菜的吸收量有限，不要过量投人。应根据 

蔬菜的产量、需肥规律，土壤的供肥特性与肥料效 

应，在增施有机肥的基础上，按照氮、磷、钾和微 

量元素的适宜用量，进行科学配比，合理施肥，以 

达到平衡施肥。配方肥既能保证蔬菜丰产丰收，又 

能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土壤肥力，又不会因施肥过量 

造成浪费和硝酸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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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施用菌肥 提高瓜果蔬菜品质 
宋良国 

(吉林省大安市龙沼镇邮政局，131300) 

根据农业部土壤养分监测分析可知，当前全国耕 

地质量明显下降，其中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平 

均仅 1．8％，旱地仅为 l％左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 

地力水平差距较大。施肥不当是主要原因，必须引起 

重视。长期以来，技术与物资脱节，化肥产、供、施 

畸形发展，施肥技术落后，施肥比例严重失调，出现 

“三重三轻”现象，即重化肥，轻有机肥；重氮肥，轻 

磷钾肥；重大量元素，轻微量元素。由于施肥不合理， 

造成农作物生理病害JJIN~!，水果外形、口感不佳，耐 

贮性下降等，不仅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食品安全， 

更严重fi,J~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直 

接影响出口创汇。施肥不当还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主 

要表现为瓜果不甜、饭菜不香、棉麻纤维变短，食品 

中有害的硝酸盐含量上升，危害人类健康。为了改变 

当前这种状况，主要应从增施有机肥、磷钾肥和微量 

元素着手，补充瓜果、蔬菜所需的各种中、微量营养 

元素，使其迅速恢复原来的口味。其中比较快捷的一 

种方式就是施用金宝贝生物增甜灵，因为它含有植物 

所需的各种中、微量营养元素，能防止落花落果，促 

进果实膨大，防止裂果，明显改善果实外观及内在的 

品质，并且它是纯微生物制剂，不含激素，是瓜果不 

甜无味的克星。固 

4．2 合理施用化肥 

不同蔬菜需肥规律不同，因此在施肥上要根据 

不同作物安排不同肥料。对叶菜类蔬菜，如大白菜， 

主要以氮肥、钾肥为主，两者比例为 l：1，如果缺 

氮、钾就难以达到鲜嫩的品质要求。叶菜类蔬菜养 

分的吸收主要在生育前期，而生育后期养分吸收较 

少，所以前期施肥对产量和品质影响较大。根茎类 

蔬菜，如牛蒡，前期以氮肥为主，氮、磷、钾配合 

施用可增加叶重和根重，中期以氮、钾为主，以便 

增加光合产物向根部分配，从而促进根系膨大。茄 

果类蔬菜，如茄子，由于根系发达，吸肥能力强，必 

须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分多次追肥 ，才能多结果 、 

结好果。 

4．3 采用科学的施肥方法 

有机肥料经过充分腐熟，可以杀死其中的致病 

菌和虫卵。施用腐熟的有机肥可以减少蔬菜病虫害 

的发生，不会发生烧苗现象。施用化肥要少量多 

次，既能满足蔬菜生长发育的需要，又不造成浪 

费 

4．4 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配合施用 

无机肥料的养分释放具有速效的特点，但是需 

要多次追施，以保证肥料的养分释放高峰与蔬菜的 

养分吸收高峰相吻合，如果施用时问不当或施人不 

及时，就会出现营养生长过剩或短期营养不足，造 

成减产。有机肥保肥性比较好，可以缓慢释放养分， 

保证作物长期的养分需求。将有机与无机肥料配合 

施用，可以协调养分的释放速度，为作物提供长期 

有效的营养。另外，有机肥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 

加土壤保水保肥能力，改善土壤的通气性，为有益 

微生物菌群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从而达到抑制致 

病菌的功效。 

另外，由于长期大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酸化， 

已形成盐害的蔬菜地，可以通过科学施肥，减少化 

肥投入，增施有机肥品种，减少鸡粪用量，增施土 

杂肥、秸秆堆沤肥等有利于有机质积累的有机肥 

料；同时，要合理灌排，增加盐分下渗。对于 日光 

温室土壤，可采取雨季开棚、倒茬、添加改良剂、换 

土等改良措施。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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