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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有古老传统医学巨著《黄帝内径》，其中尤其是“药食同源”和“不治已病治未病”两个哲
理性原理，对我形成科学施肥的新思维、新技术及其实践，有着非常重要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曹宗巽、吴湘钰、崔澄、杨澄等教授对我的影响　　20世纪60年
代，在我的大学学习生涯中，有幸聆听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曹宗巽、吴湘钰、崔澄、杨澄
等教授的课程，并在吴湘钰导师亲自指导下，完成了教学实习、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
　　在汤佩松、曹宗巽、吴湘钰教授的教学实践中，我不断强化了对“植物的向化性、向水性、花粉
管向雌蕊柱头方向生长，植物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的作用”的认识。
从而有了植物所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生理活性、生活能力、抗逆性、抗病虫草害性，以及最终形成的
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特殊风味、中草药的特殊药性等方面的物质，都是由作物的各种新陈代谢及其代
谢产物的数量和比例所决定的这个概念。
换言之，“代谢产物决定植物的一切”。
　　学习汤佩松教授关于“代谢控制、控制代谢”的教诲，本人体会到，其核心意义是植物的每个生
物化学反应都是由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链所组成，一环扣一环，才能顺利地完成一个完整的反应过程
，最后形成最终的代谢产物。
这一过程，除受植物基因、酶系统和各种反应的原料（底料）的控制外，同时，整个反应过程还受各
级反应产物（含中间产物）的正负反馈作用的控制，亦即代谢产物反过来也能控制整个新陈代谢的反
应过程。
　　聆听曹宗巽教授关于植物生命活动三基点的教诲⋯，本人体会到“在植物生命活动中，广泛存在
生命活动因素三基点的现象：具体体现在生长的积分曲线（大S形曲线）和微分曲线（Ω形曲线）上
”。
对植物生活而言，各种自然环境条件（温度、水分、气体、热、养分物质）等各种物质环境条件、人
为的操作条件等，都必须考虑这三个基本数量关系：“低量有效、适量最佳、过量有害的三个基本点
”。
在施肥过程中，如果人们想到了生命活动三基点，往往就不会发生施肥量不足或过量施肥的问题了。
　　汤佩松、吴湘钰教授有关植物光合磷酸化、氧化磷酸化作用的植物能量代谢过程的论述，促使我
考虑植物营养元素参与植物新陈代谢的合理运转的能量条件、加氢、脱氢作用条件，以及起电子供体
、受体作用的元素等方面的机理，及其可采用的相应施肥技术措施等，使我受益匪浅。
　　“没有正常的新陈代谢，植物是无法正常生活的”，而植物的一切生命活动、抗逆性、抗病性、
农产品品质、农产品风味以及农产品产量等等是离不开植物新陈代谢的。
　　在吴湘钰导师亲自指导下，我完成了教学实习、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
尤其是有关硝酸还原的植物次生代谢途径的学年论文，使我自1963年起就在导师的带领下，冲向了植
物次生代谢途径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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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施肥新思维与实践》介绍有关“植物营养与施肥”、“黄帝内经”、“植物生物化学”、
“化学生态学”、“植物保护学”中植物新陈代谢，尤其是关于植物次生代谢、植物抗逆性、抗病性
，以及与农产品品质、农产品产量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提出了新的应用理论基础——“植物营养元
素的非养分作用”，认为不应把植物营养元素视为单一的作物养分物质，必须同时考虑植物营养元素
所同时具有的农药功能。
因此，总结几个规律性的施肥经验，提出两个突破性的配方原则。
并在应用技术上，提出最新突破方向、突破口、突破方法和提供了相应的研究应用新进展。
　　通过科学施肥，可提前开启作物的次生代谢途径，充分调动并提高作物自身免疫能力，从而提高
农作物的抗逆性，甚至实现有效防控作物毁灭性土传病害的能力，杀虫治病、除草。
　　同时，依据植物营养元素也具有药食同源的原理，应确保植物基本代谢和次生代谢的均衡运转，
从而应用植物营养元素防控某些土传病害而不用任何农药，可明显减轻或彻底避免某些化学农药对土
壤、部分农作物及其农产品受污染与残毒等问题。
　　通过科学施肥，切切实实地改善农产品品质（包括名特优农产品的外在品质、内在品质、特殊风
味及名贵中草药的特殊药性等方面，达到相关的品质指标标准）；充分发挥植物营养元素所具备的对
作物产品同时作为食品和药品的双重功能，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产量。
　　针对具体肥料，提出科学施用的具体施肥技术措施；提出机械化播种施肥、机械化侧深追肥原理
、技术参数、方法及效果。
　　运用科学施肥技术，在实现农业生产及其农产品的安全、优质、高产、高效等方面，将发挥巨大
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科学施肥新思维与实践》为承担或学习“植物营养与施肥”、“化学生态学”、“植物生物化
学”、“植保学”、“作物育种与栽培学”；“化肥生产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等从事这些学科和行
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土壤肥料管理部门的领导及具体科技人员，同时也为农资公司的化肥营销人员、
化肥企业尤其复混肥企业营销人员、从事农业机械化设计、农业机械化服务的部门领导与科技人员、
广大的农机手、农业机械化施肥的作业人员提供参考资料；也可为在校大、中专院校学习的莘莘学子
、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欲搞肥料科技创新的朋友们，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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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立新（1947年前曾用名刘树新），男，汉族，辽宁省昌图县人，1940年2月生；1965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专业；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3月退休。
　　作者提出了一个应用技术的理论基础——“植物营养元素的非养分作用”。
该理论可概括为：植物营养元素既有养分作用又有非养分作用。
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化肥合理使用中的一个关键性内容：关于“化肥的盐指数”的研究。
化肥盐指数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化肥盐指数所引起的施用化肥的位置效应。
这是解决高浓度化肥、高盐指数化肥在机械化和非机械化施肥条件下的合理施肥技术等问题时，必须
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应用此项观点作者本人已获得4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励，并为主要完成人之一。
这就是：1978年《提高化肥利用率的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大会奖第九名；1989年《碳酸氢铵深施
机具及提高肥效技术措施的研究》，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三名；1997年《全方位深松机的研究
》，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七名；1998年《含氯化肥科学施肥和机理的研究》项目，获国家级科
技进步二等奖第四名；一项农业机械实用新型专利——垄作侧位施肥器（为第一发明人）。
1992年10月作者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二是提出了“化肥盐指数”的妙用。
通过对植物营养元素的巧妙搭配，形成复混肥特定的盐指数，成为提前开启植物次生代谢途径的一把
金钥匙。
它是人为控制植物新陈代谢途径运转的有力手段，可以部分解决植保问题，成为实现显著改善农产品
品质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产量等关键问题的手段。
由此可以开发出显著改善农产品品质的施肥技术和特殊专用肥可以开发出具有环保型防控作物土传病
害的专用肥且不用任何农药，使作物所产生杀虫、治病、除草的特殊“化感物质”，且与环境是和谐
的、对人类健康是有益的。
　　在2005年，防控大豆孢囊线虫病的《环保型大豆重迎茬专用肥》，获得发明专利一项（第一发明
人）；前不久又研制成功《环保型防控棉花黄萎病的专用肥》，正在申报国家发明专利（为第一发明
人）。
　　作者提出的应用理论基础：“植物营养元素的非养分作用”，包括其非养分作用共六个方面。
其中第六方面，是开发应用于沙漠生态治理、节水农业和生产绿色食品的技术与产品。
在北京绿天使科研集团公司的参与研制下，已成功开发：荒漠型BGA激活剂，可用于荒漠生态治理；
蔬菜型BGA激活剂，可用于生产符合国际绿色食品标准的绿色蔬菜食品（可用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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