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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耕地有机质是土壤养分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土壤中各营养元素循环起促进作用，是评价耕地质

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耕地质量处于下降趋势。为分析我国耕地质量并提出相应对策，笔

者从耕地有机质的影响因素入手，阐述了耕地有机质提升的具体路径，对各路径之间的优缺点进行分析，

以期为提升我国耕地质量提供必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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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c matter in cultivated l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il nutrient cycling system,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nutrient cycling in soil, and is on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in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In recent years,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has been on a 
downward trend. To analyze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author starts with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organic matter of cultivated land, 
expounds on the specific path to improve the organic matter of cultivated land, 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path, in order to provide necessary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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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人均耕地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准的 1/3，地少人多是中国的现状，耕地质量建设影响着我国粮食

安全[1]。耕地有机质作为农田土壤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田土壤的养分供应能力，物质循环

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评价耕地质量的核心内容之一[2]。基于我国耕地现状，仅靠增加化肥和能

源投入来提升我国粮食生产力，效果十分有限。习总书记要求“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这意味着我们

要在增加粮食产能，保护环境的同时，加强粮食生产能力的建设[3]。如何提升我国耕地质量是我们肥料

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耕地有机质主要包含两部分，活性有机质与非活性有机质[4]。活性有机质以动植物残体、微生物、

动物排泄物及其他非腐物质，其矿化周期较短，一般为几周到几个月之间。非活性有机质矿化周期较长，

能在土壤中存在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就土壤养分循环利用而言，活性有机质更能作为耕地质量的敏感

指标，所以，如何提升耕地活性物质是提升耕地有机质的关键。 
土壤有机质受气候、海拔、土壤类型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无限持续增加，存在饱和最大值，而非

活性有机质矿化周期较长，无法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发挥作用时间较长。活性有机质可以在短期内被

植物吸收利用，但其存在土壤中时间较短，除去部分被植物吸收利用之外，在某些微生物呼吸代谢作用

下，排到空气中，或流失到水域中，无法在耕地土壤中富集。所以，如何平衡好耕地中活性有机质与非

活性有机质的施入量是提升耕地质量工作的重中之重，保证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也保证有机质可以在

土壤中富集。 
在化肥农药减施政策下，对耕地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提升耕地质量、保证粮食安全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在梳理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提升耕地有机质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我国耕地

有机质提升提供参考。 

2. 耕地有机质的影响因素 

耕地有机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因素，受当地的土壤类型、气候条件等影响

[5]。另一方面受施肥、耕作、土地利用方式等具体农业措施的影响，其中以农业措施影响为主。 

2.1. 施肥 

施肥对耕地有机质影响最为显著，根据施肥的方式、施加肥料的种类等的不同，对耕地有机质影响

也不相同。主要表现以下 3 个方面： 
1) 对作物自身的影响，施肥后，促进作物自身生物量的积累，最终以还田方式进入土壤，增加耕地

有机质。 
2) 对微生物的影响，通过改变土壤中 C/N，进而影响微生物活性，直接影响有机质的矿化与同化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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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接影响耕地中有机质含量，通过施加有机肥，增加有机质输入。 

2.2. 耕作 

耕作也是影响耕地有机质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耕作可促进耕地有机质的矿化，短期休耕则有利于

耕地有机质的积累。相关研究表明，长期休耕则会导致耕地有机质自上而下逐渐降低[6]。耕作方式的不

同对有机质影响表现在以下 2 个方面： 
1) 影响有机质的矿化速率。不同的耕作方式会改变耕地团聚体结构，土壤温度，甚至对有机质的物

理稳定性产生影响。 
2) 影响耕地对有机质的贮存能力。由于耕地有机质本身具有垂直向下降低的特点，耕作与会改变土

壤侵蚀能力，当土地平整时，如果没有设置保护耕作层的措施，或导致耕作层有机质急剧下降，张童瑶

等[7]研究表明，短期休耕会促进耕地有机质提升，长期休耕会导致土壤有机质下降。 

2.3. 土地利用方式 

土地利用方式是影响耕地有机质的关键。据研究表明，农业用地有机质明显低于自然林地；水田耕

作方式与水旱轮作方式明显高于相应的旱地耕作方式，一般情况下，水田耕地有机质含量比相应的旱地

高 30%~100% [8]。此外，当利用方式发生转变时，土壤有机质会存在一个动态平衡过程，在 5~7 年内变

化最为明显，20 年后达到新的平衡[9]。 

3. 耕地有机质输入的几种路径比较 

3.1. 秸秆还田 

秸秆还田过程中，秸秆养分能及时充分的释放到农田土壤中。使微生物活性得以提升，加强其繁殖

速度，增大微生物规模，进而促进秸秆养分的释放，提升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结构。李延亮等[10]对晋南

旱地冬小麦种植区进行为期 3 年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采用 2 倍秸秆还田时替代 32% N、63% P2O5 条

件下可更有效促进土壤碳库积累，提升冬小麦产量，实现旱作农业可持续生产。王嘉豪等[11]研究结果表

明，以 2 倍秸秆(7477 kg/hm2)还田时，可替代 8.3%~31.9% N 和 15.7%~63.2% P2O5，且冬小麦产量和水肥

效应最佳。 

3.2. 施用有机肥 

有机肥料优势明显，具有营养全面、释放均匀持久等特点，对解除土壤板结，增强耕地保水保肥能

力有着显著效果，此外还可以有效增加农作物抗逆性，刺激农作物生长。石作雄等[12]，研究结果表明，

施加商品有机肥能有效促进玉米植株生长，表现为促进植株干物质的积累，最佳施肥量为 4500 kg/hm2，

同时化肥减量 10%能够达到增产效果。陈云梅等[13]研究结果表明，在玉米种植过程中，若要替代 20%
化肥中的氮，商品有机肥投入量需达 4500 kg/hm2。另外施用商品有机肥相较与使用化肥，其产投比较优，

全面提升土壤全氮和碱解氮含量，土壤酸性得以改良。 

3.3. 绿肥种植 

绿肥作物本身含有大量有机质，能固定空气、土壤、水中的氮、磷、钾和多种微量元素，其自身还

具有分解快、肥效迅速等特点，当其分解进入耕地土壤后，能显著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

力。绿肥作物能有效利用土壤中的难溶性养分，固定到自身，分解转化为易于作物吸收利用的养分，促

进作物生长。蔡文杰等[14]研究有机质提升——绿肥混播技术初探，研究结果表明绿肥混播实验以 60%
紫云英 + 40%油菜播种方法获得产量最高，还田后各养分也有所提高，据估算平均 1 hm2 绿肥可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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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质 3473.28 kg、N 96.68 kg、P2O5 18.09 kg、K2O 149.74 kg。刘小粉等[15]，研究结果表明，与单施有机

肥相比，有机肥绿肥能显著提升水稻产量，但对提升耕地有机碳效果不明显。 

3.4. 各路径之间差异性分析 

提高耕地土壤有机质主要以农业措施为主，受施肥、耕作、土地利用情况、以及时间等因素影响。

向耕地中输入有机质，主要有以上三种路径。各路径之间优缺点明显，秸秆还田技术投入成本最低，且

对环境危害性小等特点，但缺点也十分明显，长期还田会增加作物土传病害风险，且有机质输入量低，

耕地有机质提升缓慢。直接施入有机肥，是提升耕地有机质最快途径，能显著提升土壤有机质，且省时

省力，农民在施加肥料的同时也施入有机质，不增加额外工作量，缺点在于经济成本较高，较普通肥料

相比，有机肥价格较高。绿肥种植优点明显，成本较低，土壤有机质提升质量十分可观，全过程绿色环

保。缺点是提升过程缓慢。 

4. 对提升耕地有机质的思考 

国外研究表明，合理的农业措施能有效固定退化土壤中 60%~70%的已经损耗的碳，使土壤恢复地力

[16]。从上文可知，耕地有机质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此外耕地有机质存在饱和值。因此在考虑制定耕地有

机质提升方案时，需重点考虑土壤有机质的有效投入，确定耕地有机质的投入量及投入方法，其次考虑

增加耕地有机质的容纳量，最后实行耕地有机质的综合管理。 

4.1.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测土配方技术是以根据作物的需肥特性、土壤的供肥能力以及肥料效应综合考虑的一项技术。是合

理施用肥料的前提基础，综合考虑，确定氮磷钾以及其他中微量元素的合理施肥量及施用方法，以满足

作物营养需求，维持土壤肥力水平，减少养分流失对环境的污染，达到优质、高效、高产为目标。其中，

做好化肥与有机肥的配合施用最为重要。 

4.2. 推广土壤改良技术 

良好的土壤环境是除足量有机质投入外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土壤有机质积累的前提。良好的土壤环

境影响微生物的活性，进而影响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合理的使用土壤改良剂，维持土壤酸、碱、盐的平

衡至关重要。因此，在开展耕地土壤有机质的提升时，也应同时做好土壤改良工作，消除土壤障碍因素，

以期达到土壤有机质良性循环的目的。 

4.3. 合理轮作和用养结合 

轮作时通过采取不同水肥管理、底物添加等措施，对调节土壤团聚体，改良土壤结构，维持土壤肥

力具有促进作用。据国内外研究，在旱地上发展灌溉可大大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的积累[17]。不仅能提高耕

地有机质含量，对农作物产品产量、品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冬季增加地表覆盖，

减少耕种次数，有助于控制水土流失，降低耕地有机质降解、促进有机质积累。 
此外，在养地时还应该增加动态监测措施，长期、定点监测耕地肥力，实时调整，对耕地动态管理。

在提升耕地有机质时还需注意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田块耕层厚度，扩大土壤有机质容量。 

4.4. 政策导向 

耕地质量提升需要政府的主导，全社会的参与，向农民大力宣传耕地质量保护的重要性，提高耕地

保护意识，介绍当前耕地现状。政府在保护耕地的同时，注重农户自身利益，适当的给与政策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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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耕地保护基金的投入。同时，对肥料生产企业给与适当的支持与监督，对肥料生产企业严格把关，

对市面上层次不齐的有机肥料产品加以整治，对生产的优质有机肥加以补贴，同时，鼓励农民，积极施

用高质量的有机肥，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合理耕作。 

5. 肥料企业所作出的努力 

众多肥料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通过对有机质原料进行筛选，甄别出有机质含量稳定、适用于化

工生产且显著促进农作物生长的环境友好型原料。通过对生产工艺的改进提升，开发出多元化含有机质

的肥料产品，满足各种土壤改良和农作物的生长需求。 
其中以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自成立绿色智能复合肥研究院以来，紧紧围绕“绿

色”“智能”理念，推出含有机质腐植酸复合肥，区别于其他公司高养分低有机质的生产理念。正积极

探索果树专用肥，在全国各地开展苹果、柑橘试验示范，为推出苹果、柑橘等有机无机专用肥作准备。

此外还将积极提供技术服务，开展科学施肥讲座，全方位支持农户合理生产耕作，以期为我国耕地质量

提升、粮食安全做出努力。 

6. 结语 

耕地有机质提升过程中，化肥与有机肥配施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如何平衡化肥与有机肥投

入量问题，在减少化肥投入量的同时，保证农产品产量、质量不降低，平衡有机肥与化肥的投入成本问

题，不增加施用有机肥的人工成本，探索简便化施肥方式。应根据不同区域的气候环境、土壤条件、用

工成本等多种因素考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挑选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的提升办法。总之，各种方法之

间优势明显，在全国范围来看，应扩大绿肥种植，增加秸秆还田面积，提倡商品有机肥投入等多种途径

提升耕地有机质含量，从而提升我国耕地质量，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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