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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森林食品产地环境与质量安全》由自2002年国家林业局决定在浙江省开展森林食品相关试点工作至
今10余年间先后开展的1个美国布莱蒙基金项目、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个浙江省重大科技项目
、5个国家林业局科技项目、4个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个浙江省政府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
合作项目、3个浙江省农业标准化重点研究项目等21个项目的研究成果编著而成。
《森林食品产地环境与质量安全》共分4篇，包括“森林食品”概念的提出和产业发展过程、土壤退
化原因及修复技术体系的构建、森林食品质量安全评价和综合控制技术的研究、森林食品标准体系、
监管体系和基地认定体系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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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施肥能够显著增加雷竹笋的产量，这对提高竹笋生产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作
用。
炭基有机肥的增产作用是对照的3.63倍，比施复合肥增加了36％。
但是，施肥对雷竹笋含水量的影响却不明显。
本实验研究结果得出，施肥降低了雷竹笋中全氮和全磷的含量，其中复合肥比对照降低了11.4％，炭
基有机肥比对照降低了21.5％。
施肥能增加土壤中的营养成分，改善雷竹笋的品质，由试验可知，施用炭基有机肥明显增加了雷竹笋
中可溶性糖的含量，是对照的49.3倍，是复合肥的3.1倍。
施炭基有机肥的氨基酸总量比对照增加了21.4％，比施复合肥的增了15.5％。
 （2）新型炭基肥料能显著提高退化山核桃林的产量和改善山核桃果实的质量。
采用PCR.DGGE技术对山核桃林土壤细菌群落的多样性研究表明，山核桃林施用炭基肥后细菌群落多
样性提高，且优势菌群数量增加幅度较大，土壤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6.1.4试验小结 （1）按生物炭特性和要求研制了高效生物炭生产设备，炭得率36％，生产成本小
于1000元／t.具有投资省、得率高、成本低等特点。
研究表明，采用低温生产工艺（温度在300～500℃），可以有效减少生物质中氮的损失，减少温室气
体的排放，生物炭结构、pH值等都能满足土壤生态修复的要求。
 （2）研究提出了利用炭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来改变含氮化肥（碳酸铵、尿素等）在土壤中的释放
环境，制备控释、缓释的炭氮肥的方法，实验室淋溶试验表明，多效炭氮肥氮的释放时间可提高到2
个月以上。
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当地土壤条件选择不同的生产工艺包括包膜、复合造粒、混合吸附，如对有机
质含量低、酸性强的土壤可考虑用含碳量高的混合吸附工艺生产竹碳氮肥，使肥料的应用取得一举多
得的效果。
 （3）通过生物炭同化学氮肥（尿素或碳酸铵）的结合，使化学氮肥的氮素的初期淋溶率和总淋溶量
明显下降。
田间试验证实，竹碳氮肥能明显提高化学氮肥的利用率，提高幅度6％～23％，尤其是对碳酸铵。
 （4）炭基有机肥的增产作用是对照的3.63倍，比施复合肥增加了36％。
研究结果得出，施肥降低了雷竹笋中全氮和全磷的含量，其中复合肥比对照降低了11.4％，炭机有机
肥比对照降低了21.5％。
施肥能增加土壤中的营养成分，改善雷竹笋的品质，施用炭基有机肥明显增加了雷竹笋中可溶性糖的
含量，是对照的49.3倍，是复合肥的3.1倍；施炭基有机肥的氨基酸总量比对照增加了21.4％，比施复
合肥的增加了15.5％，但对雷竹笋含水量的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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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森林食品产地环境与质量安全》可供林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植物学、农学等有关学科的教学、
科研、生产人员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决策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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