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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业生产的秸秆资源具有很高的可再利用价值，尤其在能源紧缺的社会背景下，合理的对秸秆资源进行利用
能够有效的提升能源的获取途径，通过介绍秸秆还田和秸秆回收的主要特点与形式，说明了现阶段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普及存在的问题，强调了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

 六安市金安区是一个农业大区，农业生产每年的秸秆产量十分巨大，其中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几乎占据秸秆总
产量的80%以上，秸秆作为优质的可再生资源，在田间直接被焚烧处理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同时污染空气，秸秆
的综合再利用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随着国家环保工作的加强，对秸秆禁烧和再利用要求力度进一步加大
，秸秆利用的相关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相关研究逐渐成熟并实现普及，秸秆的利用率大幅上升，使相关产业的经
济效益和发展前景大幅扩展，且对秸秆再利用的途径也完成了更深入的研究和丰富。

 1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途径

 1.1秸秆还田利用

 为了更便捷的对农作物秸秆进行利用，六安市金安区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地区推广和应用秸秆还田技术，且形成了完
善的秸秆还田技术规程，明确了秸秆还田的方式、时间、适用量、粉碎要求、土壤含水率以及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要求
，形成了较好的技术推广基础。现阶段应用的秸秆还田方式包括了机械直接还田、覆盖还田、堆派腐解还田、过腹还
田等多种类型，由于生产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机械化的直接还田和覆盖还田应用越来越多。

 1.1.1直接还田

 直接还田是机械化还田的最主要方式，机械直接还田根据秸秆状态的不同包括粉碎还田和整秆还田两类。粉碎还田
通过农业机械在粮食收获中将秸秆直接粉碎或利用秸秆专用粉碎机在收获后进行粉碎，再通过灭茬、翻耕、旋耕与土
壤混合（如图1），在潮湿的土壤环境下秸秆在土壤中能够实现快速的腐烂分解，从而被土壤吸收，转变为土壤的一
部分。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和理化性能，进而有效增加耕地土壤的肥力，有利于农作物的增产增收和农业生
产的长久运营，简化作业秸秆回收的工序。整秆还田是通过农业机械将田间作物秸秆进行整秆切断放铺，并将其进行
翻埋，由于整秆还田所需要的周期长，现阶段的应用量逐渐变小，而机械化粉碎还田因具有高效、省工、省时的优点
，更易被农民接受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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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秸秆作为农业产物的一部分，将其进行粉碎还田作业能有效地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的含量，有效的培肥地力，对
缓解我国耕地土壤中氮、磷、钾肥比例失调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秸秆还田实际应用证实，秸秆还田量在每公顷
4~6t，可实现粮食增产约0.4t。

 1.1.2覆盖还田

 秸秆覆盖还田也需要在秸秆机械化粉碎后进行，多应用于气候相对寒冷的地区使用，还田中秸秆被粉碎并均匀覆盖
于地表，利用相关农业机械可实现在秸秆覆盖的条件下进行播种、植保等农业生产任务（如图2）。覆盖还田也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含量，并有利于积聚地温并保持土壤中的水分。据统计，若在冬季耕地表面覆盖
超过5cm的秸秆，能够提高地温0.5t以上，且在夏季实现降温2.5~3.5并增加耕地土壤水分3%以上。

                                                  页面 2 / 5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途径及关键问题分析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68360.html 
来源：农机使用与维修

 1.2秸秆回收再利用

 现阶段的秸秆回收主要通过秸秆打捆机械将田间的秸秆进行收集和捆扎，再统一进行集中运输处理，秸秆打捆机按
照成捆形状可分为圆捆打捆机和方捆打捆机两类。

 1.2.1圆捆打捆机

 圆捆打捆机关键结构包括捡拾机构、捆绳装置、制捆装置、传动结构、卸捆机构和调节机构等部分，能够在作业中
实现对秸秆的收集、运送、捆扎、排放等多种功能。圆捆打捆机在作业时常与拖拉机配套使用，工作中通过捡拾和喂
入装置实现秸秆的喂入，秸秆随着传动结构进入制捆装置，随着装置的不断滚动体积逐渐扩大，直到达到标准密度要
求后，捆绳装置会进行绕绳和捆扎，完成后仓门开启进行卸捆，卸捆完成后进行下一循环的作业。

 1.2.2方捆打捆机

 方捆打捆机主要由捡拾装置、喂入装置、压捆装置、捆扎机构、调节装置、曲柄连杆机构、传动机构等构成，能够
实现连续不间断的工作（图3）。方捆打捆机工作时，通过拖拉机提供动力，再利用传动系统将动力传递给各个工作
部件，从而驱使捡拾机构对秸秆进行捡拾，并送入喂入装置处。当曲柄连杆机构驱动活塞在推程阶段时，喂入机构会
将秸秆送进压捆装置中，活塞回程时压捆装置内的止回机构能够有效防止秸秆被带回，活塞在往复运动的过程中将秸
秆压缩成方捆，当秸秆捆长度达到预先调整标准时，捆扎机构开始工作并自动完成绕绳与打结工作，秸秆捆在后续秸
秆不断推动下，从压捆装置中滑出，并落于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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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秸秆综合利用的普及难点

 2.1技术推广存在难度

 由于传统农业生产观念的制约，加之秸秆还田需要多年积累才能看出效果，秸秆回收对于农民而言的实际效益就更
低，很多农民对秸秆还田和回收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对于参与秸秆再利用的积极性不高，更难以认识到秸秆还田对
于培肥地力、提升农作物产量、保护环境的意义，为图方便和一时利益而放弃秸秆的还田和直接回收作业。农民不愿
意参与秸秆回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秸秆回收的产业链不完整，常存在着打捆后无人回收的问题，影响了秸秆回收再利
用的进一步发展。

 2.2驾驶技术影响还田效果

 农作物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在作物收获时必须低茬切割，由于很多驾驶员没有经过系统的技术培训即参与到农业生
产中来，作业中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常出现不规范作业或重复作业问题，甚至很多驾驶员为提高收获速度超速驾驶
，这严重影响了秸秆的粉碎效果，容易导致秸秆过长、造成局部秸秆堆积等问题。且很多收割机配合秸秆粉碎装置在
工作中会加大整机的动力负担，此时若出现操作不当，很容易导致粉碎部件的堵塞和损坏。

 2.3生产基础条件影响普及进程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着基础建设不配套，农机行驶道路质量
不佳的问题。加之很多农田地块较小，地势不平，导致秸秆在还田和直接回收的机械化作业中，农机行驶必须经常转
弯或变道，这不利于机械作业质量的提升。且现阶段农艺技术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收割、整地、施肥、病虫害防
治、插秧等机械相关传统工序，对于秸秆的综合利用而言，机械化作业和农艺技术还相对脱节，在回收处理方式、后
处理技术、处理流程等方面仍需在农艺上进一步细化，以保证秸秆还田或秸秆回收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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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语

 现阶段，对于秸秆综合利用的研究和投入还相对不足，导致秸秆还田和打捆设备的研发还不够深入，秸秆综合利用
的相关设备工作能力不稳定，且存在着工作效率较低、能源消耗量大以及作业质量不合格等问题，这需要国家对于相
关研究加大支持力度，相关研究和管理人员端正工作观念，保证秸秆综合利用在技术和运转流程上都实现科学的提升
，促进农作物秸秆的高效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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