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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籽实养分含量丰富： 

每100千克子实吸收的氮素8.1～10.1公斤，磷（P2O5）
1.8～3.0公斤，钾(K2O)2.9～6.3公斤。 

一、大豆需肥特点 



1、大豆是豆科作物，可以自身固氮，但生长前期需要一定的氮素。 
2、大豆对钙、镁、硫的需求较高，需求量一般比磷素高 。 



基肥为主。 

   根据生长需要追施磷钾肥。 

大豆一般用复合肥做基肥时，不再追肥。 

二、大豆施肥原则 



三、撒可富大豆肥 



农业科学技术力量支持 

李家康 林  葆 
（中国农科院） 

常年协作单位 

全年聘请各省市资深专家70余
位，连续聘请至少4年以上。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黑龙江农业科学院 

吉林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与全国近20个科研单位 
和农业院校友好合作进 
行复合肥料的研发、改 
善和肥料效果验证。 

……………………… 

（北京市） 

（黑龙江） 

（北京） 

（吉林） 

（江苏） 

（广东） 

中 阿 化 肥 撒可富全国农化服务中心 

技术开发部 

（集产品研发与肥效验证于一身） 

（国家级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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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化服务与产品保障模式图 



在全国范围内
设立100个左

右固定试验点
进行肥效跟踪 



大田作物专用肥的研发策略 

y = 0.90x + 1974 

R 
2 

 = 0.82 

0 

2 

4 

6 

8 

10 

12 

14 

0 2 4 6 8 10 12 14 

无肥区产量(t/ha) 

施
肥

区
产

量
(t

/h
a

) 

依据大田作物对土壤养分依赖性极大的特点，作物专用肥配方制

订时应同时考虑区域土壤养分供应特征及作物养分需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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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可富大豆肥 

专用肥：15-23-10 

15-20-10 

通用肥：15-15-15 

             16-16-16 

             17-17-17 



施肥品种 15-23-10 试验单位 
黑龙江农垦总局九三科学研

究所 
试验人 

宋喜清 
  

试验地点 九三科研所实验基地 试验时间 
2005 

  

施肥方法 基施 供试作物 
大豆 

  

使用效果 

处理1 
撒可富15-23-10   20公斤/亩。 
  

处理2 
其他复合肥20公斤/亩。 
  

  

不同处理 
亩产量(kg) 增产量(kg) 增产幅度(%) 

  

撒可富 
243 8 3.4 

  

其他复合肥 
235 0 0 



施肥品种 15-23-10 试验单位 
黑龙江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

究所 
试验人 

吴英 
  

试验地点 绥棱县后头乡 试验时间 
2005 

  

施肥方法 基施 供试作物 
大豆 

  

使用效果 
  

处理1 
撒可富15-23-10   17.5公斤/亩。 
  

处理2 
其他复合肥25公斤/亩。 
  

  
不同处理 

亩产量(kg) 增产量(kg) 增产幅度(%) 

  
1 

243 8 3.4 

  
2 

235 0 0 



根据地力和雨水情况，每亩施用撒可富肥
料15-25公斤，可以采用撒施或沟施。 

四、大豆施肥方法 



§ 荚 多。 
 
§ 粒 圆。 
 
§ 抗 旱。 
 
§ 出 油 率 高。  



缺钼：叶片厚而皱，叶色发淡，并出现许多细小的灰褐色斑点，
叶片边缘向上卷曲，呈杯状，而且根上的根瘤数量少、根瘤也小、
生长发育不良，严重降低大豆的产量和品质。 

六、大豆缺素症状 







缺氮：叶小叶黄、茎秆细，子粒瘪。 







缺钾：老叶枯黄，茎秆细弱，抗旱、抗病性差，易倒伏。 



缺磷：叶片暗黑无光泽，叶边缘发紫，根系少，植株矮小。 











倒伏 菌核病 

干旱 菌核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