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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阳区农户春玉米施肥现状调查评估

王小英，同延安，刘 芬，赵佐平
(西北农杯科技大学资涿环境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摘要：为了解陕北地区施肥现状及农户养分资源投入中存在的问题，2011年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榆阳区

24个乡镇进行了春玉米养分资源投入调查分析。结果表明：2010年春玉米产量以9 500—1I 500 kg／hm2所占比例

最大且适中，占到调查样本的52．78％。氮肥(N)用量变化为321．8一l 084．3 kg／hm：，平均为650．5 kg／hm2；磷肥

(P2仉)用量变化为60．2—450．3 kg／hm2，平均为244．8 kg／hm2；钾肥(K20)用量变化为47．3—222．8 kg／hm2，平均为

134．5 kg／hm2，且钾肥均由有机肥提供。其中化肥氮施用量适中农产仅占5．56％；偏低农户占10．65％；很低农户占

5．∞％；偏高农户占33．80％；很高农户占44．91％。磷肥施用置适中农户仅占12．04％；偏低农户占21．30％；很低

农户占25．46％；偏高农户占19．44％；很高农户占21．76％。春玉米产量与NPK养分总量、氮肥和磷肥用量之问关

系极显著。氮肥和磷肥偏生产力分别为24．38 k∥kg和86．94 k∥kg。榆阳区农户春玉米施肥中存在问题主要包括：

产量水平差别较大，变化为6 750—15 000 kg／hm2；养分投入差别也较大，肥料利用率很低；肥料品种单一。研究认

为提高榆阳区毒玉米生产与施肥技术途径有选择优良品种、实现养分资源综合管理，提高养分资挥利用效率、加强

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农民的栽培水平和加大对肥料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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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是陕西省的春玉米主产区，而榆林玉米主

要分布在长城内外，毛乌素沙漠的南缘，是典型的一

季作区。无定河纵横贯穿而过，常年昼夜温差大，

日照时数长，热辐射高，营养物质积累丰富，玉米

单产高，是春播玉米的优生区⋯，常年播种面积

10．77J-hm2。近年来，随着玉米高产品种的选育和

栽培技术的改进，春玉米单产水平不断提高。据报

道【2|，2006年榆阳区金鸡滩镇海流村7 hm2示范田

郑单958实测平均产量高达17 269．5 kg／hm2，登海9

号平均产量高达16 258．05 kg／hm2。在春玉米产量

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榆林化肥用量也持续增加，从

2000年的6．75万t[3J，增加到2009年的15．56万

tr⋯，用量占到全省的8．58％；而榆林耕地面积却有

所减少，从2000年的59．642万hm2L3J，减少到2009

年的57．346万hm2HJ，减少了3．85％。国家发改委

调查表明，我国玉米化肥用量平均为320．70 kg／hm2，

玉米生产中化肥成本平均为1 636．20元／hm2，占到

玉米生产直接费用的46．28％_5j。另外，养分资源

利用不合理导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化肥使用

上存在着用量大、肥效低、养分配比不合理等问

题№J。在这种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和资源不断恶化的

压力下，如何既保障榆林地区春玉米产量增加，又能

提高养分资源利用效率，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

一。为了解榆林地区春玉米生产和肥料施用状况，

选择了对该地区有代表性的榆阳区作为调查区域，

为探寻春玉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途径，促

进陕西省农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l材料与方法

1．1调查区域及调查方法

榆阳区位于陕西省北部、榆林市中部。西北接

内蒙古自治区，西南与横山、米脂县相连，东南与米

脂、佳县相邻，东北与神木、佳县接壤。东西最宽

128 km，南北最长124 km，总面积7 053 km2，居全省

第二位。以明长城为界，北部属风沙草滩区，南部属

黄土丘陵区。全区辖24个乡镇，总人口46万人。

该地区由于年积温较低，农作物种植制度以一年一

熟制为主，春玉米是该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一般于

4月下旬播种，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收获。

调查时间为2011年7月27日至8月6日，地点

是该区的24个乡镇，每乡镇选择1—2个村，每村随

机选择5。lO个春玉米种植户作为调查对象，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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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养分资源投入情况，共褥到有效同卷216份。

I，2养分含量及分缎方法

化掌养分含量j安产品标注含量计算．有机肥养

分含量按照《中国有机肥料养分志》【7]提供的标准值

计算。

产量及养分含量分级的方法和原则是在已有试

验研究和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宴际制定标准

值．在标准值上下浮动20％范围为”适中”：以小于

标准50％为“很低”；大于标准50％为“很高”；“适

中”与“很低”之间为“偏低”；“适中”与“很高”之间为

“偏高”【。‘10】。

l、3数据处理

调查数据用EXCEL和SAS统计软件处理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榆阳区春玉米产量分布

根据已有试验研究和调查结果将眷玉米产量分

为5缀n一酬(表1)。对216户农户春玉米生产状况

进行调查表明，2010年榆阳区春玉米平均产量为

10 572．9±l 577．3 k∥hm2．由表l看出，产量适中农

户占52．78％；偏保农户占14。8l％；很低农户占

7、87％；偏高农户占23．15％；很高农户占1．39％。

2，2榆阳区春玉来陉猫平均用■

对春玉米肥料施用状况调查表明(表2)，春玉

米氮肥(N)用量变化在321．8一l 084．3 kg／hm2，平均

为650．5±184．6 kg／hm2，其中化肥提供的复变化在

t3q．0—925．5 kg／hml，平均为482，I±166．6 k∥hmz，

占总氮肥用量的74 11％；有机肥提供的氮变化在

79．4—319．4 kg／b0，平均为168．4生45．7 k异／hm2；

磷肥(P205)用量变化在60．2～450．3 i∥hm2，平均为

洲．8±75．I kg／hm2。其中化肥提供的磷变化在0—

345．0 kg／hm2．平均为131．3±66，3 k∥hm2，有机肥

提供的磷变化在51．D一180．5 kg／hⅢ’．平均为113．5

±30．7 kg／hm2；钾肥(K20)用量变化在47．3～222．8

kg／hm2，平均为134．5±37．2 kg／hm2，其中钾肥均由

有机肥提供。另外．有机肥提供农田总养分、氮、磷、

钾的百分数分男II是41．34％、27．02％、49．9l％和

】D0．oo％。

表l 2011)年榆阳区春玉米产量分布

Table J The diatributJoa of Bp—ng幽yield
in Yuyang at℃a in 2010

囊2 2010年榆阳区春玉米魍科平均麓用状况(k∥ho)

他k 2 Average qJglina sttnotml of仙嫡e吣硼spdng maize ia hy埘皇i增a in 2010

2，3榆阳区喜玉米化学氮肥fNI施用状况

据已有研究结果将氮肥施用分为j级[8,10](表

，)。据此分析表明，氮肥(N)施用量适中农户极少，

仅占5．56％；偏低农户占10．65％；很低农户占

5．09％；偏高农户占33．80％；很高农户占44．91％。

说明大于78％的春玉米种植户氮肥用量过大，合理

弓l导这器分农户残少氮肥甩量、提高氮肥瓤甩率是

今后该区春玉米施肥工作的重要内客之一。

表3 2010年榆阳区春玉米化学氯肥施用状况

Table 3肺啡n fertilizer appllcat／,口p∞8pdng

Ⅲai口i盎YuvA．ng m&i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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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榆阳区春玉米化学磷肥l P2魄)施用状况

同样，将磷肥施用也分为5级【loJ(表4)。据此

分析表明，磷肥(P2瓯)施用量适中农户仅占

12．04％；偏低农户占21．30％；很低农户占25．46％；

偏高农户占19．44％；很高农户占21．76％。说明大

于40％的春玉米种植户磷肥用量过大，同时有大于

46％的农户磷肥用量不足，说明合理引导该区农户

平衡施用磷肥I乜是今后该区春玉米施肥工作的重要

内容之一。

表4 2010年榆阳区謇玉米化学磷肥IP205I施用状况

。‰le 4 Ph∞pllale feailizer a斛ic8tion∞spring
maize in Yuyang aI℃a in 2010

2．5榆阳区春玉米化学钾肥(K20)施用状况

调查表明该区农户均没有在春玉米上施用化学

钾肥。原因在于前几年该区春玉米化学钾肥大多是

由复合肥提供，但是农民反映复合肥效果不好，加之

复合肥价钱又高。所以近两年农民几乎不施用化学

钾肥。另外。调查发现农民纯有机肥施用量平均为

27．49±7．0t／hm2，提供的钾肥(K20)平均为134．5土

37．2 kg／hm2。而该地区春玉米合理钾肥(K20)撬用

量是6Q一90 kg／hm2。表面看来有机肥提供的钾肥足

够达到合理钾肥施用量。但是这也不能说明化学钾

肥可以不施用，因为化肥钾基本上都是速效的，而有

机肥钾只有一部分是速效的，另一部分只有经过微

生物分解后才能放作物吸收利用，而且有机肥中速

效养分和迟效养分的比例很不确定。所以应该在施

用有机肥基础上适量施用化学钾肥。

2．6榆阳区春玉米基肥、追肥养分数量及比例

调查结果(表5)表明，榆阳区春玉米氮肥以追

肥为主，所占比例为64．5％，基追比例为1：1．82；磷

肥全部以基肥形式投入；化学钾肥没有投入，钾肥主

要是靠有机肥提供。氮肥基追比例合适，化学钾肥

投入应适当增加，并且与磷肥均作为基肥于播期一

次施入。

表5 2010年榆隅区春玉米基肥、追艇养分数量及览爨

Table 5 The amount and mtio of base fertilizer and lop dressing∞spring maize in Yuyartg area in 201fl

2．7榆阳区署玉米施用肥料品种概况

在实际生产中，有些农民追肥2次甚至更多，且

追肥使用肥料品种有时也不同。因此在分析肥料品

种使用时，无论基肥还是追肥，只要该肥料品种出现

1次。就记作l户。由表6看出，春玉米基肥以有机

肥比例最大，占基肥施用品种的38．03％，而总调查

样本数为216户，说明农户施用有机肥的比例达到

100％；其次是磷酸二铵，占基肥施用品种的

33．27％；第三是碳酸氢铵．占27，11％；比例最少的

是过磷酸钙，仅占1．58％。追肥以碳酸氢铵比例最

大，占追肥施用品种的82．65％；其次是尿素，占

17．35％，并且尿素仅在追肥中施用。

衰6 2010年榆阳区春玉米施用肥料晶种概况

Table 6 Applicsdon of fertilizer on spdng maize in Yuyaag aⅫ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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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榆阳区春玉米生产与养分投入的关系

用春玉米产量与养分投入进行相关分析表明，

春玉米产量与总养分、氮和磷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0．4337、0．加72和0．3830(n=216)，说明春玉米

产量与NPK养分总量、氮肥和磷肥用量之间呈极显

著相关，即在一定范围内，随养分投入增加春玉米产

量有提高的趋势。

肥料偏生产力(Pattial factor productivity PFP)，它

是指单位投入的肥料所能生产的作物籽粒产量，即

PFP=Y／F，Y为施肥后所获得的作物产量，F代表

化肥的投入量。国际农学界常用PFP，原因是它不

需要空白区产量和养分吸收量的测定，简单明了、

易为农民所掌握。张福锁等也认为这是比较适合我

国目前土壤和环境养分供应量大、化肥增产效益下

降的现实，是评价肥料效应的适宜指标【I川。

本文对春玉米肥料偏生产力分析表明(表7)，

氮肥(N)偏生产力平均值为24．38 4-8．11 kg／kg，且

以15～20 kg／kg比例最大．占调查样本的24．54％；

其次是25～30 kg／kg，占调查样本的23．6l％。磷肥

(P205)偏生产力平均值为86．94±35．49 ks／kg，且以

45～75 ks／kg比例最大，占调查样本的加．91％；其

次是75．105 ks／kg，占调查样本的22．73％；第三是

105—135 ks／kg，占调查样本的18．69％。总养分偏

生产力平均值为19．19±6．45 kg／kg，且以10一15

kg／kg比例最大，占调查样本的30．56％；其次是20

一25 kg／kg，占调查样本的28．24％；第三是15—20

ks／kg，占调查样本的25．00％。

衰7榆阳区春玉米化肥偏生产力

Table 7 PFP on spnng maize in Yuyang aRa

3讨论

3．1榆阳区春玉米生产与施肥技术上存在的问题

调查结果表明，榆阳区春玉米生产中存在以下

几个技术同题：第一，春玉米产量水平差别较大。据

调查结果，春玉米产量变化为6 750—15 000

kg／hm2，并且以9 500。11 500 ks／bin2所占比例最

大；占到调查样本的52．78％，比例适中；低产比铹

达22．68％，高产比例达24．54％。第二，春玉米养

分投入差别也较大，肥料利用率很低。从春玉米养

分投入来看，不同农户之间养分投入差别很大，用量

最高与最低之间差几十倍。春玉米氮肥施入过高的

比例占调查样本的78．7l％，磷肥施用过高或过低

的比例占调查样本的87．96％，化学钾肥没有施用。

张福锬等【llj调查研究表明，我国玉米N、P205和

K20的偏生产力平均值分别是51．6、72．4 ks／kg和

64．7 kg／kg，而本研究表明春玉米N偏生产力平均

值是24．38 kg／kg，并且以15—20 kg／kg比例最大，

占调查样本的24．54％；P20s偏生产力平均值是

86．94 ks／kg，并且以45—75 ks／kg比例最大，占调查

样本的40．9l％。说明该地区整体肥料利用率很

低，尤其是氮肥和用率低于全国平均值的52．75％。

第三，肥料品种单一。从肥料种类来看，榆阳区春玉

米生产中应用较多的肥料品种是碳酸氢铵、尿素、磷

酸二铵和少量的过磷酸钙。

3．2提高榆阳区春玉米生产与施肥技术的途径

榆阳区是陕北地区春玉米播种面积和总产量最

高地区之一，实现该地区春玉米高产高效对陕西省

乃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调查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途径：第一，选择优良品

种。选用中熟(春播115～125 d)、高产、抗病、耐旱、

抗倒伏的杂交种，如郑单958、浚单20、登海9号、榆

单9号、三北6号和先玉335等¨引。孟祥盟等【13]指

出吨粮田品种具备的因素有：棒三叶叶面积与单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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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积的比值高；具有良好的穗部性状整齐度；生育

后期干物质积累量高于其他品种；具有较高的经济

系数。马兴林Il“、张建成¨5】等研究发现玉米超高

产群体构建的关键措施有：选用高度耐密、抗倒性和

抗病性强的优良品种；选用高质量的种子；深耕深松

30 cm以上，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适时晚播；提高

播种质量；高度密植，收获穗数一般为67 500—

82 500穗／hm2，甚至更高；合理施入足量肥料，特剐

注重优质有机肥的施用；巧用化学调控物质，及时去

除病株、无效株、适度控制群体的发育；综合防治病

虫害；适时补充灌溉，适时晚收。因此，在此基础上

该地区还要不断加强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进一步

完善春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充分发挥其生物学潜力，

提高陕西省玉米整体单产水平。第二，实现养分资

源综合管理，提高养分资源利用效率。杨恒山等¨6】

研究认为磷、钾肥一次性底施，氮肥在拔节期、大喇

叭口期和抽雄期按1：2：0．3比例追施的超高产栽培

技术春玉米产量达16．86 t／hm2。另外合理的养分

资源投入管理可以在粮食作物不减产的情况下，减

少化学肥料的施用量，例如我国水稻／4"麦轮作体系

和冬小麦／夏玉米轮作体系的大量试验表明，通过养

分资源科学管理方法在氮肥减少30％一60％的情

况下。作物产量没有减少，这对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

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17_18]，这同时也意味着要

进行科学施肥。而土壤肥力不足、养分不平衡是玉

米实现超高产目标的重要限制因素。因此从某种程

度上说，提高玉米产量实际上是提高土地的生产潜

力，邵土壤肥力。对于土壤培肥可通过有机肥和无

机肥两种方式，而两种方式配合使用效果最好【I引。

而榆阳区有机肥投入量非常大，有机肥实物量平均

值达到27．49 t／hmz，提供农田养分高达41．3％，因

此该区春玉米应大幅度减少氮肥用量，平衡磷肥用

量和适量增加化学钾肥的投入显得非常重要。张福

锁等经过15 a的研究表明根层养分调控是协调作

物高产与环境保护的核心，并创建了氮素实时监控

技术、磷钾恒量监控技术．中微量元素因缺补缺施肥

策略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加J，这些技术在榆阳区均值

得借鉴。第三，加强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农民

的栽培水平【2“。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发送材料、

举办培训班、召开现场会等方式扩大科学技术的宣

传。提高农民对施肥技术及栽培技术的认识。第四，

加大对肥料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作者在调查中得

知农民一致认为近年来化肥尤其是复合肥肥效极

低，使用复合肥之后产量不增反倒会有所减少。这

意味着在今后的工作中，各农业部门必须加大对肥

料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在检查肥料标识标注、生产

标准、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外，还加大产品抽检力

度，确保肥料质量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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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mulching materials on rice yield in transplanting

neld with semiarid cultivation method

TAO Shi-shun，WANG Xue·chun，XU Jian·rong

(School旷Life sc如删and Technolo昌y，Southwest孤砌o，sconce and Techndo霉y。M／aayang．$／zhuan 621010，蕊蛔)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etd of different straw materials on hybrid rice yield，we carried out a 3-year field

experiment a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s of SWUST．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is experiment，we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straw mulching materials on the number of stem and tillers，the accumulation of dry matter of rice and the soil

water content in 0—0．5m soiI hy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1)Straw mulching wag conducive to increage the soil wa-

ter storage in 0一O．5 m soil layer during none irrigation period，therefore straw mulching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stems and tillers in transplanting field．111e nutrition。coming from the decomposition of straw mulch，relieved

the nutrition shortage in rice field．Therefore，the seed setting rate，number of effective panicles and weight of 1000

grains all increased under straw mulching treatments，compared
with that under no mulching treatment．Soil water storage

in D—O．5 m soil layer increased by 2％一3％，seed setting rate by 4％一15％．number of effective panicles by 4％一

8％，weight of 1000 grains by 0．6％一1．7％under straw mulching treatments，compared with that under no mulching

treatment．(2)Integrated with semiarid cultivation method，straw mulching method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rice yield

in transplmating field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Siehuan Province．西e average yield of Gangyou 725 and Oyon 363 under

mulching treatments with rapeseed husk，winter wheat husk and winter wheat straw increased by 10，2％，7．O％and 7．

7％respectively．compared with that under no mulching treatment．

Keywords：straw mulching；semiarid cultivation method；hybrid rice；yield．。●---M‘●‘．”⋯●-o⋯—黼’M¨_1●’_o●'-●●。o_●●H·‘●·-‘●’■‘●·-●●·-‘●一●●-__●·_o●’—‘●o■‘■■●．州⋯⋯■●_-■■_●’●1
(上接第96页)

Investigation and assessment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household

fertilization on spring maize in Yuyang area

WANG Xiao—ying，TONG Yon一卸，LIU Fen，ZHAO gun—ping

(Coll．琴e矿血∞㈣andErwirvamem，NorthwestA正F University，h甥f哼．Shaan％i 7121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nd nutfients resources input problems

of farmers in northern Shaanxi，we used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investigate 24 counties and 216 farmers on spring maize

in 201 1．n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2010 spring maize yield between 9 500一“5(30 ks／hm2 took up the maximal and m·

tional ratio of 52，78％。，11le amount of nitrogen fertilizer on spring maize changed from 321．8一l 084．3 ks／hm2，aver—

aged 650．5 kg／hmz；．11le amount of phosphale fertilizer changed from 60．2—450．3 ks／hm2，averaged 244．8 ks／hmz；

Potassium changed from 47．3—222．8 ks／hm2，averaged 134．5 ks／hm2，and it was only from organic fertilizer．For

chemical N application，only 5．56％w8．8 rational，10．65％was slightly low，5．09％wag low，33，80％惴slighfly
high，and 44．91％删hirgh．For chemical P205 application，only 12．04％wag rational，21．30％wag slightly low，

25．46％。wag low，19．“％was slishdy high。and 21．76％惝higll．The yield of spring maize had large significant他一

lationship with total nutrient，nitrogen and phosphate fertilizer．The average PFP of nitrogen fertilizer and phosphate fer—

tilizer were 24．38 ks／kg and 86．94 ks／kg respectively．In sumnmry，the eurrenl situation of household fertilization on

spring maize in Yuyang area included：the yield levels were greatly different and changed from 6 750—15 000 ks／hm2；

it had also large differenees in nutrient inputs and fertilizer u卵efficiency war very low；there were seldom fertilizer

types．We suggested that nleasur髓should he taken to breed superior varieties．achiev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nutrient

resouree$and improve the nutrient use efficiency，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denee and teehnoiog：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farmers’cultivation，and increase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fertilizer
production enterprises．

Keywords：Yuyang area；spring maize；fertilization；assessment；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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