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功能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广西农业领域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探索“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创新联动的新型

研发机构， 由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和广西农科院共同组建。

      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国内首批工业化生产阿维菌素原药和系列生物农药制剂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自治区级农业产化重点龙头企业、自治区农业龙头企业、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瞪羚企业”、桂林

市企业技术中心。公司专业从事生物农药、生物技术、生态肥料、生产和推广，是广西大学教学实习基地，中国农

药工业协会理事单位，广西农药工业协会副理事单位。

    公司围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农业增产提质增效、

农民增收、农药化肥零增长为己任，全面提升农产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以满足人民对健康需求为目的，以科技创

新为支撑，打造从生产到消费的功能农业产业链，构建大健康产业集群，以功能农业振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以

“功能农业+精准扶贫”为模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公司目前拥有 22项国家发明专利，主导产品销量处于全国前列，

在化肥、农药减施和农业提质增效关键领域起到补短板作用，也填补了国内农业富硒功能领域空白。承担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化学农药协同增效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 “北部湾优势头足类资源高值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示范”等项目。



：广西功能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专家团队

         

  郭正：广西功能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和广西农科院共同组织成立的第三方机构， 郭正为该

机构副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专家，中小企业合作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合作经济服务办公室富硒产业处主任，中国

农药工业协会理事，广西农药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致公党党员，桂林市政协委员。诺农（北京）国际生物技术

功能研究院院长。申请20项国家发明专利，发表学术论文6篇，作为主编编制了“十二五”中职中专教材，取得50余个

高新产品证件。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广西重点研发计划、宁夏银川市应用研究开发计划等多项省部级项目。参

加国家重大专项农药肥料零增长《化学农药协同增效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项目，是课题专项参加单位，是一喷三

省+四态防控绿色健康作物体系的创始人。

   潘灿平：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富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合作经济服务办公室富硒产业

处、广西功能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专家，民盟盟员，理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以来兼任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中心副主任，担任国农药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食品法

典农药残留专家、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农药残留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农药残留与环境安全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富硒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农产品质量安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扶贫协会博士

后扶贫工程中心专家等职。



 二、核心团队成员  ：

       

   李贵义：广西功能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全国合经委富硒产业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东北农业大学“就业创业导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创新创业导师”，绥化学院客座教授。

    

马志国：广西功能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集琦生化有限公司任技术副总经理兼任西南大区销售经理，主持产品研

发、包装设计、质检管理、生产配方下达等工作。共完成新产品开发16个，并通过了“农药新产品开发、生产技术”

项目鉴定。

   

李佳奇：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合作经济服务办公室富硒产业处、广西功能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专家，中国

农业大学理学院副教授。2012年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理学博士，2013年起任职于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主持

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四川省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发表SCI论

文4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纳米材料与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研发。



    

      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十四五”规划强调增强农

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发展富硒农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扎实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建设”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国家提出了至2020年实现农药零增长的重大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在保证防效、农药减量使用的前提下，提高

利用率就成为实现农药减量的最重要抓手。而大量引入农药、化肥等化学品，在保证农产品产量的同时，农产品

安全性和质量急剧下降。为提升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品安全，国家与农业部相继发布文件，重点提出农用化学

品减量增效，农产品提质增效意见。因此研发绿色防治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将绿色、生态的种植技术进一

步研发和集成，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农用化学品投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推进农业生态持续发展，是

中国农业生产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型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科研团队研发的特定尺度的生物纳米硒，解决了产品稳定性和生物有效性关键技术，集成了害虫趋避与物理性诱

的茶园应用，可有效阻控农药等有机风险物和镉等重金属污染，并能显著提升茶叶品质。通过田间示范表明，该项

技术可显著提高植株的光合作用和根系生长，提高茶树等作物的抗逆性，并诱导抗病虫害；茶多酚、氨基酸等成分

得到大幅度提升（提升50-80%以上）；茶叶产品的风味香气、耐泡性、抗氧化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已在全国30多

个茶叶主产基地20多万亩开展了示范应用。该项技术在其他蔬菜、水果、中药材等作物上开展了验证，具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可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示范结果表明，使用纳米硒（真希）后，苹果、梨树、李子等果

树小叶病得到显著改善，显著提高叶片叶绿素合成，提高光合作用20-50% 以上。使用纳米硒可显著促进作物增产，

提高作物的品质和风味（如谷物糯性、水果甜度和口感）、延长蔬菜水果保鲜期和货架期。



  

    纳米硒植物健康激活剂具有调节植物生长，提高植物抗逆性，诱导抗病，改变

昆虫适口性等功能。通过使用纳米硒（真希），提高植物抗逆性，诱导抗病，改

变昆虫适口性可减少农药用量，从而提高农产品安全性；活化土壤，维持土壤微

生态平衡可减少化肥用量，提高农产品口感、品质；保障植物健康生长，改善农

产品生理生化性能，提高营养价值，延长农产品储运保鲜期。



  

     1.使植物产生诱导抗病性、使得植物茉莉酸等通路得到调控而合成更多抗氧化

成分和趋避虫害的萜烯类等物质。减少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可与多种绿色防控技

术结合，从而减少农药、化肥用量。

  2.纳米硒等作为植物健康激活剂提高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活力，提高植株的

光合作用和根系生长，提高作物的抗逆性，减少作物对农药的抵御反应，提供农

产品品质，提升产量。



     

  本项目通过300多个核心基地50多万亩示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

过本项目实施，有助于实现茶园、蔬菜、水果、粮食等作物绿色发展，形成全程绿色

生产过程，完成从源头开始的立体阻断和防控体系。将有效降低有害化学品在农田中

的使用并减少生产成本。可有效降低农产品上有机和无机污染物残留水平，显著提升

农产品品质。针对茶叶中污染物迁移规律、代谢机制不明的技术难题，本项目通过研

制阻控技术与产品，实现茶叶绿色防控，提升茶叶品质与安全，并进行集成应用示范，

具有重大的推广应用价值，有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项目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件，获得2件，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研发的生物纳米

硒产品具有植物健康激活作用是重大颠覆性创新发现，课题组在该领域首次阐明了其

生理生化、分子代谢、内源激素调控和基因表达方面的机制。

  



     

   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成规模，以及拓展销售团队并推广该项技术与产品， 在农

产品提质增效与高质量发展方向发展，在未来3年内需求资金2000万。其中公司计划

投入500-1000万，拟从银行贷款或引入投资1000-1500万元。厂区占地25000平米，其

中生产车间2500平米，仓库4500平米，综合办公楼2100平米，科研室700平米，评估

价值3500万元。由桂林海朴植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

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真希选用组合微生物菌种高效转化无机硒为红色活性纳米硒,培育的菌种安全有效，孵育过程中可耐

受高浓度无机盐。红色纳米硒生理活性强，抗氧化性和可吸收利用性强，形态均匀、规则，耐高温和各

种酸碱环境，不易转化成黑色或褐色的低效纳米硒。真希通过各种条件筛选，选育出复合生态菌群

（ 特定的芽孢杆菌和酵母菌、乳酸菌等），采用液体生物有机肥的生产工艺，以富含蛋白质的底物作

为主要原料，通过微生物的发酵，生产出富含多种活性生物酶、氨基酸、小肽、微量元素和有机质等营

养元素的产品。属于生物有机纳米硒。

     通过真希提高作物抗逆、抗病、抗虫性；减少传统农药的使用量，减少农药残留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通过调控作物的茉莉酸激素等小分子信号转导途径， 显著改变植物成分，合成更多黄酮类、萜烯类物

质；可激活抗氧化通路，提升作物抗胁迫能力。相较于无机硒的难吸收、利用率低、毒性大等缺点，纳

米硒属于生物有机硒，纳米级别，极易吸收、毒性低。使用纳米硒促进植物激素、初生代谢和次生代谢

产物的相互作用，协同改变植物成份进而提高植物抗氧化能力。



桂林集琦2017年与中国农大潘灿平教授团队签约推广纳米富硒技术



1.“真希”含硒代氨基酸并富含多种活性生物酶、氨基酸、小肽、微量元素和有机质等营养
元素，参与植物体中21 种酶的作用过程，是细胞激活剂，打开植物营养和能量吸收的总开关。

2.提高水杨酸含量，促进叶片产生脂氧合酶、绿原酸、脯氨酸、对羟基苯甲酸等，增强植物
免疫力，抗逆能力， 诱导抗病，改变害虫适口性，减少虫害。

3.提高茉莉酸含量，提高光合作用速率，叶片表面蜡质层增厚变绿，促进根系生长，增产
10%-25% 。

4.提高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含量，抗氧化能力增强，延长货架期和保鲜期，减少运输损耗。 

5.提高农产品糖类、蛋白质、氨基酸、总黄酮等有益物质的含量，降低重金属镉含量，口感
更好，风味更足。



专利技术及有机生产投入品证书：



      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与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联合完成的“纳米硒作物健康激活机制研究与应用示

范项目”，经过专家组的审查、讨论，一致认为该项科技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建议加大力度推广和应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国内首批工业化生产阿维菌素原药和系列生物农药制剂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桂林集琦生化始终响应国家农药化肥零增长政策，在全国大力推广“省药、省工、省水”的

一喷三省+作物绿色植物植保解决方案。

      此次通过国家科技成果评定的“纳米硒作物健康激活机制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项目，是桂林集琦生

化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专家课题组共同研发的高科技生物产品，富含多种活性生物酶、氨基酸、小肽、微

量元素和有机质等营养元素，具有提质、增效、增产、增收，抗氧化强、耐储存、货架期长等特点。

     中国农大研发团队联合桂林集琦生化在充分研究真希产品特点基础上，进行大量田间试验，制定出适

用于促进茶叶、蔬菜、水果健康生长的全套作物管理方案。





      利用中国农业大学潘灿平教授团队的生物纳米硒重大课题专项技术，采用

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提出的富硒提质增效方案“真希（生物纳米有机硒）+

琦宝+一喷三省助剂”试验于各作物上效果明显。



                                                              粮食类
►  水稻

►  分蘖期前期叶面喷施真希（100倍）+琦宝（3000倍）+倍倍加（3000倍）

►  孕穗期前叶面喷施真希（200倍）+琦宝（3000倍）+倍倍加（3000倍）

►  灌浆期叶面喷施真希（100倍）+倍倍加（3000倍）

    水稻分蘖数增加，茎杆粗，籽粒饱满，根系发达，降低水稻对重金属镉的吸收，减少大米中镉含量。

整精米率提高 5%，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量减少20%，米品质提升，大米中直链淀粉、蛋白质、硒的含

量均高于对照组。口感好，香味足。一季用2次真希，每次300ml总共用600ml，成本120元，按照1200斤

/亩增加0.10元/斤成本，水稻增产20%，投入产出比为 1：6.5，每亩增产增收 780元。大米硒含量检测

0.032~0.04（mg/kg）达到国家富硒标准。



                                                             
 ►  玉米

      通过使用真希富硒方案，玉米叶片浓绿，生长旺盛健壮，玉米分蘖数增加，茎杆粗，籽粒饱满，根
系发达。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量减少20%，玉米中蛋白质、硒的含量均高于对照组。玉米品质提升，
口感好，香味足，增产增收。玉米硒含量检测达到富硒标准。



                                                             
 ►  小麦

      一季小麦使用真希3次，降低小麦白粉病、赤霉病等虫害发生率，减少30%农药使用，植株高度较高，
分蘖多，整颗植株较大，杆粗壮，麦穗长且穗粒饱满，千粒重明显增加，麦粒数多，每亩增产约15%。
麦穗没有穗霉杂菌，落黄后金黄闪亮。小麦粉香气浓郁，口感更好。硒含量检测0.158mg/kg ,达到富硒
标准。



                                                             
                                                        茶叶

        茶叶上使用“真希+一喷三省”技术处理，可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提高茉莉酸含量，提高光合作用
速率使叶片明显变绿变厚，出芽率提高，芽头粗壮，增加高等级茶叶。提高茶多酚、蛋白质、总黄酮、
氨基酸等有益物质的含量，提高茶叶风味降低重金属含量，从而使茶叶更香、更耐泡、茶汤更清亮、抗
氧化能力增强，大大提升茶叶的品质。



                                                             
                                                    蔬菜类
 ►  叶菜类（菜心）

      使用生物纳米有机硒（真希）后的菜心，改善生长过程中病虫害发生，减少用药量和用药次数，菜
心颜色更加翠绿鲜亮，茎秆粗壮、挺拔、顺直，叶片也更加肥厚，口感也格外的爽滑脆嫩，纤维少，菜
茎质地较软无渣，青翠多汁，爽脆，甜度高，卖相好，长度都很均匀。硒含量检测0.086（mg/kg）



►  蔬果类（番茄）

    真希150ml+琦宝10ml+倍倍加10ml兑水18L，番茄头门果鹌鹑蛋大小的时候叶面喷施第一次，以后每隔
7到10天叶喷一次，共计喷施五次。抗病能力增强，光合作用增强，长势变化差异明显，对照区叶片发
黄；其次，抗低温能力增强。叶片挺拔厚实、果实生长均匀，转色早、果亮、产量高、耐储、改善口感，
延长货架期。口感改善，汁水多，清爽甘甜；甜度提升，真希番茄糖度9.5，对照5.8；产量提升20%；



          ►  蔬果类（茄子）

    在茄子生长过程中喷施“真希+琦宝+倍倍加”，茄子的

生长势很强，植株更为繁茂，病虫害减少，减少农药使用

30%，侧枝多，叶片长得很快，开花多、结果率高，产量

增加。嫩茄子颜色较黑，皮薄肉松，重量小，籽嫩味甜，

肉籽不易分离，花萼下部有一片绿白色的皮，口感好。每

季使用3次富硒方案，每次300ml,增加成本180元，未喷施

真希前亩产7000斤，施用富硒方案后，亩产8260斤，增产

18%，亩增产1260斤，按茄子市场售价2.5元/斤计算，投

入产出比为1:17.5，亩增收2970元。



    



    



•  叶菜类：移栽后一周叶喷300倍，每周喷一次。

• 茄果类：苗期喷300倍液一次，结果期根据采摘频率，

 每隔10天一次。可以和其它杀虫杀菌药一起用，安全无残留。

瓜果类上用纳米硒喷施，叶子会变厚，光合作用加强，大大的提高作物的抗病能力，产量会提高

20%以上，品质会更好，还原瓜果原有的味道。自然保鲜能力加强，卖相更好。



                                                             
                                                蔬菜类作物综合效益分析



                                                             
                                               水果类
 ►  葡萄

     葡萄分别在幼果期、膨果期、成熟期各用一次“真希+琦宝+倍倍加”富硒技术，植物诱导抗病性、抗虫
性；促进根系发达、枝条多，叶面光合作用增加，萄叶片厚、发绿，叶脉清晰，长势更旺，减少农药使
用20%；结果多，果粒大小均匀，无斑点或霉点，成色好，糖度增加2个度，硬度增加，延长货架期，
对比未使用真希技术的葡萄，货架期可延长一周左右；亩增产达20%。



                                                  

在全市大力开展“百千万”工程，通过“1+3”实现富民。通过示范区建设，强力辐射全市域，示范带动全市富

硒产业发展，着力打造全域性、全产业、区域特色显著的富硒产业。

                                  



携手共赢

为耕者谋利 为食者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