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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民：泥炭是现代
农业和环境修复不可替代
的战略资源，我们有以下
几点建议：首先，加大公众
宣传教育力度，提升国内
公众和管理部门对泥炭引
进、加工和推广应用重大
意义的认识，形成全社会
支持和鼓励泥炭引进、加
工和推广应用的氛围；其
次，推动央企国企投资俄
罗斯、白俄罗斯、马来西亚
等国泥炭产权收购和产能
提升，改变单纯依靠采购
而不能从源头上掌控资源
的弊病，实现泥炭跨国全
产业链经营，快速扩大泥
炭产能，降低泥炭引进成
本，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
泥炭需求。第三，支持海
关总署与相关国家加强泥
炭贸易信息互换、认证认
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合
作 ，降 低 泥 炭 非 关 税 壁
垒。在欧亚铁路沿线省会
城市布局泥炭报关机构，
简化泥炭通关条件，制定
海关泥炭检测标准，减少
泥炭类别质量误判。

同时，明确泥炭作为
农业生产资料定位，免征
泥炭引进、加工和推广应
用环节的增值税，以降低
用户成本，激励泥炭资源
引进加工和推广应用，促
进现代农业发展和退化环
境修复。

采取多种财政金融支
持手段，推进泥炭加工产
业集群和推 广 应 用 产 业
集群建设，集聚各类要素
资源，提高泥炭产品技术
附加值，打造泥炭加工处
理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
集聚区和泥炭产业集群，
形成泥炭创新增长极，加
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
动能。

根据国情和市场需求
开展科技攻关，建立全天
候泥炭开采技术体系，大
幅度提高泥炭产能，降低
泥炭开采和运输成本。大
力开展泥炭加工技术和应
用技术创新，提高泥炭产
品技术附加值，占据泥炭
价值链高端。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 王思璇

本报记者对话东北师范大学泥炭研究所教授孟宪民——

泥炭引进开发，已成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

孟宪民:东北师范大学泥炭研究所教授，现任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泥炭工业分会常务副会长，国际泥炭学会中
国国家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国际泥炭学会基质专家组成员。1978-1982年在沈阳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学习，获农学
学士学位，1993-1994年公派到英国麦考雷土壤研究所学习。1996-1997年任湿地国际-中国项目高级技术官员，
1997-2000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参加和主持国家科技攻关
和省部科技项目课题18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省部级二等奖4项，授权发明专利4项，核心刊物公开发
表论文64篇，主编出版《泥炭工程学》等专著3部，发表泥炭博文204篇。

孟宪民长期从事泥炭资源勘查评价和泥炭开发利用研究，是我国泥炭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之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战略举措促进了工厂化农业发展，强化了退化土壤修
复，形成了对泥炭和泥炭产品的重大需求。泥炭资源引进、加工和推广应用行业已是国内急
需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泥炭究竟有哪些优势？目前我国泥炭引进加工和推广应用现状
如何？下一步如何更合理应用？在首趟中欧泥炭班列入甘之际，记者连线采访了东北师范
大学泥炭研究所教授孟宪民。

孟宪民：泥炭是煤炭的
前身，是死亡植物残体因分
解不完全而逐年积累的产
物，泥炭是我国十一大非金
属战略资源之一。根据植物
残体类型不同，可把泥炭分
为草本泥炭、木本泥炭和藓
本泥炭三大类型。我国虽然
蕴藏一定储量的草本泥炭资
源，但缺乏经济价值更高的
木本泥炭和藓本泥炭资源。
大规模引进、加工和推广泥
炭资源是因为泥炭具有三大
鲜明特征。

一、泥炭具有其他矿产
资源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优
势。泥炭有机质含量高达
90%-95%，是商品有机肥和
畜禽粪便有机质含量的2-3
倍 。 泥 炭 含 腐 植 酸 30%-
60%，是商品有机肥和畜禽
粪便腐植酸含量的6-20倍，
泥炭是现有农业投入品中的
最佳改土沃土物料。泥炭通
气、透水、缓冲容量大、保水
保肥能力强，是世界上最佳
基质制备原料，是种苗生产
和基质栽培不可缺少的基本
原料。二、泥炭无病菌、无虫
卵、无草籽、无激素、无抗生
素，不传播病虫草害，泥炭是
真正的天然、绿色、健康、有
机的农业投入品，没有任何
环境负累。三、泥炭容重轻，
压缩比高，运输成本低，便于
长途运输。泥炭品位稳定，
结构松软，价格亲民，便于商
业化加工，易于实现机械化、
自动化、数字化生产。

令人欣喜的是，泥炭是
可更新资源。全球泥炭地总
面积 400 万平方公里，其中
86%属于持续积累泥炭地，
全球每年新生泥炭总量为约
40 亿立方米，而每年全球泥
炭开采量不到 1 亿立方米，
泥炭新生量为泥炭开采量40
倍。因此，1978 年联合国大
会决议（33/148号）将泥炭定
义为可更新资源，欧盟委员
会 2020 年进一步确认了这
个决议，并赋予各国泥炭企
业可持证开采的权利。泥炭
开采对象主要面对那些已经
退化、不能继续积累泥炭的
泥炭荒地、泥炭农田和泥炭
林地，这些泥炭地泥炭开采
完毕后还可重建为湿地，恢
复其泥炭积累功能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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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民：泥炭应用领域
很广。2015年以前欧洲开采
泥炭 50%用于发电和供热，
另外 50%用于种苗生产、基
质栽培、土壤改良和食用菌
生产。但 2010 年以来，全球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低
迷，泥炭能源利用逐渐减少，
园艺利用比例大幅度增加。
尽管泥炭在工业、能源、环保、
化工领域有广泛应用，但占主
导和主流的应用领域还是现
代农业领域的种苗培育、基质
栽培、土壤改良和功能肥料制
备四大领域。其中种苗培育
和基质栽培属于现代农业高
技术领域，土壤健康修复、耕
地质量提升、立体绿化和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都属于生态环
境工程高技术领域。

以泥炭为有机物料源，
根据目标土壤存在的障碍因
素、种植作物的营养需求与
目标产量，科学配加针对性
功能材料和适量无机营养，
通过特定工艺过程可以制备
成数字沃土产品，实现作物
高产优质和增产增收，重建
水体洁净、空气清新、土壤安
全的农业生产环境，有效平
衡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食品安全和农民增收
的关系，实现生产、生活、生
态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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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民：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和“一带一路”建设决策，大力
倡导科技创新和绿色生产，着
力提升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能力。农业农村部明
确提出了绿色农业和质量农
业战略，积极推动农业科技创
新和投入品技术进步，促进工
厂化农业发展，强化土壤环境
修复，从而形成了对泥炭和泥
炭产品的重大需求。根据我
国工厂化农业发展、退化耕地
修复、海绵城市建设和废弃矿
山修复规模，我国泥炭总需求
最大可达 3 亿立方米/年，泥
炭加工销售可创产值5000亿
元，因泥炭产品推广应用可带
动工厂化农业、生态环境修复
等相关产业新增产值25万亿
元，有效推动国内经济内循
环，形成全新经济增长点。

孟宪民：我认为主要有四点。
一、加大国外优质泥炭资源引进力度，有利于促进

中国经济外循环，加强国际产业合作。“一带一路”连接
国内泥炭市场与国外泥炭供应商，中国市场规模和潜力
独一无二，但泥炭资源贫乏；国外泥炭资源丰富，但需求
疲软。从全球范围配置资源，鼓励央企国企资金技术走
出去，资源利润带回来，可以满足国内市场对高品位藓
本泥炭、木本泥炭、椰糠和木纤维资源需求；加大对国外
泥炭资源的引进力度，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平台优势，
推动沿线国家泥炭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
深度融合，开展全产业链、高水平、深层次的泥炭合作，
携手打造绿色创新动力，为我国工厂化农业和耕地质量
提升服务，并在引进消化国外资源、技术、装备、认证的
基础上，创新发展，弯道超车，取得自主知识产权，推进
中国泥炭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二、加快泥炭引进加工产业发展，有利于抓住市场
机遇，推动泥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泥炭资源和产
品在生命循环上属于生物可降解、没有环境负累、面向
工厂化农业和耕地质量提升的科技绿色农业投入品；在
资源和产品类别上属于国务院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8年版）战略性非金属
矿产资源（3.1.9）。在产品加工处理方式上属于非金属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产业（7.3.1）。加快国外泥炭资源引
进、国内加工和推广应用步伐，可以促进国内泥炭深加
工和推广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培育泥炭加
工和推广应用新兴产业集群，带动工厂化农业发展、退
化土壤修复、商品有机肥制备、城市立体绿化和矿山生
态建设，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加快
泥炭引进加工和推广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
推进泥炭加工产业集群和推广应用产业集群建设，集聚
各类要素资源，打造泥炭加工处理新兴产业发展策源
地、集聚区和泥炭集群，形成泥炭创新增长极，提高泥炭
产品技术附加值，提升泥炭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推
进泥炭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形成，加快形成经济社会
发展新动能。

三、加快泥炭产品推广应用，有利于促进工厂化农
业发展，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种苗培育、基质栽培属于
现代农业高技术，立体绿化、矿山修复属于现代环境生
态工程。加快泥炭引进、加工和推广应用，有利于聚集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工厂化
农业生产要素，建设“生产＋加工＋市场”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发挥技术集成、产业融合、创业平台、核心辐射
等功能作用，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化、标准化、
集约化生产，推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减轻
水、土、温、光自然资源压力，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容量
矛盾，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引导和培育
新兴市场，为用户提供优质供给，满足消费者质量需
求。借助泥炭基质产品可以实现城市立体绿化和，推
动海绵城市建设，为城市环境和市民家庭提供优质蔬
菜花卉和优美清新生活空间，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
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四、加快泥炭引进加工和推广应用，有利于提升果
菜茶花种植土壤质量，重建土壤健康。加快泥炭引进
加工和推广应用，可以带动泥炭土壤调理剂在设施农业
退化土壤改良培肥中的推广应用，有效改善土壤结构，
调节土壤酸碱，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提高土壤微生
物活性，固化土壤重金属，修复污染土壤环境，在提高农
产品产量质量金山银山的同时，打造农业环境的“绿水
青山”，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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