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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蔬菜施肥的问题与对策
’

陈新平 张福锁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营养系
,

北京

摘要 目前北京地区蔬菜施肥中氮
、

磷
、

钾养分 比例不协调
,

土壤养分收支不平衡
,

氮
、

磷

盈余而钾不足
。

这不仅造成蔬菜品质的下降和对环境的污染
,

也使菜地发生次生盐渍化
,

并使

蔬菜易发生病害
。

采用土壤诊断与植株诊断相结合的平衡施肥技术
,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措

施
。

文章提出了今后蔬菜施肥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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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蔬菜生产发展很快
,

播种面积 已由 年的 万公顷川发展到

年的 万公顷
。

然而
,

与蔬菜生产的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是
,

蔬菜施肥多年来缺乏科

学的指导
,

蔬菜产量
、

品质的提高常常受到制约
,

不合理的施肥还对环境造成不 良的影响
。

蔽菜施肥的现状

年
,

我们对北京市郊菜地的施肥情况进行了调查
。

结果表 明
,

菜地主要以有机肥

鸡粪为主 作基肥
,

不同田块有机肥施用量差异很大
,

一般在 一 左右
,

最高

的达
。

在有机肥不足的部分田块施用少量磷钱或尿素作基肥
,

而追肥一般使用尿

素
,

在一个生育期中常结合灌水多次追施尿素
。

因此菜地土壤氮的来源是有机肥和化肥
,

磷

的来源主要是有机肥
,

少量依靠化肥补充
,

而钾几乎全都由有机肥补充
。

种蔬菜 个点每季作物的平均施氮量为
,

施磷量为
,

施钾

量为 , ,

氮
、

磷
、

钾比例为
。

同蔬菜作物的需肥 比例相比
,

相对于氮

而言
,

磷过量而钾不足
,

肥料中氮
、

磷
、

钾 比例严重失调 表
。

菜地养分的收支平衡有以下 种情况

①在有机肥施用量中等的菜地上
,

氮有大量盈余
,

磷也有盈余
,

而钾亏缺 表
。

②在不施有机肥的菜地上
,

氮有大量盈余而磷
、

钾都亏缺 表
。

③在有机肥施用量较高的菜地上
,

氮
、

磷有大量盈余
,

钾也有盈余 表
。

由此可见
,

无论何种情况
,

氮均有大量盈余
,

平均每公顷每季作物盈余 以上
,

而

磷
、

钾的平衡情况与有机肥的施用量密切相关
。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
,

大多数菜地有机肥用量

中等
,

总的趋势是氮有大量盈余
,

磷有盈余而钾亏缺
。

存在问题

过量施氮造 成蔬菜中峭酸盐含童过 高
,

品质下 降 上述调查的结果表明
,

菜地施氮量

高达每季 每公顷
,

过量的氮肥施用造成蔬菜 特别是叶菜类蔬菜 硝酸盐含量过

高
。

周艺敏等闭的研究结果证明
,

蔬菜食用部分的硝酸盐含量随施氮量的提高而增加
。

在每

收稿 日期
一 一

,

北京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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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北京市郊菜地施肥情况调查衰

地点 作物 施氮量 施磷量 施钾量 产量
· 一 · 一 · 一 八 一

东北旺 黄瓜

伪
一

番茄

农大科学园 黄瓜

肖家河 番茄

黄瓜

芹菜

马莲洼 甘蓝

白菜

黄瓜

番茄

厢黄旗 茄子

芹菜

卷心菜

树村
。

番茄
。 油菜

卷心菜

西北旺 葛筐

油菜

黄瓜

平均 种蔬菜 点平均

养分 比例 卯

番茄需肥比例

黄瓜需肥比例

芹菜需肥 比例

表 每公顷施 鸡粪
,

尿素的番茄地养分平衡情况 番茄产
一

· 一

项 目

投入

鸡粪

尿素

小计

支出

· 一 · 一 · 一

。

作物收获

养分平衡

。

一
。

公顷施氮量 的范围内
,

小白菜地上部硝酸盐含量达 一
。

以每人每天食用 蔬菜计算
,

人体每天摄入的硝酸盐远远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

过童施用氮肥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根据我们对北京市蔬菜地剖面硝态氮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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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

在 一 的土壤

中仍含量很多的硝 态氮 表
。

考虑到蔬菜地氮肥的极

高用量以及随灌溉水追施氮

肥的施肥方式
,

蔬菜施肥对

地 下水 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的
。

有资料表明
,

北京市郊菜

田因施用氮肥过多
,

地下水

表 不施有机肥的芹菜地养分平衡状况 芹菜产
一

’

· 一 · 一 · 一

投入

尿素

支出

作物收获

养分平衡 十 一 一

硝态氮含量为 ’
一 ‘ ’

。

文化等 定点监测 了北京市郊窦店村深层地下水

的硝态氮含量
,

结果表明
,

尽管各点的硝态氮含量均未超过饮用水标准
,

但村落周 围地下水

的硝态含量高出村落上游和下游 倍之多
,

而村落周围地下水硝态氮的主要来源是菜田施

肥和动物生产中的粪便
。

据预测
,

根据目前趋势
,

年之内窦店村周围地下水的硝态氮含量

将超过
· 一 ’

的 衰 每公顷施 鸡粪的黄瓜地养分平衡状况 黄瓜产
, 一 ’

饮用水标准
。

养分 不 平衡 追 成
硫莱易发生病害 由于

投入的磷大大超过作物
吸收的磷

,

而磷在土壤
中又很难移动

,

因此菜
田土壤的典型特征是磷
的大量富积

。

如北京市
的老菜地全磷和速效磷

含量高出粮 田和新改菜

, 一

· 一 · 一 · 一

投入

鸡粪

尿素

硫铁

小计

支出

作物吸收

一 良荃引茸 卫 正 】 主互 又 焦
。

二 乙公 二

田 数倍 上海市郊菜地耕层土壤速效磷 含量平均 为
· 一 ’ ,

老菜地 达 一
· 一 ‘ ,

高出粮 田 倍以上 天津市菜地耕层土壤速效磷含量平均为
· 一 ‘ ,

高出粮
田 倍闭

。

土壤中磷的大量累积能造成植物缺
, , ,

等
,

引起生理性病害
。

德国

等 对 个菜园的调查也表明
,

由于磷肥的过量投入
,

作物生长不佳
,

抗病虫害的能力下降
。

表 北京市郊菜地土城剖面的硝态氮

另一方面
,

不仅是北京
,

在全国很多城

市的郊区菜地严重缺钾
,

造成植物对病

虫害的抵抗能力下降
,

蔬菜品质降低
。

过 童施肥造 成温 室和 大棚莱地土壤

次 生 盐渍化 由于过量施肥
,

尤其是过量

测试点数 剖面深度 硝态氮量
· 一

施用氮肥
,

造成了温室和大棚土壤次生盐渍化
。

上海市的研究表明
“」,

温室和大棚菜地土壤

的次生盐化主要是硝酸根离子的累积
,

其含量 比露地高 倍
。

由于土壤的次生盐溃

化
,

使蔬菜减产幅度逐年增大
,

不少温室因之废弃
。

平衡施肥是解决蔬菜施肥问题的有效措施

当前蔬菜施肥中出现的问题
,

主要是氮肥的过量施用所致
。

蔬菜的推荐施肥不仅要考虑

作物的养分状况
,

而且要考虑土壤的养分供应水平
,

而现有的推荐施肥技术或只考虑作物养

分状况
,

或只考虑土壤供应能力
,

而忽视了二者的结合
。

因此
,

蔬菜施肥
,

特别是氮肥的施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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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缺少既合理
、

又简便可行的推荐方法
。

可持续农业中的合理施肥
,

不仅要求较高的产量
、

品质和效益
,

而且要求维持和提高土

壤肥力
,

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

近年来
,

我们采用土壤诊断和植株增加原核组织的快速诊断

确定氮肥的追肥用量
。

已有的结果表明
,

在根据平衡施肥技术施用有机肥
、

磷肥和钾肥等基

肥的基础上
,

采用反射仪法或二苯胺法进行蔬菜植株氮素营养的快速诊断来推荐氮肥的追

肥施用
,

可以较大幅度地减少氮肥的用量
,

提高蔬菜产量
,

降低蔬菜的硝酸盐含量
‘〕。

因此
,

平衡施肥技术一方面协调了氮
、

磷
、

钾养分的比例
,

促进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提高
,

提高肥料的

利用率 另一方面能使土壤养分的收支平衡
,

维持和提高土壤肥力
,

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

目前
,

我国关于菜地推荐施肥的工作研究较少
,

已有的工作也不够深入
。

下列 问题应在

今后的工作中予以重视
。

①施肥对菜地养分平衡的影响 ②施肥对菜地土壤养分状况和其它

理化性状的影响 ③平衡施肥对促进作物吸收氮素
,

减少氮素损失
,

降低环境污染的影响 ④

平衡施肥对蔬菜品质的影响 ⑤平衡施肥对蔬菜抗病能力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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