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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化肥农药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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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节剂+沼气渣（液），是

生产有机食品最佳搭配的一种新的化肥农药替代品，适应任何种类的土壤施用，

可完全不施化肥和农药，节能环保，利国利民。 

关键词：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  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节剂  沼气渣（液） 

1、抓住机遇 

  财政部财农[2017]53 号文件指出“健全完善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机制，加

强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和生态循环农业，推进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1］财政部在全国安排了

为完成这一农村改革的主要目标的试点省，云南省有幸被列其中。这是一个极好

的机遇。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确定了进入习近

平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风尚，新发展，全国人民要进入新生活。国家以人民

为重的新时代的到来，就需要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上下齐心，努力奋斗，才能提高人民的获得感，才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云南处处青山绿水，山好水好空气好，拥有世界一流的蓝天白云、更有“南

天春不老，繁花四时香”的美景和不可复制的优美生态环境，是全国乃至世界的

旅游的胜地、养生的天堂、心灵的驿站。 

有了国家的好政策，有了云南省委和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有了把云南打造成

为“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的发展方向，云南人民就应该抓住

当前发展有机生态农业的大好机遇，撸起袖子加油干，艰苦奋斗奔小康。 

 

2、打造品牌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森林覆盖面积大，植被茂密，

动植物种类繁多，有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之称，有很好的自然条件；云南少数民

族众多，多习俗、多文化，有悠久良好的农耕文化；由于云南高海拔、立体气候

的特点，历史以来就拥有烟草、茶叶、蔗糖、鲜花、蔬菜、水果、中药材等多种

多样的高原特色农产品，为发展有机生态农业及其农副产品深加工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各地各级政府只要组织和引导百姓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全民发力

奋斗，做到一民族一品牌，一村一品牌，一县多品牌，是一定能够打造出全国知

名的自主农副产品品牌的。在发展有机生态农业的同时，还需要普及创品牌的科

学知识，让百姓知晓创品牌的程序，如何建立可溯源的机制，讲述创品牌的价值，

才能让云南打造的农副产品品牌誉满天下，利人利己，利国利民。 

3、培育龙头 

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大量存在的散户农业，东一块地，

西一块地，各吹各打，花样多而规模小，一盘散沙，停留在小农经济的水平，形

成不了气候。加之信息闭塞，交通不变，路途遥远，商家采购无兴趣，自己运出

去卖还不够开支。已经大大阻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生产力的提高，不适应

现代化、规模化、机械化、水利化、集约化、标准化高科技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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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社的形式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要努力促进土地尽快向懂科技的种田大户流转，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促进脱贫致富。 

小农经济，对外来投资者没有吸引力，制约了当地产业的升级发展，这就是

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现状。培育龙头是改变小农经济现状的有力和有效措施。要“大

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完善政策引导机制，遵循市场规律和尊重村集体主体地位，

遂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新时代，新形势下，要用新思想来村村发展合作

社，“宜大则大，宜小则小，”把资源优势面向社会，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引

进资金、技术、人才，逐渐培育由合作社向农牧业开发企业转变，走上种植、养

殖、收购、加工、深加工、销售、仓储物流为一体的集结式经营模式，从源头到

终端形成一条产业链，走可溯源之路，各个环节各负其责，各得各的利润，一杆

旗下，自愿结合，和谐抱团，一致对外，形成强势进入市场。 

农产品、药品通过深加工，发展健康食品、药食同源产品，才能减少途损，

才能更大程度的保质、保鲜、保安全，才能提高附加值，才能保证源头种养殖户

的稳定收入。所以要大力发展和扶植发展有机生态农业的龙头企业，包括终端加

工企业，这才是龙头中的龙头，也是培植利税的源头。 

4  搭建平台 

发挥云南桥头堡的作用，依托南博会、旅交会、农交会、发达地区市对市帮

扶、电商平台、文化节等现有交流平台，加强内外融合、沟通交流，走出去、请

进来，还应加入大数据平台，加快物流网的平台建设，让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更

快更便捷地到达全国各地，到达消费者家中。 

5  抢占市场 

云南应该主打有机绿色生态产品，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就是云南响亮的名片。

温饱富裕的现代，云南产品一定要走名优路线，占领高端市场，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才能立足市场于不败之地。每年来云南旅游的人数超过 1亿人次，是

一个很好的卖点和传播点。 

抢占市场不是靠政策、靠关系、靠运气，而是靠货真价实，靠诚信，靠持续

发展。做老实人，干老实事，赚良心钱，揭露和抵制假冒伪劣产品，建立和维护

和谐的市场秩序。 

6  化解难题 

6.1 认清原因，提高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环境保护意识的淡薄，如

工业生产污染物管理不到位，随意排放、人类部分生活垃圾的处理不及时、农业

生产中的不合理的施肥等等因素，局部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程度的破坏，部

分地方甚至出现了环境恶化现象。现在，国家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亡羊补

牢，为时不晚。”云南和全国一样，不少地方出现了土壤污染、酸化板结、盐渍

化、砂化、缺元素等耕地严重退化现象，造成有机生态的优质农产品供应不足。

为了子孙后代能健康生长和未来祖国的强大，就需要全民认识到平衡施肥和大量

使用农药是错误的，共同参与到合理施肥保护土地的革命中去。认知人类生存与

耕地之间的重要性，认识到有了粮食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才能持续发展。

所以要迅速增强环保意识，及时纠正不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要善待土地，

为子孙万代留下一份净土。 

6.2 环保型肥料替代化学肥料 

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肥、沼气渣和沼气液是替代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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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药最好的替代产品。 

自然界所存在的每一种物质都是由一种或数种元素的极性电子键结合而成

的分子化合物。由于纳米技术的不断进步，改变了同种物质的微观结构，使用科

学技术，更容易利用同种或不同的元素，人工键结出新的分子或离子物质。同时

基本粒子技术的认识、开发与应用，揭示出物质的微观构成。纳米技术的不断深

化和粒子能量作用的不断探索，必定会引起对分子或离子物质的结构与功能的重

新认识，也会使某些重大科研成果更具偶然性，我们将已认识和掌握的新技术，

广泛地运用在农业文明上，保护性地发展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保护了农产品的

安全，也就保护了人类和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健康循环。 

7.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 

7.1基本参数 

常温比重  为每立方厘米 1.002-1.004克 

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的 PH值为 8-8.06 

总硬度 6.97 

永久硬度 0.00 

负硬度 8.82 

总酸度 3.94 

总碱度 15.79mg/L 

阳离子总计 7.57mg/L 

阴离子总计 22.04mg/L 

7.2特点 

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能够自行产生并释放穿透种子外皮的粒子能量衍射束

流，即粒子能量射线, 将能量输入到细胞内。这种能量能够改变第三方分子化合

物的分子结构； 

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随经反复高低温（-25 度--100 度）作用或长期存放，

剂的活性、能量衰减很慢，亦不会因为时间存放而变质； 

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的渗透性、分解力极强，为种子细胞提供能量的同时，

增强物种本身优秀基因的活力，排除外来干扰因素，还原物种本性，并具有抗菌、

抗病毒、抗变异的作用； 

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能够极大地提高农作物自身的免疫力和自愈修复能

力，激发物种强劲的繁殖能力； 

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未添加任何激素或化学类合成成分，以全物理方法制

成，持续使用安全可靠。 

7.3作用 

让植物系统保持敏捷的指挥能力，促进分蘖，促进对空气中氮、碳、氧的吸

收，提高光合作用，强化碳水化合物的合成，促进植物体养份上下输送通畅。 

经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处理过的小麦种子，长出的小麦，千粒重同比增大，

面筋同比增多，口感好；水稻、玉米、青稞淀粉含量同比提高，千粒重同比增加；

种子出苗率提高，节约种子，同比节省小麦种子 50%左右，水稻节省种子 30%以

上，可自留种子来年再种，省去购买种子的钱。 

处理过的果品、蔬菜等品质、产量均显著提高，口感更好。处理过的花卉更

有生机，鲜花更鲜艳，保鲜时间更长。 

8.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剂 

8.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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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溶性钾矿为主的多种土壤母岩为原料，在高炉中经高温熔融、分离出重

金属后，又经水淬、干燥和细磨至 80-100 目，再精制得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肥

产品，可在任何土壤种类施用，可调节土壤元素结构，改善土壤理化形状，优化

土壤生态环境。 

8.2 化学性质 

可溶性硅(以 SiO2 计)≧32%，有效钙(以 CaO 计)≧22%，有效钾(以 K2O 计)

≧4%，有效镁(以 MgO计)≧12%。PH值 9.9-10.9。 

8.3 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理中，含多种大中微量元素与稀土元素，有以下

九大功效： 

8.3.1含硅、钙、钾、镁、磷、铜、铁、锌、铝、镍、钼、钛、锶、硼、钠、锰、

硫、稀土元素等大中微量元素，以全物理方法制成，不含任何化学合成成份。施

用后，在给土壤和植物提供全面又丰富的绿色营养的同时，还优化了土壤结构、

培肥了地力。 

8.3.2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理剂，是不直接溶于水的枸溶性微碱性肥料，

靠植物毛细根尖分泌的弱酸缓慢分解吸收，不会烧根。因而它不蒸发、不污染地

下水、不流失，吸收利用率高，肥效长久，真正起到在土壤中缓释的作用，同时

可大量减少化肥用量。1亩地 1年只需要施 50-100Kg，1次性施入土壤内即可。 

8.3.3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理剂中的营养元素，与土壤中的有机无机胶体

结合，能快速形成水稳性土壤团粒结构，疏松土壤，破除板结，促进作物根系生

长环境，改善和协调土壤中水、肥、气、热状况，提高土壤的自然活力和自我调

节能力。促进植物体叶绿素形成，含量提高，抗病虫害能力增强，并能延缓叶片

衰老和植株衰老，延长生育期与采收期。 

8.3.4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理剂的中微量元素，既能改良土的营养状况，

又能抑制农作物因缺素带来的诸如根腐、叶片黄化、落叶、落花、裂果、爆果、

小叶等缺素症。实现重茌栽培，显著提高作物抗逆性。 

8.3.5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理剂具有双向调节土壤酸碱度的功能，消除过

酸或过碱造成的土壤障碍，同时还能有效调理、调节土壤诸多物理、化学、生物、

生理、病理障碍问题，促进土壤形成团粒结构，修复土壤功能，优化土壤生态环

境。提高植物体内各种酶的合成能力与活性。 

8.3.6施用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理剂后，不但可减少化肥农药用量，防止

化肥农药对土壤的直接污染，而且靠其强大的吸附功能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农药

残留及其它有害物质吸附变性钝化和分解，阻断它们参与生物循环，保洁健康土

壤，使土壤中的各种养份处于最佳的有效状态。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 

8.3.7施用后能激活土壤中固化或滞留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促其二次利用。

硅钙钾镁土壤调理剂中的二氧化硅、钙，还能促使作物（特别是果实）生成坚固

的细胞壁和严密的细胞膜，有效地抑制裂果、爆果、缩果等多种病害，提高坐果

率，优化果实品质，同时也提高了果品的卖相。 

8.3.8施用后，除显著减少了化肥农药对果实的污染，促进光合作用，果实着色

早、成熟早、且果实表面靓丽、色艳、果型正、肉质密实、果品比重与单果个重

增加、含糖量增加、酸度降低、商品率高。 

8.3.9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理剂的特点：硅、钙、钾三元素是植物营养学

界公认的最强大抗病元素，可以使作物增强抗病性，使作物少得病，提高作物品

质。昆明红曙光新技术应用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土壤调理

剂，其工艺流程是目前业界中最为先进成熟的，生产的粉末状微碱性、枸溶性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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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更为优秀的土壤改良调理剂。是集硅钙肥、钾镁肥、微肥、稀土肥于一体

的多功能、高纯度、高活性、绿色、环保型矿物质肥。它是结合作物生长习性、

营养需求规律、植物吸肥规律，经长期实验、研究、总结出的更为合理的土壤调

理剂，其元素活性高、弱酸溶性强，应用效果优于目前市面上所有的硅钙钾镁肥。 

9.沼气渣及沼气液 

9.1沼气渣基肥和沼气液追肥      

云南各地已经建设好很多沼气池，消化人畜粪便的同时，也消耗一些农作物

秸秆，净化农村环境，产出的沼气作为燃料做饭、点灯，可是利用率不高，农民

对沼气渣、液的作用不够了解，弃用率高，本文唤醒再用，特介绍如下。 

沼气渣中含有一定量的氮、磷、钾等养分，还含有机质和腐殖质，对改善土

壤结构、理化性质、增强肥力，有一定的作用，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沼气渣宜作

基肥，由其适合大棚设施农业种植。         

沼气液中含有水溶性的氮、磷、钾等速效营养成分，沼气液宜作追肥，由其

适合大棚设施农业种植;沼气还能在大棚内燃烧，为棚内提温的同时还补充二氧

化碳，促进光合作用，提高产量;沼气还可在田间设灭虫灯, 杀灭飞蛾。        

9.2沼气液防治病虫害    

沼气液是经过厌氧发酵后，杀死虫卵及有害病菌，含有吲哚已酸、杀霉素等，

还含有一定量的氨和铵盐，这些物质可抑制大多数病菌的繁殖。通过喷洒或灌根

对蚜虫、红蜘蛛有较好的防治作用，对农作物有害细菌有强抑制作用，是可以替

代农药防病虫害的作用。   

9.3沼气液作叶面施肥    

沼气液中含有水溶性的氮、磷、钾等速效营养成分，宜作根外施肥，效果优

于化肥，不受作物生长季节的限制，均能施用，补充作物营养，促进生长平衡，

特别适合蔬菜种植，也适用于果树。施肥时间，选择上午露水干后至 11 时前或

傍晚进行为好，中午高温及暴雨前不宜施肥，每隔 7—10天喷施一次。喷施原则

是:幼苗、嫩叶期，一份沼气液加 2—3份清水，老叶（苗）时，可 1:1加清水。

以叶背面喷施为主，有利于吸收。 

沼气液应从不产沼气了的池中抽出，要澄清用滤网过滤后备用，以防堵塞喷

雾器。 

种子细胞能量补充剂+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肥+沼气渣及沼气液，是生产有机

食品最佳搭配的生产农料，适应任何种类的土壤施用，可完全不施化肥和农药种

植，利国利民。 

10 发展有机农业，带动农民创业，实现脱贫致富。 

10.1食品安全 

“民以食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

普遍提高，温饱富裕的现在，消费者更加关注食品的安全保障，越发关注工业发

展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和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对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市场呼唤多样化、优质化和安全化的健康食品。 

绿色食品是指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特定生产方式，经专门机构认

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的一类食品。这是一类

在无污染的生态环境中种植（养殖），施用有机肥料，不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加工，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经专门机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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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用特有标识，符合国家安全食品标准和绿色食品标准的农产品。类似的食品

在其他国家也被称为“生态食品”、“自然食品”、“蓝色天使食品”、“健康

食品”、“有机食品” 等。 

10.2发挥优势             

现在农资市场上很多氮磷钾复合肥、复混肥，平衡养分为 3个 15、16、17、

20 的肥料，配方及不合理，有什么作物需肥特点是如此？平衡肥作物吸收利用

率低下，多余的磷即不能挥发，也不会下沉，留在土壤中与钙镁铁锌等离子结合，

生成磷酸盐，成了死磷，作物难以吸收，即浪费钱，又浪费资源，还破坏土壤结

构，污染土壤环境和地下水，使土壤逐渐退化，希望广大用户认识到科学施肥的

重要性, 不要施平衡肥。 

用硅钙钾镁中微量元素肥、沼气渣作基肥，沼气液作追肥，用种子细胞能量

补充剂浸种，发展有机农业，产绿色食品，同时补充了土壤有机质，补充了土壤

中微量元素，持续种出的庄稼可以自留种子，来年再种，不需购买种子。推动优

秀农耕文化的利用和合理开发，大力发展沼气工厂化，对处理养鸡、猪、兔、牛、

人粪尿、屠宰场下脚料、秸秆、城市生活垃圾、中药厂药渣等无害化处理，能源

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净化环境，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法规，有利于扩大不施化

肥和不打农药种植面积，培育生物多样性试点，为大面积推广使用提供样板，为

修复和改良土壤一步到位提供科学示范依据，为农户产出优质有机农产品打下科

学的基础，提供了创业和就业机会，给农户增收创造了条件, 脱贫致富有了可持

续发展，给人民生活提供安全健康食品，利用科学技术支农发展，为生产高产优

质农产品添一力量，为我国民族复兴提供－份保障出力。 
 

参考文献 

［1］ 关于印发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实施方案的通知，财政部网站财农[2017]53号 2017-06-12  

 

附：第一作者简介： 

秦胜君 男 1956 年 3 月生，高级工程师，昆明红曙光新技术应用有限责任

公司总工程师，云南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轻化工分会会员。主要从事生物制品、

土壤改良、合理施肥等有机农业产品开发。完成的“杂骨生产蛋白胨”项目获省

级新产品奖和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绞股兰保健茶、保健酒”获国家星火计划

金奖。   住址：昆明西华小区春怡里 11栋 5单元 102号，电话：13759546299 

邮编：65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