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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

制备及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制备糖蜜培养

液；制备海藻渣复合基质粉；发酵，将糖液培养液

内接入菌剂，将含有菌剂的糖液培养液加入到海

藻复合基中，发酵，得到发酵初产物；蒸馏去酒

精，将发酵初产物蒸馏，除去酒精，剩下含有菌种

的混合物经过滤后，得成品发酵液。本发明中糖

液培养液能够提供足够的碳源，而放线菌对这些

海藻原液中含的半纤维素、纤维素、木质素等难

以分解利用的物质具有降解作用，产生物质容易

被动植物吸收，增强动植物对各种病害的抵抗力

和免疫力，发酵后产生水稻易吸收的营养成分，

残留的酵母菌、丝状菌、放线菌能够继续发挥作

用，合成促进根系生长以及细胞分裂的活性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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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D1.制备糖蜜培养液；

D2.制备海藻复合基，海藻原液、麸皮、磷源以质量比100：10‑15:5‑10的比例混合，得到

海藻复合基；

D3.发酵，将糖液培养液内接入菌剂，菌剂的接种量为1％，菌剂中包括酵母菌、丝状菌、

防线菌，其比例为1：0.5‑1：0.5‑1，混合均匀，将含有菌剂的糖液培养液加入到海藻渣海藻

复合基中，边加入边搅拌，糖液培养液与海藻渣复合基质的质量比为40‑60:100，混合均匀

后，发酵，监测温度，当温度趋于稳定后，发酵完成，得到发酵初产物；

D4.蒸馏去酒精，将发酵初产物蒸馏，除去酒精，剩下含有菌种的混合物经过滤后，得成

品发酵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糖

蜜培养液制备方法为：

D11.糖蜜稀释、酸化，糖蜜锤度为80‑90Bx，含糖分50％以上，所以先稀释，加水稀释到

锤度为40‑50Bx时，得稀糖液一，此时加酸进行酸化，混合均匀，得稀糖液二；

D12.糖蜜灭菌，将稀释糖液二通入蒸汽加热到80‑90℃，维持1小时，进行灭菌处理；

D13.糖蜜澄清，通入压缩空气1小时，静置澄清1小时，取出上清液为稀糖液三；

D14.继续加水，稀释到浓度为锤度为20‑30Bx时，并调节PH值为pH4.0‑4.5为宜，得到糖

蜜培养液。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糖

蜜培养液处理方式中的酸化采用浓硫酸，加入量为稀糖液一体积量的0.2‑0.3％，使用混合

器，混合均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海

藻复合基处理方式为：加热到100℃，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浸泡48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磷

源采用羽毛或者动物毛发。

6.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权利要求1‑5所得到成品发酵

液按照每次一亩稻田施肥30‑50g的量，经稀释800‑1000倍后，喷洒在叶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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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营养物质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

制备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海藻养殖量居世界首尾，海藻工业产值在海洋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含有

半纤维素、纤维素、木质素等难以分解利用的物质，还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如蛋白质，蛋白

质中的组成中精氨酸、赖氨酸、蛋氨酸、半胱氨酸的含量较高，还含有一部分微量元素，尤其

是碘含量丰富。目前海藻加工企业将大部分的海藻经过简单沤制后用作肥料，对农作物有

一定的营养、抗病、增产的功效，但是利用率不高，亟待进行高值化利用研究。

[0003] 而糖蜜是制糖工业的副产品，组成因制糖原料、加工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其中主

要含有大量可发酵糖(主要是蔗糖)，因而是很好的发酵原料，可用作酵母、味精、有机酸等

发酵制品的底物或基料，但是在发酵的过程中，需要补充各种营养盐。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所述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涉及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

及使用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D1.制备糖蜜培养液；

[0007] D2.制备海藻复合基，海藻原液、麸皮、磷源以质量比100：10‑15:5‑10的比例混合，

加热到100℃，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浸泡48h，得到海藻复合基；

[0008] D3.发酵，将糖液培养液内接入菌剂，菌剂的接种量为1％，菌剂中包括酵母菌、丝

状菌、防线菌，其比例为1：0.5‑1：0.5‑1，混合均匀，将含有菌剂的糖液培养液加入到海藻复

合基中，边加入边搅拌，糖液培养液与海藻复合基的质量比为40‑60:100，混合均匀后，堆肥

发酵，监测温度，当温度趋于稳定后，发酵完成，得到发酵初产物；

[0009] D4.蒸馏去酒精，将发酵初产物蒸馏，除去酒精，剩下含有菌种的混合物经过滤后，

得成品发酵液。

[0010] 具体地，糖蜜培养液制备方法为：

[0011] D11.糖蜜稀释、酸化，糖蜜锤度为80‑90Bx，含糖分50％以上，所以先稀释，加水稀

释到锤度为40‑50Bx时，得稀糖液一，此时加酸进行酸化，混合均匀后，防止杂菌的繁殖，加

速糖蜜中灰分与胶体物质沉淀，同时调节稀糖液的酸度；

[0012] D12 .糖蜜灭菌，将稀释糖液二通入蒸汽加热到80‑90℃，维持1小时，进行灭菌处

理；

[0013] D13.糖蜜澄清，通入压缩空气1小时，静置澄清1小时，取出上清液为稀糖液二，通

风一方面可赶走SO2或NO2等有害气体以及挥发性酸和其他挥发物质；另一方面可增加糖液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2898081 A

3



中的含氧量，提高糖液的溶氧系数，以利酵母的增殖；

[0014] D14.继续加水，稀释到浓度为锤度为20‑30Bx时，并调节PH值为pH4.0‑4.5为宜，得

到糖蜜培养液。

[0015] 具体地，酸化采用浓硫酸，加入量为稀糖液一体积量的0.2‑0.3％，使用混合器，混

合均匀。

[0016] 具体地，所述磷源采用羽毛或者动物毛发。

[0017] 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使用方法，将成品发酵液按照每次一亩稻田施肥30‑

50g的量，经稀释800‑1000倍后，喷洒在叶面上。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中糖液培养液能够提供足够的碳源，并且非常适宜

酵母菌的发酵，氨基酸、糖类及其他有机物产生发酵力，糖蜜的加入非常有利于酵母菌的生

长，且能够提供足够的碳源，酵母菌还能能够促进放线菌等的生长，而放线菌对这些海藻原

液中还含有的半纤维素、纤维素、木质素等难以分解利用的物质具有降解作用，产生物质容

易被动植物吸收，增强动植物对各种病害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海藻原液中还含有营养物质，

如蛋白质，蛋白质中的组成中精氨酸、赖氨酸、蛋氨酸、半胱氨酸的含量较高，还含有一部分

微量元素，尤其是碘含量丰富，提供蛋白质以及部分营养盐，丝状菌则能够和其他微生物共

存，尤其对酯类生成有益，酒精生成力强，能够防止蛆和其他虫害的发生，并可以消除恶臭，

麸皮能够增加部分氮源，有利于菌剂的繁殖，并加入一些磷源，起到相互补充促进的作用，

发酵后产生水稻易吸收的营养成分；

[0019] 残留的酵母菌、丝状菌、放线菌能够继续发挥作用，酵母菌在稻田中的氨基酸、糖

类及其他有机物产生发酵力，合成促进根系生长以及细胞分裂的活性物质，促进放线菌、丝

状菌的生长，且产生的单细胞蛋白质是动物不可缺少的养分，有利于联合生产鱼类、虾类等

水产，放线菌能够从光合细菌中获取氨基酸、氮素等，产生各种抗生物质、维生素以及酶，能

够直接抑制病原菌。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在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D1.制备糖蜜培养液，采用以下方式处理糖蜜：

[0024] D11.糖蜜稀释、酸化，糖蜜锤度为80‑90Bx，含糖分50％以上，所以先稀释，加水稀

释到锤度为40‑50Bx时，得稀糖液一，此时加酸进行酸化，混合均匀后，防止杂菌的繁殖，加

速糖蜜中灰分与胶体物质沉淀，同时调节稀糖液的酸度，得稀糖液二；

[0025] D12.糖蜜灭菌，将稀释糖液二通入蒸汽加热到80℃，维持1小时，进行灭菌处理；

[0026] D13.糖蜜澄清，通入压缩空气1小时，静置澄清1小时，取出上清液为稀糖液三，通

风一方面可赶走SO2或NO2等有害气体以及挥发性酸和其他挥发物质；另一方面可增加糖液

中的含氧量，提高糖液的溶氧系数，以利酵母的增殖；

[0027] D14.继续加水，稀释到锤度为20‑30Bx时，并调节PH值为pH4.0为宜，得到糖蜜培养

液。

[0028] 具体地，酸化采用浓硫酸，加入量为稀糖液一体积量的0.2‑0.3％，使用混合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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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均匀。

[0029] D2.制备海藻复合基，海藻原液、麸皮、磷源以质量比100：10:10的比例混合，然后

加热到100℃，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浸泡48h，得到海藻复合基；

[0030] D3.发酵，将糖液培养液内接入菌剂，菌剂的接种量为1％，菌剂中包括酵母菌、丝

状菌、防线菌，其比例为1：0.5：0.5，混合均匀，将含有菌剂的糖液培养液加入到海藻复合基

中，边加入边搅拌，糖液培养液与海藻复合基的质量比为40:100，混合均匀后，发酵，监测温

度，当温度趋于稳定后，发酵完成，得到发酵初产物；

[0031] D4.蒸馏去酒精，将发酵初产物蒸馏，除去酒精，剩下含有菌种的混合物经过滤后，

得成品发酵液。

[0032] 具体地，所述堆肥发酵过程中，监测含水量，含水量控制在50％‑55％，促进快速发

酵。

[0033] 具体地，所述磷源采用羽毛或者动物毛发。

[0034] 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使用方法，将成品发酵液按照每次一亩稻田施肥30g

的量，经稀释1000倍后，喷洒在刚插秧的稻田叶面上，间隔15天喷洒一次。

[0035] 实施例2

[0036] 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D1.制备糖蜜培养液，采用以下方式处理糖蜜：

[0038] D11.糖蜜稀释、酸化，糖蜜锤度为80‑90Bx，含糖分50％以上，所以先稀释，加水稀

释到锤度为40‑50Bx时，得稀糖液一，此时加酸进行酸化，混合均匀后，防止杂菌的繁殖，加

速糖蜜中灰分与胶体物质沉淀，同时调节稀糖液的酸度，得稀糖液二；

[0039] D12.糖蜜灭菌，将稀释糖液二通入蒸汽加热到85℃，维持1小时，进行灭菌处理；

[0040] D13.糖蜜澄清，通入压缩空气1小时，静置澄清1小时，取出上清液为稀糖液三，通

风一方面可赶走SO2或NO2等有害气体以及挥发性酸和其他挥发物质；另一方面可增加糖液

中的含氧量，提高糖液的溶氧系数，以利酵母的增殖；

[0041] D14.继续加水，稀释到浓度为锤度为20‑30Bx时，并调节PH值为pH4.5为宜，得到糖

蜜培养液。

[0042] 具体地，酸化采用浓硫酸，加入量为稀糖液一体积量的0.25％，使用混合器，混合

均匀。

[0043] D2.制备海藻复合基，海藻原液、麸皮、磷源以质量比100：13:5的比例混合，加热到

100℃，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浸泡48h，得到海藻复合基；

[0044] D3.发酵，将糖液培养液内接入菌剂，菌剂的接种量为1％，菌剂中包括酵母菌、丝

状菌、防线菌，其比例为1：1：0.8，混合均匀，将含有菌剂的糖液培养液加入到海藻复合基

中，边加入边搅拌，糖液培养液与海藻复合基的质量比为50:100，混合均匀后，发酵，监测温

度，当温度趋于稳定后，发酵完成，得到发酵初产物；

[0045] D4.蒸馏去酒精，将发酵初产物蒸馏，除去酒精，剩下含有菌种的混合物经过滤后，

得成品发酵液。

[0046] 具体地，所述堆肥发酵过程中，监测含水量，含水量控制在50％‑55％，促进快速发

酵。

[0047] 具体地，所述磷源采用羽毛或者动物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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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使用方法，将成品发酵液按照每次一亩稻田施肥40g

的量，经稀释900倍后，喷洒在刚插秧的稻田叶面上，间隔15天喷洒一次。

[0049] 实施例3

[0050] 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D1.制备糖蜜培养液，采用以下方式处理糖蜜：

[0052] D11.糖蜜稀释、酸化，糖蜜锤度为80‑90Bx，含糖分50％以上，所以先稀释，加水稀

释到锤度为40‑50Bx时，得稀糖液一，此时加酸进行酸化，混合均匀后，防止杂菌的繁殖，加

速糖蜜中灰分与胶体物质沉淀，同时调节稀糖液的酸度，得稀糖液二；

[0053] D12.糖蜜灭菌，将稀释糖液二通入蒸汽加热到90℃，维持1小时，进行灭菌处理；

[0054] D13.糖蜜澄清，通入压缩空气1小时，静置澄清1小时，取出上清液为稀糖液三，通

风一方面可赶走SO2或NO2等有害气体以及挥发性酸和其他挥发物质；另一方面可增加糖液

中的含氧量，提高糖液的溶氧系数，以利酵母的增殖；

[0055] D14.继续加水，稀释到浓度为锤度为20‑30Bx时，并调节PH值为pH5为宜，得到糖蜜

培养液。

[0056] 具体地，酸化采用浓硫酸，加入量为稀糖液一体积量的0.3％，使用混合器，混合均

匀。

[0057] D2.制备海藻复合基，海藻原液、麸皮、磷源以质量比100：15:8的比例混合，加热到

100℃，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浸泡48h，得到海藻复合基；

[0058] D3.发酵，将糖液培养液内接入菌剂，菌剂的接种量为1％，菌剂中包括酵母菌、丝

状菌、防线菌，其比例为1：0.8：1，混合均匀，将含有菌剂的糖液培养液加入到海藻复合基

中，边加入边搅拌，糖液培养液与海藻复合基的质量比为60:100，混合均匀后，发酵，监测温

度，当温度趋于稳定后，发酵完成，得到发酵初产物；

[0059] D4.蒸馏去酒精，将发酵初产物蒸馏，除去酒精，剩下含有菌种的混合物经过滤后，

得成品发酵液。

[0060] 具体地，所述堆肥发酵过程中，监测含水量，含水量控制在50％‑55％，促进快速发

酵。

[0061] 具体地，所述磷源采用羽毛或者动物毛发。

[0062] 一种水稻生根壮苗营养物质使用方法，将成品发酵液按照每次一亩稻田施肥50g

的量，经稀释800倍后，喷洒在刚插秧的稻田叶面上，间隔15天喷洒一次。

[0063] 实验对比，取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中的所得成品发酵液，并按照方式施肥，

与未施肥的一亩稻田相对比，稻田选用同种秧苗，并选用机插方式插秧，结果表明：使用本

实施例制备的成品肥，秧苗植株较矮壮，叶绿素含量高、叶色深，茎基粗壮，根数多，秧苗生

长均匀整齐，成粒率高。

[0064]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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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0067] 本发明不局限于所述实施方式，任何人应得知在本发明的启示下作出的结构变

化，凡是与本发明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方案，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68] 本发明未详细描述的技术、形状、构造部分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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