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服务热线：0536-5253221
2023年1月6日 星期五 责编/刘志梅 美编/李晓梅农资大观 码上看报 码上订报12

“微生物肥料产业要满足农业绿
色发展需求，技术创新跨越是关
键，尤其是新功能菌株选育及其组
合、复合工艺等的突破。”李俊认
为，未来我国微生物肥料产业需要
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技术创新攻关。

首先，应用微生物培养组学、
夹心平板法等新技术手段，筛选获
得新功能菌株，并研究菌株活性保

持技术，从源头上保证产品功效，
如近几年筛选获得的贝莱斯芽孢杆
菌、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阿氏芽
孢杆菌等优良功能菌株，其应用显
著提升了产品的效果。其次，采用
新的组合技术，实现功能菌株组合
功效上的“叠加”与“互补”，在功
能上，可选用促生与防病、腐熟与
防病、土壤修复与促生、连作障碍

消减与促生等组合；在构成上，可
采用细菌与真菌组合，发挥各自的
特点，实现微生物肥料功能的提高
与拓展。同时，复合工艺技术亟须
取得新的突破，将功能菌与氨基
酸、腐植酸等营养物复合化，实现
产品功能的提升与效果的稳定。

此外，还应研究建立微生物肥
料的产品效果评价体系、生态效应

评价体系、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体系
和市场推广体系。以上体系能更好
地评价微生物肥料施用后对土壤生
物效应、化学效应和物理效应影响。

另外，还应研究出台功能菌株
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采用现代
技术建立菌株编码的唯一性系统，
以维护新菌株选育者的权益，达到
产权保护的目标。 来源: 科技日报

长期使用农药化肥对作
物和土壤带来的负面影响给
予了微生物肥料发展的空间。

近年来微生物肥料的需
求量快速上升。据有关数据
统计，2013年，微生物肥料
的年需求量仅为 965 万吨，
到 2020 年已增加到 1500 万
吨，这表明市场对微生物肥
料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在不
断提升。与此同时，微生
物肥料的市场份额也持续
上升。根据农业农村部统
计数据，我国微生物肥料
产品累计登记数量从 2007
年的 149 个增长至 2022 年 2
月的 9990 余个。随着我国
微生物肥料产业的稳定发
展 和 生 产 规 模 的 不 断 壮
大，微生物肥料的应用逐
渐推广开来。据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
村部微生物肥料质检中心
主任李俊介绍，我国微生物
肥料年产量已达到 3000 万

吨，年产值达到400亿元，累
计应用面积超过5亿亩。

微生物肥料产业在我国
迅速发展，与国家的大力支
持分不开。2013年，国务院
发布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将微生物肥料列为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国
家发改委将微生物肥料列为
现代农业优先发展的技术之
一。随着 《化肥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方案》《农药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方案》《开展果菜茶
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
等的实施，以及绿色农用生
物产品高技术产业化专项、
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等项目的
开展，微生物肥料产业驶入
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年，国
家发改委发布的 《“十四
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明
确了功能型微生物等生物技
术在土壤修复中的应用，这
是国家层面对微生物肥料的
再度肯定。

专家预测，在国家政策

强力驱动下，“十四五”以及
今后更长时期，微生物肥料
产业规模每年将以 10%左右
的增速发展，“十四五”末微
生物肥料应用面积可达6亿亩
以上。

微生物肥料迎来重大发
展机遇，也引发了各龙头企
业在该领域的布局。

以该领域的某龙头企业
为例，从2016年起其正式入
局微生物领域，依托雄厚的
科技资源和强大实力，迅速
打通了从研发到产业化的通
道，打造了微生物菌剂和微
生物肥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平
台，重点攻关功能强化菌株
及代谢产物的开发利用。基
础研究上的重拳加码，带来
应用领域的全面开花。“我们
掌握了上百个微生物相关专
利技术资源，拥有目前国内
先进的菌肥耦合技术，建成
了微生物五大产品体系。”公
司微生物产品方向负责人介
绍。

兼具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所谓微生物肥料是通过微生物生命活动，
使农作物得到特定的肥料效应的制品。它能通
过制造营养物质、协助作物吸收营养物质或产
生生长激素来刺激作物生长。广义的微生物肥
料是既含有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又含有微生
物的制品，它可以代替化肥，提供农作物生长
发育所需的各类营养元素。

传统化肥的营养元素只有一种或几种，经
常使用会造成土壤板结，使作物根际微生物群
体单一，易发生病虫害等。

微生物肥料中的有益微生物能产生糖类物
质，与植物黏液、矿物胚体和有机胶体结合
在一起，可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增强土壤
物理性能、减少土壤颗粒的损失。在一定的
条件下，还能参与腐殖质形成，有利于提高
土壤肥力。

此外，微生物肥料还可以将城市生活垃圾
作为原料生产，或将垃圾经处理直接加工成
微生物有机复合肥料；或制成菌种剂向堆肥
厂供应，以加快其发酵过程，缩短堆肥周
期，同时提高堆肥质量及成熟度。国家生物
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博士
生导师杨自文说：“我国每年会产生 40 亿吨
秸秆、粪污及加工有机废弃物，若通过微生
物定向发酵转化利用，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变废为宝、减肥减药。”

需求量和产业规模不断增大

需开展微生物肥料技术攻关

我国微生物肥料年产量已达到3000万吨，年产值达到400亿元，累计应用
面积超过5亿亩。

“微生物菌剂让秸秆变废为宝，节省了将近 20%的化肥农药，这才是我们
急需的好技术。”日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红光乡丰裕村党总支书记于
云波看着眼前的一片片玉米地感慨道。

2022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十八亿亩耕地要实至名归，而且必须是
良田。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科学地使用化肥和植保产品，导致了土
壤酸化、板结、盐渍化、有机质降低、中微量元素失衡、有益微生物菌群缺失等
问题，使得土地越来越“瘦”。正因如此，具有提高土壤肥力，促进作物的生长，
改善农产品的品质，兼具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等诸多优点的微生物肥料正日
益受到关注。

我国微生物肥料年产量
已达到300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