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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中国玉米不同区域氮磷钾肥推荐用量及肥料配方，为引导区域科学施肥和复合肥

产品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总结分析2005―2010年在全国玉米主产区进行的1 752、7 081和6 328组氮、

磷和钾肥肥效试验并参考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我国玉米主产区分为4个大区和12个施肥亚区，

以氮肥总量控制、磷肥恒量监控、钾肥肥效反应的技术原理计算不同区域的氮磷钾肥的优化用量，并

根据“大配方、小调整”的技术思路确定区域肥料配方。结果表明，东北春玉米区（Ⅰ）和西北春玉

米区（Ⅲ）的产量水平较高（9.0～10.5 t hm-2），华北夏玉米区（Ⅱ）和西南玉米区（Ⅳ）的产量水

平相对较低（7.5～8.3 t hm-2）。12个施肥亚区的氮肥推荐用量平均为N 181 kg hm-2，其中东北冷凉春

玉米区（Ⅰ-1）最低（N 150 kg hm-2），西北绿洲灌溉春玉米区（Ⅲ-3）最高（N 219 kg hm-2）；磷肥

推荐用量平均为P2O5 75 kg hm-2，其中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Ⅱ-1）最低（P2O5 46 kg hm-2），西北绿洲

灌溉春玉米区（Ⅲ-3）最高（P2O5 123 kg hm-2）；钾肥推荐用量平均为K2O 54 kg hm-2，其中西北绿洲

灌溉春玉米区（Ⅲ-3）最低（K2O 30 kg hm-2），华北南部夏玉米区（Ⅱ-2）最高（K2O 64 kg hm-2）。 

根据不同生态区域的养分推荐用量及气候、栽培和土壤条件的差异，在12个施肥亚区总共确定了16个

区域肥料配方，包括12个基追结合施肥下的配方和4个一次性施肥配方。区域间养分推荐用量较好反映

了区域土壤供肥能力、肥效反应和产量水平的特异性，我国玉米区域大配方的制定不仅为区域肥料配

方生产提供技术支撑，也为其他相关作物的区域配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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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保障粮食

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然而，近年来由于

不合理施用化肥，导致的肥料效率降低和环境污染

（如水体富营养化、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壤酸化等）

等一系列问题，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2-6］。大量

研究表明不同区域之间施肥水平差异较大，区域间

养分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较为突出［7-11］。优化不同

区域的肥料用量成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必

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

料研究所主持进行的全国化肥区划，主要依据不同

地区化肥施用状况和肥效特点以及土地利用方向，

提出了不同区域的化肥合理使用要求，这对国家有

计划地安排化肥生产、分配和施用提供了科学依 

据 ［12］。近20多年来，我国化肥用量持续高速增

长，作物产量、种植结构和作物品种等发生了很大

变化，同时养分管理目标由单一增产向高产、环

保、优质等多目标综合，区域尺度上的养分管理工

作必须引入新的思路、方法和手段。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肥料正快速复合化，

复合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当前的复合肥产品配方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农

业需求。例如，李亮科等［13］通过全国六个省的农

户调查研究显示，当前的复合（混）肥产品设计部

分地脱离了土壤和作物需求，施用复合肥导致养分

投入数量和用肥成本增加，但没有明显的增产效

果；王兴仁等［14］认为目前市场上流行的专用复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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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基本上是按照作物需肥总量设计而未考虑到养分

的基追分配，这在实际应用中造成了养分供应的失

衡；张卫峰等［15］研究表明，我国复合肥产品以高

浓度、通用型和一次性基施型的配方为主，与农业

生产需求相脱节。因此，通过优化区域复合肥配方

以匹配作物的需求和土壤的属性对于实现优化施肥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缺乏区域尺度上大量的

试验数据支撑，目前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田块、村

镇、县域尺度上。

玉米是集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为一体的优

势作物，2012年全国玉米总产量达到20 812×104 t 

（ 占 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的 3 5 . 3 % ） ， 已 超 过

水 稻 和 小 麦 成 为 第 一 大 粮 食 作 物 （ h t t p ：

/ / w w w . g o v . c n / j r z g / ） ， 预 计 到 2 0 2 0 年 ，

全 国 新 增 5  0 0 0 × 1 0 4  t 粮 食 年 生 产 能 力 ，

其 中 玉 米 将 分 担 5 3 % 以 上 的 份 额 ［ 1 6 ］ ， 

玉米在未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然而，当前玉米产区的施肥问题仍较突

出，五个省的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表明玉米主产区

的平均氮肥用量（包括有机肥）为N 257 kg hm-2，

氮肥偏生产力仅为26 kg kg-1，而优化条件下可达 

57 kg kg-1［17］。相关研究也表明，目前全国平均钾

肥用量为K2O 31 kg hm-2，总体水平偏低，且不同

区域的钾肥用量差异较大［18］。目前国内学者主要

从县域等尺度上采用信息技术对玉米区域优化施肥

用量及肥料配方进行了一些研究［19-23］，但从全国

尺度上仍缺乏系统地报道玉米不同生态区域的氮磷

钾肥优化用量及区域大配方。我国玉米主产区区域

跨度大，纵跨寒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生态

区，各地的气候、栽培和土壤条件等存在很大的差

异，这些差异如何影响玉米对施肥的反应？区域间

是否具有规律性的变化？这些问题均不明确。

本研究以我国玉米作为研究对象，整理分析了

2005―2010年进行的1 752、7 081和6 328组氮、

磷和钾肥肥效试验，这些试验数据覆盖了全国玉

米的主要产区，较大范围地反映了不同的生态条

件、多年的气候条件和主要的管理措施，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本文首先根据气候、栽培和土壤等因素对我

国玉米主产区进行施肥分区，在分区的基础上，通过

对大样本试验结果的分析，以氮肥总量控制［24-25］、 

磷肥恒量监控［24-25］、钾肥肥效反应的技术原理计

算不同区域的氮磷钾肥的推荐用量，并根据“大配

方、小调整”［24-26］的技术思路确定我国玉米不同

生态区域的肥料配方及施肥建议，以期为引导区域

施肥技术和复合肥产品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中国玉米施肥分区

根据我国玉米的区域分布特点，本研究在参

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7-28］，对大区的划分和分界

进行适当调整，根据区域特点和生产布局（主要基

于GIS的我国县域农业统计数据库）将我国玉米主

产区分为4个大区，即：Ⅰ东北春玉米区、Ⅱ华北

夏玉米区、Ⅲ西北春玉米区和Ⅳ西南玉米区，这4

个大区覆盖了全国玉米总面积的96%以上。在大区

划分的基础上，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的我国

县域农业统计数据库，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基础

上［27-34］，综合分析了大区内的气候条件、栽培条

件、地形和土壤条件进行亚区的划分。亚区的划分

上保持了县界的完整性，总共分为12个亚区（如图

1所示）：（1）根据玉米生长季有效积温、降水和

土壤类型等因素将东北春玉米区划分为4个亚区：

Ⅰ-1东北冷凉春玉米区（此区玉米生长季≥10℃积

温小于2 900 ℃）、Ⅰ-2东北半湿润春玉米区（此

区玉米生长季≥10℃积温介于2 900～3 400 ℃，年

降水量介于450～750 mm，土壤肥力较高，土壤类

型以黑土和白浆土为主）、Ⅰ-3东北半干旱春玉米

区（此区年平均降水量小于450 mm，土壤类型以风

沙土为主，保水保肥性能较差）、Ⅰ-4东北温暖湿

润春玉米区（此区玉米生长季≥10℃积温大于3 400 

℃，年平均降水量介于650～950 mm）；（2）根据

玉米生长季有效积温和土壤条件等因素将华北夏玉

米区分为2个亚区：Ⅱ-1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此

区玉米生长季≥10℃积温介于1 300～1 900 ℃，土

壤肥力较高）、Ⅱ-2华北南部夏玉米区（此区玉米

生长季≥10℃积温介于1 900～2 100 ℃，土壤肥力

较Ⅱ-1低）；（3）根据有无灌溉条件和降水量等

因素将西北春玉米区分为3个亚区：Ⅲ-1西北雨养

旱作春玉米区（此区以旱作玉米为主，年降水量介

于400～600 mm）、Ⅲ-2北部灌溉春玉米区（此区

以灌溉玉米为主，年降水量介于200～400 mm，包

括西辽河灌区和引黄灌区，这两个区域的土壤肥力

水平较为相似，产量水平也较为接近）、Ⅲ-3西北

绿洲灌溉春玉米区（此区以灌溉玉米为主，年降水

量小于200 mm）；（4）根据地形条件和土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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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将西南玉米区分为3个亚区：Ⅳ-1四川盆地

玉米区（此区以四川盆地为主，主要土壤类型为

紫色土）、Ⅳ-2西南山地丘陵玉米区（此区以山

地和丘陵为主，主要土壤类型为黄壤和红壤）、

Ⅳ-3西南高原玉米区（该区以高原为主，主要土

壤类型为红壤和赤红壤）。这12个亚区（Ⅰ-1、

Ⅰ-2、Ⅰ-3、Ⅰ-4、Ⅱ-1、Ⅱ-2、Ⅲ-1、Ⅲ-2、

Ⅲ-3、Ⅳ-1、Ⅳ-2、Ⅳ-3）的玉米播种面积占全

国玉米播种面积的百分比分别为4.3%、14.3%、

4.5%、6.1%、24.6%、5.8%、10.0%、7.0%、

2 . 5 % 、 3 . 4 % 、 7 . 6 % 和 5 . 9 % ； 总 产 所 占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4 . 3 % 、 1 6 . 5 % 、 4 . 5 % 、 6 . 4 % 、 2 6 . 5 % 、

5 . 5 % 、 9 . 2 % 、 7 . 9 % 、 2 . 7 % 、 3 . 2 % 、 7 . 0 % 和 

5.0%。

图1　中国玉米施肥分区图

Fig. 1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maize fertilization in China

1.2　试验处理

在玉米施肥分区的基础上，为分析不同区域的

肥效反应和确定养分推荐用量，本研究采用了来自

于2005―2010年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全国

养分资源管理协作网及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

项的1 752、7 081和6 328组氮、磷和钾肥肥效试

验，各区域样本数如表1所示。其中，（1）所有氮

肥肥效试验点均包含4个氮水平（即N0，N1，N2和

N3）。N0为不施肥，N2是根据当地专家推荐确定的

优化施用量近似值，N1=N2×0.5，N3 = N2×1.5。

不同试验点的N 2水平施氮量有所差异，变幅为N 

126～230 kg hm-2，平均值为N 187 kg hm-2。磷和

钾肥的用量根据当地专家推荐确定，其供应量满足

作物的正常生长需求。（2）磷肥肥效试验采用了

不施磷对照和施磷区处理，重点分析区域玉米对磷

肥的产量反应及其与土壤有效磷含量的关系。不同

试验点的施磷区磷肥用量是根据当地专家推荐确定

的优化施用量近似值，不同试验点间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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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幅为P2O5 59～151 kg hm-2，平均为P2O5 92 kg 

hm-2。氮和钾肥的用量根据当地专家推荐确定，其

供应量满足作物的正常生长需求。（3）钾肥肥效

试验中有5 134组试验包含4个钾水平（即K0，K1，

K2和K3）；1 194组试验包含2个钾水平（即K0和

K2）。K0为不施肥，K2是根据当地专家推荐确定的

优化施钾量近似值，K1= K2×0.5，K3 = K2×1.5。

不同试验点的K2水平施钾量平均为K2O 91 kg hm-2

（变幅为K2O 30～226 kg hm-2）。氮和磷肥的用量

根据当地专家推荐确定，其供应量满足作物的正常

生长需求。所有试验均不施用有机肥，小区面积均

在 30 m2以上，随机区组排列。

1.3　取样、样品分析和测产

在试验开始实施之前，各试验取耕层（0～20 cm）

土壤样品，风干过筛后用来测定pH、有机质、碱

解 氮 、 有 效 磷 、 速 效 钾 含 量 。 土 壤 p H 采 用 电 位

法，有机质采用外加热重铬酸钾容量法，碱解氮采

用1.0 mol L-1 NaOH扩散法，有效磷采用0.5 mol L-1  

NaHCO3浸提—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采用1.0 mol L-1 

NH4OAc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35］。在成熟期，

每个小区划取2.5 m×8 m的测产样方，人工进行小

区测产，玉米的产量换算成含有15.5%水分的标准

产量。

1.4　数据处理

1.4.1　不同区域氮肥总量控制的计算方法　　本

研究依据氮肥总量控制的方法确定不同区域氮肥

推荐用量。氮肥总量控制［24-25］是根据一定土壤条

件、气候条件和空间范围内的土壤潜在氮素供应水

平总体稳定的特点，将一定区域内作物全生育期

氮肥施用总量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总量控制

是基于区域内多年多点的肥效反应结果确定，既

能保证作物产量，又不至于过量施氮造成环境污

染。区域氮肥总量控制的确定方法参考了美国爱荷

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采用的MRTN

（Maximum return to N，区域最大收益施氮量）区

域氮肥推荐方法［36］。根据Sawyer等所描述的计算

步骤来确定不同区域的氮肥用量［36］，如下所示：

（1）对于每一个肥效试验，应用SAS软件以非线

性回归方法拟合氮肥用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所选

拟合方程分别为二次曲线模型、二次曲线+平台模

型和线性+平台模型进行拟合，以决定系数（R2）

最 大 的 为 最 优 方 程 ） ； （ 2 ） 应 用 每 一 个 肥 效 试

验拟合所得的最优方程来计算不同施氮量下（以 

1 kg hm-2增量，变幅为0～240 kg hm-2）的增产量

（施氮下的产量-不施氮的产量）、毛收入（增产

量×玉米籽粒单价）、氮肥成本（施氮量×氮肥单

价）和净收益（毛收入-氮肥成本）。其中氮（N）

肥价格和玉米价格分别为4.87、2.37 Yuan kg-1， 

两者价格比为2.05（氮肥和玉米价格均来源于神农

网http：//www.sn110.com/，为2012年4个季度价格

的平均值）；（3）对所有试验点不同氮量下的净

收益进行平均并建立区域氮肥用量与净收益之间的

函数关系，则最大净收益下的氮肥用量为氮肥推荐 

用量。

1.4.2　不同区域磷肥肥效反应及基于恒量监控的

磷肥推荐方法　　本研究以相对产量作为表征磷肥

肥效效应的指标。相对产量=缺磷区产量/全肥区产

量×100%。本文基于磷肥恒量监控的方法确定不

同区域磷肥推荐用量。磷肥恒量监控是指通过磷肥

的施用将土壤有效磷含量持续控制在能够持续获得

高产且不造成环境风险的适宜范围内，并在一定的

时空范围内保持施磷量的相对稳定。基于养分平衡

原理和土壤测试确定施肥管理策略：在土壤有效

磷养分处于极高或较高水平时（大于环境风险阈

值），采取控制策略，施肥量小于作物带走量；在

土壤有效磷养分处于适宜水平时，采取维持策略，

施肥量等于作物带走量；在土壤有效磷养分处于较

低或极低水平时，采取提高策略，施肥量大于作物

带走量。该方法协调了作物高产、肥料高效和土壤

培肥三方面关系，具有较强科学性，有利于农业

可持续发展；同时又简便可行，便于在生产实践

中应用，因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24-25］。根据恒

量监控的原则，本研究中当相对产量<85%（或土

壤有效磷<20 mg kg-1），磷肥用量为作物带走量的

1.3倍；当相对产量介于85%～90%（或土壤有效磷

介于20～25 mg kg-1），磷肥用量为作物带走量的

1.15倍。由于考虑到Ⅱ-1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为冬

小麦-夏玉米轮作体系，且该区域的土壤磷水平处

于较高水平（23.5 mg kg-1），磷肥推荐上应将更

多的磷肥应用到冬小麦季上，因此，将冬小麦季磷

肥用量调整为作物带走量的1.3倍，而夏玉米季磷

肥用量为作物带走量；当相对产量>90%（或土壤

有效磷>25 mg kg-1），磷肥用量为作物带走量。有

关参数的计算如下所示：

目标产量为试验条件下优化施肥区产量的平

均，为了实际操作中方便，对目标产量进一步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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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以便于在生产上应用，如表2所示。

不同生态区域玉米单位产量下需磷量由2000―

2 0 1 2 年 本 课 题 组 研 究 数 据 和 文 献 调 研 数 据 计 算

获 得 。 东 北 春 玉 米 区 每 生 产 百 千 克 籽 粒 需 磷 量

（P2O5）为0.83 kg（n=426，n为样本数），西北

春玉米区为0.90  kg（n=39），华北夏玉米区为 

0.87 kg（n=429）（由于Ⅱ-1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

玉米秸秆大部分还田，因此，在计算需磷量时仅考

虑籽粒带走的磷，按0.56 kg计），西南玉米区为

0.82 kg（n=238）。

1.4.3　不同区域钾肥推荐用量的计算方法　　本

研究中不同区域钾肥的推荐是依据钾肥肥效反应的

方法，将钾肥优先施到增产效应明显的区域和作物

上。钾肥推荐应以田间试验为基础，通过施肥量与

作物产量反应的数据关系计算最佳经济施肥量，这

既能保证作物产量，同时有效地将肥料用量控制在

合理的范围内，达到节肥、稳产的目的。

本研究中以每个试验中的不施钾区作为对照，

以100%计。钾肥的增产效应=施钾区产量/不施钾

区产量×100%；将每个区域内的大量钾肥肥效试

验进行整合分析，选用“线性+平台”模型建立施

钾量与产量效应（钾肥的增产效应）之间的关系，

确定区域最佳施肥量，如下所示：

y=a+bx（x<c）

y=yp（x≥c）

式中，y为钾肥的增产效应（%）；x为钾肥用

量（kg hm-2）；a、b分别为不施肥时产量和线性

系数；c为钾肥推荐用量，由直线和平台的交点求

得；yp为平台增产效应。

1.4.4　区域大配方设计及小调整方案　　“大配

表1　不同区域氮磷钾肥效试验样本数

Table 1　Number of samples of on-farm nitrogen，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experiments in 12 maize sub-regions 

区域

Regions
氮肥肥效试验① 磷肥肥效试验② 钾肥肥效试验③

区域

Regions
氮肥肥效试验① 磷肥肥效试验② 钾肥肥效试验③

Ⅰ-1 132 924 239 Ⅲ-2 309 1 102 1 094

Ⅰ-2 62 645 630 Ⅲ-3 17 51 51

Ⅰ-3 126 632 632 Ⅳ-1 78 175 185

Ⅰ-4 77 225 217 Ⅳ-2 344 787 777

Ⅱ-1 353 1 552 1 551 Ⅳ-3 94 503 490

Ⅱ-2 60 101 101 总计Sum 1 752 7 081 6 328

Ⅲ-1 100 384 361

　　①Nitrogen experiments，②Phosphorus experiments，③Potassium experiments

方、小调整”区域配肥技术是在归纳区域作物生产

体系与种植制度特点及土壤养分供应特点等共性规

律的基础上，根据养分资源综合管理相关技术原理

确定区域氮、磷、钾及中微肥的适宜用量、比例以

及相应的施肥技术，并结合工艺与市场研发区域配

方肥料作为技术载体，同时配套相应的施肥技术和

农化服务，实现区域高产、优质、资源高效和环境

保护的目的；在区域大配方的基础上，针对部分区

域或田块，还可根据产量水平、气候/土壤条件、

作物长势、土壤测试和植株营养诊断等调整用量或

配施一定的单质肥料，即“小调整”， 以实现更

为精确的养分管理［24-26］。

（ 1 ） 大 配 方 设 计 。 以 “ 氮 肥 总 量 控 制 ” 、

“磷肥恒量监控”、“钾肥肥效反应”为推荐施肥

基本原则，提出不同区域氮、磷、钾的适宜用量，

在此基础上开展大配方设计。本研究基于重点开发

基肥型配方的配肥思路［14］，即将全生育周期所需

要的全部磷钾肥和一部分氮肥作为基肥，其余的氮

肥作为追肥。根据基肥中氮、磷、钾的配比提出适

宜浓度的配方，并配套相应的施肥建议。

氮肥基追比例的确定：在Ⅰ东北春玉米区、Ⅲ

西北春玉米区和Ⅱ-1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的基追比

例为4∶6；西南玉米区和Ⅱ-2华北南部夏玉米区

的基追比例为5∶5。

一 次 性 施 肥 方 案 ： 在 保 肥 性 较 好 的 区 域

（Ⅰ-2东北半湿润春玉米区）、雨养旱作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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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1西北雨养旱作春玉米区）、生育期较短的夏

玉米种植区（Ⅱ-1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Ⅱ-2华

北南部夏玉米区）设计一次施肥的配方。

总 养 分 浓 度 的 设 计 ： 本 研 究 以 总 养 分 浓 度

（N+P2O5+K2O）45%为例（除了东北半湿润春玉

米区的一次性施肥配方按52%外——考虑了当前用

肥习惯）。

（2）小调整方案。根据产量水平调整配方肥

用量：本研究以试验条件下可实现的产量（即，

同一区域不同试验点优化施肥处理产量的平均）

作为区域产量目标；并以目标产量为中心，分成4

个产量等级：①中高产水平、②高产水平、③超高

产水平、④中低产水平，每个产量等级的变幅为

1.5～2.3 t hm-2（如表3所示）；随着产量水平的提

高或降低相应地增加或减少其肥料用量。

缓控释氮素的添加需求：针对一次性施肥方

案，在高产条件下，东北春玉米区（>10.5 t hm-2）， 

要求添加30%以上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

素；西北春玉米区（>10.5 t hm-2）和华北夏玉米

区（>9.8 t hm-2），建议添加30%～4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西北春玉米区（9～10.5 

t hm-2）和华北夏玉米区（8.3～9.8 t hm-2），可以

添加30～40%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

2　结　果

2.1　不同区域氮肥推荐用量

由MRTN法计算得到不同区域氮肥的推荐用量

（如图2C所示）。以东北冷凉春玉米区（Ⅰ-1）

为例（如图2A所示），由132个氮肥肥效试验进行

整合分析得到区域内不同施氮量与净收入（净收入=

毛收入-氮肥成本）之间的函数关系（y= -0.225 8x2 

+ 67.648x+ 7E-1），由此计算得到最大收益下的

施氮量，即区域氮肥推荐用量为N 150 kg hm-2，

在该施氮水平下对应的产量为8.85 t hm-2，毛收入

为5 796 Yuan hm-2，氮肥成本为730 Yuan hm-2，

净收入为5 067 Yuan hm-2；同样，由353个氮肥

肥效试验进行整合分析得到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

（Ⅱ-1）的区域氮肥推荐用量为N 178 kg hm-2，

在该施氮水平下对应的产量为8.13 t hm-2，毛收入

为3 890 Yuan hm-2，氮肥成本为855 Yuan hm-2，

净收入为3 025 Yuan hm -2（如图2B所示）。12

个施肥亚区的氮肥推荐用量（以纯N计）变幅为 

150～219 kg hm-2，加权平均为181 kg hm-2。区域

间的推荐用量存在一定差异，在大区上东北春玉

米区（Ⅰ）的推荐用量（150～188 kg hm-2）略低

于其他区域；在亚区上，西北绿洲灌溉春玉米区

图2　东北冷凉春玉米区（A）和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B）玉米毛收入、氮肥成本和净收入与氮肥用量的关系及不同

区域氮肥推荐用量（C，N kg hm-2）

Fig. 2　Relationships of gross income of maize，N fertilizer cost and net return with N rates in Sub-regionⅠ-1（A）and Sub-regionⅡ-1

（B）and recommended N rates for 12 maize Sub-regions in China（C，N kg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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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最高（219 kg hm-2），华北南部夏玉米区

（Ⅱ-2）、东北温暖湿润春玉米区（Ⅰ-2）和西

南高原玉米区（Ⅳ-3）次之（分别为189、188和

186 kg hm-2），东北冷凉春玉米区（Ⅰ-1）和东北

半干旱春玉米区（Ⅰ-3）较低（分别为150和164 

kg hm-2），其他区域的推荐量集中在180 kg hm-2 

左右。

2.2　不同区域磷肥推荐用量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区域的土壤磷养分状况与

相对产量之间直接相关，随着土壤有效磷的增加，

缺磷区相对产量呈增加趋势（如表2和图4所示）。

不同区域的目标产量存在一定的差异。东北春玉

米区（Ⅰ）和西北春玉米区（Ⅲ）的目标产量较高

（9～10.5 t hm-2），华北夏玉米区（Ⅱ）和西南玉米

区（Ⅳ）的目标产量相对较低（7.5～8.3 t hm-2）。 

其 中 东 北 半 湿 润 春 玉 米 区 （ Ⅰ - 2 ） 、 西 北 绿 洲

灌 溉 春 玉 米 区 （ Ⅲ - 3 ） 和 北 方 灌 溉 春 玉 米 区

（Ⅲ-2）的目标产量较高（分别为10.5、10.5和

9.8 t hm-2）；东北冷凉春玉米区（Ⅰ-1）、东北

半干旱春玉米区（Ⅰ-3）、东北温暖湿润春玉米

区（Ⅰ-4）和西北雨养旱作春玉米区（Ⅲ-1）的

目标产量次之（9 t hm-2）；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

（Ⅱ-1）和西南高原玉米区（Ⅳ-3）的目标产量

较低（8.3 t hm-2）；华北南部夏玉米区（Ⅱ-2）、

四川盆地玉米区（Ⅳ-1）和西南山地丘陵玉米区

（Ⅳ-2）的目标产量最低（7.5 t hm-2）。

根据恒量监控的原则，对于缺磷区相对产量

<85%（或土壤有效磷<20 mg kg-1）的区域（包括

Ⅰ-3东北半干旱春玉米区、Ⅲ-2北方灌溉春玉米

区、Ⅲ-3西北绿洲灌溉春玉米区和Ⅳ-1四川盆地

玉米区），采取较快提高土壤肥力的策略，这些

区域的磷肥用量为作物带走量的1.3倍；对于缺磷

区相对产量介于85%～90%（或土壤有效磷介于

20～25 mg kg-1）的区域（包括Ⅱ-2华北南部夏玉

米区、Ⅲ-1西北雨养旱作春玉米区、Ⅳ-2西南山

地丘陵玉米区和Ⅳ-3西南高原玉米区），采取适

当提高肥力的策略，磷肥用量为作物带走量的1.15

倍（由于考虑到Ⅱ-1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为冬小

表2 不同区域磷肥推荐用量

Table 2 Recommended P rates for different sub-regions in China

区域

Regions

有效磷

Olsen-P

（mg kg-1）

相对产量

Relative yield

（%）

目标产量

Target yield

（t hm-2）

施肥策略

Strategy of P recommendation

磷肥推荐用量

Optimal P rate

（P2O5 kg hm-2）

Ⅰ-1 30.4±17.8 90.9 9.0 等于作物带走量① 75

Ⅰ-2 28.3±17.7 88.8 10.5 等于作物带走量① 87

Ⅰ-3 15.6±9.3 82.7 9.0 等于作物带走量×1.3② 97

Ⅰ-4 27.5±20.8 92.3 9.0 等于作物带走量① 75

Ⅱ-1 23.5±16.0 89.7 8.3 等于作物带走量1）① 46

Ⅱ-2 16.2±6.4 87.2 7.5 等于作物带走量×1.15③ 74

Ⅲ-1 20.0±15.1 90.4 9.0 等于作物带走量×1.15③ 93

Ⅲ-2 13.1±11.1 82.8 9.8 等于作物带走量×1.3② 114

Ⅲ-3 16.3±10.0 82.3 10.5 等于作物带走量×1.3② 123

Ⅳ-1 14.5±13.3 82.6 7.5 等于作物带走量×1.3② 80

Ⅳ-2 19.1±14.9 86.4 7.5 等于作物带走量×1.15③ 71

Ⅳ-3 22.3±18.1 88.0 8.3 等于作物带走量×1.15③ 78

  注：1）Ⅱ-1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为冬小麦-夏玉米轮作体系，磷肥推荐上将冬小麦-夏玉米视为一个整体，将更多的磷应用

到冬小麦季上，因此，冬小麦季磷肥用量为作物带走量的1.3倍，夏玉米季磷肥用量为作物带走量 Note: 1）A winter wheat-summer 

maize rotation system was adopted in the North-central North China Plain summer maize region（Ⅱ-1），P recommendation deemed 

the two crops as a whole，with more P allocated to winter wheat because winter wheat was more sensitive to P than summer maize：The 

recommended P rate for winter wheat was 130% of the P removal with the crop，while the recommended P rate for summer maize was just 

the same as the crop P removal. ①P rate = above-ground P uptake，②P rate = above-ground P uptake×1.3，③P rate = above-ground P 

uptake×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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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夏玉米轮作体系，且该区域的土壤磷水平处于

较高水平（23.5 mg kg-1），磷肥推荐上应将更多

的磷肥应用到冬小麦季上，因此，将冬小麦季磷肥

用量调整为作物带走量的1.3倍，而夏玉米季磷肥

用量为作物带走量）；对于缺磷区相对产量>90%

（或土壤有效磷>25 mg kg-1）的区域（包括Ⅰ-1

东北冷凉春玉米区、Ⅰ-2东北半湿润春玉米区和

Ⅰ-4东北温暖湿润春玉米区），采取维持当前土

壤肥力的策略，磷肥用量为作物带走量；相应地，

12个施肥亚区的磷肥推荐用量（以P2O5计）的范围

为46～123 kg hm-2，加权平均为75 kg hm-2。西北

春玉米区（Ⅲ）的磷肥推荐用量最高（93～123 kg 

hm-2），东北春玉米区（Ⅰ，75～97 kg hm-2）和

西南玉米区（Ⅳ，71～80 kg hm-2）次之，华北夏

玉米区最低（Ⅱ，46～74 kg hm-2）。

2.3　不同区域钾肥推荐用量

在这12个施肥亚区，“线性+平台”模型均能

够很好地拟合增产效应与钾肥用量的关系（如图3

所示），总体而言，我国玉米施用钾肥的增产幅

度为7%～14%。根据“线性+平台”模型计算得到

不同区域的钾肥最佳用量（以K2O计），其变化范

围在30～64 kg hm-2之间，加权平均为54 kg hm-2。

东北冷凉春玉米区（Ⅰ-1）、东北半湿润春玉米

区（Ⅰ-2）、东北半干旱春玉米区（Ⅰ-3）和东

北温暖湿润春玉米区（Ⅰ-4）的钾肥最佳用量分

别为54、60、53和57 kg hm -2；华北中北部夏玉

米区（Ⅱ-1）和华北南部夏玉米区（Ⅱ-2）的钾

肥最佳用量分别为63和64 kg hm-2；西北雨养旱作

春玉米区（Ⅲ-1）、北方灌溉春玉米区（Ⅲ-2）

和西北绿洲灌溉春玉米区（Ⅲ-3）的钾肥最佳用

图3　不同区域钾肥用量与增产效应之间的关系

Fig. 3　Yield response and K application rate in the 12 maize sub-reg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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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为45、56和30 kg hm -2；四川盆地玉米区

（Ⅳ-1）、西南山地丘陵玉米区（Ⅳ-2）和西南

高原玉米区（Ⅳ-3）的钾肥最佳用量分别为60、

48和50 kg hm-2。

2.4　不同区域的大配方及小调整方案

如 表 3 所 示 ， 针 对 全 国 玉 米 1 2 个 施 肥 亚 区 总

共设计了16个肥料配方，并且不同区域的肥料配

方有明显差异。其中包括基追结合施肥方式下的

配 方 1 2 个 ： 东 北 冷 凉 春 玉 米 区 （ Ⅰ - 1 ） 、 东 北

半湿润春玉米区（Ⅰ-2）、东北半干旱春玉米区

（Ⅰ-3）和东北温暖湿润春玉米区（Ⅰ-4）的配

方分别14-18-13、15-18-12、13-20-12和17-17-

12；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Ⅱ-1）和华北南部夏

玉米区（Ⅱ-2）的配方为18-12-15和18-15-12；

西北雨养旱作春玉米区（Ⅲ-1）、北方灌溉春玉

米区（Ⅲ-2）和西北绿洲灌溉春玉米区（Ⅲ-3）

的配方分别为15-20-10、13-22-10和17-23-6，

四川盆地玉米区（Ⅳ-1）、西南山地丘陵玉米区

（Ⅳ-2）和西南高原玉米区（Ⅳ-3）的配方分别

为17-16-12、20-15-10和19-15-11；这些配方适

宜作为基肥施用，在关键生育时期追施氮肥，并根

据产量水平相应调整肥料用量（如表3所示）。

此外，根据土壤保肥能力、气候特点、栽培

管理（是否雨养、生育期长短等），本文针对4个

亚 区 设 计 了 一 次 性 施 肥 配 方 4 个 ， 其 中 ： 针 对 东

北半湿润春玉米区（Ⅰ-2）设计了一次性施肥配

方29-13-10，适宜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

用（肥料用量根据产量水平进行相应调整），在

高产（10.5～12 t hm-2）和超高产（>12 t hm-2）

情 况 下 ， 为 保 障 后 期 足 够 的 养 分 供 应 ， 要 求 有

30%以上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针对

华北中北部夏玉米区（Ⅱ-1），华北南部夏玉米

区（Ⅱ-2）设计了一次性施肥的配方分别为28-

7-9和26-10-8，适宜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

施用，当产量水平为8.3～9.8  t  hm -2时，可以添

加30%～40%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

当产量超过9.8 t  hm-2时，建议添加30%～40%释

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以保障玉米生长后

期足够的养分供应；针对西北雨养旱作春玉米区

（Ⅲ-1）设计了一次性施肥的配方为26-13-6，适

宜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当产量水平为 

9.0～10.5 t hm-2时，可以添加30%～40%释放期为

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当产量超过10.5 t  hm-2

时，建议添加30%～40%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

释氮素。

3　讨　论

3.1　区域间养分推荐用量的差异及其原因

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区域间养分推荐用量存

在明显的差异，反映了区域土壤供肥能力、肥效反

应和产量水平的特异性。区域间的土壤供肥能力差

异是肥料推荐用量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东北冷凉

春玉米区和东北半干旱春玉米区的氮肥推荐用量略

低于其他区域，这可能与这两个区域的土壤供肥能

力较强有关，这两个区域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分别

为37.9 g kg-1（n=845），24.8 g kg-1（n=492，数

据未列出）。有机质含量与土壤氮素矿化量呈正相

关的关系［37］，而后者是土壤氮素供应量的重要组

成部分。西北绿洲灌溉春玉米区的氮肥推荐用量最

高（N 219 kg hm-2），这与该区的玉米产量水平较

高（10.5 t hm-2）有关，该地区昼夜温差大、光照

充足是其获得高产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与该区域

的土壤供氮能力较低有关（该区土壤有机质平均为

13.7 g kg-1（n=41），数据未列出）。

不同区域的磷肥效应与土壤有效磷含量有显著

的关系（如图4所示），缺磷区相对产量随着有效

磷的增加而增加。前人研究表明［10］，土壤有效磷

含量主要受到土壤磷收支平衡的影响，而磷平衡很

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如我国中部和

东部沿海省份的磷盈余量较高）。本研究中发现西

北春玉米区、西南玉米区及东北半干旱春玉米区和

华北南部夏玉米区域的土壤磷含量仍处于相对较低

水平（表2），在这些区域应适当增加磷肥投入以

提高土壤肥力，保障玉米生产；而对于东北和华北

等土壤磷含量较高的区域应适度控制磷肥的投入以

便提高磷肥利用效率和保护环境。

西 北 春 玉 米 区 的 钾 肥 推 荐 用 量 较 低 （ K 2 O 

30～56 kg hm-2），这与该区域的土壤养分供应能

力较高有关（平均NH4OAc-K为142 mg kg-1，n= 

1 529，数据未列出）。Wu等［18］对我国玉米的钾

肥增产效应研究也表明，西北玉米的增产效果较其

他区域差，施肥区的增产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

3.2　区域大配方的设计

由于我国分散经营的管理方式造成耕作分散、

农事操作单元地块面积狭小，推荐施肥若依据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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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时管理既不经济，实际操作中也有一定难

度。因此，通过对施肥的农学、经济及环境效益综

合分析，我们提出了“大配方、小调整”的区域

配肥技术［24-25］。对于大田作物，可根据气候、栽

培、地形和土壤肥力等因素进行养分管理区划分；

在分区的基础上，再依据区域内土壤养分供应特

征、作物养分需求和作物肥效反应，结合“氮素总

量控制、分期调控”，“磷肥恒量监控”、“钾肥

肥效反应”和“中微量元素因缺补缺”的养分资源

综合管理理论和技术，提出氮、磷、钾和中微肥的

适宜用量和比例，发展区域大配方，最终以复混

（合）肥作为技术载体，同时配套相关的施肥技术

和农化服务，这样可有效地减少不同农户施肥总量

差异较大、施肥不太合理的现象，使区域整体的施

肥量趋于合理。

本研究基于重点开发基肥型配方的配肥思路［14］，

将全生育周期所需要的全部磷钾肥和适当比例的一

部分氮肥作为基肥，并依据基肥中氮、磷、钾的配

比提出适宜浓度的配方，其余的氮肥作为追肥。对

于生长期较长（如Ⅰ东北春玉米区、Ⅲ西北春玉米

区）和土壤肥力较高的区域（如Ⅱ-1华北中北部

夏玉米区）可适当降低基肥的比例（基追比例为

4∶6）；对于土壤肥力较低而生育时期又较短的区

域（Ⅳ西南玉米区和Ⅱ-2华北南部夏玉米区）应适

当增加基肥比例（基追比例为5∶5）；同时兼顾考

虑到一次性施肥的比例逐渐加大和高氮复合肥的市

场占有率快速增加的实际，本研究中也在一些较适

宜区域设计了一次性施肥的配方。尽管当前玉米生

产中高氮肥配方的比例较大，但在一些土壤保肥性

能不好、生育期较长、产量水平较高或灌溉水用量

较大的区域，一次性施用高氮复合肥并不合适。本

研究主要针对保肥性较好的区域（Ⅰ-2东北半湿

润春玉米区）、北方干旱雨养的区域（Ⅲ-1西北

雨养旱作春玉米区）、生育期较短的夏玉米种植区

（Ⅱ-1华北中北夏玉米区、Ⅱ-2华北南部夏玉米

区）开展了一次施肥配方的设计，以适应当前农业

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

在12个玉米施肥亚区总共确定了16个区域肥

料配方，包括12个基追结合施肥下的配方和4个一

次性施肥配方。这些区域大配方统筹兼顾了配方的

科学性和大型企业生产的可行性，为配方肥区域化

需求和规模化生产找到结合点，这将有利于提高大

中型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大中型肥料企业参与

测土配方施肥成果的区域应用，实现配方肥的大规

模生产、大范围推广和大面积应用，有利于从国家

尺度上或省级尺度上宏观控制区域内养分的投入和

产出的平衡，调控区域间肥料养分分配不合理的问

题，同时也将有助于引导企业优化复合肥配方。

3.3　小调整的方案

在实际生产中，气候、土壤条件/肥力、产量

水平及作物品种等都存在一定变异，即大配方在应

用过程中将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仍可在区域大配方的基础上通过“小

调整”以实现田块的精确调控：如根据产量水平调

整配方肥用量，根据作物生长与营养诊断、气候条

件和土壤质地调整氮钾肥追肥用量，根据土壤测试

在种肥中适当配施磷肥进行调整，基于土壤测试/

作物营养诊断等补充中微量元素等。本研究中通过

根据产量水平调整肥料用量和添加缓控释氮素等

“小调整”的方式来补充区域肥料配方在实际应用

中的不足。作物养分需求规律是科学施肥的重要

理论依据，随着作物产量的增加，养分需求量将

会相应的增加。例如，Hou 等［38］通过大样本数据

研究表明，春玉米每生产1 t籽粒的需氮（N）量为 

17.4 kg；岳善超［39］对华北夏玉米的研究表明，每

生产1 t籽粒的需氮（N）量为17.5 kg，两项研究均

表明随着产量的增加地上部氮吸收也同步增加，呈

显著的幂函数关系。本研究表明，东北春玉米区每

生产百千克籽粒需磷（P2O5）量为0.83 kg、西北春

玉米区为0.90 kg、华北夏玉米区为0.87 kg、西南

玉米区为0.82 kg。因此，随着产量的变化应相应

地调整养分的用量。本研究中，每公顷增加1.5 t产

量，配方肥用量可适当增加75～120 kg hm-2，追肥

图4　不同区域土壤有效磷含量与相对产量的关系

Fig. 4　Relative yield of maize as a function of soil extractable P 

in the 12 sub-reg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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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玉米不同区域肥料配方与施肥建议

Table 3　Region-specific fertilizer formulae and fertilize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12 maize sub-regions in China

区域

Region

推荐配方

Fertilizer formula

（N-P2O5-K2O）

产量水平

Yield level

（t hm-2）

基肥（配方肥）用量

Basal dosage （special fertilizer） 

（kg hm-2）

追肥（尿素）用量

Side dressing （urea）

（kg hm-2）

Ⅰ-1 14-18-131） 7.5～9.0 347～417 166～199

9.0～10.5 417～486 199～232

>10.5 486～556 232～266

<7.5 278～347 133～166

Ⅰ-2 15-18-121） 8.3～10.5 362～461 189～241

10.5～12.0 461～527 241～275

>12.0 527～593 275～310

<8.3 296～362 155～189

29-13-102） 8.3～10.5 488～621 0

10.5～12.0 621～709£ 0

>12.0 709～798£ 0

<8.3 399～488 0

Ⅰ-3 13-20-121） 6.8～9.0 368～490 154～205

9.0～10.5 490～572 205～239

>10.5 572～653 239～273

<6.8 286～368 120～154

Ⅰ-4 17-17-121） 7.5～9.0 366～439 205～246

9.0～10.5 439～513 246～287

>10.5 513～586 287～328

<7.5 293～366 164～205

Ⅱ-1 18-12-151） 6.8～8.3 307～375 200～245

8.3～9.8 375～443 245～289

>9.8 443～511 289～333

<6.8 239～307 156～200

28-7-92） 6.8～8.3 526～643 0

8.3～9.8 643～760§ 0

>9.8 760～877& 0

<6.8 409～526 0

Ⅱ-2 18-15-121） 6.0～7.5 400～500 170～213

7.5～9.0 500～600 213～256

>9.0 600～700 256～298

<6.0 300～400 128～170

26-10-82） 6.0～7.5 578～723 0

7.5～9.0 723～868 0

>9.0 868～1012& 0

<6.0 434～5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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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Region

推荐配方

Fertilizer formula

（N-P2O5-K2O）

产量水平

Yield level

（t hm-2）

基肥（配方肥）用量

Basal dosage （special fertilizer） 

（kg hm-2）

追肥（尿素）用量

Side dressing （urea）

（kg hm-2）

Ⅲ-1 15-20-101） 6.8～9.0 338～450 183～245

9.0～10.5 450～525 245～285

>10.5 525～600 285～326

<6.8 263～338 143～183

26-13-62） 6.8～9.0 519～692 0

9.0～10.5 692～808§ 0

>10.5 808～923& 0

<6.8 404～519 0

Ⅲ-2 13-22-101） 7.5～9.8 395～514 189～246

9.8～12.0 514～632 246～303

>12.0 632～711 303～341

<7.5 316～395 151～189

Ⅲ-3 17-23-61） 8.3～10.5 410～522 221～281

10.5～12.0 522～596 281～321

>12.0 596～671 321～361

<8.3 335～410 181～221

Ⅳ-1 17-16-121） 6.0～7.5 415～519 160～200

7.5～9.0 519～623 200～240

>9.0 623～726 240～279

<6.0 311～415 120～160

Ⅳ-2 20-15-101） 6.0～7.5 363～453 155～194

7.5～9.0 453～544 194～233

>9.0 544～635 233～272

<6.0 272～363 117～155

Ⅳ-3 19-15-111） 6.0～8.3 364～500 147～202

8.3～10.5 500～636 202～257

>10.5 636～727 257～294

<6.0 273～364 110～147

　　注：1）指基追结合施肥方式下的配方，基肥施用配方肥，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Ⅰ-1东北冷凉春玉米区于七叶期追施尿素）；

2）指一次性施肥方式下的配方，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配方肥；£配方肥中要求有30%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配

方肥中建议有30%～40%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中可以有30%～40%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 Note: 1） 

Refers to the formula of fertilizers applied as basal and top dressing，where for basal fertilization，formula basal fertilizer was used and 

urea was used in top-dressing at the V12 stage （but top dressing is applied at V7 stage in the cold sub- region in the Northeast China 

（I-1））. 2） Refers to once for all fertilization，either as basal or sidedressing at the seedling stage. £ formula fertilizer should contain 

at least，30% controlled-release coated nitrogen，50～60 d in release duration; & formula fertilizer is recommended to have 30%～40% 

controlled-release coated nitrogen，50～60 d release duration; and § formula fertilizer may have 30%～40% controlled-release coated 

nitrogen，50～60 d release duration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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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可增加15～45 kg hm-2；若为一次性施肥配方

肥，用量可增加135～165 kg hm-2。

同时相关研究表明，高产作物养分需求的显著

特征是开花后氮素需求量增加。例如，孟庆锋［40］

发现玉米花后氮素吸收比例由低产的16%上升至

高产的45%；王宜伦等 ［41］研究也表明，吐丝后

期 超 高 产 夏 玉 米 氮 素 吸 收 累 积 量 占 总 累 积 量 的

40%～48%，在一次性施用条件下，施用缓/控释

氮肥有利于生育后期氮素吸收利用。因此，在生产

上应当注重花后的营养供应，尤其在一次性施肥

下，应通过添加适宜比例的缓控释氮素以保障高产

条件下玉米后期的肥料供应。控释尿素价格一般较

普通尿素要高很多，适当的缓控释尿素添加比例才

能保证肥料成本不至于过高且能够保证效果最佳。

衣文平等［42］研究证明在夏玉米上释放期为60天的

包膜控释尿素占总施氮量30%的经济效益最高。本

研究中，针对一次性施肥方案，在高产条件下，

东北春玉米（>10.5 t hm-2），要求添加30%以上

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西北春玉米区

（>10.5 t hm-2）和华北夏玉米区（>9.8 t hm-2），

建议添加30%～40%释放期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

素；西北春玉米区（>9.0 t hm-2）和华北夏玉米区

（8.3～9.8 t hm-2），可以添加30%～40%释放期

为50～60天的缓控释氮素。在以上依据产量水平进

行调整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方（如大型农场）

还可以根据土壤、植株的测试和营养诊断进一步调

整，将肥料用量控制到最佳，以实现养分供需的时

空一致，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4　结　论

我国玉米12个施肥亚区的氮肥推荐用量平均

为N 181 kg hm-2（N 150～219 kg hm-2），磷肥

推荐用量平均为P2O5 75 kg hm-2（P2O5 46～123  

kg hm-2），钾肥推荐用量平均为K2O 54 kg hm-2

（K2O 30～64 kg hm-2）。区域间养分推荐用量存

在明显差异，反映了区域土壤供肥能力、肥效反应

和产量水平的特异性。根据不同生态区域的养分推

荐用量及气候、栽培和土壤条件的差异确定了12个

施肥亚区的肥料配方，包括12个基追结合施肥下的

配方和4个一次性施肥配方。我国玉米区域大配方

的制定不仅为玉米区域配方生产提供技术支撑，也

为其他相关作物的区域配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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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NPK FERTILIZER RECOMMENDATION AND FERTILIZER FORMULA FOR 
MAIZE PRODUCTION REGIONS IN CHINA

Wu Liangquan1，2　Wu Liang1　Cui Zhenling1　Chen Xinping1†　Zhang Fusuo1

（1 Centre for Resources，Environment and Food Security，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fertilizers，unreasonable in rate and formula，has been the main factor 

limiting maize production. A large number of on-farm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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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the main agro-ecological regions of China，and large volumes of first-hand data were collected for 

analysis in this study to explore region-specific optimal NPK recommendation （including rate and formula） 

in anticipation that the study may provide some technical support to improving the maize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signing region-specific and crop-specific fertilizer. Based on the county’s GIS-
based agricultural statistical database and relevant literature，the maize production areas in China were 

divided into 4 major regions by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production layout and further into 12 fertilization 

sub-regions in light of climatic，crop cultivation，topographic and soil conditions. Meanwhile a total of 

1 752，7 081 and 6 328 groups of on-farm N，P and K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all over the 

maize production areas during 2005-2010，and results and data of the experiments were collected，sorted 

and collated by fertilization sub-region. Then，sub-region-specific recommendation of N rate for maize was 

worked out using the N fertilizer total amount control technique and proper ratios of basal/sidedressing were 

determined in the light of the features and production practices of a region and nutrient demand of the crop；

sub-region-specific recommendation of P rate for maize was，using P building-up and maintenance technique 

and sub-region-specific recommendation of K rate for maize，too，using the technique of yield response to K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technical approach of ‘regional fertilizer formula plus site specific adjustment’，

sub-region-specific fertilizer formula and application technique was designed for all the maize growing 

areas. Northeast China （RegionⅠ） and Northwest China （Region Ⅲ） was quite high in maize yield，

reaching 9.0～10.5 t hm-2，while North China Plain （RegionⅡ） and Southwest China （Region Ⅳ） was 

quite low，being 7.5～8.3 t hm-2. For the 12 sub-regions，the recommended N rates were averaged to be N 

181 kg hm-2，ranging from N 150 kg hm-2 for the cold sub-region in Northeast China （RegionⅠ-1） to N 

219 kg hm-2 for the irrigated oasis sub-region in the Northwest China （RegionⅢ-3）；the recommended 

P rates，P2O5 75 kg hm-2 on average，ranged from P2O5 46 kg hm-2 for the north-central sub-region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RegionⅡ-1） to P2O5 123 kg hm-2 in the irrigated oasis sub-region in the Northwest 

China （RegionⅢ-3）；and the recommended K rates，K2O 54 kg hm-2 on average，ranged from K2O 30 

kg hm-2 for the irrigated oasis sub-region in the Northwest China （RegionⅢ-3） to K2O 64 kg hm-2 for the 

south sub-region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RegionⅡ-2）. For the 12 sub-regions，a total of 16 region-
specific fertilizer formulas were worked out，including 12 formulae with basal plus top-dressing fertilization 

approach and 4 formulae with only basal fertilization application. The regionalization of maize fertilization 

can well reflect the layout of maize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region-specific climatic，topographic，soil and 

relevant crop cultivation conditio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gro-ecological regions in maize 

grain yield and recommended fertilizer rates reflected the specificity of each region in soil fertility，yield 

response to nutrient application and crop nutrient demand. The region-specific fertilizer formulas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gion-specific fertilizer recommend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s well match the 

maize productions in the regions and optimize region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 techniques. These region-specific 

fertilizer formula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optimization of compound fertilizer product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designing regional fertilizer formulas for relevant crops in future. 

Key words　Region；Optimal nutrient rate；Regional fertilizer formula；Site specific adjustment；

Maize

（责任编辑：陈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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