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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建设改革的总体安排，经组织有关专家多次讨论，重新制定了农科大
专“土壤肥料学”课程教学大纲和多媒体一体化设计方案。
本书就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制的文字主教材。
　　为适应电大教学的需要，本教材力求概念明确、文字简练、通俗易懂。
在每章正文之前有教学要求，一些重要的概念单独列出，每章有一个简单的总结，以利于学生自学。
为了满足不同学员的要求，教材还适量增加了补充阅读材料，以小号字印刷，上、下加双线，图、表
标*。
为了使农业科学基础知识和技术尽快地掌握在农民手中，本教材不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土壤学和肥料
学的基础知识，而且还介绍了目前国内外有关土壤学和肥料学最新的技术，并且对一些成熟的和实用
性很强的技术，如配方施肥技术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本教材还介绍了我国目前土壤和肥料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如水分利用和旱作农业、中低产田的
改造等。
与本教材配套使用的《土壤肥料学自学指导与实验》一书亦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教材主编为林启美，陶水龙老师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由林启美编写，第五章、第六章、第十
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由陶水龙编写，第十章、第十一章由匡贵秋编写，第十四章由孙慧英编写
。
全书最后由林启美修改定稿。
　　由于本教材包括土壤和肥料科学两大部分，内容庞杂而篇幅有限，所以有些章节比较简单，学员
应在学习文字教材的同时学习音像教材。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熊顺贵先生、曾宪竞先生的指导和热情帮助，王砚田先生、熊顺
贵先生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及其配套教材《土壤肥料学自学指导与实验》还可供普通农业院校、函授大学、业余大学相
同层次、相关专业学生以及自学者选用和参考。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编写时间仓促，书中可能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和学员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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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供普通农业学样、函授大学、业余大学相同层次、相关专业学生及自学者选用和参考。
为了适应电大教学的需要，本教材力求概念明确、文字简练、通俗易懂。
在每章正文之前有教学要求，一些重要的概念单独列出，每章有一个简单的总结，以利于学生自学。
为了满足不同学员的要求，教材还适量增加了补充阅读材料，以小号字印刷，上、下加双线，图、表
标。
*为了使农业科学基础知识和技术尽快地掌握在农民手中，本教材不仅比较安全地介绍了土壤学和肥
料学的基础，而且还介绍了目前国内外有关土壤不和肥料学最新的技术，并且对一些成熟的和实用性
很强的技术，如配方施肥技术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本教材介绍了我国教材配套使用的《土壤肥料学自学指导与实验》一书亦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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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土壤固体物质第一节 土壤固体物质第二节 土壤有机质第三节 土壤生物小结第三章 
土壤的吸附交换性能和酸碱反应第一节 土壤的吸咐交换性能和酸碱反应第二节 土壤的酸碱性反应小
结第四章 土壤的孔性、结构性和耕性第一节 土壤的孔性第二节 土壤的结构性第三节 土壤的耕性第四
节 土壤压板与少耕法小结第五章 土壤的水、气、热第一节 土壤水分第二节 土壤空气第三节 土壤的热
量小结第六章 土壤的形成、分类及分布第一节 土壤母质第二节 土壤形成第三节 土壤分类分布小结第
七章 土壤利用和管理第一节 中低产田土壤的改良及其利用第二节 土壤污染及其防治第三节 土壤退化
及其防治小结第八章 作用营养原理第一节 作物营养成分第二节 作物对营养的吸收第三节 作物营养特
性小结第九章 配方施肥第一节 施肥的基础理论第二节 肥料的科学施用与管理第三节 主要作用的配方
施肥技术小结第十章 氮肥第一节 作物氮素营养第二节 土壤中的氮素第三节 氮肥的性质和施用小结第
十一章 磷肥第一节 作物磷素营养第二节 土壤中的磷素第三节 磷肥的性质和施用小结第十二章 钾肥第
一节 作用钾营养第二节 土壤中的钾第三节 钾肥的性质和施用小结第十三章 钙、镁、硫及微量元素肥
料第一节 钙、镁、硫肥第二节 微量元素肥料小结第十四章 有机肥料及有机废弃物的得利用第一节 有
机肥料的特点和作用第二节 有机肥料的种类及其特性第三节 有机肥料的加工制造技术第四节 绿肥第
五节 微生物肥料小结第十五章 复合肥料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复合肥料的施用技术第三节 叶面肥小结主
要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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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土壤生物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一）土壤动物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土壤中的动物大多以
植物为食，少数扑食其他生物，如细菌、真菌、藻类等微生物。
土壤中的动物主要通过将植物组织嚼细或撕碎，或在土壤中进行搬迁、搅动，为植物残体进一步被微
生物分解提供条件。
土壤动物的活动可增加土壤通透性。
土壤中最重要的大动物是蚯蚓，有200多种。
蚯蚓直接将土壤吞人体内，利用体内的消化酶对土壤有机物质进行消化分解，每年通过蚯蚓体内的土
壤约37.5 t／hm2。
蚯蚓还将大量未分解的有机物，搬运到土壤的深层，与底层土壤混合，改善底层土壤的结构。
蚯蚓的粪便是非常好的肥料。
　　（二）土壤微生物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有机物中的养分元素只有通过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才能
释放出来供植物吸收利用。
微生物的分解和代谢产物是形成土壤腐殖质的基本材料，微生物细胞，如真菌菌丝，本身参与土壤团
聚体的形成，对土壤物理结构起重要作用。
土壤中有许多有特殊功能的微生物，如固氮菌、解磷菌、解钾菌等可增加土壤有效氮、磷、钾的含量
及供给强度。
土壤中的硝化、反硝化细菌与土壤氮素的高效利用密切相关，农业上通过施硝化抑制剂，抑制铵的硝
化作用，从而减少硝酸盐的反硝化作用，降低氮素损失。
通过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可将土壤中有毒的物质分解掉。
　　（三）土壤微生物在作物生长和发育中的作用　　土壤微生物种类繁多，除了极少数是作物病害
微生物，大多数对作物没有危害，少数对作物正常的生长和发育极其重要，广义地讲这部分微生物称
为土壤有益微生物。
　　对作物生长和发育比较重要的土壤微生物主要有：胞囊状内生菌根真菌（VAM真菌）、外生菌根
真菌、共生固氮菌或根瘤菌等。
VAM真菌通过庞大的菌丝系统，扩大了植物吸收养分范围，这对植物的磷素营养意义非常重大。
外生菌根真菌所起的重大作用与VAM真菌几乎相同。
大多数植物的根系都有VAM真菌，但只有木本植物的根系才有外生菌根真菌。
由于培养繁殖困难，至今还无法在生产上广泛应用VAM真菌和外生菌根真菌。
共生固氮菌是一种非常专一的细菌，只能与豆科植物共生，而且不同的豆科植物有其专一的共生固氮
菌种，离开豆科植物根系，共生固氮细菌就不起固氮作用。
通过在豆科植物的根部形成的根瘤，豆科植物向共生固氮菌提供碳水化合物，共生固氮菌体内的酶系
统固定空气中的氮气，形成氨基酸，氨基酸再转移到植物体内，参与植物体内的各种生物化学反应。
目前科学家们正试图在非豆科植物上接种根瘤细菌，但困难重重。
　　土壤中还有许多微生物，如自生固氮菌能够分泌植物生长刺激素和酶，对根系的生长及种子的萌
发起促进作用。
有些自生固氮菌与作物根系形成共生关系，其固氮活性增强，这种自生固氮菌称为联合固氮菌，很多
放线菌能分泌多种抗生素，增加植物对病菌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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