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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行，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做
土壤检测和数据分析，还要学会跟农民
打交道。”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见到海南
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以下简称省农科院土壤所）副所长张
冬明时，他刚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一次外业调查任务回到海口。留着寸
头的他，皮肤晒得黝黑，脚上的黑色皮
鞋侧面已被磨白。

外业调查，即野外作业，通过挖掘
土壤剖面、采集土壤样品等方法了解土
壤现状。张冬明从事土壤科研工作已
经10多年，多走出实验室和农民打交
道，是他在田间地头总结出来
的肺腑之言。

张冬明今年42岁，是江西井
冈山人。从小跟着父母犁地、育
秧、插秧、割稻子，在农田里摸爬
滚打，让他对老家的那片红土地
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2006年
秋天，张冬明进入海南大学攻读
硕士研究生，开始与海南的土壤
打交道。

“海南的土壤类型十分丰富，
我们在户外经常会遇到不同颜
色、不同粗细、不同厚度、不同形
状的土壤。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差
别不大，实际上‘性格’迥异，这让
我很兴奋。”张冬明介绍，除了常
见的砖红壤、赤红壤、水稻土等，
海南还有一些“小众”的自然土
壤，比如燥红土、滨海沙土、新积
土、火山灰土。这些各具特色的
土壤，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

虽然海南一年中的大部分时
间气温偏高，张冬明仍喜欢顶着烈
日下乡。从读研究生，到入职省农
科院土壤所，为了做好土壤科研工
作，他几乎跑遍了海南所有乡镇。

如何当好一名“土”专家？脚

踏实“地”，是他总结的第一条经
验。几年前，省农科院土壤所牵
头策划了海南省重大研发专项
——海南耕地改良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其中的海水倒灌农田土
壤盐渍化监测评价与修复项目由
该所承担，主要实施地点为文昌
市铺前镇和罗豆农场。有一次，
张冬明去罗豆农场开展土壤盐渍
化改良剂筛选试验，到达目的地
后，他把鞋一脱，裤腿一卷，光着
脚从车上跳下来，直接走进了田
里。“这把当地的一位农民吓了一
跳，他说你下去干嘛？”张冬明连
忙招招手解释，“我要下去布置试
验呀，带你们一起规划试验小
区”。后来，那位农民告诉他，以
前也有一些单位的科研人员到当
地田间做试验，但很少看到科研
人员光脚下地。

“我跟这位老乡说，这不是很
正常吗，我是玩泥巴长大的，以前
放暑假的时候和父母一起收割水
稻，就是光脚下田。对我来说，这
样做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张冬明
回忆说。

关键词：做科研 | 脚踏实“地”，探索土壤奥秘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灌溉与
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技术，通过
灌溉系统同时给作物施肥浇水，
能够产生节水节肥、省工省力、
减少病害发生频次、培肥改良土
壤等效果。近年来，省农科院土
壤所通过设立示范点、举办现场
观摩会等方式，推广应用水肥一
体化技术，张冬明积极参与相关
工作。

说一百次，不如示范一次，
这是他收获的第三条经验。

“都说水肥一体化效果好，
节水节肥，到底能节省多少？”张
冬明笑着说，过去，一些种植户
直接问他们这个问题，没人能答
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手里缺乏
来自田间地头的第一手数据。

为了摸清水肥一体化节水
节肥的效果，张冬明和同事主动
站了出来，他们带着几个科研助
理，自筹经费来到澄迈瑞溪镇罗
浮洋进行试验，几经曲折找到了
合作农户李大哥。李大哥提出：
如果因试验造成农田减产，须照
价赔偿。科研人员商讨后，点头
答应，于是试验应用简易水肥一
体化技术的辣椒种植项目正式
落地。试验开始后，李大哥面上
很配合，但态度一直不是很积
极。直到看到辣椒挂满枝头，他
才说出了当初心头的疑虑——

“这些搞科研的能种好地吗？”
最后的试验结果超出了所

有人的预料。“应用水肥一体化
技术，显著减少水和肥的使用
量，大约减少了三成到七成，而
且管道等设备成本低，还可以重
复使用。”张冬明说，这样的效果
让李大哥感到十分惊讶，他和同
事很振奋。

其他农户看到效果后，尽管
仍不是百分之一百相信，但有几
个人愿意尝试应用水肥一体化技
术。到了第三年，这项技术已在
罗浮洋大面积推广。2023年底，
澄迈有关部门反馈，罗浮洋已有
1万多亩农田应用水肥一体化技
术。

“很多时候，农户需要你带
着他干，做给他看，苦口婆心劝
说一百次，不如示范一次起的作
用大。”张冬明说，借开展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的机会，他和同事
将把更多科学种地的理念和技
术传向田间地头。

关键词：水肥一体化 |
“说一百次，不如示范一次”

土壤科普工作难做，必须有
耐心，这是张冬明总结的第二条
经验。

“这块田世世代代都在种，为
什么要做土壤检测？”

“种地施肥，你们不懂。”
“我们这样子施肥都多少年

了，别人都是这样施，你说得不
对。”

……
这些年去基层调研，张冬明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研究土壤，是为了更好地利

用土壤。科研人员在帮助农户实
现高产稳产目标的同时，也会适时
引导农户保护耕地。“有时候，不是
你说得对，别人就会听你的。”张冬
明还记得几年前去三亚做农业污
染源普查典型地块的农药、肥料使
用情况调查时的场景。他在向种
植户了解施肥情况时，多次提到不
宜过量使用肥料。让他尴尬的是，
很多种植户对他的建议不以为然，
有些人直接反驳他。

氮长叶，磷促花，钾长根，氮、
磷、钾是农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必
需的三大营养元素。为了让农作
物高产，种植户一般会购买含有

氮、磷、钾三种元素的化肥（即三元
复合肥）施用于农田。三元复合肥
是市面上销量最大的化肥之一。

但长期以来，部分种植户存
在一个认识误区：认为施肥越多
效果越好。个别种植户不惜成
本，在农田里施用大量复合肥，导
致土壤中的磷等元素含量处于极
丰富水平，破坏了土壤生态。

“种植户更关注的是产量，为
了不减产，宁愿多施肥，让他们立
刻改变这种理念或者说是习惯，
挺难的！”张冬明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做土壤科普工作，得有耐心，
一遍一遍地去讲解、劝说，持之以
恒。另外，科研工作者应该拿数
据说话，让种植户真真切切看到
按需施肥、科学施肥的好处。

那次从三亚回来后，张冬明
没有气馁。后来，每次下乡，他都
会带着提前整理好的数据，耐心
向农户解释为什么要科学施肥，
如何精准施肥。令张冬明感到欣
喜的是，经过科研工作者、基层农
技服务人员的努力，近两三年越
来越多的海南农户调整了施肥模
式，减施化肥、精准施肥的理念得
到了广泛传播。

关键词：土壤科普 | 带着数据，一遍遍耐心讲解

东方市江边乡老村附近的田野。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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