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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2017年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程技术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委、农机局，合肥市畜牧水产局、阜阳市畜牧兽医局，委属有关单位：

 根据省民生办《2017年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程实施办法》（民生办〔2017〕1号），现将2017年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
程农业方面利用的相关技术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为秸秆综合利用提升民生工程提供技术支
撑。

 省农委农村能源办公室联系电话：0551－62666762，传真：0551－62671640。电子信箱：ahnnb@126.com。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

2017年3月28日

2017年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程技术方案

 一、秸秆机械化还田

 （一）总体要求

 秸秆机械化还田是将收获后的主要农作物秸秆全部粉碎并均匀抛撒在地表，再根据下茬作物种植的要求应用秸秆还
田机械进行埋茬，然后进行播种；或应用免耕播种机在未耕地上直接进行贴茬播种，秸秆覆盖地表。秸秆还田后通过
增施一定量氮肥促使秸秆腐解，避免秸秆腐解与作物争氮。实施旱田翻压秸秆还田的要配套实施适度镇压措施，实施
水田秸秆还田的要在水稻栽插前使田水自然落干，以利于有害气体排放。各地应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本
地的技术方案。

 在粮油作物主产区稳步开展秸秆机械化还田示范基地建设，皖北地区每县建立2000亩以上示范片2个，针对农作物
品种和耕作模式，进一步规范技术工艺流程，推进农机装备、农业技术、农业信息化在秸秆还田中的集成应用，科学
采用粉碎还田、深翻深耕深松轮作等方式，提高耕地质量，提升利用效果。各示范片要树立标识牌，注明所采取的关
键技术。

 （二）工艺路线

 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工艺及装备不仅与农作物种类有关，而且与种植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我省主要农作物秸秆机械
化还田技术按种植制度可分为麦玉（豆）两熟制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麦稻两熟制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稻油两熟制
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3种类型（路线图详见附件1－3）。

 （三）技术要点

 1．麦玉（豆）两熟制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

 （1）小麦秸秆机械化切碎覆盖还田

 ①使用稻麦联合收割机收获小麦，割茬高度不高于15厘米，但下茬为贴茬免耕播种玉米的，可适当提高割茬。

 ②使用联合收割机自带的秸秆切碎装置或与联合收割机配套的秸秆粉碎机在收获小麦的同时粉碎秸秆，或使用轮式
拖拉机配套秸秆粉碎机粉碎秸秆，小麦秸秆粉（切）碎长度不高于10厘米，铺撒均匀。

 （2）玉米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

 ①玉米成熟后使用联合收割机收获玉米并粉碎玉米秸秆。采用人工摘穗的，在摘穗后趁秸秆青绿（最适宜含水量30
%以上）时，及时使用拖拉机配套的秸秆粉碎机切碎秸秆。切碎后秸秆长度不大于10厘米；留茬不高于8厘米，防止
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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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秸秆切碎后进行补施氮肥，按照每100公斤秸秆基肥增施1公斤尿素的比例增施氮肥，将增施的氮肥与基肥一起均
匀撒于秸秆粉碎后的田间。

 ③灭茬后使用大中型拖拉机配套的铧式犁深耕翻埋秸秆，耕深不小于18厘米，也可使用大中型拖拉机配套的旋耕机
旋耕，使秸秆与土层混合，耕后耙透、镇实、整平。通过耕翻、压盖，消除因秸秆造成的土壤架空，为播种创造条件
。

 ④铧式犁深耕翻埋秸秆并耙透、镇实、整平后，用带圆盘开沟器的小麦播种机播种，播种深度小于5厘米；旋耕埋
茬后可使用旋耕施肥播种机播种。播种后要镇压紧实。

 ⑤种籽破碎率不大于0.5%。田间无漏播、地头无重播，断条率不大于5%。

 （3）大豆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

 在大豆联合收获作业时，同时完成秸秆切碎、均匀抛撒，用旋耕施肥播种复式作业机械播种小麦。

 2．麦稻两熟制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

 （1）小麦秸秆机械化切碎还田

 ①使用带秸秆切碎功能的联合收割机，在收获小麦的同时将秸秆切碎，并均匀抛撒在田面。割茬高度以不影响耕整
地质量为宜，一般低于15厘米，秸秆切碎后的长度小于10厘米。

 ②在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增施氮肥、减少磷钾肥用量。以每100公斤秸秆基肥增施尿素1公斤，并提倡有机肥、无
机肥结合，在机具作业前，均匀撒施在秸秆残体上，并根据适用基追肥比及增氮量施用基肥。

 ③实施水耕水整的，应先上水泡田24小时以上，软化土壤和秸秆，以利作业，上水深度以3－5厘米为宜；实施旱耕
水整的，在秸秆旋埋作业完成后立即上水浸泡秸秆，并实施平整作业。

 ④耕深控制不小于15厘米，连续2年以上旋耕地块要适当加深。

 ⑤机具在作业时，应根据田块的具体形状确定作业路线，应尽量避免或减少重耕、漏耕及小角度转弯次数。一般作
业两遍，第一遍宜慢，第二遍速度可稍快。两遍作业应纵横向交叉进行。

 ⑥水稻移栽前，使田水自然落干以利通气增氧，排除毒素。

 ⑦作业质量，耕深稳定系数≥85%；碎土系数≥92%；埋草覆盖率≥95%。水整后大田地表应平整，田块高低差不
超过3厘米。

 （2）水稻秸秆机械化切碎还田

 ①水稻秸秆机械化切碎还田的机具要求、农艺要求、作业质量与小麦秸秆机械化切碎还田技术要点相同。

 ②对秸秆量大的可采取犁耕翻埋，再进行旋耕整地作业。犁耕深度不小于20厘米。

 ③水稻秸秆还田后，宜使用适应秸秆还田要求的小麦播种机进行播种，播种后实施镇压，提高土壤紧实度，防止因
秸秆还田使土层架空造成失墒。

 3．稻油两熟制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

 （1）油菜秸秆机械化切碎还田

 ①在油菜联合收获作业时，同时完成秸秆切碎、均匀抛撒。

 ②实施水耕水整的，应先上水泡田24小时以上，软化土壤和秸秆，以利作业；实施旱耕水整的，在秸秆旋埋作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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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立即上水浸泡秸秆，并实施平整作业。

 ③耕深控制应不小于15厘米，连续2年以上旋耕地块宜适当加深。

 ④根据田块的具体形状确定作业路线，应尽量避免或减少重耕、漏耕及小角度转弯次数。

 ⑤土壤适当沉实，水稻移栽前保持薄层水，以利于机插。

 ⑥进行秸秆还田作业前，田块增施基氮肥，每亩增施5公斤尿素或15公斤碳铵，调节碳氮比，促进腐烂。

 ⑦实施油菜秸秆还田作业后至水稻移栽前，田面保持一定水层浸泡秸秆4－10天（季节允许可适当延长），使田面
水层自然落干或保持1－2厘米水层，利于有害气体释放。

 ⑧水稻移栽后及时灌浅水护苗活棵，栽后2－7天间歇薄水灌溉，适当晾田，促进扎根立苗。

 （2）水稻秸秆机械化切碎还田

 水稻秸秆机械化切碎还田技术规范和实施要点可参考麦稻两熟制中的水稻秸秆还田。

 4．免（少）耕播种技术

 免耕播种就是在收获后未经任何耕作的地块上一次完成破茬开沟、施肥、播种、覆土和镇压作业。少耕播种就是指
在未耕地上进行必要的地表作业，如：耙地、浅松、浅旋耕等，再进行免耕播种作业。免少耕播种技术主要有：带状
旋耕播种、带状粉碎播种、免耕直播等方式。带状旋耕播种是只对播种带进行浅旋耕，创造疏松的种床和保证开沟器
顺利通过，搅动土壤不超过行宽的三分之一，适宜大行距作物。带状粉碎播种只粉碎播种带上的秸秆茬并推向两侧，
保证开沟器不被秸秆堵塞，顺利完成开沟播种，相对带状旋耕播种土壤扰动小、动力消耗少。免耕直播是在有作物残
留物覆盖的未搅动土壤上，直接用免耕播种机一次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作业，这种播种方式对土壤搅
动小，功率消耗少，适合多种土壤和作物，但目前这种方式不适合在作物秸秆覆盖量大、根茬粗大以及土壤质地粘重
和土壤过湿环境中应用。

 （1）玉米免（少）耕播种作业

 ①播种量：根据当地农艺要求合理确定亩播种量，确保亩株数。半精密播种单双籽率≥90%。

 ②播种深度：播种深度一般控制在3－5厘米，沙土和干旱地区播种深度应适当增加1－2厘米。

 ③施肥深度：一般为8－10厘米（种肥分施），即在种子下方4－5厘米。

 （2）小麦免（少）耕播种作业

 ①播种量：根据当地农艺要求合理确定亩播种量。

 ②播种深度：播种深度一般在2－4厘米，落籽均匀，覆盖严密。

 （3）大豆免（少）耕播种作业

 ①播种量：种植密度遵循播种“早宜稀，晚宜密”和土壤“肥宜稀，瘦宜密”的原则。

 ②播种深度：播深4－5厘米，干旱年和播后苗前封闭除草宜深些，涝年宜浅些。覆土一致，播后及时镇压。

 （4）注意事项

 ①满足免耕要求的土质应为沙土或壤土，要有足够的秸秆覆盖量、腐烂较快。

 ②收获后秸秆覆盖要相对均匀，地表平整，以便机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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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尽量做到精密播种，提高播种质量。根据种子发芽率和特性确定亩播量、播种深度、施肥深度、行距与株距（玉
米、大豆）。

 ④讲究播种行内的土壤加工质量，以保证在各种残茬和秸秆覆盖的土地上，为种子入土清理出一条无堵塞的通道。

 ⑤确保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机器能将种子稳定准确地排放在种沟里，并进行覆土镇压，保证种子被湿土包住，提
高种子发芽率。

 ⑥选择优良品种。对选择的品种要进行精选处理。播前还应对所有种子进行药剂拌种或浸种处理。

 ⑦选择性能优良的免耕播种机。免耕播种机除有播种机的功能外，还需有清草排堵功能，破茬入土功能，种、肥分
施功能和地面仿形等能力。

 （四）技术支撑单位

 省农机局牵头，委种植业局、省农机推广总站配合。

 二、商品化青贮秸秆饲料加工技术方案

 （一）总体要求

 青贮秸秆饲料实现商品化，可有效解决季节间、地区间食草动物饲草供应不均衡问题，把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
商品化经营，做到节粮增畜，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工艺路线    

 秸秆是一种非常规饲料资源，其共同特点是质地粗硬、适口性差、消化率低、营养价值不高，经合理加工后，可以
改善秸秆性能，提高营养价值，增加食草动物的采食量和消化率，实现秸秆资源的饲料化。

 秸秆饲料的加工方法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物理加工（切断、粉碎、浸泡、蒸煮、辐照、膨化、热喷、颗粒化等）
。二是化学加工（碱化、酸化、碱加酸化、氨化、盐化等）。三是生物加工（青贮、黄贮、发酵、酶解等）。

 秸秆饲料要实现商品化，一方面需要对秸秆饲料采取打捆、压块、制粒等方法再次处理和包装，使秸秆饲料体积缩
小，具有一定形状和规格，便于装卸运输和长时间安全贮存。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社会资本组建秸秆饲料加工销售公
司或专业合作社，开发利用农作物秸秆，加工销售秸秆饲料，为秸秆饲料的商品化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三）技术要点

 1．秸秆打捆干贮技术

 秸秆打捆干贮技术，是将收获后的玉米秸、豆秸等农作物秸秆经秸杆揉搓机处理，破坏秸秆的粗硬外皮和硬质茎结
，使之成为无硬节、较柔软的丝状散碎饲草料，经自然晾晒水分达60－65%贮存的要求后，再用打捆机压制成（30×
30×60～80）cm的秸秆饲料捆，或用饲草液压打包机打包压缩成（60×40×20cm）左右的大截面秸秆饲料块。秸秆饲
料捆（块）的包装方式简单，费用低，可用打包机沿着长度和宽度方向打两条12mm宽的PVC带，或用简易的尼龙网
袋套装。比自然堆放的草料缩小储运体积5－7倍，工艺流程图如附件4所示。

 2．秸秆袋装微贮技术

 秸秆袋装微贮技术，是将农作物秸秆经秸秆挤丝揉搓机一次性压扁、纵切、揉搓成丝状饲草，再在草丝中喷洒发酵
剂和有益微生物及1%食盐溶液搅拌，然后进行压缩、打捆，装袋密封，经厌氧发酵，形成一种新型优质饲草技术。
经袋装微贮采用各自独立密封包装，杜绝了霉变和外界污染，保存时间长达二年。其加工工艺如附件5所示。

 3．秸秆压块饲料生产技术

 秸秆压块饲料提高秸秆的营养价值、采食量和消化率，便于贮存运输和机械化喂饲，方便进入商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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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秸秆压块饲料工艺流程是先将农作物秸秆风干或烘干至含水率15%左右，用粉碎机将秸秆揉切成3－5厘米的段，加
入膨润土和水（目的是提高成块性），或根据配方要求加入精饲料和添加剂与碎秸秆，充分混合后经并压块机压块制
成（32mm×32mm×30～80）mm的块状秸秆饲料。其工艺流程如附件6所示。

 4．秸秆颗粒饲料加工技术

 秸秆颗粒化技术，是将秸秆揉搓、粉碎成粉后，利用制粒设备，将秸秆压成颗粒状饲料的技术。整个工艺包括粗粉
碎、细粉碎、混合、制粒、打包及辅助系统等。在秸秆颗粒料加工过程中，常常加入精料和其他营养成分，配合成全
价饲料，既改善了制粒性能，又可使营养互补，充分发挥饲料的营养价值。通常在制粒时喷洒热水或通入蒸汽以湿润
草粉，通入量一般控制在加料量的3－6%，使草粉达到14－16%的适宜压粒含水率，应将草粉粉碎得细些，也可在草
粉原料中加入5%左右的油脂或糖蜜，颗粒直径一般在10－30mm之间，可根据饲养对象而定，畜禽越小，要求的颗粒
也相应较小。颗粒密度以1.2－1.3g/cm3为宜，颗粒堆积容重在550－600kg/m3之间，工艺流程如附件7所示。

 秸秆颗粒料具有适口性好、家畜采食量大、采食时间短、浪费少等优点。但其设备成本与运行费用较高，须由专业
化公司进行。

 （四）总结

 通过以上技术分析可知，通过青贮公司或青贮联合体把秸秆捆（大截面秸秆块）作为最主要的秸秆产品之一，它既
可在产区自用，又可作为商品出售，还可以作为原料深加工成秸秆块、秸秆颗粒等供应市场；秸秆块可保持一定的纤
维长度，适合反刍家畜的生理需要，方便、卫生，还可以很方便地同青贮料或精料混合起来为家畜提供全价日粮，与
秸秆颗粒相比，投资规模小，加工成本低，应得到大力推广应用；秸秆颗粒加工的设备成本与运输费用高，适宜制作
反刍家畜的全价饲料，以充分发挥饲料的营养价值。

 （五）技术支撑单位

 省畜牧兽医局、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三、基料化利用

 （一）技术要点

 我省食用菌栽培原料资源丰富，利用作物秸秆为原料可种植多种食用菌。以近年我省自主研发、重点推广、能够充
分消耗作物秸秆的食用菌新品种——幸福菇（又称大球盖菇）为例，生产技术要点如下：

 1．幸福菇主要特点

 幸福菇呈葡萄酒红色，菇体清香味鲜，盖滑柄脆，口感好，有韧性，满口余香，内含有抗癌活性物质，有助于人体
健康。该菇抗性强，适应性广，成本低、周期短、效益高，栽培技术容易掌握，不需灭菌，不需装袋，可充分利用麦
秸、油菜杆、稻草、玉米秸等秸秆生产，种植1亩幸福菇可消耗6000公斤左右秸秆原料（约15亩秸秆量），亩成本300
0元，纯收益超过万元。

 2．种植季节安排

 该菇以自然气温为主，人为设施调节为辅，在我省南北皆可栽培。当气温稳定在28℃以下就可制种，旬均温度稳定
在16－27℃时就可播种栽培。沿淮、淮北地区，春季栽培以3－4月播种，4－6月出菇；秋季栽培以7月底至8月中旬播
种，8月中下旬至10月出菇。沿江、江南地区，春季栽培3月底至4月中旬播种，4月底至5月中旬出菇；秋季栽培为7月
底至8月下旬播种，8月底至9月中旬出菇。

 3．对环境条件要求

 该菇生长需要湿度培养料含水量为70－75%，高于多数菇类。在发菌阶段，空气湿度为70%左右，在子实体形成阶
段，空气湿度要求在85－95%左右。属中温型菇类，生长温度范围为5－36℃，最适温度为23－27℃，10℃以下和32℃
以上生长缓慢。该菇菌丝生长可以不需要光照，但要有散射光，对空气要求较严，当空气不流通氧气不足时，菌丝和
子实体生长受到抑制。菌丝要求pH值4.5－9的生长环境，其中以pH值5－7为最适。该菇不经覆土也能出菇，但经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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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才能正常出菇和创高产。

 4．原料及场地选择

 几乎所有农作物秸秆及农副产品下脚料，如麦秸、玉米秸、稻草、木屑、花生藤（壳）、油菜籽（壳渣）等均可作
培养料。对培养料要求主要是新鲜，颜色、气味正常，无霉变现象。可采用露地大田、树林下、玉米地、房前屋后等
多种方式栽培。

 5．栽培技术要点

 ①栽培处理。将农作物秸秆先浸水，使之充分吸水，以达到软化和降低pH值。稻草浸泡24－36小时，麦秸、玉米
秸、豆秸等需浸泡48小时。原料浸湿后沥干，使培养料含水量在70－75%。

 ②铺料播种。播种时，把栽培畦墒整理成高30厘米，宽1.3米，长度不限的龟背形，畦墒与畦墒之间留40厘米操作道
，土壤干燥应先喷水湿润后再铺料。第一层料厚8－10厘米，播入50%菌种，一共三层草三层菌种，每平方米用干料1
0公斤左右，料层总厚20－25厘米。播完后压实，料面先盖上3厘米厚腐殖土保湿。刚播种下雨时需要盖上薄膜，以防
料太湿影响菌丝生长。

 ③发菌处理。播种后，3－5天菌丝开始生长，此期内要重点管理好温度和水，防止料温过高，控制料温在20－30℃
。当料温高于30℃，应及时揭膜通风，在料面覆盖物上喷冷水降温。当料面局部发白变干，应通过喷水增湿，即喷小
水，使菇床四周及侧面多接触水分，畦床沟内不得有积水存留。当菌丝形成尖端扭结菌蕾时，加大水分，空气相对湿
度保持在80－90%，土层水分含水量掌握55－65%，喷水时应根据出菇量，菇多多喷，促进子实体生长。

 ④出菇管理。除了保持覆盖物和覆土层湿润状态，晴天应勤喷水，喷细水，使泥土保持较高的湿度，在正常管理条
件下，幼小菇蕾到成菇，一般需5－10天。

 ⑤采收加工。成熟的幸福菇，菇体外层菌膜刚破裂，菌盖内卷不开伞时采收，采摘时不宜用手直接拔出，应慢慢摘
除，除去带土菇脚即可上市鲜销或供加工。出菇后一般可采4－5茬，每茬间隔5天左右。采收后要及时清除残菇残渣
。

 （二）技术支撑单位

 省菜篮子工程办公室。

 四、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方案

 （一）技术要点

 1．大中型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

 沼气工程的厌氧发酵装置宜采用中温发酵工艺，实现高浓度发酵、高产气率和一年四季全气候供气，发酵装置产气
率可达每天每立方米产沼气1立方米以上，沼渣沼液合理利用。按每年处理3000吨秸秆能力设计，每处建设规模为100
0立方米以上发酵罐、600立方米以上贮气装置、配备完善的附属设施、智能化控制系统、输气管网以及秸秆加工堆料
场等；可实现供应150户以上农户同时用气。

 该项工程主要技术路线是：每天将一定量经粉碎处理后的秸秆与水和回流的沼液充分搅拌混合，经进料泵注入发酵
罐，在35℃左右温度下进行发酵产气，沼气经净化贮存，通过地下管网输送到用户用于炊事等。每天多余沼气可用于
自备的沼气发电机和热水锅炉使用。

 2．户用沼气池秸秆沼气技术改造

 户用沼气池秸秆沼气技术改造主要是将原有使用畜禽粪便发酵原料的沼气池改用农作物秸秆作为发酵原料，其技术
路线是：秸秆预处理→装入沼气池→加入菌种及人畜粪便污水或尿素→启动产气→净化脱硫→供农户使用。

 非养殖户秸秆沼气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要依托现有的乡村沼气服务体系和沼气技工，给予配备必要的秸秆处理机械

                                                  页面 6 / 7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2017年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程技术方案的通知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06635.html 
来源：安徽省农业委员会

设备和工具等。实行目标责任制，让服务网点和其服务范围内的户用沼气池用户签订合同，完成秸秆沼气技术改造任
务，做好管理工作，使其能持久使用。

 3．小型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生产点和配套炉具推广

 将粉碎后的秸秆通过机械压制成颗粒状或者棒（块）状固体成型燃料，成型后的燃料比重大、体积小，便于储存和
运输。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热值可达3000－4500千卡/公斤，具有环保、易燃、灰分少、热值高等特点，可替代木柴、
原煤等燃料，广泛用于取暖、生活炉灶、生产锅炉、生物质发电等。

 每处小型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生产点每年要生产1000－2000吨秸秆固化成型燃料。主要设备、设施包括：购置1套每
小时产量达1吨的中密度秸秆固化（颗粒）成型机械（必须符合《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成型设备技术条件》（NY/T18
82－2010），并通过省级以上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已批量生产的产品），1台秸秆粉碎机，1台秸秆捡拾打捆机，1套
干燥设备或自然干燥晒场；建设必须的产品仓库、生产厂房（棚）和堆储料场等。生产的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必须符合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条件》，（NY/T1878－2010）相关要求。

 每处小型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生产点需配套100台秸秆炉具。秸秆户用炉具要求购置高效节能，清洁环保（无焦油或
者低焦油）的适用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的成品炉具，产品必须通过省级以上质检部门检测合格 。 

 （二）技术支撑单位

 省农村能源总站。

附件：1．麦玉模式秸秆还田技术路线图

 2．稻麦模式秸秆还田技术路线图

 3．稻油模式秸秆还田技术路线图

 4．秸秆打捆干贮技术工艺流程图

 5．秸秆袋装微贮饲料工艺流程图

 6．秸秆压块饲料工艺流程图

 7．秸秆颗粒饲料工艺流程图

 8．秸秆基料化利用生产食用菌技术路线图

 9．大中型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技术路线图

 10．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生产应用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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