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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米材料�附放�性核素的机理研究

亚热��区水稻气孔臭�通量和产量的响应o�

典型超q细¡降解 DBP途¥及水§酶研究

近年�，�着���FG����，�环K�量恶�，FG面源¤¥7益§�国内�广©ª注。《第一次�

国¤¥源普查�报》́µ，FG面源¤¥已·¸¹国�¤¥º»重要�源。中国¾¸世界�ÁSÂ第一Ã国，�

Á种植面积Ç到0.3亿hm
2
，其Â量占�国粮食ÎÂ40Q。同时，�Á是�肥Ó耗Ã户，�肥管理ØÙ，Ó耗量

Ã，其用�量�占�国FG用�»&0Q~70Q，Û肥量�占20Q~2"Q。�界普遍Ý¸Á田ß磷流â十ä严重，是

造·�ç¤¥»一è重要原因。以往îïÁ田¾¸¤¥源，而ñò了Á田¾¸ôÃB工ö地»ST功能，难以

界定Á田在区ü�ç¤¥中»实�¾用。

¸客观评&Á田ß磷流â"其�¤¥风$和Á田»源、汇功能，探究影响Á田ß磷源汇功能+换»主要行

¸.程，并通.2术4567ß磷流â，实8Á田由源向汇»+j，《�Á主Â区ß磷流â综=防控2术与Â品

研�》p项目编号201&YFD0800"00q¾¸科2部D=FG部E批通.»第一批GFG面源和重金属¤¥F田综

=防治与Jj2术研�”重M专项O一ï于近期QR启动。U项目由中国FG科]VFGW源与FG区划研究

RYZ，D=[京Ã]、[京师范Ã]、上bc通Ã]、中国科]V测量与地球º理研究R、湖[省FG科]V

植保g肥研究Rh有ª单位，针对有ªÁ田ß磷源汇功能»Ý知不o"+换p制争议tÃ»u题，vw东[、

yz流ü和东南{b三Ã�Á优~Â区，以黑龙z、辽宁、湖[、安徽、云南、z西和�zh7省¸研究区ü，以

单季Á、�季Á、�旱轮¾h��Á¾模R¸研究对象，紧��托�国41èÁ田面源¤¥监测站M，通.îM

D网监测与.程模�，系统�µß磷流â、��、�8�律"时空ä异 征，客观评¢Á田ß磷流â对£纳�ç

»¤¥风$，科]界定Á田在区ü�ç¤¥中»¾用，¥¦提8Á田ß磷源汇功能+换理论"由源+汇»实8

路5，¸¹国�Á主Â区ß磷流â防控提©科2ª撑。

项目以Á田ß磷流â"�¤¥风$研究¸基础，以G控源¯汇-控�°±-²控循环-ST´�-智能控制”

¸主线¸行项目设º与2术研究。研究内±包¼Á田ß磷流â"其区ü�¤¥风$、���Á种植模Rß磷控

源¯汇2术、Á田精¾控�°±2术、田-沟-À�量��协同²控与循环利用2术、£¤�ç菌-藻-ÄDS系

统高Æ´�2术和智慧�Á田ß磷流â综=防控2术ç系构建与Ê用hËè方面。研究·果包¼风$评¢模

�、ª键2术"相ªÂ品、�Ð专利、2术Ñ¾Ä案、µ范工程以"相ª论Ôh。

通.Õ项目»实Û，ï系统ÖÐÁ田ß磷流â�律、源汇功能"²控+换p制，客观评¢Á田ß磷流â对

£纳�ç»¤¥风$，科]界定Á田在区ü�ç¤¥中»¾用，¥¦提8Á田ß磷源汇功能+换理论，从源汇

+换Ø度提8Ú�Á田负面影响、强�Á田ö地功能»2术45，提高B们对Á田¾¸B工ö地»ST功能»

Ý识，ß·可à地、可推广»智慧Á田管理2术模R"2术Ñ¾Ä案，â¸�ä高Æ循环利用、节�耕¾栽æ2

术hFG清洁SÂ2术»Ê用，推动g壤æ肥控源、肥ê¯Æ剂"ì/控Û肥h环Kí好�SÂWê»Ê用，相

ª2术、Â品和Ñ¾Ä案可广©Ê用于¹国�ÁÂ区ß磷流â防控，¸W源节�、环Kí好、ST保育�8�F

G建设提©科2ª撑，具有良好»社V、环K和经óÆ益。

p刘õö©稿q

科2部G十三五”FG面源和重金属¤¥F田综=防治与Jj2术研�重M专项

《水稻主产区氮磷流失综§防控技术与产³研发》项¶

正式启动
再SÁ是在�Áûü第一季后，开�Z季þÿ再次种植ûü»一季�Á。在种植一季Á!量有余，而种植

�季Á!量$不o»地区"�季Á区%种一季中Á»Á田��再SÁ，是提高j种&'、¯(Á田单位面积Á

)Â量和经óû入»有Æ措ÛO一。由于¹国经ó��，南方主要Á¾区,动-向{b�Ç地区+�，./,

动-紧0。��再SÁ可以ì解�季Á区G�抢”季节,动-紧0»矛4，5低,动·Õ。因7，再SÁ已89·

¸¹国重要»�Á种植制度O一。:而，由于 殊»栽æ与管理措Û，再SÁÁ田g壤<8»u题是g壤养ä

â²pg壤磷钾含量相对短A，ß相对B余q、再S季g壤CD、茬口期g壤W源浪H、pI�耕¾难h。因7，如

何¸行再SÁÁ田æ肥与耕¾以保LM提高再SÁÁ田g壤肥-和SÂ-是当前再SÁÁ田P需解R研究»

u题。

国S十三五G粮食丰Â¯Æ科22V”重M专项GÁ¾区g壤æ肥与丰Â¯Æ耕¾2术”重M研�专项p编

号/201&YFD0300V00q，围绕¹国�Á主Â区»g壤肥-u题，开�Á田g壤æ肥与耕¾ª键2术Yª。项目Z

Á¾制度 M，ï¹国Á田ä¸j=种养、�季ÁÁ田、�旱轮¾Á田、再SÁÁ田与[方一[Á田hD"Ã

类。项目设]»课题7G再SÁÁ田æ肥与丰Â¯Æ耕¾模R”p编号/2013YFD0300V07q针对当前再SÁÁ田g

壤肥-â衡、g壤CD、g壤W源浪H与pI�耕¾难hu题，以æ育Á田基础肥-¸a心，在湖[、四川、重庆

hÁ¾区开�研究与µ范。通.y期定位f验与田间£控实验，重M研究如下内±/

p1q不同Á¾区再SÁg壤肥-j� 征"其²控45———研究再SÁÁ田g壤肥-j� 征，探Ð其与

�Á需肥、Â量»ª系，以7提8可Lm»²控45n

p2q再SÁÁ田g壤æ肥与耕¾2术———针对以上g壤u题，研究秸p还田2术、Sºæ肥2术、周年耕¾

2术h，建立ST经ó丰Â»Á田æ肥与耕¾»ª键2术，ß·适于再SÁæ肥与丰Â¯Æ耕¾»2术ç系与

�程n

p3q再SÁÁ田g壤æ肥与耕¾»ª键p具选w�"x套———主要针对再SÁpI�难、程度低hu题，

¸行选w相Ê»耕¾与ûüpI，2VpI�耕¾2术n

p4q再SÁÁ田æ肥与丰Â¯Æ耕¾ª键2术»�·与µ范———ï相Êª键2术¸行�·，建立2V模

R，并¸行模R比t与验.，ô{Ã面积推广。

课题研究团队·}�~A中FGÃ]、yzÃ]、四川FG科]Vg壤肥-研究R、重庆FG科]V、中国

FG科]VFGW源与FG区划研究R，课题负责B¸A中FGÃ]W源环K]V�红���与植º科2]

VW·芳副��。研究团队已在湖[、四川、重庆h地开�了Ã量有ª再SÁ高Â高Æ栽æ与g壤æ肥2术»

研究、�·与µ范，建立了y期定位M，部ä研究D果已在中国FG科]、¾º]报、A中FGÃ]h期!上�

�，并ü/一系�专利、��n同时，BC7报、湖[7报对相ª·果¸行了报道。

目前，再SÁ�国单Â不到1800k6·hm
-2
，因7再SÁ具有很Ã»��空间。Õ课题通.研究建立»再SÁ

Á田g壤æ肥与耕¾ª键2术，ï能有Æ地解R再SÁ栽æ.程中88»g壤肥-u题，具有广�»Ê用前

�，可推¸再SÁÂG���。

国»十三五G粮食丰产增À科技Á新”重点专项G稻Æ区土壤培肥与丰产增À耕Æ技术”重点研发专项

再生稻稻田培肥与丰产增À耕ÆÎ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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