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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为加快推动我国秸秆还田利用工作，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方法]文章系统分析我国秸秆资源产生
及还田利用现状、问题，集成构建了适合我国不同农区主要农作物的秸秆还田利用十大技术模式，并提出秸秆还田发
展建议。[结果]（1）全国秸秆资源台账统计结果显示，2021年全国秸秆可收集量为8.65亿t，秸秆直接还田量为4.02亿t
，占可收集量的54.7%；其中华北区、东北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西北区和华南区的秸秆直接还田率分别为70.
1%、43.0%、60.5%、38.9、37.8%和63.7%。（2）针对不同区域秸秆还田的现状，围绕小麦、水稻、玉米和油菜等主
要农作物，提出不同农区的秸秆还田利用十大技术模式：包括东北地区玉米、水稻、玉米—大豆轮作秸秆还田技术模
式，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小麦—大豆轮作秸秆还田技术模式，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水稻、油菜—水稻轮、双季
稻作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华南地区水稻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和西南地区水稻秸秆还田技术模式。[结论]针对秸秆还田利
用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构建持续推进的工作体系、科学高效的技术体系、可考核评价的监测体系的发展建议，为全国
秸秆综合利用和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0前言

 秸秆是农作物的副产物，也是重要的农业生物质资源。我国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产生量大，种类多，分布广。近
年来，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产量连续7年达到6.5亿t，2021年粮食产量提高到6.8亿t[1]。与此同时，农作物秸
秆产生量也在逐年递增，科学合理地利用秸秆还田对资源高效利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秸秆直接还田
可为耕地提供丰富的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增强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2,3]。据农业农村部
在全国主要农区32个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点位的监测结果，秸秆还田后土壤有机质平均增加5%~7%，作物平均增
产2%~4.5%。为加强全国秸秆资源管理与利用工作，2019年农业农村部建立了全国秸秆资源台账，覆盖全国产生秸秆
的2963个县级单位，主要用于统计分析全国主要农区以及各县的秸秆产生情况、利用去向、五料化利用量、还田利用
比例、市场化利用和农户利用情况等。根据2021年全国秸秆资源台账统计结果，全国秸秆直接还田量占秸秆可收集量
的54.7%，秸秆直接还田已成为农村秸秆利用的最主要方式，也是高效直接易于实现的秸秆处理方法。但如何实现秸
秆“还得好”仍然是目前秸秆直接还田面临的主要困境，如缺少配套农艺措施、缺乏标准化还田技术、还田效果不稳
定等[4]。文章全面分析目前我国秸秆产生和还田利用现状，剖析秸秆还田中存在的问题，集成分区域分作物的科学
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旨在为推动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

 1我国农作物秸秆直接还田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021年全国秸秆资源台账统计结果显示，全国秸秆产生量、可收集量、可利用量分别为8.65亿t、7.34亿t和6.47亿t，
综合利用率达到88.1%，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率分别为60%、18%、8.5%、0.7%和0.9%
，形成了“农用为主、五化并举”的秸秆综合利用格局。2021年全国秸秆直接还田量4.02亿t，秸秆直接还田量占秸秆
可收集量的54.7%，其中玉米、水稻、小麦、油菜和大豆秸秆还田量分别为1.26亿t、1.13亿t、1.04亿t、0.12亿t和0.10亿t
，分别占该作物可收集量的42.6%、66.5%、73.7%、51.4%和55.6%。

 秸秆的产生和利用情况与区域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条件、农业活动、经济特点有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广泛的区域差
异性[5]。全国主要农区秸秆资源台账统计结果显示（图1），秸秆产生量由大到小依次为华北区、东北区、长江中下
游区、西南区、西北区、华南区，分别占全国秸秆总量的27.18%、24.47%、24.35%、9.19%、8.87%和5.95%。秸秆还田
利用方面，华北区秸秆直接还田率为70.1%，居各区首位；其次为华南区和长江中下游区，秸秆直接还田率分别为63.
7%和60.5%；西北区、西南区和东北区秸秆直接还田率分别为37.8%、38.9%和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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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秸秆直接还田不仅是解决秸秆焚烧的有效途径，还可以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提高土壤肥力水平，促进土壤固碳，减
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优化农田生态环境，实现作物增产[6-9]。不过，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秸秆直接还田在还田量
、还田方式、还田配套农艺措施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可能对后茬作物的生长和产量造成负面影响[10,11]。比如，
部分地区将“一还了之”作为解决秸秆禁烧的主要途径，在缺乏研究和论证条件下，盲目施行秸秆全量还田，不仅未
能达到培肥土壤的目的，甚至出现作物出苗率低、病虫害增加等问题[12]。根据土壤压实状况，秸秆直接还田后需要
配套进行深松、深翻措施，但很多地方秸秆还田仍存在旋耕、深翻等机械不配套、操作不规范的问题。此外，秸秆直
接还田后，下茬作物的水、肥、植保、全苗壮苗栽培技术等配套农艺管理措施跟不上，也是限制秸秆还田效果的重要
因素之一[13,14]。受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土壤状况、种植模式等因素影响，我国主要农区秸秆还田利用状况差异较
大，亟需对我国主要粮食产区的秸秆还田技术模式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完善和推广科学的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2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作物秸秆科学还田技术模式

 针对我国不同粮食主产区存在的秸秆资源量大、还田茬口紧、腐熟慢、配套农机农艺措施不完善等问题[15-17]，对
现有秸秆还田技术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和集成创新，构建了分区域分作物的秸秆还田技术体系，明确了不同区域主要农
作物秸秆的还田路径、技术流程、机具要求、作业要求、农艺管理等主要参数，形成了十大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并在
各粮食主产区委托相关研究团队开展了试验示范。

 2.1东北地区玉米连作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2.1.1玉米秸秆条带覆盖还田

 技术适宜区：东北西部风沙偏旱区域，东北东部耕层较薄、易春旱的岗地。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加装秸秆粉碎抛撒装置的玉米联合收割机，收割同时将秸秆就地粉碎、均匀抛撒。秋
季深松作业选用一次完成秸秆归行、深松和灭茬碎土作业的条带耕作机，翌年玉米拔节期深松选择秸秆归行机，在机
械收获后直接进行秸秆归行。

 技术流程：机械收获→秸秆粉碎→秸秆归行→免耕播种→封闭除草→茎叶除草→中耕深松（隔年深松）→机械收获
。秸秆还田和后茬玉米管理技术流程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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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要求：秸秆切碎长度≤15cm、成撕裂状，平均留茬高度≤10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格率≤10%，抛
撒不均匀率≤20%。秸秆条耕作业，春旱不严重的区域可选择秋季作业，在作物收获后至封冻前完成作业；易发生春
旱的区域在春季播种前0~3d作业，当土壤墒情较为适宜时，在播种当天进行条耕作业，当土壤粘湿时，需要在播前2
~3d作业；在春季干旱严重的地区，一定要在春季播种前作业，可以边耕边播。将玉米秸秆进行归行处理，使播种带
地表裸露，完成播种带的深松和灭茬碎土作业，播种带40~50cm，秸秆归行带80~90cm，深松深度≥25cm、灭茬碎土
深度10~12cm。

 2.1.2玉米秸秆翻埋还田

 技术适宜区：东北东部区域，耕层较厚、不易发生春旱的平川地块。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加装秸秆粉碎抛撒装置的玉米联合收割机，收割同时将秸秆就地粉碎、均匀抛撒。翻
耙作业选用合适的铧式犁、圆盘耙，作业时需调整好翻耕深度，翻后采用对角线方式耙地。技术流程：机械收获→秸
秆粉碎→翻耕整地→耙后起垄镇压→播种→封闭除草→茎叶除草→中耕培土→机械收获。秸秆还田和后茬玉米管理技
术流程如图3。

 作业要求：玉米秸秆粉碎长度≤10cm，平均留茬高度≤10cm，粉碎长度合格率≥95%，漏切率≤1.5%，抛撒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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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20%。秸秆粉碎抛撒后，在封冻前完成翻地、耙地等作业，翻耕深度≥30cm，秸秆置于15~20cm土层，翻后耙平
耙细，垄作地块一并完成起垄，镇压后越冬。

 2.1.3玉米秸秆碎混还田

 技术适宜区：东北东部区域各种土壤类型及生态区，尤其适用于土壤质地黏重、通透性差的田块及温度低、降水量
较大的区域。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加装秸秆粉碎抛撒装置的玉米联合收割机，收割同时将秸秆就地粉碎、均匀抛撒。碎
混作业选择一次完成灭茬、深松、旋耕和起垄作业的整地机，作业时调整好作业部件的入土深度以及起垄宽度。

 技术流程：机械收获→秸秆粉碎→耙茬深松耙地/深旋耕→起大垄/平作→春季镇压→免耕播种机播种→封闭除草→
茎叶除草→中耕培土→机械收获。秸秆还田和后茬玉米管理技术流程如图4。

 作业要求：玉米秸秆粉碎长度≤10cm，平均留茬高度≤10cm，粉碎长度合格率≥95%，漏切率≤1.5%，抛撒不均匀
率≤20%。在封冻前完成灭茬、深松、旋耕与起垄作业，镇压后越冬；旋耕（耙）深度≥15cm，垄宽110~130cm或60~
70cm；或在土壤水分25%左右时，进行对角线或与垄向呈30°角交叉耙地2遍，耙深15~20cm；低洼易涝地应起平头大
垄，垄高15cm左右，防止秸秆堆积；漫岗地可不起垄，采用平作，春季直接播种。

 2.2东北地区水稻连作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2.2.1水稻秸秆翻埋还田

 技术适宜区：东北耕层较厚的水稻种植区，秋季不积水的田块。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加装秸秆粉碎抛撒装置的水稻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地完成作物收获、秸秆粉碎和抛撒
作业；翻耕作业选用适宜水田作业的翻地犁或翻埋还田机。

 技术流程：机械收获→秸秆粉碎→翻埋还田→起浆平地→封闭除草→插秧→茎叶除草→病虫害防治→落水晒田→机
械收获。秸秆还田和后茬水稻管理技术流程如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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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要求：水稻秸秆粉碎长度≤10cm，平均留茬高度≤10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格率≤10%，抛撒不均
匀率≤10%。水稻收获后秸秆粉碎均匀覆盖地表后，进行翻耕整地将秸秆翻埋到土壤中，翻耕深度18~25cm、漏耕率
≤2.5%、重耕率≤5%；秋季秸秆粉碎后及时翻地，立垡越冬。

 2.2.2水稻秸秆旋耕还田

 技术适宜区：适用于东北耕层较薄的水稻种植区。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加装秸秆粉碎抛撒装置的水稻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地完成作物收获、秸秆粉碎和抛撒
作业；选用适宜水田的旋耕机进行旋耕作业。

 技术流程：机械收获→秸秆粉碎→旋耕碎混还田→起浆平地→封闭除草→插秧→茎叶除草→病虫害防治→落水晒田
→机械收获。秸秆还田和后茬水稻管理技术流程如图6。

 作业要求：水稻秸秆粉碎长度≤10cm，平均留茬高度≤10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格率≤10%，抛撒不均
匀率≤10%。水稻收获后秸秆粉碎均匀覆盖地表，进行旋耕整地将秸秆旋耕到土壤中；土壤含水量<25%时，采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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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旋耕机进行旋耕，旋耕深度12~15cm，漏耕率≤2.5%，重耕率≤5%。

 2.3东北地区玉米—大豆轮作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2.3.1覆盖还田技术模式

 技术适宜区：东北西部风沙偏旱区域，东北东部耕层较薄、易春旱的玉米—大豆轮作区。

 机具要求：选用具有秸秆粉碎装置的联合收获机或秸秆粉碎还田机进行秸秆粉碎作业。秋季深松选用一次完成秸秆
归行、深松和灭茬碎土作业的条带耕作机，作业时调整好深松与灭茬碎土深度；翌年玉米拔节期深松选用秸秆归行机
，在机械收获后直接进行秸秆归行。

 技术流程：机械收获→秸秆粉碎→原位覆盖→免耕播种→封闭除草→茎叶除草→垄沟深松→中耕培土→机械收获。
秸秆还田和后茬作物管理技术流程如图7。

 作业要求：秸秆粉碎长度≤15cm、成撕裂状，平均留茬高度≤10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格率≤10%，抛
撒不均匀率≤20%。秋季或翌年春播前使用深松碎土机沿垄体进行深松碎土，沿深松碎土带播种；前茬有深耕基础或
易旱地块，采取条带归行覆盖还田，将播种带秸秆归集到空闲带，沿秸秆清洁带播种；春旱重或易旱的川岗地块，采
取原位覆盖还田，即在秸秆均匀覆盖地表原位不动状态下直接免耕播种。

 2.3.2碎混还田技术模式

 技术适宜区：东北东部区域各种土壤类型进行玉米—大豆轮作的种植区。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加装秸秆粉碎抛撒装置的联合收割机，收割同时将秸秆就地粉碎、均匀抛撒。碎混作
业选择一次完成灭茬、深松、旋耕和起垄作业的整地机，作业时调整好作业部件的入土深度以及起垄宽度。

 技术流程：前茬作物机械收获→秸秆粉碎→耙茬深松/旋耕起垄→下茬播种→封闭除草→茎叶除草→垄沟深松→中
耕培土→机械收获。秸秆还田和后茬作物管理技术流程如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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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要求：秸秆粉碎作业时土壤含水率≤25%，秸秆切碎长度≤15cm，平均留茬高度≤10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
高度不合格率≤10%，抛撒不均匀率≤20%，抛撒均匀、无堆积。在秸秆粉碎还田均匀抛撒覆盖地表状态下，进行灭
茬、深松、旋耕和起垄作业。将秸秆与0~10cm土壤混匀，秸秆覆盖度≤30%，作业时土壤含水率≤25%。在作物苗期
进行垄沟或行间深松，玉米结合追肥中耕培土1~2次，大豆不追肥中耕培土2~3次。

 2.4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轮作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技术适宜区：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河北中南部、江苏和安徽淮北地区等小麦—玉米轮作种植区域。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联合收获粉碎一体机，收获作物同时将秸秆粉碎还田。旋耕作业选择能够一次完成灭
茬、旋耕、还田、掩埋、覆盖等多道工序的旋耕机，拖拉机的牵引力和悬挂装置应与旋耕机相适应。

 小麦秸秆还田技术流程：小麦联合收割机收获+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机播种玉米；小麦联合收割机收获+秸秆
粉碎还田→旋耕机旋耕还田→播种机播种玉米。玉米秸秆还田技术流程：玉米收获+秸秆粉碎还田→旋耕机旋耕2次
还田或铧式犁深耕还田→小麦播种机播种小麦。秸秆还田和后茬作物管理技术流程如图9。

                                                页面 7 / 13



我国农作物秸秆直接还田利用现状、技术模式及发展建议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204896.html 
来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作业要求：小麦、玉米秸秆切碎长度≤10cm，切碎长度合格率≥90%，抛撒不均匀率≤20%，漏切率≤1.5%，小麦
留茬高度≤15cm，玉米留茬高度≤8cm。旋耕机将地表的秸秆混埋入土，耕深≥15cm，耕深合格率≥85%；耕后地表
平整度≤5.0cm，田间无漏耕和明显壅土现象。在连续旋耕秸秆还田2~3年后，进行深翻作业1次，翻耕深度≥30cm。

 2.5黄淮海地区小麦—大豆轮作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技术适宜区：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河北中南部、江苏和安徽淮北地区等小麦—大豆轮作种植区域。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联合收获粉碎一体机，收获小麦/大豆同时将秸秆粉碎还田。旋耕作业选择能够一次
完成灭茬、旋耕、还田、掩埋、覆盖等多道工序的旋耕机，拖拉机的牵引力和悬挂装置应与旋耕机相适应。

 小麦秸秆还田技术流程：小麦联合收割机收获+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机播种大豆；大豆秸秆还田技术流程：大
豆收获+秸秆粉碎还田→旋耕机旋耕2次还田或铧式犁深耕还田→小麦播种机播种小麦。秸秆还田和后茬作物管理技
术流程如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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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要求：小麦秸秆切碎长度≤10cm，切碎长度合格率≥90%，抛撒不均匀率≤20%，漏切率≤1.5%，小麦留茬高
度≤15cm；大豆联合收割机需合理调节切割装置高度，留茬高度以不留底荚为准，秸秆切碎长度≤10cm，切碎长度
合格率≥95%，漏切率≤1.5%，抛撒不均匀率≤20%。旋耕作业要求耕深不小于15cm，耕深合格率≥85%，耕后地表
植被残留量小于等于200g/m2；耕后地表平整度≤5.0cm，耕后田角余量最少，田间无漏耕和明显壅土现象。

 2.6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水稻轮作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技术适宜区：适用于湖北、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浙江、上海等水稻—小麦轮作种植区域。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配备秸秆粉碎抛撒/匀铺装置的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粉碎，粉碎匀抛小麦、水稻秸
秆。选用拖拉机配置旋耕机进行小麦秸秆灭茬或深旋还田作业，配置反转灭茬旋耕机、铧式犁、或犁旋一体复式机进
行水稻秸秆还田作业。

 小麦秸秆还田技术流程：小麦收获→秸秆粉碎匀抛→施基肥→旋耕还田→放水泡田→起浆平地→沉实→机插水稻；
水稻秸秆还田技术流程：水稻收获→秸秆切碎匀抛→施基肥→翻旋还田→播种小麦→镇压、开沟。秸秆还田和后茬作
物管理技术流程如图11。

 作业要求：小麦秸秆留茬高度≤15cm，反之应进行机械灭茬作业，秸秆切碎长度≤10cm，秸秆覆盖率≥85%。小麦
收获后，在正常土壤墒情条件下，秸秆还田采取旱耕深旋作业，旋耕深度为12~15cm。水稻收获一般机收前10~15d断
水，水稻秸秆留茬高度25~30cm，秸秆切碎长度≤10cm，秸秆覆盖率≥85%；反旋灭茬，旋耕深度12~15cm。在连续
反旋灭茬秸秆还田2~3年后，可根据墒情，结合犁耕，深翻秸秆还田1次，翻耕深度20~25cm。

 2.7长江中下游地区油菜—水稻轮作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技术适宜区：适用于湖北、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浙江、上海等油菜—水稻轮作种植区域。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采用安装秸秆粉碎装置和导流装置的联合收割机进行油菜、水稻收获和秸秆粉碎。利用拖
拉机配置旋耕机进行油菜秸秆灭茬或还田作业，配置反转灭茬旋耕机、铧式犁、或犁旋一体复式机进行水稻秸秆还田
作业。

 油菜秸秆还田技术流程：油菜收割、秸秆粉碎匀抛→施基肥、喷施化学除草剂→旋耕→放水泡田（田间水面1~2cm
左右）→起浆平田→沉实→机插水稻。水稻秸秆还田技术流程：水稻收割、秸秆粉碎匀抛→施基肥→旋耕、开沟→播
种油菜。秸秆还田和后茬作物管理技术流程如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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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要求：油菜秸秆留茬高度≤12cm，秸秆切碎长度5~10cm，抛洒均匀率≥85%，秸秆还田量每亩不宜超过400kg
。油菜秸秆粉碎还田后，应浅水泡田2~3d，水面深度1~2cm；旋耕深度为12~15cm，防止漏耕、重耕，平整后田块高
低差不超过3cm。水稻秸秆留茬高度≤10cm，秸秆切碎长度5~10cm，均匀抛洒在田面，秸秆覆盖率≥85%，秸秆还田
量每亩不宜超过400kg，以原位还田为主。水稻秸秆粉碎后，旋耕深度10~15cm；可根据墒情，每隔2~3年结合犁耕，
深翻1次，翻耕深度20~25cm。

 2.8长江中下游地区双季稻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技术适宜区：湖北、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双季稻种植区域。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采用配备秸秆粉碎装置和抛撒装置的全喂入或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同时完成秸
秆粉碎、抛洒作业。

 早稻秸秆还田技术流程：早稻收获→秸秆粉碎匀抛→灌水泡田→施基肥→旋耕还田→平整田地→移栽晚稻。晚稻秸
秆还田技术流程：晚稻收获→秸秆粉碎还田→种植早稻。秸秆还田和后茬作物管理技术流程如图13。

 作业要求：早稻留茬高度25~30cm，晚稻留茬高度小于15cm，秸秆切碎长度≤10cm，粉碎长度合格率大于85%，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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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覆盖率≥85%。水稻秸秆粉碎均匀抛洒于田面后，放水泡田1~2d，均匀撒施晚稻基肥后，采用旋耕机进行旋耕，使
切碎秸秆埋入耕作层；采用旋耕机或驱动耙进行埋草作业，用慢速和中速按纵向和横向作业2遍；旋耕深度13cm左右
，搅浆深度8~10cm，作业水深控制在1~3cm，无秸秆漂浮，旋耕后平整作业。

 2.9华南地区水稻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技术适宜区：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南方地势平坦集中连片的水稻种植区。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加装后置式秸秆粉碎抛撒还田装置的全喂入式纵轴流水稻联合收割机，低留茬收割水
稻的同时将秸秆就地粉碎，均匀抛撒。翻耕作业选用深耕深翻机进行秸秆翻埋和土壤翻耕。

 秸秆还田技术流程：机械收获（后茬作物为紫云英，收前播种）→秸秆粉碎→均匀抛洒→翻压入土→增施氮肥→油
菜播种→田间种植管理→下茬作物种植。水稻秸秆还田和后茬作物管理技术流程如图14。

 作业要求：秸秆粉碎长度≤5cm、成撕裂状，粉碎长度合格率≥95%，漏切率≤1.5%，抛撒不均匀率≤20%。后茬
作物为紫云英等绿肥，联合收获机收割后秸秆粉碎覆盖还田，水稻留茬高度≥30cm，翌年春天早稻播种前用深耕深
翻机将水稻秸秆和紫云英翻埋、整地。后茬作物为油菜，水稻收割时秸秆粉碎还田，留茬高度≤10cm；选用深耕深
翻机进行翻埋，作业深度≥20cm，根据墒情和长势加强油菜后期水肥管理。

 2.10西南地区水稻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技术适宜区：适用于成都平原、云贵高原平坝、四川和重庆浅丘的水稻—小麦、水稻—油菜轮作种植区域。

 机具要求：秸秆粉碎作业选用加装后置式秸秆粉碎抛撒还田装置的全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低留茬收割水稻的同
时将秸秆就地粉碎，均匀抛撒覆盖地表。整地作业采用翻旋机械进行灭茬、翻旋和秸秆翻埋还田一体化作业。

 秸秆还田技术流程：机械收获→秸秆粉碎→均匀抛洒→翻压入土→增施氮肥→开沟排湿→田间种植管理→下茬作物
种植。水稻秸秆还田和后茬作物管理技术流程如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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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要求：水稻秸秆经收割机粉碎后应均匀抛洒，秸秆粉碎长度一般5~10cm，留茬高度≤15cm、秸秆抛撒不均匀
率≤20cm、粉碎长度合格率≥85%，便于翻压后不裸露，严防漏切。用翻旋机械进行翻压，将秸秆与表层土壤充分混
匀，翻压深度在8~10cm即可，田面无裸露的残茬和杂草；翻后及时整地，减少水分蒸发。秸秆还田总量以收获后本
田实际秸秆数量为宜。

 3秸秆还田利用发展建议

 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率已达88.1%，但每年仍有1亿t秸秆需要加大资源化利用力度。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秸秆科学还田
水平，现提出构建工作、技术和监测3个体系相配套的秸秆还田利用策略建议。

 3.1构建持续推进的工作体系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
治理建设规划》等多部国家“十四五”规划均对秸秆还田工作进行了明确部署。如何更好、更科学地将秸秆还到田里
，需要推动建立以政府引导、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撑、农民积极参与的有效运行工作体系，不断强化政府、社会化服务
组织和农户三者利益的有机联结。一方面，建议以秸秆还田量和作业面积为主要指标，建立健全秸秆还田利用绩效奖
补政策；另一方面，建议聚焦耕地保育，以各级财政补助资金为支撑，在粮食主产区打造一批秸秆沃土样板，持续推
进秸秆科学还田。

 3.2构建科学高效的技术体系

 一是加强相关机理研究，针对秸秆还田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土壤—作物系统驱动机理、环境因子的调控机
制、最适还田量等关键问题，组织土壤、肥料、农业环保等领域专家，搭建秸秆还田科研创新合作平台，共同推进秸
秆还田基础性长期性研究，进一步揭示秸秆还田效应机理。二是加强配套技术的研发和集成，依托秸秆综合利用专家
指导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多方科技力量，分区域、分作物开展技术研发、机械装
备研制，进行共性技术和关键装备的研究、集成、试验和示范，着力提高秸秆还田利用配套技术、农艺和装备水平。
三是加强技术标准建设，结合不同区域农作物种植制度，制修订一批可操作、能落地的高效还田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

 3.3构建可考核评价的监测体系

 围绕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开展长期定位监测，将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纳入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一张
网”。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种植模式、土壤类型、气候条件等因素，不断完善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指标和技术规范，
科学评价秸秆还田的生态环境效应，用数据说清秸秆直接还田对作物病虫害、温室气体排放、土壤碳库容量、作物产
量等方面的影响，为指导秸秆还田生产实际、优化秸秆还田技术模式、推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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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语

 秸秆取之于田，也宜用之于田，但秸秆还田绝不能简单一还了之，要充分考虑区域状况、耕作方式、农民接受度、
技术措施成熟度，以及扶持政策力度等，科学合理把秸秆还到地里，才能发挥秸秆在培肥土壤、保育耕地、改善生态
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做好秸秆还田利用工作，要不断强化秸秆还田监测工作，合理测算秸秆最适还田量，集成推广
分区域分作物还田技术，推动秸秆科学合理还田，助力粮食增产增收。同时，要处理好秸秆还田与离田的关系，立足
当地资源禀赋、耕作特点和产业实际，统筹好还田和离田工作，既不能图省事，把还田作为解决秸秆问题的唯一渠道
，带来新的生产和环境问题；又不能图挣钱，连年把秸秆全部收走，使耕地地力难以为继。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2048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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