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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农作物秸秆双禁还田利用利与弊存在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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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近十多年来，兴化陶庄以堵疏结合的方式，持续开展农作物秸秆禁烧禁抛还田措施，实践证明，新常态下农作物秸秆

“双禁还田”措施，农民可接受，农业可持续，生态发展优，增收增效好，是新常态下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在实践过程

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面临着较多的困惑和不同见解，仍须各地因地制宜，科学论证，精准施策，大胆探索，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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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自2012年夏收季节全面实行秸秆禁烧禁抛以
来，通过十多年来的秸秆还田措施实践后，土壤质地得

到了明显改善。土壤有机质逐年上升，耕作层逐年加

深，稻麦产量和品质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农民对秸秆还

田措施带来的好处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从当初的情绪

抵触变成了现在的自觉行动，但在多年的秸秆还田实践

过程中，农民朋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还田后对农业生

产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此，再议新常态下农作物秸秆“双

禁还田”的利弊，有利于在今后的双禁实践中，找到双

禁与还田的平衡点，为后续双禁还田工作探索途径，积

累经验。

1 秸秆还田对农业生产的有利影响秸秆还田的好处

第一，降低劳动强度，从过去完全人工作业，工序

复杂，且产量损耗较大，到半机械化，再到现在的机械

化、智能化生产，简化了太多工序，产量损失也降到最

低。农民真正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一改千百年来“面

朝黄土背朝天，烂手烂脚过夏天”的状况。农民只是在

种、管、收、售等环节充当了指挥者的身份。秸秆还田

是农业现代化的部分体现，其便利性能直接表达出来，

减少了捆扎运输等一系列的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大大降

低，省工节本。这样有利于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入城镇务

工，对农民增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效的改善了生

活水平，农民获得了幸福感。

第二，补充土壤养分。作物秸秆含有一定的养分和

纤维素、半纤维素、粗蛋白灰分元素等。既有较多有机

质，又有氮、磷、钾、镁、钙、硫等营养元素，既能使

土壤中的有机物有效增加，避免造成土壤肥力下降，使

作物生长所需养分相对均匀，还具有促进土壤有机质及

氮、磷、钾等含量的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养分失调的矛

盾，同时提高了土壤对水肥的保蓄功能，起到了一定的

抗旱保墒能力[1]。

第三，促进了微生物的活力：土壤中微生物在整个

农业生态链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具有分解土壤有机

质，使作物能吸收利用及净化土壤的功能，农作物籽粒

产量中有机物的合成，由植物叶片中叶绿素通过光合作

用来完成，而光合作用所需的原料，则由土壤中微生物

来完成对有机物的分解而获得。秸秆还田后给土壤微生

物增添了大量的物质源，使得各类微生物和酶的活性增

强，促进了对有机物的分解和矿物质养分的有效转化，

使土壤中氮、磷、钾等元素源等不断向地上部提供，土

壤中养分的有效性有所提高。

第四，减少化肥使用量，秸秆还田后增肥增产作用明

显，一般可增产5~8%，是促进农业稳产、高产、走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走绿色、高质、高效的重要途径，

是抑制化肥大量使用，从而达到减肥目的的重要途径。

第五，改善生态环境：农作物秸秆的禁烧，有效地

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少了雾霾及酸雨的发生，加之焚

烧后使得土壤表层焦化，严重影响耕作层保水保肥能

力，有时还会引起火灾。另外秸秆随便处置还会影响交

通，污染水源。所以秸秆还田后有利于农业废弃物的综

合利用，改善了生态环境。

2 秸秆还田后的负面弊端影响

2.1 还田量过大，增加成本

由于秸秆全量还田后，还田量过大或不均匀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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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所以还田秸秆不易超过300kg/667m2。否则会影响秸

秆在土壤中的分解速度，从而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土壤

中碳、氮比失调，还田后土壤中C/N比为80-100∶1，而
小麦适宜生长的C/N比为25∶1。因此还田后需适当增施
氮肥，或者施一些生物菌肥。以加速秸秆的腐熟分解，

另还田时还会造成喷撒不均，这样有增加了用工成本，

有时农民也不愿意[2]。

2.2 土壤间隙大，造成弱苗、死苗

秸秆翻压还田后，使土壤变得过于松散，孔隙大而

比例不均，如果大孔隙过多，导致跑风，常出现种苗“吊

根”及根土不接触，幼苗完全生长在秸秆之中的现象。

遇到寒流会造成冻害而出现黄苗、死苗、断垄等现象。

所以秸秆还田的田块通过近几年实践播后或苗后镇压，

是一项很好的农业措施，镇压后，使土壤与种子亲密接

触，根系生长在土壤里，且孔隙度减少，对预防冻害能

起到重要作用，另外要加大粉碎的细度，最好达到3.5cm
以下，但这样就会增加能耗，加大成本。

2.3 病原体还田，病虫害风险加大

秸秆上往往带有大量病源和虫卵，在秸秆粉碎的过

程中无法机械杀灭，所以还田后，留在土壤里，病虫害

就会直接发生或在残体上越冬，来年发生。增加了田间

发病机率。近几年纹枯病、稻瘟病、细菌性基腐病等病

害的加重与还田也有一定关系，秸秆还田给地下害虫也

带来了生存环境和空间，这也是近几年地下害虫呈现逐

年上升的原因之一。

2.4 秸秆无法完成腐烂，影响作物前期生长

秸秆还田后必须完全腐烂分解后，才能被作物吸收

利用，可是不同地方、不同年份的气候有差别，这就出

现了有些地方秸秆无法完全腐烂的问题。特别是夏季高

温高湿天气，水稻移栽返青后如不及时排水透气，极易

造成秸秆腐熟产生的还原性气体硫比氢浓度过高，引起

水稻根部中毒现象，造成水稻僵苗不发，无新根，甚

至死苗现象。这样又必须使用生理调节剂，促进生理转

化，增施恢复肥，增加了投入成本。水稻中期易造成搁

田不实，后期倒伏，最终影响产量。

2.5 还田后杂稻杂草基数增加，使得除杂成本上升

上熟作物中完全没有杂谷杂草是不现实的，所以秸

杆还田后，杂草种子也直接还田了，这样无疑增加了杂

草基数，直接导致了除杂成本上升。

3 双禁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3.1 上下联动，双禁巡查无死角

近几年的秸秆双禁工作中，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

度重视、层层制定压实包保责任㓡，党委一把手作为责

任第一人，所以双禁工作成绩显著。今年我镇从未发生

一起秸秆焚烧的现象[3]。镇政府每年从5月中旬开始，便
召开动员大会，配备双禁巡逻车，抽调政府和单位工作

人员进行日夜巡查。巡查车循环播放宣传双禁政策，使

得大家都知道“白天不见烟，夜间不见火”。严明纪律和

问责、追责。实行奖惩，绩效考核和政绩一票否决制，

严防死守，协同推进，确保了双禁无死角。

3.2 虽无火点，但乱抛乱堆现象普遍

兴化市稻麦秸秆实施了全量还田，而夏熟的菜籽、蚕

豆，秋季的大豆、玉米等秸秆离田后，出现乱堆乱抛现

象。路边、河边、沟渠，无序堆放现象严重，造成道路

堵塞，影响交通。沟渠堵塞影响灌溉，导致汛期水位上

涨时河面秸秆时有漂流。造成水环境恶化，针对此类现

象，各村又必须组织力量，从事打捞、打捆集中清理，

集中堆放，耗费物力财力。给村级集体经济增加负担。

3.3 面对后续双禁，仍然面对较多问题

一是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目前农村70岁以下的劳
动力都比较少。一工难求现象非常普遍，还田后为了提

高播种质量，必须让粉碎后的秸秆均匀分布，这样增加

了用工，增加了成本。二是秸秆综合利用率不高，基本

是有土灶的人家，运一些回去，烧水做饭。没有的还是

任其自然腐烂分解。从而造成汛期水源污染。三是由于

草站少，所以缺少主动到田间地头，收购秸秆的企业和

个人，更缺乏秸秆回收综合利用的途径。四是农田基础

设施不够健全，部分农田仍然没有标准化的机耕道路。

收播季节仍然依赖着农船运输，既费时又费力，部分大

户可能因此就错过了最佳的季节，从而影响产量。五是

秸秆全量还田后加大田间管理的难度。

4 今后要着力解决问题的途径及发展方向

新常态下，农作物秸秆双禁还田措施，是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农村增绿的有效手段，是生态农业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好举措，仍须

大力推广示范，对存在的不足问题，将在今后实践中不断

总结和进一步完善，想方设法来进行存在的实际解决，将

有利的一面做得更好，将不利的一面克服掉。

参考文献

[1] 孙登红.蚌埠市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现状及对策[J].安徽农学

通报，2011（2）：42-43，56.

[2] 宋吕军.秸秆禁烧禁抛与综合利用探讨[J].污染防治技术，

2013（10）：80-81，83.

[3] 杨孝海.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问题与对策[J].甘肃农业，2003

（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