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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大田作物生育前中

期生长活力的方法，属于农业种植技术领域。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选取籽粒饱满、均匀的大田

作物种子进行播种，播种完采用滴灌方式施加水

溶性有机复混肥，并喷洒水分，该水溶性有机复

混肥是将水溶性无机肥加入蚯蚓粪浸提液中搅

拌均匀后制备得到的，将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

无机肥配合使用，并配合滴灌的方式，提高大田

作物在初期生长的活力，从而达到提高大田作物

初期出芽的稳定性和初期作物的存活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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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大田作物生育前中期生长活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选取籽粒饱满、均匀的大田作物种子进行播种，播种完采用滴灌方式施加水溶性有机

复混肥，并喷洒水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田作物为玉米、大豆或花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溶性有机复混肥是将水溶性无机肥

加入蚯蚓粪浸提液中搅拌均匀后制备得到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的料液

比为(15～20)：1。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蚓粪浸提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将蚯蚓粪与水按照质量比为20:1进行混合，震荡2～5h后静置过夜，过滤后得所述蚯蚓

粪浸提液。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溶性无机肥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组成：亚精胺2～5份、尿素5～10份、黄腐酸15～20份、亚硝酸钙8～12份、磷酸二氢钾5～10

份、钼酸铵2～6份、硅酸镁4～6份和维生素E  0.8～1.5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洒水分使土壤水分含量为100～

12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滴灌的时间为4～5h，滴灌速率为5mm/

d，间隔周期为5～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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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大田作物生育前中期生长活力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大田作物生育前中期生长活力的方法，属于农业种植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因为农业关乎的是亿万

人的伙食餐饮问题，人是铁饭是钢，而农业就是为国民提供食物的关键性产业，所以提高农

作物产量更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0003] 目前，为了提高粮食作物产量，往往通过施加化肥的形式，化肥是任一天然或合成

的一种或多种植物成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按形态分可分为固体化肥、液体化肥和气

体化肥，其中固态化肥通常是以覆盖在植株根部或与土壤一起填埋的形式使用，但是其中

的微量元素物质从化肥中渗透出来发挥作用所需时间太长，气体化肥则由于其具有强扩散

性、不易控制、类型较少的缺点而极少被采用，液体肥料可以通过灌溉和喷洒的方式使用，

更加利于植物的吸收，所以被广泛应用，但是现有的液体肥料只是单纯的以氮磷钾等元素

为主，长期使用会存在导致土壤板结的问题，另外，液体肥料往往需要靠植株的叶片或根部

吸收，只能对长成植株发挥较好的作用，而前中期作物的生长情况往往被忽略，最终导致种

质资源的浪费。

[0004] 所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我国农作物产量，提出一种针对农作物前中期生长

过程的管理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针对大田作物在种植阶段前期种子萌发率低、存活率低

导致的种质资源浪费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提高大田作物生育前中期生长活力的方法，通过

将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配合使用，提高大田作物在初期生长的活力，从而提高大

田作物初期出芽的稳定性和初期作物的存活率。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大田作物生育前中期生长活力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选

取籽粒饱满、均匀的大田作物种子进行播种，播种完采用滴灌方式施加水溶性有机复混肥，

并喷洒水分。

[0008] 进一步地，该大田作物为玉米、大豆或花生。大田作物种子萌发的过程分为吸胀阶

段、萌动阶段和发芽阶段，吸胀阶段种皮吸收水分变软，这样有利于外界水分进入种胚，由

于种胚细胞的分裂，细胞数目迅速增多，体积迅速变大，胚根顶破种皮而出，此阶段为萌动

阶段，之后胚继续生长，胚根的生长加快，之后子叶和胚芽伸出种皮，完成发芽。在种子发芽

后再长出根、茎、叶形成幼苗。

[0009] 进一步地，该水溶性有机复混肥是将水溶性无机肥加入蚯蚓粪浸提液中搅拌均匀

后制备得到的，水溶性无机肥直接用蚯蚓粪浸提液进行溶解即可，无需再用水进行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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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该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的料液比为(15～20)：1。

[0011] 进一步地，该蚓粪浸提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将蚯蚓粪与水按照质量比为20:1进行混合，震荡2～5h后静置过夜，过滤后得所述

蚯蚓粪浸提液。自然界的各种有机废弃物经发酵后，在蚯蚓消化系统蛋白酶、脂防酶、纤维

酶和淀粉酶的作用下，迅速分解，转化成为自身或易于其他生物利用的营养物质，经排泄后

成为蚯蚓粪，蚯蚓粪因有很大的表面积，使得许多有益微生物得以生存，并具有良好的吸收

和保持营养物质的能力，同时经过蚯蚓消化，有益于蚯蚓粪中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虽然蚯

蚓粪中含有丰富的氮、磷、锌等各类元素，以及铁、锰、锌、铜、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但是因其独特的疏松、多孔结构肥效释放速度较慢，所以通过浸提将蚯蚓粪中的有效成分

充分溶解到水中，以水溶液的形式直接作用于大田作物种子表面，减少发挥作用所需要的

时间。

[0013] 进一步地，该水溶性无机肥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亚精胺2～5份、尿素5～

10份、黄腐酸15～20份、亚硝酸钙8～12份、磷酸二氢钾5～10份、钼酸铵2～6份、硅酸镁4～6

份和维生素E  0.8～1.5份。该水溶性无机肥可以为大田作物生长提供所需的营养物质，促

进种子前期快速萌发及后期根系的生长。

[0014] 进一步地，该喷洒水分使土壤水分含量为100～120％。

[0015] 进一步地，该滴灌的时间为4～5h，滴灌速率为5mm/d，间隔周期为5～8天。

[0016] 本发明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

[0017] 1)本发明将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配合使用，提高大田作物在初期生长的

活力，从而达到提高大田作物初期出芽的稳定性和初期作物的存活率的目标。试验结果表

明：蚯蚓粪浸提液与水溶性无机肥通过滴灌配合施用，可以提高大田作物的种子萌发率，同

时对植株根长等地下生物量及芽长等地上生物量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提高了大田作物的

竞争力，从而达到提高大田作物初期出芽的稳定性和初期作物的存活率的目标。

[0018] 2)蚯蚓粪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氮磷钾、微生物和有机物质等，这些营养物质依靠

蚯蚓粪的多孔结构而存在，本发明通过将蚯蚓粪在水中长时间浸泡震荡使其富含的营养物

质被完全浸出，例如其富含的赤霉素、生长素、细胞分裂素多种植物激素，这些生物性营养

元素对促进大田作物生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蚯蚓粪中的腐殖酸物质也会进入水中，

并与水溶性无机肥中的螯合态微量元素进行结合，从而促进大田作物种子营养的吸收和蛋

白合成，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存活率。

[0019] 3)本发明所用的水溶性无机肥由多种元素构成，为大田作物生长发育提供了丰富

的氮、磷、钾、钙、镁等微量元素，另外，维生素E可以解除种子的休眠期，有效促进种子细胞

分裂，使细胞保持较高的生命活力，促进种子萌发，从而提高成活率，亚精胺作为一种生物

活性胺，可以提高大田作物种子中萌芽相关的酶的活性，从而促进种子幼苗的生长发育，促

进侧根的形成及伸长。

[0020] 4)本发明的水溶性有机复混肥通过滴灌的方式施加，在施加的过程中，水溶性有

机复混肥中的有效物质可以伴随水分子快速通过土壤直接到达种子表面，使肥效快速发挥

作用，避免了固体肥料因渗透作用错过最佳施用期的问题，同时通过滴加肥料与喷洒水分

相结合的方法，使土壤水分含量为100～120％，为种子萌发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进而提高

种子的前期发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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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现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多种示例性实施方式，该详细说明不应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

制，而应理解为是对本发明的某些方面、特性和实施方案的更详细的描述。

[0022] 应理解本发明中所述的术语仅仅是为描述特别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制本发

明。另外，对于本发明中的数值范围，应理解为还具体公开了该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之间的每

个中间值。在任何陈述值或陈述范围内的中间值，以及任何其他陈述值或在所述范围内的

中间值之间的每个较小的范围也包括在本发明内。这些较小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可独立地包

括或排除在范围内。

[0023]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本发明所述领域的常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含义。虽然本发明仅描述了优选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在本发明的

实施或测试中也可以使用与本文所述相似或等同的任何方法和材料。本说明书中提到的所

有文献通过引用并入，用以公开和描述与所述文献相关的方法和/或材料。在与任何并入的

文献冲突时，以本说明书的内容为准。

[0024] 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或精神的情况下，可对本发明说明书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多

种改进和变化，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由本发明的说明书得到的其他实

施方式对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得的。本发明说明书和实施例仅是示例性的。

[0025] 关于本文中所使用的“包含”、“包括”、“具有”、“含有”等等，均为开放性的用语，即

意指包含但不限于。

[0026] 北方玉米、大豆和花生的播种时间一般均为每年的4～5月份，此时室外温度在20

℃左右，并且昼夜温差不大，所以本发明实施例及对比例均在温度为20℃的大棚中进行，自

然光照射，种植期间进行除草除虫管理。

[0027] 本发明实施例所用玉米种子、大豆种子和花生种子均来自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0028]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将蚯蚓粪与水按照质量比为20:1进行混合，震荡3h后静置过夜，过滤后制得蚯蚓

粪浸提液；

[0031] 按质量份数称取以下原料：亚精胺3份、尿素8份、黄腐酸16份、亚硝酸钙10份、磷酸

二氢钾10份、钼酸铵2份、硅酸镁5份和维生素E1份，将上述原料混合均匀后得到水溶性无机

肥；

[0032] 将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按照料液比为16：1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水溶性有

机复混肥；

[0033] 选取100颗籽粒饱满、均匀的玉米种子进行播种，播种完采用滴灌方式施加水溶性

有机复混肥，滴灌的时间为5h，滴灌速率为5mm/d，间隔周期为5天，并喷洒水分，使土壤水分

含量为120％。

[0034] 实施例2

[0035] 将蚯蚓粪与水按照质量比为20:1进行混合，震荡2h后静置过夜，过滤后制得蚯蚓

粪浸提液；

[0036] 按质量份数称取以下原料：亚精胺5份、尿素5份、黄腐酸15份、亚硝酸钙10份、磷酸

二氢钾9份、钼酸铵6份、硅酸镁4份和维生素E1.5份，将上述原料混合均匀后得到水溶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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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肥；

[0037] 将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按照料液比为18：1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水溶性有

机复混肥；

[0038] 选取100颗籽粒饱满、均匀的大豆种子进行播种，播种完采用滴灌方式施加水溶性

有机复混肥，滴灌的时间为4h，滴灌速率为5mm/d，间隔周期为7天，并喷洒水分，使土壤水分

含量为100％。

[0039] 实施例3

[0040] 将蚯蚓粪与水按照质量比为20:1进行混合，震荡5h后静置过夜，过滤后制得蚯蚓

粪浸提液；

[0041] 按质量份数称取以下原料：亚精胺2份、尿素10份、黄腐酸20份、亚硝酸钙12份、磷

酸二氢钾10份、钼酸铵2份、硅酸镁4份和维生素E  0.8份，将上述原料混合均匀后得到水溶

性无机肥；

[0042] 将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按照料液比为20：1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水溶性有

机复混肥；

[0043] 选取100颗籽粒饱满、均匀的花生种子进行播种，播种完采用滴灌方式施加水溶性

有机复混肥，滴灌的时间为5h，滴灌速率为5mm/d，间隔周期为8天，并喷洒水分，使土壤水分

含量为110％。

[0044] 实施例4

[0045] 将蚯蚓粪与水按照质量比为20:1进行混合，震荡4h后静置过夜，过滤后制得蚯蚓

粪浸提液；

[0046] 按质量份数称取以下原料：亚精胺4份、尿素6份、黄腐酸20份、亚硝酸钙9份、磷酸

二氢钾6份、钼酸铵4份、硅酸镁5份和维生素E1.4份，将上述原料混合均匀后得到水溶性无

机肥；

[0047] 将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按照料液比为15：1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水溶性有

机复混肥；

[0048] 选取100颗籽粒饱满、均匀的玉米种子进行播种，播种完采用滴灌方式施加水溶性

有机复混肥，滴灌的时间为4.5h，滴灌速率为5mm/d，间隔周期为7天，并喷洒水分，使土壤水

分含量为100％。

[0049] 实施例5

[0050] 将蚯蚓粪与水按照质量比为20:1进行混合，震荡3h后静置过夜，过滤后制得蚯蚓

粪浸提液；

[0051] 按质量份数称取以下原料：亚精胺2份、尿素5份、黄腐酸20份、亚硝酸钙12份、磷酸

二氢钾8份、钼酸铵3份、硅酸镁5份和维生素E1.1份，将上述原料混合均匀后得到水溶性无

机肥；

[0052] 将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按照料液比为19：1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水溶性有

机复混肥；

[0053] 选取100颗籽粒饱满、均匀的花生种子进行播种，播种完采用滴灌方式施加水溶性

有机复混肥，滴灌的时间为5h，滴灌速率为5mm/d，间隔周期为8天，并喷洒水分，使土壤水分

含量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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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对比例1

[0055] 同实施例1，其区别仅在于，将蚯蚓粪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0:1进行混合，震荡6h后

静置过夜，过滤后制得蚯蚓粪浸提液。

[0056] 对比例2

[0057] 同实施例1，其区别仅在于，按质量份数称取以下原料：尿素8份、黄腐酸16份、亚硝

酸钙10份、磷酸二氢钾10份、钼酸铵2份、硅酸镁5份和维生素E1份，将上述原料混合均匀后

得到水溶性无机肥。

[0058] 对比例3

[0059] 同实施例1，其区别仅在于，按质量份数称取以下原料：亚精胺3份、尿素8份、黄腐

酸16份、亚硝酸钙10份、磷酸二氢钾10份、钼酸铵2份、硅酸镁5份，将上述原料混合均匀后得

到水溶性无机肥。

[0060] 对比例4

[0061] 同实施例1，其区别仅在于，按质量份数称取以下原料：亚精胺10份、尿素9份、黄腐

酸12份、亚硝酸钙15份、磷酸二氢钾3份、钼酸铵6份、硅酸镁9份和维生素E  0.1份，将上述原

料混合均匀后得到水溶性无机肥。

[0062] 对比例5

[0063] 同实施例1，其区别仅在于，将蚯蚓粪浸提液和水溶性无机肥按照料液比为10：1混

合搅拌均匀得到水溶性有机复混肥。

[0064] 对比例6

[0065] 同实施例1，其区别仅在于，将蚯蚓粪与水溶性无机肥干混后按照质量比为15:1直

接覆盖在玉米种子之上。

[0066] 试验例

[0067] 1.种子的发芽率、发芽指数及种子活力指数的测定

[0068] 当种子发育3天时，对实施例1～5与对比例1～6的种子进行测定，结果见表1，其

中：

[0069] 发芽率＝种子萌发数/供测种子数×100％

[0070] 发芽指数＝逐日萌发数/相应的发芽天数

[0071] 表1测定结果

[0072]   发芽数/颗 发芽率/％ 发芽指数

实施例1 93 93 73.5

实施例2 92 92 73.2

实施例3 89 89 72.0

实施例4 91 91 72.7

实施例5 92 92 73.0

对比例1 70 70 52.3

对比例2 75 75 56.0

对比例3 72 72 53.2

对比例4 69 69 51.8

对比例5 70 70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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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6 51 51 37.8

[0073] 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大田作物的发芽率、发芽

指数，达到了提高大田作物初期出芽的稳定性和初期作物的存活率的目标，而对比例改变

了养殖过程中蚯蚓粪浸提液的制作过程、水溶性无机化肥的组成配比以及种植过程中滴灌

的条件等，最后大田作物种子的发芽率及发芽指数均明显低于本发明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本发明种植方法的合理性。

[0074] 2.地下部生物量及地上部生物量的测定

[0075] 在播种30天后，采用微根窗法测定实施例1～5与对比例1～6的种子的地下部生物

量及地上部生物量，结果见表2，其中：

[0076] 表2测定结果

[0077]

[0078] 由表2内容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及实施例4种植的为玉米种子，在种植后30天测得

其地下根长达到了13～15cm，而对比例1～6也是种植的玉米种子，其根长最长只达到了

10cm，地上部分株高也明显低于实施例，实施例2、3和4的大豆、花生长势也良好，说明本发

明的方法可以对大田作物植株根长地下生物量及地上生物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以提

高大田作物生育前中期生长活力。

[0079]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

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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