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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的推广队伍专业素质不

高。技术人员没有掌握农业技术

的核心，对技术的应用和理解不

够深入，无法彻底消除不利于农

业增长的因素，从而降低了农业

技术的应用效果；技术人员没有

专业晋升经验，技术教学薄弱。

虽然他们有熟练的技术，但不能

与农民充分沟通，导致技术推广

效率低下。

2  问题优化解决方案

2.1  着力解决乡镇农业技

术推广体系建设

通过全国基层农业技术推

广体制改革和建设补贴和效益项

目，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投资建设

农村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及乡

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硬件配套

建设。围绕工资、绩效激励、晋

升补贴、人员配备等问题，继续

引进高质量、高技术的农业技术

推广人才，切实解决基层农业技

术推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2  加大对基层农业技术

推广的投资

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是纯粹

的公益机构，是惠民工程，农业

技术推广工作应得到政府的政策

推动和资本支持，特别是财政补

贴，增加硬件设施建设面积。改

善待遇提升需要和解决补偿性激

励措施，如引进人才，扩大技术

人员晋升人数，夯实农业推广工

作的基础力量。

2.3  加强培训，提高农业

技术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

一是提高农业推广人员的

整体素质，二是积极吸引和引进

人才。相关的工作人员要多去学

校，做好宣传工作，鼓励更多专

业大学生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同

时进行专项招聘，优化工资福

利，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最后，

最重要的一步是做好人才培养工

作。引进人才不应闲置，而应创

造条件留住他们。不断提高专业

技能，激发进步潜力。实行公平

竞争，实行严格考核制度，充分

发挥人才的工作潜力。严格执行

奖惩制度，奖励优秀人员，继续

积极工作。

2.4  充分发挥外力，积极培

养一批专业的农业技术服务机构

鼓励发展专门的农业机械合

作社和专业的植物保护合作社等

新一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

在政策指导和专业培训的帮助下

提高农业技术的服务水平，并鼓

励他们积极参与和参加农业技术

推广工作。还要进一步的充分发

挥农业企业和农机经营者在促进

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普及中

的作用，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

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主人翁意

识。 此外，要做好农业物资的

宣传和推广，改善涉农产业环

境，严厉打击各种采矿活动，确

保农业物资按照健康有序的方向

去发展。

为了响应我国政府的农业政

策，促进农业现代化，近年来我

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迅速发展。

然而，这也暴露出许多需要优化

的问题。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有待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

老龄化严重，农业技术推广设备

短缺，农技服务质量低下等。鉴

于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调整。

在国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

革建设中，努力争取地方政府对

农业技术体系建设的投入，逐步

完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的硬件配

套建设。切实解决农业科技人员

提拔、科技进步等方面的激励措

施，解决农业科技人员的后顾之

忧，确保越来越多的农民真正掌

握最现代的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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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硅藻页岩与微生物

菌剂主要功能菌（枯草芽孢杆菌、胶

冻样类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解

淀粉芽孢杆菌、米曲霉）混配保存

问题。试验采用梯度稀释法和平板

涂布法进行检测，当微生物菌剂的

添加浓度为2亿/克、6亿/克、10亿/

克时，其有效菌数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且与胶冻样类芽孢杆菌混配最

为合适。

关键词：微生物菌剂；硅藻

页岩；混配保存

微生物菌剂的本质特征在于

含有已知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微

生物，并通过微生物的活动产生

相应的肥效。已有研究表明，其

在改良土壤、提高作物品质和数

量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前景。

其中枯草芽孢杆菌、胶冻样类

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解淀

粉、米曲霉等菌株在实际生产中

应用领域最为广泛。农用微生物

菌剂作为微生物肥料生产中的一

类重要资源，其参与土壤的调控

作用，有效抑制病虫害的侵染，

可达到增产提质的效果。

硅藻页岩是具有会呼吸机

能的稀有原生态海洋古生物活化

石，被世界地质学家誉为“地球

的肺泡”，地球70%的氧气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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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时期不同处理的菌落平均值

处理

2亿/克 6亿/克 10亿/克

0 1 2 3 4 0 1 2 3 4 0 1 2 3 4

C1 2 0.1 1.5 1.1 0.8 6.1 1.1 4.2 2.5 2.1 10.1 1.27 6.36 2.5 2.6

C2 2.1 3.2 4.1 3.5 2.5 6.2 7.7 8.2 7.5 6.8 10.2 12.2 15.7 13.3 8.8

C3 2.1 1.5 1.8 2 2.1 6.1 4.5 4.4 3.5 5.2 10.1 7.3 6.3 3.53 10.6

C4 2.1 1.1 1.2 1.5 2.1 6 3.2 4.5 4.8 6.2 10.1 5.3 6.34 6.43 12.4

C5 2.2 0.1 0.2 0.4 0.6 6.1 1.4 2.5 4.5 6 10 2.2 3.67 4 5.5

海洋硅藻中诞生的，它支撑着地

球上有生命物种的呼吸所需的氧

气。硅藻页岩是在矿化腐殖质的

基础上，经过低温超微细研，形

成的一种表面活性强、元素含量

丰富、对环境友好的一种有益物

质。因此，硅藻页岩对微生物的

影响不可小觑。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菌剂：微生物肥料技术

研究推广中心保存的菌剂（枯草

芽孢杆菌、胶冻样类芽孢杆菌、

地衣芽孢杆菌、解淀粉芽孢杆

菌、米曲霉）。吸附剂：硅藻页

岩为购买产品。试剂：葡萄糖、

磷酸氢二钾、磷酸氢二钠、硫酸

镁、氯化铁、琼脂、氯化钠、牛

肉膏、蛋白胨等试剂，均为国产

分析纯和生化试剂。所用检测培

养基：依据微生物肥料产品检验

规程NY/T2321-2013执行。

1.2  试验方法

依据农用微生物菌剂标准

（GB20287-2006），关于对产

品的技术指标要求，粉剂产品有

效活菌数要≥2.0亿/克，因为在

进行相关产品的混配试验时，其

有效活菌数不低于此标准。

样品混合前，依据检测结果

可知，上述5种菌剂含菌量分别为

1000亿/克、100亿/克、1000亿/

克、1000亿/克、50亿/克。将菌剂

与硅藻页岩混合配置100克样品，

设置含菌量浓度分别为2.0亿/

克、6.0亿/克、10.0亿/克。

1.3  加样及培养

在无菌操作台上用移液器分

别吸取适宜的稀释梯度的菌悬液

0.1毫升，添加到事先备好的含

有检测培养基的平板上，并涂布

均匀。每个处理重复3次，而后

将相关平皿置于32℃恒温培养箱

中，24～48小时后，直到不再长

出新菌落为止，计数时取3次重

复的平均数。

1.4  数据分析

试 验 设 置 5 个 菌 剂 水 平

（C1、C2、C3、C4、C5），每

个水平3个处理（菌粉添加量为

2亿/克、6亿/克、10亿/克）。

每次处理的首次检测结果标记为

0（即为空白对照），依据混合

样品的保存时长，设置样品检测

时间，依据检测的次数，分别记

为1、2、3、4。样品进行检测

时，利用平板梯度稀释法，每个

平板3次重复取平均值。5个菌

株共计225个数值，在上述条件

下，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菌剂间受不同菌剂

添加比例的影响

通过各菌剂的不同添加比例

数据值的统计发现，2亿/克、6亿

/克、10亿/克时，5种菌剂随着时

间的推移，其有效活菌数的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在首次混养后，其

样品的有效菌数都保障了添加比

例的准确性，伴随时间推移，其有

效菌数有不同程度的改变。C1的

主要成分为枯草芽孢杆菌，混合

一周后，样品中的有效活菌数急剧

的锐减，一个月后，其有效活菌数

有一定的提升，这与硅藻页岩为枯

草芽孢杆菌的生长、发育、代谢等

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有关。后期基本

稳定，但其含菌量减少明显。其原

因在于枯草芽孢杆菌本身随着时

间的推移有降解的可能性。

2.2  各菌剂间受不同时期

同种菌剂添加比例的影响

同种添加比例混合样品时，

以含菌量10亿/克为例。C2在保存

一个月后检样时含菌量增加，而后

逐步减少。10个月后，其有效含菌

量仍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之

内。其余各处理在1次检样时，样

品的含菌量急剧减少，以C1变化

最为显著。通过对各个水平进行

变异系数的计算，分别为，79.1%、

22.7%、38.1%、36.9%、58.9%。其

中以C1的变异系数最大，C2的变

异系数最小。结合有效活菌数含

量的变化，硅藻页岩与各菌剂混配

最适为，C2>C4>C3>C5>C1。

3 结论

微生物菌剂对全世界农业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截至目前，

针对农用微生物菌剂与农药相互

作用等方面研究较多，指导实际

生产的研究相对甚少。本试验探

索了硅藻页岩与常用微生物菌剂

混配的初步阶段，通过本试验可

知，硅藻页岩与胶冻样类芽孢杆

菌混配最为适宜，在实际的生产

使用过程中，菌剂添加量达到相

关标准要求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