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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

酵的生防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具体涉及生物制剂

技术中所使用的主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复合益生菌5-10份、固态培养基料50-60份、尿素

2-3份、磷酸二氢钾1.5-3份、硫酸镁0.1-1份、硫

酸锰0.3-0.8份、碳酸氢铵0.2-0.4份、食用葡萄

糖0.5-1份、乳糖2-6份、白砂糖1-2份、柠檬酸1-2

份和水苏糖1-2份领域。本发明通过利用农业活

动产生的废物先培养和筛选出复合益生菌体，生

防制剂制备原料中包含食用葡萄糖、乳糖、白砂

糖、柠檬酸和水苏糖，提高复合益生菌活性，有效

促进土壤微生物菌群结构健康生长，培养基料可

以回收制成有机肥料，绿色环保，提高农业活动

利用率，产品工艺简易高效，适用于规模生产和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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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其特征在于：其中所使用的主料包括以

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复合益生菌5-10份、固态培养基料50-60份、尿素2-3份、磷酸二氢钾

1.5-3份、硫酸镁0.1-1份、硫酸锰0.3-0.8份、碳酸氢铵0.2-0.4份、食用葡萄糖0.5-1份、乳

糖2-6份、白砂糖1-2份、柠檬酸1-2份和水苏糖1-2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态培养基料由植物秸秆、锯木屑和草木灰混合匹配制成，所述植物秸秆是指水稻、小麦、

高粱或玉米的秸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

复合益生菌由嗜酸乳杆菌15-30％、乳双歧杆菌20-25％、长双歧杆菌10-15％和嗜热链球菌

30-55％混合配比制成。

4.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步骤一：对固态培养基料进行破碎处理，加入自来水利用搅拌机进行搅拌均匀，制成生

物菌群培养基料，使含水量达到40-60％，升温至121℃下灭菌20-30min，降至室温备用；

步骤二：称取相应的份数的复合益生菌进行与步骤一中的生物菌群培养基料搅拌混

合，制成培养料，再用质量浓度为9％的盐酸溶液调节pH至6，装桶后进行自然培育发酵；

步骤三：对步骤二中桶装发酵培养的培养料进行固液分离，固体基料与草炭土和磷肥

均匀搅拌混合，干燥处理后利用造粒机制成有机肥肥料；

步骤四：步骤三中分离到的液体菌液进行提纯过滤，存入无菌容器中备用；

步骤五：称取相应份数的尿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硫酸锰、碳酸氢铵、食用葡萄糖、乳

糖、白砂糖、柠檬酸、水苏糖与步骤三中提纯的菌液进行均匀搅拌混合制得生防制剂液，后

续装瓶得到生防制剂成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二中装桶后的培养料在发酵过程中每3-5天翻堆一次。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二中利用塑料薄膜进行封闭，密闭静置发酵14-16天，抽样检测菌体生长情

况并且测定pH值、检测活菌总浓度，在活菌总浓度超过10/ML并且pH值在3.0便停止发酵。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三中将分离的固体基料在离心力4000×g下离心30分钟后在40℃热风干燥

10小时，使含水量降低到25％以下。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五中采用超声振荡仪进行搅拌混合，超声分散混合搅拌20-30min，超声频率

为25-35kHz，超声功率为100-2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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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生物制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

生防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制剂在医药行业具体指“免疫生物制剂”，是指用微生物(细菌、立克次体、病

毒等)及其代谢产物有效抗原成分、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等加工而成作为预

防、治疗、诊断相应传染病或其他有关疾病的生物制品，土壤微生物区系的失衡是导致土壤

常年连作障碍的主要因素。植物连作使得土壤理化性质发生改变，还有受到同一类植株根

系分泌物的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发生选择性富集，使得土壤微生物数量发生明显改变，进

而导致土壤微生物群系的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设施蔬菜连作年限的逐年增加，土壤

微生物中的细菌、放线菌和有益真菌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病原真菌数量逐年增加，使得

作物病害的发生加重。采用生物学的方法防治蔬菜作物病害始于20世纪80年代，利用遗传

育种和基因工程相结合的技术培育新的抗病作物品种，是一项克服蔬菜类连作障碍的有效

方法。

[0003] 现有技术存在以下不足：现有的生防制剂生产方式，得到的复合益生菌群数量较

低，不方便大规模的复合益生菌繁殖，影响模生产和推广应用，同时复合益生菌的活性较

低，影响复合益生菌在土壤中的健康生长，影响生防制剂的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为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及其制备方

法，通过利用农业活动产生的废物先培养和筛选出复合益生菌体，复合益生菌体培养简单，

生防制剂制备原料中包含食用葡萄糖、乳糖、白砂糖、柠檬酸和水苏糖，为复合益生菌提供

养分，提高复合益生菌活性，有效促进土壤微生物菌群结构健康生长，培养基料可以回收制

成有机肥料，绿色环保，提高农业活动利用率，产品工艺简易高效，适用于规模生产和推广

应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由于合益生菌群数量较低，不方便大规模的复合益生菌繁殖，影响

模生产和推广应用，同时复合益生菌的活性较低，影响复合益生菌在土壤中的健康生长导

致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

发酵的生防制剂：其中所使用的主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复合益生菌5-10份、固态培

养基料50-60份、尿素2-3份、磷酸二氢钾1.5-3份、硫酸镁0.1-1份、硫酸锰0.3-0.8份、碳酸

氢铵0.2-0.4份、食用葡萄糖0.5-1份、乳糖2-6份、白砂糖1-2份、柠檬酸1-2份和水苏糖1-2

份。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固态培养基料由植物秸秆、锯木屑和草木灰混合匹配制成，所述植

物秸秆是指水稻、小麦、高粱或玉米的秸秆。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益生菌由嗜酸乳杆菌15-30％、乳双歧杆菌20-25％、长双歧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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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10-15％和嗜热链球菌30-55％混合配比制成。

[0008]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

[0009]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10] 步骤一：对固态培养基料进行破碎处理，加入自来水利用搅拌机进行搅拌均匀，制

成生物菌群培养基料，使含水量达到40-60％，升温至121℃下灭菌20-30min，降至室温备

用；

[0011] 步骤二：称取相应的份数的复合益生菌进行与步骤一中的生物菌群培养基料搅拌

混合，制成培养料，再用质量浓度为9％的盐酸溶液调节pH至6，装桶后进行自然培育发酵；

[0012] 步骤三：对步骤二中桶装发酵培养的培养料进行固液分离，固体基料与草炭土和

磷肥均匀搅拌混合，干燥处理后利用造粒机制成有机肥肥料；

[0013] 步骤四：步骤三中分离到的液体菌液进行提纯过滤，存入无菌容器中备用；

[0014] 步骤五：称取相应份数的尿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硫酸锰、碳酸氢铵、食用葡萄

糖、乳糖、白砂糖、柠檬酸、水苏糖与步骤三中提纯的菌液进行均匀搅拌混合制得生防制剂

液，后续装瓶得到生防制剂成品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装桶后的培养料在发酵过程中每3-5天翻堆一次。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利用塑料薄膜进行封闭，密闭静置发酵14-16天，抽样检

测菌体生长情况并且测定pH值、检测活菌总浓度，在活菌总浓度超过10/ML并且pH值在3.0

便停止发酵。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三中将分离的固体基料在离心力4000×g下离心30分钟后在

40℃热风干燥10小时，使含水量降低到25％以下。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五中采用超声振荡仪进行搅拌混合，超声分散混合搅拌20-

30min，超声频率为25-35kHz，超声功率为100-200W。

[0019] 本发明实施例具有如下优点：

[0020] 本发明通过利用农业活动产生的废物先培养和筛选出嗜酸乳杆菌、乳双歧杆菌、

长双歧杆菌和嗜热链球菌组成的复合益生菌体，复合益生菌体培养简单，生防制剂制备原

料中包含食用葡萄糖、乳糖、白砂糖、柠檬酸和水苏糖，为复合益生菌提供养分，提高复合益

生菌活性，有效促进土壤微生物菌群结构健康生长，还可提高土壤酶活性，培养菌群的培养

基料可以回收制成有机肥料，绿色环保，提高农业活动利用率，产品工艺简易高效，适用于

规模生产和推广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

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其中所使用的主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复合益生菌5份、固态培养基料50份、尿素2份、磷酸二氢钾1.5份、硫酸镁0.1份、硫

酸锰0.3份、碳酸氢铵0.2份、食用葡萄糖0.5份、乳糖2份、白砂糖1份、柠檬酸1份和水苏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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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0024] 进一步的，所述固态培养基料由植物秸秆、锯木屑和草木灰混合匹配制成，所述植

物秸秆是指水稻、小麦、高粱或玉米的秸秆。

[0025]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益生菌由嗜酸乳杆菌15-30％、乳双歧杆菌20-25％、长双歧杆

菌10-15％和嗜热链球菌30-55％混合配比制成。

[0026]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

[0027]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28] 步骤一：对固态培养基料进行破碎处理，加入自来水利用搅拌机进行搅拌均匀，制

成生物菌群培养基料，使含水量达到40-60％，升温至121℃下灭菌20min，降至室温备用；

[0029] 步骤二：称取相应的份数的复合益生菌进行与步骤一中的生物菌群培养基料搅拌

混合，制成培养料，再用质量浓度为9％的盐酸溶液调节pH至6，装桶后进行自然培育发酵；

[0030] 步骤三：对步骤二中桶装发酵培养的培养料进行固液分离，固体基料与草炭土和

磷肥均匀搅拌混合，干燥处理后利用造粒机制成有机肥肥料；

[0031] 步骤四：步骤三中分离到的液体菌液进行提纯过滤，存入无菌容器中备用；

[0032] 步骤五：称取相应份数的尿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硫酸锰、碳酸氢铵、食用葡萄

糖、乳糖、白砂糖、柠檬酸、水苏糖与步骤三中提纯的菌液进行均匀搅拌混合制得生防制剂

液，后续装瓶得到生防制剂成品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装桶后的培养料在发酵过程中每3天翻堆一次。

[003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利用塑料薄膜进行封闭，密闭静置发酵14天，抽样检测菌

体生长情况并且测定pH值、检测活菌总浓度，在活菌总浓度超过10/ML并且pH值在3.0便停

止发酵。

[003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三中将分离的固体基料在离心力4000×g下离心30分钟后在

40℃热风干燥10小时，使含水量降低到25％以下。

[003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五中采用超声振荡仪进行搅拌混合，超声分散混合搅拌

20min，超声频率为25-35kHz，超声功率为100-200W。

[0037] 实施例2：

[0038]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其中所使用的主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复合益生菌5份、固态培养基料50份、尿素2份、磷酸二氢钾1.5份、硫酸镁0.1份、硫

酸锰0.3份、碳酸氢铵0.2份、食用葡萄糖0.5份、乳糖2份、白砂糖1份、柠檬酸1份和水苏糖1

份。

[0039] 进一步的，所述固态培养基料由植物秸秆、锯木屑和草木灰混合匹配制成，所述植

物秸秆是指水稻、小麦、高粱或玉米的秸秆。

[0040]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益生菌由嗜酸乳杆菌15-30％、乳双歧杆菌20-25％、长双歧杆

菌10-15％和嗜热链球菌30-55％混合配比制成。

[0041]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

[0042]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43] 步骤一：对固态培养基料进行破碎处理，加入自来水利用搅拌机进行搅拌均匀，制

成生物菌群培养基料，使含水量达到40-60％，升温至121℃下灭菌30min，降至室温备用；

[0044] 步骤二：称取相应的份数的复合益生菌进行与步骤一中的生物菌群培养基料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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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制成培养料，再用质量浓度为9％的盐酸溶液调节pH至6，装桶后进行自然培育发酵；

[0045] 步骤三：对步骤二中桶装发酵培养的培养料进行固液分离，固体基料与草炭土和

磷肥均匀搅拌混合，干燥处理后利用造粒机制成有机肥肥料；

[0046] 步骤四：步骤三中分离到的液体菌液进行提纯过滤，存入无菌容器中备用；

[0047] 步骤五：称取相应份数的尿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硫酸锰、碳酸氢铵、食用葡萄

糖、乳糖、白砂糖、柠檬酸、水苏糖与步骤三中提纯的菌液进行均匀搅拌混合制得生防制剂

液，后续装瓶得到生防制剂成品

[004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装桶后的培养料在发酵过程中每5天翻堆一次。

[004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利用塑料薄膜进行封闭，密闭静置发酵16天，抽样检测菌

体生长情况并且测定pH值、检测活菌总浓度，在活菌总浓度超过10/ML并且pH值在3.0便停

止发酵。

[005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三中将分离的固体基料在离心力4000×g下离心30分钟后在

40℃热风干燥10小时，使含水量降低到25％以下。

[0051]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五中采用超声振荡仪进行搅拌混合，超声分散混合搅拌

30min，超声频率为25-35kHz，超声功率为100-200W。

[0052] 实施例3：

[0053]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其中所使用的主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复合益生菌7份、固态培养基料55份、尿素2.5份、磷酸二氢钾2份、硫酸镁0.5份、硫

酸锰0.5份、碳酸氢铵0.3份、食用葡萄糖0.7份、乳糖4份、白砂糖1.5份、柠檬酸1.5份和水苏

糖1.5份。

[0054] 进一步的，所述固态培养基料由植物秸秆、锯木屑和草木灰混合匹配制成，所述植

物秸秆是指水稻、小麦、高粱或玉米的秸秆。

[0055]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益生菌由嗜酸乳杆菌15-30％、乳双歧杆菌20-25％、长双歧杆

菌10-15％和嗜热链球菌30-55％混合配比制成。

[0056]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

[0057]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58] 步骤一：对固态培养基料进行破碎处理，加入自来水利用搅拌机进行搅拌均匀，制

成生物菌群培养基料，使含水量达到40-60％，升温至121℃下灭菌25min，降至室温备用；

[0059] 步骤二：称取相应的份数的复合益生菌进行与步骤一中的生物菌群培养基料搅拌

混合，制成培养料，再用质量浓度为9％的盐酸溶液调节pH至6，装桶后进行自然培育发酵；

[0060] 步骤三：对步骤二中桶装发酵培养的培养料进行固液分离，固体基料与草炭土和

磷肥均匀搅拌混合，干燥处理后利用造粒机制成有机肥肥料；

[0061] 步骤四：步骤三中分离到的液体菌液进行提纯过滤，存入无菌容器中备用；

[0062] 步骤五：称取相应份数的尿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硫酸锰、碳酸氢铵、食用葡萄

糖、乳糖、白砂糖、柠檬酸、水苏糖与步骤三中提纯的菌液进行均匀搅拌混合制得生防制剂

液，后续装瓶得到生防制剂成品

[006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装桶后的培养料在发酵过程中每4天翻堆一次。

[006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利用塑料薄膜进行封闭，密闭静置发酵15天，抽样检测菌

体生长情况并且测定pH值、检测活菌总浓度，在活菌总浓度超过10/ML并且pH值在3.0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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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发酵。

[006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三中将分离的固体基料在离心力4000×g下离心30分钟后在

40℃热风干燥10小时，使含水量降低到25％以下。

[006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五中采用超声振荡仪进行搅拌混合，超声分散混合搅拌

25min，超声频率为25-35kHz，超声功率为100-200W。

[0067] 实施例4：

[0068]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其中所使用的主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复合益生菌10份、固态培养基料60份、尿素3份、磷酸二氢钾3份、硫酸镁1份、硫酸锰

0.8份、碳酸氢铵0.4份、食用葡萄糖1份、乳糖6份、白砂糖2份、柠檬酸2份和水苏糖2份。

[0069] 进一步的，所述固态培养基料由植物秸秆、锯木屑和草木灰混合匹配制成，所述植

物秸秆是指水稻、小麦、高粱或玉米的秸秆。

[0070]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益生菌由嗜酸乳杆菌15-30％、乳双歧杆菌20-25％、长双歧杆

菌10-15％和嗜热链球菌30-55％混合配比制成。

[0071]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

[0072]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73] 步骤一：对固态培养基料进行破碎处理，加入自来水利用搅拌机进行搅拌均匀，制

成生物菌群培养基料，使含水量达到40-60％，升温至121℃下灭菌20min，降至室温备用；

[0074] 步骤二：称取相应的份数的复合益生菌进行与步骤一中的生物菌群培养基料搅拌

混合，制成培养料，再用质量浓度为9％的盐酸溶液调节pH至6，装桶后进行自然培育发酵；

[0075] 步骤三：对步骤二中桶装发酵培养的培养料进行固液分离，固体基料与草炭土和

磷肥均匀搅拌混合，干燥处理后利用造粒机制成有机肥肥料；

[0076] 步骤四：步骤三中分离到的液体菌液进行提纯过滤，存入无菌容器中备用；

[0077] 步骤五：称取相应份数的尿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硫酸锰、碳酸氢铵、食用葡萄

糖、乳糖、白砂糖、柠檬酸、水苏糖与步骤三中提纯的菌液进行均匀搅拌混合制得生防制剂

液，后续装瓶得到生防制剂成品

[007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装桶后的培养料在发酵过程中每3天翻堆一次。

[007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利用塑料薄膜进行封闭，密闭静置发酵14天，抽样检测菌

体生长情况并且测定pH值、检测活菌总浓度，在活菌总浓度超过10/ML并且pH值在3.0便停

止发酵。

[008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三中将分离的固体基料在离心力4000×g下离心30分钟后在

40℃热风干燥10小时，使含水量降低到25％以下。

[0081]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五中采用超声振荡仪进行搅拌混合，超声分散混合搅拌

20min，超声频率为25-35kHz，超声功率为100-200W。

[0082] 实施例5：

[0083]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其中所使用的主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复合益生菌10份、固态培养基料60份、尿素3份、磷酸二氢钾3份、硫酸镁1份、硫酸锰

0.8份、碳酸氢铵0.4份、食用葡萄糖1份、乳糖6份、白砂糖2份、柠檬酸2份和水苏糖2份。

[0084] 进一步的，所述固态培养基料由植物秸秆、锯木屑和草木灰混合匹配制成，所述植

物秸秆是指水稻、小麦、高粱或玉米的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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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益生菌由嗜酸乳杆菌15-30％、乳双歧杆菌20-25％、长双歧杆

菌10-15％和嗜热链球菌30-55％混合配比制成。

[0086] 一种复合微生物菌群最优发酵的生防制剂制备方法：

[0087]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88] 步骤一：对固态培养基料进行破碎处理，加入自来水利用搅拌机进行搅拌均匀，制

成生物菌群培养基料，使含水量达到40-60％，升温至121℃下灭菌30min，降至室温备用；

[0089] 步骤二：称取相应的份数的复合益生菌进行与步骤一中的生物菌群培养基料搅拌

混合，制成培养料，再用质量浓度为9％的盐酸溶液调节pH至6，装桶后进行自然培育发酵；

[0090] 步骤三：对步骤二中桶装发酵培养的培养料进行固液分离，固体基料与草炭土和

磷肥均匀搅拌混合，干燥处理后利用造粒机制成有机肥肥料；

[0091] 步骤四：步骤三中分离到的液体菌液进行提纯过滤，存入无菌容器中备用；

[0092] 步骤五：称取相应份数的尿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硫酸锰、碳酸氢铵、食用葡萄

糖、乳糖、白砂糖、柠檬酸、水苏糖与步骤三中提纯的菌液进行均匀搅拌混合制得生防制剂

液，后续装瓶得到生防制剂成品

[009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装桶后的培养料在发酵过程中每5天翻堆一次。

[009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二中利用塑料薄膜进行封闭，密闭静置发酵16天，抽样检测菌

体生长情况并且测定pH值、检测活菌总浓度，在活菌总浓度超过10/ML并且pH值在3.0便停

止发酵。

[009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三中将分离的固体基料在离心力4000×g下离心30分钟后在

40℃热风干燥10小时，使含水量降低到25％以下。

[009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五中采用超声振荡仪进行搅拌混合，超声分散混合搅拌

30min，超声频率为25-35kHz，超声功率为100-200W。

[0097] 分别取上述实施例1-5所制得的生防制剂，选取同一块玉米实验田，选取实验田中

的180株相同长势的玉米，五个实施例和对比例分别分配30株进行喷洒实验，每五天喷洒依

次，使用1个月后，得到以下数据：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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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0100] 由上表可知，实施例3中原料配合比例适中，复合益生菌在土壤中能够得到健康的

生长，优化土壤，对农作物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提高农作物产量，减少有害菌对农作物的

危害，减少疾病的发生。

[0101]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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