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近年来由于化肥的长期过量使用，造

成土壤有机质减少和土壤微生物菌群多样性及其

功能降低。因此，研究和开发生物有机肥成了必然。
生物有机肥是最近几年在微生物技术发展及有机

肥的商品化使用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新型肥料，它

既不是传统的有机肥，也不是单纯的菌肥，是二者

的有机结合体，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中可持续发展

资源，它是以自然中的有机物为基质和载体，加入

适量的无机元素，然后科学性地加入有利于土壤结

构、作物吸收、元素释放等有益微生物，经特殊工艺

加工而成的。其有机质载体大多为作物秸秆、草碳、
禽畜粪、生活垃圾等有机废弃物。所含微生物大致

为分解菌、固氮菌、解磷菌和解钾菌等。生物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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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除了含有较高的有机质外，还含有具有特定功

能的微生物，这是此类产品的特点。

1 生物有机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1.1 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

生物有机肥有效地克服了化肥养分单一，供

肥不平衡的毛病，注重生物、有机与无机相结合

的养分互动互补作用，施用后既可提高作物产

量，也可有效改善作物品质，提高农产品的安全

性。生物有机肥营养物质释放缓慢，以氮素营养

而言多以 NH4
+ 或氨基酸形式供给植物，进入植

物细胞后无需消耗大量能量和植物光合作用产

物，如糖分和有机酸等，直接参与植物细胞物质

的合成，故植物生长快，积累的糖分等物质多，农

产品质量好，且很少有硝酸盐等有害物质污染[1]。在
巴戟天的种植中应用生物有机肥，巴戟天的有效成

分甲基异茜草素 - 1- 甲醚、醇溶性糖及多糖均有

文章编号：1003- 8701(2009)03- 0028- 02

生物有机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及发展趋势

侯云鹏 1，秦裕波 1，尹彩侠 1，张 宽 1，
何亚荣 2，王秀芳 1，谢佳贵 1*

(1.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中心，长春 130033；2.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吉林 榆树 130400)

摘 要：本文叙述了生物有机肥在提高作物产量和改善农产品品质，改良土壤和提高土壤肥力以及减少

植物病虫害的发生，降低环境污染等方面的作用,阐明了生物有机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简单探讨了生物

有机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生物有机肥；作物品质；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S144 文献标识码：A

The Role of Bio-organic Fertilizer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ts Developing Trends

HOUYun- peng1, QINYu- bo1, YIN Cai- xia1, ZHANG kuan1, HE Ya- rong2, WANGXiu- fang1, XIE Jia- gui1*
(1.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130124; 2.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of Yushu City,

Yushu 130400，China)
Abstract: The role of bio- organic fertilizer in increasing yield and improve quality, improving soil and

raising soil fertility and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plant diseases,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s
described in the paper. Problems existed in researches on bio- organic fertilizers were pointed out, and
developing trends of bio- organic fertilizers was discussed briefly.

Keywords: Bio- organic fertilizer; Crop quality; Developing trend

吉林农业科学 2009,34（3）：28-29，64 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10.16423/j.cnki.1003-8701.2009.03.003



不同程度的增加 [2]。安徽省土肥总站经过几年的有

机肥试验、示范表明，西瓜施用有机肥比不施用有机

肥的甜度高 4～5 个百分点，梨子糖分比不施有机肥

的高 5～6 个百分点，且纤维素少，爽甜可口，酸度

小。据利用麒丰牌生物有机肥试验也表明:在蔬菜上

施用生物有机肥可使菜苔中的硝酸盐含量下降

40%，重金属汞、镉、铅的含量依次下降 26.9%、
83.9%、9.19%，同时还可提高黄瓜、西红柿等果蔬糖

酸比。良好品质的食品为人类的健康提供了保证，

使得劳动力资源又得到了可持续利用[3]。
1.2 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基础，直接影响着

土壤的保肥性、保水性、缓冲性和通气状况等 [4]。
土壤施入生物有机肥后可以大量增加土壤有机质

含量，有机质经微生物分解后形成腐殖酸，其主要

成分是胡敏酸。它可以使松散的土壤单粒胶结成

土壤团聚体，使土壤容重变小，孔隙度增大，易于

截留吸附渗入土壤中的水分和释放出的营养元素

离子，使有效养分元素不易被固定。另外，由于生

物有机肥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活体，施入土壤后，

使得土壤中微生物量、土壤酶活性显著增加，促进

土壤难溶性矿物质养分的释放，同时有些微生物

能分泌植物激素从而促进作物生长，有些真菌还

能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质，释放出糖类，促进固氮

菌的生长，进一步提高了土壤养分有效性，而随着

有益微生物增加。这样由于土壤的保肥、保水性能

得到加强，从而提高了土壤肥力。
有机质经微生物分解，缩合成新的腐殖质，它

能与土壤中的黏土及钙离子结合，形成有机无机

复合体，促进土壤结构改良，降低土壤容重，从而

可以协调土壤中水、肥、气、热的矛盾，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
1.3 减少或降低植物病虫害的发生

生物有机肥具有改善土壤生态环境及土壤微

生物区系的作用，在减少作物病虫害发生方面发

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在生物有机肥中

含有多种非病原微生物菌群，生物有机肥进入土

壤后，有益菌在根际大量繁殖，在植物根系区形成

优质种群。从而抑制根际病原菌的繁殖。而且能刺

激作物生长，使其根系发达，促进叶绿素、蛋白质

和核酸的合成，提高作物的抗逆性[5]。
1.4 降低环境污染

目前，我国的化肥施用量逐年上升，这些施入

土壤中的化肥除供给作物正常生长外，大部分通

过雨水冲刷流失于水中或大气中，导致土壤和农

产品的重金属污染、水体的富营养化，直接威胁到

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生物有机肥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化肥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从而为改善环境，

实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2 生物有机肥的未来发展趋势

目前世界各国均十分关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正在加大生物肥料和有机肥料的开发、生产及

应用力度。美国等西方国家生物肥料已占到化肥总

用量的 40%以上。而我国按生物肥占化肥总用量的

10%预测，其市场容量只达到 1 400 万 t。远远不能

满足市场容量和生产绿色食品的需求。为了适应农

业生态的要求，生物有机肥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2.1 由单一菌种向复合菌种方面发展

豆科作物接种根瘤菌只选用相应接种族的根

瘤菌种，但是，由于生物有机肥肥料的肥效并非单

一功能作用的结果，以后必须发展到多种菌的复

合。目前，国内生物有机肥肥料多趋向于将固氮

菌、磷细菌和钾细菌复合在一起施用，使得生物有

机肥肥料能同时供应氮、磷、钾营养元素。
2.2 由单功能向多功能方面发展

生物有机肥由于其微生物活动的特性，必将在

微生物种群繁殖生长的同时向作物根际分泌一些次

生代谢产物，而其中的一些次生代谢产物具有改善

植物营养、刺激生长和抑制病菌等综合功能。许多微

生物的功能也不是单一的，因此，生物有机肥肥料

将向功效的多样化发展，除要求应有的肥效外，还应

开发兼有防治土传病害作用的生物肥料。
2.3 由无芽孢菌转向芽孢菌种

由于无芽孢杆菌不耐高温和干燥，在剂型上

只能以液体剂或将其吸附在基质 (如草炭或蛭石

等)中制成接种剂，以便存储和运输。无芽孢菌抗

逆性差，制成液体剂或吸附剂不耐存储，难以进入

商品渠道。因此，生物有机肥今后的发展必然在剂

型上有所革新，要求菌种更新换代，即应选用抗逆

性高、存储时间长的芽孢杆菌属。
2.4 根据不同土壤和不同作物研制不同的配方

针对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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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气

候较干旱的地区，应选择抗逆性强的芽孢杆菌。土

壤肥沃的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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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相信，生物肥料、有机肥料将逐渐(下转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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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9 页) 成为肥料行业生产和农资消费的热点，

从而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产业化创造良好条件。通过

有益微生物的处理将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有机废

弃物转变成生物有机肥，使之无害化、资源化，解决了

种植、养殖业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增加了畜禽产品的附

加值，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同时，秸秆通过非病原微生

物作用还田具有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物理

性状，增加土壤微生物，使土壤变得松疏易于耕种，减

少病虫草害的发生。正确使用生物有机肥，可以提高农

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具有很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因此，生物有机肥工厂化生产对畜禽养殖业、肥料加工

和种植业都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农

业生产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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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3 页 ) 在接蜂 36 h 后取到的寄生卵样本

中，没有未寄生的空瘪卵现象，但在预蛹后期调查

寄生率时，发现此时卵的内容物较多都化成水状，

最后调查寄生率时随接蜂时间增加略有下降，是

因为蜂种长时间产卵带入空气中的病菌，还是因

为单卵头数过多出现生存竞争，最终不能发育成

赤眼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由于本实验只是在(26±1)℃、相对湿度 80%

±5%, 寄主卵与蜂种比为 14∶1 的条件下繁殖的，

并且只是 TC 螟黄赤眼蜂品系得出的结论，故在

实际生产和应用中还应考虑不同的品系、接蜂温

度、湿度、接蜂倍数等综合因素，以最小的投入换

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实验初步明确接蜂时间对赤眼蜂的繁殖会

产生影响，找出繁殖该蜂比较适宜的接蜂时间，但

还没从根本上解决螟黄赤眼蜂在柞蚕卵上寄生率

低的问题，今后还应在种下遗传分化和蜂种选育

方面做进一步研究，选育出更适宜柞蚕卵繁殖的

螟黄赤眼蜂品系，以实现工厂化大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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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0 页) 而且该方法可更好地保持蛋白质的

活性，可作为提取功能蛋白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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