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

�

植物也会生病， 尤其怕病虫害。 专家估算， 我国每年因病虫害导致粮食损失

1400

万吨，而过量使用化学农药，易造成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

微生物给人们带来希望。 在位于武汉市南湖大道的湖北省生物农药工程研究

中心内，有全省唯一一座国家植保微生物种质资源库。 这里保存着

17

万余株各类

微生物资源，等待被开发成微生物农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出战”。

小小微生物

化解粮食安全大问题

———探访湖北省唯一国家植保微生物种质资源库

硫酸铵价格

还会再跌吗

10

月， 硫酸铵市场的跳水行情让业

内对“金九银十”的期待彻底变成泡影。

截至

11

月上旬，硫酸铵国内主流成交价

已跌至

760

元左右 （焦化级吨价 ，下

同），高端价格也仅能达到

800

元（己内

酰胺级），环比跌幅

12%

。“今年‘金九银

十’ 的落空并不意外， 有国际市场的因

素，也有国内整体肥市的影响。

10

月的

跳水行情主要是短期出口补库结束以及

整体肥市运行疲弱所致， 并且受关联产

品尿素内销压力影响， 市场避险情绪增

强，对后市的看空预期也在不断积累，综

合因素引发硫酸铵行情快速下探， 预计

11

月市场仍有继续走低的空间。 ”市场

资深评论员邵会文分析说。

港口补库结束

据平煤神马一企业经营负责人反

映，

10

月初正值国庆长假， 因国际尿素

价格大涨， 引发国内厂商询货积极性提

升， 同时因部分硫酸铵颗粒厂家临近船

期交货，致使节后山东、河北硫酸铵市场

成交价格走高， 出现了短暂的区域市场

冲高。随着出口临期交货后，港口补库结

束，

10

月中旬硫酸铵市场快速下滑，虽

然下旬有止跌反弹现象， 但随着国际价

格回落以及后期出口预期欠佳， 整体市

场交投气氛再次转淡。 另据内蒙古一家

化肥企业负责人表示，

10

月复合肥开工

率持续下降以及稀土多无采货， 颗粒状

硫酸铵企业入市采购行为消极是市场波

动的直接原因之一。同时，南美需求旺季

即将过去， 后期以东南亚和中东方面的

需求为主，对高价硫酸铵接受程度欠佳。

另一方面，缅甸关口依然封关，造成

10

月出口

130

万吨， 环比下降

24.5%

。 因

此，预计

11

月硫酸铵市场的下行调整是

大趋势。

肥市运行疲弱

据河南化肥企业负责人表示， 国内

尿素生产企业开工良好，但因出口受限、

内销承压影响， 国内市场低位运行，

10

月尿素价格跌至

1750

元左右，环比跌幅

达

10%

以上， 复合肥价格也较

9

月下调

2.17%

。 化肥产品市场的疲弱运行是引

发硫酸铵行情下行调整的主要因素之

一。 邵会文表示，除了出口大幅下降外，

肥市运行疲弱致使复合肥企业开工低

位，

10

月国内硫酸铵下游消费

31

万吨，

环比下降

8.8%

。 剔除出口部分和下游直

接消费部分，国内硫酸铵市场仍富裕

10

万吨，产销出现阶段性失衡现象，为后市

的调整打开空间。

出口依赖难改

据隆众资讯统计信息显示，今年

1

—

9

月硫酸铵总出口量

1176

万吨，同比增

长

19.42%

。“我国硫酸铵主要输出目的

地为巴西及东南亚地区， 这些国家肥料

不能自足， 是我国硫酸铵出口的主要市

场。同时，因为出口价格普遍高于国内市

场价格，企业出口积极性高涨，这也是国

内硫酸铵出口连年增长的主要原因，加

之国内产能增长与消费未能同步， 出口

依赖短期难以改善。 ”河南贸易商李冰这

样说。业内人士分析，在当前国际市场需

求持续减弱、 尿素和氯化铵价格偏低背

景下， 复合肥企业对硫酸铵的采购意向

短期难以提振， 同时稀土厂商需求又处

于低迷期， 因此目前硫酸铵市场的回暖

拐点仍需等待。但市场积极性因素仍存，

对后市的过分看空也不可取。 比如受宏

观面利好拉动， 尿素期货价格升水现货

偏强震荡， 一定程度支撑尿素现货价格

稳中小涨

;

近期不少复合肥厂家开工提

升或复产， 对硫酸铵市场也均有一定利

好支撑。 （据《中国化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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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株菌株存“银行”

微生物，顾名思义，一切肉眼

看不见或看不清楚的微小生物。 它

们与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活密不可

分，在农业生产中更是扮演了不可

或缺的角色。土壤生态、作物健康、

食药用、畜禽水产养殖、环境修复、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无不需要微

生物的参与。

在国家植保微生物 种 质 资

源库里 ， 看到了它们“沉睡 ”中

的 模 样———被 密 封 在 冻 存 管 里

的菌株 。 湖北省生物农药工程研

究中心副主任王开梅说，微生物

培养物保存在低温环境中，其代

谢 活 动 减 缓 甚 至 停 止 ， 在 零 下

80℃

的 超 低 温 保 存 库 中 可 以 保

存十年以上。

保存它们有什么用？王开梅介

绍，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着大量微生

物，能帮助植物吸收养分、抵抗病

虫害，强壮根系，提高产量，以及应

对高温、严寒、干旱、盐碱等极端环

境的胁迫。这类具有杀虫、防病、除

草等生物防治功能的微生物，是国

家发展生物农药产业、实现农药减

量 、 保 障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的 重 要

资 源。

为了收集它们，王开梅和同事

几乎每年都会去野外， 像猎人一

样，跑遍大半个中国，深入林地、草

原、荒地、河流，特别是一些人迹罕

至的地方，采集染病昆虫和各种样

品， 再带回实验室寻找蛛丝马迹。

他举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从

染病害虫身上分离出的病原微生

物，有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植保微

生物，利用它们以菌治虫 ，就能抑

制虫害的发生。

万株“潜力菌”脱颖而出

开展生防微生物资源鉴定评

价，筛选出产业急需的植保微生物

资源，是王开梅和同事的另一项重

要工作。

由于资源数量庞大，筛选鉴定

工作不能盲目进行。 科研人员一般

根据资源开发需要，锁定某一类生

防特性微生物资源，在实验室进行

菌种分离、纯化以及培养鉴定。

王开梅说，就像医生检查我们

的身体一样，我们也需要对微生物

资源进行鉴定， 了解它们的形态、

活性、代谢产物来源、功能基因、与

植物以及环境如何相互作用，从而

判断是否具有开发价值。 为此，中

心饲养了小菜蛾、棉铃虫 、蚜虫等

各类常见农作物害虫，培养了多种

植物病原菌和杂草种子，开发了一

套与农药活性相关的虫菌草筛选

体系，供科研人员进行微生物农药

资源的筛选和评价工作，可实现微

生物资源的高通量筛选，处理能力

可达每年

150

万样次。

经过多年研究，科研人员通过

建立的筛选模型，从资源库中筛选

出

1

万多株农用活性微生物资源。

它们中， 有的对小菜蛾具有高毒

力，有的对大白菜根肿病防治效果

好，有的能防治多种真菌病害……

为生物农药以及微生物菌剂产品

的创制提供了有力支撑。

已开发出十余种生物农药

近年来，我国东北玉米产区遭

受玉米螟虫害，大大降低玉米籽粒

品质，减少玉米产量。 基于保藏的

微生物资源活性信息与所建立的

筛选体系，湖北省生物农药工程研

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仅用半年时间

就从资源库中筛选出对玉米螟表

现出优异杀虫活性的苏云金芽孢

杆菌菌株。 利用这一资源，相关高

含量原药很快试制成功 ， 进入市

场， 累计在东北地区防控面积达

1000

万亩。

苏云金芽孢杆菌是国际上用

于微生物源低毒杀虫剂的主要微

生物资源。 目前，国家植保微生物

种质资源库（湖北）已保存

3000

余

株苏云金芽孢杆菌株，研究人员已

完成所有菌株的农药杀虫活性评

价，筛选出多株对不同种类目标昆

虫的高活性菌株，开发出十余种生

物农药产品，广泛用于粮食作物和

经济作物病虫害防控。 相关研究成

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心

还针对植食性害螨创制了“死亡谷

芽孢杆菌”生物杀螨剂 ，具有广阔

市场前景。

近几年，这里的科研人员又在

为研发草地贪夜蛾生物防控产品

作准备。 草地贪夜蛾是一种破坏性

强的迁飞性害虫 ， 玉米如遭其啃

食，产量损失可达

50%

以上，被称

为“粮食杀手”。 目前，已完成对草

地贪夜蛾高毒力菌株的基因组测

序以及分析，确定了该菌株基因组

中含有的杀虫蛋白基因，发现它对

多种夜蛾科害虫具有高毒力，为创

制防控草地贪夜蛾的高效产品提

供了支撑。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完善保藏

条件、 加强资源评价与精准鉴定，

为新型微生物农药及微生物制剂

的创制提供丰富的资源，争取让更

多农业微生物造福人类。 （汪彤）

今冬明春氮肥市场走势如何

今年，氮肥行业的发展呈现四

大显著特征： 进出口量大幅变化、

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供应增幅较

大、氮肥价格同比下降。 河南心连

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肥

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孟铮在第二十

四届磷复肥产销会的国内外市场

分析论坛上表示，预计今冬明春国

内氮肥产能将呈现宽松态势，市场

需求稳中有增， 成本支撑逐渐增

强。同时，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局势

多变，出口或是调节供需的关键。

供应方面，

1

月至

9

月， 全国

合成氨产量为

5309.6

万吨， 同比

增长

5.9%

； 氮肥产量 （折纯）为

3592

万吨， 同比增长

7.1%

； 尿素

产量为

5016.7

万吨（实物量），同

比增长

7.3%

。 进出口方面，

1

月至

9

月，我国出口尿素

25.38

万吨，同

比下降

91%

； 出口氯化铵

110.71

万吨，同比增长

121%

；出口硫酸铵

1176.17

万吨，同比增长

20%

。

价格方面，

1

月至

10

月，我国

尿素平均出厂价为

2163

元（吨价，

下同），同比下降

12.1%

；硫酸铵平

均 出 厂 价 为

838

元 ， 同 比 下 降

12.4%

； 氯化铵平均市场价为

505

元，同比下降

38%

；碳酸氢铵平均

市场价为

772

元， 同比下降

21%

。

表观消费量方面 ，

1

月至

9

月，氮

肥表观消费量为

3217.5

万吨 （折

纯），同比增长

11%

；尿素表观消费

量为

4992

万吨（实物量），同比增

长

13.7％

。

下半年， 国内新增投产合成

氨产能

150

万吨， 尿素产能

324

万吨。 已知另有

90

万吨合成氨产

能 、

115

万 吨 尿 素 产 能 推 迟 到

2025

年投产 ，预计也会对明年春

耕供应产生影响。 叠加固定床装

置淘汰延期， 环保限产力度有所

减轻 ，煤、天然气供应相对宽松 ，

开工率持续高位 ， 预计今冬明春

尿素产量将高于上年， 最高日产

量有望突破近年高点

20

万吨 ；预

计

2024

年四季度和

2025

年一季

度

6

个月尿素产量将达到

3415

万吨，同比增长

4 . 2%

。

随着经济向好恢复，农业稳产

增产，工农业需求将继续增加。 据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分析，

2024

年

氮肥非农需求预计为

1100

万吨

（折纯）， 尿素非农需求有望达到

2050

万吨 （实物量）， 同比增加

100

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短期内

需求增加的增速可能不如供应增

加的增速快，或将呈现供应过剩

态势。

当前， 冬季供暖需求不断增

加，电煤消费量攀升，推动煤炭市

场行情向好。 虽然价格上行面临压

力，但预计今冬明春尿素生产企业

库存将高于去年同期。 截至

10

月

29

日， 全国尿素企业库存

111.41

万吨，环比增加

10.95

万吨，同比

增加

79.34

万吨。 此外，当前世界

地缘冲突频发，国际能源、化肥市

场不确定性因素也仍在增多。

整体来看，预计今冬明春氮肥

市场价格承压运行，是否适量出口

是调节供需的关键。

（据《农资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