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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减肥”  中、微量元素肥料作用凸显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姜存仓 
 

  我国化肥利用率低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微量元素肥料

的研究不够。相关产品良莠不齐，再加上施用不当.使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出现了短板.导致氮、磷、

钾等大量元素化肥利用率偏低。 

  中、微量元素协助化肥“零增长” 

  近二三十年，我国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其中，化学肥料作出了重

要贡献。然而，不合理用肥使肥料利用率不高，并造成土壤板结、酸化，养分淋失，环境污染等

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农业部今年年初表示，将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化肥减量行动，力争到 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用量实现零增长。 

  根据多年的研究，科学家归纳了肥料应用的三大基本定律。第一是同等重要律。不论是大量

元素还是中、微量元素，对农作物均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第二是不可代替律。作物需要的各种

营养元素，在作物体内都有作用，相互之间不能代替。如硼少了，不能用钾来代替；钾少了，也

不能用其他元素来代替。缺少什么元素，就必须用含有该营养元素的肥料补充。第三是最小养分

因子律。要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发育且获高产，必须提供其所需要的一切营养元素，只要有一种

元素达不到所需的数量，作物生长发育就会受到影响，产量就受制于这一供给不足的营养元素，

我们称这种元素为最小养分。 

  目前，土壤缺乏中、微量元素的问题逐渐暴露并日益突出，甚至成为很多作物增产的限制因

素。而由于中、微量元素的缺乏，氮、磷、钾等化肥效应发挥不出来，所以才导致其利用率偏低。

因此在农业生产中，按平衡施肥技术的要求，正确分析不同作物的需肥特性，掌握不同土壤供肥

状况和养分释放的相关特点，并据此适当增加中、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比重，对促进作物增产、

农业增效和减少环境污染等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必须全面 

  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有 17种，分为大量、中量和微量营养元素。其中大量元素包括碳、

氢、氧、氮、磷、钾，中量元素包括钙、镁、硫，微量元素包括铁、铜、锌、锰、钼、硼、镍和

氯。作物的生长发育需要吸收各种营养，大量元素氮、磷、钾作为肥料三要素已为人们所熟知，

氮、磷、钾肥也成为当今世界化肥工业的支柱产业。 

  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氮、磷、钾肥料的大量施用，土壤里的中、微量元素缺乏

亦日趋严重。 

  中、微量元素大多是植物体内促进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以及物质转化的“酶”或“辅酶”的

组成部分，在植物体内非常活跃。当土壤中某种中、微量元素不足时，植物会出现缺素症状。例

如人们熟知的棉花“蕾而不花”，油菜“花而不实”，柑橘的“石头果”“小硬果”等，这些病状

均是缺乏微量元素硼所致。另外，玉米缺锌容易发生叶片白化，水稻缺锌会影响分蘖，苹果等果

树缺锌会出现叶片小而簇生、黄叶枯梢等症状。植物缺钼易出现“鞭尾叶”和黄斑病，缺铁会使

叶片失绿黄化等。中、微量元素的缺乏常常使农作物产量减少、品质下降，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 

  中、微量元素肥料可以“小”博“大” 

  归纳起来，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对农作物有如下功能: 

  提高作物产量 一些农田由于长期过量施用氮、磷、钾等大量元素肥料，土质恶化，增产幅

度已很有限。有针对性地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是提高中、低产田产量的有效技术措施，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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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田连续增产的重要技术手段。 

  改善作物品质 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不仅能使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还能改善农产品品

质，降低农产品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一些因缺素而引起的疾病也可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治疗。 

  提高化肥利用率 补充中、微量元素，可以使土壤中的大、中、微量营养元素趋于平衡，不

但有利于作物优质高产，还能减少氮、磷、钾等大量元素的施用量，避免肥料浪费，减少土壤污

染。 

  减轻作物病虫害 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使作物所需的各种元素得到平衡、合理供应，这就

大大增强了作物的抗病、抗寒、抗高温、抗干旱的能力，作物因缺素而引起的疾病也会大幅减少。 

  减少环境污染 增施中、微量元素肥料，可使农作物按比例吸收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有效

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因肥料流失造成的环境污染，对环境保护可起到积极作用。 

  提高经济效益 由于中、微量元素肥料的用量极少，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经济效益，

投入产出比为 1：50到 1：100，甚至更高。而目前大量元素肥料的投入与产出比一般为 1：5到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