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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环境保护和

资源利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农业废弃物的综

合利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而水稻秸秆的综合利用成为当

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水稻秸秆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业废弃

物，过去长期以来，大部分被焚烧或者直接倒掉，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因此，水稻秸秆的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当前

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文中针对水稻秸秆资源利用的问题，以

辽宁省丹东市为例， 对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研究

进行探讨。 首先分析水稻秸秆的特点以及传统处理方式存在的

问题，即简单堆放、焚烧等方式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并浪费了宝

贵的资源；然后，探讨水稻秸秆还田技术的原理和优势，包括提

高土地肥力、减轻农业生产成本等方面。 同时，介绍了辽宁丹东

市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情况， 以及推广中存在的

问题和解决措施。

辽宁省丹东市作为我国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 每年水稻产

量巨大，但对秸秆的利用率较低。探究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

术在丹东市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发展前景。水稻

秸秆还田可以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有助于提高作物产

量和品质，同时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促进资源的循环

利用，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 此外，推广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

技术，可以减少秸秆的焚烧和倾倒，有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

续发展。因此，探究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在丹东市的推广

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发展前景。本研究旨在探究水稻秸

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在丹东市的推广应用，具体包括技术路径、

成本收益等方面， 以期为丹东市农业生产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撑

和决策依据。 通过深入研究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

应用情况，为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和农

业结构调整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研究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的背景和意义

1

、研究背景

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其产生的秸秆也是一种

重要的农业废弃物。 然而，过去长期以来，水稻秸秆大部分被焚

烧或者直接倒掉，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而随着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家对环境保护和

资源利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秸秆综合利用成为当前和未来的

发展方向。辽宁丹东市作为我国的粮食生产基地，每年水稻产量

巨大，但对秸秆的利用率较低。 因此，探究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

用技术在丹东市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发展前景。

2

、研究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究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在丹东市的推

广应用，具体包括技术路径、成本收益等方面，以期为丹东市农

业生产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具体意义体现：

①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水稻秸秆还田可以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有助于提

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在丹东市这样的粮食生产基地，水稻秸秆还

田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

发展。

②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水稻秸秆还田可以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促进资

源的循环利用，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在丹东市这样的粮食生产

基地，推广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可以减少秸秆的焚烧和

倾倒，有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③

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水稻秸秆还田可以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从传统的“耕地-农

作物-秸秆-废弃物”模式向“耕地-农作物-秸秆还田-肥料-产

物”模式转变，有助于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通过推广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可以促进土地的充分

利用， 提高土地的综合效益， 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升

级。

④

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可以促进农村经

济的发展。在丹东市这样的粮食生产基地，农民对水稻秸秆的处

理成本较高，而通过秸秆还田可以实现资源的利用和节约成本，

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秸秆还田的推广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如农机具生产和销售、秸秆加工利用等，有助于推进农村经

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水稻秸秆还田技术现状分析

1

、水稻秸秆的特性与综合利用价值

水稻秸秆是水稻生长期间剩余的植物茎秆和叶片等部位，

在全球范围内产量巨大。 水稻秸秆具有质地疏松、富含有机质、

含有大量氮、磷、钾等多种营养元素的特点，是一种优良的有机

肥料。同时，水稻秸秆还具有纤维质丰富、可降解、易于利用等特

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推广研究
李霄晗

96- -



科科学学试试验验KKeexxuueesshhiiyyaann

点，是一种理想的能源材料和工业原料。 因此，水稻秸秆综合利

用具有广泛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 而水稻秸秆的综合利用主要

包括：作为有机肥料还田、作为能源材料利用、作为工业原料利

用等。其中，水稻秸秆还田技术是水稻生产中最为普遍的利用方

式之一。 将水稻秸秆还田可以改善土壤肥力、保持土壤湿度、改

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从而提高土壤的肥力和耕作

性能。水稻秸秆还田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同时减少化肥的

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水稻秸秆还田技术现状

水稻秸秆还田技术在我国已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策层面上，国家对水稻秸秆还田提供

了相关的政策支持和经济补贴，如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政策等，

这些政策措施为水稻秸秆还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经济支

持；技术方面，水稻秸秆还田技术已得到了较为系统和全面地研

究和推广， 国内外研究者已经探究出了一系列适合不同地域和

作物类型的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路径，包括还田前的处理，还田方

式和时间等方面；实践方面，水稻秸秆还田技术已经得到广泛的

应用和推广， 在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水稻秸秆

还田机制和管理模式， 如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秸秆收储中

心，提高了秸秆收储能力和效率。 但是，水稻秸秆还田技术在实

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水稻

秸秆还田技术操作流程复杂，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一些农民在还田过程中可能存在操作不当， 还田时间选择不当

等问题，影响了还田效果；水稻秸秆还田的经济效益与成本之间

存在较大的差距。 一方面，水稻秸秆还田可以减少化肥使用，但

需要进行秸秆收储和处理，增加了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对

于有机肥料的需求量不确定，市场需求也不稳定，导致一些农民

对于还田技术的接受度不高； 水稻秸秆还田技术在实践中可能

会导致一些环境问题，如土壤酸化、氮素淋失等。 这些问题需要

在还田过程中注意防范和解决。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水稻

秸秆还田技术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增强他们对于还田技术的接受度和信心； 建立健全的水稻秸秆

收储和管理机制，提高秸秆收储能力和效率，降低收储成本，从

而提高还田的经济效益； 加强对水稻秸秆还田过程中环境问题

的监测和治理，采取科学的还田技术和措施，降低环境风险。 总

之，水稻秸秆还田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今后的实践中，需要继续加强对还田技术

的研究和推广，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从而更好地发挥水稻秸

秆的综合利用效益。

三、丹东地区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现状调查

1

、调查方法和过程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丹东地区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的现

状，并探讨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走

访相结合的方式， 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丹东地区的水稻种植大户

和相关的农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等。调查范围覆盖了丹东

地区的主要水稻种植区域，共计收集了

150

份有效问卷。调查内

容主要包括：水稻种植情况、水稻秸秆还田情况、水稻秸秆的综

合利用情况、政策支持等方面。同时，在实地走访过程中，与当地

的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进行了深入交流， 了解他们对水稻秸秆

还田技术的认识和使用情况。

2

、调查结果分析

①

水稻种植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 丹东地区主要水稻种植品种为早籼稻和晚

籼稻，其中早籼稻的种植面积占比略高于晚籼稻。 调查还显示，

近年来丹东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有所下降， 但水稻单产不断提

高，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和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进。

②

水稻秸秆还田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丹东地区水稻秸秆还田率普遍较低，仅有不

到

40%

的农户将水稻秸秆还田。其中，早籼稻的秸秆还田率略高

于晚籼稻。 调查还发现，一些农民存在将秸秆露天焚烧、直接压

实埋地等不合理的处理方式，这既浪费了资源，又对环境造成了

污染。

③

水稻秸秆的综合利用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丹东地区水稻秸秆的综合利用程度较低，仅

有不到

20%

的农户将水稻秸秆用作饲料、生物质能源等方面。大

多数农户将秸秆直接丢弃或者采用不合理的处理方式， 如露天

焚烧、直接压实埋地等。 此外，部分农民将秸秆用作建筑材料或

者堆肥，但使用范围较为有限。

④

政策支持

调查结果显示， 丹东地区政府对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

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农民缺乏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和认知。

同时，一些农民认为将秸秆还田会增加耕作难度和劳动强度，因

此对此持消极态度。

3

、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本次调查发现以下问题：水稻秸秆还田

率较低，部分农民存在不合理的处理方式，浪费了资源并对环境

造成了污染；水稻秸秆的综合利用程度较低，大多数农户没有利

用秸秆进行饲料、生物质能源等方面的综合利用，造成了资源浪

费；政府对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农民缺乏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和认知，一些农民对此持消极态度。

为解决以上问题，提高水稻秸秆的综合利用效益，我们提出以下

改进措施：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

的认知和意识，推广科学、环保、经济的秸秆处理方式，如还田、

饲料、生物质能源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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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应的补贴和奖励，鼓励农民将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推

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技术支持，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

服务，解决农民在秸秆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高处理

效率和处理质量；引导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等

组织，通过集约化管理和利益共享，提高水稻秸秆的综合利用效

益。针对丹东地区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的现状，我们提出了相

应的改进措施。 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加大政策支持、加强技术支

持以及引导农民加入组织等措施的实施， 可以有效提高水稻秸

秆的利用效益， 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 同时，还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处罚和纠正，推动规范化秸秆处理。 此外，还需要在政策制

定和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提高政策的

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使政策得到更好地贯彻和执行。

四、水稻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技术推广策略

1

、技术推广策略制定

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是一项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需要制定有效的技术推广策略，以提

高水稻秸秆的还田率和综合利用效益。 具体的技术推广策略如

下：

①

加强宣传教育

针对农民缺乏对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的了解和认知的

问题，可以通过举办农民培训班、制作宣传材料、举办科普讲座

等方式， 向农民普及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的相关知识和技

术，引导农民树立科学、环保、经济的秸秆处理观念。

②

提供政策支持

针对政府对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

不够的问题，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相应的补贴和奖励，

鼓励农民将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政府可以加大财政投入，

建立奖惩机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激励。

③

加强技术支持

针对农民在秸秆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可以提供

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 解决技术难题， 提高处理效率和处理质

量。 政府可以组织技术人员和专家，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引导

农民掌握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的技术方法。

④

引导农民组织合作社

针对农民“单打独斗”的问题，可以引导农民加入农业合作

社、农机专业合作社等组织，通过集约化管理和利益共享，提高

水稻秸秆的综合利用效益。 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合作社和农机

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提供相关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鼓励农民

组织合作社，实现规模化经营和资源共享。

2

、推广效果评估与改进

为了及时掌握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技术推广的效果，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需要对推广效果进行评估和改进。具体措

施如下：

①

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 对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的

各个环节进行评估。 评估指标包括还田率、秸秆回收率、秸秆综

合利用率、农民收益等方面，通过对各项指标的评估，及时发现

和解决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②

定期开展调研和评估

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对推广效果进行调研和评估， 了解农民

的实际情况和反馈意见，及时解决问题，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

同的解决方案。 同时，还可以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户的推广

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

③

改进技术和策略

根据调研和评估结果，及时改进推广策略和技术，进一步提

高水稻秸秆的还田率和综合利用效益。 政府可以制定更具针对

性的政策，提供更多的补贴和奖励，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同时，也

可以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促进技术

创新和进步。

④

加强宣传和教育

针对推广过程中存在的宣传和教育不足的问题， 可以加强

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认知和参与度。政府可以采取多种

形式，如开展科普讲座、举办农民座谈会、发放宣传资料等，向农

民普及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的相关知识和技术， 促进农民

的积极参与。

综上所述， 水稻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是一项既环保又经济

的重要工作。 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引导农

民组织合作社等策略， 可以提高水稻秸秆的还田率和综合利用

效益。 同时，推广效果评估和改进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不断完善推广策略，进一步提高水稻秸秆还田和

综合利用的效果和质量。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水稻秸秆的

还田率和综合利用效益会不断提高，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118000 辽宁省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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