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052324.9

(22)申请日 2016.01.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56724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5.11

(73)专利权人 中农国化（北京）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

地址 100193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

国农大国际创业园A512

(72)发明人 葛玉梅　赵永志　徐明岗　辛士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同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57

代理人 刘洪勋　郭丽英

(51)Int.Cl.

C09K 17/40(2006.01)

C09K 101/00(2006.01)

C09K 109/00(2006.01)

C05F 11/00(2006.01)

审查员 颜永毫

 

(54)发明名称

一种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土壤保健剂领域，具体来说，涉

及一种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及其制备方法。一种土

壤保健剂，包括按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豆科绿

肥10-15重量份；污泥3-5重量份；锯末20-30重量

份；海鲜粉5-15重量份；粉煤灰20-30重量份；柠

檬酸粉3-5重量份。本发明的土壤保健剂，所用成

分基本上都是废弃物，实现了变废为宝，利于资

源的合理利用；其次，本发明的土壤保健剂摒弃

了对于碱化土壤，钙离子来源于传统的施用石

膏、磷石膏等，而是采用海鲜粉与柠檬酸粉在土

壤中水份作用下可以得到钙离子，以钙离子交换

出土壤胶体表面的钠离子，从而保健土壤的理化

性质，增加土壤养分，降低了土壤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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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按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所述锯末采用以下方法制得：

1)准备含水量为60-65％的锯末；

2)将生物发酵菌剂与锯末混匀，覆膜在50-70℃发酵1个月即可；

所述海鲜粉采用如下方法制备：

1)收集各种海鲜产品的壳体、清洗、晾干；

2)将收集到的壳体在1.2～1.8MPa的压力进行初步粉碎；采用1.8～2.1MPa的压力进行

预精粉碎；采用2.2MPa的压力进行精粉碎，得到想要的海鲜粉。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按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为有机污泥。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豆科绿肥为紫云英、苕

子、豌豆、豇豆绿肥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混合物。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壤保健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锯末的粒径为60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海鲜粉的粒径为80-120

目。

7.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的粒径为120

目。

8.如上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盐碱地土壤保健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

原料按照相应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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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保健剂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盐碱地土壤保健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盐碱地是盐类集积的一个种类，是指土壤里面所含的盐分影响到作物的正常生

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盐碱地的面积为9.5438亿公顷，

其中我国为9913万公顷。我国碱土和碱化土壤的形成，大部分与土壤中碳酸盐的累积有关，

因而碱化度普遍较高，严重的盐碱土壤地区植物几乎不能生存。各种盐碱土都是在一定的

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其形成的实质主要是各种易溶性盐类在地面作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的

重新分配，从而使盐分在集盐地区的土壤表层逐渐积聚起来。

[0003] 盐碱地孔隙度小，土壤易于板结，透气透水性变差，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和有机质

的转化较差，土壤肥力较差。现有技术中对碱化土壤施用石膏、磷石膏等以钙离子交换出土

壤胶体表面的钠离子，以改善盐碱地的性质，如ZL201310080579.2，采用工业固体废弃物制

备了土壤保健剂，但是该土壤保健剂改良盐碱地效果慢、增产情况并不明显。

[0004]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改善效果明显的盐

碱地土壤保健剂及其制备方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技术方案的基本构思是：一种土壤保健剂，包括

按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07]

[0008] 作为优选技术方案，包括按以下重量份计的原料：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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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0011] 豆科绿肥根部有根瘤，根瘤菌有固定空气中氮素的作用，保健土壤，防止水土冲

刷，其作用如下：

[0012] (1)能为土壤提供丰富的养分。各种绿肥的幼嫩茎叶，含有丰富的养分，一旦在土

壤中腐解，能大量地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和氮、磷、钾、钙、镁和各种微量元素。每千公斤绿

肥鲜草，一般可供出氮素6.3公斤，磷素1.3公斤，钾素5公斤，相当于13.7公斤尿素，6公斤过

磷酸钙和10公斤硫酸钾。绿肥作物的根系发达，如果地上部分产鲜草1000公斤，则地下根系

就有150公斤，能大量地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豆科绿肥根部有根

瘤，根瘤菌有固定空气中氮素的作用，所以豆科绿肥作物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氮素，据估计，

豆科绿肥中的氮有2/3是从空气中来的。

[0013] (2)能使土壤中难溶性养分转化，以利于作物的吸收利用。豆科绿肥在生长过程中

的分泌物和翻压后分解产生的有机酸能使土壤中难溶性的磷、钾转化为作物能利用的有效

性磷、钾。

[0014] (3)能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性状。豆科绿肥翻入土壤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不断

地分解，除释放出大量有效养分外，还形成腐殖质，腐殖质与钙结合能使土壤胶结成团粒结

构，有团粒结构的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力强，调节水、肥、气、热的性能好，有利于作物

生长。

[0015] (4)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豆科绿肥施入土壤后，增加了新鲜有机能源物质，使

微生物迅速繁殖，活动增强，促进腐殖质的形成，养分的有效化，加速土壤熟化。

[0016] 作为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污泥为有机污泥。有机污泥的有机物含量高(60％～

80％)，颗粒细(0.02～0.2mm)，密度小(1002～1006kg/m3)，呈胶体结构。一般选自鱼塘中的

底泥、池塘深处的淤泥、自来水厂的污泥、或者生活污水处理后的污泥等。有机污泥捞出来

后需要先干燥，然后粉碎成没有粘结块的粉末。

[0017] 作为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豆科绿肥为紫云英、苕子、豌豆、豇豆绿肥中的任意一种

或多种混合物。

[0018] 作为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锯末采用以下方法制得：

[0019] 1)准备含水量为60-65％的锯末；

[0020] 2)将生物发酵菌剂与锯末混匀，覆膜在50-70℃发酵1个月即可。

[0021] 其中，含水量为60-65％的锯末为加工木质产品之后的废弃物。

[0022] 作为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锯末的粒径为60目。

[0023] 作为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海鲜粉采用如下方法制备：

[0024] 1)收集各种海鲜产品的壳体、清洗、晾干；

[0025] 2)将收集到的壳体在1.2～1.8MPa的压力进行初步粉碎；采用1.8～2.1MPa的压力

进行预精粉碎；采用2.2MPa的压力进行精粉碎，得到想要的海鲜粉。

[0026] 其中，各种海鲜产品的壳体可以是平时吃海鲜之后的废弃壳体骨头、也可以是不

新鲜的海鲜剔除肉体之后的壳体、还可以是海产品死之后直接从海里捞出来的尸体等。

[0027] 作为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海鲜粉的粒径为80-120目，海鲜粉是将海鲜壳体经过粉

碎得到的，而海鲜壳体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将其粉粹后与柠檬酸作用可以当做钙离子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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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0028] 作为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粉煤灰的粒径为120目。

[0029] 土壤保健剂的制备方法，将所述原料按照相应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即可。

[003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土壤

保健剂，所用成分基本上都是废弃物，实现了变废为宝，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

[0031] 其次，本发明的土壤保健剂摒弃了对于碱化土壤，钙离子来源于传统的施用石膏、

磷石膏等，而是采用海鲜粉与柠檬酸粉在土壤中水份作用下可以得到钙离子，以钙离子交

换出土壤胶体表面的钠离子，从而保健土壤的理化性质，增加土壤养分，降低了土壤碱性；

进一步，柠檬酸粉中有游离态的氢离子，可以与盐碱地富集的碳酸根作用，生成自由态水和

二氧化碳，减少了碳酸盐的累积；

[0032] 最后，本发明的土壤保健剂用污泥改善了土壤微生物环境，形成微生物群落，调节

土壤酸碱平衡，从而可促进作物生长及养分高效利用，提高了土壤肥力，提高作物产量，改

善作物品质，达到高产目的。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助于理解本发明的内容，其中，

豆科绿肥、粉煤灰、柠檬酸粉为购买。

[0034] 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的部分原料按照以下方法制备的，具体如下：

[0035] 1)污泥的制备：从池塘深处挖污泥，将污泥摊开晒干，由于土质较为松散，有结块

的可以用脚将结块踩碎，或者用铁锹等敲碎，最后用碾压机将所有的污泥进行多次精细粉

碎，粉碎后的污泥过80目筛，多次重复以上过程，最后将所有的污泥都制备成80目的污泥粉

末，所述污泥粉末呈现黑色；

[0036] 2)锯末的制备：从木材加工厂取加工后废弃的锯末，用特有水分测量仪测量锯末

中的含水量，测得含水量在60-65％的锯末为合格可用，粗略检测法为一般以用手抓一把指

缝不掉水即可；将收集到的锯末与生物发酵菌剂在常温下混匀后，平铺的容器里，覆上地膜

在50-70℃发酵1个月即可，生物发酵菌剂为市售，该生物发酵菌剂在50-70℃活性最大；

[0037] 3)海鲜粉的制备：收集大量海鲜的壳体，清洗晒干，在1.2～1.8MPa的压力进行初

步粉碎；采用1.8～2.1MPa的压力进行预精粉碎；采用2.2MPa的压力进行精粉碎，得到想要

的海鲜粉，过120目筛，得到目数为120目的海鲜粉。

[0038] 实施例1：

[0039] 一种土壤保健剂，由下列原料按如下重量份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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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实施例2：

[0042] 一种土壤保健剂，由下列原料按如下重量份数组成：

[0043]

[0044] 实施例3：

[0045] 一种土壤保健剂，由下列原料按如下重量份数组成：

[0046]

[0047]

[0048] 将本发明的保健剂与XX公司生产的土壤保健剂进行实验对比，具体如下：

[0049] 1、试验地和试验材料

[0050] 试验地：选取北京市密云县盐碱土地一亩；

[0051] 试验材料：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土壤保健剂；xx公司生产的土壤保健剂；

[0052] 2、试验设计

[0053] 试验地准备：提前对试验地的土壤进行化验，pH在7 .5-8之间，土壤的含盐量为

0.4％至  0.5％之间，出苗率在55％-65％之间，初步定为中度盐碱地，然后将试验地平均划

分为5块，分别标记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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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3、试验处理

[0055] 3.1保健剂的筛选

[0056] 设空白对照、xx公司生产的土壤保健剂、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土壤保健剂5个实验

组，每个实验组都种植相同品种的玉米幼苗；

[0057] 保健剂的施用：1#不做任何处理，作为空白对照；2#地使用30kgxx公司生产的土壤

保健剂；3#、4#、5#地分别使用本发明实施例1、2、3所述的土壤保健剂；

[0058] 3.2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0059] 取样：分别取保健剂使用前、保健剂使用后土样。

[0060] 3.3试验周期

[0061] 从玉米幼苗栽培开始，直至玉米成熟结束整个试验，在试验过程中按照特定周期

浇水、施加土壤保健剂。

[0062] 4.试验结果

[0063] 4.1不同保健剂对土壤含盐量的影响

[0064] 表1不同土壤保健剂土壤含盐量动态变化(％)

[0065]

序号 施用前(％) 施用后(％) 变化率(％) 

1# 0.45 0.45 0 

2# 0.43 0.4 6.98 

3# 0.46 0.25 45.7 

4# 0.44 0.27 38.9 

5# 0.49 0.21 57.1 

[0066] 从表1可以看出，施用本实施例的保健剂，土壤含盐量明显下降，最高可以达到

57.1％。

[0067] 4.2本发明土壤保健剂对土壤容量、孔隙度的影响

[0068] 从表2可以看出，使用本实施例所述的保健剂性能优于其他公司的保健剂产品，土

壤容量降低幅度较大，甚至达到31.1％；土壤孔隙度增加幅度较大，高达41.4％。

[0069] 本发明土壤保健剂有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孔隙度的作用，使过于紧实的土壤

变得较为疏松，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有利于养分转化，同时为土壤微生物和作物根系提供

呼吸条件，保健土壤结构。

[0070] 表2不同土壤保健剂对容量、孔隙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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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4.3土壤有机质

[0073] 表3不同土壤保健剂对土壤有机质的影响

[0074]

序号 施用前(％) 施用后(％) 增加(％) 

1# 0.62 0.62 0 

2# 0.62 0.74 0.12 

3# 0.62 1.8 1.18 

4# 0.62 2.2 1.58 

5# 0.62 3.4 2.78 

[0075] 从表3可以看出，使用本实施例3配置的保健剂对土壤有机质的增加效果最为突

出。

[0076] 4.4土壤肥力

[0077] 表4不同土壤保健剂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0078]

[0079]

[0080] 表4的试验结果表明，添加本发明土壤保健剂土壤所含的细菌、放线菌、固氮菌的

数量均有明显增加，尤其是5#。由此得知，在添加土壤改良剂以后，土壤的生物活性有了很

大的提高，激活了土壤中的微生物，土壤微生物都以较快速度进行繁殖，数量增多，说明此

本发明土壤改良剂对土壤微生物生态结构的改善具有积极的作用。

[0081] 4.5增产情况

[0082] 表5不同土壤保健剂增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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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序号 改良剂施用前(公斤/年/亩) 改良剂施用后(公斤/年/亩) 增加(％) 

1# 350 350 0 

2# 350 370 5.7 

3# 350 500 42.9 

4# 350 540 54.3 

5# 350 600 71.4 

[0084] 从表5可以看出，使用本发明所述的土壤保健剂增产情况比较明显，最低增产量可

以达到42.9％，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有很大的益处。

[0085] 另外，减少任何一种原料的添加，做本发明实施例3的对比试验，对比例的原料制

备方法与本发明相同，具体试验方案如下：

[0086] 对比例1：

[0087] 一种土壤保健剂，由下列原料按如下重量份数组成：

[0088]

[0089] 对比例2：

[0090] 一种土壤保健剂，由下列原料按如下重量份数组成：

[0091]

[0092] 对比例3：

[0093] 一种土壤保健剂，由下列原料按如下重量份数组成：

[0094]

[0095] 对比例4：

[0096] 一种土壤保健剂，由下列原料按如下重量份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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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0098] 具体试验过程如下：

[0099] 1、试验地和试验材料

[0100] 试验地：选取北京市密云县盐碱土地一亩；

[0101] 试验材料：本发明实施例3所述的土壤保健剂；对比例1、2、3、4的土壤保健剂；

[0102] 2、试验设计

[0103] 试验地准备：提前对试验地的土壤进行化验，pH在7 .5-8之间，土壤的含盐量为

0.4％至  0.5％之间，出苗率在55％-65％之间，初步定为中度盐碱地，然后将试验地平均划

分为5块，分别标记5#、51#、52#、53#、54#；

[0104] 3、试验处理

[0105] 3.1保健剂的筛选

[0106] 设空白对照、本发明实施例3的土壤保健剂、对比例1-4的土壤保健剂5个实验组，

每个实验组都种植相同品种的玉米幼苗；

[0107] 保健剂的施用：1#不做任何处理，作为空白对照；2#地使用本发明实施例3的土壤

保健剂；3#、4#、5#、6#地分别使用对比例1-4的土壤保健剂；

[0108] 3.2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0109] 取样：分别取保健剂使用前、保健剂使用后土样。

[0110] 4.试验结果

[0111] 4.1不同保健剂对土壤含盐量的影响

[0112] 表6不同土壤保健剂土壤含盐量动态变化(％)

[0113]

序号 施用前(％) 施用后(％) 变化率(％) 

5# 0.49 0.21 57.1 

51# 0.49 0.4 10 

52# 0.49 0.42 14.3 

53# 0.49 0.43 12.2 

54# 0.49 0.39 20.4 

[0114] 从表6可以看出，如果减少实施例3中任何一种原料的加入，土壤的含盐量变化幅

度较小，说明原料中任何一种物质都是必不可少的。

[0115] 4.2本发明土壤保健剂对土壤容量、孔隙度的影响

[0116] 表7不同土壤保健剂对容量、孔隙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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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0118] 从表7可以看出，如果减少实施例3中任何一种原料的加入，土壤容量降低量较小，

土壤孔隙度的变化幅度较小，说明原料中任何一种物质对土壤容量、孔隙度的影响都是较

大。

[0119] 4.3土壤有机质

[0120] 表8不同土壤保健剂对土壤有机质的影响

[0121]

序号 改良剂施用前(％) 改良剂施用后(％) 增加(％) 

5# 0.62 3.4 2.78 

51# 0.62 0.64 0.02 

52# 0.62 0.68 0.08 

53# 0.62 0.63 0.01 

54# 0.62 0.67 0.05 

[0122] 土壤有机质含量是衡量土壤盐碱地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以上的有机质含量可

以看出，各种原料是互相协同作用才能达到较好的作用效果，从表8可以看出，53#地有机质

的增加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0123] 4.4土壤肥力

[0124] 表9不同土壤保健剂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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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土壤微生物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土壤肥力的变化、土壤养分转化和供应状况，土

壤微生物量可以衡量土壤肥力的高低。因此，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增多明显反映了本发明土

壤改良剂在改良土壤结构方面的作用。但是从表9可以看出，微生物数量变化并不大，再次

证明了需要本发明中所有原料共同协同作用才能起作用。

[012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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