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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安区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是利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项目成果汇编的
专著。
该项目借助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学模型集成技术，利用同安区耕地利用现状调查以及测土配方施肥、耕
地地力和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样点等数据资料，对同安区耕地资源开展系统、全面地调查评价，旨在摸
清同安区耕地土壤类型变化、数量及其空间分布，揭示同安区耕地土壤理化性状、养分丰缺、地力水
平、中低产田类型及其限制因素，摸清同安区无公害和绿色蔬菜适宜用地的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等，为
全区耕地资源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科学施肥以及中低产田改良等提供科学依据。
全书共分9章，第一章介绍了同安区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第二章阐述了同安区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
方法，第三章介绍了同安区无公害和绿色蔬菜用地适宜性评价的技术路线与方法，第四章分析了同安
区耕地土壤类型、立地条件与农田基础设施状况，第五章分析了同安区耕地土壤的主要理化性状，第
六章介绍了同安区耕地地力状况、中低产田类型及其主要障碍因素，第七章分析阐述了同安区无公害
、绿色蔬菜适宜用地的数量、质量、主要障碍因素及其空间分布，第八章分析了同安区耕地地力存在
的主要问题，提出同安区耕地资源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对策，第九章分析了同安区无公害和绿色蔬
菜适宜用地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同安区蔬菜适宜用地资源合理保护与利用对策。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明确，图文并茂，适合同安区乃至厦门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科
研单位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以及农林院校相关专业的广大师生参考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同安区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同安区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第一节 自然与农村经济概况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二、土地资
源概况三、自然资源条件四、社会经济概况第二节 农业生产概况一、农业发展历史二、农业生产现状
第三节 耕地土壤改良利用和生产现状一、耕地改良利用模式及效果二、耕地最佳种植模式第四节 耕
地保养管理简要回顾一、第二次土壤普查对耕地质量的评述二、耕地保养管理措施及其成效第二章 同
安区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技术路线和方法步骤第一节 调查对象、内容与方法步骤一、调查对象二、调
查内容三、调查方法与步骤第二节 样品分析与质量控制一、分析项目与方法二、分析测试质量控制第
三节 耕地地力评价的依据和方法一、耕地地力评价的依据二、耕地地力评价技术路线三、耕地地力评
价技术方法与步骤第四节 耕地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一、资料收集与整理二、空间数据库的建立三、属性
数据库的建立四、外部数据表的建立五、资料汇总与图件编制第三章 同安区无公害和绿色蔬菜用地适
宜性评价技术路线与方法步骤第一节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一、研究思路二、技术路线第二节 评价技
术与方法步骤一、基础资料收集二、评价工作底图空间及属性数据库建立三、评价因子初选四、分析
方法五、环境质量标准确定及污染指数计算六、评价因子筛选及其体系建立七、蔬菜地适宜性及其质
量评价八、面积统计汇总九、评价成果图的编辑与输出第四章 同安区耕地土壤、立地条件与农田基础
设施第一节 耕地土壤类型特征及面积分布一、耕地土壤类型特征概述二、耕地土壤类型面积分布第二
节 立地条件状况一、耕地坡度分布状况二、耕地坡向分布状况三、耕地≥10℃积温分布状况第三节 农
田基础设施状况一、耕地平整程度与梯田化水平二、排灌能力第五章 同安区耕地土壤属性第一节 土
壤有机质与矿质养分状况一、土壤有机质⋯⋯第六章 同安区耕地地力第七章 同安区无公害和绿色蔬
菜用地适宜性第八章 同安区耕地地力存在的问题与合理利用对策第九章 同安区宜菜地资源存在的主
要问题与合理利用对策后记工作大事记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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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同安区耕作土壤有机质较缺乏，与第二次土壤普查相比，平均
含量出现下降趋势。
因此，增施有机肥，改善耕层土壤结构，是提高土壤肥力的根本措施。
首先是大力推广秸秆回田、作物秸秆回田是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的重要措施，是土壤养分
回收的重要途径。
秸秆含有各种各样的有机化合物，在土壤中腐烂分解，形成腐殖质，有利于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可增
加土壤的孔隙度，减少容重，改善结构性，还对提高钾肥利用率有显著作用。
稻秆中的钾可被水浸泡出来，供作物吸收利用。
氮、磷、钙、硅、硫等元素与有机物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矿化作用，转变成简单的有机化合物或无
机态后，作物才可吸收。
同安区秸秆资源丰富，应大力推广稻草、藤蔓、薯麦豆类秸秆的回田，争取秸秆回田率达90%以上。
其次是发展绿肥生产，根据土壤资源的分布状况因地制宜地选择优质高产的绿肥品种，发展绿肥生产
。
第三是全面推广施用有机肥。
同安区重化肥、轻有机肥现象较突出，为此，务必发动农户积造农家肥、土杂肥，推广施用商品有机
肥，以改良土壤质地，增厚土壤耕层，提高土壤肥力。
　　二是因土施肥，力促氮磷钾三要素平衡。
针对全区土壤氮缺乏、磷富集、钾流失的养分状况，根据作物的目标产量，提出氮、磷、钾施用量及
比例和相应施用技术。
施肥上要控制磷肥用量、尽量少施或不施磷肥、增加钾肥的施用比例。
具体施用量还需根据不同土壤质地、作物养分需求量及肥料利用率而定，做到科学合理施肥，减少施
肥的盲目性，降低农业成本，提高肥料施用效益。
　　三是提倡适施微肥，消除缺素障碍。
作物对微量元素的需求量虽很少，但却是作物生长和发育所必不可少的，且不可相互替代的营养元素
。
微量元素通常是作物体内酶和辅酶的成分，对作物叶绿素和蛋白质的合成、光合作用、氧化还原及常
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等均具有显著的促进和调节作用，应科学施用硼、锌等微肥以及镁肥，可作基肥，
也可用于叶面喷肥。
施用时为了提高吸收效率，可使用螯合态微量元素，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四是调节土壤酸碱度。
连作蔬菜土壤酸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土壤氢离子比正常土壤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严重影响作物
生长。
调节措施一是增施有机肥，增强土壤对酸度的缓冲能力；二是合理施用化肥，尽量不用过磷酸钙、含
氯肥等酸性和生理酸性肥料；三是施用石灰中和酸性，施用量随潜性酸不同而不同。
　　五是根据不同作物，实施平衡施肥技术。
依据土壤检测结果，参照省厅土肥站制定各农作物指标产量所需氮、磷、钾施肥量标准，制定不同作
物的配方施肥建议，根据不同作物的目标产量，制定用肥的种类、数量、比例及施用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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