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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种植 : 品牌效应是农民的生命力 

前言,随着农产品商业化的趋势,和抗衡日

益高涨的生产成本(劳动力、化肥、包装、

运输),农友们面对多元竞争及市场变化,

保持竞争力是要提高生产产量、提高品质、

降低生产成本、打造品牌。但必须靠科技,

尤是生物技术才能保证做到增产不增地不

增成本、而大幅增加收入,才能持续发展。

农业生产一定要有优良种子和完善的田间

管理,更要风调再顺,老天爷比足面子。除

了这三大因素,影响最大就是肥料!在外国改良和研发「多功能高效肥料」早在 20 多年已投下大量资

源,尤是生物有机肥一项已在技术上突破了多项有机肥的缺点,在化学物理性、效能上、用量、施用成

本等已和化肥差不多了,从而大大减低化肥的用量,在改良土壤、提高农产品商品质量和卫生健康食品

优良程度上得到持续耕作效益。 下面简单逐一介绍生物科技在耕作上的好处: 

(一)品牌–是农民的生命 

马水桔、皇旁柑是贵地的名牌,能保持名牌,就能保持财富!在日本、台湾农民都十分注重自己所在地

的品牌资源,同一斤柑桔,样子、大小、颜色一样,只有产地品牌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当然产地品有

其风格、口感味道独特风味都和同类产品不同,才能卖到好价格,增加收入。但要保持品牌的知名道、

身价,并不能长久依赖产地的品气!唯有保持果品的原始风味、绝不变种才是根本之道。大家都知道,

广东当地品牌荔枝,如今已到了山穷水尽地步。除了些精品型如妃子笑和一些贵味外，黑叶、糯米枝、

准技已多变种为杂技。除了果皮、样子外,口感风味已失,在市场失去竞争力,也难以卖出好售价,造成

这原因十分简单。一是大量盐酸型化肥催化变种。二是,广东农民日渐富裕,自己多不动手,请外省民

工,外省民工根本不熟识荔枝生长特性。用一般种桃梨类果树的技术来耕作,求产量不求品质,也不能

怪外地展工,因为他们连原始荔枝的味道都不知道!三是培种不当,搞乱了品种的基因!第二个例子:柑

桔,几十年前市场卖的潮州柑又甜又大又薄皮的,是潮汕地区名牌柑桔,潮州柑风行海外,农民收入丰

厚。但到目前,已品牌不再响。为什麽?果型小、酸甜度失真、空心果、皮又厚,市场已萎缩在产地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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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销售,难以再行销海内外,原因也是投入太多盐酸化肥,追求高产,不善管理! 

农作物变种,质量倒退和土地的关系 

在有关农作物变种的问题上,先用生物科学的理论来向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惨痛教训是一个大自然反抗的因果,农民已知道化肥的好处和坏处。多度施放化肥,盐酸化直接影

响良田的三大元素----生态微生物、矿物养份、植物内源激素。在生态学说上,土壤中自然结构中生

存各类微生物(细菌)为土地提供稳定的造肥环景。微生物的繁殖产生大量「酶」可以分解坭土中的各

类矿物元素。因为矿物元素经气化、风化才能成为坭粉粒子,而原矿粒子不能溶于水,植物无法吸收,

一定要微生物的「酶」才能溶化,被根系吸收,植物吸收了大量氮磷钾大元素外,必须同时吸收中微量

元素如镁钙铝铜锰硼等,才能在植物体内刺激内源激素生长,细胞才分裂,农作物才健康生长,得到丰

收。而多量施化肥,害处是盐酸化杀死了大量土地中微生物,引发一连串生态反应。时常听农友口中说

土地缺某些元素,花钱去买入肥料去追施;也听说农作物病害多多,品质降低。其实真正原因是良田变

了「病土」,土地生态失去平衡,花多少钱施多少肥也没效果!所以减少化肥的使用,才是治本! 

(二)肥料 : 新一代生物有机肥 

1)固体肥(光洋生物有机肥) - 乳酸菌、酵母菌、麦菊菌、放线菌、线状杆菌等 + 活性酶 +天然矿

物和植物元素. 

2)叶面肥(富华农)- 内含植物生长必须元素(22 种胺基酸和中微量元素). 

两种肥料同时结合使用,是现代耕作的科学方法,好处如下: 

 如何提高产量、质量: 

使用高效有机肥可以大大增产,因为好的有机肥会促进农作物充分吸收,肥料内含多类元素和高蛋白

质,从而减低使用量和追肥次数。因为外国生产成本高,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劳动力去多次追肥。通常

一次基肥和适量追肥便可,不会影响产量。在科技应用上,肥料本身内混合多元化理和多项功能如下: 

(a)植物株体均匀整齐 : 在外国农产品十分讲求商品化,好的商品才能卖好价钱,所以肥料含完整的

养份-22种胺基酸、多类中微量元素、有机酸等, 这三项营养促使用细胞同时分裂,生长就整齐。 

例如蔬菜、果瓜类如生长整齐,就表示一级品多,次级品少,无型中增加农作物商品价值。 

(b)果型、株体的密度: 肥料会促进果子表面的吸光度,农友大家知道,向阳光一面果子艳丽饱满、口

感甜蜜，背光一面相反。在生物科技上利用 22种胺基酸加工成小分子应用在叶面肥上,一旦喷布, 

小分子的表面积平均、粘附度强,作物吸收后促使细胞同时分裂和提高果皮的果胶质(感光度),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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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果型自然大小平均、颜色艳丽。而且使用适量有机肥亦把果品之密度提高,无型增加重量。收获

时,收到的农产品是个子平均大小差不多、密度高,也是一级品占多数(正常一级品达 80-90%), 重

量够,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广东阳春:柑桔 

1. 促进抽稍作用 

使用时定时定量是决定来年大丰收要素之一,亦是生物科技应用在有机肥的突破技术之一,原因是

使用肥料时定时定量会配合果树的生理化学变化-生长。农友都知道,技叶大小、疏密不一,所抽出

的稍苗不一,来年结果、成果率、果型大小又会不一。外国技术早已突破这困难,把活性酶加入肥料

内,可平衡分解有机蛋白质,利于吸收,加大树体的含营养量度。这只是通过根系吸收,但随着季节、

天气温度、自然湿度都会影响根系吸收,也是农友常常遇到收成时好时坏的原因之一。为了确保收

成,就得加大叶面的吸收量去补充根系的不足。富华农叶面肥针对性之功能-小分子、22种胺基酸、

硫、镁、中量元素足可以补充各项功能,大大调整各枝叶的吸收量。一经上下夹功式施肥,果树会提

升至一个稳定生长态势,抽稍平均、壮旺、护花保果、成果率高、果型均匀、连果肉密度也高,施肥

一定要科学化,才能少投入大产出。施肥不当,浪费金钱、时间又减产! 

2. 如何保果!不落果! 

这个问题关系到切身利益,宁用人手去疏果,绝万不自然生理落果,落果的原因不外几个: 

a)太干旱、太多降雨,一定落果裂果。 

b)施肥不当,用上假农药,一定落果。 

c)施肥已施足,天气又好,农药又没问题,但仍见落果? 

这一点很多时都出现,令农友头痛。其实以生物化学的角度来看,是果树生长时间内源激素的逆向反

应。植物和动物一样,生理反应同样是受精、受孕、生长、结果,是内源激素引动生长细胞分裂、开

花到小青果。在营养学上,小青果得及时吸取足够养份,养份当然来自茎叶,换句话,茎、叶要有充足

养份向小青果输送,小青果才能生存。基肥追肥足、日照足、水份足,基本生长条件已足够,但有时

仍落果!?问题是出在果技和青果小枝之间位置上。生物理论和研究实践上都证明,连结青果的小技

(学名叫营养枝,亦即动物胎盘的脐带)所含营养要比果枝高才能有效输送养份到小青果。一旦小青

果的营养枝内的养份低过果枝,则无法输送营养到小青果, 所以发生落果这现状。又回到肥料的施

放方法上:底肥足够并不表示平安无事,因为自然环景的外在影响太多,尤是中微量元素吸收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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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现失衡,就会出现落果。所以,在外国早已针对性地利用叶面肥去作反速性和直接喷布在营养

枝和小青果上,可及时解决根系吸收不足、正常气侯正常管理之下仍落果的难题! 

d) 防冶病害如白粉病、黄龙病 

在外国,好的肥料有一定的防病害、防毒作用,也是把生物科技应用在肥料的好例子。农民知道某些

农作物很容易受真菌感染如果树、草莓、瓜类、烤烟、食用叶子类等。在春秋之间白粉病、黄龙病

十分流行,是大自然的微菌繁殖的现象,真菌的孢子一旦破开,成千上万的菌原体随风扩散。孢子原

体一旦沾在叶面上,它会伸出针型酸性化学物质,划破叶肉表层,吸收叶肉养份来生长。叶面组织被

破坏,变了黄叶,一发不可收拾,引至病毒,减产!为了防治,事前移苗的消毒和田间保持清洁,就喷杀

菌剂。但当发现出现病毒,喷杀菌剂只能治标不治本,为期已晚。真正有效防冶,就得通过肥料提高

叶面、枝茎的外皮果胶、橡胶质。道理很简单,橡胶树、榕树您可见过有白粉病、黄龙病,连虫也不

大吃!因为叶肉含胶,口感不好,难消化,其实最大原因是叶面表层厚厚一层果胶,真菌孢子就算沾上

也不利于它针型酸性化学物质伸入叶肉,很快被阳光的紫外线杀死。所以,在使用本公司肥料后,叶

面油绿、表层光亮,即是果胶质够厚的结果,在世界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如此经验使用光洋肥料后,

白粉病、黄龙病相对减少,尤是果树、棚型瓜果、西瓜、草莓等。 

3)抗逆性强  

农业生产本身存在天灾的风险大,尤是涝,旱,遇上火灾.唯有听天由命,但通常会遇上中、小型特发性

天灾,就得尽量减低损失和破坏程度。光洋肥料有十分强的抗逆性,也是生物科技应用在肥料的好例

子。 在发生天旱时,农地含水量低,吸收小,容易枯萎。为了解决这问题,肥料本身会促使植物加快加

大根系的生长,尤是喷布富华农叶面肥,发达的根系会伸延加倍深度、面积,自然吸多少水份,适当补充

不足。同祥,发达根系遇到涝、水浸时,植物本身有大量果胶,根系也有果胶,叶茎的果胶防蒸发,根系

果胶防水,减低烂根程度。农友可曾留意一些旱地和吸水量大的农作物如爬藤棚架瓜果、香蕉等,在夏

天中午时分后,叶子变软变皱是缺水现象。不要小看每天一次的现象,其实对农作物有大破坏性,由中

午至黄昏,天气转凉后,叶茎再次挺起变硬,这几个小时是生物休眠期,停止生长,而且为了降温,植物

本身要烧耗养份,瓜果的果型会变异,尤是条型瓜果。减低天灾伤害程度和减低异果,是现代农民增收

之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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