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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型
’

微
·

生 物 肥 料
O梁玉静 王凤岐

“
民以食为天

” ,

人类依靠农

业取得食物来源
,

而农作物是靠

农 田土壤中氮 ( N )
、

磷 ( P )
、

钾

( K ) 营养元素才能生长
。

化肥对

农业增产增收起着重要作用
,

但

长期大量使用化肥
,

不仅破坏土

壤结构使土壤板结
,

而且还会污

染环境
。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和环境保护 日益被人们重视
,

对化学肥料必须合理施用
,

将有

机
、

无机肥料配合施用
,

大力提

倡和发展生物肥料
。

中 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土肥

所
,

以高科技为先导
,

将有机肥

源经过消毒处理后加入发酵工程

培养的有益菌类和无机物
,

组合

成有机
、

无机和微生物复合生物

肥料
。

此种肥料具有壮苗
、

长效
、

改土
、

肥 田
、

防病和环保等综合

功能
,

是今后肥料发展的新方向
。

一
、

新型生物肥料的研制原

理

生物肥料是根据土壤学关于

土壤是无机物
、

有机物和微生物

三大组成相互作用密切联系的生

态系统理论
,

以及现代
“
有机农

业
”

的基本概念而研制的
。

土壤是农作物发育的基地
,

土壤中的矿物质既是植物生长的

基质又是植物无机营养的主要来

源
。

有机质是土壤供肥
、

保肥的重

要物质基础
,

又是形成土壤团粒

结构和 防止土壤板结的必要成

份
。

微生物是土壤中活的有机体
,

3 4

是转化土壤肥力不可缺少的活性

物质
。

土壤矿物
、

有机质和微生物

三者之间的关系
,

就好像动物的

骨架
、

肌肉和血球的关系
,

而微

生物是其 中最活跃的部分
。

土壤

微生物的活动直接参与土壤物质

和能量的转化
、

腐殖质的形成和

分解
、

养分释放
、

氮素固定等等

重要的土 壤肥力形成和发育过

程
。

因此
,

向土壤中增加有益微生

物 (包括有固氮
、

分解磷钾矿物

和刺激生长
、

抗病防病功能的菌

类 ) 数量
,

也即会增强土壤微生

物活性
,

从而提高了土壤的肥力
。

在生物肥料中由于含有大量有机

物可供有益菌类生长繁殖
,

因而

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作物根际有益

菌类的活性
,

这就是施用生物肥

料可提高肥力的科学原理
。

1
.

生物肥料中生物固氮的提

供— 固氮菌类

氮素是作物生长必需的主要

营养元素
,

是组成蛋白质的主要

成份
。

化学肥料中的氮肥 (硝酸

钱
、

尿素
、

磷铁
、

碳按等 ) 是依

靠其本身的养分含量来供给作物

生长所需要氮素的
,

而生物菌肥

提供的氮素
,

来源于肥料中所含

的有益微生物— 固氮微生物
,

它能够直接吸收利用氮气 (空气

中约含 80 %的氮气
,

每公顷土地

上空有氮气 3
.

5万吨 ) 作养料
,

即

将分子态氮先还原为氨
,

再转化

成氨基酸和蛋白质
。

新型生物肥

料中所选用的固氮菌是在总结国

内外固氮微生物菌种的基础上
,

根据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的生理特

点
,

经过反复试验
,

精心分离选

育的特殊性能的菌种
,

它具有抗

逆性强
,

耐干燥
、

耐氨
、

耐高温

特性
,

干燥储存
,

长期存活
。

固氮

能力强
,

固氮酶活性高
。

2
.

生物肥料中生物磷素的供

给— 磷细菌

磷是庄稼生长不可缺少的重

要元素之一
,

土壤中含磷多
,

作

物就长得旺盛
,

子实就饱满
,

产

量也就越高
。

土壤中含有的磷
,

大部分为

不溶性的有机态磷
; 另一方面所

施用的磷肥 (过磷酸钙
、

磷酸一

按等 ) 虽具有速效作用
,

但很容

易被土壤中钙
、

铁等金属离子固

定
,

变成难溶性的磷酸盐类
,

这

两种状 态的磷不易被庄稼直接吸

收
。

磷细菌具有矿化有机磷和分

解无机磷化物的作用
,

土壤中含

有丰富的含磷矿物和含磷有机
-

物
,

通过磷细菌的分解作用即使

不施用磷肥也能很好地改善植物

的磷素营养
。

生物肥料 中所含的 1P 01 菌

就是解磷微生物
,

它具有较强的

分解有机磷的作用
,

由于这种菌

的作用
,

增加了可给态磷的含量
,

同时也 改善了农作物 的磷素营

养
,

因而提高了产量
。

P 10 1磷细

菌为有芽抱菌类
,

抗逆性强
,

耐

干燥和高温
,

兼有分解有机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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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磷的能力
。

3
.

生物肥料中钾元素的供给

— 钾细菌 (多效菌 )

土壤 中含有 丰富的钾矿物
,

如
:

甲长石和云母等硅酸盐矿物
,

它们并不能为植物直接利用
,

但

钾细菌具有一种特殊性能
,

它能

分解这些化学上极稳定的矿物
,

把其中对农作物 有用的 K 素释

放出来
,

生物肥料中 K 90 8菌属于

此类菌
,

但 K 9 08 不同于一般的钾

细菌
,

它是经过分离选育又经遗

传改选后得到的一种具有特殊性

能的细菌
,

它既能从空气中固定

氮素
,

在农作物根际土壤中制造

氮肥
,

又能分解土壤中磷钾矿物
,

还能增强多种农作物抗病防病能

力
,

因此
,

又称 K 90 8菌为多效菌
。

此种菌另一特性是 能产生 芽抱
,

可耐受 6 0℃ 温度和干燥
,

制成干

菌粉及拌种剂可长期保存
,

并具

有较好的耐氨性
,

与化肥混合也

能存活
。

二
、

新型生物肥料的研制技

术和工艺流程

新型生物肥料是以土壤有益

微生物 (包括有固氮
、

分解磷钾

矿物和刺激生长
、

抗病防病功能

的菌类 )为核心活性肥源及有机
、

无机物质和微量元素为基质和载

体组成的复 合生物的活性肥料
。

其中微生物核心部分和基质载体

可根据不同地区
、

不同肥力土壤

条件因地制宜组配
,

例如
,

我国

土壤普遍缺氮即以固氮菌类为核

心
,

缺磷
、

缺钾地 区配加磷细菌
、

钾细菌
,

有土壤病 菌为害的地区

可加入抗病固氮菌等等制成多种

剂型的专用生物肥
。

新型生物肥料 中的有机物基

质和载体也是因地制宜选用城乡

富含有机质废物
,

如草炭
、

塘泥
、

河泥
、

禽畜粪
、

酒 厂糖厂废渣
、

沼

气池有机肥等为基质
,

经高温杀

菌后加入微生物母剂
,

制成粉剂

或颗粒肥料
。

这种生物肥料中有

效菌 (包括固氮菌
、

磷细菌
、

钾

细菌 ) 总数大于 2亿 /克 (平板计

数法 )
,

其它指标也完全符合国家
“

微生物肥料产品质量标准中复合

菌肥料质量技术标准
。

(见下表)
。

三
、

生物肥料的肥效
:

微生物肥料可以用作蘸根
、

拌种和大田基肥
,

拌种或蘸根与

底肥结合使用效果更好
。

自 1 9 9 1

年起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

辽宁

省锦州市
、

锦西市
、

河北省秦皇

岛市
、

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县等地

大田对比试验及大面积施用
,

经

与尿素
、

磷按等对比试验证明
,

生

物肥料的肥效显著
,

用作拌种肥
,

每亩用 1公斤只需 2元左右
,

能增

产粮食 10 %左右
。

用作基肥
,

专专讨书泛泛
液 体菌剂剂 固体菌剂剂 领杜 菌荆荆

111
.

外观观 无异哭味液体体 黑揭色或褐色色 拉径径

222
.

有效活 菌数数 》 5亿个 /毫升升 粉状
、

湿润
、

松散散 2
.

5一 4
.

5毫米米

根根瘤菌肥并类类 ) 10 亿个 /毫升升 ) 1亿个 /克克 ) 1亿个 /克克
慢慢生根瘤 菌菌 ) 5亿个 /毫升升 ) 2亿个 /克克 ) 1亿个 /克克
快快生根瘤菌菌 ) 10 亿个 /毫升升 ) 1亿个 /克克 ) 1亿个 /克克
固固氮菌肥料类类 要 5亿个 /毫升升 ) 2亿个 /克克 ) 2亿个 /克克
硅硅酸 盐细菌肥歼类类 ) 15 亿个 /毫升升 ) 1亿个 /克克 ) 1亿个 /克克

磷磷细 菌肥料类类 5
.

5~ 777 ) 3亿个 /克克 < 1 0%%%
有有机 磷细菌菌 ( 5 %%% ) 2亿个 /克克 ) 2 5%%%
无无机磷细 菌菌菌 2 0% 一 3 5%%% 6

.

0 ~ 7
.

555

复复合 菌肥料类类类 80 目目 簇 2 0 %%%
333

.

水分分分 ) 2 0%%%%%
444

.

细度度度 6
.

0~ 7 55555

555
.

有机质 ( 以 C 计 ))))) ( 1 5%%%%%
(((以蛆石等作为吸吸吸吸吸
附附剂不在此 列 )))))))))

666
.

p HHHHHHHHH

777
.

杂 菌数数数数数

成品无害化指标

编编号号 参 数数 单位位 标准限值值
111

...

蛔 虫印死亡率率 %%% 9 5~ 1 0 000

222
...

大肠杆菌值值 毫克 /公斤斤 1 0
一 111

33333 永及化合物 (以 H g 计 ))) 毫克 /公斤斤 ( 555

444
...

锅及化合物 ( 以 C d 计 ))) 毫克 /公斤斤 蕊 333

555
...

铬及化合物 ( 以 C
r
计 ))) 毫克 /公斤斤 毛 2 0 000

666
...

砷及化合抽 ( 以 A
s
计 ))) 毫克 /公斤斤 墓 3 000

777
...

豁及化合物 ( 以 P b 计 ))))) 簇 1 0 000

工艺流程
:

罕画暨噩
1

.

制菌

厦黔
一

圈
一

爵
一

圆
-

2
.

大田用 (基肥 )

低温 ( < 60 ℃ )

干燥

圃
一

缨
一

画
一

画
一

画
气匾亘卜匹到

}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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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l、 ! 11!,龙服广,.1!1111每亩用量 50 公斤左右
,

只需 40 一

5 0元左右
,

与单施化肥相比
,

投

入和产出 比值是很有经济价值

的
。

对粮食作物一般能增产 10 %

以上
,

对蔬菜
、

果树等能增产 20 %

以上
,

西瓜可增加 0
.

5一 1个甜度
,

早熟一个星期
。

对
“

绿色食品
”

的

生产更为适合
,

是生产无污染无公

害健康食品的专用肥
。

四
、

建厂投资测算
;

经测算
,

新建设万吨微生物

肥料厂
,

需基建投资 26 0万 元左

右
,

其中设备购置费约 1 30 万元
,

土建费用约 52 万元
,

安装费约 12

万元
。

如有万吨复混肥设备的复

混肥厂
,

利用原有设备及公用工

程进行生物肥料扩建
,

仅需建制

菌车间及增加低温烘干设备和部

分分析化验设备
,

约需 60 一 70 万

元即可达产
。

另外生物肥料 的菌

种及制肥技术由中国农科院土肥

所可以提供
,

其技术转让费约 12

一 15 万元
。

有意建厂的单位
, 《化

工之友 》 杂志社可协助联系
。

新型生物肥料原料易得
,

生

产方法简便
,

成本低 ( 6 60 元八 )
,

使用方便
,

无污染
,

肥效显著
,

经

济效益较好
,

售价 9 50 元 /吨
。

目前

国内已有多家生产
,

如南票矿务

局与中国农科院联合开发了
“

金

丰
”

微生物肥料
。

北京绿世纪新技

术研究所与中国农科院联合开发

了
“

绿丰
”
生物肥料

,

北京绿环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农科院

联合开发了
“

绿环
”
生物肥料

。

农

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于 1 9 94 年

3月在北京召开了全 国 21 个省市

农业技术推广站人员参加的生物

肥料全国试验布点会
,

经过大面

积推广试验
,

证明生物肥料是一

种肥效好
,

有推广价值的新型绿

色肥料
。

0

山梨醇的制备和应用

0 温 占玺

乏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r , 、 【、 二 、 , , . , 。 , , , , _ , 、 , , _ , 、 _ , 、 ` 、 , 、 ,

_ _ _ _ _ _ _ _

山梨醇广泛存在于 自然界

中
,

在梨
、

桃中含山梨醇达 10 写

以上
。

美 日等国山梨醇的生产量

达 30 万吨以上
。

其 中用于生产维

生素 C 为 15 万吨
,

表面活性剂 9

万吨
,

粘接剂和树脂为 8万吨
。

我

国生产山梨醇起步晚
,

产量低
,

远

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需要
,

扩大

山梨醇的规模和产量已刻不容缓
。

一
、

山梨醇的性质
、

山梨醇又称山梨糖醇
,

化学名

为 1
,

2
, 3 , 4

,

5
,

6 es es

己六醇
。

分子式
:

C
o
H

, 4
0

6 ;
分子量

: 18 2
.

17 ;

结构式
:

O H H O H O H

{ } } {
H O C H Z一戎二一 C一 C一毛 - ( 二H ZO H

! ) 1 {
H O H O H H

纯山梨醇是无色无臭的针状

结晶
,

略有甜味
,

易溶于水和热

乙醇
、

稍溶于冷乙醇
,

几乎不溶

于 多 数 其 它 有机 溶 剂
。

密 度
:

1
.

4 8 9 ,

熔 点 9 3一 9 7
.

5℃ ( 水 合

物 )
,

1 1 0一 1 1 2℃ (无水物 )
。

并具

有旋光性
,

吸水比强
,

是己六醇
,

甘

露醇的异构体
,

属于六元醇
。

山梨醇的化学性质稳定
,

不

易被空气氧化
,

通常情况下不与

酸和碱起反应
,

不易被微生物发

酵
。

由于分子中含有六个轻基
,

反

应性能强
,

由此可得到一系列衍

生物
,

可同有机酸醋化
、

与醛缩

合
。

在高温高压下
,

山梨醇会发生

氢解
,

碳链断裂
,

生成 乙二醇
,

丙

二醇及其它多元醇
。

山梨醇是一种很安全的甜味

齐lJ
,

具有砂糖 60 一 70 %的甜度
,

给

人以爽快的清凉感
。

本品经 口

在人体内能很快被吸收
,

并最终

代谢成 C O
Z

和 H
:
O

。

二
、

山梨醇的用途
:

1
、

食品添加剂行业
:

山梨醇可以被人体吸收
,

在

肝脏中转化为果糖
,

可作为糖源

供给人体
,

且在转化中没有葡萄

糖产生
,

因而可用作糖尿病等患

者疗效食品
,

亦可用作食品的防

腐剂和保湿剂
,

可防食品干燥
,

并

保持食品的甜
、

苦
、

酸
、

咸等原

味
,

因它不会被微生物发酵成酸
,

儿童食用能保持 口腔卫生
。

山梨醇脱水后成 山梨 醇配
,

它是脂防酸醋及其环氧乙烷加成

物
,

是优良的食品乳化剂
,

使用

它可改善和缩短乳化过程
,

生产

的糕点外观美
,

食用性好
。

2
、

医药行业
:

山梨醇主要用于生产维生素

C (山梨醇经脱氢合成 )
,

在我国

占总产量号
以上

。

它与其它物品

并用时
,

可以稳定维生素 B小 青

霉素普鲁卡因和阿斯匹林等液体

药品
;
结晶的山梨醇可以直接压

片
,

制取各种片剂
;
可用于糖尿病

患者的甜味剂
,

利尿剂和脱水剂
。

山梨醇可与氨基酸复配制造

静脉营养输液
,

再配一电解质
,

是

一种很好的静脉营养制剂
。

也可

生产复合维生素制剂
、

利胆药
、

缓

泻药等
。

3
、

牙膏
、

化妆品行业

在牙膏行业 可做为保湿剂
、

防冻剂 之 用
,

其 加 入量 达 2 5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