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甘肃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站长崔增团——

东欧优质泥炭资源入甘
将有效促进我省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历时一个月、跨越7000多公里，从遥远东欧开出的首趟中欧泥炭专列载着50个标准集装箱，足足
1200吨泥炭于10月9日准时抵达兰州铁路口岸中川北站站台。作为专业从事泥炭跨境供应链引进、推广
及泥炭资源综合研发与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的企业，天赈裕民（兰州）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历时一年
多的各方运筹，拿到了从东欧地区向甘肃引进十万吨优质泥炭资源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订单。

为何要从国外进口泥炭？随着这些优质泥炭在我省的推广应用，将对全省土壤改良起到什么样的有效
帮助？这种国外泥炭在我省农村实际推广应用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瓶颈问题？泥炭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又
是如何？带着这一系列疑问，记者专访了甘肃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站长崔增团。

崔增团：男，汉族，1963年8月出生，陕西华阴人，中共党员，1986年6月毕业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现任甘肃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站长，推广研究员（二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中国科协九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
表。他先后主持完成了省部级重大项目17项，获省部级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5项，
地厅级奖5项，制定技术标准3项，发表论文45篇，出版专著16部。荣获首届“陇原最美科技工
作者”、2020年度“感动甘肃·陇人娇子”、农业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记者：泥炭资源作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资源，在我省推广应用主要体现
在哪些方面？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崔增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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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资源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资源，在我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优质有机肥源。泥
炭一般有机质含量达到40%-70%，腐
殖酸含量20%-40%，碳氮比 10-20，
灰分 31.5%-59.8%，是世界公认的优
质有机资源，可经过简单加工后生产
出质量好、价格便宜的有机肥料，放
入土壤后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变
我省肥料结构，推进农业生产可持续
发展。

二是生产优质土壤改良剂。泥炭
土 pH4-6.5 之间，偏酸性；比表面积
大、纤维含量丰富、通气透水性好、疏
松多孔的特点，可生产优质的土壤调
理剂、盐碱改良剂，可极大缓解土壤盐
碱化，对改良全省近 500 万亩盐碱耕
地起到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是作为无土栽培优质基质。泥
炭土无菌无毒、无污染，通气性能好，
质轻、持水、有机质含量高，是世界公
认的设施农业和土壤修复的绿色原
料，或作为我省戈壁农业、设施农业、
观光农业生产中的一种质优、价廉的
有机营养基质。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
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
持续发展理念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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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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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随着泥炭土在能源、工业、环境
保护以及医药卫生等方面得到广泛

应用，泥炭资源已由传统的能源矿
产转变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
我省虽然是泥炭土地资源丰富的省
份，但受生态环境约束，泥炭土开采
量越来越少，引进国外高品位泥炭
资源，建立以耗费资源量少、科技含
量高、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为
目标的泥炭土高效开发利用模式，
将为我省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做出一定的贡献。

记者：我省自身的泥炭土资源和
国外相比有什么区别？

崔增团：我省是全国10大泥炭资
源丰富省份，特别是尕海湿地泥炭资
源，总面积 3131hm2，总量超过 1 亿
吨。分布在野马滩、尕尔娘、郭茂滩和
尕海滩，我省泥炭土与国外主要区别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泥炭类型不同。国外泥炭主
要是藓类泥炭，我省泥炭基本是草本
泥炭。植物残体类型的差异是导致两
种泥炭性质和质量差异的根本原因，
而植物残体类型的差异是因为泥炭积
累环境差异造成的。

二是国外藓类泥炭有机质含量
高，分解度小；我省草本泥炭有机质
含量低，分解度大。 一般地，藓类
泥炭有机质含量在 90%以上，分解度
小于 20%。而草本泥炭可在任何有
水分来源的低洼环境中形成，养分
来源主要依靠地表水供给，所以矿质
营养丰富。由于草本泥炭的水分来
源不稳定，经常落干透气，导致植物
残炭分解迅速，植物残体细碎，表现
为泥炭。

三是国外藓类泥炭酸度大，我省
草本泥炭酸度小。由于藓类泥炭的
矿质元素含量低，植物残体分解度
小 ，所 以 藓 类 泥 炭 的 酸 度 一 般 在
pH3.5-4.5，显示为较强的酸性。草
本泥炭的矿质元素含量高，植物残体
度大，所以草本泥炭的酸度一般在
pH5.0-6.5。

四是国外藓类泥炭矿床规模大，
厚度深，便于机械化开采，所以泥炭质
量均匀。我省草本泥炭矿床规模小，
厚度变化大，不容易实现机械化开采，
泥炭质量不稳定。

记者：甘肃省的耕地土壤普遍存
在什么问题？此次天赈裕民（兰州）生
态科技公司引进的东欧泥炭优质产品
能对全省土壤改良和现代农业转型升
级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崔增团：据最新耕地质量监测评
价数据统计，2020年甘肃省耕地质量
等级为 6.35，属中等偏下水平。耕地
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17.1g/kg，仅有
10%的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大于20g/
kg，位于中等以上水平。也就是说甘
肃省90%以上的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处于较低水平，需要通过增施有机肥
提高有机质含量。由于泥炭土有机质
特别是腐殖酸含量高，只需经过轻度
加工就可以作为有机肥料施用。如经
过堆沤发酵、晒干、粉碎就可直接作有
机肥料施用，也可以与人粪尿，或家畜
粪尿，或作物秸秆，或绿肥堆沤等制造
泥炭堆肥，也可以经堆沤发酵、晒干、
粉碎后，添加氮、磷、钾等养分制成有
机无机颗粒肥料，对于腐殖酸含量特
别高的泥炭，可制造腐殖酸铵、腐殖酸
氮磷复合肥料，或提纯制取腐殖酸钠
和腐殖酸钾等高品位的腐殖酸肥料。

甘肃省土壤 pH 平均为 8.4，基本
全部属于碱性土壤。同时盐碱耕地面
积近 500 万亩，主要分布在农业比较
发达的河西及沿黄灌区。甘肃土壤酸
碱度高，不利于大多数作物生长（大多
数作物最适生长酸碱度为pH6.5-7.5
之间）。土壤盐碱化是当前我省乃至
全世界土壤退化的主要问题，也是威
胁我省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性的最
重要问题。泥炭土一般在pH4-6.5之
间，偏酸性。为此，泥炭土可作为一种
很好的土壤调理剂，调节土壤酸碱度，
使土壤更适合于作物生长。泥炭土表
面积大、纤维含量丰富、通气透水性
好、疏松多孔的特点，可有效减轻土壤
板结障碍；泥炭土富含腐殖酸，腐殖酸
是一种带有负电的胶体，与土壤结合
后可增加阳离子吸附量，改善盐碱地
离子结构与浓度，也可作为一种优质
盐碱改良剂，起到隔盐、吸盐、降低盐
分含量的作用，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泥炭土由于形成环境条件所限，
人畜难以进入，一般无菌无毒、无污

染，通气性能好，质轻、持水、有机质含
量高，是戈壁农业、设施农业、观光农
业等现代农业生产中的一种质优、价
廉的有机营养基质。

记者：泥炭土应用到我省的典型
案例可以介绍一下吗？

崔增团：有的。比如，甘肃印象生
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位于甘肃河
西走廊北端的马鬃山泥炭土为主要原
料（泥炭土有机质含量 44.5%），按照
泥炭土：畜禽粪便=7：3 比例混合，经
过堆沤发酵、烘干、粉碎、造粒、过筛工
艺，制成有机质含量≥30%，N+P2O5+
K20≥4%，水分≤30%的商品有机肥
料，在玉米上亩施用量200公斤，亩增
产达到12.5%、亩节本33.2元，亩节本
增效达到101.3元。

记者：泥炭土在我省实际应用中
存在什么问题吗？

崔增团：一是生态环境保护限制
开发与农业生产需求量大的供需矛
盾。泥炭土是很好的有机资源，在土
壤改良培肥等方面市场前景广阔、应
用量巨大。但由于我国、我省绿水青
山等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对湿地泥炭
资源勘查开发准入进行了限制，国内、
省内资源开发利用严重受限。国外资
源运输成本高，补贴政策少，导致供需
矛盾突出。

二是泥炭产业科技水平低。我
国、我省当前在农业上对泥炭土利用
主要是直接粉碎后作为园艺营养土或
有机肥料，属于初级低值利用阶段，
行业整体仍然处于泥炭产业链的中下
游，并不能充分发挥泥炭资源的价
值。亟须研发高技术含量的泥炭产
品，如新型复合肥料、泥炭生物基质、
泥炭土壤调理剂、土壤污染调理剂和
泥炭保健医药产品等耗费资源少，科
技含量高的泥炭产品，提高产品的附
加价值。

三是缺乏行业规范。我国生产的
泥炭产品由于缺乏系统的行业和国家
标准，致使泥炭与腐殖酸产品市场经
营秩序混乱，质量良莠不齐，降低了产
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王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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