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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重茬障碍，修复土壤退化，高产解决方案 

这几年，在全国各地咨询、调研时经常听到、看到这样几种抱怨：一是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果
菜，从结果到拔秧罢园病害不断，各种病症交叉、重叠发生，老百姓抱怨“天天打药都治不住”；二是
经济效益越好的作物，肥料投入越大，亩施化肥400-700公斤，鸡粪10-20方，甚至30
方，第一年产量很高,
第二年产量明显下降，以后越来越差，老百姓抱怨“肥料有问题，质量不如从前”；三是立枯病、根腐
病、猝倒病三大病害，已成为多种作物苗期的主要病害，稍有气候方面的“风吹草动”（反常）．就爆
发流行，大量死棵烂根，老百姓抱怨“天气不正常，谁也没办法”；四是各种作物的枯萎病、黄萎病、
根腐病、软腐病、青枯病、病毒病、瘟病、疫病等等，不但发病快，危害大，治疗起来难度也大，老百
姓抱怨“农药不好，假的太多”。除了以上抱怨，还有很多迷团老百姓百思不得其解；农户种的菜，施
那么多的鸡粪、化肥。咋就不发棵？”；“俺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咋光结弯瓜，就像秤钩一样？”；“
我们家的黄瓜霜霉病啥药都用了，天天打药怎么都治不住？”；“俺有一块地，其中一小片，每年种小
麦都死棵，施肥打药都一样？”：“小麦穗蚜打了几遍治蚜虫的药，越打越多，真是奇怪⋯⋯”。老百
姓的抱怨和疑问反映出两个问题：1.
病虫害防治急需标本兼治的深层技术和服务，“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简单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农业的
现实需要。2.
卖农药、化肥的和使用农药、肥料的都急需了解病虫危害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和应对措施。下面我就
“病虫危害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和对策”发表一下个人看法，供广大农技人员，农药、化肥经销人员
和广大农业生产人员（农民）参考。

化肥的出现为我们的作物增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近些年来为了追求产量，盲目、过量的化肥投入，忽略了有机肥的使用，导致增加了投入成本，却

没有使产量增加，反而给土壤造成严重的损害，包括有机质偏低，土壤酸化、次生盐渍化、土壤板结等

土壤退化现象，土壤的肥力严重不足。

 

那么问题来了，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作为一个农资从业者，我们应该了解应对措施，

大致方案有四种：

一是合理使用化学肥料；

二是加大有机肥投入量；

三是补充有益菌（微生物菌剂）；

四是适当使用土壤调理剂。

一、有机肥

土壤肥力的主要指标便是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土壤有机质一旦缺乏，土壤的有益微生物菌群必将失衡，
微生物促进土壤有机质、营养元素的分解和转化，有机质为微生物提供营养和适宜生存的环境，两者的
关系可以用“唇亡齿寒”
来形容。此外，有机肥还为作物提供碳营养。据我了解，大多数种植户都知道使用有机肥的好处，用他
们的话说“用有机肥，地更有劲”
，既然有机肥这么重要，那种植者为什么不用，或是投入不足呢？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1、一部分种植者对有机肥的认知程度不够，不了解有机肥对土壤肥力的重要性；

2
、以传统土杂肥、禽畜粪便为代表的有机肥，原料采集不是很方便，种植户很难发酵腐熟好，而且制作
比较麻烦，现代人的惰性都比较大，也自然是懒得去用；

3
、商品化的有机肥的出现极大的方便了种植户，但是缺点是使用成本过高，性价比不合理，种植户投入
的那点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

 

对于有机肥我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近距离的工厂化堆肥，就地取材，充分利用秸秆还田和当地有机肥资
源（如禽畜粪便、各种农业废弃物下脚料等等），进行工厂化腐熟处理，尽可能的降低成本，从而加大
有机肥的投入，连年使用对土壤肥力的恢复起到关键的作用。当然，这需要政府去做引导工作。

 

二、微生物菌



相对于需要大量投入的有机肥，微生物菌对土壤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微生物菌可以活化土壤有
机和无机养分，提供肥料利用率，改善土壤团粒结构，降解重金属残留，抑制土传病害的发生，微生物
的代谢物中含有多种天然的植物激素和氨基酸等有益物质可促进植物健康生长。但是，微生物要更好的
发挥作用，还是得建立在土壤有机营养充足的基础上。

 

微生物菌好处很多，但经常看农资网友聊到微生物菌时总是感叹其中的水太深：

一是类别太多。

农业部登记的大类有七类（微生物菌剂、复合微生物肥料、光合细菌菌剂、有机物料腐熟剂、生物有机
肥、内生菌根菌剂、根瘤菌菌剂），七大类当中又有上百种不同的菌种，不同的菌种起到的主要作用又
不一样，比如硅酸盐细菌主要是活化土壤养分，细黄链霉菌主要是主要是针对土传病菌的抑制等等；

 

三、土壤调理剂

随着土壤酸化、次生盐渍化等各种问题的发生，尤其是在经济效益高的大棚蔬菜和果树区，种植户被土
壤问题困扰更重，近几年土壤调理剂在这些区域也开始升温，土壤调理剂对于土壤的主要有疏松土壤、
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保水保肥，缓解土壤酸化、盐碱化等方面的作用。

土壤调理剂的分类大致分为四类：

1、以天然矿石为原料：

如钾长石、石灰石、白云石、麦饭石、沸石、磷矿粉等；

2、以工业副产物、废渣或废液为原料：

如碱渣、味精发酵尾液、钢渣等；

3、以贝壳为原料：

牡蛎壳高温煅烧的居多。

4、以动物毛发为原料：

动物毛发螯合等。

 

还有一些未取得登记，但广泛在添加使用的，化学类的如聚丙烯氨酰胺（松土精），有机类的如腐植酸
、黄腐酸等。值得提倡的是经活化后矿物源的腐植酸类产品，在国外已广泛应用，在欧美等部分国家将
腐植酸归类为生物刺激素，对于土壤修复和刺激作物生长都有不错的效果。

相对于有机肥、微生物肥，土壤调理剂登记的企业并不是太多，这与农业部对土壤调理剂严格的审查制
度和原料资源有关。土壤调理剂虽然对土壤有改良和调理作用，但选用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是针对哪类土



壤的，有些是针对碱性土壤，有些是针对酸性土壤，而且用量要合理把握，使用过量会出现另外的副作
用。很多地区由于销售商利益的驱使和用户对知识的欠缺，已出现土壤调理剂滥用的情况。

 

对于已经破坏了的土壤，修复和改良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也不是靠某一群体能完成的，需要我们整
个社会的关心和参与，共同来维护
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荷兰在1970
年就起草了《土壤保护法》来约束对土壤的破坏，只有上升到法律层面，才能更好保护我们的土地。

 

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行动计划的总思路是以保障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为出发点，以改善土
壤环境质量为核心，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努力遏制土壤污染的扩大趋势，维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加
大土壤污染治理和利用的环境监管，保障农产品安全，加大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加强污染治理和修复，
这是我们在治理方面要采取的措施。

 

 

 

 

 

 

 

 

万亩康重茬剂是更全面的土壤修复剂、特效重茬剂。能全面的立体的修复土壤环境。

它
是由中国农科院、中国土壤研究院和中国生物工程学院，根据中国当前的农业现况而研究出的特效重茬
剂，土壤修复剂。已申请国家专利。

该产品主要是由微生物代谢物、光合超体碳素和蜂子素（又称蜂王胚胎）为核心技术，以高活性腐植酸
为载体，采用高浓度双螯合技术生产而成。

 

 

1、什么叫重茬（或重茬障碍）？

同科或同种作物在同一地块连续两年以上种植造成的烂根、死棵、僵苗、不发根以及作物产量低、品质
差等现象。



2、重茬的三个表现： 死棵、烂根；生长发育不良；产量低。

3、重茬的四个原因：营养失调；病菌量大；土壤积毒；施肥不平衡。

 

万亩康解决的问题：

1、营养失调:   
长期连作和不合理用肥造成的大中微量元素不均衡、丰缺现象严重，直接引起了作物产量低，病害严重
的现象。

2、病菌量大：  
就是土传病害严重，如：立枯病、猝倒病、根腐病、枯萎病、黄萎病、青枯病、软腐病等由土传病菌造
成的病害。对果树的根腐病，甜瓜、西瓜的枯萎病有特效。

3、土壤积毒：  
大量使用除草剂、农药造成的残留和植物自身分泌的毒素造成的土壤积毒，可使土壤地力退化、板结和
作物根系不发达、早衰严重的现象。

4、土壤板结：  
长期不科学的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的水、肥、气、热和土壤微生物菌群严重失衡，磷、钾以及微量元素固
化失效严重，土壤团粒结构被破坏，通透性差，肥料利用率低，作物根系不发达等现象。

5、土壤酸化：  
长期大量不科学使用化肥（尤其是氮
肥）使土壤酸化严重，并造成 钙、镁、硼等元素的缺乏，同时引起根腐、青枯等细菌性病害的发生。

6、盐渍化：   
大量使用化肥且耕层过浅使土壤表面积肥、积盐严重的现象，造成根系不发达，叶片僵化，植株矮小、
产量低，病害多等现象。

7
、生理性病害：由作物营养失调造成的小叶、黄叶、卷叶、花叶、僵苗、僵果、弱枝、裂果、脐腐、根
系发育不良等生理性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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