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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土壤肥料研究推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主要作物对氮、磷、钾等矿质养分需求量的推荐指

标，这些量化指标成为科学施肥的基础，促进了农业实现增产、增收、增效和环境安全。土壤培肥是发展农业的

基础。有机肥、绿肥、秸秆还田是培肥土壤的主要措施，尽管已有研究证实，过量施用有机肥料不仅造成人力、

物力浪费，还会产生农田养分流失和环境污染。迄今为止，在国际范围，对农田培肥尚无量化推荐指标。近年由

德国科学家建立并尝试采用的农田有机质平衡算法及推荐指标将可能打破这一僵局。本文择要介绍这一方法原理、

应用范围和示例，以期为我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有机质平衡算法的科学基础是通过多点长期定位试验，获得

作物和有机肥料的土壤有机质碳当量值，前者用以度量不同作物在其典型种植方式下，引起土壤有机质碳量变化

的趋势，后者用于表征不同有机肥料施入土壤后产生的有机质量。通过有机质碳当量值，可以对作物在典型种植

方式下引起土壤有机质的亏缺量或盈余量、秸秆还田或施用有机肥引起土壤有机质的增加量统一在一个量纲基准

上进行分析和计算。该方法作为官方推荐方法，自 2004年始在德国多个州和奥地利推广采用，既适用于综合农业，

也适用于有机农业。在不允许使用矿质氮肥的有机农业上，该法兼作农田氮素养分管理方法。多点大田校验试验

显示，采用此方法，农田土壤有机质供应水平从“低"提高至"平衡"等级时，产量增加幅度可达到 50%—150%。有

机质平衡算法作为专为农民研制的分区、分类、量化技术指标，延续德国为农民定制的其他技术指标风格，采用

了五等级评价指标体系架构。五等级的各分级名、分级释义充分汇总各地长期试验和大量农户调查与验证结果，

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等级释义，保证了指标体系架构的稳定性，既便于各地农民记忆和长期推广，也便于与国家绿

色农业补贴政策关联，是有机质平衡算法的前台指标。而与 5 个分级对应的农田有机质碳当量值范围、作物与肥

料有机质碳当量作为支持前台指标的专业指标，允许各地农业科研机构根据本地条件，在保证前台指标释义不变

前提下进行相应调整，从而保证了整个指标体系的可扩展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促进了其在各地的广泛推广，切

实提高了农民科学施肥与耕地保育技术水平，推动了农田精准化、标准化管理和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效率，这一做

法也值得我国借鉴。在中国应用这一方法的关键是研制适合各主要农区作物和有机肥料的有机质碳当量值。鉴于

目前我国长期定位试验数量有限，可借鉴德国相关研究基础，采用长期与中、短期定位试验结合，大田定位试验

与模拟试验、校验试验及农田定位调查相结合方式，边试验、边研制、边校验改进、边推广，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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