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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目前菌肥研究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介绍自已的看法与经验，建议；充分利用我国气候带多、微生态环境多样造

就的丰富的微生物种质资源，希望菌肥工作者立足国内，自已取样筛选菌株；引入外国菌株要择优而购；取样靶区扩大，甚至扩大到

无植物区；要将主要注意力扩大到真菌；  要选择合理的工艺流程和剂型；建立“微生物肥料与农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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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微生物肥料 （菌肥）  是当代社会持续发展的

重要条件。在欧美发达国家它已成为肥料的主角，
我国也应在近年内使它成为实现农业高产、高质
量和高效益的 “廉价”  的生力军，成为入世后国
际市场上趋利避害的 “简易”  武器。说它 “廉价”

和 “简易”，因为从研究到生产、到商品化，这种
肥料所需的投入极少，不难实现，没有风险；它
亟需的是政策的支持和科学法规的规范。我国初
步形成微生物肥料产业是近十来年的事，目前全
国约有 300  家企业。每年有投产的，也有倒闭的。
这情况说明，向微生物肥料企业投资已成企业家
的共识；微生物肥料技术中问题不少，有的肥效
不突出，有的伪劣技术炒得很厉害，再加上生产
经营缺乏经验，工艺也各不相同，质量参差不齐，
企业受骗和市场难以打开的情况不少。从经济全
球化和入世看，我国菌肥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时不我待 （美国菌肥已于 2001年底抢滩我国）；
从我国菌肥技术与生产的现状看，又难乐观。为
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动员菌肥有关部门，参与这
项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菌肥研究和产业化是极
为重要的。根据十几年研究生产菌肥的体会与经
验，就菌肥的若干基本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  菌株来源

    目前各生产厂家所用菌株多购自科研院所，
少数自国外引进，亦有个别的是自己从自然界取
样筛选的。
    我国国土广袤，气候带从热带到亚寒带俱有，

垂直气候带从海平面到地球第三极，这么多样的
气候 （微生态）  环境是世界任何国家所不具备的，
因此微生物种质资源之多也是别的国家不能比拟
的。可以断言，我国有许多可作为菌肥的优良菌
株有待发现，关键是要从各种各样的微生态环境

中取样筛选。所以建议菌肥研究者首先要立足国
内解决优异菌株。对国外的菌株，要先与国内的

作对比试验后，再择优而购。
    菌种库的菌株由于长期保藏，退化现象较为

普遍，而复壮又是相当复杂、困难的事，取样筛
选更易得到理想的菌株。

    目前，生产企业采用的菌株多数为细菌。据
我们的经验，从总的肥效看，真菌要比细菌好，
建议今后多在真菌方面搞筛选。真菌还有个优点，
繁殖延伸多比植物根长得快，超前繁殖的真菌可
先为根准备营养。

2  取样靶区选择

    几十年来，国内外在筛选菌肥菌株过程多注
重在农作物所在土壤或植株根周和根部取样，研
究也囿于它所在的微生态环境。我们认为，由于
菌株的多样性和微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以及菌株在
生态条件影响下的复杂多变性，在取样靶区 （微
生态环境）  的选择上也要有所突破。我们在十余
年的研究中，早期是在土壤中取样，后期在林区、
草原甚至是在与植物无关的环境中取样，先后都
选得了优异菌株，包括自生固氮菌、解磷菌和硅
酸盐菌各多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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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国众多的菌肥研究单位，都选择自己
认为i可能有目标菌的环境去取样筛选，我们就能
从我国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的无数微生物种属 （  己
知的和未知的）  中筛选出优异菌株，使我国菌肥
菌株的优异性领先于或永远领先于世界水平是完
全可能的，中国菌肥工作者要自信和自强1

3  菌肥的组成

    目前各厂家所用菌株往往只有 l株菌，少数
有2株或 3株的。根据我们十几年的试验结果看，
在总菌量相同的情况下，多菌株合成的菌肥，其
肥效更好 （排除有拮抗作用的菌株），表 l为多菌
株组合试验的结果，原菌组为 4  株菌。原菌组加
20003  真菌为处理 1：此菌组加 13012真菌为处理
2；其余类推。随菌数的增加，生物量增加很明显。
其增产机理有待深入研究，大致可作如下解释：
不同菌在增产作用方面有所不同，多菌株组合所
利用的增产作用更多样，可以优势互补；不同菌
的最适存活和繁殖条件不同，多菌株有更大的可
能碰上最适的土壤和植株条件；对组合优良的菌
组，它们之间也可互相提供自己丰产的营养元素，
不同菌在繁殖速度上有差别，不同繁殖速度的菌
可以形成接力，使植株早日和长久受各菌株的肥
效。

    表l优异菌株组合盆栽试验
Tab.1 eXperimentatiOn of pOtted pIant in eXCellent
    -    -    -
    baCterium COmbinatiOn

试材：铁丰 1  号 舂小麦：卜？种【J  期：I996.12：照相I测重：l997.1

4  菌肥的配方施肥

    表 J  已证明配方施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一一

种优良的菌肥应当尽可能多地利用微生物的各种

增产机理，应当能为作物提供全面营养 （大、中、

微量元素），能增强作物对土壤中营养成分的吸

收；能抑制甚至杀灭某些病原菌；能提供植物生

长刺激素，促进植株或其某部分器官的生长或生

理活动；能提高作物的品质。显然，目前多数菌

肥只包含 1  、2  株菌，它不可能有太好、太全的肥

效，应提倡配方施肥。

5  剂型和载体

    菌肥的有益活菌数的数量是肥效好坏的首要

条件。为使活菌数达到一定的浓度 （个/mL）  或数

量 （个，g），这就要求成品菌肥的菌数要高，在生

产和贮运中避免高温、高压，贮运时间不能太长，

以免活菌数减少。从这些要求看，菌肥以下面的

图 l  工艺流程为佳

    图l  菌肥生产—L艺流程

    Fig.1 prOdUCe teChniCS now of baCterial manure

    上述工艺有下列优点：

    ① 整个 生产过程 是在全封 闭和 半封 闭 （  发酵

池仅在加拌 曲种 、翻 曲料 和出料时开启 ）  中进行，

可有效控 制杂菌 污染 ；② 生产过程无机 械加压或

高温干燥 过程 （不同于造粒工 艺）；③ 不用任何载

体 ；④包装 储运 条件简单 ，用 一般 塑料袋 ，在洁

净条件 下包 装 即可 （不 同于液 体剂型 ，要求无菌

条件 高，还 怕冻裂包装瓶 ）；⑤ 肥菌中有 大量残 留

的麦麸 、米糠 、豆饼 粉等 的营养 尚未利用 ，菌肥

一旦加水拌种 ，活菌或孢子可很快活化、繁殖 。

    菌肥拌 种或 沾根后 ，在 它大 量繁殖前还 不能

产生 明显 的肥效 ，为 自己的繁殖还要消耗 （  占用 ）

氮、磷 、钾等 （这时与种子 、幼苗争肥 ）。为保证

早苗 、壮苗和全苗 ，这时施用少量化肥是必要 的，

但它应 作为种 肥单施 。这 种有机 无机 复合肥 即使

是低浓度 的复混肥料 （GB  l5063—94），也有 20n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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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 （盐类），会将活菌杀死殆尽。

6  关于有机生物肥

    当有机肥部分是粪便或垃圾等有虫卵、病菌

等的原料时，有的企业通过有益菌将它发酵脱臭，

同时实现扩大培养，然后利用进一步发酵产生的

高温 （70—80  ℃）  将虫卵和病菌杀死。但这种将

无害化与扩大培养相结合的生产工艺是不合理

的，因为在无害化的高温下会杀死有益菌的一部

分或全部。

    合理的工艺是：有机肥原料用有益菌或一般

菌以通常工艺发酵脱臭，然后对辊挤压造粒，再

以 80℃以下 （在加配铵肥的条件下：不然温度还

可高于 80℃）  的温度烘干。然后将粉状菌肥拌入

成品有机肥颗粒中。这工’艺既能杀灭杂菌，又能

保持有益菌对辊挤压的高压和高压产生的高温足

以杀死绝大部分杂菌，烘烤过程的再次高温足以

实现无害化。最后将粉状菌肥拌于粒状有机肥中。

7  关于微生物肥料的管理

    我 国已有多部农业行业标准 ，2001年 又召开

生物有机 肥标准 研讨 会 。这 说 明这些标 准存在 不

可操作性 ，而根本 原因是其 各条指标 与菌肥 的特

性相悖 12l。

    肥 料 和 农 药 与 人 用 的营 养 品和 药 品有 共 同

点。主要是种 属 （  品种 ）  繁多 ，功能 （药效 ）  各

异 ，包含 的微生物 （药 品 ）  性状 各异 ，菌株 以 自

然属性为主 （不 同药品工艺要求不同 ）。因此 ，不

能也不宜制订全 国统一标 准 。我 们主张微 生物肥

料 参照药品的管理 办法 ，成立 “微生物肥 料与药

品管理局 ”  来进行 管理 。为保证 各 品牌菌 肥 的有

效性 ， 由各企业 自己制 订企业 标准 ，报农 业部 备

案，由各地的质量监督局具体监督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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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iiOn Of SeVeral B aSiC PrOblemS in MiCrOOrganiSm ManUre

    YANG Shao-bin，XIAO Li-ping，ZHONG Xian.1iang

    （Department of Basic Science，Liaoning TechnicaI University，Fuxin l230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baCterial manure in China，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uSing weather

Strap eXCeSSive  ，abUndant SpeCieS reSOUrCeS Of miCrOOrganiSm  ，baCterial manUre WOrkerS ShOUld baSe OneSelf

upOn natiOn and sampling and filtrating bacterium；  exCellent fremdnesS baCterium shOuld be selected and purchase

d；  sampling sectiOn ShOuld even tO nonplant sectiOn；  all One's best attentiOn to epiphyte；  reasOnable teChniqueS

and dOSe—type iS SeleCted；“miCrOOrganiSm manUre and fertiliZer manage bUreaU”ShOUld be Set Up.

Key WOrdS：bacterial manure；bacterium sOurce  ；fill a prescription tO fertilizatiOn；  pOwder dOSe—type；  manage

bUre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