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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磷肥行业该如何“强筋健骨”
□□ 本报记者 颜旭

我国磷肥行业发展逐渐成熟，目前已成为
全球磷肥产品生产、消费及出口大国。2019
年全国磷肥产能2240万吨，生产量1610万吨，
表观消费量1097万吨，自给率147%，为历史最
高。在亮丽的成绩下，主要磷肥产品供大于
求、行业整体利润下降、亏损企业增多、生产企
业数量达到顶峰等诸多问题也引起业内人士
深思，如何维持资源、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成为磷肥行业当前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困境：既“缺血”，又“失血”产能
过剩、资源利用率低困扰行业发展

首先，产能未有效发挥仍然是行业发展
的主要羁绊。尽管近几年磷肥行业在供给侧
改革与环保整治提升的双重作用下部分落后
产能出清，但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仅有 64%，
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造成的资源浪
费和市场的不正当竞争，仍在影响行业的健
康发展。

其次，资源综合利用率不高成为影响磷肥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氟回收、磷石膏和尾
矿的综合利用技术虽然走在世界前列，但整个
行业氟的利用率（以氟硅酸计）仍不到40%，尾
矿利用率不到 10%。2019年磷石膏利用率虽
然超过 40%，但离产用平衡仍有很长的路要
走。磷铵生产要副产大量的磷石膏，但我国磷
石膏资源化利用途径受多种因素制约，目前仍
是以堆存为主的处置方式。目前国内磷石膏
堆存总量已超过 5 亿吨，并以每年约 3000
万-4000万吨的速度递增。由于行业的利润
低，还影响了科技的创新发展。中国磷复肥工
业协会副秘书长王臣指出，“科技创新需要人
力、财物、资源的长期持续投入，且具有风险
性，需要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磷肥产品长期
的低利润使得企业处在‘求生存’的境地。既
要面临资金‘造血能力’不足的尴尬局面，又要
面临成本攀升‘失血’过快的难题。”

不仅有“内忧”，还有“外患”。在国际市
场上，近 5年我国磷肥年均出口量在 520万吨

左右，占年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占世界贸易
量的 30%以上，市场的对外依存度相对较
高。近 5 年间国际新增磷肥产能的陆续释
放，特别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的
磷肥产能的释放，进一步挤压了我国磷肥的
出口空间。另外，以印度为代表的磷肥进口
大国近几年也在通过建设生产装置致力于提
高国内供应水平。

期待：深度结构调整 推进产
业协同、强化资源综合利用

近日，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制定了“十四
五”磷肥行业的主要发展目标：到 2025年，磷
肥（P2O5）产能每年不超过 2000 万吨，其中磷
铵产能每年不超过 1500万吨；硫资源对外依
存度下降10个百分点，磷矿入选品位下降2个
百分点，新型磷肥占比提升10个百分点；磷酸
生产磷得率提升一个百分点；磷肥生产综合能
耗下降5%-10%；磷肥生产主要污染物排放强
度下降30%；磷肥产品研发投入占营收比3%，
磷石膏综合利用率提高20%。

总的来看，我国以占全球5%的磷资源，生

产了全球 39%的磷酸、49%的磷铵，出口了近
40%的磷肥产品，但整个磷肥行业的利润率为
1%-4%，远低于石化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而
且每年排放的磷石膏，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已经
引起各方关注。

面对当前的产业现状和如此大的产业规
模，该如何实现“十四五”的发展目标？又该怎
样维持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高永峰认
为，我国磷肥产业亟须进行深度的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逐步减小总体规模，维持资源、环
境、产业、市场等的可持续性。还要通过新型
肥料生产技术、微反应技术，资源回收等技术
的改造和创新，提高总体技术装备水平。同时
升级产品结构，发展高品质磷酸铵肥料等高端
产品。扩大伴共生资源回收范围，提高资源利
用高端化水平，从单一利用磷发展为所有资源
综合开发、科学利用。

要想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需修改和完善
行业准入条件。“《磷铵行业准入条件》与现行
规定和标准相矛盾，应及时修改。”生态环境部
华南督察局督查三处处长喻旗建议，为加快落

后及过剩产能退出，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对
湿法磷酸产能每年低于 30万吨、肥料产能每
年低于45万吨的生产企业予以淘汰。还应出
台政策降低现有磷石膏库的环境风险，要求磷
铵生产企业规范在用磷石膏库的管理，提高磷
石膏综合利用率，“以用定产”。全部利用新产
生的磷石膏，确保磷石膏总量“只减不增”。

在企业发展方面，“可通过多种方式对磷
化工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发展规
模化、大型化、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高永峰
说，纵向与磷、硫、氨资源整合，形成上下游一
体综合企业。还可磷肥、黄磷及后加工企业结
合，形成紧密的横向产业耦合的综合企业。

具体到优化产品结构上，应该迎合当前的
农业市场。纵观全球磷化工产品的发展，磷肥
产品仍以磷铵为主，但在一些农业技术较为先
进的国家，着重发展水溶性磷肥产品，如低聚
合度磷酸铵和磷酸二氢钾。

“结合我国测土施肥、水肥一体化技术和
化肥减施增效技术的推广，预计新型肥料产
品在我国将有百万吨级需求量。”云南云天化
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蒋吉军告诉记
者，我国要在基础肥料竞争力不降低的前提
下，重点推进磷肥产品的转型升级，其中包括
低档肥向中高档肥转型，传统产品向新型磷
肥产品发展，同质化向差异化发展。打破单
一磷铵产品生产模式。在保持适量的磷铵产
品外，着重发展成本较低、特种用途的水溶性
品种等。并且以上述基肥为主体，通过复配
组合成各种新型专用肥、缓释肥、高效肥、含
中微量元素的多元复混肥等适应现代农业需
求的肥料品种。打造“金字塔”形（塔底为磷
酸铵等基础肥、塔尖为缓控释肥）的产品结
构。总而言之，功能、复合、专用、高效磷肥是
未来磷肥发展的趋势。

此外，传统磷化工应转型发展为精细磷化
工。过去磷化工品附加值低、产能过剩，高端
化、精细化、专用化产品不足。“应通过延伸磷
化工产业链，发展磷深加工产品，提高产品附
加值，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蒋吉
军说。

湖北宜昌一家磷肥企业工人在运送磷肥。 资料图

近日，地处偏远的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谷坡村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亲人——21家来自全省的农药
生产经营企业负责人。从长沙驱车7小时，带着精
心准备的礼物，企业负责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这
里，只为认领自己在村里的“小亲人”。这是记者在
湖南省 2020年“药企壮苗行动”争当“扶智第一家
长”的活动中见到的一幕。

谷坡村位于湘西大山深处，平均海拔 750米，
人均耕地1.2亩，曾是花垣县6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属于纯苗族聚居村。自2018年3月，湖南省农业农
村厅进驻扶贫工作队以来，谷坡村的路修好了，特
色产业发展起来，村里于 2019年脱贫摘帽。如何

“扶上马，送一程”？湖南省农药检定所自去年4月
组织部分药企给村里捐赠农资等物资后，就开始进
一步思考，要阻断村里贫困的代际传递，让村里的
孩子接受更多、更好地教育。

今年4月，一份由湖南省农药检定所发起的《关于
开展2020年“药企壮苗行动”争当“扶智第一家长”的
倡议书》向全省农药生产经营企业倡议，每一企业选
定一名“扶智第一家长”，结对帮扶10多名品学兼优的
贫困学生。“扶智第一家长”把帮扶重点放在“助学扶
智”上，对谷坡村的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开展“壮苗行
动”，采取“户对户、一帮一”的形式，由一家农药生产
经营单位帮助一个家庭的一名学生，明确一名企业负
责人当好“扶智第一家长”，结成亲戚，挂牌上岗。倡
议下发后，立即获得全省农药生产经营企业的大力支
持，包括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国发精细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在内龙头药企等20余家企业踊跃
报名，行动之迅速、帮扶之力度远超预期。

“我们搞农业的人，发现有好苗子，就给它浇浇
水、施施肥。对谷坡村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们
的农药企业也给他们扶一把，帮一手。”在活动现
场，湖南省农药检定所负责人如此表示，要富口袋，
先富脑袋，不同于以往给钱给物的帮扶，此次“扶智
第一家长”通过“五好亲子法”，通过帮助村民子女

“读好书、就好学、增强致富的内生动力。”
“五好亲子法”即：签好一份亲子家书。由学

生、学生家长和企业、“扶智第一家长”共同签订一
份“亲子家书”，原则上企业每年资助学生 2000元
学杂费，直到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含职院）的另外
奖励；写好一份亲子家信。每个学期，学生向“扶智
第一家长”书面报告一次学习成绩和学习情况，“扶
智第一家长”亲笔写一封家信，鼓励学生加强学习；
解好一个入学难题。每个学期，“扶智第一家长”主动帮助学生解
决一个入学上的困难，包括学习资料和学习用品。认好一次药企
之门。利用寒暑假，“扶智第一家长”主动邀请学生到企业参观学
习，了解企业发展情况，熟悉企业文化。圆好一个优先务工梦。对
高考后有意外出务工的学生，企业优先安排对口帮扶的学生就业。

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晓珊代表参加此次
活动的农药生产经营企业承诺，定会尽好“第一家长”之责，像石榴
籽一样和谷坡村的孩子紧紧凝聚在一起，他将用11年的时间，将自
己谷坡村的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村里过去穷，村民大多吃过没
文化的亏。”谷坡村村支书吴晓成告诉记者，湖南农药生产经营企
业让村里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相信将来孩子们会成为对社
会有用之人，传递这份责任和爱。 本报记者 杨娟

“中国农药查询APP”正式上线

近日，“中国农药查询”APP正式上线。“中国农药查询”是由农
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药管理司）和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全
力打造、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共同支持，历时一年打磨完成的一款手
机APP，旨在将国务院“放管服”要求进行到底，打造为行业服务
的“掌中宝”。

该APP作为“中国农药数字监督管理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次汇集了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生产许可、经营许可等行政
信息。其中涉及 4 万余条登记证信息、157 家试验单位信息、近
1500家生产许可信息以及 22万余家经营许可信息。用户可随时
掌上学习查询农药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公告、禁限用农药、行
业动态信息。1200多个农药相关标准可全文预览或下载。

本报见习记者 高林雪

贵州遵义新蒲新区
农技专家进村“把脉开方”

炎炎夏日，正值果蔬病虫害高发季节。为切实做好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工作，眼下，贵州遵义新蒲新区充分发挥人才技术优势，
积极推动农技专家进村入户指导生产，助力贫困群众增收。

“敖老师，你看这个梨树叶子，还没长好，就被啃光了，这个要
怎么防治呢？”新中街道三合村村民汪林芳家梨树受害虫影响，导
致养分不足，迟迟不挂果。“这个是梨木虱成虫、若虫危害的结果，
买虫螨克1250-1500倍、康复多3000倍对梨树叶子，梨树枝干进行
喷洒就可以防治了。”新蒲新区农技专家敖梁现场对果树病症进行

“把脉问诊”，并为种植户开出病虫防治药方。
俗话说“有雨就有虫”，近日由于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新蒲新区

多地水稻产业发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二化螟、叶瘟等病虫害危
害，且成爆发趋势，水稻植株生长呈亚健康状态。“近段时间雨天较
多，不能及时施药，水稻基地容易产生了水稻卷叶虫，这种卷叶虫
是迁飞性害虫，会使水稻枯萎，严重时将会造成大量减产或绝收，
尽快用阿维菌素杀虫剂 150克兑水 45公斤于上午十二点钟前，下
午五点钟后叶面喷雾，施药后8小时内遇雨应补施，第一次施药后
五天再施第二次，以后看防治效果和虫量适时追施……”高级农艺
师陈明刚在新舟镇金钟村的水稻基地发现水稻卷叶虫有大面积生
长倾向，悉心指导水稻种植户病虫害防治方法，在卷叶虫产生后及
时进行防治。目前，新舟镇水稻长势喜人。

强降雨不断，永乐镇官田村坝区水稻田也受到病虫害侵蚀，且
有爆发趋势。为此该区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在官田坝区开展水
稻重大病虫害联防联治现场培训会，现场指导采用无人机喷洒作
业，对坝区400亩水稻进行全面的喷药防治，争取第一时间内防治
虫害，将危害降到最低。据悉，该区“一对一”匹配47名农技专家下
沉到产业一线，进村蹲点指导农户苗木管护、土壤施肥、病虫害防
治，产销对接，通过田坎会、坝坝会方式为当地农户宣传讲解《农药
管理条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等，让群众对农药管理、病虫
害防治知识进一步理解掌握。

截至目前，该区农技专家通过田间地头把脉指导、技术服务热线
接听解答和走村入户政策宣传等多种形式，累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指
导500余次，破解产业生产关键共性技术难题30余项。 韦玮

□□ 本报记者 颜旭

过去，农民种小麦至少要施两次肥。现在
不仅可以只施一次，后期无需追肥，且每亩节本
增收 120-150元。这一神奇的转变要归功于一
次性施肥技术。该技术是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部分省级农
科院以及知名肥料企业，对小麦、玉米和水稻进
行一次性施肥联合攻关，协同作战 10多年取得
的成果。

近日，该技术中的“冬小麦一次性施肥技
术”在山东省泰安市马庄镇大面积示范田进行
了机收实打测产。结果显示：较传统施肥，运
用一次性施肥技术的小麦平均亩产为 717.5公
斤，每亩增产 42.3公斤，增幅 6.26%，亩增收 140
元以上，减氮增产效果显著。据山东农科院农
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谭德水介绍，该技
术在操作时，根据冬小麦不同生育阶段对各营
养需求规律以及当地的气候特征和土壤条件，
将小麦整个生育期所需的养分，在播种的同时
利用播种深施肥机械一次性全部施入（进行侧
深施，横向距离种子 4-6 厘米，纵向距离种子
3-5 厘米处，小麦种子播种深度在 3-5 厘米），
后期不再进行追肥。由于普通氮肥养分转化
速度快、易流失，要用专用缓控释肥，让肥料释
放特性和作物需求规律相吻合。据悉，冬小麦
一次性施肥技术已在黄淮海冬小麦夏玉米轮
作种植区域，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
大面积推广应用。截至 2019年，在山东累计推
广面积超过 2000万亩。

记者了解到，一次性施肥技术可应用于我
国冬小麦、春玉米、夏玉米和水稻等粮食作物，
实现了小麦和玉米在播种、水稻旋地或插秧
时，肥料一次性施入，生育后期不需要再追肥，
还能保证作物稳产或增产。今年春季小麦返
青拔节时的追肥关键时期，恰值疫情期间。在
农民不能外出的情况下，一次性施肥更加显示
出技术优势。

近十年，山东农科院在全国进行了750多个
田间试验，其中包括 106个长期定位试验，在三
大粮食作物四大典型种植区建立了万亩以上连
片示范点 7个。结果表明一次性施肥每亩地可
以节省1-2个人工，每亩增收150元以上。施用
等 量 氮 肥 时 作 物 增 产 5.1%-20.6% ，减 氮
1%-20%时可保证稳产或增产11.2%。同时改善
农产品品质，小麦蛋白质和湿面筋含量显著提
高，玉米粗脂肪提高11.1%。稻谷精米率和胶稠

度提高，加工品质明显改善。
不仅省工增产，该技术生态效益也十分显著。相比常规

生产，一次性施肥能够减少氮肥投入15%-25%，东北春玉米氧
化亚氮减排 30%以上，黄淮海冬小麦/夏玉米氮淋溶减少
17%-20%。不仅能显著减少氮肥投入和氮排放，联合作业机
械效率提高30%以上。山东省农科院副院长刘兆辉介绍说，如
果在全国推广应用，能够每年减少氮肥（纯氮）投入 251.2
万-523.3万吨，减少氮淋失109.9万吨、氨气挥发343.3万吨、一
氧化二氮排放 30.4万吨，减少稻田甲烷排放 113.1万-177.8万
吨，产生1387.3亿元的经济效益。

河南省信阳市光
山县大李湾村富仁辉
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今年投资 1000 多万
元建造了一条生物有
机肥生产线，有机肥
主要利用风干牛、羊
粪为原料，掺杂当地
秸秆，采用先进的生
物活化工艺，添加多
种高活性益生菌种并
经无害化处理复合而
成。目前该生产线已
在全县油茶、果蔬、茶
叶、药材、花卉等作物
种植中使用。图为该
社社员正在生产加工
有机肥。

谢万柏 摄

□□ 本报记者 崔丽

记者近日获悉，由中化农业、先正达、
安道麦等公司组建而成的先正达集团中国
正式宣布成立。将包括植保、种子、作物营
养和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MAP)及数字
农业四大业务单元，是我国最大的农业投
入品供应商以及领先的现代农业综合服务
平台运营商。在我国拥有员工近1.4万名，
2019年销售额达56亿美元。

今年1月5日，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宣
布将旗下农业资产注入新设立的“先正达
集团”。完成资产重组后的先正达集团包
括先正达植保（运营总部位于瑞士巴塞
尔）、先正达种子（运营总部位于美国芝加
哥）、安道麦（运营总部位于以色列特拉维
夫）和先正达集团中国（运营总部位于中国
上海）四大业务单元。先正达集团拥有全
球领先的专利和非专利农药研发实力，以
及世界一流的种业生物技术及育种技术，
是全球第一大植保公司和第三大种子公
司，在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4.8万
名员工，年销售额达230亿美元。

作为先正达集团全球四大业务单元之
一，先正达集团中国致力于汇集全球科技，
专注本土服务，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先进
解决方案。先正达集团中国拥有行业内最
广泛的产品与服务，涵盖了从植保产品、原
药供应到作物育种、作物营养，以及MAP和
智慧农业服务平台，在我国市场位居植保行
业第一、化肥行业第一、种业第二的地位。

先正达集团中国总裁覃衡德表示：“在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背景下，我们对
农业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确保粮食安全在这场人类健康危机中
变得尤为重要。作为一家立足中国、全球
运营的农业创新科技企业，先正达集团中
国能够真正把先正达集团全球领先的科
技、创新理念和人才资源与中国亿万农户
的需求和农业农村的发展目标实现有机结
合，在切实为中国农民创造价值的同时，成
为推动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和现代化转型升
级的重要力量。以科技创造美好农业为使
命，我希望先正达集团中国能够为中国广
大农民提供最可信赖的农业创新产品和科
技服务，并成为产业链上最可靠的合作伙

伴，与所有合作伙伴共同携手，为中国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了解，先正达集团中国将始终践行
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减量增效、土
壤改良、节水、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保障农
业从业人员安全等方面继续不遗余力地开
展研究和实践，与合作伙伴一起，通过MAP
服务平台等推广先进的农业科技和农艺实
践，一方面帮助农民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
挑战，让农产品种植系统更具韧性；另一方
面，致力于降低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农
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助力我国农业实
现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未来，在对现有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基础上，先正达集团中国将
通过不同业务单元之间的协同优势，为广
大农户、客户以及食品价值链的合作伙伴
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和广
大农户、客户及合作伙伴共同推动食品安
全和品质提升，形成品质全程可溯源的数
字化系统，为我国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和
商业创新做出更大的贡献，并努力成为生
产安全、质量与环保标准的行业标杆。

我国最大农业投入品供应商及综合服务平台运营商先正达集团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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