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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物有机肥产业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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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吉林省生物有机肥产业化的现状
、

存在问题与未来的发展趋势
，

指出生物有机肥的发展

应在菌株的多功能和联合菌群的作用机理方面加强研究
，

为产业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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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有机肥的产业化是吉林省农业发展的需要

吉林省地处东北地区中部
，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
，

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

据统计
，

全省现有

耕地 ���
�

�� 万 �时
，

其主要作物生产几乎完全依赖于化肥
，

每年化肥需要量近 ��� 万 �
，

而且农民为盲

目追求产量
，

化肥使用量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

长期以来由于化肥的大量施用
，

产量虽然有所提

高
，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耗费了大量的能源
，

地下水源污染
，

土壤结构变坏
，

土壤保水
、

保肥能力也随

之下降
，

有机质含量以 �
�

���的速度逐年递减
，

土壤微生物区系遭到严重破坏
。

这样不仅造成能源和

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

更重要的是给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危害
。

而且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及生

态环保意识的增强
，

加之农产品面临的全球化市场竞争压力
，

客观上要求农业必须减施化肥
，

增施有

机肥
，

以确保改善生态环境
，

增加食品安全性和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

这样就为研究开

发生物有机肥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

生物有机肥料是以优质肥料型有机质为载体
，

加人多功能微生物活菌制剂
。

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固

氮
、

解磷
、

解钾
、

制造和协助农作物吸收营养
，

还在于通过微生物的生命活动产生的代谢产物腐殖酸以

及生长刺激素等
，

刺激作物生长和拮抗某些病原微生物的致病作用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改善土壤

物理性状
，

增加保肥
、

保水性而培肥土壤
、

增强地力
、

提高作物抗病和抗早能力 �尤其提高农作物品

质
，

如蛋白质
、

糖
、

维生素等的含量
，

而品质的提高比产量的提高更有益处
。

同时国家也制定和完善了

相应的产业政策
，

大力支持和鼓励研究开发生物有机肥
。
����年国家在农业

“
十五

”
规划和 ����年远

景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的战略
，

把生物有机肥生产列人
“
规划

”
和

“

纲要
” ，

并确定吉林省

为
“
生态示范省

” 。

因此
，

适应现代农业生产中绿色农业
、

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
，

提高肥料利用率
、

不污染环境的无公

害生物肥料的研制与产业化将会在吉林省的农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
，

可以实现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的同步提高
。

� 吉林省生物有机肥产业化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 产业化的现状

目前
，

吉林省及东北地区大约有 �� 多个中小规模生物肥生产厂家
。

由于各个厂家的生产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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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及生产工艺的差别
，

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尽相同
。

但经过几年的运作
，

有一部分企业建立了符合

微生物学规律的工业发酵装置
。

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万隆种猪场利用猪粪年产 �万 �生物有机肥

现正在筹建阶段 �德大和皓月分别利用鸡粪和牛粪作成载体
，

生产生物有机肥也正在筹建阶段 �蛟河

市天力绿色菌肥有限公司生产的阿姆斯生物有机肥现正在试验示范阶段
。

但都还没有形成产业化
。

而

且远远满足不了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的需要
。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微肥研究室主持完成的省科技厅项目����复合制剂对玉米增产效果的研究
已于 ����年通过专家鉴定

。

项 目中提到的
“
����

”

植物根圈促生细菌
，

目前为国际微生物研究的热

点
，

并在国内首次推出
。

以它为主体研制的
“

吉新
”
牌高效复合生物肥是新一代环保型绿色无公害农

用肥料
。

主要是根据新型复合生物肥对主要作物
、

蔬菜增产效果的研究及根瘤菌肥料工厂化中试生产

等科研成果
，

以
“

吉新
”

牌复合生物肥为载体组装配套
，

实现生物有机肥料产品的系列化和专用化及其

有效利用
。

该系列产品在吉林省及东北地区的主要作物�玉米
、

水稻
、

大豆�及蔬菜上广泛应用
，

得到农

民的普遍认可
，

取得比较明显增产效果
。

尤其是研究生产的水稻专用菌剂在水稻苗期使用
，

可明显改

善秧苗生长状况
，

促进根系早发快生
、

苗齐苗壮
。

定植到大田缓苗快
，

分秦数增加
，

产量明显提高
。

研

制的水稻专用生物肥
，

不含任何化学成分
，

可与同等投人的化肥产量基本相当
，

米质十分优良
。

研究

生产的玉米专用生物有机肥
，

可以使玉米增产 ��� �泌砂
，

增幅 ���以上
。

同时还能改善作物品质
，

减

少环境污染
，

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而且大豆根瘤菌
、

花生根瘤菌和小
、

绿豆根瘤菌一直

是本研究室的优势菌种
，

目前的研究已达到菌种与豆种的专一性
，

可以解决豆科作物整个发育期 ���

的氮
。

同时又在国内首次推出多个菌种同时混合发酵的新技术和发酵过程空气净化的新工艺
。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微肥研究室组织完成的吉林省科技厅项 目根瘤菌肥料工厂化中试生产也已经

通过专家鉴定
。

在该项 目上提出了一系列根瘤菌肥料生产配方
，

合理的生产工艺
，

为以后生物肥料产

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 存在问题

由于对生物有机肥的应用基础研究不足
，

有些作用机理尚不清楚
，

施人土壤后由于生态条件复

杂
，

加上一些研究手段不能满足跟踪研究的需要
，

生物有机肥或联合菌群作用机理及其有效性还需要

深人研究
。

产品质量不合格
，

新剂型的成熟度和可靠性差
。

主要表现在菌种不纯
、

菌数不够
、

有机物料灭菌不

彻底
、

生产条件和生产工艺落后而导致新剂型的成熟度和可靠性差
。

企业和科研单位缺少合作
，

后续技术支撑力不强
，

产品科技含量低
。

有的企业只靠一二个菌种和

配方就长期生产
，

菌种得不到更新复壮
，

退化严重
。

而且有机物料养分又不多
，

满足不了作物生长发

育需要
。

加之生产工艺落后
，

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下降
，

直接影响应用效果
。

综合我省生物有机肥研究及产业化现状
，

我们认为主要问题是方法单一
、

菌种单一
、

应用作物单

一
。

还没有完全形成产业化
。

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向全面化
、

产业化方向发展
，

这还需政府的大量资金

投人和科研单位的技术支撑
，

才能加大企业生产规模
，

满足绿色
、

安全食品的需要
，

加快农业生态省的

建设步伐
。

� 未来发展趋势

美国等西方国家生物肥料已占到化肥总用量的���以上
。

我国按生物肥占化肥总用量的 ���预

测
，

其市场容量将达到 ���� 万 �
。

我省年用量也将达到 �� 万 �以上
。

但现在我省的生物有机肥产业

还没有完全形成规模化
，

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容量和生产绿色食品的需求
。

因此
，

为适应农业生态省的

要求
，

生物有机肥的研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①由单功能向多功能方面发展 。

我们对微生物肥料的要求不能只限于有无肥效
。

其实
，

根据
“

����
”
的概念

，

此类生物肥料应当兼有改善植物营养
、

刺激生长和抑制病菌等综合功能
。

筛选的菌种

要集营养
、

促生
、

增效和生防等多功能为一体
。

②由无芽抱菌种转向芽抱菌种 。

由于无芽抱杆菌不耐高温和干早
，

抗逆性低
，

制成液剂或吸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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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耐贮存
，

难以进人商品市场
。

因此
，

微生物肥料的发展必然要在剂型上有革新
，

而剂型的革新又

要求菌种更新换代
。

这样才能提高菌种的抗逆性和生物肥料的保质期
。

③根据不同土壤和不同作物研制不同的配方 。

针对吉林省各个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
、

土壤类型和

不同作物研制不同的生物有机肥料
，

使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专一性
，

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

如针对

我省东部地区的白浆土
、

棕壤等主要土类和气候特点
，

应主要接种抗病性强的优势菌种
。

西部地区气

候较干早
，

应选择抗逆性强的芽抱杆菌
。

而且西部地区土壤清薄
，

土著大豆根瘤菌类型较简单
，

以快

生为主
，

固氮活性低
，

那么就可在大豆上选育接种慢生型固氮活性高的大豆根瘤菌
。

但大豆根瘤菌与

寄主之间具有很强的专一性
，

因此
，

菌种的筛选要比豆种的选育超前或同步
，

达到菌种和豆种的最佳

组合
。

中部地区土壤肥沃
，

气候条件较好
，

土著菌种类复杂
，

又很活跃
，

可选育营养
、

抗病和促生的优

势菌群
，

发挥菌株间的协同作用
，

有效促进作物生长
。

如中部地区玉米茎腐病较严重
，

那么就可选育

抗生菌
、

木霉等有效菌群
，

防止玉米茎腐病的发生
，

并增加作物产量和改善品质
。

总之
，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生物有机肥的研制与开发
，

以增产增效和无公害为目标
，

在有效微

生物菌种的选育和联合菌群的应用
、

工业发酵工艺和产品质量方面有所突破
，

使生物有机肥料取得令

人信服的效果
，

必将为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

从发展趋势看
，

生物有机肥的产业化必将给

吉林省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

也是把吉林省建设成为生态示范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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