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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主要推广指标

项目推广起止时间： 2016年3月至2018年12月 新增总投入（万元）： 50

推广规模（万亩、万
头、万只或应用区域）

：
43.8万亩 *推广后技术的市场占有率： 24 *

新增经济效益（万元）
：

8760 * 总经济效益（万元）： 199728

备注：

（二）曾获奖情况： *

无

（三）内容摘要（包括计算方法及社会生态效益分析）： *



    1、项目来源：2016 年省级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专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     
    2、蔬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研究。  
    江门市是广东省的农业大市，每年蔬菜播种面积约90万亩，长期以来蔬菜种植业在化肥施用方面一直存在着不少弊端：肥
料施用量大，利用率低，施肥结构不合理等，造成土壤质量恶化、耕地地力下降，土壤微生物区系失衡，并造成水体污染。因
此，开展蔬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的试验研究及示范推广，对于我市蔬菜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采用技术措施包括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生物有机肥及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替代化肥等技术措施。首先全面建立园区土壤养
分基本档案；其次开展“3414”田间小区试验，根据园区内不同蔬菜的需肥特点，结合土壤检测结果分别开展意大利生菜和青
翠三尺黄瓜两种蔬菜“3414”田间试验，两个试验证明生物有机肥及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化肥都能达到相当的产量水平，因此
可以用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来替代化肥，从而达到化肥减量的目标。
    3、化肥减量使用技术示范、推广及规模。
   （1）在生态园内建立不同蔬菜品种的示范区，包括瓜果类150亩，以木瓜、温室青瓜、极品南瓜、贝贝南瓜、香芋南瓜、番
茄、西葫芦等为主，叶菜类50亩，以甜生菜、大头菜、菜心、油麦菜等为主。通过多种施肥方案的比较，向农户展示化肥减量使
用效果，并在示范区内设4个核心示范片，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推广效果。
   （2）举办蔬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培训班及现场观摩会， 2016年开始分别在生态园区内示范现场举办了蔬菜化肥减量技术培
训班、现场观摩会，培训农业技术人员30多人次，农户及种植大户163人次；现场观摩会当天观摩人数达到176人次。     
   （3）在江门市各县市大力推广、应用蔬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分别于2017年3月22日到开平市苍
城镇、2017年4月14日到恩平市良西镇、2017年6月23日到鹤山市宅梧镇，进行化肥减量使用科技下乡活动，向当地农户派发化
肥减量使用技术手册3000份，受惠农户多达3000人次。至2018年，在新会区、开平市、恩平市、台山市和鹤山市等地推广面积
累计达43.8万亩。      
    4、推广效益及新增产值。 
   （1）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银湖湾生态园200亩示范区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生物有机肥及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替代化肥
减量技术，亩平均施肥量90公斤，比农户习惯施肥（105公斤/亩）减少了14.3%的化肥施用量；蔬菜化肥减量使用处理平均亩产
3040公斤，比农户习惯施肥处理的（平均亩产2925公斤）亩增产115公斤，每亩增收173元，即每亩产值增加3.9%；使用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生物有机肥及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替代化肥减量技术后，肥料成本为393元/亩，比农户习惯施肥处理的（420元/
亩）节省27元，降低了6.4%，亩共节支增收200元。按照该项技术推广面积43.8万亩、蔬菜单价1.5元/公斤计算，共新增经济效
益8760万元。
   （2）生态效益：本项目的实施，实现了生物有机肥及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替代化肥，减少了化肥的施用量，能够稳定和持
续肥效，并且提高了肥料利用率，起到了改良土壤理化性状的作用，也相应减少化肥厂生产造成的污染，节约资源，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
   （3）社会效益：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生物有机肥、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替代化学肥料技术，提高了技术的普及
率，减少土层结构破坏，维持良好的土壤团粒结构，防止土壤板结，提高了土壤水、肥、气、微生物的涵养能力，进一步提高了
土壤肥力基础，培肥了地力，提高了耕地质量，促进土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了粮食高产和安全。    

（四）项目实施背景（项目实施前的技术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本项目理由）：

    化肥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为了实现作物高产，盲
目、过量施肥随处可见，不仅增加农业生产成本、浪费资源，也造成耕地板结、土壤酸化。当前我国化肥施用存在以下主要问
题：一是亩均施用量偏高。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
2.5倍。二是施肥结构不平衡。重化肥、轻有机肥，重大量元素肥料、轻中微量元素肥料，重氮肥、轻磷钾肥“三重三轻”问题
突出。三是传统人工施肥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化肥撒施、表施现象比较普遍，机械施肥仅占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30%左右。
四是有机肥资源利用率低。有机肥资源实际利用不足40%。其中，畜禽粪便养分还田率为50%左右，农作物秸秆养分还田率为35%
左右。为此，农业部制订《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实施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是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
构”的重大措施，也是促进节本增效、节能减排的现实需要，对保障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蔬菜在我国农业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种植业中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产业。中国化肥使用这几年比较多的是蔬菜和
果树，而且超出了安全的水平，蔬菜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实施蔬菜配方平衡施肥，改良
施肥方式，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量，走高产高效、优质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今后蔬菜生产的发展方向。  

（五）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本项目技术的概况、水平、推广难易程度、推广组织措施和方法手段、推广效果分析、推广后的社
会影响）：

*



    1、蔬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研究    
   （1）建立园区土壤基本档案，为项目田间试验和大田示范提供数据依据。由于银湖湾浩伦生态农业园项目实施区域是通过
滩涂围垦而成，属于粘质土壤，具有较为特殊的土壤结构、养分分布等，因此在园区内每隔30亩采集一个土壤样品，并进行全面
的检测分析，包括有机质、PH值、水解性氮、有效磷、速效钾等大量元素，结果显示园区内肥力状况如下：有机质、碱解氮含量
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可以通过增施有机肥、氮肥满足作物的需求量；磷和钾的含量都比较高，可适量减少磷、钾肥的施用量。调
查结果可用于指导该地区化肥减量使用技术的制定，从而建立该地区土壤基本档案，为下一步开展蔬菜田间试验及示范提供依据
。
   （2）技术手段：①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料的基础
上，选择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②用生物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有机肥包含了多种
元素，并且能改良土壤，改善作物根系周围微生物群落，进一步促进了化肥的利用，提高肥效，增强植物的抗病能力；而化肥只
有一种或几种元素，经常使用容易造成土壤板结，单独施用会造成养分难固定、易流失，肥料利用率低；③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
替代化肥，通过土壤检测分析结果，并根据不同作物的需肥特性配制不同比例的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具有作物吸收利用快，效
果立杆见影，科学配方不造成肥料浪费等优势，杂质含量极少，使用浓度方便调节，即使细嫩的幼苗也不怕担心引起烧苗等不良
后果。
   （3）开展“3414”田间小区试验，根据园区内不同蔬菜的需肥特点，结合土壤检测结果分别开展意大利生菜和青翠三尺黄
瓜两种蔬菜“3414”田间试验。通过黄瓜和生菜“3414”田间试验结果综合分析，两个试验都证明了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1和大
量元素水溶性肥料2都能达到相当的产量水平，因此可以用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来替代化肥，从而达到化肥减量的目标。筛选出
三个较优的减少化肥不减产的黄瓜施肥方案，分别为：磷肥减量10%并配施生物有机肥、钾肥减量10%并配施生物有机肥、磷钾
肥各减量10%并配施生物有机肥；筛选出一个生菜减肥不减产的施肥方案，钾肥减量10%并配施生物有机肥料处理既能减少化肥
施用量，还能增加生菜产量6.11%。说明增施生物有机肥料可增加生菜产量。
   （4）蔬菜化肥减量技术，关键在氮、磷、钾施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使用生物有机肥、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等替代化肥，
对蔬菜产量不仅没有降低，并且有一定的增产效果，且有助于土壤肥力的可持续发展，使用该技术后，肥料成本为393元/亩，
比农户习惯施肥处理的（420元/亩）节省27元，降低了6.4%，深受农户欢迎，值得推广。
    2、化肥减量使用技术示范与推广
   （1）在生态园内建立不同蔬菜品种的示范区，通过开展生菜和黄瓜“3414”田间试验得出，不同的蔬菜品种对施肥配比及
施肥时间的需求，据此建立200亩的蔬菜化肥减量使用示范区，包括瓜果类150亩，以木瓜、温室青瓜、极品南瓜、贝贝南瓜、
香芋南瓜、番茄、西葫芦等为主，叶菜类50亩，以甜生菜、大头菜、菜心、油麦菜等为主。通过多种施肥方案的比较，向农户展
示化肥减量使用效果，并在示范区内设4个核心示范片，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推广效果。
   （2）举办蔬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培训班及现场观摩会
    2016年开始分别在生态园区内示范现场举办了蔬菜化肥减量技术培训班、现场观摩会，培训农业技术人员30多人次，农户
及种植大户163人次；现场观摩会当天观摩人数达到176人次。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科学施肥知
识，增强农民科学用肥意识，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训，着力提高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科学施肥技术水平。
    3、在江门市各县市大力推广、应用该技术，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分别于2017年3月22日到开平市苍城镇、2017年4月
14日到恩平市良西镇、2017年6月23日到鹤山市宅梧镇，进行化肥减量使用科技下乡活动，向当地农户派送化肥减量使用技术手
册3000份，受惠农户多达3000人次。
    4、推广效益及影响，蔬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推广后，农户科学施肥水平及意识都提高了，至2018年，在江门市新会区、开
平市、恩平市、台山市和鹤山市等地推广面积累计达43.8万亩，新增经济效益876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减少了化肥的施用
量，能够稳定和持续肥效，并且提高了肥料利用率，起到了改良土壤理化性状的作用，也相应减少化肥厂生产造成的污染，提高
了耕地质量，促进土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了粮食高产和安全，提高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项目实施取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情况： *



   （一）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银湖湾生态园200亩示范区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生物有机肥及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替代化
肥减量技术，亩平均施肥量90公斤，比农户习惯施肥（105公斤/亩）减少了14.3%的化肥施用量；蔬菜化肥减量使用处理平均亩
产3040公斤，比农户习惯施肥处理的（平均亩产2925公斤）亩增产115公斤，每亩增收173元，即每亩产值增加3.9%；使用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生物有机肥及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替代化肥减量技术后，肥料成本为393元/亩，比农户习惯施肥处理的（420元/
亩）节省27元，降低了6.4%，亩共节支增收200元，200亩示范区共节支增收4万元。
    至2018年，在江门新会区、开平市、恩平市、台山市和鹤山市等地推广面积累计达43.8万亩，按照在银湖湾生态园区内取
得的试验结果统计，新增经济效益8760万元。（蔬菜单价以平均数1.5元/公斤计算）
    计算方法：
    新增经济效益=（亩平均新增产值+亩平均节约肥料成本）×推广面积
    亩平均新增产值=每亩平均增产量×蔬菜平均单价，（蔬菜平均单价以1.5元/公斤计算）
    亩平均增产量=使用新技术后亩平均产量-农户习惯施肥亩平均产量
    亩平均节约肥料成本=化肥减量亩平均肥料成本-农户习惯亩平均肥料成本
    化肥减量亩平均肥料成本=新肥料亩施用量×新肥料平均单价-农户习惯亩平均施肥量×传统肥料平均单价，（新肥料平均
单价以4.4元/公斤，传统肥料平均单价以4元/公斤计算）
    市场占有率%=年推广应用面积÷年蔬菜种植面积×100%（以2017和2018两年江门市种植蔬菜共面积180.5万亩计算）
    总经济效益=（亩平均产量×蔬菜平均单价）×推广总面积  （其中亩平均产量为使用化肥减量技术的亩平均产量，按照
3040公斤/亩计算）
   （二）生态效益：本项目的实施，实现了生物有机肥及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替代化肥，减少了化肥的施用量，能够稳定和持
续肥效，并且提高了肥料利用率，起到了改良土壤理化性状的作用，也相应减少化肥厂生产造成的污染，节约资源，促进了项目
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效益：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生物有机肥、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替代化学肥料技术，提高了技术的普
及率，减少土层结构破坏，维持良好的土壤团粒结构，防止土壤板结，提高了土壤水、肥、气、微生物的涵养能力，进一步提高
了土壤肥力基础，培肥了地力，提高了耕地质量，促进土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了粮食高产和安全。  

（七）其他内容：

    宣传培训
   （一）开展培训班，为提高蔬菜种植技术水平，减少化肥投入并提高肥料利用率，实施蔬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开展了《蔬
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培训班，并邀请省里相关专家到场授课，培训农业技术人员30多人次，农户及种植大户163人次。
   （二）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科学施肥知识，增强农民科学用肥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结合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训力度，着力提高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
合作社科学施肥技术水平。
   （三）举办现场观摩会，为了更好的展示化肥减量的效果，在蔬菜示范区现场开展《蔬菜化肥减量使用技术》观摩会，面对
面讲解化肥减量增效技术试验与示范推广工作成效，让农民以及蔬菜种植大户了解了化肥减量增效工作以高产高效为主要目标、
以蔬菜为载体，以新型水溶肥料、生物有机肥料替代化肥，保证作物稳产为前提，当天观摩人数达到176人次。
    （四）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分别于2017年3月22日到开平市苍城镇、2017年4月14日到恩平市良西镇、2017年6月23
日到鹤山市宅梧镇，进行化肥减量使用科技下乡活动，向当地农户派送化肥减量使用技术手册3000份，受惠农户多达3000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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