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定位

世界一流的服务于石油化工、现代煤化工技术公司

世界领先的生物质利用和绿色能源与化学品技术公司





按照“源自农业，反哺农田，惠及农民”的理

念，调整农业耕作方式，以土地培育和改良为

重点，实施秸秆废弃资源的合理利用，使粗放

农业逐渐转变成为品牌农业。



生物质炭基本特性

生物质炭微观孔隙结构（扫描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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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炭改良土壤的基本原理

l 生物质炭巨大的比表面积（吸附更多的水分）、强大的孔隙结构（降低土壤容重）可以改善土壤的

物理性质。

l 生物质炭pH呈碱性，丰富的碳酸盐和有机官能团与H+发生缔合反应，施入土壤可以提高土壤的pH。 

l 生物质炭中有机碳含量达 65%，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可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l 生物质炭中含有养分元素，施入土壤后提高了土壤的矿物养分含量。 

1、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2、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

l 土壤中施用生物质炭，可为微生物的繁殖和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l 改善微生物种群结构，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保存微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益微生物 。



“秸秆炭化还田-土壤改良技术”获农业部重点推介

• 三聚环保与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团队合作，

成功研发、转化、集成并升级出具有技术先进

性、适应市场经济性、符合绿色生态农业发展

的“秸秆炭化还田、土壤改良技术”。

• 这一技术目前属于世界领先水平，非常适合我

国当前农业发展的现状，2017年被农业部列

为重点推介的秸秆农用十大模式之一。



2017年，通过“秸秆炭化还田-土壤改良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聚炭肥示

范田，发展品牌农业，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保持土壤健康发展。

2017年，已与133个县市进行了对接，与34

个县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已完成项目建设立项21个，合计炭肥产能100

万吨；

共种植示范田305块，总面积4510亩，共种植

18种作物；下半年拟立项建设项目8个；下半

年拟完成项目可研设计31个。



河南卫辉冬小麦：普通肥NPK45%，三聚炭肥NPK40%

2016.11.7-2017.6.4
河南省卫辉市安都乡施平村

三聚炭肥：亩产622.3公斤

增产114.6公斤， 增产22.57%。

普通肥 三聚炭肥

增收：按小麦2.2元/公斤计

算，每亩冬小麦农民可增收

252元。

普通肥：亩产507.7公斤



安徽灵璧冬小麦：普通肥NPK45%，三聚炭肥NPK40% 

普通肥：蚜虫多，喷洒两次农药防治。

三聚炭肥：蚜虫少，不用喷洒农药防治。

普通肥：亩产514公斤；三聚炭肥：亩产550公斤，增产7%

增收：按小麦2.2元/公斤计算，每亩冬小麦农民可增收78元

        普通肥 三聚炭肥2016.11.6-2017.6.4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现代农业示范园

普通肥 三聚炭肥



宁夏同心紫花苜蓿草：普通肥NPK51%，三聚炭肥NPK40%

按苜蓿干草价1800元/吨

计算，第一茬苜蓿草农民

每亩可增收264元。

2016.5.1种植，多年生，一年可收获3-4茬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王团镇沟南村

普通肥：亩产580.0公斤

三聚炭肥：亩产726.7公斤，

增产146.7公斤，增产率25%。

普通肥                                三聚炭肥



吉林磐石市玉米：普通肥NPK50%，三聚炭肥NPK40%

吉林省磐石市二道岗腰金厂村

普通肥15亩，三聚炭肥15亩



炭肥促进了气根的生长普通复合肥



• 入春以来，内蒙古兴安盟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少雨大风天气，使土壤墒情跌到了1960

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兴安盟科右前旗多地开展了青贮、甜菜、水稻和大豆种植试验,试验田农

作物依然长势喜人，展现了炭基复合肥在抗旱保墒、缓释保肥等方面的优异性能。

巴彦乌兰地区 大豆  
大豆选用种子品种为北豆 20, 采用 2BJ—2B
（3）型大豆垄上三行精量播种机播种，垄距 
65 厘米，预计产量为 230 斤/亩。施用三聚
炭基肥后大豆植株整体发育较好，地面部分
较高，地下根系发达，预计产量将达到 300 
斤/亩，每亩将增产 23%。

施用某一线品牌



额尔格图地区 甜菜
甜菜种植选用了品种为 SR411 的种子，采用直筒播种方式，预计产量 4 吨/亩， 施用三聚试验炭
基肥后甜菜的根系明显更加粗壮，植株长势好，预计产量将达到 4.6 吨/亩，每亩将增产 15%。



内蒙古兴安盟水稻：普通肥NPK54%，三聚炭肥NPK40% 

2017.5.21-2017.9.30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翼前旗归流河镇查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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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重金属污染生物质炭钝化控制技术

改良技术 水稻产量

（t/公顷）

籽粒Cd含量

(mg/kg）

成本计算

（元/公顷）

空白对照 7.18 0.72 0

石灰 (1.5吨/公顷) 7.11 0.43 7000

钢渣硅肥(1.5吨/公顷) 7.17 0.51 3000 

生物质炭（20吨/公顷） 7.29 0.39 13333（按3年有效）

Cd污染农田不同技术处理的产量、籽粒Cd及施用成本比较

l 生物质炭表面丰富的含氧官能团和多孔结构能使其对重金属及其它有机有毒物

质具有较强的吸附力，并通过吸附固定作用减少这些有毒物质在土壤中的含量，

从而降低它的毒性，修复受到污染的土壤 。

l 生物质炭除了能吸附这些有毒物质，还可以通过升高土壤 pH 来降低重金属的

有效含量，从而降低其污染能力，减轻对植物的伤害。 



土壤

微生物生物量 土壤酶活性
NH4

+-N

(μg g-1)

NO3
--N

(μg g-1)(mgC kg-1) (mgNkg-1)
脲酶 转化酶 磷酸酶

未施炭 176.6 16.4 1.81 36.0 0.92 141.1 177.9

施炭1年 309.5 29.4 2.35 43.0 1.1 167.9 154.8

施炭2年 475.6 34.1 2.59 47.0 1.2 190.9 139.0

土壤 玉米叶面积指数

 (m2)

叶绿素

（mg/l）

脯氨酸

(mole/g)

丙二醛

(mole/g)

汁液P

(mmole/g)

未施炭 2.89 9.13 142.4 33.92 97.96

施炭1年 4.77 9.61 46.5 29.24 144.5

施炭2年 6.08 12.27 24.6 27.39 176.78

施炭后：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提

高50-100%，土壤酶活性提高了30-

40%， 第二年效果高于改良第一年。

土壤养分得到改善，氮转化中铵例子

浓度提高而硝态氮浓度降低，对于植

物吸收利用效率更高。

玉米叶面积指数增加60%-150%，叶

绿色含量提高8-28%，而叶片汁液中

表征胁迫的生理指标脯氨酸和丙二醛

含量分别降低70-90%和14-19%，相

反汁液P（营养指标）增加了50-78%。

表2  生长于生物质炭改良盐碱土的玉米剑叶生理指标变化

表1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酶活性及氨硝浓度的变化



       土壤结构变化          水稳性团聚体的变化

  生物质炭       未施炭   生物质炭         未施炭

土壤改良效果：低肥力、石灰性褐土添加生物质炭后，

土壤结构由大块状向团块状演变，土壤酥松，土壤墒情

改善，土壤含水量平均增加3-4%。

作物改良效果：玉米根系生长发达，根长增加了2倍，

根容积增加了3倍，促进了玉米植株对水分和养分的吸

收能力。

玉米根系土壤变化



江苏宜兴水稻土改良效果

       生物质炭                  未施炭

改良效果：施炭5年内，稻田土壤疏松，土壤

结构稳定、无开裂，宜耕性好，同时不易跑水

跑肥。生物质炭施用对水稻根系生长、养分循

环、生物生长具有重要意义。

水稳性团聚体微观结构变化：水稳性团

聚体平均直径从268µm提高到352µm，

微团聚体内部孔隙十分丰富，利于调节

通气、持水、养分的保持和释放，利于

微生物活动。

未施炭 生物质炭



河南商丘盐碱土生物质炭综合改良

土壤结构由板片状（左）向团块状（右）的变化

未施炭改良

施炭改良

生物质炭综合改良小麦田

处理
pH

 

容重

（g/cm3）

土壤有机碳

(g/kg)

总盐分

（g/kg）

速效磷

（mg/kg）

小麦产量

(t/hm2)

未施炭 8.23 1.34 5.93 9.21 24.95 3.6

施炭改良 7.94 1.20 8.53 5.63 51.91 4.9

改良效果：土壤结构由板片状向团块状转化，耕层盐分快速消减，

根系生长促进，从而使当年小麦玉米达到中产。 其后的观测表明，

这种改良作用在第二年效果更为显著，而且观察到植物盐分胁迫显

著降低，微生物活性显著增强。

采用了以生物质炭为核心，生物质炭与木醋液联合，结构有机质和活

性有机质协同，物理、化学与生物改良并进的盐碱土改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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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项目建设：通过与当地秸秆收储点及种粮大户合作，收集当地农作物秸秆为原料，在科右前旗、扎赉特旗、

突泉县建设3个万吨级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u发展目标：2019 年，兴安盟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秸秆资源利用与产业化综合产值达到 200 亿元以上。

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秸秆田间处理、收集、储运体系，形成布

局合理、多元利用的产业化格局 。

u建设规模：各个县建成 1.5 万吨级秸秆处理装置 2 组，年处理农作物秸秆 3 万吨，联产生物质炭基缓释复合

肥5万吨/年；副产生物质炭 1500 吨/年，副产蒸汽 4万吨/年（自用），副产电 627 万度/年（自用）。 



科右前旗

万
吨
级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扎赉特旗

突泉县

15万吨
炭基复合肥

循环利用
35万亩玉米秸秆

2018年前将在内蒙古兴安盟

建成3个秸秆生物质综合循环

利用项目，使用9万吨秸秆生

产15万吨炭肥，投资3.6亿

元，年净利润4500万元，投

资回报12%。

3个项目共辐射约40个贫困村

，解决150～200贫困户就业

脱贫。
4个1万吨

玉米颗粒厂

兴牧嘎查村

俄体村

伊勒力特嘎查村

归流河村

3个万吨
炭基复合肥厂

900万元玉米
秸秆销售收益

1350万元秸秆
颗粒加工收入



2016.12.14日付兴国副总裁带队考察同心县，与县委、县政府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当地
资源情况，达成了项目合作初步共识， 2017.1.6日同心县委书记马红海带队与三聚环保付总裁付
兴国在北京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2017年1月9日当地落地
企业宁夏荣华生物质科技
公司成立， 1月14日进
行项目落地前期选址等工
作，提出了3个备选厂址
及野外收储点， 1月23
日对项目选址进行再次考
察确认，相对较好，有市
政依托、交通便利，符合
当地政府入驻条件，定原
邮政物流为项目地。

落地企业注册-项目选址



项目在政府备案立项、土地挂牌，项目开工建设：2017年1月24日设计院启动了项目投资计划书的
编写工作，2月7日春节收假后，经同心县常委会研究批准该项目备案立项，土地挂牌， 2月24日无
锡厚德设计院完成了A版可研，3月4日提交了B版可研， 3月15日进行了开工仪式。



项目建设、设备安装、项目完工
3 月15日进行了开工，4月25日大面积开始施工建设，目前生产区土建工作已经完
成85%，安装队伍7月19日已经进场，预计9月25日机械完工。

土建施工进行中（5月11日）

安装单位储罐制作安装（8月6日）

安装炭化炉主体（7月20日）

炭肥仓库施进行中（7月30日）

炭肥车间施进行中（7月25日）

木醋液储罐基础完成（8月1日）



示范田：今年在同心县做了5块示范田，其中4块玉米，1块紫花苜蓿草，通过施用
生物质炭基肥作物与施用其他肥料作物产量对比，进行肥效实验

2、施用炭基肥紫花苜蓿草，每亩增产湿重20.42%，增产干重25.29%，按苜蓿干草价1800元/吨计，每亩增收264元。

•实验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王团镇.沟南村
•实验方法：示范田每亩施炭基肥30KG，共70亩；对照田每亩施肥，
尿素10kg，二铵10kg，硫酸钾5kg
•测产方法：示范田与对照田各取五点，每点1m²进行收割，平均留茬
3cm，分别进行称重，测量株高。 

苜蓿草 选取面积
重量（湿）

重量（干）
预计亩产
（湿）kg

预计亩产
（干）kg

株   高
测量数 最大株高 最小株高 平均

示范作物 1m²*5 25.65kg 5.45kg 3420.17 726.7 40 118cm 66 cm 97.2 cm

对照作物 1m²*5 21.3kg 4.35kg 2840.14 580 40 96 cm 61 cm 85.4 cm

1、施用炭基肥玉米杆径粗、
根系发达。（按常规大田作
物肥效对比试验标准）

实验数据如下：



该项目自2016年12月21日开始建设，截止目前

为止，各厂房施工土建已全部结束，设备安装、

电气仪表正在施工中，预计8月20日具备开车条件

。













未来展望

• 三聚环保已经走过了二十年发展历程，初步确立了以石

油化工、煤化工和生物质绿色产业为基础的发展路径。

• 未来，三聚环保将坚持以绿色发展为理念，打造成为新

型的绿色产业集团。

• 我们真诚地邀请金融机构及国内外优秀的企业与我们合

作，共同建设美丽家园，圆“天蓝、水清、地沃、人善”

梦！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