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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

题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在未来工作

中要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土壤

治理问题在整个环境生态修复的过程中都处于重要的

地位。因此，相关单位应结合前沿科技加快土壤生态修

复。使用微生物肥料进行土壤生态修复是重要的处理方

法，在具体实践中应考察调研近年来土壤生态系统遭受

的实际破坏情况，杜绝滥用肥料、化肥，在实验验证后

向土壤中投入先进的微生物材料进行生态系统的修复和

处理。微生物肥料的利用要注意保持适当的水分，推动

优势菌群形成，继而实现可持续化的碳循环整体流程。

与此同时，相关技术人员也要借鉴学习国内外优秀土壤

环境治理示例，汲取先进经验，严格控制微生物肥料的

运用规范，为未来我国农业蓬勃发展提供助益。

一、微生物肥料的基本概况

现如今，我们所讨论的微生物肥料是指具有微生物

活动特性且满足农作物生长需求的特殊型肥料，最主要

的特征是肥料中的微生物能够综合性改善农作物种植土

壤的环境，打破固有土壤结构，去除土壤内部中的惰性

营养成分，从而形成有助于农作物吸收的良好菌群。目

前的微生物肥料划分方式较为多样，根据肥料的形状、

化学成分以及优化功能具体可以分为细菌类肥料、放射

菌类肥料以及真菌复合型微生物肥料等，大部分微生物

肥料能够通过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来提高植物营养元素的

供应量，从而减少作物致病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减轻农

作物病虫害，达到促进农作物收成量的发展性目标，以

放射菌类肥料为例，该批肥料是通过多孔物质作为吸附

剂，吸附微生物发酵液形成菌剂，再对处于发芽阶段的

植物种子进行育苗和蘸根，经过处理后的农作物即使在

重金属超标的土壤进行栽培，也能够对土壤中蕴含的重

金属元素进行分解和划分，有效地形成钝化结构，最终

发挥出修复治理土壤的发展性功效。

与此同时，微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特

别是其作为初级生产者，对土壤系统中有机物的降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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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技术人员在使用微生

物肥料对土壤生态进行修复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土壤的

实际质量以及区域内土地种植的农作物进行菌种的优化

与组合，经由传统的发酵与培养过程将微生物材料放置

于培养器皿之中，给予合生长的酸碱度环境、水分和光

照等多样化条件，再添加如革炭、褐煤等有机物元素，

制成复合多种特性的复方微生物制剂，应用于土壤治理

过程中。这样不仅能够为土壤赋予氮、磷、钾等基础元

素，还能够恢复土壤肥力，达到环境治理的预设工作目

标。此外，有机物土壤治理是当前我国综合环境管控所

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凭借传统的人力挖掘成本较大，

且环境治理成效不明显，很难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进行

推广，而引入微生物肥料进行土壤有机物治理，不仅能

够改良土壤结构，还能够通过土壤肥力的反馈了解该片

土壤内部是否仍然存在着塑料袋、塑料膜等化工有机产

物等污染物残留，方便技术人员改进治理方式，为我国

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二、微生物肥料在土壤生态修复中的治理现状

（一）治理研究不足

近年来，我国对土壤生态修复治理及微生物肥料的

研究日趋深入，虽然取得较大的发展进步，但是微生

物种类在质量和数量上与同时期外国研究相比仍有很大

的差距。许多农业专家在开展微生物肥料研究过程中，

由于没有应用该肥料开展实践性验证，导致所积攒的实

验数据较少，不足以支撑未来大规模化微生物肥料的生

产和应用。其次，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开展农业工作

时，化肥使用量过大，在应用传统的氮、磷、钾元素化

肥过程中，如果总量过大将会导致土壤中的钙镁离子进

行反应，破坏土壤的团状结构，不利于土壤肥力的增

加。因此许多农户对当前化肥的使用草木皆兵，害怕使

用新的化肥会导致土壤肥力的进一步下降，出现毁田的

不良现象，即使微生物肥料在农家商户上进行售卖，也

会因为农户不了解该微生物材料的具体应用功效，导致

微生物肥料的使用情况较少，无法对土壤进行生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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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长期以来，化肥的不合理应用不仅带来了土体板结

的问题，还会导致土壤结构的严重失调和土壤污染问

题。目前，我国对于微生物肥料的治理研究主要课题是

在如何提升土壤肥力，对于土体板结化问题和土壤元素

流失等实际问题仍处在研究初级阶段。同比而言，传统

的氮、磷、钾肥料与微生物肥料相比，由于应用时间较

长，积攒了较多地使用经验，许多农户在控制使用量之

后能够达成改善土壤结构、减少土壤污染的应用目标。

因此使得我国基层地区无法对微生物肥料开展宣传工

作，导致微生物肥料的应用率很难提升。

（二）修复效果难以保障

我国对于土壤生态修复和污染处理仍处于起步阶

段，微生物肥料更是近些年才被重视起来。虽然我国大

部分地区的农业人员开始引入微生物肥料，并予以实践

利用，但由于我国土地幅员辽阔，在应用过程中所产生

的实际效果也各不相同，特别是使用单一化的微生物肥

料将很难达到预设的农业发展目标，甚至收不到成效。

例如：我国农业部门正在努力开展发研究的固氮蓝藻类

型的菌类肥料，若将其应用于土地荒漠化和土地盐碱化

治理过程中，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土地空隙，改善

土壤性质，但是由于外在环境和外在温度的影响，该类

型的微生物肥料在一段时间内会丧失活性，即达到了生

态修复治理效果与实际投入成本不相符合，最终导致本

次土壤治理修复活动停止，无法实现长久化的土地微生

物治理研究发展。其次，我国对于微生物肥料产业仍处

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部分地区在使用微生物肥料开展

一段时间的生态修复之后，由于其修复成果较好，也可

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再加上各地区生产厂家对于

微生物肥料的生产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控制，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降低我国土壤生态修复的实际治理效果，许多

地方的农户无法应用微生物肥料中的化学改性和物理改

性作用，增强土地的抗压力和抗污染能力，很难达到预

设整治土壤污染的发展性目标。

三、微生物肥料用于土壤生态修复的优化策略

（一）加快技术研发，拓宽治理渠道

微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也是循环系统

中的初级生产者，对于恢复土壤有机物降解和转化功

能起着较强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使用微生物肥料开展

土壤生态修复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应该合理的认识不同

微生物材料具备的性质，根据本次试验预设效果，从土

壤和植物根系中筛选出有效菌类进行分离和重组，再利

用多孔的物质作为吸附剂进行微生物拮抗过程，有效抑

制该类型微生物产生病虫害的可能性，完成预设的土壤

生态系统修复工作目标。其次，技术人员在实验室开展

微生物材料的研发和应用过程中，应该合理的规范自身

实验流程，称取新鲜土壤放置于烧杯之中加入灭蚊杀虫

剂和多环芳烃有机物。进行土壤的杀菌和灭活，再放置

微生物肥料进行充分的搅拌与，于杯口处覆盖保鲜膜。

在接下来的几天观察土壤实际现象，并且抽取微生物样

本进行活性检测，为接下来土壤治理工作的开展进行

铺垫。

与此同时，微生物肥料按成品进行划分，主要分为

液体类。粉剂类和颗粒类等三大类，其中液体类是将菌

种放置于无菌罐之中进行工业深层发酵而成，其中活菌

的含量将会直接影响到肥料的具体肥力，而粉剂类由于

其方便运输的特点，微生物含量较高被广泛地应用于沙

漠化土壤治理过程中。颗粒类则是通过干冰进行凝固，

再由低温烘焙进行造粒具备保质期较长的实际特点。现

如今，我国所使用的大部分微生物肥料类属于液体类，

与其他两类相比虽然造价成本较为低廉，但是由于这类

微生物肥料的使用日期较短，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出

现微生物失活的不良情况，一旦失去活性，本次土地治

理活动将很难展开。因此，技术人员应该加快微生物肥

料的技术研发过程，将粉状剂和颗粒剂作为未来我国微

生物肥料的发展重点，保障各地区的农户能够合理地应

用微生物肥料，完善土壤生态系统的全面性，完成土

壤、氮、磷、钾等有机物元素的稳定状态，加快农作物

吸收微量元素的实际效率。达成土壤生态系统平衡指

标。此外，在使用微生物材料开展生态修复的过程中，

技术人员也要对微生物材料的实际治理渠道进行合理的

了解和拓宽，例如：各地区政府在应用最先进的反渗透

膜微生物材料开展土壤修复的过程中，为了让乡镇的农

户都能够应用该先进技术。政府技术人员应该积极联系

乡村社区的商户开展政府乡村一对一的土地治理活动，

再由专业化的专家与学者来到农村地区对微生物肥料的

土地实际治理效果进行一定的评判和研究，最终有效提

升微生物肥料的实际应用效果。

（二）完善土壤结构，加深工作认知

在应用微生物肥料对土壤进行生态修复的过程中，

由于微生物具备繁殖速度较快且自我修复能力较强等

实际特点，技术人员应该为其打造适宜的培养环境，并

对土壤结构进行修复，改善微生物肥料内部营养物质组

成，保证其生产出来的物质能够更容易地被植物吸收。

进而为我国农作物生产提供帮助。要知道，在传统的农

业生产过程中，大部分农户所使用的氮、磷、钾元素化

肥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土壤肥力，但是其具备较

为繁多的营养元素，一旦使用过度，将会导致该片土壤

富营养化集聚，农作物根系很难从土壤中汲取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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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导致所种植的农作物都会出现失活的不良现象。因

此，技术人员在应用微生物肥料过程中，应该吸取过往

应用传统肥料的经验，为广大乡镇地区的农户普及新型

微生物肥料的优势和缺点，保证农户能够对肥料形成正

确的认知，避免对土壤造成二次损害，最终确保微生物

在分解土壤有机物的过程中能够起到增加土壤营养成

分，保护农作物生产的实际作用。

与此同时，微生物肥料是经过发酵培养而成，具有

特定生物特性的肥料，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其土壤

修复作用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如大部分微生物菌落

喜欢潮湿阴冷的环境。如果在阳光普照的情况下进行微

生物肥料的施肥作业，会导致土壤实际治理效果下降，

不利于实现土壤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基于此，技术人员

应该在使用微生物肥料开展农业工作之前，选择适宜的

天气湿度进行肥料的下放，发挥肥料促进植物生长和代

谢的作用。进一步降解土壤中难溶的有机或无机磷钾元

素，提高土壤的实际利用效率，完成土地治理的工作

目标。除此之外，微生物肥料研究工作团队在开展日常

工作时，也应该加深基层员工对该项工作的实际认知程

度。让基层员工了解当前土壤荒漠化和土壤金属化污染

治理所需要的工作条件，并将其设置于微生物肥料的未

来治理最终目标，最终改善土壤治理环境。例如：土壤

荒漠化和土壤金属化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植物未能在该片

地区形成有效根系，导致当前地区的土壤流失力度较

大，一旦遭遇雨水和冰雪消融等天气情况，就会导致该

片地区大部分土壤流失，土地内层的金属元素也会浮于

表面。因此。技术人员可以设计能够对土壤内部重金属

发挥整合作用的微生物菌落，有效联合和钝化土壤中的

重金属，降低实际污染，最终发挥微生物肥料土壤修复

治理工作的优势。

（三）强化人员能力素质培养，提升治理效率

土壤肥料的质量达标是植物农作物高产的保障，也

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伴随着经济增长与

农业生产水平的快速发展，农药化肥大量使用对于我国

土壤造成了污染，为了改善并且缓解土壤污染问题，技

术人员在开展日常农业生产过程中，应该落实微生物肥

料的具体应用过程，发挥活体微生物菌群改善环境的作

用，保证微生物菌群在进入具备特定条件下的土地表层

之后，能够降解土壤污染物，优化生物实际状态，为促

进土壤内部生态平衡起到一定意义。其次，技术人员要

想进一步落实微生物肥料的实际应用过程，应该从增强

人员工作素养入手，带领刚入职的新员工来到乡镇工作

区开展土地情况的实际调研工作。对生态修复治理的主

体进行知识面的拓宽，并未土壤改善效果的提升奠定良

好的基础。

例如：技术人员在对农业地区有机污染物开展治理

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带领员工了解有机污染物的实际特

点是什么，所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要知道，有机污染

物按溶解性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有机磷农药等易分解类

和有机氯等难分解类的污染情况。如果不能及时处理，

将会在植物生产过程中造成一定的化学元素残留。所

以，在开展此类土壤修复治理过程中，技术人员应该合

理的使用。硅酸盐菌肥料和固磷菌等微生物肥料，快速

的激发农作物生长激素，促进植物代谢，减小污染对于

该批农作物产生的不良影响。此外，在当前经济发展的

形势下，人们愈发重视农作物产量的提升，是否能够提

高产量也是衡量微生物肥料具体价值的评判标准之一，

基于此，技术人员在应用微生物肥料对土壤污染进行治

理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设计优化治理效率的工作方案，

通过中和土壤酸碱时实现土壤盐渍化情况的改良，再配

合微生物肥料与植物根部形成菌落，降解土壤中碳锌磷

等无机盐的有效含量，加深对于重金属的对活化作用，

进一步提升，土壤的内在活性，避免出现由于肥料使用

过多所导致的二次污染问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土壤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要积

极利用微生物肥料对土壤进行生态修复治理。在开展

治理作业时，应合理规范日常治理操作顺序，加强对土

壤荒漠化、土壤盐渍化等污染情况的研究和探索，通过

化学改性、物理改性以及新式反渗透膜应用等多种方式

创新微生物环境治理过程，确保显著提升土壤的抗污染

性。同时，也要将提高土壤肥力作为微生物环境治理的

关键指标。基于目前我国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发展的实际

情况，在未来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微生物环境治理工作

的宣传与推广，汇聚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微生物环境治理

过程之中，切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保证土壤生态环境

能够实现长效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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