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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其特征在于

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黄磷炉渣 15~17、石灰

石 8~10、水稻秸秆 12~14、琼脂粉 1~2、干枯杂草

7~10、煤灰 14~16、黄土 15~18、生物发酵菌剂 3~4、

ε-聚赖氨酸3~5、碳酸钠4~6、黄腐酸钾6~8、磷酸

铵 2~3、尿素 12~14、硫酸铵 3~5、助剂 4~5 和适量

的水；本发明的肥料是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

肥料，其中用到了独特的包膜技术，是将石灰石磨

成砂状，将琼脂加热溶解后冷却凝固的方式在粒

状石粉表面形成一层琼脂膜，有利于养分的缓释，

防止土壤板结及养分流失的作用，这种有机肥使

用了干枯的杂草及秸秆为原料，利用生物菌发酵

将老化植被中的生长矿物质再次利用，更健康环

保，对环境也有利，适用于瓜果蔬菜的等绿色食品

的种植及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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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黄磷炉渣

15~17、石灰石 8~10、水稻秸秆 12~14、琼脂粉 1~2、干枯杂草 7~10、煤灰 14~16、黄土 15~18、

生物发酵菌剂 3~4、ε- 聚赖氨酸 3~5、碳酸钠 4~6、黄腐酸钾 6~8、磷酸铵 2~3、尿素 12~14、

硫酸铵 3~5、助剂 4~5和适量的水；

所述的助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葡萄糖酸锌 1~2、纳米碳粉 0.5~1.5、冬青油

0.8~1.4、麦饭石粉 2~3、过硫酸铵 0.5~1.0、纳米铁矿尾砂 10~15、甲基丙烯酸甲酯 3~5、硼砂

4~6、甘油 2~3 和适量的水；制备方法是：先将甘油与水以 1 ∶ 10 的比例互溶，再加入葡萄

糖酸锌、纳米碳粉、冬青油、麦饭石粉、甲基丙烯酸甲酯、及过硫酸铵，加热至 80~90℃，搅拌

20~30min，之后混合纳米铁矿尾砂及硼砂，调成糊状，烘干后粉碎得到。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几个步骤 ：

（1）先将石灰石粉碎成砂状粉末，将琼脂粉以 1∶ 150的比例加水，后加热搅拌溶解，然

后倒入砂状的石灰石粉末，停止加热，常温下搅拌 30~45min，冷却至室温后滤出粉末；

（2）先粉碎水稻秸秆及干枯杂草，再混合黄磷炉渣、煤灰和黄土，同时将生物发酵菌

剂以 1 ∶ 10 的比例加水溶解后喷洒至前述混合有机料上，混匀后调整含水量 30~40％，在

35~40℃条件下堆积发酵 12~15天；

（3）混合ε-聚赖氨酸、碳酸钠、黄腐酸钾、磷酸铵、尿素、硫酸铵、助剂及其它未涉及的

剩余成分，加 10~14倍于总量的水，搅拌溶解成水剂；

（4）将（1）所得石灰石粉末与（2）所述的有机料混合，翻过搅拌的同时将（3）所述的

水剂均匀喷洒在混合总料上，完成后干燥处理，调整含水量≤ 20％后超微粉碎，造粒，粒径

4~5mm，合格后包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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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及其制备方法，属于肥料中有机肥的加工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秸秆是成熟农作物茎叶（穗）部分的总称，通常指小麦、水稻、玉米、薯类、油料、棉

花、甘蔗和其它农作物（通常为粗粮）在收获籽实后的剩余部分。农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有

一半以上存在于秸秆中，秸秆富含氮、磷、钾、钙、镁和有机质等，是一种具有多用途的可再

生的生物资源，秸秆也是一种粗饲料。特点是粗纤维含量高（30%-40%），并含有木质素等。

木质素纤维素虽不能为猪、鸡所利用，但却能被反刍动物牛、羊等牲畜吸收和利用。

[0003] 中国农民对作物秸秆的利用有优久的历史，只是由于从前农业生产水平低、产量

低，秸秆数量少，秸秆除少量用于垫圈、喂养牲畜，部分用于堆沤肥外，大部分都作燃料烧掉

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秸秆数量也多，

加之省柴节煤技术的推广，烧煤和使用液化气的普及，使农村中有大量富余秸秆。同时科学

技术的进步，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使秸秆的利用由原来的堆沤肥转变为秸秆直接还田。

中国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对秸秆还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秸秆还田有堆沤还田，过腹还

田，直接还田等多种方式。

[0004] 有机肥料富含有机物质和作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不仅能提供作物生长所需养

分，改良土壤，还可以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作物产量，促进作物高产稳产，保持土壤肥力，同

时可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充分合理利用有机肥料能增加作物产量、培肥地力、

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因此，在我国推广应用有机肥料，符合“加快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对促进农业与资源、农业与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

友好发展，从源头上促进农产品安全、清洁生产，保护生态环境都有重要意义。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安全卫生无污染的有机、绿色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广大农民迫切需

要施用有机肥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发明内容

[0005] 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黄磷炉渣

15~17、石灰石 8~10、水稻秸秆 12~14、琼脂粉 1~2、干枯杂草 7~10、煤灰 14~16、黄土 15~18、

生物发酵菌剂 3~4、ε- 聚赖氨酸 3~5、碳酸钠 4~6、黄腐酸钾 6~8、磷酸铵 2~3、尿素 12~14、

硫酸铵 3~5、助剂 4~5和适量的水；

所述的助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葡萄糖酸锌 1~2、纳米碳粉 0.5~1.5、冬青油

0.8~1.4、麦饭石粉 2~3、过硫酸铵 0.5~1.0、纳米铁矿尾砂 10~15、甲基丙烯酸甲酯 3~5、硼砂

4~6、甘油 2~3 和适量的水；制备方法是：先将甘油与水以 1 ∶ 10 的比例互溶，再加入葡萄

糖酸锌、纳米碳粉、冬青油、麦饭石粉、甲基丙烯酸甲酯、及过硫酸铵，加热至 80~90℃，搅拌

20~30min，之后混合纳米铁矿尾砂及硼砂，调成糊状，烘干后粉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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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先将石灰石粉碎成砂状粉末，将琼脂粉以 1∶ 150的比例加水，后加热搅拌溶解，然

后倒入砂状的石灰石粉末，停止加热，常温下搅拌 30~45min，冷却至室温后滤出粉末；

（2）先粉碎水稻秸秆及干枯杂草，再混合黄磷炉渣、煤灰和黄土，同时将生物发酵菌

剂以 1 ∶ 10 的比例加水溶解后喷洒至前述混合有机料上，混匀后调整含水量 30~40％，在

35~40℃条件下堆积发酵 12~15天；

（3）混合ε-聚赖氨酸、碳酸钠、黄腐酸钾、磷酸铵、尿素、硫酸铵、助剂及其它未涉及的

剩余成分，加 10~14倍于总量的水，搅拌溶解成水剂；

（4）将（1）所得石灰石粉末与（2）所述的有机料混合，翻过搅拌的同时将（3）所述的

水剂均匀喷洒在混合总料上，完成后干燥处理，调整含水量≤ 20％后超微粉碎，造粒，粒径

4~5mm，合格后包膜即可。

[0007] 本发明的优点：本发明的肥料是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其中用到了独特

的包膜技术，是将石灰石磨成砂状，将琼脂加热溶解后冷却凝固的方式在粒状石粉表面形

成一层琼脂膜，有利于养分的缓释，防止土壤板结及养分流失的作用，这种有机肥使用了干

枯的杂草及秸秆为原料，利用生物菌发酵将老化植被中的生长矿物质再次利用，更健康环

保，对环境也有利，适用于瓜果蔬菜的等绿色食品的种植及养护。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实施例：1

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单位：Kg）的原料制成 ：黄

磷炉渣 16.5、石灰石 8、水稻秸秆 4、琼脂粉 1.2、干枯杂草 8、煤灰 14、黄土 15、生物发酵菌剂

3、ε-聚赖氨酸 3、碳酸钠 4、黄腐酸钾 8、磷酸铵 3、尿素 12、硫酸铵 3、助剂 4和适量的水；

所述的助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葡萄糖酸锌 1、纳米碳粉 1、冬青油 0.8、麦饭石

粉 3、过硫酸铵 0.8、纳米铁矿尾砂 13、甲基丙烯酸甲酯 3、硼砂 4、甘油 2 和适量的水；制备

方法是：先将甘油与水以 1∶ 10的比例互溶，再加入葡萄糖酸锌、纳米碳粉、冬青油、麦饭石

粉、甲基丙烯酸甲酯、及过硫酸铵，加热至 80~90℃，搅拌 20~30min，之后混合纳米铁矿尾砂

及硼砂，调成糊状，烘干后粉碎得到。

[0009] 一种适用果蔬生长的缓释肥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先将石灰石粉碎成砂状粉末，将琼脂粉以 1∶ 150的比例加水，后加热搅拌溶解，然

后倒入砂状的石灰石粉末，停止加热，常温下搅拌 30~45min，冷却至室温后滤出粉末；

（2）先粉碎水稻秸秆及干枯杂草，再混合黄磷炉渣、煤灰和黄土，同时将生物发酵菌

剂以 1 ∶ 10 的比例加水溶解后喷洒至前述混合有机料上，混匀后调整含水量 30~40％，在

35~40℃条件下堆积发酵 12~15天；

（3）混合ε-聚赖氨酸、碳酸钠、黄腐酸钾、磷酸铵、尿素、硫酸铵、助剂及其它未涉及的

剩余成分，加 10~14倍于总量的水，搅拌溶解成水剂；

（4）将（1）所得石灰石粉末与（2）所述的有机料混合，翻过搅拌的同时将（3）所述的

水剂均匀喷洒在混合总料上，完成后干燥处理，调整含水量≤ 20％后超微粉碎，造粒，粒径

4~5mm，合格后包膜即可。

[0010] 将本实施例所制得的肥料以 1∶ 1的比例与常规果树肥料混合用于 5亩白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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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区肥料，设为实验组，对照组用等量的常规肥料种植相同条件的另外 5 亩实验区，每组

总施肥量 300~350Kg，一次性施肥，日常管理及养护相同，实验表明：实验区白菜与对照区

白菜相比较，其叶肉含水量增加 8％左右，色泽更加明亮，平均亩产量高出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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