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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土壤肥料对农产质量量的影响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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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产品生长对土壤微量元素要求很高，但大部分土壤自身的微量元素无法满足农产品生长要求，因而农

业生产者根据上肥等形式为农产品提供更好的微量元素。肥料对农产品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应增加调查分析幅度以确

定实际影响。调查分析说明，土壤肥料涉及到土层、微量元素、渗透浓度、病害等方面，不同类型的肥料、肥料施加

量、施肥方式、上肥时机对农产品质量有着不同的影响。因而，农业生产者应通过控制肥料施加量、控制上肥机会、

剖析农产品生长特点等渠道提升土壤肥料运用、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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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人口众多，所以处

理住房问题一直是一项重要工作。在如今大背景下，住

房问题已处理，人们的需求逐渐从吃饱上升到吃好，对

农产品质量拥有更高要求。从市场的需求的角度来讲，

高质量农产品能够获得更高的盈利，推动农户财富创

收。农产品质量受肥水、病害、气候条件等多方面要素

的影响，土壤肥料就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现代化农业视

域下，科学施肥能保持土壤肥效与粮食作物生长关联，

对粮食作物生长具有积极意义。

1 土壤肥料对农产质量量的影响

农产品质量包含外界质量、内部结构质量与安全质

量三个方面。农产品的色、形、香、味是外在品质，本

质品质主要是营养元素的含量。安全性质量主要是指农

产品中农残、亚硝酸钠和重金属元素的含量，这都危害

农产品的商业价值和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收益，及其大众

的安全与健康。

1.1  氮肥对农产质量量的影响
氮是植物身体内很多极为重要的有机物，如蛋白、

维他命、核酸、酶、碱等主要成分，氮的供货涉及到绿

色植物身体内各种物质能量的转化全过程。恰当使用

氮肥可以使一些农产品如稻米、油料粮食作物等农产品

蛋白、芥酸含量，减少脂肪酸、烯酸、亚麻酸、亚油酸

含量，有益于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但氮肥使用过多也会

导致农产品亚硝酸钠含量超标准，耐贮性降低，口味变

差，甚至是对生态环境保护造成污染。氮肥过多造成苹

果上色指数下降，果子糖分降低，口味变浅，苹果质量

下降。而蔬菜种植技术中氮肥过多，也会导致蔬菜水果

身体内亚硝酸盐态氮和硝态氮含量太高，纹枯病、软腐

病等病害提升，影响产品的口感和耐贮性。

1.2  磷肥对农产质量量的影响
磷肥能有效促进绿色植物基础代谢，促使粮食作物

生长、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充沛的磷可以增加翠绿色农

作物的粗蛋白、碳水化合物含量，对人体健康有益。磷

能促进薯类作物、粮食作物、糖原农作物中木薯淀粉、

人体脂肪、绵白糖的合成，提升该类农产品的质量。在

影响蔬菜水果质量层面，磷可以使果子大小、味道、颜

色等外形标准一致，推动营养成分和耐储藏性。但过多

施磷，尤其是很多磷酸二铵和有机肥料的多次获得使

用，也会导致土壤磷素的积淀，从而抑制粮食作物对

镁、钙、钾和铁、锰、锌等营养成分吸收，搅乱粮食作

物正常的生理新代谢发生紊乱，出现多种生理病害，导

致产质量量下降[1]。

1.3  钾肥对农产质量量的影响
在粮食作物生产和培育环节中，钾肥也是不可或缺

的关键肥料。钾肥运用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粮食作物生长

过程中脂肪含量，同时保证粮食作物有较强的免疫能

力。钾肥的正常使用，对颗粒型植物影响比较大。比

如，在麦子种植环节中，充分考虑成品口感，需要增加

钾肥的使用量。相较于棉絮类农作物，钾肥的规范使用

能增加棉絮纤维细度，确保棉絮颗粒正常的总数，防止

棉絮植物生产过程中产生不一样症状。在油菜子种植环

节中，使用钾肥可以确保油菜子营养物质获得水平，确

保油菜子维他命含量和糖分。

2 土壤肥料对农产质量量的具体影响

2.1  土壤肥料对农产品叶片的影响
在生长过程中，叶片饱满充盈才可以进行正常植物

光合作用，获得更多营养物质。土壤肥料对农产品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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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影响，肥料不够也会导致农产品无法获得充足

的营养物质，叶体细胞数量降低，影响农产品的植物光

合作用。过多上肥也会导致土壤渗透压升高，农产品叶

片因缩水而萎缩。

2.2  土壤肥料对农产品抵抗力的影响
农产品只有处在较好的生长情况才可以具有较强的

抵抗能力，假如不科学施肥，便会影响农产品吸收土壤

营养物质，造成农产品生长系统严重问题，减少农产品

抵抗能力[2]。

2.3  土壤肥料对农产品根系的影响
根系生长对氧气和水分市场需求旺盛，长期性使用

过多肥料也会导致土壤结团率提高，土壤透水性减少，

造成农产品根茎氧气不足。

2.4  土壤肥料对饱满度的影响
很多农产品的可食用部位是籽粒，科学施肥进一步

提高了籽粒丰富度。过多上肥也会降低籽粒的丰富度。

3 当前肥料使用存在问题

3.1  肥料施用量和结构不合理
肥料使用存有乱用状况，不依据农作物、土地资源

承载力等具体情况，过多使用氮、磷、钾肥，造成肥料

使用率低、外流比较严重，加重大棚栽培技术土壤次生

盐渍化、江河湖泊和水污染、水体富营养化、病害。尤

其是化肥用过量，易造成生态污染，与农产品安全质量

不过关。

3.2  耕地利用率低，种植模式单一
现阶段，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依然摆脱不了传统

式种植农业的桎梏，一直采用比较落后农业生产方式。

这些地区经常出现的关键是种植方式单一，土地利用

效率不高，不可以用现代农业技术代替传统的农业生产

技术。从业农业的农业生产者多见小农户，欠缺比较发

达种植工作经验具体指导，也难以达到区域地图内土壤

资源的规范使用。此外，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都还没完

成规模性机械自动化，通常是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方

式。因为种植方式简易，无法高效率生产，田地产量也

较低[3]。

3.3  化学产品的频繁使用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势必会用于一些化学产品，比

较常用的化学产品通常是灭虫剂、肥料、灭草剂。减少

病害对农业产品的不利影响，一般采用喷洒农药和灭草

剂的办法解决，喷撒过多灭虫剂会影响到农作物生长质

量，容易导致农作物残余灭虫剂，病虫易形成抗药性，

危害土壤环境。此外，还一定要重视肥料的应用。由于

肥料的广泛使用可以改变土壤的理化特性，严重影响土

壤结构与微系统，发生土壤结块、盐土状况。长期性前

提下，农业产品特性严重下降，土地资源生态失衡，土

地资源有利很多衰落，土壤种群数量降低，田地营养物

质不均衡，更为“吃肥”。这将增加土壤对能源、物质

投入量的需要，减少农产品质量，导致肥料和农残量超标

准威胁人们人身安全，与此同时导致农业产品环境污染。

3.4  肥料技术开发力度不够
肥料技术开发推广力量欠缺，很多伪劣肥料商品资

金投入，缺少有效的管控，严重危害农产品质量和土壤

土层安全性。

3.5  肥料管理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还存在着肥料监管力度不够的现象，许多

伪劣肥料出现在了肥料市场中。此类肥料不但对土壤不可

以具有提升功效，并且对农作物生长有抑制效果，明显的

时候会造成农作物身亡，给农户和农业导致重大损失[4]。

4 优化土壤肥料提高农产质量量的建议

4.1  依据农作物长势控制施肥量
土壤肥料提升时控制施肥量至关重要。有关施肥量

控制，应该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来确定。农作物生长

势不一，就需要相对应控制施肥量，完成土壤肥效优化

提升以满足农作物生长必须。比如在麦子种植中，钾肥

的应用会促进麦子植物的牢固。因而，在麦子种植中，

能通过其大小来调节钾肥的使用量。融合农作物水流控

制施肥量，能够合理保证施肥量，使土壤肥效做到有效

水准，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农业生产人员

务必深入了解农业生产中所蕴含的专业技术含义，合理控

制施肥量，使肥料使用量与农作物生长趋势保持一致。

4.2  立足农作物生长阶段合理施肥
不仅仅是施肥量控制，在土壤肥料的管理方面，一

定要注意具体上肥机会，使肥料能充分推动农作物的生

长。从总体上，便是在农业生产中，需要对农作物的

生长周期时间有一个基本上的理解。农作物不一样，生

长周期时间也不尽相同，要了解其基本生长周期时间状

况，便于下一步工作。其次，要紧紧围绕具体生产来判

定提高环节。因为种植方式的不一样，同一时间，种植

方式不一样农作物的生长环节也不尽相同。因而，务必

深入分析农作物生长生长，确认其环节。最终，依据农作

物的实际生长环节，制定施肥对策，完成目的性施肥，及

时为土壤补充肥力，适用农作物生长、农产品质量。

4.3  减少农药使用
近些年，土壤中农药成分的残余导致了社会各界人

士关心。因而，种植时降低化肥使用量和频次，并做好

早期害虫防治工作中，采用合理的方式检测监管病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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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彻底解决病害传播方式。管理方法时要尽量减少

化学药剂的使用，采用防治方法，维护本地生态环境保

护，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5]。

4.4  加强市场监管
农作物栽种需要很多肥料，但是目前很多伪劣肥料

不断出现，破坏市场情况。因而，务必健全肥料市场管

理制度，加强监管力度，不断肥料综合性质量，使肥

料可以满足农作物的生长必须。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管理方法、创新思维能力、对假肥或是难题肥的惩罚幅

度。此外，肥料销售市场也需要加大宣传，加强种植大

户的基础知识，不断提升农民的安全意识，剖析肥料质

量，确保农民应用高质量有机肥。

4.5  科学选择土壤
在我国土壤丰富，但是由于南方与北方环境存在一

定差别，不同地区的温度特性、气侯情况、土壤环境存

在一定差别。因而，栽种农作物，相关人员应根据实际

环境特征和农作物生长生长特性科学合理选择与高效管

理土壤。一是要具体分析土壤特性，掌握在其中养分的

成分占比，相对应栽种农作物，保证农产品质量优质。

二是查验土壤ph酸碱度和营养元素，融合地区病害状
况，明确具有较强耐药性及抗虫水平品种，防止化肥乱

用危害农产品质量。三是土壤使用率。科学规范运用土

壤不但可以大大提高面积使用率，并且能够减少土壤难

题所引起的病害发生率。与此同时，也需要结合实际农

作物种植种类，选用对应的种植方法，完成农产品生产

质与量。比如采用上位、轮作等形式不但能有效运用肥料

资源，还可以实现土壤使用率，重要保障农产品质量。

4.6  做到有机肥和化肥有机结合施用
依据土壤具体情况和植物营养物质管理制度，融合

在我国肥源基本国情，灵活运用有机肥料丰富齐备，合

理土壤养分含量，改进土壤特性的特征，有机与无机紧

密结合。推动饲料轮种、秸秆综合利用，扩张绿肥种植

总面积，改革创新基因工程，采用发展趋势有机肥料、

生产有机复合肥等几种对策，合理更改土壤特性，提升微

活力、土壤养分含量，推动有机化合物溶解，达到农作物

生长需要，从而确保土地使用的可持续健康发展[6]。

4.7  提高使用肥料的科学性，避免浪费和损害
肥料的应用对农作物的生长至关重要，为农作物给

予多种营养，有利于农作物的优良生长。上肥的合理性

指的是在上肥环节中，防止肥料应用太多造成土壤中

营养元素产能过剩问题。肥料中的营养成分有许多种，

但植物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会只需其中一种。过多上肥可

能造成一部分营养元素产能过剩，对农作物造成危害。

除此之外，尽管一部分农作物对肥料的应用特别敏感，

但是由于现阶段农产品种植方法普遍使用传统式种植方

法，这种传统式种植方法的农民具备传统农作逻辑思

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一观念有非常大

的误会，乱用肥料对农作物的伤害非常大。对于此事，

要教育培训农户科学规范地选择肥料，塑造应用肥料的

合理性，降低肥料耗费与对农作物的危害性。

5 结束语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有机肥对农作物的生长和

最后获得有很大影响。从现代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要

高度重视有机肥与农产品关联，科学合理选择适合自身

的有机肥使用方法，确保农业生产质量。在制定有机肥

操作方法时，需要进行精益化管理，全面了解农作物生

长情况，从而达到农作物生长的需求，为未来的发展奠

定基础。做为农业大国，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现代农业发

展情况，剖析现代农业发展。认为只有制定适宜农业生

产的土壤上肥计划方案，才能更好地摆脱外界因素对农

业生产产生的影响。在农业生产体系中，有机肥是不可

缺少的阶段，务必深入分析才能保障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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