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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

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生物炭15-20份、农

作物秸秆30-50份、畜禽养殖粪便20-30份、花叶

蔓长春10-15份、发酵菌剂1-2份；其中，生物炭由

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植物秸秆20-30份、芦

花5-10份、泥炭藓5-10份。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了

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制备方法。本发明

制备出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能显著增加棕

壤中有机碳及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含量，提高

养分转化率及有益微生物数量，促进土壤修复，

培肥地力，同时增强作物的抗病性，提高产量，促

进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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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特征在于，其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生物炭15-20份、农作物秸秆30-50份、畜禽养殖粪便20-30份、花叶蔓长春10-15份、发酵菌

剂1-2份；

其中，所述生物炭的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植物秸秆20-30份、芦花5-

10份、泥炭藓5-1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特征在于，其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

份数的组分组成：生物炭15份、农作物秸秆40份、畜禽养殖粪便25份、花叶蔓长春12份、发酵

菌剂1份；

其中，所述生物炭的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植物秸秆25份、芦花10份、

泥炭藓1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菌剂由冷解糖

芽孢杆菌发酵液、酵母菌发酵液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菌剂中有效活

菌数为1.0×108-1.0×1010个/mL。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农作物秸秆为玉米

秸秆、小麦秸秆、水稻秸秆、高粱秸秆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植物秸秆为玉米秸秆、小麦秸秆、水稻秸秆、高粱秸秆、芦苇秸秆、芦竹秸秆中的一

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制备生物炭

步骤1.1，按重量份数称取植物秸秆20-30份、芦花5-10份、泥炭藓5-10份；

步骤1.2，将植物秸秆、芦花、泥炭藓干燥后粉碎，得到粉状混合物；

步骤1.3，将粉状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氛围下，以3-5℃/min的升温速度升

温至300-400℃并保温0.5-1h；然后以3-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400-600℃并保温1-3h，

最后以3-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600-800℃并保温0.5-1h，保温完毕后自然冷却至室

温，即得到所述生物炭；

步骤2，按重量份数称取步骤1中制得的生物炭15-20份、农作物秸秆30-50份、畜禽养殖

粪便20-30份、花叶蔓长春10-15份、发酵菌剂1-2份；

步骤3，将步骤2中称取的花叶蔓长春加入相当于其重量5倍的碳酸钠水溶液中，浸泡3h

后煮沸，并在沸腾状态下保持2h，然后过滤，得到滤渣和滤液，备用；

其中，碳酸钠水溶液的质量浓度为5％；

步骤4，将步骤2中称取的农作物秸秆、畜禽养殖粪便、发酵菌剂以及步骤3中得到的滤

渣混匀后发酵，发酵完毕后得到发酵有机肥料；

步骤5，将步骤4中的发酵有机肥料与步骤3中的滤液以及步骤2中称取的生物炭混合均

匀，即制得所述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农

作物秸秆切段成长度为1-2cm的段状后再发酵。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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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酵条件如下：将步骤2中称取的农作物秸秆、畜禽养殖粪便、发酵菌剂以及步骤3中得到

的滤渣混匀，得到预混料，加水调节预混料的含水率为50％-60％，然后在厌氧条件下，于37

±2℃发酵30天，发酵完毕得到发酵有机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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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肥料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棕壤在我国东北地区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近几十年来，随着化学肥料的大量应

用，农作物的产量得到一定幅度的增加，但由于长期只注重高投入(高肥、高水、高农药等)

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土壤板结增加、耕层变浅，土壤理化性能变差，极大的制约了土壤肥

力的发挥。因此，很有必要对目前棕壤的状况进行改善，以使其满足农业种植的需要。

[0003] 同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产生了大量的生物质废弃物，目

前这些生物质废弃物的资源化程度较低，相当一部分农业废弃物没有得到有效资源化利

用，如农作物秸秆随意堆放、无序焚烧成已成为政府控制大气质量和农村环境治理中最为

棘手的问题，农业废弃物不能有效资源化利用既浪费资源，又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很有必

要将目前我国东北地区棕壤存在的状况和农业废弃物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以求寻找出一种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在解决农业废弃物的基础上，也解决棕壤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棕壤存在的土壤理

化性能变差的问题，还解决了农业废弃物处理存在各种弊端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

份数的组分组成：生物炭15-20份、农作物秸秆30-50份、畜禽养殖粪便20-30份、花叶蔓长春

10-15份、发酵菌剂1-2份；

[0006] 其中，所述生物炭的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植物秸秆20-30份、芦

花5-10份、泥炭藓5-10份。

[0007] 畜禽养殖粪便可以为鲜牛粪、鲜鸡粪、鲜羊粪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0008] 优选的，所述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生

物炭15份、农作物秸秆40份、畜禽养殖粪便25份、花叶蔓长春12份、发酵菌剂1份；

[0009] 其中，所述生物炭的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植物秸秆25份、芦花10

份、泥炭藓10份。

[0010] 优选的，所述发酵菌剂由冷解糖芽孢杆菌发酵液、酵母菌发酵液按照2：1的质量比

混合而成。

[0011] 优选的，所述发酵菌剂中有效活菌数为1.0×108-1.0×1010个/mL。

[0012] 优选的，所述农作物秸秆为玉米秸秆、小麦秸秆、水稻秸秆、高粱秸秆中的一种或

几种；

[0013] 所述植物秸秆为玉米秸秆、小麦秸秆、水稻秸秆、高粱秸秆、芦苇秸秆、芦竹秸秆中

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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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5] 步骤1，制备生物炭

[0016] 步骤1.1，按重量份数称取植物秸秆20-30份、芦花5-10份、泥炭藓5-10份；

[0017] 步骤1.2，将植物秸秆、芦花、泥炭藓干燥后粉碎，得到粉状混合物；

[0018] 步骤1.3，将粉状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氛围下，以3-5℃/min的升温速

度升温至300-400℃并保温0.5-1h；然后以3-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400-600℃并保温

1-3h，最后以3-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600-800℃并保温0.5-1h，保温完毕后自然冷却

至室温，即得到所述生物炭；

[0019] 步骤2，按重量份数称取步骤1中制得的生物炭15-20份、农作物秸秆30-50份、畜禽

养殖粪便20-30份、花叶蔓长春10-15份、发酵菌剂1-2份；

[0020] 步骤3，将步骤2中称取的花叶蔓长春加入相当于其重量5倍的碳酸钠水溶液中，浸

泡3h后煮沸，并在沸腾状态下保持2h，然后过滤，得到滤渣和滤液，备用；

[0021] 其中，碳酸钠水溶液的质量浓度为5％；

[0022] 步骤4，将步骤2中称取的农作物秸秆、畜禽养殖粪便、发酵菌剂以及步骤3中得到

的滤渣混匀后发酵，发酵完毕后得到发酵有机肥料；

[0023] 步骤5，将步骤4中的发酵有机肥料与步骤3中的滤液以及步骤2中称取的生物炭混

合均匀，即制得所述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该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可以根据使用需要

采用常规方法制成粉状或不同粒径的粒状。

[0024] 优选的，步骤4中农作物秸秆切段成长度为1-2cm的段状后再发酵。

[0025] 优选的，步骤4中具体发酵条件如下：将步骤2中称取的农作物秸秆、畜禽养殖粪

便、发酵菌剂以及步骤3中得到的滤渣混匀，得到预混料，加水调节预混料的含水率为50％-

60％，然后在厌氧条件下，于37±2℃发酵30天，发酵完毕得到发酵有机肥料。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7] 1)本发明在制备生物炭时添加了芦花和泥炭藓，添加芦花制备出的生物炭能够吸

附棕壤中的铵离子和硝酸根离子，从而降低棕壤中铵离子和硝酸根离子的淋失；而泥炭藓

则能够吸附棕壤中的无机磷，从而减少磷的淋失，因此，本发明的生物炭能够吸附固定棕壤

矿质元素氮和磷，避免其淋湿后使棕壤肥力下降，同时也避免了其流失对环境的影响；

[0028] 此外，本发明制备出的生物炭还能够吸附棕壤有机分子，通过表面催化活性促进

小的有机分子聚合形成棕壤有机质，通过微生物作用将生物炭转变成腐殖质碳，利于腐殖

质碳的形成；生物炭本身具有大量表面负电荷以及高电荷密度，能够增强棕壤离子交换量

和增加对棕壤中养分的吸附，极大地提高了营养元素的吸附能力和养分有效性，减少养分

淋溶，提高肥料养分利用率。

[0029] 2)本发明加入花叶蔓长春与农作物秸秆、畜禽养殖粪便共同发酵，实验中发现，花

叶蔓长春中含有促进植物生根发芽的活性物质，能促进植物快速生长。

[0030] 3)本发明利用冷解糖芽孢杆菌和酵母菌的混合发酵菌液作为发酵菌剂，二者配合

使用能够高效的对原料进行发酵，此外，冷解糖芽孢杆菌在促进植物秸秆降解，使原料迅速

发酵成有机肥的同时，其存留在有机肥料体系中还能够起到杀虫杀菌的作用。

[0031] 4)本发明制备出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能显著增加棕壤中有机碳及氮、磷、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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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营养元素的含量，提高养分转化率及有益微生物数量，促进棕壤修复，培肥地力，同时增

强作物的抗病性，提高产量，促进增收。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能予以实施，下面结合具体

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3]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冷解糖芽孢杆菌、酵母菌菌种均为在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可购买到的现有菌种，不涉及新菌种的开发，只涉及这两种现有菌株的应用。并且，下述实

施例中所用的冷解糖芽孢杆菌购自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

编号为CGMCC  NO.4519；酵母菌购自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

编号为CGMCC  NO.15430；下述各实施例中所述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4] 实施例中冷解糖芽孢杆菌发酵液、酵母菌发酵液均是采用常规方法扩大培养得到

菌液或市售的发酵菌液。

[0035] 实施例1

[0036] 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生物炭15

份、玉米秸秆40份、畜禽养殖粪便25份、花叶蔓长春12份、发酵菌剂1份；

[0037] 其中，生物炭的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芦苇秸秆25份、芦花10份、

泥炭藓10份；

[0038] 发酵菌剂由冷解糖芽孢杆菌发酵液、酵母菌发酵液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而成，且

发酵菌剂中有效活菌数为1.0×108个/mL。

[0039] 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40] 步骤1，制备生物炭

[0041] 步骤1.1，按重量份数称取芦苇秸秆25份、芦花10份、泥炭藓10份；

[0042] 步骤1.2，将芦苇秸秆、芦花、泥炭藓干燥后粉碎，得到粉状混合物；

[0043] 步骤1.3，将粉状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氛围下，以3℃/min的升温速度

升温至300℃并保温1h；然后以3℃/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400℃并保温3h，最后以3℃/min

的升温速度升温至600℃并保温1h，保温完毕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生物炭；

[0044] 步骤2，按重量份数称取步骤1中制得的生物炭15份、玉米秸秆40份、畜禽养殖粪便

25份、花叶蔓长春12份、发酵菌剂1份；

[0045] 步骤3，将步骤2中称取的花叶蔓长春加入相当于其重量5倍的碳酸钠水溶液中，浸

泡3h后煮沸，并在沸腾状态下保持2h，然后过滤，得到滤渣和滤液，备用；

[0046] 其中，碳酸钠水溶液的质量浓度为5％；

[0047] 步骤4，将步骤2中称取的玉米秸秆、畜禽养殖粪便、发酵菌剂以及步骤3中得到的

滤渣混匀，得到预混料，加水调节预混料的含水率为55％，然后在厌氧条件下，于37±2℃发

酵30天，发酵完毕得到发酵有机肥料；

[0048] 步骤5，将步骤4中的发酵有机肥料与步骤3中的滤液以及步骤2中称取的生物炭混

合均匀，即制得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

[0049] 实施例2

[0050] 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生物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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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小麦秸秆20份、水稻秸秆10份、畜禽养殖粪便20份、花叶蔓长春10份、发酵菌剂2份；

[0051] 其中，生物炭的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芦竹秸秆20份、芦花5份、泥

炭藓5份；

[0052] 发酵菌剂由冷解糖芽孢杆菌发酵液、酵母菌发酵液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而成，且

发酵菌剂中有效活菌数为1.0×109个/mL。

[0053] 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54] 步骤1，制备生物炭

[0055] 步骤1.1，按重量份数称取芦竹秸秆20份、芦花5份、泥炭藓5份；

[0056] 步骤1.2，将芦竹秸秆、芦花、泥炭藓干燥后粉碎，得到粉状混合物；

[0057] 步骤1.3，将粉状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氛围下，以4℃/min的升温速度

升温至350℃并保温1h；然后以4℃/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500℃并保温2h，最后以4℃/min

的升温速度升温至700℃并保温0.5h，保温完毕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生物炭；

[0058] 步骤2，按重量份数称取步骤1中制得的生物炭20份、小麦秸秆20份、水稻秸秆10

份、畜禽养殖粪便20份、花叶蔓长春10份、发酵菌剂2份；

[0059] 步骤3，将步骤2中称取的花叶蔓长春加入相当于其重量5倍的碳酸钠水溶液中，浸

泡3h后煮沸，并在沸腾状态下保持2h，然后过滤，得到滤渣和滤液，备用；

[0060] 其中，碳酸钠水溶液的质量浓度为5％；

[0061] 步骤4，将步骤2中称取的小麦秸秆、水稻秸秆、畜禽养殖粪便、发酵菌剂以及步骤3

中得到的滤渣混匀，得到预混料，加水调节预混料的含水率为60％，然后在厌氧条件下，于

37±2℃发酵30天，发酵完毕得到发酵有机肥料；

[0062] 步骤5，将步骤4中的发酵有机肥料与步骤3中的滤液以及步骤2中称取的生物炭混

合均匀，即制得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

[0063] 实施例3

[0064] 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生物炭18

份、玉米秸秆25份、高粱秸秆25份、畜禽养殖粪便30份、花叶蔓长春15份、发酵菌剂1份；

[0065] 其中，生物炭的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植物秸秆30份、芦花8份、泥

炭藓8份；

[0066] 发酵菌剂由冷解糖芽孢杆菌发酵液、酵母菌发酵液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而成，且

发酵菌剂中有效活菌数为1.0×1010个/mL。

[0067] 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68] 步骤1，制备生物炭

[0069] 步骤1.1，按重量份数称取植物秸秆30份、芦花8份、泥炭藓8份；

[0070] 步骤1.2，将植物秸秆、芦花、泥炭藓干燥后粉碎，得到粉状混合物；

[0071] 步骤1.3，将粉状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氛围下，以5℃/min的升温速度

升温至400℃并保温0.5h；然后以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600℃并保温1h，最后以5℃/

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800℃并保温0.5h，保温完毕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生物炭；

[0072] 步骤2，按重量份数称取步骤1中制得的生物炭18份、玉米秸秆25份、高粱秸秆25

份、畜禽养殖粪便30份、花叶蔓长春15份、发酵菌剂1份；

[0073] 步骤3，将步骤2中称取的花叶蔓长春加入相当于其重量5倍的碳酸钠水溶液中，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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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3h后煮沸，并在沸腾状态下保持2h，然后过滤，得到滤渣和滤液，备用；

[0074] 其中，碳酸钠水溶液的质量浓度为5％；

[0075] 步骤4，将步骤2中称取的玉米秸秆、高粱秸秆、畜禽养殖粪便、发酵菌剂以及步骤3

中得到的滤渣混匀，得到预混料，加水调节预混料的含水率为50％，然后在厌氧条件下，于

37±2℃发酵30天，发酵完毕得到发酵有机肥料；

[0076] 步骤5，将步骤4中的发酵有机肥料与步骤3中的滤液以及步骤2中称取的生物炭混

合均匀，即制得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

[0077] 需要说明的是，步骤4中农作物秸秆切段成长度为1-2cm的段状后再发酵。

[0078]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效果，本发明还设置了对比例，具体如下：

[0079] 对比例1

[0080] 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生物炭15

份、玉米秸秆40份、畜禽养殖粪便25份、发酵菌剂1份；

[0081] 其中，生物炭的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植物秸秆25份、芦花10份、

泥炭藓10份；

[0082] 发酵菌剂由冷解糖芽孢杆菌发酵液、酵母菌发酵液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而成，且

发酵菌剂中有效活菌数为1.0×108个/mL。

[0083]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删掉对花叶蔓长春的处理步骤。

[0084] 对比例2

[0085] 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生物炭15

份、玉米秸秆40份、畜禽养殖粪便25份、花叶蔓长春12份、发酵菌剂1份；

[0086] 其中，生物炭由芦苇秸秆制备而成；

[0087] 发酵菌剂由冷解糖芽孢杆菌发酵液、酵母菌发酵液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而成，且

发酵菌剂中有效活菌数为1.0×108个/mL。

[0088] 具体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2中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如下：

[0089] 将芦苇秸秆粉碎后置于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氛围下，以3℃/min的升温速度升温

至300℃并保温1h；然后以3℃/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400℃并保温3h，最后以3℃/min的升

温速度升温至600℃并保温1h，保温完毕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生物炭。

[0090] 对比例3

[0091] 一种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其制备原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生物炭15

份、玉米秸秆40份、畜禽养殖粪便25份、发酵菌剂1份；

[0092] 其中，生物炭由芦苇秸秆制备而成；

[0093] 发酵菌剂由冷解糖芽孢杆菌发酵液、酵母菌发酵液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而成，且

发酵菌剂中有效活菌数为1.0×108个/mL。

[0094] 制备方法同对比例2，不同之处在于删掉对比例2中对花叶蔓长春的处理步骤。

[0095] 实施例1-3和对比例1-3均利制备出了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下面将本发明制备

出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应用于东北地区棕壤春玉米的种植以说明本发明的效果。

[0096] 将70亩春玉米种植地分成7组，每组10亩，其中三组为试验组，分别施用实施例1-3

制备出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另外三组为对照组，分别施用对比例1-3制备出的生物炭

土壤改良有机肥，最后一组为空白对照组，施用普通农家肥。上述各组均在同一时间种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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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同时进行施肥，施加量均为800kg/亩，且上述各组春玉米种植过程中均不喷洒农药。

[0097] 实验过程中分别采集肥料施加前以及春玉米收获后的耕层土壤，分析其基本的理

化数值，具体结果见表1。

[0098] 表1施加前后土壤理化性质

[0099]

[0100] 从表1可以看出，在春玉米种植地土壤上施用实施例1-3的生物炭土壤改良有机肥

后，棕壤的理化性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不仅棕壤中营养元素的含量大量增加，肥力也大大

提高，而且还降低了棕壤容重，增加了棕壤孔隙度。

[0101] 实施例1-3在制备生物炭时加入了芦花和泥炭藓，实验发现，添加芦花制备出的生

物炭能够吸附棕壤中的铵离子和硝酸根离子，从而降低棕壤中铵离子和硝酸根离子的淋

失；而泥炭藓则能够吸附棕壤中的无机磷，从而减少磷的淋失，因此，本发明的生物炭能够

吸附固定棕壤有益元素氮和磷，避免其淋湿后使棕壤肥力下降，同时也避免了其流失对环

境的影响。

[0102] 实施例1-3的土壤改良有机肥在发酵时加入了花叶蔓长春，花叶蔓长春对棕壤肥

力有一定的改善效果。

[0103] 对比例1的土壤改良有机肥中没有添加花叶蔓长春，其他成分和实施例1-3相同，

因此，制备出的有机肥的肥力基本不受影响；对比例2中生物炭是采用农作物秸秆制备出

的，没有添加芦花和泥炭藓，因此，生物炭对棕壤中氮磷的固定能力有限，不及实施例1-3，

因此其施加到棕壤后对棕壤理化性能的改善效果不及实施例1-3好；对比例3中既没有添加

花叶蔓长春，在制备生物炭时也没有添加芦花和泥炭藓，因此，其性能较对比例2差。

[0104] 空白对照组施用的是普通农家肥，其营养成分基本和对比例3相当，但是却没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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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炭成分，因此其对棕壤理化性能的改善效果也是有限的。

[0105] 在春玉米种植过程中，记录其病害情况，待上述种植的春玉米收获后，记录其产

量，具体结果见表2。

[0106] 表2春玉米产量及病害情况

[0107]

项目 春玉米产量(kg/hm2) 病害发生率(％)

实施例1 12872.3 0.8

实施例2 12951.9 1.2

实施例3 12856.4 1.3

对比例1 10578.3 1.8

对比例2 11389.6 1.6

对比例3 9817.2 2.1

空白对照组 9432.1 5.8

[0108] 从表2可以看出，施用实施例1-3的土壤改良有机肥种植玉米后，相对于施用普通

农家肥种植的玉米来说，玉米的产量提高了26％以上；施用对比例1-3的棕壤改良有机肥种

植玉米后，相对于施用普通农家肥种植的玉米来说，玉米的产量提高了3％-17％。

[0109] 实施例1-3的土壤改良有机肥料中因为添加有花叶蔓长春，花叶蔓长春中含有促

进玉米生根发芽的物质，能够提高玉米的生根发芽率，进而使玉米的产量得到提高。实验中

发现，施用实施例1-3的土壤改良有机肥后，玉米的发芽率基本达到95％以上，而施用对比

例1和空白对照组的有机肥后，玉米发芽率仅在85％左右，从而使玉米的产量受到影响。

[0110] 此外，实施例1-3的土壤改良有机肥中还含有冷解糖芽孢杆菌，冷解糖芽孢杆菌发

酵完毕后存留在体系中，能够起到杀虫杀菌的作用，能够抑制玉米生长过程中的病害。

[0111] 本发明描述了优选的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创造性概

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选实

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0112]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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