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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生产与应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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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是综合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弃物和矿物质资源，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

研制而成的一种高效、环保、安全、稳定的肥料。本试验采用了生化处理、微生物培养、化学物质混合、压制造粒等

工艺，成功生产了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并对其营养成分和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试验结果表明，生物有机无

机复合肥具有综合营养、肥效持久、安全环保等优点，可以显著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降低养分流失和污染环境的

风险，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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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概述

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是一种新型肥料，是由生物有

机肥和无机肥复合而成的一种新型肥料。它是综合利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弃物和矿物质资源，采用先进

的工艺技术研制而成的一种高效、环保、安全、稳定的

肥料。相比于传统的有机肥和无机肥，生物有机无机复

合肥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综合了有机肥和无机肥的优点。有机肥对

土壤有机质的提升和改良有着显著的作用，可以改善土

壤理化性质，提供植物所需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

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产量和品质；而无机肥则具有肥效

快、营养成分含量高、稳定性强等优点[1]。其次，生物

有机无机复合肥的研制和应用符合可持续农业发展的理

念。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生产过程中采用了生化处

理、微生物培养、化学物质混合和压缩等工艺，充分利

用废弃物资源，最大程度地降低环境污染，符合绿色、

低碳、生态的可持续农业发展理念。另外，生物有机无

机复合肥在应用中可以减少化肥使用，降低养分流失和

环境污染的风险，有利于土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同时，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还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增强

土壤的生态系统功能，对土壤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

2��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作用

2.1  提高土壤质量
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中的有机部分是来自于动植物

排泄物、农作物残体等天然有机物质，这些物质能够有

效的改善土壤结构和增加土壤有机质。其中的有机物

质能够被微生物分解为肥料，进而增加土壤的肥力。而

且，这些有机物质可以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和透气性，增

加土壤孔隙度和保水能力，有利于作物根系的生长。与

此同时，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中也包含了一定量的无机

营养元素，如氮、磷、钾等，可以为植物提供营养，促

进作物生长。因此，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能够提升土壤质

量，增加土壤肥力和土壤活性，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展。

2.2  提高作物产量
随着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和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

大，如何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已经成为了当前农业生产的

重要课题。而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这种新型肥料则成为

了当前最为受欢迎的肥料之一[2]。相比于传统肥料，生物

有机无机复合肥具有更多的优点，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作

物的产量。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中的无机成分可以为作

物提供必要的营养元素，其中的氮、磷、钾等无机元素

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重要营养元素，可以在较短时间内

促进作物生长，从而增加作物产量和农业效益。同时，

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还兼具有机肥的优点，其中的有机

成分可以有效地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提高作

物的抗逆性和品质。此外，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还具有

慢释作用，能够缓慢释放养分，适宜更长时间的作物生

长周期，这样可以保证农作物长期获得养分的供应，促

进作物的持续生长和增产。

2.3  减少肥料的使用量
随着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和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

大，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已经成为了当

今最为普遍和主要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生产方式不

但会产生污染，而且还会造成土壤质量的恶化。因此，

降低化肥的使用量成为了当前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课

题。而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这种肥料就成为了当前最为

受欢迎的新型肥料。相比于传统的单一肥料，生物有机

无机复合肥可以充分发挥其互补作用，可以达到同样的

施用效果，但用量却可以减少50%以上。
使用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有以下几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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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用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可以有效地减少肥

料使用的成本，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对农民来说是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其次，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不仅

既保持了无机肥的各项优点，又将有机肥中的优点融合

到了一起，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作物的生长，提高了农作

物的产量。最后，使用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可以降低肥

料对环境的污染。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使用可以减少

农田土壤中化学物质的累积，更为环保和健康。综上所

述，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作物的

产量，而且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还能保护环境，

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广和使用的肥料。

3��生产过程

3.1  生物有机肥的制备
生物有机肥是指以生物质为原材料，在微生物的作

用下进行发酵或堆肥处理制成的肥料，它是一种天然、

环保、营养丰富的肥料。而生物有机肥的制备主要通过

生物发酵和堆肥两种方法。生物发酵是指把有机废弃物

（如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利用微生物进行厌氧或

好氧发酵，产生含丰富有机质和营养元素的有机肥料。

生物发酵有利于改善土壤质量，提升肥料利用效率，增

加土壤肥力。生物发酵时，例如在堆肥过程中，有机废

弃物经过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代谢作用下逐渐分解，

会产生n（NOVERB）2、CH（NOVERB）4、水、热等
副产物，这一过程称为微生物呼吸作用。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注意适当的水分、通风和保持适宜的发酵温度。堆

肥，是农家常用的一种有机肥制备方法。堆肥需要将生

物废弃物按照一定比例搅拌混合，作为堆肥基质，进行

发酵过程[4]。可以在堆肥过程中适时添加发酵启动剂，以

加速发酵的速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在堆肥基质中，

这种发酵过程还可以释放出大量的热能，使温度升高，

有利于生成和固定一些营养元素，如有机氮、有机磷和

有机钾等营养物质，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提高农作物的

生长和发育。

3.2  无机肥的制备
无机肥是指通过化学合成或从矿物中采集得到的肥

料，它具有营养含量高、易缺乏、作用快的优点，因此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无机肥的制备主要通过

化学合成和矿物采集两种方法。化学合成的方法是指使

用化学原料，通过化学反应合成出无机肥，如氮肥、磷

肥和钾肥等。这种方法制备无机肥质量纯，营养成分丰

富，能够快速地为农作物提供营养。但是，化学合成无

机肥的制备过程需要大量消耗化工原料、石油等能源，

而且有害气体和污水的排放。这些排放不仅会对环境造

成严重的污染，而且还会对附近的人们造成健康威胁。

另一种制备无机肥的方法是从矿物中采集得到，这种方

法具有较少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但是，这种方法经

常存在资源消耗和地质灾害等问题，同时从地下采集矿

物对环境的影响一般也比较大。在实际生产中，合理使

用无机肥料、适度减少无机肥料的使用量，以及实行循

环利用，可以有效地减少无机肥料对环境的污染和浪

费，也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5]。

3.3  复合肥的制备
复合肥是指将多种肥料成分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

营养全面、满足农作物不同营养需要、使用方便的化

肥。而复合肥的制备方式主要有物理混合法和化学反应

法两种方法。物理混合法是指将生物有机肥和无机肥通

过物理混合的方式制成复合肥。该方法简单易行，而且

生产成本低，但是混合后的肥效不稳定，肥效相对较

低。而化学反应法则是将生物有机肥和无机肥在一定的

反应条件下加入一些化学物质，通过化学反应使两种肥

料成分混合，形成一个肥效稳定、肥效高的复合肥。该

方法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需要加工工艺比较复杂，但肥

效稳定，能够满足作物不同生长期的需求。总的来说，

生物有机肥和无机肥的混合生产可以通过物理混合和化

学反应两种方法进行制备。不同的制备方法会对复合肥

的肥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制备过程中，需要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使最终的产品能够达到

最好的肥效和收益效应。

4��应用试验

4.1  试验1
试验1是一项对比不同施肥量的作物产量的试验。

在这个试验中，我们使用同一种土壤，控制其他条件不

变，施用不同量的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和单一肥料，以

比较不同施肥量对作物产量和肥效的影响[1]。

在试验中，我们可以设定两个施肥量，例如标准量

和加量，对比分析不同量下的作物产量。通过分析实验

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不同量下作物产量的差异，从而

选择最优的施肥方式。在这个试验中，我们可以选择使

用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与单一肥料进行比较，以评估不

同组分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我们将每种肥料按照标准量

和加量施用到对应的土壤中，然后在同种作物下进行收

获。在收获过后，我们可以测量不同施肥量下的作物产

量，并计算出相应的产量增加率和肥效增加率等指标。

通过这个试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施肥量对作物

产量和肥效的影响，以便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施肥

量。同时，这个试验也可以为我们深入研究生物有机肥



工程学研究与实用·2023 第4卷 第14期

145

和无机肥料的组分配比和不同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

基础数据，为优化配方提供参考依据。

4.2  试验2
试验2是一项对比不同施肥方式的肥效的试验。在这

个试验中，我们使用相同的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并采

用不同的施肥方式，如基面广施、根面施肥、叶面喷施

等方式，比较不同方式对肥效的影响，从而确定最佳的

施肥方式。

在试验中，我们可以采取双因素设计的方法：因素

一，施肥方式，例如基面广施、根面施肥和叶面喷施；

因素二，施肥量的大小，例如标准量和加量等。在同样

的土壤环境下，分别对不同施肥方式进行试验，通过对

比不同模式下作物的生长情况，肥效等指标，得出最佳

的肥料施用方式[2]。通过这个试验，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和

合理地应用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选择适当的肥料施用

方式，优化作物品质、增加产量，降低因不合理施肥造

成的浪费和不良影响。同时，这个试验也可以为我们深

入研究不同施肥方式对作物产量和质量的影响提供基础

数据，为合理制定施肥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4.3  试验3
试验3是一项对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对土壤改良效果

的评价试验。在这个试验中，我们主要通过测定土壤的

质量指标和微生物数量等参数，评价生物有机无机复合

肥对土壤改良的效果，包括土壤pH值、有机质含量、全
氮量、速效磷酸盐含量等。

在试验中，我们可以设定两组土壤，一组为未施肥

的土壤，另一组为施用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土壤，然

后在同样条件下进行管理和监测。在管理期内，我们可

以对这两组土壤进行多次采样和检测，测量它们的土壤

质量指标和微生物数量等参数，以评价生物有机无机复

合肥的改良效果。通过这个试验，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价

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对土壤改良的效果，并得出针对性

的改善建议。同时，这个试验也可以为我们深入研究生

物有机肥和无机肥料的相互作用和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影

响提供基础数据，为优化配方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4.4  试验4
试验4是一项对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环境效益进行

评价的试验。在这个试验中，我们主要评价生物有机无机

复合肥对环境的影响，包括肥料使用量、化肥残留量、作

物抗性定义、土地水质和土壤微生物数量等指标[3]。

通过本试验，我们可以对比使用传统的化学肥料及

使用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土壤环境之间的差异，分析

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相对于传统的化肥对环境的影响。

在试验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施肥方式和肥料用量设置

不同组别，通过对这些组别实验数据的对比和分析，得

出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对环境的具体改善效益。通过评

价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环境效益，我们可以更加全

面、客观地认识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对环境的影响，从

而进一步推广其应用，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绿

色生态农业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结语

本试验结果为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生产和应用提

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和数据支撑，同时也为生态农业和

循环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生物有机

无机复合肥的研究和推广还存在一些技术和市场上的挑

战，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质量管控和市场营销等

方面的工作，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持续改

善做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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