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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秸秆还田现状及综合利用建议

唐岭峰
(周口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 河南 周口 466000)

摘要:在对周口市农作物秸秆生产 、利用及还田利用效果调查的基础上 ,分析了当前秸秆还田存在

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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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作物秸秆是农作物除籽实以外的副产品 ,其

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木质素 ,另外含有丰富的有机

碳和氮磷钾及其他营养元素 。除少量用作工业原

料 、燃料外 ,主要用作有机肥料 ,对改土培肥 、提升农

田质量 、增强土地可持续生产能力具有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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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摸清周口市农作物秸秆还田现状 ,进行了

专项调查 ,并提出综合利用建议。

1　周口市农作物秸秆生产和利用情况

周口市是农业大市 ,耕地面积 82.6 万 hm
2
,常

年农作物种植面积 166.7万 hm2 左右 。全市每年

可生产各类农作物秸秆总量 1000多万 t ,其中小麦

秸秆 500万 t ,玉米秸秆 300万 t ,豆类秸秆 50万 t ,

棉花秸秆 110 万 t , 芝麻秸秆 11 万 t , 花生秸秆

30万 t ,甘薯秸秆 21万 t ,其他农作物秸秆 13 万 t。

根据 2009年 6月和 9月周口市农业局对各县市区

进行的调查数据 ,目前全市农业利用的秸秆约占总

量的 73%,工业利用约占总量的 5%左右 ,每年仍有

22%的各种农作物秸秆被焚烧或废弃 ,秸秆还田与

综合利用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秸秆农用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秸秆直接还田。以小麦 、玉米秸秆

为主 ,约占全市农作物秸秆利用总量的 30%。其中

利用玉米秸秆还田机将玉米秸秆粉碎后直接还田的

面积有 6.7万 hm2 ,小麦机收后秸秆直接还田面积

20万 hm
2
。秸秆直接还田既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

量 ,还能有效阻止杂草滋生 ,促进作物生长。二是沤

制堆肥。秸秆堆沤是周口市一种传统的积肥方式 ,

约占全市农作物秸秆总量的 12%。三是用于生活

燃料 ,约占全市农作物秸秆总量的 14%。四是用作

饲料经动物过腹还田。秸秆经过青贮 、氨化 、微贮处

理 ,饲喂畜禽 ,约占全市农作物秸秆总量的 17%。

2　秸秆还田利用效果

2.1　秸秆还田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麦秸均匀撒在小麦 、玉米等作物行间 ,一部分有

机物经微生物分解 ,被作物吸收利用 ,另一部分残留

在田间 ,增加了土壤养分含量 ,提高了土壤肥力 。周

口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2008-2009 年在项城市丁集

镇的试验结果表明 ,每公顷还田秸秆 7 500kg , 4 a后

土壤有机质增加 1.16 g/kg ,全氮增加 0.13 k/kg ,速

效磷增加1.32mg/kg ,速效钾增加 32.4mg/kg 。如

果每公顷小麦 、玉米均以 7500 kg 计算 ,可年产秸秆

15 000kg , 若全部还田 , 相当于每公顷施尿素

315kg 、12%的过磷酸钙225kg 、60%氯化钾216kg 。

2.2　秸秆还田对盐碱地的改良作用

周口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2009 年的试验结果表

明 ,在盐碱地上每公顷覆盖 3 750 kg 秸秆 ,土壤 pH

值及盐基离子均明显下降 ,全盐量降低 0.075%,可

有效改良盐碱化土壤。

2.3　秸秆还田对土壤微生物群体的影响

据周口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2006-2007年在项

城市丁集镇的试验结果 ,覆盖秸秆地块比不覆盖秸

秆地块有益细菌 、真菌 、放线菌总数均增加 1倍 ,蚯

蚓数量达 40 条/m2 左右 ,多者可达 100 条/m2 ,明

显改善了土壤的生物群体。

2.4　秸秆还田对地温的调节作用

据 2007年周口市土壤肥料工作站的试验结果 ,

麦田每公顷土壤覆盖玉米秸秆 1 500kg , 1月份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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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cm 土层地温可升高 0.2℃, 5 月份 0 ～

5cm 土层地温可下降 0.14℃, 6 月份地温下降

0.15℃。秸秆还田可有效调节地温 。

2.5　秸秆还田对杂草的抑制作用

据周口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2008-2009 年的试

验结果 ,秸秆覆盖玉米行间 ,每公顷每增加 100 kg

秸秆量 ,当季杂草减少 7%。

2.6　秸秆还田对小麦 、玉米产量的影响

周口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2008-2009年的试验结

果表明 ,每公顷覆盖秸秆 3750 ～ 7 500kg ,可使小麦增

产525 ～ 1 125kg/hm2 ,增产率可达 9%～ 18%;玉米

增产 600 ～ 1125kg/hm2 ,增产率可达 10%～ 18%。

3　周口市秸秆还田存在的问题

一是秸秆还田面积小 、数量少。目前仅依靠小

麦高留茬和少数玉米秸秆机械还田 ,面积和还田量

都受到限制 ,影响了土壤有机质提升和土壤结构改

善。二是秸秆还田质量低 。目前秸秆还田质量较

低 ,还田效果不好 ,有时反而对当季作物造成危害和

损失 。三是秸秆还田手段落后。机械化程度低 ,高

标准还田机械少 ,是形成秸秆还田面积小 、质量低的

主要原因 。四是人们对秸秆还田认识不足。对秸秆

还田的好处还缺乏认识 ,怕麻烦 。秸秆随意堆放田

头 、路边 、沟渠 ,甚至焚烧 ,既占用土地 ,影响农田排

水 、灌溉 ,又污染环境 ,甚至可能造成火灾[ 1 , 5] 。

4　对秸秆还田的几点建议

1)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 ,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的支持力度 。各级政府要把搞好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成立或指定专门机构 ,负责组织

协调 ,切实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注意调查研究 ,

正确宣传引导 ,因地制宜 ,加大推广投入力度 ,安排

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建立示范基地 ,并对正常的推广

项目 ,给予适度补贴 ,用于技术和设备的引进 。对秸

秆综合利用工作 ,政府应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加以扶

持 ,协助金融部门安排农业政策性贷款 。

2)加强科研工作 ,搞好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开

发与研究 ,并重点解决好秸秆转化中的技术问题 。

目前可推广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中有的技术还远不

成熟 ,有的还需进一步研发和改进[ 6 , 7] 。秸秆的转

化利用技术除要求经过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外 ,还需要经过大量的试验改进 ,特别是生产性试验

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科技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应进

行立项 ,集中必要的资金 ,加大科研投入 ,精心组织

较强的科技力量进一步深入研究秸秆综合利用技

术 ,并针对秸秆综合利用推广中发现的技术问题进

行技术攻关 ,缩短技术熟化时间 。

3)搞好示范与推广。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地

进行技术引进 、试验示范 、示范推广。建立科研单

位 、科技人员与项目应用村和乡镇的联系渠道 ,通过

现场会 、明白纸 、音像资料等多种形式搞好示范和宣

传 。在有条件的地区 ,搞好示范基地建设 ,以点带

面 ,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4)禁止焚烧秸秆 , 建立完善的约束和激励机

制 。严格执行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法》等有关法规 ,并围绕秸秆还田制定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 ,对焚烧秸秆 、掠夺式经

营土地的行为给予法律约束 ,对增加有机肥投入 ,进

行秸秆还田或有效利用的农民要给予一定的政策鼓

励或奖励。

5)把秸秆还田列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在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要把秸秆还田作为重点措

施 ,列入长远规划 ,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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