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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肥料的主要影响及对策探析

杜�涛�张�茜
韩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陕西�渭南�715400

摘�要：在探寻农业繁荣与生态和谐共生的道路上，本文深入剖析了多样化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肥料的深远影

响，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维护土壤肥力、确保农作物稳产高产，不仅关乎当下粮食安全，更牵动

着农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命脉。通过科学对策的深入实施，我们有望为子孙后代守护一片沃土，绘就绿色农业的宏伟

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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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壤，作为滋养生命的摇篮，承载着农业生产的沉

甸甸希望；肥料，宛如大地的血脉，为土壤源源不断地

输送着生命养分。在农业现代化的浪潮中，生产方式的

革新不仅为土壤肥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伴随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深入剖析农业生产方式对土

壤肥料的影响，并提出科学对策，成为保护珍贵土壤资

源、实现农业生产高效益的关键所在。

1��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

农业生产方式在农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决定了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还深刻影

响着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

能够确保农作物在最佳状态下生长，从而有效提高产量

和品质，满足社会对食品的需求。同时，农业生产方式

与土壤肥力的关系密不可分。通过科学的耕作方法、合

理的施肥策略以及有效的灌溉管理，农业生产方式能够

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提升土壤肥力，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这不仅有助于当前农业生产的高效进行，还为

未来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农业生产方式还

直接影响着农业环境的健康状况。采用环保、可持续的

农业生产方式，能够有效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

染，保护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促进农业与自然环境

的和谐共生。因此，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和实施，不仅

关乎当前农业生产的效益，更关乎农业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优化，以

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1]。

2��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肥料的主要影响

2.1  土壤结构破坏
过度耕作和机械化作业是两大主要因素，过度耕作

是指频繁地翻耕土壤，这种耕作方式会破坏土壤的自然

结构，使得土壤颗粒重新排列，形成紧实的土壤层。

长期下来，土壤变得板结，通气性和透水性降低，严重

影响了植物根系的生长和发育。植物根系是吸收水分和

养分的主要器官，土壤结构的破坏会限制根系的扩展，

进而影响到植物整体的生长状况。机械化作业在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对土壤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重型机械在田间作业时，会对土壤施加较大的压力，导

致土壤紧实，破坏土壤团聚体结构。土壤团聚体是维持

土壤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其破坏会使得土壤更易受侵

蚀，降低土壤保水保肥能力。

2.2  养分失衡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如果农民过度依赖化

肥，特别是单一类型的化肥，而忽视了有机肥料的投

入，就会导致土壤中的养分比例严重失衡。化肥虽然能

迅速补充土壤中的某些养分，但长期单一使用会使土壤

中的其他必要元素得不到补充，造成土壤养分的不均

衡。这种不均衡不仅会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还会降

低土壤的综合肥力，使土壤逐渐失去自然的肥沃性。同

时，忽视有机肥料的投入也是导致养分失衡的重要原

因。有机肥料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多种微量元素，它

们能够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长期

不施用有机肥料，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会逐渐下降，土

壤微生物活性减弱，进一步加剧土壤养分的失衡。

2.3  土壤污染
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等化学物质会对土壤造成严重

的污染，进而破坏土壤生态平衡，对农作物和人体健康

产生潜在的长期危害。化肥和农药中含有的重金属、有

机污染物等有害成分，在土壤中长期积累，会导致土壤

中有毒物质超标。这些有毒物质不仅影响土壤微生物的

活性，降低土壤的肥力，还可能被农作物吸收，进而通

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此外，

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还会破坏土壤中的生态平衡。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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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微生物、昆虫等生物群落是维持土壤生态平衡的重

要因素，它们对土壤养分的循环和农作物的生长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化学物质的过量使用会杀死土壤中的有益生

物，破坏生物群落结构，进而影响土壤的生态平衡。

2.4  土壤生物多样性减少
连续单一作物种植、过度耕作和滥用农药化肥等，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破坏土壤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微生

物活性，从而影响土壤肥力的维持和提高。土壤是生

物多样性的重要储存库，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微生物、昆

虫、小动物等生物群落。这些生物在土壤养分循环、有

机质分解等生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不合理

的农业生产方式会破坏这些生物的生存环境，导致生物

种类和数量减少，土壤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微生物是

土壤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土壤肥力的维持

和提高具有关键作用。微生物能够分解有机质，释放养

分供植物吸收利用；同时，它们还能与植物根系形成共

生关系，促进植物生长。然而，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

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的生存环境，降低微生物活性，从而

影响土壤肥力的维持和提高。

3��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肥料影响的对策

3.1  推广保护性耕作制度
轮作作为保护性耕作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有

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种类的作物，有效打破了连作障

碍，降低了病虫害和杂草的滋生风险[2]。同时，不同作物

对土壤养分的吸收特性各异，轮作有助于均衡土壤中的

养分分布，避免了单一养分过度消耗的问题。这种养分

管理的优化不仅提高了土壤的综合肥力，还有助于农作

物的健康生长和产量提升。休耕是保护性耕作制度中的

另一项重要策略。在连续种植几年后，土地需要得到适

当的休息和恢复，以维持其长期的生产力。休耕期间，

土壤微生物活动得到增强，有机质分解和养分循环过程

得以加速，从而改善了土壤结构和质地。此外，休耕还

有助于减少农药和化肥的累积，降低了对土壤和环境的

污染压力。覆盖作物的引入也是保护性耕作制度中的一

个亮点。覆盖作物在农田休闲期间种植，能够有效地覆

盖地表，防止风蚀和水蚀的发生。它们的根系能够增加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通气性和透水性，提高土

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同时，覆盖作物还可以通过生物固

氮等方式，为后茬作物提供额外的养分来源。此外，保

护性耕作制度还强调整体性的土壤健康管理。这包括合

理的灌溉和排水管理、有机的土壤培肥措施以及土壤生

态系统的综合保护。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应用，保护性

耕作制度不仅改善了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还

增强了土壤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抵御能力。

3.2  科学施肥
首先，要实现科学施肥，必须了解土壤养分状况和

作物需求。不同土壤类型的养分含量和比例各异，而作

物的生长也需要不同种类和数量的养分。因此，通过

土壤检测和作物营养诊断，可以明确土壤中氮、磷、钾

等主要养分的含量及作物对养分的实际需求，为合理施

肥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在施肥过程中，应注重化肥和

有机肥料的合理配比。化肥具有养分含量高、肥效迅速

等特点，但长期单一使用化肥容易导致土壤结构破坏、

养分失衡等问题。而有机肥料富含有机质和多种微量元

素，能够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因

此，将化肥和有机肥料按一定比例配合使用，可以实现

长短结合、优势互补，既满足作物短期生长需求，又有

利于土壤的长期健康。此外，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

科学施肥的重要手段。该技术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和作物

需求，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施肥方案，指导农户精确施

肥。通过推广这一技术，可以确保养分供应与作物需求

相匹配，避免养分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精确施肥还

可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在实施科

学施肥的过程中，还应注重与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等技

术的结合。通过机械深松、精准灌溉等措施，可以改善

土壤环境、提高水肥一体化利用效率。此外，加强农民

培训和技术指导也是推动科学施肥的重要途径。通过提

高农民的施肥技能和意识，可以确保科学施肥技术的有

效落地。

3.3  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首先，要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量

和使用频率。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不仅会导致土壤养分

失衡、土壤结构破坏，还会造成土壤中有害物质积累，

进而污染土壤。因此，应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和作物需

求，合理制定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计划，确保在满足作物

生长需求的同时，尽量减少化学物质的使用。其次，要

加强土壤环境监测和治理。通过建立完善的土壤环境监

测体系，定期对土壤进行检测，可以及时发现土壤污染

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同时，针对已经污染的土

壤，应采取物理、化学或生物等方法进行修复，以恢复土

壤的正常功能。此外，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模式也是加强土

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手段。绿色农业生产模式注重生态平衡

和环境保护，通过采用有机肥料替代化肥、生物防治替代

化学防治等措施，减少农业生产对土壤的污染。同时，

推广节水灌溉、精准施肥等绿色农业技术，也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土壤污染的压力。此外，加强农民培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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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是防治土壤污染的关键环节。通过提高农民的环

保意识和农业生产技能，可以引导他们更加科学、合理

地使用化肥和农药，从而减少土壤污染的发生。

3.4  促进土壤生物多样性恢复
增施有机肥料是促进土壤生物多样性恢复的重要手

段。有机肥料富含有机质和微生物，能够改善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通气性和保水性，为土壤生物提供适宜的

生存环境。同时，有机肥料中的微生物在分解过程中能

够释放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促进植物生长，进而增加

植物多样性。此外，有机肥料还能为土壤中的原生动物

和微生物提供食物来源，促进土壤食物网的恢复和发

展。种植绿肥作物也是促进土壤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有效

措施[3]。绿肥作物具有生长迅速、生物量大、养分含量

高等特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覆盖地表，减少土壤水分蒸

发和土壤侵蚀。同时，绿肥作物的根系能够分泌有机酸

等物质，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改善土壤结构。在绿

肥作物成熟后，将其翻压入土，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提高土壤肥力。此外，绿肥作物还能为土壤中的微

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

恢复。此外，还可以通过合理轮作、间作等方式来促进

土壤生物多样性恢复。轮作能够打破连作障碍，减少病

虫害的发生，同时不同作物对土壤养分的吸收特性各

异，轮作有助于均衡土壤中的养分分布。间作则能够充

分利用光能、水分和养分等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同

时增加植物多样性，为土壤生物提供更多的栖息地和食

物来源。

3.5  推广现代农业技术
首先，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是现代农业技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传统的灌溉方式往往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和土

壤盐碱化等问题。而节水灌溉技术则能够根据作物的

实际需求和土壤的水分状况，精确控制灌溉量和灌溉时

间，从而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土壤问题的发生。这不仅

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还能够保护土壤资源，降

低土壤退化的风险。其次，精准施肥技术也是现代农业

技术的重要内容。传统的施肥方式往往存在施肥量不准

确、养分比例不合理等问题，这不仅会造成肥料的浪

费，还会对土壤和环境造成污染。而精准施肥技术则能

够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和作物需求，精确计算施肥量和施

肥比例，从而实现养分的平衡供应。这不仅可以提高肥

料利用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还能够减少土壤污染

和环境压力。此外，现代农业技术还包括智能农业、生

物技术等众多领域。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进一步提高农

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例

如，智能农业技术能够实现对农业生产环境的实时监测

和智能调控，提高农业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生

物技术则能够培育出更加优质、高产、抗病的作物品

种，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在推广现代农业技术的

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通过加

大科技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更加先进、实用的农业技

术；通过加强技术推广应用，将这些技术普及到广大农

民中去，让他们真正掌握这些技术，从而推动农业生产

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在探寻农业与生态和谐共荣的道路上，我们发现农

业生产方式与土壤肥料的关系密切而微妙。为了守护滋

养万物的土壤，实现绿色农业的可持续梦想，我们必须

以科学为指引，采取有效的对策来优化土壤环境、提升

土壤肥力。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措施，我们能够为农

业生产打造更加肥沃的土壤基础，为粮食安全和农业绿

色发展描绘出更加绚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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