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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养分液体复合肥料的生产工艺

邹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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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叶面喷施以及灌溉技术的应用，进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液

体复合肥料得到快速发展。而在复合肥料的配制中，其聚磷酸铵、尿素等等作为基础的肥料来源，我们还可以添加钾肥、

除草剂等等因素进行加强。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是简单的探讨高养分液体复合肥料的生产工艺。

关键词：高养分液体；复合肥料；生产工艺；

前言：对于液体肥料而言，通俗的说来又可以称之为

流体肥料，其中包含三个不同的类型，分别为：清液型、悬

浮型、泥浆型。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是对清液型液

体复合肥料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液体复合肥料原料的优点

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液体复合肥料

而言，它作为目前的一种新型高效复合肥，具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优点：第一，不论是对于生产、施用、还是整体运输过

程中都不会出现粉尘、烟雾等情况发生，这就使得它能够在

一定的程度上对我国环境污染进行保护。第二，产品在应用

中不会出现吸湿以及结块的情况发生。第三，该产品能够与

其他产品如：杀虫剂、杀菌剂等等一同应用。第四，该液体

复合肥料在储运中，并不会出现向固体肥料一般，产生离析

进而致使内部质量存在差异性特点。第五，施工的方法存在

多样化特点，相关人员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单单可以应用叶

面喷施、滴灌等等方式，还能够随水冲施。

因此，通过这一些内容，可以发现其液体肥料它是目

前化肥工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据相关数据表明在 1990 年中，

美国每一年消耗的液体肥料占据化肥总额的百分之四十。而

因为我国对液体肥料的发展较为缓慢，使得只占据百分之

五。但是在近一些年来，虽然叶面肥料以及灌溉技术的不断

应用，这也使得液体肥料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另外，从目前情况来看，随着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

应用，可以减少肥料用量，减少养分流失，提高水肥利用率，

有效巩固磷，钾等元素的迁移速率。近 50 年来，我国水肥

一体化的普及和发展不仅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而且改善了

土壤。液体复混肥与水肥一体化技术相结合的开发和应用，

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科学的营养管理。水肥一体化技术主要

针对滴灌技术，已经应用了一百多年。采用长通道滴灌施肥

技术，利用率可达 95％以上。在其他发达国家，滴灌技术

也被广泛使用。

结合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确保液态复混肥能够更有

效地将不同精度的养分施用到不同生育阶段的不同农作物

上。与传统的施肥方法相比，液体复合肥与水肥一体化材料

可以有效提高玉米，大豆和马铃薯的产量。根据农作物的养

分吸收平衡，液态复合肥料的配方相对更科学，更有针对性。

根据作物不同时期的特点，可以进行综合分析和计算公式。

可以在液态复合肥中添加微量元素，通过调节肥料中微量元

素的状态来提高农作物的吸收率，并避免作物生长过程中微

量元素的缺乏。同时，液态复合肥料的原料质量往往很高，

而且没有杂质残留，不仅可以保证农作物的生长质量，而且

可以保护环境。液态复合肥结合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有效

减少化肥的比重，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土壤环境可以充分激

活土壤中的养分，实现作物的充分吸收，减少化肥对土壤的

影响，更有利于土壤的可持续发展。

二、液体复合肥料原料的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液体复合肥料它的基础原料

主要是有着含氮、磷、钾为主。而在一般的情况中，含氮原

料主要是通过尿素、硝铵组成。但是这一些原料制备的液体

肥料它的养分含量比较低，在总体的生产以及应用过程中十

分的不方便。因此，在面对这一种情况，我们就需要选择氮

溶液作为氮原料，应用尿素和硝铵开展配比工作，接着在添

加其他的原料。

而关于磷原料的选择主要是通过商品湿法磷酸浓缩成

过磷酸，接着让它能够在反应器中出现反应，进而生成高浓

度的聚磷酸铵。这一种工艺在应用的过程中，十分简单，并

且它对于设备的要求不高，这就使得整体工艺条件十分容易

达到，如表 1，表 2 中的内容所示。

表 1 常规肥料为原料所配液体肥料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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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聚磷酸铵为主要原料所配液体肥料性状

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通过表 1 以及表 2 中的内容可

以了解到，应用常规普通肥料作为原料所配比出来的液体肥

料，它具有结晶温度高的特点。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含

磷量，我们往往需要应用到磷酸作为原料，但是缺点在于容

易致使它的酸度较大，并且在应用的过程中容易对作物产生

危害，进而腐蚀到相关设备。

另外，聚磷酸铵它作为液体复合肥料中的肥料，因为

具有溶解度比较高的特点，这就使得它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加

强磷的含量，保障配置而成的高养分含量液体肥料能够趋向

于中性，在应用的过程中安全系数复合标准。而应用氨溶液、

聚磷酸铵进行混合，我们可以配置出养分含量较高液体肥

料，这一种肥料它的结晶稳固比较低，十分方便我们进行应

用，并且聚磷酸铵它能够对金属离子具有螯合作用，那么便

可应用该作用在肥料中添加部分微量的元素，该元素能够在

聚磷酸铵中提高它的溶解度。

例如，我们可以了解到水硫酸锌在聚磷酸铵中，它的

溶解度往往会大于 1.5g/100g 水，是在正磷酸铵溶液中 25 倍。

那么有效的应用聚磷酸铵元素作为无机螯合剂，它不仅仅存

在价格比较便宜的优点，也能够为氮磷提供养分。

最后因为聚磷酸盐它不容易被其他植物进行吸收，但

是它却能够在土壤中逐步水解成正磷酸进而被植物应用，这

就使得它能够作为一种缓溶性长期磷肥开展应用。大体上来

说，其聚磷酸铵它作为含氮、磷的复合肥，它能够满足当前

液体复合肥料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需要充分的应用聚磷

酸铵作为配置液体肥料 基础肥料来源，让我国的化肥得到

进一步发展。

三、液体复合肥料的生产工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液体复合肥料养分配合比例

而言，我们可以充分的按照其作物特点以及实际土壤情况进

行出发，进而按照所需的标准开展生产和应用。这样所配置

出来的液体复合肥料能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特点，并且有效

的帮助植物进行生长。另外，按照需求，我们可以将液体肥

料分别作为高氮、高磷、高钾三种不同的液体肥料。其一，

高氮液体肥料，该肥料它主要是源于尿素、硝铵溶液作为主

要原料来源；其二高磷液体肥料主要是源于聚磷酸铵作为主

要原料；其三高价液体肥料，主要是依靠氯化钾作为主要原

料。这一些液体肥料它们在聚磷酸铵存在的基础上，都能够

适当的添加一些微量元素肥料进行应用，甚至还能够增添除

草剂、杀虫剂等等因素配合应用。

（1）生产液体复合肥料的工艺流程

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如图 1 中的内容所示，

对于液体复合肥料而言，它主要是依靠距离氨酸氨、尿素、

钾肥等等微量原色作为基础的原料，再通过相关的设备对其

搅拌而产生的。

图 1 复合肥料生产工艺流程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复合肥它在整体的生产工

艺中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 1，配置尿素以及硝铵溶液，在这两个原料配置中，

我们需要通过专业的计量器，在计量工作完成后，将其放进

搅拌器中对其进行搅拌处理工作，使其能够配置出符合标准

的原料。

第 2，配置聚磷酸铵溶液的过程中，需要将仓库中的聚

磷酸铵通过计量器的方式，卸入㤇混合器中，接着按照标准

搭配一定比例的水，让聚磷酸铵溶液的配合比符合标准。

第 3，在配置完成尿素以及距离氨酸氨后，我们应当按

照配方比，将钾肥、微量元素等等放入到混合槽中，再通过

蒸汽混合搅拌进行溶解工作，进而将混合得出的均匀液体进

行包装，这便制成了液体复合肥料。

（2）生产液体复合肥料的工艺指标

如图 2 中的所内所示，我们可以直观的了解到其生产

液体复合肥料的工艺指标以及相关参数。

图 2 复合肥料的工艺指标

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高养分液体

复合肥料而言，它在我国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和支持。因

此，我们就需要对它的生产工艺等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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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探析，使其能够在最大化限度中帮助我国复合肥料的发

展，能够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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