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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生物有机肥及其制备

方法。所述微生物有机肥是按以下质量百分数的

各组分混合发酵后所得：复合微生物菌剂15～

20%，发酵基质10～20%，载体65～70%，其中有效

活菌数为107～108cfu/mL。本发明所述微生物有

机肥过优选复配各菌种的比例，发挥了显著的协

同作用，可避免土传病害发生，克服重茬障碍，修

复土壤生物生态平衡，有效调节土壤酸碱度，消

除板结，有效降解农残、降低药害；增强土壤活

性，抗逆性能和土壤肥力，降低农药的使用，提高

农作物出苗率，改善农作物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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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是按以下质量百分数的各组分混合发酵后所得：复

合微生物菌剂15～20%，发酵基质10～20%，载体65～70%，其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

m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微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有机肥是按以下质量百

分数的各组分混合发酵后所得：复合微生物菌剂20%，发酵基质15%，载体65%，其中有效活菌

数为107～108cfu/m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微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由以下质量百

分数的各菌悬液组成：光合细菌25～30%，放线菌15～25%，曲霉10～15%，芽孢杆菌15～20%，

酵母菌10～20%，乳酸菌5～15%；每种菌悬液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微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由以下质量百

分数的各菌悬液组成：光合细菌27～29%，放线菌17～22%，曲霉12～14%，芽孢杆菌15～20%，

酵母菌10～20%，乳酸菌5～15%；每种菌悬液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微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由以下质量百

分数的各菌悬液组成：光合细菌28%，放线菌20%，曲霉13%，芽孢杆菌17%，酵母菌14%，乳酸菌

8%；每种菌悬液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微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基质为鸡粪、黑糖、海盐、

维生素。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微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载体为玉米糠、麸皮、硅藻土。

8.  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微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将光合细菌、放线菌、曲霉、芽孢杆菌、酵母菌和乳酸菌分别配置成菌悬液，每种菌悬液中有

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按比例混合得到复合微生物菌剂；再将复合微生物菌剂与发酵

基质、载体按比例均匀混合，于25～30℃、pH  6.0～7.0、150～180rpm条件下发酵20～30天

后即得微生物有机肥。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的条件为28℃、pH  7 .0、

180rpm，发酵的时间为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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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生物有机肥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微生物有机肥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各种植物病原菌的危害，造成许多农作物的巨大损失，轻者减产，重者可导致

绝产，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利益，因此迫使农民采用杀菌剂来防治病害。杀菌剂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能减轻作物病害的发生，但是杀菌剂的长期、大量使用，会导致土壤理化性能变

差、板结，环境污染现象加重，更重要的是农作物产品中残留的农药和重金属会严重影响人

们的健康。因此，采用微生态制剂来改良土壤进而保护农作物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0003] 现有技术中的农用益生菌种类有限，大多是单一菌种培养生产而成的菌剂，如固

氮菌剂、磷细菌菌剂、硅酸盐菌剂、酵母菌菌剂、光合菌菌剂等，由于单一的菌剂性能单一，

使用效果不甚稳定，未能彻底解决土壤板结、肥力低、重金属残留的问题。虽然也有将多种

微生物培育后混合为复合微生态制剂，以期发挥它们的综合作用。但是，多种微生物共存

时，由于不同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条件不同，有些甚至存在相互拮抗作用，限制了复合微生

态制剂的应用和功能。因此，选择哪些菌种、采用何种比例进行复配制成复合微生态制剂，

才能发挥最大能效，达到有效改良土壤的目的，这是目前农作物种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提供一种微生物有机肥，通过将

复合微生物菌剂与发酵基质和载体按一定比例混合，起到改良土壤，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目

的。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微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微生物有机肥，是按以下质量百分数的各组分混合发酵后所得：复合微生物

菌剂15～20％，发酵基质10～20％，载体65～70％，其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

[0008] 优选地，所述微生物有机肥是按以下质量百分数的各组分混合发酵后所得：复合

微生物菌剂20％，发酵基质15％，载体65％，其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

[0009] 本发明通过筛选多种互不拮抗的微生物菌种构建优势菌群，可以快速在土壤表面

形成保护层，减少有害菌数，避免土传病害发生，克服重茬障碍，修复土壤生物生态平衡，有

效调节土壤酸碱度，消除板结，有效降解农残、降低药害；增强土壤活性，抗逆性能和土壤肥

力，降低农药的使用，提高农作物出苗率，改善农作物品质。

[0010] 优选地，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由以下质量百分数的各菌悬液组成：光合细菌25～

30％，放线菌15～25％，曲霉10～15％，芽孢杆菌15～20％，酵母菌10～20％，乳酸菌5～

15％；每种菌悬液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

[0011] 更优选地，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由以下质量百分数的各菌悬液组成：光合细菌27

～29％，放线菌17～22％，曲霉12～14％，芽孢杆菌15～20％，酵母菌10～20％，乳酸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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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每种菌悬液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

[0012] 更优选地，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由以下质量百分数的各菌悬液组成：光合细菌

28％，放线菌20％，曲霉13％，芽孢杆菌17％，酵母菌14％，乳酸菌8％；每种菌悬液中有效活

菌数为107～108cfu/mL。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光合细菌含有抗病毒物质和促生长因子，可以将土壤中的硫氢和

碳氢化合物中的氢分离出来，变有害物质为无害物质，利用植物分泌物、土壤中的有机物、

有害气体及二氧化碳、氮等为基质，合成糖类、氨基酸类、维生素类、氮素化合物、抗病毒物

质和生理活性物质等。其代谢物质可以被植物直接吸收，还可以成为其它微生物繁殖的养

分。

[0014] 更进一步地，所述光合细菌包括但不限于沼泽红假单胞菌、球形红假单胞菌、恶臭

假单胞菌中的至少一种。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放线菌能产生各种抗生素和生物酶来抑制其它有害微生物的生长

增殖；并且放线菌还能争夺有害微生物增殖所需要的基质，进而抑制其增殖生长。

[0016] 更进一步地，所述放线菌包括但不限于泾阳链霉菌、细黄链霉菌、灰色链霉菌中的

至少一种。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曲霉能加速有机物质的分解，为农作物提供养分、提供动力，能分

解连作有毒有害物质，有效防止重茬。

[0018] 更进一步地，所述曲霉包括但不限于米曲霉、白曲霉、黑曲霉中的至少一种。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芽孢杆菌可增强土壤缓冲能力，保水保湿；还可强化叶片保护膜，

抵抗病原菌侵染，达到抗病、抗虫的效果；芽孢杆菌在代谢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植物内源酶，

可明显提高作物对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吸收率，增强作物抗旱、抗寒、抗涝能力。

[0020] 更进一步地，所述芽孢杆菌包括但不限于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苏云金芽

孢杆菌、胶质芽孢杆菌中的至少一种。

[0021] 进一步地，所述酵母菌可以作为植物病原菌的拮抗菌，具体作用机理如下：酵母菌

与病原菌直接作用，通过争夺寄主伤口资源而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寄主抗性；并且，酵母菌

在与病原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不产生抗菌物质。

[0022] 更进一步地，所述酵母菌包括但不限于酿酒酵母、球拟酵母、假丝酵母中的至少一

种。

[0023] 进一步地，所述乳酸菌能利用可发酵碳水化合物产生大量乳酸，能促进蛋白质、单

糖及钙、镁等营养物质的吸收，产生维生素B族等大量有益物质，抑制腐败菌的繁殖，消解腐

败菌产生的毒素，提高SOD酶活力。

[0024] 更进一步地，所述乳酸菌包括但不限于嗜酸乳杆菌、干酪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

发酵乳杆菌中的至少一种。

[0025] 为了使上述多种微生物菌群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时也考虑到每种菌群的

特殊作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本发明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各菌种制成复合微生物菌

剂，再将复合微生物菌剂与发酵基质、载体复配混合后进行发酵，使得各种微生物菌群在发

挥自身生物学功能的基础上相互提供能量和基质，表现出显著的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微

生物系统稳态，可实现效能最大化。相比于单一菌群而言，本发明所提供的微生物有机肥对

土壤改良的效果显著，能长效维持，减少农药的使用，避免了农残问题；还能提高作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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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品质。

[0026] 其中，所述发酵基质可为复合微生物菌剂提供增殖和扩繁所需的营养。所述载体

一方面可促进发酵，一方面可以吸附、固定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降低重金属的迁移率和

生物可利用性。

[0027] 优选地，所述发酵基质为鸡粪、黑糖、海盐、维生素。

[0028] 优选地，所述载体为玉米糠、麸皮、硅藻土。

[0029] 上述微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将光合细菌、放线菌、曲霉、芽孢杆菌、酵母菌和乳

酸菌分别配置成菌悬液，每种菌悬液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按比例混合得到复合

微生物菌剂；再将复合微生物菌剂与发酵基质、载体按比例均匀混合，于25～30℃、pH  6.0

～7.0、150～180rpm条件下发酵20～30天后即得微生物有机肥。

[0030] 优选地，所述发酵的条件为28℃、pH  7.0、180rpm，发酵的时间为25天。

[0031] 所制备得到的微生物有机肥有一种较浓的甜酸香味，pH值小于3.8。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3] 本发明所提供的微生物有机肥过优选复配各菌种的比例，发挥了显著的协同作

用，可避免土传病害发生，修复土壤生物生态平衡，克服重茬障碍，有效调节土壤酸碱度，消

除板结，有效降解农残、降低药害；增强土壤活性，抗逆性能和土壤肥力，降低农药的使用，

提高农作物出苗率，改善农作物品质。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出进一步地详细阐述，所述实施例只用于解释本

发明，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试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

规方法；所使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为可从商业途径得到的试剂和材料。

[0035] 实施例1～6

[0036] 一种微生物有机肥，由以下各组分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发酵所得：复合微生物菌剂、

发酵基质、载体，其中有效活菌数为107～108cfu/mL。所述各组分的配比如表1所示。

[0037] 表1实施例1～6微生物有机肥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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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其中，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的I～VI号配方如表2所示。

[0040] 表2  I～VI号复合微生物菌剂的配方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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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实施例1～6所述微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光合细菌、放线菌、

曲霉、芽孢杆菌、酵母菌和乳酸菌分别配置成菌悬液，每种菌悬液中有效活菌数为107～

108cfu/mL，按比例混合得到复合微生物菌剂；再将复合微生物菌剂与发酵基质、载体按比

例均匀混合，于28℃、pH  7.0、180rpm条件下发酵25天后即得微生物有机肥。

[0044] 对比例1～6

[0045] 一种微生物菌剂，由以下各组分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发酵所得，所述各组分的配比

如表3所示。

[0046] 表3对比例1～6微生物菌剂的配方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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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其中，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的I’～VI’号配方如表4所示。

[0050] 表4  I’～VI’号复合微生物菌剂的配方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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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对比例1～6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微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大致相

同。

[0054] 应用例1

[0055] 利用实施例1～6制备的微生物有机肥分别施用在板结严重的青菜地和马铃薯地，

以相同板结程度不施用微生物有机肥的青菜地和马铃薯地作为对照组，连续施用半年后，

记录土壤情况和产量，结果如表5所示。

[0056] 表5农田土壤板结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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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0059] 应用例2

[0060] 采用实施例1～6制备的微生物有机肥和对比例1～6制备的微生物菌剂分别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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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种植条件下的麦田中，以相同种植条件下不施加任何肥料的麦田作为对照组，统计

其病害率、出苗率和增产率，结果如表6所示。

[0061] 表6不同处理条件下麦田的生长生产情况

[0062]

处理 病害率(％) 出苗率(％) 增产率(％)

实施例1 0.54 90.2 26.4

实施例2 0.65 86.1 24

实施例3 0.58 88.5 25.2

实施例4 0.63 87.3 24.3

实施例5 0.72 82.9 23.7

实施例6 0.60 88.0 24.9

对比例1 5.62 79.2 15.6

对比例2 6.53 75.3 14

对比例3 5.74 77.1 15.3

对比例4 6.15 75.8 14.2

对比例5 6.79 74.2 13.5

对比例6 5.93 76.7 14.6

对照组 15.88 70.4 /

[0063]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微生物有机肥能避免土传病害发生，修复土壤生物生态

平衡，克服重茬障碍，有效调节土壤酸碱度，消除板结，有效降解农残、降低药害；增强土壤

活性，抗逆性能和土壤肥力，降低农药的使用，提高农作物出苗率，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作

物产量。

[0064]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及思路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

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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