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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生物肥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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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本身不含营养元素，不能代替化肥。广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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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物、有机、无机的结合体它可以代替化

肥，提供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各类营养元素。

技术原理：

1、增进土壤肥力施用固氮微生物肥料，增加土壤中的氮素来源；解磷、解

钾微生物肥料，将土壤中难溶的磷、钾分解出来，转变为作物能吸收利用的磷、

钾化合物，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

2、制造和协助农作物吸收营养根瘤菌侵染豆科植物根部，固定空气中的氮

素。

3、增强植物抗病和抗旱能力微生物肥料在作物根部大量生长繁殖，抑制或

减少了病原微生物的繁殖机会

4、提高农产品品质，如蛋白质、糖分、维生素等的含量上有一定作用，有

的可以减少硝酸盐的积累。（下图为两种生物肥料。）



技术应用：

国际上已有很多个国家生产、应用和推广生物肥料，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亚

洲、南美洲、欧洲和非洲等。中国也有 300 多家企业年产约数十万吨的生物肥料

应用于生产，使用面积已超过 167 万平方千米。生物肥料在农业上的作用已逐渐

被人们所认可。许多国家更认识到生物肥料作为活性微生物制剂，其有益微生物

的数量和生命活动旺盛与否是质量的关键，是应用效果好坏的关键之一。（下图

为应用了生物肥料的水果和棉花。）

技术优点：

1、无污染、无公害。生物复合肥是天然有机物质与生物技术的有效组合。

2、配方科学、养分齐全。生物有机复合肥料一般是以有机物质为主体，配

合少量的化学肥料，与生物“活化剂”完美组合。

3、活化土壤、增加肥效。生物肥料具有协助释放土壤中潜在养分的功效。

4、低成本、高产出。在生育期较短的第三、四积温带，生物有机复合肥可

替代化肥进行一次性施肥，降低生产成本。

5、提高产品品质、降低有害积累。由于生物复合肥中的活化剂和保肥增效

剂的双重作用，可促进农作物中硝酸盐的转化，减少农产品硝酸盐的积累。

6、有效提高耕地肥力、改善土壤供肥环境。



7、抑制土传病害。生物肥能促进作物根际有益。

技术缺点：

1、生物肥料的核心是指品种特定的有效的活微生物，有效活菌数降到一定

数量时，它的作用也就没有了。

2、生物肥料是一类农用活菌制剂，从生产到使用都要注意给产品中微生物

一个生存的合适环境，水分含量、酸碱度、温度、载体中残糖含量、包装材料等

各方面要求均高于传统无机化肥。

3、生物肥料作为活菌制剂存在有效期问题。随着保存时间和不同的运输、

保存条件的变化，产品中的有效微生物数量逐渐减少，当减到一定数量时其有效

作用将难以显现。

4、需注意适用作物和适用地区，施用不可一概而论，要求对作物及土壤环

境的研究有更高的要求。

21 世纪，生物肥料开发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物肥料将与

化肥、有机肥一起构成植物营养之源。生物肥料与化学肥料是相互配合、相互补

充的；它不仅是化肥数量上的补充，更主要的是性能上的配合与补充。生物肥料

只有与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同步发展，才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生物肥料正在

变成土壤的一顿美味的营养加餐。有了这顿美味，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壤会为我们

产出更多更美味更有价值的作物与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