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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综合利用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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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耕作技术中，农民对秸秆的处理方式大多以焚烧为主。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态观念的盛行，秸秆

的处理方式也朝着更加科学、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受传统耕作观念影响较深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绿色秸秆处

理的发展受到较大的限制，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与进程受到影响。因此，本文立足于秸秆综合利用的研究基础之上，探

究秸秆利用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和意义，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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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raditional farming practices, farmers mainly rely on burning as the primary method for straw disposal.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prevailing ecological awareness, the approach to straw disposal is evolving
towards a more scientific, green,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irection. Nevertheless, due to deep-rooted traditional farming beliefs
and various other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straw disposal faces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mpacting the efforts and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omprehensive straw
utilization, aim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significance between straw uti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ropose optimization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curren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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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作物秸秆是由大量的有机物和少量的无机物及水所

组成的，其有机物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类的碳水化合物（主

要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二氧化硅，角质蛋白，

蜡质和木质化含氮物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粗蛋白质和粗脂

肪。秸秆是农作物收获之后遗留下来的植物根茎，本质上属

于农业废料，对于农民来说，回收工作量大，且没有经济价

值，因此大多数农民基本上会采取焚烧的方式处理。然而，

大量的秸秆焚烧会产生过量的二氧化碳，加剧全球变暖。与

此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也逐渐关注到农业，尽管我国

农业目前的机械化程度低，对工业设备的需求量小，但传统

的农耕作业方式仍旧对周围的生态环境有着一定的影响。秸

秆作为农业废料的主要内容之一，科学、合理的利用与处理

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

一、秸秆综合利用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一）秸秆影响环境的原因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耕作的历史悠久，传统的秸秆

处理方式流传上千年，以焚烧的方式处理秸秆，不仅是农民

下意识的做法，也是中国农业产业的习惯。随着机械设备的

更新发展，我国农业也不断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且开

垦了大量的集约化农业耕地，实现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

这也是我国农业产量高的重要原因。但这类生产模式需要大

片的平原，对地势有一定的要求，而我国土地类型以山地、

丘陵为主，且目前我们土地农业生产耕地的使用模式是家庭

责任制，耕地的单位也以家庭为主，很难实现机械化。同时，

由于耕地被无数个体的农民划分，耕地不断细分，统一农作

以及处理秸秆的难度大。除此之外，每年农耕的时间、流程

相差不大，所有的农户采取的耕作方式和技术一样，且秸秆

焚烧的时间较为集中，所以秸秆焚烧仍旧会产生较大的危害。

有的农户将秸秆堆放或者散落在坑塘或者沟渠河道内，长期

浸泡在水中，对该区域的水质造成污染。

（二）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性

对秸秆进行综合利用，一方面是因为秸秆资源庞大，简

单焚烧处理会浪费资源。另一方面是绿色农业发展的需求，

需要改变传统的焚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同时，随着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提出，农业也需要逐渐转变发展的模式，往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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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态和谐的方向发展。农业本身是对自然的开垦和改

造，本质上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发展绿色农业产业，

也是促进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和谐发展。[1]因此，加大

对秸秆的综合利用，不仅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也是

当代环境保护理念的要求。通过对秸秆的综合利用，转变秸

秆处理方式，减少农村污染，有利于美丽乡村的构建。其次，

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综合加工秸秆，可以延伸农业经济产业

链，增加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带动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

提升农村经济水平。秸秆还可以通过技术处理反哺农业耕作，

提升农作物的产量。除此之外，由于秸秆资源庞大，数量多，

还可以用作能源辅料，转化成新型能源，最大化提高秸秆资

源的利用率。

二、秸秆综合利用方式

秸秆作为农业产生的作物废料，数量庞大，因此可以利

用的空间也较大，综合利用的可行性大。目前秸秆综合利用

的方式主要分为物理利用与非物理利用，物理方式的利用主

要是简单的对秸秆处理便可以运用与其他方面，而非物理利

用需要通过更多的程序和化学作用才能发挥其功效。但不管

是哪种利用方式都对秸秆的综合利用有着重要的作用，且发

挥的效果都较好，具体方式内容主要为以下几点：

（一）秸秆还田

秸秆还田是从秸秆本身的自然属性出发而研究出的利

用方式，主要是将秸秆捣碎，促使秸秆腐化，用来滋养耕地

或者农田，能够大幅度提升土壤肥力，提升农作物产量。秸

秆还田就是将秸秆制作成自然肥力滋养土地，其中也蕴含着

诸多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因为秸秆本身是农作物的组成部分，

腐化后会滋生有利于土地吸收的营养物质，进而增强土地的

肥力。其次是秸秆还田的操作简单，对于大部分个体农户来

说操作性较强。[2]相较于其他秸秆的利用形式，将秸秆以肥

料的方式返回土地是最便捷，最适合农民的做法，因此，也

是农民首选的秸秆利用方式。

（二）研制饲料

秸秆是农作物的一部分，由于秸秆老硬，动物无法直接

食用和消化，但秸秆富含大量的粗纤维，且经过加工后的秸

秆能够释放有益物质，有利于反刍动物的消化和提升免疫力。

因此，纤维较多且有利于动物消化的秸秆都用于动物饲料的

研制。由于秸秆的纤维比较粗大，大部分动物都不能消化，

只有牛、羊等反刍动物可以食用，因此秸秆饲料的基本上针

对牛、羊制作。尽管秸秆饲料的动物需求群体较少，但人们

对于牛、羊的需求量也较大，从整体上来看，秸秆饲料的市

场发展前景是较大的。

（三）制作工业原料

秸秆作为农作植物，质量轻、密度小，在当代的工业制

品中具有极强的替代性，成为新型的工业原料，且可以替代

的工业制品较多，能够衍生发展的产业较多。第一，可以发

展纺织工业，研制纤维性成品。可以抽取秸秆纤维加工处理

制成人造丝、人造棉，发展纺织服装。第二，通过对秸秆纤

维的提取和工业炮制而制成酒和木糖醇，发展饮食产业。第

三，可以通过秸秆植物纤维研制纸和包装产品，发展日用品

产业。由于秸秆植物纤维可降解，因此秸秆原料制作的纸和

包装餐盒相较于普通塑料制品更容易分解，且降解的周期更

短，对环境的危害更小，有利于保护环境。第四，可以根据

不同密度的秸秆制作成相应的建筑材料，应用与建筑行业。

由于秸秆的密度大，保温性能好，可以满足建筑材料的使用

标准，且秸秆的获取更加简便，具有较强的发展前景。

（四）转换能源

秸秆的综合利用除了发展其经济因素，还可以关注到其

能源方面的作用，通过对秸秆的能源转化，可以有效提升环

境保护的作用。首先，可以通过专业的设备和操作方法燃烧

秸秆，进而实现火力发电的效果。与传统的煤炭发电相比，

秸秆燃烧产生的热量没有煤炭大，但燃烧过程释放的二氧化

碳、硫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相对而言少了很多，整体上对环境

的危害更小。其次，可以利用秸秆制成乡村沼泽，通过秸秆

产生沼气，进而形成沼气能源，可以替代煤炭能源和天然气

能源使用。而沼气的能源优势比较明显，既可以生产经济效

益，又能发挥社会效益，促进环境保护。[3]除此之外，秸秆

转化为沼气之后的秸秆废料还可以用于土壤施肥，可以重复

循环利用，可持续性更高。

三、秸秆综合利用存在的问题

秸秆的综合利用具有较多的好处，不仅可以延伸农业发

展的产业链，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还可以通过秸秆资源的

使用减少秸秆浪费，转化为新型能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维持平衡。尽管秸秆的作用和优势比较明显，

且市场发展前景较好，但我国农业发展形式复杂，情况多样，

在秸秆的具体利用中存在着较大的难题和不足。

（一）秸秆还田限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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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是秸秆利用最为基础的方法，操作上也最简单，

也是当地农民可以自己操作的，对科学技术的要求低。但同

时也是目前农民最抵触的方法之一。第一，是每年农作物产

生的秸秆数量多，秸秆量庞大。尽管秸秆晒干之后质量轻，

操作轻便，但由于庞大的数量，且操作上重复性较高，而农

民在忙完必要的农活之后没有更多的力气来长时间进行秸

秆还田的步骤。第二，秸秆还田的第二年，不能进行农作。

因为秸秆还田主要是将秸秆捣碎投入农田，而农田中秸秆的

降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未降解的秸秆密度大，不利于

农作物的成长。除此之外，秸秆的降解需要吸收一定的土壤

营养，因此在降解完成之前土壤种植作物肥力不但没有增长，

反而需要更多的肥力，影响作物的产量以及破坏土壤的生态

平衡。因而秸秆还田的第二年不能种植作物，但对于农民来

说，每年的农业生产是必要的内容，因此秸秆还田与农民之

间的矛盾较大。

（二）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促进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是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方

向，也是国家政策对农业发展的要求。加大对秸秆的综合利

用需要得到农民、社会以及国家的支持，但目前农民方面对

秸秆利用较为抵触，而国家对于秸秆利用的相关政策支持不

够，对解决秸秆利用和农民之间矛盾的政策指导不足。除此

之外，社会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识不够，整体的农业绿色发

展理念意识较为薄弱，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认识不够，

不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的开展，也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秸秆综合利用率低

根据目前秸秆综合利用的方式来看，秸秆利用涉及的行

业多，类型多，从日用品到能源转换，行业跨度大，整体的

发展前景较大，但在具体的秸秆利用实践中，秸秆的综合利

用率低。一方面，发展秸秆产业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厂地址，

确保秸秆资源的充足，以及秸秆资源从农田到工厂装运需要

足够便利的交通。而农村土地分散，秸秆装车难度大，且秸

秆资源具有极强的季节性，不能有效满足工厂长期发展的需

求。[4]另一方面，将秸秆转化为能源对技术的要求较高，同

时还需要专门的场地设备，而农村交通不便，能源转换站建

设周期长、难度大。

四、秸秆综合利用优化措施

（一）调和农民需求、研制专业设备

秸秆还田的对农民农业生产的限制大，与农民生产需求

的矛盾大，因此，尽管秸秆还田是秸秆利用方式中流程最少、

操作最简单的方式，在实施中受到的阻碍仍旧较大。首先是

操作方面，秸秆捣碎以及铺到农田中的工程量较大，相关专

业人员可以研制小型机械设备，方便农民操作，较少人工的

操作。其次是秸秆还田第二年不利于耕作的问题，应当对秸

秆换田技术进行优化升级，提升秸秆降解的速度，满足农田

的使用。尽管秸秆还田与农民矛盾较大，但也应该看到秸秆

还田的优势，整体的操作是更简便快捷的，因此要大力推广

秸秆还田的利用方式，关注农民的需求，从农民的视角看待

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加大政策支持

由于人们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理念和观念认识较少，整

体的农业生态平衡的意识薄弱，人们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注较少，对秸秆综合利用可以促进农业绿色健康发展的认

识不够，而相关的秸秆综合利用政策较少，人们对于秸秆利

用的意愿低。因此，首先要加大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支持，

给予农民、企业以及秸秆利用的相关人士更大的资金或者技

术支持，提升人们的秸秆利用意愿。[5]同时加大对绿色农业

发展的宣传，提升人们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

（三）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除了调和农民需求，加大对秸秆产业的政策支持，还需

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秸秆发电、秸秆沼气发电对场地

和设备的要求较大，普通的农民和企业无法独自开展。因此，

国家需要加大相关的能源转换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秸秆燃烧

发电、沼气能源转换提供专业的场所和设备技术，由国家政

府牵头秸秆的综合利用，提升秸秆的利用率。增加基础设施

建设，还包括农村的交通建设，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吸引工厂

的重要因素。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带动秸秆的综合利用，促

进农业产业的发展。

五、总结

秸秆是农作物遗留的主要废料，传统的秸秆焚烧会对农

业的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在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指导下，科学、合理的处理秸秆成为新时期农业生态发展

的重要内容。可以通过桔梗还田、研制饲料、制作工业原料

以及转换能源等方式高效的利用秸秆，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

中出现了秸秆还田限制大、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秸秆综合利

用率低等问题，需要通过调和农民需求、研制专业设备，加

大政策支持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法改善秸秆利用的出



环境与发展 5 卷 5 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98

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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