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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广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迫切性 
1、我国耕地土壤环境的现状迫切要求优化施肥结构。 
     2017年，农业部发布了《2016年全国耕地质量监测报告》。 

       报告表明：我国耕地质量呈现三大特点，土壤结构性问题比较明显：一是全国
耕地土壤耕层变浅、土壤板结问题较为突出。耕层变浅成为当前耕地质量突出问题
之一，有65.5%的监测点耕层厚度较浅(少于20cm)。二是土壤养分含量稳中有升，
区域性土壤酸化问题日益显现。其中：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全氮、有效磷和速效
钾养分含量整体提升，中量元素和部分微量元素含量水平较低，特别是土壤交换性
钙、交换性镁、有效硫、有效硼和有效钼含量偏低，低水平所占比例分别为68%、
52%和50%、55%和60%；pH小于5.5的监测点所占比例30.0%，江西、海南、福建等地
pH均低于5.5，反映土壤酸化问题比较突出。三是土壤健康状态总体良好，个别地
区镉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另外，2016年以来，通过对云南、重庆、宁夏、甘肃、内蒙、河北、江苏、江
西、河南、山西、吉林、安徽、浙江等地设施栽培用地调查，发现不同程度的出现
土壤次生盐渍化现象。 

       土壤板结、区域性土壤酸化、次生盐渍化、土壤铬含量超标等问题的出现，固
然有污水灌溉、大气污染物沉降、无序堆放的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不合理的农
业生产过程（不合理地使用农药、肥料、地膜）等多方面原因，但过量、不合理施
肥结构和方式是不可推卸的重要因素。  



2、国家相关政策导向为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产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领导重视。 

       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强调：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关系6亿多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
关系农村能源革命，关系能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是
一件利国利民利长远的大好事。…力争在“十三五”时期，基本解决大规模畜

禽养殖场粪污处理和资源化问题。” 

 税收政策扶持。 

       200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
的通知》（财税〔2008〕56号），对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有机肥料、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和生物有机肥免征增值税。 

 国家项目支撑。 

       从2017年到2019年，农业部在全国遴选了175个县，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
代化肥试点”。要求集成组装有机肥利用技术模式，提出了“到2020年，果菜
茶优势产区化肥用量减少20% 以上，核心产区和知名品牌生产基地(园区)化肥
用量减少50% 以上；推动项目区农产品品质指标大幅提高，100%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或农产品质量安全行业标准；优势产区果园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1.2% 
或提高0.3个百分点以上，茶园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1.2%或提高0.2个百分点以
上，菜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稳定在2% 以上。果园、茶园、菜地土壤贫瘠化、酸
化、次生盐渍化等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的“一减两提”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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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宏观政策引导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10.加快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实施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
区域示范工程。积极推广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9.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
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促进农业节本增效。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四.（二）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
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畜禽粪污处理、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废弃农膜回收、病虫害绿色防控。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三.（四）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发
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
畜牧养殖大县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治理全覆盖，下大力气治理白色污染。 

 《农业农村部关于毫不放松抓好2019年粮食生产的通知》（农农发〔2019〕1
号）：五、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鼓励各
地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挂钩，引导农民采取综合措施保护
和提升耕地质量。针对土壤障碍因素，通过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使用土壤
调理剂等措施，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培肥耕地基础地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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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肥料市场需求变化，助推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成为肥料企业新的
利润增长点。 

            作为传统土壤施肥的的单一化肥、复混（合）肥料、掺混肥料等肥料

品种，价格透明，利润空间小；而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的不同有机质原料
和价格差异很大，利润空间大。加上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有机物原料的长
效性和吸附性，大大提高了肥料利用率，节本增效，深受农户青睐。 

4、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最后一公里”堵点，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是
最佳载体。 

     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原理，核心就是“养分归还学说”、“最小养分
因子律”和“报酬递减律”。2005年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依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复混肥料中的磷素与中微量
元素中的金属元素存在拮抗；掺混肥料中加入中微量元素后，既存在拮抗
现象，也难造粒。而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因有机物料的存在，可有效缓解这
两种不利因素，同时，在减少无机养分投入、又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实现
高产稳产、养护耕地和农产品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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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肥技术变革，为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产品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平台。 

           在粮食主产区，种肥同播、秧肥同步已成为种植者普遍接受并掌握的技术；全
生育期一次性施肥技术也在迅速推开；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在适
量施足基肥的前提下，对作物的全生育期适时进行供水、补肥，实现养分减量不减
产、提质增效。这3种先进的施肥技术，均要求作物所需各种养分尽可能在基肥时一
次性施入，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替代传统肥料是肥料基施的最佳选择。 

6、农业劳动力资源逐渐减少的现实和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需求，使有
机无机复混肥料产品成为节本增效的必然选择。 

       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资源逐渐减少，用工成本成为制
约耕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种地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农户特别是从事耕地长期流转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应用种肥同播和秧肥同
步技术、一次性施肥技术的同时，还要求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并设法提升农产品质
量，确保丰产丰收、优质优价。特别是优势特色农产品，还要求耕地环境质量持续、
长期向好。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营养全面均衡，符合作物生长中的需求原理，能满足作物不
同生长时期的养分需要，符合种地养地相结合的原理。具有提升肥料利用率、减少
化肥用量以减轻对土壤环境的负面影响等作用，同时还方便添加各种增加肥料功能
的助剂以提高作物的抗逆性。相对其它肥料，生产成本大幅降低。是节本增效的必
然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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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施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是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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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面源污染是指由沉积物、农药、废料、致病菌等分散污染源引起的对水层、湖
泊、河岸、滨岸、大气等生态系统的污染。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范围更广，
不确定性更大，成分、过程更复杂，更难以控制。 

 农村面源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
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位置、途径、数量不确定，随机
性大，分布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生活
废弃物，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
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
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从非特定的地域，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作用下，通过农田地表径
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使大量污染物进入受纳水体(河流、湖泊、水库、海湾)
所引起的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的具体表现：1、水土流失。主要是因为翻耕或者是耕作地域坡度过大
引起的水土流失过程。2、土壤板结。有土壤自身形状的原因，但是目前泛指因化肥
使用过多而导致的盐度过高问题。3、营养元素流失。主要是伴随土壤流失过程出现
的N、P有机质及其他无机盐的流失，N、P流失即有土壤组分，也有化肥。4、地下水
污染。主要是硝酸盐在降水或者浇灌的淋洗导致的硝酸盐垂向积累迁移，当然也有
其他污染物。5、农药流失。与上述内容同理。6、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反硝化释
放出的氮氧化物、CH4等污染物，同时还包括氨挥发等问题。7、重金属积累和重金
属流失 。 



二、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涵义和常用原料特点 

1、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涵义与范畴 
 有机—无机肥料：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术语》（ GB/T6274—2016 ）：来源于标明养分的有机和无机物
质的产品。由有机和无机肥料混合和/或化合制成。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分类》（ GB/T6274—2016 ）：来源于标明养分的有机和无机物
质的产品。由有机和无机肥料混合和/或化合制成，其有机质含量至少为10.0%、总
氮、有效五氧化二磷、水溶性钾至少为对应的无机肥料标准中的最低要求。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NY481—2002）：来源于标明养分的有机和无机物质的产

品，由有机和无机肥料混合和(或)化合制成。适用于以畜禽粪便、动植物残体等有
机物料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腐熟处理，添加无机肥料成的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T18877—2009)：含有一定量有机肥料的复混肥料。不适用
于添加腐植酸的有机一无机复混肥料。 

 复合微生物肥料:  
 《复合微生物肥料》： （ NY798—2004）：是指特定微生物与营养物质复合而成，能

提供、保持或改善植物营养，提高农产品产量或改善农产品品质的活体微生物制品。
明确了N+P2O5+K2O和有效活菌的最小含量，但有效活菌的载体是有机物料。内涵与
有机—无机肥料和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均有交集。 

       综上所述，广义上的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应该包括以有机和无机营养物质
为主原料的所有肥料产品；狭义上的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目前仅指符合
GB18877标准的肥料产品。 



2、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有机肥料原料来源及特点： 

 人畜粪尿类： 

         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蛋白质及其分解产物，如脂肪酸、有机
酸以及某些无机盐类。畜尿中还含有多种盐类和生长素。畜粪中富含有机质，总腐殖
质和阳离子交换量均较高，其中尤以猪粪的质量为优；畜粪中还含有可溶性糖、氨基
酸、核酸等有机养料与酶类，是无机肥料所无法比拟的。畜尿中含易分解的尿素不多，
难分解的马尿酸和尿酸等较多，故其肥效较慢。 

 饼粕、菇渣或糠醛渣类： 

    饼粕：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有机质5%～85%，N1% ～7.0% ，P2O50.4 % ～3.0 % ，

钾（K20）为0.9 % ～2.1 % ，还含有蛋白质及氨基酸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烟酸

及其他维生素类物质等。 

   菇渣：指收获完食用菌后的残留培养基，养分丰富。pH值5～5.5，全氮1.62 % ，全磷
0.454 %，速效氮212mg/kg，速效磷188mg/kg，有机质60 % ～70 % ，并含丰富的微量
元素。 

   糠醛渣：生物质类水解过程中产生废弃物。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
但盐分含量高、呈酸性。大量堆积会对大气、土壤、河流产生污染。糠醛渣含有机质
76.4 % ～78.1 % ，全氮0.45 % ～ 0.52 % ，全磷0.072 % ～0.074 % ，速效氮
328～533 mg/kg，速效磷109～393mg/kg，速效钾700～750mg/kg，残余硫酸3.50 % ～
4.21 % ，pH值为1.86～3.15。必须注意其强酸性，适用于用于碱性土和盐土的改良，
效果显著。 



腐殖酸类 
            包括草炭、泥炭、褐煤和风化煤。含有机质40％～70％，腐植酸含量

在20％～40％之间，还含有氮、磷、钾等养分。 

 腐植酸中含有酚基和醌基，可有效促进多酚氧化酶、过氧化物酶和抗坏血

酸氧化酶等的活性，从而增强作物的呼吸作用，促进作物生长发育。 

 腐植酸中的活性基团，对土壤中阴、阳离子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和交换能力，

在盐碱地上施用，可降低土壤中盐分的含量，有利于盐碱地的改良。 

 腐植植酸有活化土壤中磷素的作用，并能与土壤中的中微量元素钙、镁、

锰、钼、锌、铜等形成配合物，可有效钝化重金属。 

 对改良低产田、提高化肥利用率、刺激作物生长、增强作物抗逆能力、提

高作物产量和改善产品品质等方面均有一定的作用。 

 腐殖酸中溶于水的黄腐酸是天然杀菌剂，可有效减轻细菌、真菌、病毒等

对作物造成的危害。 

 腐植酸是大分子混合物，与无机营养结合，可作为缓释剂。特别是草炭。 

 



海藻类和甲壳素类： 
 海藻类物质： 

       是指海产品加工的废弃物和一些不能食用的海生动物、植物及矿物性
物质等。按其成分与性质可分为动物性、植物性和矿物性海肥3类，以动
物性海肥的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海藻中所特有的海藻多糖、海藻酸、高度不饱和脂肪酸等物质，具有
很高的生物活性；同时，海藻肥中还含有生长素、细胞分裂素类物质和赤
霉素等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海藻酸还是天然生物制剂，可与植物和土壤
生态系统和谐地起作用，是天然土壤调理剂，能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
改善土壤内部孔隙空间，协调土壤中固、液、气三者比例，恢复由于土壤
负担过重和化学污染而失去的天然胶质平衡，为土壤微生物创造良好的生
存环境，有利于作物根系生长，提高作物的抗逆性。 

 甲壳类物质： 

       由甲壳动物的外壳中制成，是天然高分子物质。随着稻虾共生面积的
扩大，未来这类物质可作为优质的有机肥料。该类物质含甲壳素，可迅速
活化细胞，具有“植物疫苗”的作用，降低病害发生率，显著减少化学农
药的使用量。虽然这类物质为有机无机复混肥提供了优质原料，但如何进
行发酵处理，需要各位专家进行技术攻关。 



秸秆类：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4年，我国每年的各类农作物秸秆总量

达到9.81亿吨左右（风干，含水量15%）,资源量巨大。秸秆中除含有
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蛋白质等有机物以外，还含有作物所必
须的各种元素；秸秆肥料能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和土壤综合肥力的提
高，减少化肥的施用量。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优质良种的出现，施
肥量的增加，栽培技术和栽培条件的改善等，农作物的产量会随之提
高，秸秆的数量相应增多，它是重要的有机肥源之一。 

       秸秆制作有机肥原料的方法：一是堆腐；二是热解成生物质炭，
有人将制成的肥料称为炭基肥；三是生物质发电，副产大量草木灰，
可作为酸性土壤改良剂。 

       除禁烧还田外和用作饲料占比较大外，商品化固体燃料、生物质
发电、工业制品原料、工艺制品等所占比例微不足道。 

粉煤灰类： 
       粉煤灰呈碱性或强碱性，并含钙、镁等元素（见表19），可做酸

性土改良剂。粉煤灰颗粒组成中含蜂窝体结构，其中>0.01mm的物理
性砂粒占85％，物理性状类似于砂壤土，施用于黏质土可改善耕性和
通透性。 



市政废弃物。 
          如市政垃圾、生活污泥、餐厨垃圾等。其中，餐厨垃圾，是居民

在生活消费过程中形成的生活废物，极易腐烂变质，散发恶臭，传播
细菌和病毒。不同地方的市政垃圾和生活污泥等，因有害成分含量不
同，应慎重选用。 

            可用作有机肥原料的餐厨垃圾，主要包括米和面粉类食物残余、
蔬菜、动植物油、肉骨等，从化学组成上，有淀粉、纤维素、蛋白质、
脂类和无机盐。难点是垃圾分类和盐分的处理。否则，用作有机肥主
要原料的道路还很漫长。 

沼渣类： 
       沼渣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和大量的元素外，还含有对作物生长

起重要作用的硼、铜、铁、锰、锌等微量元素。 

       因沼渣的原料来源包括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物、污水污泥和固
体废物遗弃物等，对沼渣作为有机肥原料，应分门别类。秸秆类和畜
禽粪污类资源沼渣可作为有机肥原料使用，但现阶段应考虑重金属、
盐分的问题。污水污泥和固体废物遗弃物则不宜用作原料。 



三、我国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产业发展现状 

    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 

    我国的有机无机复混肥料起源于2000年左右，当时的黑龙江省富尔集团甘南农丰化肥有限公

司、福建超大集团、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的合肥新宇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

开始研发生产有机无机复混肥。2001年，在农业部海口举办肥料管理研讨会，首次提出了关于有

机无机复混肥料的登记问题。 

    第二阶段：发展。 

    2002年1月4日，农业部发布《有机无机复混肥料》（NY481—2002）；同年11月18日，由深

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导起草、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18877—2002）；2003年，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纳入生产许可证管理。两个标准的发布实施和

生产许可的实行，将该类产品纳入法制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轨道，推动了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产

业的发展。代表性的企业如：北京澳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腐殖酸为主要原料的有机无机复

混肥、阜丰集团有限公司以农业生化产品下脚料生产的有机无机复混肥、安徽莱姆佳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的以秸秆为原料的有机无机复混肥，等等。 

    第三阶段：规范。 

    2009年4月27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修订版《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18877—2009），在

2002的基础上，将腐殖酸含量单独列出。因农业部提出有机质和腐植酸的测定原理都是测定有机

碳，存在重复计算之嫌，后经修改，去掉腐植酸含量，于2012年5月1日重新发布实施。自此，有

机无机复混肥料正式加入肥料市场竞争。     

发展历程 



三、我国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产业发展现状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专门从事有机无机复混肥生产的企业数量寥寥，产能和销售状

况均不理想。突出表现在： 

 生产企业数量和规模不够。根据农业部门统计，目前全国现有生产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企业

800多家，占全国2300多家有机肥生产企业的不到35%。企业规模大部分产能在0.5-5万吨不

等，实际生产不足万吨，小作坊式企业仅千余吨。数量最多的当属山东省，最集中的在青

岛、潍坊等地，另外、经济作物种植比重大的省份如广西、福建、上海、浙江等省份，生

产企业相对较多，安徽现有30家，实际生产实际年销售量超过5万吨只有安徽莱姆佳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有机质原料渠道不稳定。除腐植酸有固定的的购买渠道外，其余原料的供应量均不确定。 

 标准体系不健全。现有的GB/T18877-2009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人畜粪便、动植物残体、农

产品加工的下脚料等，不适用于添加腐植酸。对市政垃圾、粉煤灰、造纸的下脚料等也没

有规定。 

 肥料企业的认知度不高。一些大型企业热衷于搞各类产品概念创新（如缓释、聚能、多肽

等等），对种养结合重视不够、认知不高（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就是缓释肥料），忽视肥料

作为植物营养的根本属性。 

 科研扶持重视程度太弱，科技研发力量薄弱，行业协会促进力度弱。 

       总体上说，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产业在不断发展，但步伐不快，难以满足农业绿色发展和

农业生产的需求。 

产业发展现状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常规施肥 

四、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在生产实践应用效果 
1、在水稻上的应用。2012年，在颍上县夏桥镇夏桥村，用12-6-7、有机质25%的有机无机复混肥

在水稻上试验，亩施40kg，与常规施肥进行对照。 

   结论：和对照相比，水稻毛细根，增加一倍以上；亩产增加60kg；水稻收获前7天遇大风天气，
用常规肥料的出现倒伏，施有机无机复混肥的田间没有出现倒伏。 

常规施肥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水稻倒伏现象对比 



四、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在生产实践应用效果 

2、红芋上的应用。2015年用9—5—11、有机质20%的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在颍上县

三十里铺镇刘村进行的红芋试验，增产18.6%。 



四、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在生产实践应用效果 
3、在大豆上的应用。 2013年，在涡阳县新兴镇大李行政村，有机无机复混肥（9-6-9、有机质25% ）

亩施20kg，与习惯施肥等量 。 

   结论：和对照相比，根瘤菌增加5倍以上；单产达193kg /亩，比习惯施肥的137kg/亩，

亩增产56kg。  

常规施肥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四、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在生产实践应用效果 

4、在花生上应用。2015年固镇县新马桥原种场，花生种植上进行有机无机复混肥试验，
根瘤菌效果明显高于常规施肥，亩增产18.2%）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常规施肥 



5、水稻水稻颖壳不闭合专用肥 

研制背景： 

 近年来安徽省沿淮和江淮丘陵地区如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六安市

金安区、裕安区、寿县、霍邱县，滁州市定远县、凤阳县、明光市、全

椒县、来安县、天长市，淮南市凤台县，阜阳市颍上县、阜南县等地相

继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稻“颖壳不闭合”现象，各地称为：“青立稻”、

“笑稻”、“张嘴瘪”、“老鹰嘴”等 

 造成水稻的大量减产,减产量高达30%-70%，甚至绝收，给农民造成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影响了民生和社会稳定。 

 2006年起，由本人组织安徽莱姆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农业大

学资环学院，成立攻关小组，着手解决水稻“颖壳不闭合”问题。 

 

四、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在生产实践应用效果 



 试验材料和方法 

1.小区试验设计： 

       处理①：空白对照，不施用肥料 

       处理②：常规对照，按照各县习惯施肥 

       处理③：有机无机复合肥专用基肥和追肥 

       基  肥：50kg/667m2，分蘖肥：40%专用追肥25kg/667m2， 

       穗  肥：40%专用基肥15kg/667m2 

2.大田示范试验设计不设空白对照，其余同小区试验设计。 

3.试验材料： 

       安徽莱姆佳生产的水稻“颖壳不闭合”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 

       水稻品种由各县选定。 

4.试验地点：安徽定远、寿县、霍邱、长丰、颍上、肥东、来安、全椒、
天长、南樵、怀远、凤台、凤阳和明光等市县。 



 取得成果： 
 与空白相比，水稻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对水稻“颖壳不闭合”防治

率增加90%.。 

 与常规施肥相比，水稻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对水稻“颖壳不闭合”

防治率高40%。 

 水稻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较习惯施肥的水稻每穗粒数增加23.63粒/

穗。 

 施用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后，水稻结实率与习惯施肥相比平均增加

了8.21%。 

 施用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后，水稻产量与习惯施肥相比平均增加了

53.1%。 

 水稻颖壳不闭合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对水稻颖壳不闭合现象有明显

的防治作用。 

 水稻颖壳不闭合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对水稻增产和增收作用明显。 

 



水稻正常稻穗 

2006安徽省肥东县水稻颖壳不闭合现象 

水稻颖壳不闭合稻穗 



2008年颍上县水稻颖壳不闭合现象 

水稻正常稻穗 水稻颖壳不闭合稻穗 



农民对水稻颖壳不闭合无可奈何 



农技人员对水稻颖壳不闭合现象无可奈何 



肥东县水稻颖壳不闭合专用肥 
试验效果 

霍邱县水稻颖壳不闭合专用肥 

试验效果 



2008年肥东县水稻颖壳不闭合专用肥试验 



 立足破解制约产业发展最关键的瓶颈因素，重视秸秆资源的应用。  

 立足保障农业供给质量提升，重视有机物料的无害化处理。 

 立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研发配方科学的产品。 

 立足水肥一体化和肥料缓释技术，研发适合一次性施肥的产品。 

 立足解决土壤改良、修复、污染治理，研发功能性产品。 

 立足区域优势特色农产品，研发针对性强的专用型产品。 

 立足农林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治理，优化有机物料处理技术。 

 立足园林绿化，消纳可作肥料使用的市政垃圾、钠盐含量较高的造纸等废弃物。 

 立足肥料产业发展与废弃物资源利用，完善标准体系。 

 立足企业发展，强化品牌、诚信经营、科学管理、优质服务意识。  

五、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产业发展对策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