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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生 物 肥 料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微生物肥料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有益微生物制成的，能改善作物营养条件(又有刺激作用)的活体微生物肥料制品。

弓I用标准

GB 8172 蛔虫卵测定方法

GB 4789 大肠菌值测定方法

GB 7468 总汞测定方法

GB 7471 总锡测定方法

GB 7466 总铬测定方法

GB 7485 总砷测定方法
GB 747。 总铅测定方法

3 产品分类

3.1 根瘤菌肥料:能在豆科植物上形成根瘤(或茎瘤)，同化空气中的氮气，供应豆科植物的氮素营养。

用根瘤菌属(Rhizobium)或慢生根瘤菌属(Bradyrhizobium)的菌株制造。

3.2 固氮菌肥料:在土壤和很多作物根际中同化空气中的氮气，供应作物氮素营养;又能分泌激素刺激

作物生长。用下列菌种之一制造。

    固氮菌属(Azotobacter)
    氮单胞菌属(Azomonas)

    固氮根瘤菌属(Azorhirobium)

    根际联合固氮菌:固氮螺菌属(Azospirillum)
                  阴沟肠杆菌(Enterobacter cloacea)经鉴定为非致病菌

                  粪产碱菌(Alcaligenes faecalis)经鉴定为非致病菌

                    肺炎克氏杆菌(Klebsiella pneumoniae)经鉴定为非致病菌

    其他经过鉴定的用于固氮菌肥料生产的菌种。

    这些菌主要特征是在含一种有机碳源的无氮培养基中能固定分子态氮。

3.3 磷细菌肥料:能把土壤中难溶性磷，转化为作物可以利用的有效磷，改善作物磷素营养。用下列菌

种之一制造。

    分解有机磷化合物的细菌:

      解磷巨大芽胞杆菌(Bacillus megatherium phosphaticum)

      解磷珊瑚红赛氏杆菌(Serratia carollera phosphaticum)

      节杆菌属中的一些种(Arthrobacter sp. )
    转化无机磷化合物的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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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单胞菌属中的一些种(Pseudomonas sp. )
      其他经过鉴定的用于磷细菌肥料生产的菌种。
    有机磷细菌在含磷矿粉或卵磷脂的合成培养基上有一定解磷作用，在麦熬发酵液中都含刺激植物

生长的生长素物质

    无机磷细菌具有溶解难溶性磷酸盐的作用。

I4 硅酸盐细菌肥料:能对土壤中云母，长石等含钾的铝硅酸盐及磷灰石进行分解，释放出钾、磷与其

他灰分元素，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本品的生产菌种为胶质芽胞杆菌((Bacillus mucilginosus)的菌株及
其他经过鉴定的用于硅酸盐细菌肥料生产的菌种。

    该菌在含钾长石粉的无氮培养基上有一定解钾作用，菌体内和发酵液中存在刺激植物生长的生长

素物质。

I5 复合微生物肥料:含有上述(解磷、解钾、固氮微生物)或其他经过鉴定的两种以上互不拮抗微生

，通过其生命活动，能增加作物营养供应量。

技术要求

4门 成品技术指标，’

表I 成品技术指标，，

在产品标明的失效期前有效活菌数应符合指标要求，出厂时产品有效活菌数必须高出本指标30%以上
4.2 成品无害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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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成品无害化指标

编 号 单 位 标准限值

蛔虫卵死亡率

  大肠杆菌值

95̂ -100

匀
邻
蜘
枷

汞及化合物(以Hg计)

锡及化合物(以Cd计)

铬及化合物(以Cr计)

砷及化合物(以As计)

铅及化合物(以Pb计)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10-105

5 检测方法

5.1 外观

    感观检验符合4.1成品技术指标。

5.2 有效活菌数和杂菌含量测定

5.2.1 试剂和溶液

    a. 无菌水、蒸馏水;

    b， 选择培养基(附录A);

    c. 刚果红染液(0.5%)0

5.2.2 仪器

    a. 显微镜1 o0ox;

    b 摇床 旋转式200 r/min;

    c. 恒温培养箱;

    d. 恒温烘干箱;

    e 灭菌锅;

    f，扭力天平(分度值0. 01 g) ;

    S. 玻璃仪器(灭菌的9 cm平皿、10 mL,5 mL,l mL吸管、三角瓶、玻璃刮刀)。

5.2-3 测定步骤

5.2.3.1 采样应不少于500 g，从中称取1020 g(精确0.01 g)，加入带玻璃珠的100-200 mL的无
菌水中(液体菌剂取10̂ 20 mL，加入90̂ 180 mL的无菌水中)，静置20 min后在旋转式摇床上200 r/

min充分振荡30 min，即成母液的菌悬液。

5.2.3.2 用无菌吸管吸取5 mL上述母液的菌悬液加入45 mL无菌水中，混匀成1:10稀释的菌悬

液，这样依次稀释，分别得到1:1X1叭1:1X10“和1:1X10',1:1X10'等浓度(每个稀释度必须更

换无菌吸管)。

5.2. 3.3用1 mL无菌吸管分别吸取不同稀释度菌悬液0. 1 mL，加至直径为9 cm平皿的琼脂培养基

表面，用无菌玻璃刮刀将菌悬液均匀地徐于琼脂表面。或取1 mL不同稀释度菌悬液加入培养皿内，与

琼脂培养基混匀。每个样品取3个连续适宜稀释度，每一稀释度重复3次，同时加无菌水的空白对照，培

养2̂-5 d，每个稀释度取5̂ 10个菌落的菌体，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识别后计数菌落。
5.2.4 计算公式:

    统计算出同一稀释度三个平皿上菌落平均数。

    根据式((1)和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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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含菌数 一菌落平均数 x 母液菌悬液的体积
菌剂数

杂菌率(%)=

稀释倍数 x

杂菌数
有效菌数十杂菌数

火 100 ·················⋯⋯(2)

    根据菌落特征判定，分别计算出制品中的特定微生物及杂菌数率。固体(包括颗粒)菌剂含菌数以亿

/9表示，液体菌剂含菌数以亿/mL表示。
5.2.5 菌落计数

5.2.5.1 以平板上出现30-300个菌落数的稀释度平板为计数标准。
5.2. 5.2 当只有一个稀释度，其平均菌落数在30-300之间时，则以该平均菌落数乘以其稀释倍数(见

表3例1)0

5.2.53 若有两个稀释度，其平均菌落数均在30̂ 300之间，应按两者菌落总数之比值来决定。若其比

例小于2应计数两者的平均数，若大于2则计数其中稀释较小的菌落总数(见表3例2及例3),

5.2.5.4 若三个稀释度的平均菌落数均大于300，则应按稀释度最高的平均菌落数乘以稀释倍数(见
表3例4),

5.2-5. 5 若三个稀释度的平均菌落数均小于30，则应按稀释度最低的平均菌落数乘以稀释倍数(见表

3例 5),

5.2-5.6 若三个稀释度的平均菌落数均不在30̂-300之间，则以最接近300或30的平均菌落数乘以

稀释倍数(见表3例6)a

                              表3 计算菌落总数方法的示例

例次

不同稀释度的平均菌落数
两个稀释度

菌落数之比

  菌落总数

个/.L或个/H10-' 10-̀ 10-'

1 1 431 159 22 1.6X10'

2 2 760 235 31 1.3 2.7X10'

3 2 676 136 34 2.5 1. 4X10'

4 无法计数 1 142 312 3.1X10'

5 28 12 5 2.8火10,

6 无法计数 303 18 3.0X10'

5.3 含水量测定

5.3门 仪器

    a. 土壤铝盒;

    b. 扭力天平(分度值。.01 g) ;

    c 恒温烘干箱;

    d 干燥器。

5. 3.2 测定步骤

    称取样品30̂-40 g(精确到。. 01 g)二份放人铝盒中，于105℃条件下烘烤
入干燥器内冷却，一般冷却20 min，再称其残重和铝盒重，损失量即为水分含量

4h直至恒重，取出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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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33 汁算公式:

式中:。。— 表示烘干前样品重，9;

      m,— 表示烘干后样品重，9。

5.4 pH值测定

5.4.1 试剂和溶液

    无离子水

5.4.2 仪器

    a 烧杯;

    b， 酸度计;

    c.扭力天平(分度值。-01 g),

5.4.3 测定步骤

HBO%一m糯尹= X 100

    随机称取样品8g，将样品置于干净烧杯内，按1:2加入无离子水，浸泡振荡均匀。预热pH计，用

标准溶液((pH6. 86)校正仪器后，测定样品悬液pH，边测边搅拌，仪器读数稳定后记录。每个样品重复三
次

5.5 细度检验

5.5.1 仪器

        扭力天平(分度值。.01 g);
    b. 标准筛 孔径0. 18 mm孔径0. 25 mm,

5-5-2 测定步骤

    供检样100 g，经过105℃烘干1h，过孔径0. 18 mm标准筛，筛下部分占检样重量)80 ，其他部

分全部通过孔径0. 25 mm筛，即为合格。

5.6 有机质测定

5.6.1 仪器

    a. 瓷柑竭;

    b. 烘箱;

    c. 高温电炉;

    d. 干燥器;

    e.扭力夭平(分度值。.01 g),

5. 6.2 测定步骤

    采用灼烧减重法测定。称取样品10 g,置已称重的瓷柑锅中于60'C烘箱中烘4-6 h,冷却称重
(m。)。然后在550.600℃高温电炉中灼烧2h，用增祸钳取至干燥器中，放冷至室温，称重(二，)。

计算公式

....，.(4
                            有机质

。。— 表示柑塌加烘干样品重，9;

m,— 表示增祸加灼烧后样品重，9;

m— 表示风干后样品重，9。

% mo -M,X100 。。。。。。。。。·。。。。。。。。。。。。.，。。。。..

有毒物质(重金属)的测定

  汞

，
J

:

‘1

卜

已

中

7

又

41

5

式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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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GB 7468操作

5.了.2 镐

    按GB 7471操作。

5，7.3 铬

    按GB 7466操作。

5. 7.4 砷

    按GB 7485操作。

5.7.5 铅

    按GB 7470操作。

58 蛔虫卵的测定

    按GB 8172操作

5.9 大肠菌值的测定

    按GB 4789操作

6 检验规则

6门 生产微生物肥料所使用的菌种，须在本标准菌种规定范围之内。若使用规定之外的菌种 必须经过

国家级科研单位的鉴定，包括菌种属及种的学名，形态，生理生化特性，效力，安全性等完整资料。以杜绝

一切植物检疫对象，传染病病源作为菌种生产的产品

6.2 本标准规定中的成品无害化指标和有效活菌数、杂菌数及有效期，是微生物肥料质量安全、有效的
重要依据，一切微生物肥料的产品必须达到的指标。成品无害化检验可委托省市以上环境监测机构进

行，并提供检验证明。有效活菌数、杂菌数，由农业部指定检测机构检验。本标准所规定的外观、水分、细

度、有机质和pH值等指标 作为微生物肥料质量检验参考指标.

6.3 复合微生物肥料，是指两种以上微生物菌种的复合。不论使用何种微生物菌种、几种菌种生产，其

菌种必须符合本标准((6.1)规定。而且有效活菌数:液体型不得低于10亿/mL固体型不得低于2亿/g.

颗粒型不得低于1亿/9。复合微生物肥料的成分中，除主体微生物外，含有其他基质成分的，其基质成分
应有利于微生物肥料中的菌体生存，绝不能降低或抑制菌体的存活。因加基质成分过多、不当，微生物肥

料有效活菌数过低或有效活菌数测不出来的而不达标者，则该产品不是微生物肥料。

64 微生物肥料应由生产厂的技术检验部门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微生物肥料都达到本

标准要求，每批出厂的微生物肥料都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合格证明。

6.5 微生物肥料按批检验，以每一发酵罐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6.6 取样方法，随机抽样，以箱或袋为抽样单位。每批固体菌剂抽样 5̂-10箱。每箱中抽1袋，无菌操

作取祥100 g,混匀用四分法缩分到500 g，供检验用。颗粒菌剂每批抽样5或10袋，无菌操作，每袋取样

。5 kg，仔细混匀后，用四分法缩分到500 g，以供检验用。
    液体菌剂每批抽样5或10箱，每箱抽1瓶，无菌操作，每瓶吸取5mL一同放入无菌的三角瓶中，摇

均匀，瓶上粘贴标签，标明产品名称、取样日期、批号、取样人，以供检验用.

G7如果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应以加倍数量按规定选取试样进行检验，如仍不符合标准规定，

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7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71微生物肥料固体菌剂内包装材料用聚乙爆薄膜袋，外用纸箱包装。液体菌剂小包装用玻璃质疫苗

瓶或塑料瓶，外包装纸箱。颗粒菌剂用编织袋内衬塑料薄膜袋包装，袋口须密封牢固。

72 包装箱(袋) _r.应印有产品名称、商标、标准号、生产许可证号、生产厂名、厂址、生产日期、有效期、

批号、净重、防晒、防潮、易碎、防倒置等标记。内包装袋上应印有产品名称、商标、标准号、有效细菌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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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生产单位，产品性能及使用说明。

7.3 每箱(袋)产品中附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7.4 适用于常用运输工具，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雨淋、防日晒及35℃以上高温 气温低于。℃时

需用保温车((8-10 0c)运输。轻装轻卸，避免破损

了.5 微生物肥料应贮存在常温、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内，不得露天堆放，以防雨淋和日晒，防止长时

间35℃以上高温。码放高度毛1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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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有效活菌数测定的选择培养基

          (补充件)

1 %Na,MoO,。2H,0

1 0 o H,BO,

酵母膏1. 0 g(或酵母粉0. 8 g )

。，5%刚果红

PH

:ml.ML059
025
哟

Al 根瘤菌培养基:

    K,HP04

    MgS04·7H,0

      NaCl

    C6H1406

    CaCO, 10 g1. 5 g mL0

A2 固氮菌用阿须贝氏(Ashby)培养基:

    KH,P04                        0. 2 g

    MgS04·7H20                 0. 2 g

    NaCI                          0. 2 g

CaCO,

CfiH1406

CaS04·2H20

PH

A3 联合固氮菌培养基:

    (1)培养基:

    7-CeH,107Na

    KH,P04

    K2HP04

    MgS04.7H,0

    酵母膏

5g

0. 4 g

0. 1 g

0. 2 g

1. 0 g

NaCl

CaCl,

FeCl,

Na,Mo04·2H,0

PH

0. 1 g

0. 02 g

0. 01 g

0. 002 g

6.8- 7.0

瑰
傀
魄
瑰

六︺

n
︺

n
U

n

(2)培养基:

C,H,O,Na,

K2HP0,

KH2POa

MgS0,·7H,0

NaCl

5g CaCl,

Na,MoO,·2H20

FeCl,

BTB(0. 5 g/L)

PH

0. 02 g

0. 002 g

0. 01 g

5 mL

7. 0

A4 硅酸盐细菌培养基:

    C12H22011

    MgSO‘一7H,0

    CaCO,

Na,HPO,

FeCl,

玻璃粉

PH

2. 0 g

0. 005 g

1. 0 g

7.0

9

9

9

O

La

，
土

亡
J

o

n

n5 解磷细菌培养基:

    (1)有机磷细菌培养基:

    C,R20fi·H,O 10只 (NH4)ISO

0. 5 g421



NY 227一94

3g03 g
日

O

NaCl

Mgso,·7H,0

MnSO,·4H}O

卵磷脂

0. 3 g

0. 3 g

0. 03 g

02只

KCl

FeSO,·7H20

CaCO,

PH

5g

7.0- 7.5

(2)无机磷细菌培养基:

C,H}zOs。H,O

NaCI

MgSO,·7H,0

MnSO ·4H()

(NH,)2SO,

KCl

FeSO,·7H}O

Ca, (PO, ),

PH

0.59

0. 3 g

0. 03 g

5g

7. 0~   7. 5

9
瑰
39
03

0

…

1
上

0

0

0

A6 马丁培养基(测霉菌数)

    KHIP0,                       1. 0 g

    MgSO,·7H20                0. 5 g

    1%孟加拉红水溶液3.3 mL

C,H}zOs·HBO

蛋白陈

10. 0 g

5. 0 g

A了 放线菌培养基(改良高氏1号)

    KNO,                         1. 0 g

    KH2PO,                       0. 5 g

FeSO,·7H,O                            0. 01 g

可溶性淀粉(先加少量冷水调成糊状加 20. 0 g
入)

Mg50<·7H,O

NaCI :，:: pH 7.2̂ 7.4

    临用时在已融化的高氏1号培养基中加入重铬酸钾溶液，以抑制细菌和霉菌生长。每300 mL培养

基中加3%重铬酸钾1 mL(100 mg/kg).
    注:以上各培养基均需加入蒸馏水1 000 mL.琼脂18 20 g.

A8 刚果红染液(。.5%)

    刚果红(Congored)           0. 5 g

    蒸馏水 100 mL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农业部中国农科院土肥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元芳、宁国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