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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农业部有关领导：

肥料高效利用对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起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肥料利用效率是评判肥料养分是否高效利用、是否浪费的重要依据，

也是指引施肥技术发展方向、评判农业是否可持续发展和决定肥料产业发展方向

及产业政策制定的重要指标。

多年来，我国肥料利用率比较低，平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这已成为众所周

知的常识。很低的肥料利用率及当前施肥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使人们正在越来越

抵触化肥的使用。实际上我们知道，没有化肥，中国根本不可能养活十四亿人，

世界人口的增长与农产品产量的激增都与化肥的发明与大量使用密不可分。在未

来人口进一步增长、农产品需求进一步增加的背景下，化肥的核心作用仍然不可

替代。化肥对现代农业所起的作用，一方面被化肥不合理使用带来的负面作用所

抵充，另一方面被目前的不合理肥料利用率算法严重低估（肥料的真实利用率远

高于当前计算的数值）。我们多年的研究显示，当前的肥料利用率算法存在极大

的问题，这一问题正在给我国的肥料行业发展、施肥技术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

以及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了重大的负面作用和隐患，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当前通用的肥料利用率是指肥料的表观利用率，简单来说就是同一田块施肥

和不施肥两种情况下，作物吸收的养分量差值占施入肥料量的百分比。其数值除

受施肥量影响外，还主要受该田块不施肥情况下作物吸收养分量的影响。要是田

块基础肥力好，就会导致测算的肥料利用率低。而田块基础肥力低，其测算的肥

料利用率就会比较高。因而不改变当前肥料利用率算法，就无法同时实现培肥土

壤藏粮于地与提高肥料利用率这两个目标。这也导致广大土壤肥料科技工作者的

工作思路紊乱。

当前的肥料利用率算法实际上是当季的表观利用率。指示的是肥料当季的效

果，一些可以在土壤中贮存较长时间的养分，即使长期看没有任何浪费，也没有



污染环境的情况下，其测算的表观利用率也会一直很低。

目前为了提高表观利用率，最简单的做法是减少施肥量，让土壤贮存养分量

下降，让本来基础肥力比较高、施肥和不施肥差异不大的稳产高产土壤变成了基

础肥力低、施肥效果非常明显、不施肥就显著减产的临界土壤。这就象为了提高

人某一餐饭的利用率，让人不到饿的时候就不吃饭，其弊端显而易见。

当前的肥料利用率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准确指示肥料施用中存在的问题。

肥料除了培肥土壤和促进作物生长以外，其最大的负面作用就是损失到环境中去，

既浪费肥料资源，又污染环境。损失率才是指示肥料是否真正浪费的重要指标。

当前氮磷钾的表观肥料利用率如果分别只有 40%、15%和 35%地话，其损失率大

部分情况下都很难超过 50%、5%和 20%。而且氮肥表观利用率相同的两个不同

处理，氮肥损失率可能会相差很大。对于不同类型的土壤，在同样施肥量的情况

下，肥料表观利用率越低的土壤，养分损失率也更低，或者说肥料表观利用率越

高，肥料的损失率也越高（氮磷钾不同养分的表观利用率与损失率关系也能说明

这一规律）。这些都说明当前的肥料利用率数据无法指示肥料养分的损失率，因

而也无法指示肥料在生产实践中的真正效率。以提高肥料表观利用率为科学施肥

的目标，一方面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如将不易损失的磷肥表观利用率提高到 30%），

另一方面对于易损失的氮肥，即使表观利用率提高到了一定的数值，可能损失率

仍然较高。而且当前提高表观利用率的一些简单措施（如简单减少肥料用量，牺

牲作物产量和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从长期看是不可取的，甚至是错误的。

当前土壤肥料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将肥料损失率作为最重要

的肥料利用率指标（损失率测算比较难，但再难也值得我们去测算或估算），另

一方面是要发展可切实减少肥料养分损失的措施。我们多年的研究结果证实，在

合适的肥料品种、用量、施肥时间与位置等几个关键因素中，想要减少肥料损失

地话，施肥位置需要放在第一要素。施肥位置对应的就是施肥方法，如果施肥方

法不当，当前简单的调整肥料品种、用量、施肥时间与次数等起的作用总体有限，

当前的施肥技术打分为 30 分地话，仅改变肥料品种、用量和时间等要素，最多

可达到 60分的效果，极少数情况下能达到 70 分。如果改变施肥方法，实现根区

施肥地话，起点就能达到 60 分，在此基础上再优化肥料品种、用量等要素，就

可能在未来达到 80 分甚至 90分以上。目前我们研发出主要大田作物根区一次施



肥技术，该技术既要肥料深施、又要种肥同播，但不是简单的深施和种肥同播，

而是基于土壤、作物和肥料特性，强调施肥位置厘米级的精度，使肥料品种、用

量、时间、位置和养分强度这些关键要素都能通过根区一次施肥得到综合优化，

并最终能形成根包肥，使肥料损失被根系和周围土壤在原位被拦截，使肥料对作

物高产优质的促进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高效施肥技术。目前对于主要大田作物

（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普通肥料根区一次施肥技术可以实现省工、高产（较

常规施肥平均增产 10%以上）、高效、环保的目标，也能实现施肥量与作物生长

需要的养分量相匹配，不过度培肥土壤也不过度耗竭土壤养分的土壤可持续利用

的目标。多种作物的氮肥损失率可以由当前的 50%以上降到 30%以下，未经进一

步优化，可以基本解决我国化肥不合理施用带来的面源污染问题。

目前需要农业部有关部门开展肥料利用率评估方法和标准方面的大讨论，最

终以肥料养分损失率为重要指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不同地区多种作物根区施肥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广，引导农机企业、肥料制造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大力推

进与根区施肥方法相适应的种肥同播机械、根区施肥专用肥的研发与应用。最终

通过根区施肥技术的应用，未来实现我国农田氮磷钾肥损失率分别降到 20%、1%

和 10%以下，甚至更低的目标，使中国的施肥技术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的肥料制造与农机制造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