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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秸秆综合利用重点技术和收储运体系
建设要点的通知

琼农办〔2021〕78号

各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经发局:

 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是提升耕地质量、改善农业农村环境、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为进
一步加强我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推广试验和示范工作，强化科技支撑，确保完成2021年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86%的年度任务，努力实现“十四五”末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的目标。我厅编制了《海南省秸
秆综合利用重点技术和收储运体系建设要点》，现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积极与相关科研院所、企业开展技术
交流合作，强化秸秆综合利用科技支撑，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1年5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秸秆综合利用重点技术和收储运体系建设要点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指导意见，我省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对象为水稻、玉米、薯类
、花生、大豆、甘蔗等，要完成年度秸秆综合利用任务。对于其他冬季瓜菜、热带水果等本地特色作物，可以根据本
地实际情况，分类施策、应用尽用。针对以上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我厅编制了综合利用技术和收储运体系建设要点，
请在实际工作中参考实施。

 一、秸秆肥料化利用技术

 秸秆肥料化技术主要包括秸秆机械粉碎还田、保护性耕作、快速腐熟还田、堆沤还田等方式以及生物反应堆等方式
。

 （一）机械化粉碎还田。将收获后的农作物秸秆刈割或粉碎后，翻埋或覆盖还田。对水稻秸秆采用联合收割收获，
使水稻秸秆粉碎还田，结合秸秆腐熟剂的应用，实现水稻秸秆还田；玉米秸秆还田可采用中型拖拉机牵引秸秆粉碎机
将玉米秸秆粉碎两遍，用大中型拖拉机翻耕或旋耕，将秸秆翻入耕层。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能够节省劳力，提高土壤
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保水保肥性能，该技术适用于水稻和玉米种植区。

 （二）保护性耕作。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节本增效为目标，以秸秆覆盖留茬还田、就地覆盖或
异地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施肥复式作业、轮作、病虫草害综合控制等为主要内容。实施保护性耕作具有防治农田水
土流失、蓄水保墒、培肥地力、节本增效等作用，该技术适于水稻种植区。

 （三）快速腐熟还田。主要利用微生物菌剂对农作物秸秆进行发酵腐熟直接还田。具有增加稻田土壤有机质，改良
土壤理化性质，促进腐殖质的积累与更新、改善土壤耕性等功能。我省适宜推广稻田秸秆腐熟还田技术、墒沟埋草耕
作培肥技术。

 （四）堆沤还田。通过在田间地头挖积肥凼，将农作物秸秆堆成垛，添加适量的家畜粪尿或污泥等，调整碳氮比和
水分，或者添加菌种和酶，使秸秆发酵生成有机肥。该项技术适用于秸秆产量丰富的农产品产区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地
区进行推广，如水稻、玉米等种植区。

 （五）秸秆生物反应堆。该技术主要是将农作物秸秆加入一定比例的水和微生物菌种、催化剂等原料，发酵产物施
入土壤，可以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提高地温，抑制病虫害、可减少化肥、农药用量。该技术方便简单，运行
成本低廉，增产增收效果显著，适用于从事温室大棚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户应用。

 二、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

 秸秆饲料利用主要指通过利用青贮、微贮、揉搓丝化、压块等处理方式，把秸秆转化为优质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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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贮藏窖等，对秸秆进行密封贮藏，经过一定的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处理制成饲料，饲喂牛、羊等牲畜，并将
其粪便还田，即过腹还田。秸秆的饲料化应用，对提高秸秆饲料的营养成分等作用显著，具有简单易行、省功省时，
便于长期保存，全年均衡供应饲喂等特点。对秸秆进行揉搓丝化可有效改变秸秆的适口性和转化率，压块可以有效解
决长距离运输效率。秸秆的饲料化利用，不仅可解决冬季牲畜饲料缺乏问题，还可节省饲料粮，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
前景。适于秸秆饲料化利用的作物主要有花生、甘蔗等。

 三、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

 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主要包括秸秆沼气（生物气化）、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秸秆热解气化、直燃发电、秸秆干馏、
秸秆炭化、秸秆活化技术等方式。

 （一）秸秆沼气（生物气化）。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经微生物发酵作用生产沼气和有机肥料的技术。该技术充分利
用稻草、玉米等秸秆原料，有效解决了沼气推广过程中原料不足的问题，使不养猪的农户也能使用清洁能源。秸秆沼
气集中供气工程，秸秆粉碎后进入沼气厌氧罐内中温发酵，产生沼气能源，通过输气管道送至用户。此外，秸秆沼气
技术分为户用秸秆沼气和秸秆沼气集中供气两种形式。秸秆入池产气后产生的沼渣是很好的肥料，可作为有机肥料还
田，提高秸秆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作用下，将农作物秸秆压缩为棒状、块状或颗粒状等成型燃料，从而
提高运输和贮存能力，改善秸秆燃烧性能，提高利用效率，扩大应用范围。秸秆成型后，体积缩小6-8倍，密度为1.1-
1.4吨/立方米，能源密度相当于中质烟煤，使用时火力持久，炉膛温度高，燃烧特性明显得到改善，可以代替木材、
煤炭为农村居民提供炊事用能。

 （三）秸秆热解气化。以农作物秸秆、稻壳、木屑、树枝以及农村有机废弃物等为原料，在气化炉中，缺氧的情况
下进行燃烧，通过控制燃烧过程，使之产生含一氧化碳、氢气、甲烷等可燃气体作为农户的生活用能。该项技术适用
于以村为单位进行建设。

 （四）秸秆干馏。利用限氧自热式热解工艺和热解气体回收工艺，将秸秆在一个系统上同时转化为生物质炭、燃气
、焦油和木醋酸等多种产品，生物质炭和燃气可作为农户或工业用户的生产生活燃料，焦油和木醋酸可深加工为化工
产品，实现秸秆资源的高效利用。该项技术适用于小规模、多网点建设，集中深加工的发展方式。

 （五）秸秆炭化、活化技术。秸秆的炭、活化技术是指利用秸秆为原料生产活性炭技术，因秸秆的软、硬不同，可
分为两种生产加工方法。对于软秸秆。如稻草、稻壳等，可采用高温气体活化法，即把软质秸秆粉碎后在高压条件下
制成棒状固体物，然后进行炭化，破碎成颗粒，通过转炉与900℃左右水蒸汽进行活化造孔，再经过漂洗、干燥、磨
粉等工艺制成活性炭。对于木薯、毛豆等硬度较强的秸秆，采用化学法。将硬质秸秆粉碎成细小颗粒，筛分后烘干水
份在25%左右，经氯化锌、磷、酸、盐酸等溶液浸泡4～8小时，进行低温炭化（250～350℃）和高温活化（360～450
℃），制成活性炭。

 四、秸秆基料化利用技术

 秸秆基料化主要指将秸秆用于食用菌栽培或用于作物栽培基质，即生物转化食用菌技术。秸秆中含有丰富的碳、氮
、矿物质及激素等营养成分，且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适于做多种食用菌的基料。秸秆栽培食用菌的工艺主要包括配
料-灭菌（发酵）-接种-发菌-发菌管理-采收-恢复期管理等流程，生产过程中要注意温度、湿度、通风、光线、pH等
控制和管理。当前的秸秆资源作为基料生产食用菌技术已经成熟，且技术简单易行，容易推广。利用秸秆栽培的食用
菌品种较多，有平菇、姬菇、草菇、鸡腿菇、猫木耳等十几种，部分食用菌养殖后的废弃菌帮（袋）料可以作为其余
食用菌的栽培基料，可进一步提高生物转化率，延长了秸秆利用链条。并且，废弃基料袋可作为有机肥原料生产有机
肥还田。

 五、秸秆原料化利用技术

 秸秆原料化利用，主要指通过加工后把秸秆作为工业原料，应用于制浆（造纸）、纤维复合材料（人造板、餐具、
建筑材料等）、建筑材料（秸秆砖、保温墙）、有机产品（羧甲基纤维素、木糖醇等）和碳化产品。秸秆纤维作为一
种天然纤维素纤维，生物降解性好，可以作为工业原料，如纸浆原料、保温材料、包装材料、各类轻质板材的原料，
可降解包装缓冲材料、编织用品等，或从中提取淀粉、木糖醇、糖醛等。其中，最主要作为纸浆原料。可用于造纸纤
维原料的秸秆为禾草类，包括稻草、玉米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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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

 农作物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是以农作物秸秆为主体，通过装备、技术、运行管理等方式，按照各环节相关标准要
求完成秸秆田间收集、存储、运输等系列经营作业活动，满足秸秆市场化、规模化综合利用所形成的相关互联，相互
制约的体系。包括秸秆收集、运输和存储三个系统。

 （一）秸秆收集系统。稻麦、玉米等禾本类等农作物秸秆经田间预处理后直接打捆处理。冬季瓜菜、热带水果等作
物秸秆田间收集可先粉碎后收集。收集装备包括但不限于拖拉机、田间搂集设备、打捆设备、捆型秸秆捡拾设备、叉
装设备、田间转运机具等。稻麦、玉米等农作物机械化收获后秸秆直接抛洒在田间，秸秆含水率需晾晒至30%以下，
再经机械或人工搂集铺条，搂集宽度根据具体打捆机捡拾幅宽确定，铺条宽度、厚度均匀，便于后续打捆作业，若秸
秆生物量较大，可以不进行搂集处理。秸秆捆型及大小的选择应根据当地区域农业道路、运输车辆、田间地块条件、
机具拥有情况、收储运成本等确定，既要满足快速离田又要考虑秸秆应用的经济性。

 管理与协调。以行政村或经纪人（或收储公司）为单位建立秸秆收集队伍，形成区域内的收集系统，做到有计划的
科学安排，根据秸秆种类、收集时间、收集规模合理制定作业机具种类、数量以及与运输系统和贮存系统的信息沟通
，做到体系的合理有效运行，鼓励收集队伍的跨区作业，发挥社会拥有的收集设备的效能，降低收集成本。

 （二）秸秆存储系统。秸秆存储系统包括秸秆暂储料场、主储料场和缓存料场，共同承担秸秆原料各环节的存储功
能。

 设施设备配置。可根据实际需要，配备质量检测设备、汽车衡、抓草车、叉车等码垛设备、场地转运设备、场地监
控及照明设施等。

 存储场地建设要求。所有料场应符合国家政策，避开积水低洼地段，且不能占用基本农田；所有料场应远离村庄，
并处于居民区的全年风向最小频率的上风侧，料场应远离生产区、生活区。一般要求：储量在20000吨以上的料场，
与生产区、生活区的距离应在100米以上；20000吨以下的中小型料场，与生产区、生活区的距髙应在50米以上；所有
料场应避开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工厂与仓库以及高压输电线路等地方；料场应选取在己有公路交通设施、田间道路
区域；料场码垛地面需垫高夯实，四周或中间设置排水沟，保证雨水能顺利排出。

 存储场地建设规模。存储场地建设规模应根据秸秆收集时间和目标收集区域的可收储秸秆资源量大小确定；暂储料
场存储规模不超过500吨/年；主储料场存储规模一般不超过20000吨/年；缓存料场应按照满足秸秆利用企业5-7天生产
需求量确定存储规模。

 存储场地消防安全和防潮。存储场地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消防安全标准和要求，张贴相关消防安全标志；暂储料场
应满足基本消防安全条件，配置基本消防器材和消防设施。严禁携带烟火进入原料存放区，制定执行严格的安全防火
条例，进入原料区的车辆要配戴防火帽，易产生火花部位要加装防护装置并经常清理维护。堆垛应做防潮处理，垛底
用土方、木头或砖垫起，堆垛时注意中部填实以防中间空而易散。建立秸秆垛巡检制度，定期监控料场秸秆储存情况
，要定时测温。当温度上升到摄氏四十至五十度时，耍釆取预防措施，并做好测温记录；当温度达到摄氏六十至七十
度时，必须拆垛散热，并做好灭火准备。加强料场安全巡逻，降低着火等突发事件几率。

 码垛要求。对每个堆垛应建立档案，并在垛头挂牌明示。垛顶披檐到结顶应当有滚水坡度。堆垛的大小和方式要根
据场地大小及空间而定，一般堆垛形状为锥形或长方形，再用防雨布覆盖；垛长度要满足消防要求，不超过150米；
长期存放时，捆型秸秆的码垛髙度不大于8米，防止捆型变形以及便于搬运作业，散装秸秆的堆垛髙度应不大于13米
；垛距要合理，主通道宽度不小于10米，以满足有充分的通风道和消防通道。

 （三）秸秆运输系统。秸秆运输应为捆型秸秆，长距离运输推荐采用大方捆、中圆捆型。小捆型不适宜长距离运输
。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超载、不超宽，不超高。短距离秸秆运输（<10km）,可釆用农用
车辆；长距离运输（> 50 km）应选择大中型运输车辆。粉碎后的秸秆采用自卸汽车或斗式拖车运输，应进行苫盖，
防止运输途中碎料遗洒。运输车辆不允许穿越城市主要道路，且应避开人员密集区域。

 （四）秸秆收储运体系组织模式。主要包括分散型秸秆收储运体系组织模式和集约型秸秆收储运体系组织模式两种
。

 分散型秸秆收储运体系组织模式。一是农户直供型，秸秆通过企业附近的农民，将自己的散状秸秆或打捆后的秸秆
，直接送至存储料场，散状秸秆经存储料场打捆后储存。二是经纪人直供型，经纪人通过组织一支有机动能力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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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专门负責收集专业户或农户的秸杆再运送至秸秆利用企业。

 集约型秸秆收储运体系组织模式。一是企业自主型，秸秆利用企业主导收储运，与拥有大量资源的农场签订秸秆资
源供应协议或与农村（农机）专业合作社（组织）签订农机作业服务，完成企业生产需用的秸秆收集、储存。二是契
约委托合作型，秸秆利用企业与收储运公司签订合约，对秸秆供应数量、质景、时间和价格进行约定，全权委托收储
运公司进行秸秆原料供应，秸秆收储运公司对秸秆实行分散收集、晾晒和筛选分类，统一储运管理，保障利用企业的
原料保质、按时、按量供给。

 （五）体系能力评价。秸秆的收集、存储和运输三个系统完善，具有运行协调，具备素质技能的管理团队，为体系
完整。满足区域范围内秸秆可收集资源总量（不含秸秆还田，以下同）的50%，为体系初步建立。满足区域范围内秸
秆可收集资源总量的50%-75%，为体系基本建立。满足区域范围内秸秆可收集资源总量的75%以上，为体系完全建立
。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69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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