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I 提示： 

领军企业呼吁海藻肥标准迭代 

 

  大家知道，海藻肥料的标准一直没有制定下来，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存在很

多的盲点。为了解决海藻行业面临的难题，2018 年 4 月下旬，有机肥产业调研

组奔赴山东青岛、威海等地，对青岛海大生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大生

物集团”）、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明月集团”）、青岛海鲸

灵海藻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鲸灵集团”）等海藻肥生产、营销企业进行

现场考察。作为国内功能性肥料市场中营销最活跃的品类之一，海藻类肥料近年

发展迅猛，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愈发突出。调研中，海藻类肥料的标准

问题成为企业重点关注的话题，也成为制约海藻类肥料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 

  海大生物集团在海藻类有机肥、海洋源土壤调理剂上的布局值得关注。在青

岛胶州和威海乳山两地，海大生物集团总计 30 多万吨海藻有机肥生产线已经建

成，即将投入生产，另有数万吨的牡蛎壳制土壤调理剂项目蓄势启动。据海大生

物集团董事长单俊伟透露，公司除了生产海藻有机肥、土壤调理剂外，还重点发

展了多套生物酶解海藻液、微生物菌剂生产线，这将为海大生物布局全国市场提

供强大生产后盾。 

具有 50年海藻产业积淀的青岛明月集团则立足海藻全产业链进行海藻有机

肥布局。据青岛明月集团总裁助理韩西红介绍，集团产品涉及海藻酸盐、功能糖

醇、海洋微生物肥料、海洋化妆品、功能食品配料、生物应用材料等六大产业板

块，海藻微生物肥料是明月集团将进口野生泡叶藻进行提取利用，其中海藻有机

肥和海藻水溶肥料是公司重点发展的产品。 

调研期间，海鲸灵集团总经理李国民分享了公司在海藻肥销售中的二级众筹

分销模式，受到了调研组专家的深度关注。 

海藻类有机肥前景可期，但与其相关的行业标准不完善，让企业困惑不已，

成为发展痛点。 

首先，现有标准对有机质类别没有区分，导致有机肥市场“劣肥驱逐良肥”。

据企业反映，目前国内涉及有机类肥料的三大标准，均没有对有机质进行区分，

导致海藻类有机肥只能与各类畜禽粪便有机肥同级竞争，体现不出该类产品的独

特价值。 

其次，有机水溶肥料的标准中，有机质检测方法存在漏洞，导致水溶肥中只

含尿素也能检测出有机质，正规添加有机质的企业反而不占优势。 

最后，海藻肥料期待独立标准。海藻酸、海藻多糖等海藻提取物的检测标准、

含量标准要明晰。这样才能推动海藻类肥料的良性竞争。 

针对企业提出的标准问题，有机肥调研组专家现场也予以回应。农业部全国

农技推广服务中心首席高祥照认为，在现有标准框架下，海藻肥领军企业可以针

对有机质、海藻酸等关键成分指标，建立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

在企业标准成熟之后，可以与相关机构联合制定行业标准。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生产资料局副巡视员、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

会有机肥分会理事长符纯华表示，有机类肥料的行业标准问题已经得到有机肥分

会的关注，目前正在收集企业建议。下一步将通过协会平台，推动标准更加完善。 

中国化工报社副社长张健秋表示，制定企业标准是龙头企业引领行业发展的

重要方式，海大生物、青岛明月这样的海藻肥领军企业可以通过企业标准的制定

抢占行业制高点，进而推动行业标准的更新迭代。 

调研期间，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常务副主任汪洪就海藻提取物的检测

标准等问题与企业交换了意见。有机肥产业调研活动由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

会有机肥分会、中国化工报社《农资导报》、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发起，由根力

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中创亿丰肥料（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协办。山东

为本次调研的第五站，下一站将奔赴重庆。 

本次调研工作的开展是海藻肥企业的福音，也代表这着农民可以用到更高端

的肥料，OCI与大家一同期待海藻肥行业的发展，大家将迎来更为合规良性的竞

争！ 

北京OCI公司以5A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优质登记申报注册的产品合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