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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假刚刚结束，人们还沉浸在假期祥和欢

乐气氛中。

可能很少人会关注到，就在国庆节前，在山东临沭

召开的一次科研项目启动会。

这次会议全称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型缓控释

肥料与稳定肥料研制’项目启动会”。

会议云集了相关部委领导、院士专家，以及 12所高

校、7家科研院所、17家企业，共 36家参与单位的代表。

可以说，这次会议聚合了我国在缓控释肥、稳定性

肥料领域最顶尖最优秀的创新资源。

会议确定的目标，更加让人振奋——“十三五”期

间，项目将研发超过 40种新型缓控释肥料、高效稳定性

肥料及其配方肥，实现减施肥料 2 亿公斤，增产粮食

13.5亿公斤。

减肥不减产！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的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之路。

历史将会告诉我们：这次会议注定不是一次普通

的会议。

它像“蝴蝶翅膀的一次振动”，其爆发的力量，未来

几年，必将在中国乃至全球缓控释肥与稳定肥领域掀

起巨大“风暴”。

破局化肥“零增长”

上世纪 80 年代，化肥的施用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

献率高达 40%以上，化肥的施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粮食

生产。

但到 90 年代初，人们观察到化肥投入直线增长的

同时，粮食产量却徘徊不前。

研究表明，化肥利用率低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

原因。经测算，我国当季氮肥利用率仅为 30%—35%，

磷肥约为 15%—20%，钾肥约为 35%—40%。

没有被吸收利用的化肥跑到哪里去了？

科研人员发现，约有 50%以上的氮没有被作物

吸收流失到农田外，引发了一系列环境及食品安全

问题。

水体富营养化、土壤板结、温室效应、农产品品质

下降等问题接踵而来。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显示，每年我

国有 123.5 万吨氮通过地表水径流到江河湖泊，49.4 万

吨进入地下水，299万吨进入大气。

2016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分析显示，2016 年，

108 个监测营养状态的湖泊（水库）中，贫营养的 10 个，

中营养的 73 个，轻度富营养的 20 个，中度富营养的 5

个。其中太湖、巢湖为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

磷。滇池为中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

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过量施用化肥导致我国许多地区地下水和地表水

硝酸盐超标，同时，化肥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二氧化碳和

氮氧化合物排放也是温室气体的来源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化肥之

殇”时时刻刻冲击着国人的心。

该做出改变了，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让“大

量投肥”的传统施肥模式成为过去时吧。

2015年，国家农业部发布《到 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方案》。

方案提出，化肥在促进粮食和农业生产发展中起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成本的增加和环境的

污染，在实施技术路径中，方案指出：引导肥料产品优

化升级，大力推广高效新型肥料。

瞄准“主战场”

距离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仅剩三年

时间！

不言而喻，这次项目启动会，是谋划为我国化肥减

施增效和化肥零增长行动方案提供强大科技支撑的一

次重要会议，也是保障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推动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一次誓师大会。

项目首席专家张民教授介绍说，缓控释肥是一种

可根据作物养分需求控制养分释放，克服传统化肥溶

解过快、养分易流失等缺点的新型环境友好型化肥，

“作为化肥领域的一次技术革命，世界各国争相研发更

加先进的缓控释肥”。

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在西方发达国家缓控释肥

都被称为“贵族肥料”，因为它太贵了！

我国缓控释肥研发起步较晚，还面临国外技术封

锁。我们还有机会有能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吗？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国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

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

据介绍，在缓控释肥研发领域，我们坚持走自主创

新之路，发展速度惊人。截至 2015年，我国从事缓控释

肥料研究的科研机构已有 30 余家，从事产业化开发和

推广应用的单位有 70 余家，我国各类缓控释肥产能为

550万吨。“短短十几年，我们走出一条技术突破促进产

业化发展之路，随着成本不断下降，‘贵族肥料’已实现

‘走向大田’造福中国农业的目标”。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我国在缓控释肥研发生

产以及示范推广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和成功经

验，试验研究表明：与普通肥料相比，我国自主研发的

缓控释肥可提高肥料利用率 30%，可实现作物增产

10%—25%，节氮 20%—30%的情况下不减产，有利于增

加农民收入；作物生长期内一次施肥无需追肥，节约劳

动成本；同时，减轻土壤环境恶化和减少作物根部病

害，有利于提高农产品品质。

为什么是“金正大”

在项目启动会上，有一个“亮点”吸引在场所有

人的关注：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化学肥料和农药减

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专项已启动的 34 个项目中，

“新型缓控释肥料与稳定肥料研制”项目是唯一一个

由企业——金正大集团牵头主持的项目。

36 家项目参与单位中，山东农业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农科

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每一家的名头都是响当

当，每一家都具有主持项目的实力。

可为什么是一家企业来领衔？金正大有主持项目

的“底气”吗？

让我们看看金正大做了什么——

从 2006 年建成我国第一条年产 30 万吨缓控释肥

生产线以来，金正大不断推动着我国缓控释肥的发展，

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基地；

金正大创新推广应用模式，使缓控释肥在我国大

田作物上得到大面积应用，成功实现了“贵族肥料”的

平民化；

金正大主导制定的控释肥料和脲醛缓释肥料两项

国际标准，为国际缓控释肥料市场制定了统一“规则”，

使我国缓控释肥料真正实现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

的转变。

作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创新型企业，

金正大在科研创新领域不遗余力，建有养分资源高效

开发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缓控释肥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植物营养与新型肥料创制重点

实验室等 7个国家级高端研发平台。

金正大先后与国内 40余家科研院校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并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挪威生命科学大学、以

色列希伯来大学等 7 所国际名校等单位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共同致力于新型肥料在国内外的研发与推广

应用。

牛不牛？服不服？

在国家“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大背景下，由

金正大来主持项目，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了吧。

中国科学院朱兆良院士表示，由企业主持项目的

形式很好，可以切实解决一些产业的问题，使产学研实

现更好的结合。

张民教授说，该项目贯穿材料开发—产品研制—

生产工艺—田间试验示范整个产业链条，这是以往项

目都没有过的，可以从源头上去综合考虑化肥的农学

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由金正大主持项目，可以

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引领作用，促进科技与产业

的深度融合，‘产、学、研、用’四位一体的产业科技创新

体系的形成，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换，促进化肥行

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项目的申报立项非常来之不易，作为项目主持

单位，我们一定会集思广益做好项目的协调、服务工

作，秉持融合互联、共创共享的理念，与各单位一道

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及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实践，

按照主管部门要求，争取把这个企业主持的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做成产学研结合的典范项目。”国家

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金正大集

团副总裁陈宏坤说，“未来，金正大将以项目启动为

契机，围绕‘减肥增效、土壤修复、水肥一体化’三位

一体来开展科研创新和推广应用工作，助力我国农

业现代化发展。”

中国缓控释肥自主创新引发“蝴蝶效应”
本报记者 左常睿

9月 24日，由金正大集团主持的“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新型缓控释肥料与稳定肥料研制”项目在山

东临沭正式启动。该项目是“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

效综合技术研发”重点专项已启动的 34 个项目中唯一

由企业主持的项目。

作为“产、学、研、用”四位一体的产业科技创新典

范，该项目总经费超过 1 亿元，将在 4 年时间内研发 40

余种新型缓控释肥料、高效稳定性肥料，为我国肥料减

施增效和零增长行动提供支撑。

“缓控释肥在我国已经走过了 11 年的产业化发

展历程。大量的研究证明，在实现化肥减施增效、绿

色 环 保 方 面 缓 控 释 肥 是 成 效 最 突 出 的 新 型 肥 料 品

种。我们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已经积累了很

多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中国

缓控释肥料的跨越式发展。所以，‘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中，我们主要要实现缓控释肥包膜材料

的突破，探索出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新型包膜材

料，从而实现新型缓控释肥的产业化发展。”项目首

席专家、山东农业大学张民教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这方面国际上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因此我们将会面临着大量复杂艰辛的研究工作和田

间试验，在 4 年的时间里，率先去突破缓控释肥领域

的技术瓶颈。”

据张民介绍，该项目研究的技术路线是以绿色

环保，质优价廉的新型膜材开发为突破口，实现材料

创新，以连续化自动化缓控释肥包膜工艺开发为突

破口，突破生产工艺的创新，通过产品田间应用，进

行信息反馈来不断改进包膜技术，从而实现项目总

目标。

张民说，按照任务和目标，项目分解为八个课题，

每个课题既互相独立又互相衔接，将按照明确分工、密

切合作的思想完成各个课题的研究任务。

课题一是油脂改性包膜缓控释肥料研制与应用，

主要采用接枝共聚、致孔等技术对油脂类膜材改性，研

发多点交叉喷涂、多段式转鼓包膜等核心装备与可控

固化分级成膜等核心精准化控制技术。

课 题 二 是 纤 维 素 改 性 包 膜 缓 控 释 肥 料 研 制 与

应用，将利用有机硅、网络互穿和纳米等改性技术，

对纤维素类物质进行改性成膜，创新高压喷雾快速

成膜与分段包膜工艺和装备，实现包膜质量的精准

控制。

课题三是聚醚类聚氨酯包膜缓控释肥料研制与应

用，将进一步优化聚酯/聚醚多元醇软段分子结构和助

剂配方，研究聚氨酯聚合反应工艺和喷动床包膜设备，

创新连续喷动床一步法包膜技术。

课题四是改性水基聚合物包膜控释肥料研制与应

用，主要依据自组装、无机物物理共混、有机物化学修

饰改性技术，筛选水基聚合物包膜控释材料，创新踏板

式流化床包膜系统。

课题五是纳米复合材料包膜控释肥料研制与应

用，将开展纳米材料筛选、合成及表面修饰研究，采用

插层和共混等技术研发纳米复合膜材，研制出一体转

鼓式连续化包膜工艺和装备。

课题六是功能型缓控释肥料研制与应用，将研

制出具有促生、抗盐、保水等功能的缓控释肥膜材及

添加剂，创建以料帘式多点正压喷涂、分段控温、智

能控速为核心的三段式包膜工艺及装备，实现功能

性物质和缓控释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 1+1 大于 2 的

效果。

课题七是高效稳定性氮肥研制与产业化，主要筛

选、合成高效抑制剂，研究抑制剂保护、优化复配增效

技术，开发不同氮素形态的专用抑制剂，研发抑制剂与

氮肥生产大装置对接、物性工艺及装备。

课题八是新型稳定性复合肥料研制与产业化，主

要研发抑制剂、保护剂、功能材料与复混肥料的配伍技

术；开发具有保水、土壤调理、满足区域作物需求的稳

定性复混肥料新产品及相关工艺和装备，实现复混肥

料以及这些增效剂的有机结合。

“我们项目将在这八个方向上，实现新型绿色环

保缓控释肥料和稳定型技术突破，并实现产业化和

规模化应用。”张民说，未来将形成新型肥料及配方

40—45 种，获农业部等级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新

型肥料 8—10 个，申请发明专利的 30—35 件，发表高

水平论文 40 篇以上。此外，还要做好产品的推广示

范等工作。

投入一亿，从八大方向实现突破
本报记者 左常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如何赶超国际

先进水平？要采取‘非对称’战略，更好发挥自己

的优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

那么，什么是“非对称”赶超战略呢？

可 以 这 样 理 解 ：在 国 际 科 技 创 新 竞 争 环 境

里 ，利 用 自 己 的 独 特 优 势 ，采 用 不 被 竞 争 者 所 知

的 非 常 规 策 略 战 术 、方 式 方 法 、途 径 手 段 ，实 现

超 越 竞 争 者 的 目 标 。“ 非 对 称 ”赶 超 战 略 的 核 心

就 是 要 做 到“ 人 无 我 有 、人 有 我 强 、人 强 我 优 、人

优我变”。

金正大走过的创新之路正是对“非对称”赶超

战略的一种探索。

面 对 美 日 欧 等 国 家 的 技 术 封 锁 ，金 正 大 集

团 坚 持 自 主 创 新 ，目 光 瞄 准 缓 控 释 肥 的 研 究 、开

发 与 应 用 。

他们通过走产学研一体化开发创新的新路子，

大力推进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不仅突破了国

外技术垄断，还一举破解了困惑研发领域 30 多年

的三大难题，掌握了缓控释肥核心技术，奠定了我

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缓控释肥技术体系。

金正大实现了缓控释肥关键技术的集成与工

业化生产的目标，研发出既能走向世界又适合我国

国情的各种作物专用缓控释肥新品种，确立了在缓

控释肥领域的领先优势。

短 短 几 年 ，金 正 大 缓 控 释 肥 产 能 已 达 180 万

吨，成为全球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企业。

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严厉的技术封

锁，我们想要获得先进技术可谓是难于上青天，这

也让我们痛下决心，开辟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科技创新发展

规划，我们不再盲目仰视西方，不再紧盯西方，我们

的科研开始坚定的走自己的路，这种自信在以前是

不可想象的。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说 ，我 们 要 为 开 创 中 国 品

质 、中 国 速 度 的“ 金 正 大 ”们 的“ 非 对 称 ”赶 超 战

略 点 赞 ！

为金正大“非对称”赶超战略点赞

短评

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正大集团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型缓控释肥料与稳定肥料研制”项目启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