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肥料是一类含

有特定微生物的活菌制品
,

它的效能无不与此有直接

关系
。

微生物肥料的核心

是特定的有效菌种
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 葛 诚

微生物肥料是指应用于农业生产中

能够获得特定肥料效应的含有特定微生物

活体的制品 这种效应不仅包括了土壤
、

环境及植物营养元素的供应 还包括了其

所产生的代谢产物对植物的有益作用 微

生物肥料现已在我国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

行业

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

发展现状

企业总数和总产量增加迅速
。

 !!∀年

曾估计全国有生产企业  #∃ 家 总产量 % ∃

万口屯 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 我国生产微

生物肥料企业总数可能超过 &∋( 家
,

总产

量超过 ∀∃∃ 万吨
。

全国除了西藏以外
,

其

余省 )市 ∗ 均有生产企业
,

但数+ 和分布

不均衡
。

企业的组成仍在
“

洗牌
’‘

一些企

业经营不善退出 又有新的企业上马
。

产品种类发展较快 使用菌种扩大很

多
。

根据对当前微生物肥料行业生产品种

的不完全统计
,

已经投入生产和正在研发

过程的品种分为两大类
,

一类为微生物发

酵扩培为主的菌剂类
,

其中包括根瘤菌及

固氮菌剂
、

解磷细 )真 ∗ 菌菌剂
、

硅酸盐

菌剂
、

促生菌剂
、

有机物料 )秸秆 ∗ 腐熟

剂
、

放线菌菌剂
‘

光合细菌菌剂
、

菌根真

菌制剂
、

厌氧菌制剂
、

土壤 )水体 − 修复

剂等等
。

另一类为微生物制剂与营养物质

)有
、

无机 ∗复配的生物有机肥或生物有机

无机肥料类
。

产品中所使用的菌种早已突

破过去的种类少
、

组合单一的模式 据不

完全统计已达 .∃ 种以上
。

无序生产和质量低劣得到规范管理
。

自 !!/年起纳入生产资料登记管理范围以

来
,

无序生产和产品质量低劣的状况得到

很大程度的遏制
。

截止 #∃∃ ∃ 年末 已有0.∃

个产品获临时登记 其中转正产品  ∃! 个
。

企业的登记意识和质+ 意识大大增强
。

农

业部在实施登记管理过程中不断提高管

理
、

服务意识和水平
,

加大了平时的监督

抽查 使得登记管理更加规范和合理
。

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应用效果明显
。

近几年新发展了一批高起点的企业 无论

是设备
、

工艺还是人员的素质均有了较大

的进步 表现在产品质量意识日渐深入人
,

臼
,

按年抽检的产品合格率逐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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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应用效果稳定
,

尤其是在经济作物和

绿色食品的生产中
,

微生物肥料对于农产

品质+ 的提升作用明显 #∃ ∃ 0 年在无锡

举行的第#届全国微生物肥料生产应用及

技术研讨会上
,

大量的论文充分证 明了这

2 占

企业的素质提高较快
,

创新意识增

强
。

不少企业对于行业及自身的技术和

产品创新的认识增强 一批企业组建了

自己的实验研发机构
,

还有的企业加强

了与科研机构
、

高等院校的合作 在引进

新技术方面给予相当的关注
。

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已经组建的省 )市 ∗级工程技术

中心
,

如河北省的根瘤菌产品工程技术

中心
、

河南省农业微生物产品工程技术

中心
、

北京市微生物肥料企业联盟及其

研发平台
,

以及正在筹建中的一些工程

技术中心在今后行业创新发展中将起到

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

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促进了行业发

展
。

 ! ! % 年仅 出台了  个行业标准

)3丫## 4 一  !!% ∗
,

对于引导和规范行业的发

展显然是不够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 现已

正式出台 4 个标准
,

正在制订和酝酿的标

准还有约  4 个
,

不仅有产品标准 还有生

产规程
、

产品包装标识标准
、

使用菌种的

分级安全管理标准
、

微生物肥料术语标

准
、

培养基制备技术条件标准等
。

初步形

成了微生物肥料标准体系
,

对于行业的技

术进步将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

不仅如此

企业在参与制订标准的工作中给予了足够

的重视
。

才培养
。

其二 营造行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

作

为涉农且本身又是弱势行业 在税收
、

运

输等方面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优惠
。

其三
,

加强行业的自律 推动联合 走

好现代化企业的协调发展之路
。

其四 积极发展个性化产品
,

注意发

展针对不同地区
、

不同肥力水平和不同作

物的专用产品 倡导生产菌种的
“

菌株

化
“

改变产品重微生物数量
、

轻质量的格

局
,

向数量
、

质+ 并重发展
。

其五 培育名牌 积极和实事求是地

做好产品应用的科普工作 做好广大农民

用户使用的培训 指导和意见反馈
。

杜绝

虚假
、

误导甚至欺诈的广告宣传
。

微生物肥料的特点

和正确使用

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

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微生物肥料行业在我国是一个正在

发展的又相对是一个弱势行业 它的存在

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也是农产品质

+ 安全生产的需要
。

由于长期科研滞后

技术支摔不足 加上一些其他方面的制

约 要使其健康
、

持续发展 仍有不少问

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其一 从整体上改变科研滞后的格

局 加强企业的技术引进和嫁接工作
,

建

设好各级
、

各类工程技术中心 把行业的

技术和产品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战略
。

同

时做好管理
、

技术和市场营销方面的人

微生物肥料是一类含有特定微生物的

活菌制品
,

它的效能无不与此有直接关

系 广大用户在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
,

所使用的产品应是在农业部获得临时

或正式登记的产品 需核对登记证号
、

时

间
。

提倡使用在当地做过试验的
、

已有一

定推广年限的产品 新引进的产品最好按

试验一示范一推广的程序进行
。

微生物肥料的核心是制品中特定的有

效的活微生物
。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此

类产品的有效活菌数都有具体的规定 有

效活菌数降到一定数最时
,

它的作用也就

没有了
。

除了活菌数最以外 还应有不同

微生物特有的活性指标 目前有关活性指

标尚在探索中 用什么样的指标
,

多大的

数字量化需要研究
、

试验
、

验证
。

我国现

行的微生物肥料标准对各种微生物肥料产

品均规定了相应的活菌含量
。

微生物肥料是一类农用活菌制剂 从

生产到使用都要注意给产品中微生物一个

合适的生存环境
。

主要是水分
、

56 温度
、

载体中残糖含量
、

包装材料等等
。

产品中

水分含量过高易滋生霉菌 一些用于拌种

的接种剂产品播种时应用 当遇到低温种

子萌发延迟时 过多的琢菌常可造成种子

的霉烂 导致缺苗断垄
。

温度过高 )如长

时间在0∀ ℃以上 ∗可致产品中微生物数量

减少 产品冻融或反复冻融也是造成产品

中数量剧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

微生物肥料作为活菌制剂有一个有效

期问题
。

此类产品刚生产出来时活菌含量

较高 随着保存时间和不同的运输
、

保存

条件的变化 产品中的有效微生物数量逐

步减少
,

当减到一定数量时 其有效作用

显示不出来 我们通常认为的失效
,

就是

这个意思
。

因此
,

规定产品的有效期与正

确使用意义重大
。

不同的微生物肥料的有

效期是不同的
。

使用者一方面要注意在有

效期内使用 另一方面注意维持微生物生

命活动的必要条件
。

当然 也有个别企业

为了销售利益在无根据的情况下 把有效

期标注过长
。

注意适用作物和适用地区 是保证微

生物肥料有效作用的重要方面
。

这个问题

多年来解决得并不好
。

一个倾向是生产企

业过分夸大使用效果
、

适用作物和适用地

区
。

例如有的产品宣传适用于一切作物
、

适用于一切地区等等
。

虽然不能否认 产

品中的某个微生物可能是
“

广谱
‘ ’

性菌种

)但许多并非如此 ∗ 但也必须看到 我国

国土面积大 土壤类型多 肥力状况差异

极大 作物种类多
,

品种更迭快 一种微

生物肥料是否适用于本地区 各地推广部

门应该做规范的田间试验
、

示范
。

另外
,

生

产菌种的获得毕竟是从某一局部分离得到

或按某种针对性筛选出来的
,

从北京地区

某处分离得到的菌株不见得既适应黑龙江

省又适应海南省
。

过去曾有一个产品 不

问地区
、

不问作物
、

遍地开花 后来销声

匿迹了
。

我们提倡有针对性的选育生产菌

种 例如针对碱性土壤
、

酸性土壤的菌种
,

或是针对某特定的作物的菌种
,

当前在这

方面差距比较大
,

要逐步往这方面发展
。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使用者在用前并不十分

注意
,

就曾有将大豆根瘤菌菌剂用于小

麦
、

玉米的情况
。

施用技术上的问题
。

微生物肥料使用

时一定勿使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以免紫

外线杀死肥料中的微生物
。

配伍禁忌是另

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有的产品不宜与化

肥混施 尤其是一些与固氮有关的微生物

肥料不宜与化学氮肥混施
。

杀菌剂不能与

各种微生物肥料混用 以免杀死其中的有

效菌
。

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

提及这些问题

是关系到正确
、

科学地使用微生物肥料

以得到最大的收益
。

其实
,

任何一种肥料

都有一个正确
、

合理
、

科学的使用问题 切

忌怕麻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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