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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化学肥料学》是上海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奚振邦研究员编写的一部介绍现代农业生产中
化肥生产、施用理论和技术的著作，也是他投身土壤农业化学事业50年，在化学肥料科学的科研、教
学、生产、推广服务中长期试验和成果的总结。
本书既继承了作者在199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化学肥料学》一书中的理论与实用技术，同时又拓
展了化肥与生态环境、化肥与土壤肥力、化肥与农产品质量，以及当代节水和设施农业中的喷（滴）
灌溉施肥技术等内容。
本书将会给读者增加了不少全新的视野。
深信本书的出版为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和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化学肥料科学的概念、理论、方
法、技术等方面全方位、多视角地提供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服务。
    本书的基础是199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化学肥料学》。
该书在农业、化工和农资系统有较广泛的影响，也是高等农业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较好参考书。
10年来，随着化肥使用量的不断增长，我国在化肥科研、农化服务与平衡施肥等方面又跨进了一大步
。
为此，作者听从多位关注本书的师友建议，对本书内容作相应的修正扩展，增加了“化肥与水分”、
“化肥与农产品质量”、“叶面肥料与灌水肥料”等章节，对化肥与生态环境、化肥与土壤肥力等人
们关注的问题，也从不同角度作了较深入的阐述，并将书名改为《现代化学肥料学》。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化肥及其边缘学科的迅速发展，信息量的迅速增大，作者个人是很难全面把握的
。
作者谨希望本书仍能保持其特色，以化肥的农业化学性质与合理施肥为主线，结合化肥产、销、使用
的基本原理和个人的实践经验撰，以对读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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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一、化肥与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全面认识化肥的作用    
（一）增加作物产量    （二）提高土壤肥力    （三）发挥良种潜力    （四）补偿耕地不足    （五）增加
有机肥量    （六）发展经济作物、森林和草原的物质基础  三、化肥在农业物质和能量循环中的作用第
二章　作物营养元素　一、作物必需的营养元素　二、营养元素的生理作用    （一）氮    （二）磷    
（三）钾    （四）硫    （五）钙    （六）镁    （七）微量营养元素  三、作物对养分的吸收    （一）作
物根系对养分的吸收    （二）作物吸收养分的特性第三章　氮素化肥  一、概述  二、化学氮肥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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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铵    （七）硝酸铵    （八）硝酸钠    （九）硝酸钙    （十）尿素    （十一）石灰氮    （十二）缓
释氮肥　四、氮肥增效助剂    （一）硝化抑制剂    （二）脲酶抑制剂　五、土壤的氮素供应    （一）
土壤的氮素含量    （二）土壤氮素的形态    （三）土壤氮素的转化    （四）土壤的氮素供应　⋯⋯第
四章　磷素化肥第五章　钾素化肥第六章　复合肥料第七章　硫、钙、镁及微量元素肥料第八章　化
肥的表观特性与理化性质第九章　叶面肥料与灌水肥料第十章　化肥与水分第十一章　化肥与生态环
境第十二章　化肥与农产品质量第十三章　化肥的包装、标识与储运第十四章　化肥施用技术第十五
章　有机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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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一、化肥与现代农业的发展　　现代农业的主要特点是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可以满足几十个人的需求。
人们通常认为，这都是使用了农业机械的结果。
其实，大量使用化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使用农业机械，固然使每个人能耕种更多的土地，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要在单位面积耕地上收获
更多的农产品，最迅捷的办法就是增加化肥施用量。
机械和化肥是工业支援农业的两大支柱，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生产和使用化肥，是农业生产和科学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不同历史阶段的农业生产，有不同的主要肥源，不同历史阶段肥源的这种发展过程，大致如图所示。
　　可见，肥源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增加一种新肥源为特征，并且不断丰富了施肥内容和促进了农
业生产。
刀耕火种时代，人们把要播种的土地上的植物烧成灰肥，这是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肥源与施肥方法
。
随着家畜的驯养和畜牧业的发展，人们从残留粪便的土地上收到了好庄稼，由此总结了使用粪肥的经
验，农牧业便开始结合和相互促进。
至今“粪”字仍然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用以代表肥料的一个词。
以后随着宜垦地的减少和土地轮休制的扩大，要求更快更好地恢复地力，人们又发现了像苜蓿、红花
草（紫云英）这样的豆科植物，能更好地恢复地力，使后作的产量提高。
于是，豆科绿肥又成了重要的肥源。
但是，灰肥、粪肥和绿肥的数量，均受到一定面积上植物产品的产量和农牧业比例的限制。
因此，使用这些肥源都不可能超脱用土地自身的产品——农产品还田以恢复和维持地力，即农业物质
自然（有机）循环的局限。
这是因为，人们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其实是利用荒地长期积累的自然肥力。
荒地一旦变为耕地，就须依靠每年施肥以维持地力。
而每年从耕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经人、畜利用后，只有其废、副产品（秸秆、粪便等）还田，如耕地
连年种植，甚至一年种植多季农作物，则这些有机废弃物还田，显然不足以维持其不断消耗的地力，
因而人们只能轮休长草或轮种绿肥牧草以维持地力，耕地上种植的作物单产自然受到限制。
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植物生理学和农业化学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可以用无机养分，即化
肥来归还土壤，用以增加农产品。
到了20世纪初，由于大规模合成氨方法的问世，化肥工业的发展与日俱增，并已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
基干之一。
以产品的重量计，化肥是目前世界上生产量最大的化工产品之一。
目前，一座年产30万t合成氨或50万t尿素的化肥厂，一年能生产的化肥氮素，大约相当于种植80万hm2
豆科绿肥或饲养3000万头猪的猪厩肥所能提供的氮素。
更主要的是，化肥作为一种新肥源，突破了农产品还田和农业物质自然（有机）循环的局限。
它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土地及作物本身，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而采用工业生产的方法，大量提供作物
所必需的养分，从而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大放异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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