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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施肥制度与土壤可持续利用》系统总结了“国家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长期监测基地网”15年的监测
研究成果，内容包括20章，即施肥制度与土壤可持续利用研究方法、施肥制度与作物产量和肥料效益
演变、施肥制度与作物养分吸收利用、施肥制度与土壤供肥能力、施肥制度与土壤有机质演变、施肥
制度与土壤氮素肥力演变、施肥制度与土壤磷素肥力演变、施肥制度与土壤钾素肥力演变、施肥制度
与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变化、施肥制度与土壤pH变化、施肥制度与土壤腐殖质形态、施肥制度与土壤
磷素形态转化、施肥制度与土壤微生物数量、施肥制度与土壤酶活性、施肥制度与土壤微生物量及多
样性、施肥制度与土壤团聚体微生物学特性、有机无机肥料配施与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施肥制度
养分非均衡化与土壤功能衰退修复、施肥制度与土壤硝态氮积累和分布、施肥制度与作物品质，从作
物产量、品质、肥料吸收利用、养分循环、土壤理化性质、土壤生物肥力、土壤功能衰退修复、硝酸
盐积累分布等方面入手，深入探讨施肥制度与土壤可持续利用的关系，为建立科学施肥制度，实现土
壤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施肥制度与土壤可持续利用》可供土壤、肥料、植物营养与施肥、作物、生态、环境等科学领域的
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及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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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配合施肥(NK)土壤功能修复对作物产量的影响18.3.4 长期磷钾配合施肥(PK)土壤功能修复对作物产
量的影响18.3.5 长期氮磷钾配合施肥(NPK)土壤功能修复对作物产量的影响18.4 不同施肥制度土壤功能
修复对作物养分吸收利用的影响18.4.1 不同施肥制度土壤功能修复对作物养分含量的影响18.4.2 不同施
肥制度土壤功能修复对作物养分吸收的影响18.5 不同施肥制度土壤功能修复对土壤肥力的影响18.5.1 不
同施肥制度土壤功能修复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18.5.2 不同施肥制度土壤功能修复对土壤有效养分
含量的影响18.5.3 不同施肥制度土壤功能修复对土壤养分平衡的影响18.6 讨论参考文献第19章 施肥制
度与土壤硝态氮积累和分布内容提要19.1 研究方法19.1.1 试验设计19.1.2 土壤样品的采集及分析方
法19.2 不同施肥制度土壤硝态氮积累与分布19.2.1 北京褐潮土19.2.2 河南潮土19.2.3 陕西黄土19.2.4 湖南
红壤19.2.5 吉林黑土19.2.6 新疆灰漠土19.3 讨论参考文献第20章 施肥制度与作物品质内容提要20.1 研究
方法20.1.1 试验设计20.1.2 测定项目与方法20.2 不同施肥制度对小麦品质的影响20.2.1 不同施肥制度对
小麦籽粒形态品质的影响20.2.2 不同施肥制度对小麦籽粒营养品质的影响20.2.3 不同施肥制度对小麦籽
粒磨粉加工品质的影响20.3 不同施肥制度对玉米品质的影响20.3.1 不同施肥制度对玉米籽粒形态品质的
影响20.3.2 不同施肥制度对玉米营养品质的影响20.3.3 不同施肥制度对玉米加工品质的影响20.4 不同施
肥制度对稻米品质的影响20.4.1 不同施肥制度对稻米营养品质的影响20.4.2 不同施肥制度对水稻碾米品
质的影响20.4.3 不同施肥制度对稻米外观品质的影响20.4.4 不同施肥制度对稻米蒸煮品质的影响20.4.5 
不同施肥制度对稻米加工品质的影响20.5 讨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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