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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发展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产业。随着我国农业生产量的不断提高，农作物秸秆的
产生量亦在逐渐增多，在传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作物秸秆大多是用作农业生产人员日常生活取暖或者作为畜牧业
饲料，然而随着秸秆的产生量不断增加，单纯的依靠农业生产人员自产自销已经无法满足对秸秆的处理。为了处理剩
余的大量农作物秸秆，被农业生产人员肆意丢弃、焚烧，不仅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同时农作物秸秆的焚烧对自然生
活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引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因此，加强对农作物的秸秆综合利用已经刻不容缓。本文将简要阐
述秸秆处理不当的危害与当前农作物秸秆利用现状，重点对加强秸秆综合利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策略进行探究。

 一、秸秆处理不当的危害

 1、容易引发安全问题

 大多数农业生产人员自身的文化程度较低，其安全意识与环保意识较为淡薄，在对剩余秸秆的处理大多采用丢弃或
者直接焚烧等方式来处理。该种处理方式不仅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
农业生产者在焚烧秸秆时，大多选择在秋高气爽的秋天或者在春天播种之前，而这两个季节受气候的影响，其大风天
气较为频繁，农业生产者在焚烧秸秆的过程中，一旦发生火灾将会很难得控制，不仅对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一定损
失，甚至可能引发火灾的发生。与此同时，在秸秆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烟雾，造成附近能见度大幅度降低，影
响公路的正常通行。

 2、造成大气污染

 秸秆在焚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一些有害气体，改变正常大气的成分组织结构
。与此同时，二氧化碳是引导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而二氧化硫以及一些氮
氧化物都属于一些酸性物质，大量的排放在空气中遇到水蒸气则会引发酸雨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并且秸秆在焚烧过程
中，会排放大量的烟尘以及炭黑，这些有害物质对大气层中的臭氧层造成一定的破坏，因而导致温室效应的加剧，对
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3、破坏土壤平衡

 在秸秆燃烧时，会释放大量的热能，经过秸秆焚烧过的田地，在其土壤的上层部分会形成一层被烧焦的土壤，导致
土壤中的一些微生物无法存活，严重破坏微生物对土壤的分解能力，导致其土壤的保墒能力下降，不利于后续农作物
的生长。与此同时，在土壤中本身存在大量的有机物，是农作物的天然肥料，然而土壤经过高温灼烧之后，其土壤中
的有机物会随着土壤温度的上升而产生汽化反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壤有机物的含量，农业生产者为了农作物产
量，只能通过大量施用肥料来提升土壤养分含量，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业生产者的种植成本，同时过度使用化
学肥料将会对当地的土壤结构造成一定的破坏。

 4、造成资源浪费

 在农作物秸秆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木质素、粗蛋白等一些有机物质，秸秆经过科学的加工或处理将会成为很好
的工业原料与农业资源，随意的焚烧、丢弃不仅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同时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随着当前我国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农作物秸秆被广泛应用于火电厂燃料、畜牧业的饲料等
多个方面，秸秆自身的价值亦在不断提高。由此可见，农作物秸秆的处理不当，在影响自然环境的同时，会造成资源
的严重浪费。因此，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是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生态农业建设的重要途径。

 二、当前秸秆综合利用现状

 1、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识有待提升

 济阳区大田农业生产主要以小麦、玉米一年两作为主，两大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积均在50万亩以上。大棚蔬菜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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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西瓜等种植面积30万亩以上。济阳区作为济南市农业生产主要农作物种植机械化先行区，在加大秸秆还田、
秸秆青贮等传统秸秆综合利用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开拓利用渠道，其中秸秆还田是主要的秸秆综合利用方式，占综合
利用的87.8%，其他在12.2%左右。

 在当前秸秆综合利用处理过程中，大部分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秸秆商品化利用的真正意义，再加之当前秸秆综合利
用的设备还处于开发研究当中，在进行秸秆处理的过程中，当前所能运用的综合化处理技术以及处理方法也较为粗糙
，导致并未发挥出秸秆综合利用应有的效果。例如：在秸秆还田技术中，需要将秸秆进行粉碎，然后深翻至土壤中通
过土壤自身的分解能力将其转化成肥料。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其设备不够先进，且部分秸秆处理人员对该项
技术的原理以及意义了解不够深入，对秸秆还田技术的应用时机把握不当，深翻的深度不够，抛洒不均，导致在农业
生产人员在开展下一年耕作时，其秸秆并未得到充分的分解，秸秆中的营养成分并无法被农作物直接吸收，导致苗黄
苗弱的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秸秆粉碎长度过大，会造成土壤变得疏松，导致土壤的间隙过大，在种子播种之后，
种子与土壤的紧密接触的程度无法满足种子的发芽、生长，进而导致出现缺苗、断垄的现象出现，对下一季作物产量
造成不良影响，降低产量。

 2、秸秆综合利用机械设备效率较低

 现阶段我国秸秆综合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其机械化利用水平相对较低，以当前的技术水平，秸秆处理机械化设备
的工作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此同时，由于现阶段我国秸秆处理设备的价格比较昂贵，大部分农业生产者受自
身经济条件的影响，不具备购置机械化秸秆处理设备的经济实力，在对秸秆处理过程中，只能依靠租赁等方式来实现
对剩余秸秆的处理。然而对秸秆的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尤其是秸秆还田技术，土壤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对秸秆
的有效分解，发挥其肥力。应该结合深耕技术，提高秸秆还田利用效果。

 3、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亟待开发

 现阶段我国的秸秆商业化产业发展还不够全面，秸秆综合利用的项目较少，由于当地政策与法律法规的约束，农业
生产者不能够采取焚烧的方式来处理秸秆，同时没有行之有效的处理方式来帮助农业种植人员处理农作物秸秆。因此
，农业生产者将秸秆进行随意丢弃，甚至部分农业生产者将被废弃的秸秆抛洒至当地的河道，秸秆的腐烂给当地的水
文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与此同时，随着被丢弃的秸秆数量大量增多，秸秆都沉入水底，导致河床在一定程度上升高
，在夏季雨水较为密集的季节，对其当地的防洪、排涝等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应当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发
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如推广秸秆还田土地深耕技术，提高秸秆还田利用效果；建立健全各类秸秆收集储运加工体系，
强化秸秆饲料化、肥料化、基料化利用。不断创新开拓利用渠道，不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效率等项目。

 4、政府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资金投入不足

 秸秆处理机械化设备的价格昂贵是导致当前秸秆处理机械化发展进度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当前我国相关政府
部门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资金投入力量不足，其推广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业种植人员由于看不到秸秆综合利用
所产生的价值，导致其对该项技术的关注度较低。并且农业生产人员在处理秸秆的过程中，需要消耗一定的设备购置
或租赁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种植成本。特别是蔬菜秸秆种植户随意丢弃，因为缺少收集企业。

 三、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1、秸秆粉碎直接还田技术

 秸秆粉碎直接还田技术是当前我国一些种植面积较大的粮食主产区应用较为广泛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该技术主要
是通过农业拖拉机、农作物收割设备、秸秆粉碎还田设备以及切抛设备等一些秸秆处理设备之间的相互配合，在进行
农作物收割作业过程中或者在农业收割作业结束之后，将秸秆粉碎之后，再将其均匀的抛洒在土壤表面，在进行深埋
处理。该项技术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处理能力较强，并且秸秆处理的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在其具体应用过程中，应当严
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进行作业，经过粉碎处理后的秸秆长度不宜超过五公分，其粉碎率最少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方能进行深埋，并且其掩埋的深度不宜过浅，要保证二十五公分以上。同时结合喷洒腐熟剂，加速秸秆的腐烂分解
。采用该种秸秆处理技术，能够有效增加土壤中有机物质的含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土壤中的微生物环境，提高土壤
的肥力。

 2、秸秆堆沤还田技术

 秸秆堆沤还田技术不仅能够有效实现对农作物秸秆的无害化处理，同时能够将秸秆转化成肥料进行再次利用。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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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作主要是将农作物秸秆与生物有机粪肥进行混合，经过堆沤熟腐，会产生大量的腐殖质，将其作为底肥施用，能
够有效代替化学肥料，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壤的保墒能力，同时能够有效降低过度施用无机肥对当地
土壤环境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该项技术由于机械化应用较低，大部分工作都要由人力劳动完成，进而导致该项技
术在当前的应用率并不乐观。

 3、秸秆作工业原料

 在当前有很多地区已经逐步将秸秆用作工业原料，利用秸秆打包机将秸秆包成八十到一百千克的包夹，能够作为造
纸的原料将其运送至造纸企业。同时，将其进行碾磨之后，将其制成秸秆纤维，通过与一些树脂材料进行混合之后，
根据相关的需求将其放在金属模具中加压成型，制作成相应的低密度纤维板材，该种板材通过再次加工，能够应用于
制作一些装饰或家具。采用秸秆纤维制作的板材不仅其强度较高，且具有一定的耐腐蚀性，通过相应的化学处理，其
具备一定的防火阻燃效果，制作成本也要比一些实木家具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该种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不仅能够减
少对木材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森林资源，同时对人造板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加强秸秆综合利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策略

 1、提高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视

 想要切实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首先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与农业部门应当提高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推广的
重视，充分结合当地的农业生产现状，对其秸秆综合利用进行科学规划推广，积极组织当地农业生产者建立秸秆综合
利用示范基地，并根据当地地形地貌、农作物种植品种合理选择相应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进行针对性推广。并
通过示范基地的建设，加强当地农业生产人员对秸秆还田技术深度认知，让其能够更加直观了解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
优势，进而实现该种技术的在当地的推广与普及。

 2、大力推进秸秆处理机械化发展

 根据现阶段我国部分地区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现状分析，对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处理，不仅是当前我国自然生
态建设的必然需求，同时更是提升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加强提高对秸秆综合利用技
术推广的重视，不断加大秸秆机械化处理的发展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生态化发展进程。并通过相应的扶持政策，
加大对农业种植人员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同时对于农业经济效益较低的农村地区，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当
地农机租赁服务的推广，通过对当地就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业合作社或个人的购机扶持政策，购置相应的秸秆处理机
械设备，并为当地农业人员提供相应的租赁服务，并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与农业种植人员共同分担租赁费用。通过
这样的政策方式，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当地农业种植人员在进行秸秆处理时的经济成本，努力提高当地农业种植人员对
秸秆处理与利用工作的重视，支持秸秆综合化利用处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当地农机机械装备结构的优
化，提高农作物秸秆科学处理效率，实现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效加强。

 3、拓宽秸秆综合利用渠道

 随着当前我国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秸秆综合利用路径亦在被逐渐拓宽。当地相关部门应当根据当地
的发展现状，不断拓宽秸秆综合利用渠道。例如，当地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提
高牲畜的养殖量，以当地畜牧养殖专业户、养殖场进行合作，加强对其资金扶持与科学养殖技术服务，积极鼓励其对
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应用，加强对秸秆青贮等一些与畜牧养殖户息息相关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与指导。并利用
其畜牧养殖过程胡中所产生的生物粪肥资源，加强对秸秆堆沤还田技术的推广与技术指导，不仅能够有效实现对秸秆
的综合利用，同时能够有效提升当地农业生产人员对有机肥料的施用，降低其化学肥料的施用量。

 4、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

 秸秆综合利用虽然其经济效益与发展空间较为可观，但是其所需投资也比较大。想要切实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的有效
推进，单纯的依靠当地政府部门的财政扶持远远不够。因此，当地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资金的开发，通过招商引
资的方式，推进当地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建设，积极引导一些投资人士投入到秸秆综合利项目当中。例如：造纸企业、
人造板企业、食用菌种植企业等。通过项目的推广，加强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当地的秸秆综
合利用率，同时能够更有助于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的飞速发展。

 总而言之，传统的农作物秸秆处理技术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同时更会对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为
了积极推进我国自然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对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当前农业发展与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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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当地相关部门首先应当提高对秸秆的综合利用的重视，不断加大对农业生态
环境的保护力度。通过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推进当地农业秸秆机械化处理发展进度，并通过对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
的推进，首先对农作物秸秆科学综合利用，最大限度降低农作物秸秆处理对当地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真正实现
人与自然友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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