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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农业要科学化管理 ~ 

如何利用新一代生物技术来预防和减轻天灾带来之损失  

 

随着全球气侯暖化所带来之各种各样因天气不正常产生的自然灾害如倒春寒、霜冻、旱、涝、暴雨、特高温、特低温

等突发天灾,已到了连气象台也无法预测的地步。农民靠天吃饭已成习惯,除了那些资金实力充足的农业公司可以筑起大棚温

室之外,一般大田耕作仍是几千年的老样子。农民无法对抗大自然,每次灾害都受到惨重损失。根据统计,出现百年或几十年

不遇的大天灾因为是人类无可抗拒,农民受损是避不了,次数也不多。反之每年在局部地区,三两天时间内出现的小天灾,如正

逢苗期、芽期、花期、青果期、收成期都可为农民带来惨重损失,因这些特发性如霜冻、暴雨、高温都很可能无法预告,来时

避也避不了。 

 

在欧美日等较先进的国家,尤是北美、南美、澳洲都是大型农场企业化经营,面积 5-10 万亩粮油谷物、水果、棉花等。

每年投入资金亿元计,因为生产成本高如工人、肥料、机械、利息等投入巨大。所以整个产季都不容有失,更不可靠天吃饭,

所以都用科学化来管理,尤是对天灾之预防,更是重要一项。肥料一定不计成本用好的肥料。在外国肥料工厂都有一个无型巨

大压力,在生产肥料过程中,如没有生物技术配合,生产不出一种多功能的肥料;既可提供 N-P-K 大元素,又有中微量元素,更

有减少喷农药的次数功能(因为用飞机喷农药花很多钱),亦有预防局部小天灾功能,就无法占有市场而生存下去的。大农场企

业为了保障投资回报的稳定,对肥料厂的选择是首项。 

 

如何利用光洋生物肥料来预防天灾: 

1. 霜冻:杀伤力十分大,一个晚上足可催毁整个乡的农作物。霜冻的原理尤如急冻

机器造出来的效果一样,是刹时低温把农作物叶子叶肉內的结晶水冷冻成冰.当

低温过去,早上太阳出来气侯上升,这过程是解冻,叶肉内之冰晶变成水份, 把

叶肉的碳水化合物完全破坏,叶子变焦黄、黑色死去。大自然有一个现象是所有

农民都知道的,天气变冷、霜寒前后、下雪时,地上生长的蔬菜最可口好吃、特

别甜、有菜味!何解?原因是植物有一项自救功能,当气温要降低至危及植物生存

时,植物感觉特别敏捷如同天气预告。植物会将体内的碳水化合物---油脂或淀

粉迅速转化为醣,来提高体内之热能,抗拒冷冻低温,这就是蔬菜好味道和甜的原因。说回肥料,光洋是把氨基酸加入了

肥料中(固体是 16 种,液体是 22 种),功能是提高植物体质、内源激素，有效平衡了各项生长细胞功效和醣的度数高。

喷了富华农叶面肥后,叶片变厚,叶肉厚表示内含碳水化合物增多,枝茎拔挺表示各项机能正常,尤是一些在初春长芽的

植物---茶、蚕桑、烟叶等植物,在小芽将脱苍而出时遇霜寒冻,必会伤亡惨重。但一旦芽前喷上 2-3 次富华农叶面肥,

却可避免七成伤害以上。原因是醣度高了,能量加大,植物自我保暖能力强。此例在世界及中国类见不鲜,是人类利用生

物科技克服自然灾害一个好例子。农民只需花费二三十元就可挽回几千几万元损失。或又有人问花了几十元,没灾害来

不是白花了吗?并不是,因为预防是买保险,没遇上也是利用肥料增加产量、提高品质、防治病虫害等也是值得!光洋肥

料提供养份是主项,预防性是一个附带的功能。 

 



 

2. 涝:现在很多时侯,老天在开玩笑,要不下雨,要下雨一下就几天,或一两小

时下几十公分的暴雨,农作物经水泡浸后很快烂叶烂根,农民为救命都向

农资店买些肥料、激素或保植剂之一类施喷以图抢救。在生物学理论上,

受涝时农作物之抵抗力和免疫力大大降低,原因是体内之醣份被水份释稀

及无法排走,积存株体内的被稀释了之醣液很快发酵,产生乙醇(酒精),当

受外面高温蒸发下,挥发性很强,叶子被煮熟,尤如炒莱一样,也就是水浸

后,太阳一出农作物马上变黄之原因之一。在地下泥土被水泡着(没氧气),

根系无法吸收,很快烂根。现实是上面光合作用不足,下面没呼吸,植物死

路一条!遇到如此状况,神仙也救不了。但如果肥料中配合生物科技是可减低伤害的,例如使用了光洋生物有机肥,植物

的体能十分强壮,叶厚、枝茎粗大, 这表象显示植物内源激素- 酶活动增强。当遇到涝时,株体内的胶质会形同穿了防

水衣(叶面绿色闪闪发光的一层胶质),根系也有胶质保护(粘糊状的叫分泌酶液),也是防水作用。只要水浸不超过时限,

一般能支持到水退的,除非大洪水了。施用了光洋肥料,存活率在正常状况下会救回 6-7 成的。 

 

 

3. 旱:在巴西和澳大利亚,涝后大旱是每年一度必经之痛苦。农民都想尽办法在旱季时减低损失,光洋针对这问题花了不少

心血投入去研究。几项科研成果中,有一项是比较成功的,除了把农作物之果胶、树胶质提高(减低蒸发量,把阳光反射

出去来降低温度),另一成果是把根系催生大些和深些。举一例:农作物在长久不下雨,而灌溉系统又失效之下(水库干

了),在有限度之水份供应下,一般可维持 15-20 天左右(蔬菜就不成了)。如果根系发达,纵深入土地中,无形扩大了吸收

功能,可坚持多 10 多天,直至下雨或耕地在外面取得水源,作物就能活过来。 

 

 

4. 落花、落果:这也是辛苦大半年,收成在即而常遇到的大问题,除了天气(霜

冻、台风、暴雨等人不能抗拒之自然灾害外),大多数出现在用肥不当、过

多过少、不定时、不定量,更可能购入纯度欠佳的肥料!农民为求保险,得

使用多功能和多元素的高品质肥料了。如何利用肥料来预防,得先了解果

树生长过程中所须之养份,落花、落果是在生长中后期。这段期间,植物对

肥料(养份)和水份吸收都十分敏感的,例如豆、棉、籽类作物,到中后期根

系也呈老化,吸收减半。如果乱追肥,过量化肥会酸化土地,酸土引致烂根。

相反,追肥过少会引致作物长势欠佳,影响花果之成长。植物不会说话,农

民靠眼目观察及以往经验是完全不可靠。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科学化施肥,

就是利用根外追肥。根外追肥之好处是把高纯度(22 种胺基酸+中微量多元素)之富华农叶面肥喷布在叶面上,让叶面直

接吸收,不必靠根系,确保养份存留在花果生长之幼枝上。因为花果生长期间,花、果和幼枝的互动十分敏感,花果本身

养份要比幼枝(果枝+营养枝)高,才能不落花落果。一旦根系吸收不良,养份无法输送到尽头之花果体中,在半途幼枝中

打住,就变了幼枝养份比花和果之养份高,就会引致落花落果。妇女流产也是这道理,胎盘中养份不足,胎儿长不大。为

什麽光洋在技术指导中,一直强调花前喷多两三次、花后又喷一两次,就是预防性的一次根外追肥补充养份。 

 

 

后语: 以上几个预防性措施的简介,目的是向大家灌输一个新科学慨念。好的生物技术配方肥料是针对大自然天灾的一种工

具。人不可抗天,但可以减低损失。光洋的有机肥料的优势是具备预防的功能,非一般有机肥能媲美!同时外面市场并不是每

个产品都有我们肥料的功能性多元化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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