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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农作物秸秆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收获了稻谷、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籽粒以后 残留的不能食用的茎 叶等玉米等农作物籽粒以后，残留的不能食用的茎、叶等
农作物副产品，不包括农作物地下部分。

秸秆是 种具有多用途的可再生资源 农作物光合作秸秆是一种具有多用途的可再生资源，农作物光合作
用的产物有一半以上存在秸秆中。

我国具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我国具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

据测算，2005年主要农作物秸秆资源总量约6亿吨。

但分布分散 统计困难 利用现状不明 影响了国家政但分布分散、统计困难，利用现状不明，影响了国家政
策的制定。



已有的研究回顾
1. 中国农业部／美国能源部项目专家组“中国生

物质资源可获得性评价”（1998）物质资源可获得性评价”（1998）
2. 国家科技部星火计划项目“农作物秸秆合理利

用途径研究报告”（ ）用途径研究报告”（1999）
3. “中国生物能开发利用与战略思考”报告

（2000）
4. 中节蓝天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秸秆直接燃4. 中节蓝天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秸秆直接燃

烧供热发电项目资源可供应调研和相关问题的
研究”（2004）研究 （ 00 ）



存在问题
除项目4外，其他研究没有经过实地调查。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水平发展并不平衡，种植制度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水平发展并不平衡，种植制度和
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决定了耕作制度的集约性与复杂性，
导致了各地区秸秆的种类复杂和产量多寡。

由于所采用的草谷比数值基本相同 计算出全国秸秆产量由于所采用的草谷比数值基本相同，计算出全国秸秆产量
相似，均约6亿吨左右。

由于各地区的土壤、气候以及耕作制度的不同，不同地区同由于各地区的土壤、气候以及耕作制度的不同，不同地区同
一作物草谷比可能不相同。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以及不同
种植类型，其草谷比也不相同。同一地区同种作物，其丰、
平 歉年的草谷比也是有差异的平、歉年的草谷比也是有差异的。

由于没有统一的评价方法和严格的定义，实际上不同的资
源调研工作缺乏可比性。



制定本标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定 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
见（国发办[2008]105号）见（国发办[2008]105号）

主要目标：秸秆资源得到综合利用，解决由于秸秆废弃
和违规焚烧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力争到和违规焚烧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力争到
2015年，基本建立秸秆收集体系，基本形成布局合理、

多元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多 利用 秸秆综 利用产 化格局 秸秆综 利用率
超过80%。

农业部要指导地方开展秸秆资源调查。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制定规范、有效的
调查与评价方法，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



二 农业行业标准《农作物秸二、农业行业标准《农作物秸
秆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秆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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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原则、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编制的基本要求，在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的法律 法规以及行业产业政策要求的前提下 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行业产业政策要求的前提下，按
照保守性、前瞻性原则编制：

保守性原则 在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中 应坚持保守 谨保守性原则。在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中，应坚持保守、谨
慎的原则，是指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做出评估时应保
持必要的谨慎，既不过高估计秸秆资源量，也不低估秸秆持必要的谨慎，既不过高估计秸秆资源量，也不低估秸秆
的现有利用量和损失量。

前瞻性原则。前瞻性也叫超前性。在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
中，要根据当地农业发展规划、发展趋势以及其他竞争性
用途的发展趋势，测算秸秆资源未来可能源化利用资源量。



2、标准编制的过程、
2008年1～2月：正式组建标准制定小组，国内外调研，收集相关技术
资料；
2008年3 7月 提出 研究 分析标准中技术参数和调查 评价方法2008年3～7月：提出、研究、分析标准中技术参数和调查、评价方法，
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
2008年8月：向全国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咨询公司、行业协会、
农村能源管理与推广部门征求意见 向25个单位发送征求意见稿 收农村能源管理与推广部门征求意见。向25个单位发送征求意见稿。收
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20个。其中，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
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16个。没有回函的单位5个。
2008年9月：根据建议和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累计征求意见40条，2008年9月：根据建议和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累计征求意见40条，
其中采纳30条，完成标准的送审稿。
2008年10月10日：组织有关专家在北京对进行了审定，专家组一致同
意通过审定，并提出了审定意见，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报有关部门
审批 尽快颁布实施审批，尽快颁布实施；
2008年10月：根据专家意见，相应修改标准的内容，完成标准报批稿。



3、标准的适用范围、 范
本标准规定了农作物秸秆资源的调查范围、内容和方

法 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 评价方法等内容法、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评价方法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农作物秸秆资源的调
查与评价 主要调查与评价谷物 豆类 薯类 油料查与评价，主要调查与评价谷物、豆类、薯类、油料、
棉花等农作物秸秆。



4、规范性引用文件、 范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
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 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
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523 谷类、油料作物种子水分测定法

GB 5262 农业机械试验条件测定方法的一般规定（农牧GB 5262 农业机械试验条件测定方法的 般规定（农牧
机械）

NY/T 12 生物质燃料发热量测试方法（原GB 5186—85）物质燃料发热 测试方 原



5、主要框架、
前言

1 范围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3 术语和定义

4 调查内容

5 调查方法5 调查方法

6 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

7 评价方法7 评价方法

8 编写调查与评价报告

附录附录



6、主要技术内容、

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调查内容

调查方法

评价方法

附录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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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值
热值（又称发热量）是指在一定温度下，单位质量
（气体燃料为单位容积）的燃料完全燃烧后，在冷却
至原有温度时所释放的热量 是衡量燃料品质的重要至原有温度时所释放的热量，是衡量燃料品质的重要
指标。
生物质的热值一般在18~21MJ/kg之间，固体燃料的热
值通常采用氧弹测热器直接测定值通常采用氧弹测热器直接测定。

考虑到在实际燃烧状况下，燃烧产物具有相当高的温
度（一般都超过100℃），而水蒸汽在燃烧产物中分压
力远低于大气压，不能凝结为水，以燃料中水蒸汽是
否释放汽化潜热，将热值分为高位热值和低位热值。
两者之间差别在于水蒸汽（水分蒸发和氢燃烧生成）两者之间差别在于水蒸汽（水分蒸发和氢燃烧生成）
的汽化潜热是否释放出来，换算关系为：

)WH(QQ gwdw +−= 925g



几种生物质的工业分析

燃料类型 全水分 挥发分 固定碳/% 灰分/% 低位热值燃料类型 全水分
/%

挥发分
/%

固定碳/% 灰分/% 低位热值
/kJ/kg

稻草 4 97 65 11 16 06 13 86 13970稻草 4.97 65.11 16.06 13.86 13970

麦秸 4.39 67.36 19.35 8.90 15363

玉米秸 4 87 71 45 17 75 5 93 15539玉米秸 4.87 71.45 17.75 5.93 15539

玉米芯 15.0 76.60 7.00 1.40 14395

豆秸 5.10 74.65 17.12 3.13 16146豆秸 5.10 74.65 17.12 3.13 16146

棉秸 6.78 68.54 20.71 3.97 15991



含水量
燃料中不可燃成分，一般分为外在水分和内在水分。

外在水分是指吸附在燃料表面的水分 可用自然干燥方外在水分是指吸附在燃料表面的水分，可用自然干燥方
法去除，与运输和存储条件有关；

内在水分是指吸附在燃料内部的水分，比较稳定。内在水分是指吸附在燃料内部的水分 较稳定

秸秆水分的变化较大，将会影响燃烧的状况，含水率
较高生物质的热值有所下降，导致起燃困难，燃烧温
度偏低 碍燃烧反应的顺利进行度偏低，阻碍燃烧反应的顺利进行。

本标准秸秆资源计算一律按风干计（15%）。



草谷比
是指某种农作物单位面积的秸秆产量与籽粒产量的比
值值

草谷比=农作物秸秆产量÷籽粒产量。
农作物籽粒和秸秆的产品与含水量密切相关，需同时注明含农作物籽粒和秸秆的产品与含水量密切相关，需同时注明含
水量。

由于各地区的土壤、气候以及耕作制度的不同，不同
地区同 作物草谷比可能不相同地区同一作物草谷比可能不相同。

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以及不同种植类型，其草谷比
也不相同也不相同。

同一地区同种作物，其丰、平、歉年的草谷比也是有
差异的差异的。



现有各种草谷比值比较现有各种草谷比值比较
数据来源 小麦 玉米 稻谷 油菜 棉花 备注

《农业技术经济手册 秸秆按晾晒干重计，含水《农业技术经济手册
（修订本）》，1984年。

1.1 1.2 0.9 1.5 3.4 秸秆按晾晒干重计，含水
量一般在6%～15%。

中国作物的收获指数，
1990年。

1.77 1.269 1.323 2.985 1.613 包括地下部分重量。

中国生物质资源可获得
性评价，1998年。

1.366 2.0 0.623 2.0
（油料）

3.0 未注明含水量。

秸秆合理利用途径研究 1 28 0 95 1 24 2 11 3 13 未注明含水量，按全国按
报告，1999年。

1.28 0.95 1.24 2.11 3.13
省市区加权平均值计。

秸秆直接燃烧供热发电
项目资源可供应调研和
相关问题的研究 2005 0.73 0.90 0.78 1.29 3.53 风干后实测。
相关问题的研究，2005
年。

国家能源办“农作物秸
秆资源能源化利用调查 0.73 1.25 0.68 1.01 5.51 实测，含水量按15%计。
与评价研究”，2007年。

Biomass Availability in 
Europe

0.5（北欧、中
欧）

0 9（南欧）
0.7 － 1.6 －

谷物含水量15%，玉米为
50%，油菜籽为40%。p 0.9（南欧）



农作物秸秆的特性试验（1）（ ）
取样时间

一般在农作物收获时直接取样，与各种农作物的收获时间有般在农作物收获时直接取样，与各种农作物的收获时间有
关。

取样地块的确定

对当地栽培面积最大、普遍推广、且其播种期、栽培期对当
地也最适宜的品种，选择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地形、地势、耕
作制度和栽培水平的大田，且周围无障碍和特种小气候影响作制度和栽培水平的大田，且周围无障碍和特种小气候影响
的地块进行取样。

取样方法

按 进行 样 作 垄作作物 每点 面积按照GB 5262进行取样。平作和垄作作物，每点取1 m2 面积
内的植株（垄作作物在一条垄上割取）；平作作物每点割取5
行5穴，具体取样方式按当地实际条件进行调整。具 式 实



农作物秸秆的特性试验（2）（ ）
取样过程

a 根据农作物的收获方式的不同 分别测量各种收获方a. 根据农作物的收获方式的不同，分别测量各种收获方
式的秸秆割茬高度。

b. 在取样地块里采用对角线分割5点进行取样。将每点的在取样 块 采用对角线分割 点 行取样 将每点的
农作物秸秆地上部分整株割下，测量株高并纪录。

c. 将作物收割保存，待全部收获后将收割的样本晾晒、
烘干 脱粒后 分别称取秸秆和籽粒的重量烘干、脱粒后，分别称取秸秆和籽粒的重量。

d. 首先按照GB 3523测定籽粒的含水量和杂质率，再按
照附录A的试验方法测定秸秆的含水量。照附录A的试验方法测定秸秆的含水量。

e. 分别计算各样品的草谷比，并取平均值。

f. 按照NY/T 12测定农作物秸秆的发热量。. 按照N / 测定农作物秸秆的发热量。



草谷比的计算
%)/(%)A(m S,iS,i 1511 −−

λ
%)./(%)A(m G,iG,i

S,iS,i
i 51211 −−
=λ

mi,S—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mi,G—第i种农作物籽粒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Ai,S—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含水量，单位为百分数（%）；

Ai,G—第i种农作物籽粒的含水量和杂质率，单位为百分数
（%）（%）；

15%—秸秆风干时的含水量；

12 5%—国家标准水杂率12.5%—国家标准水杂率。



注意事项
谷物。包括禾本科的稻谷、小麦、玉米等，不包括薯类和
豆类。谷类作物产量一律按脱粒后的原粮计算。豆类。谷类作物产量 律按脱粒后的原粮计算。

其中，稻谷按早稻、中稻和一季晚稻，以及双季晚稻分别计
算产量。

豆类 用作粮食的豆科作物 按去豆荚后的干豆计算产量豆类。用作粮食的豆科作物，按去豆荚后的干豆计算产量。

薯类。用作粮食的薯芋类作物，按5 kg 鲜薯折1 kg 粮食计
算产量算产量。

油料。用作榨取油脂为主要用途的一类作物，种子含油率
约达20%~60%。包括花生、油菜籽等。不包括木本油料在
内。

棉花。属锦葵科棉属，一种重要的天然植物纤维，按皮棉
计算产量计算产量。



秸秆资源流向

损耗

饲料

工业原料及养菇

可收集资源量 直接还田

饲料

理论资源量

可利用
资源量焚烧及废弃

燃料

资源量



理论资源量
指某一区域作物秸秆的年总产量，表明理论上该地区
每年可能拥有的农作物秸秆资源量每年可能拥有的农作物秸秆资源量。

因为农作物分布的比较分散，通常均匀地分布在某一
地区 并与当地的自然条件 生产情况有关 统计起地区，并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情况有关，统计起
来比较困难。

一般根据农作物产量和各种农作物的草谷比 大致估算出各一般根据农作物产量和各种农作物的草谷比，大致估算出各
种农作物秸秆的产量，即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农作物产

量×草谷比，而农作物产量又等于播种面积乘以单位面积产
量。



计算公式

∑ ⋅=
n

GP λ

P 某一地区农作物秸秆的理论资源量 单位为吨每年

∑
=

=
1i

ii GP λ

P—某一地区农作物秸秆的理论资源量，单位为吨每年
（t/a）；

i—农作物秸秆的编号 i=1 2 n；i—农作物秸秆的编号，i=1，2，…，n；
Gi—某一地区第i种农作物的年产量，单位为吨每年（t/a）；

注 稻谷按早稻 中稻和一季晚稻 以及双季晚稻分别计注：稻谷按早稻、中稻和 季晚稻，以及双季晚稻分别计
算。

λi—某一地区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草谷比。λi 某 地区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草谷比。



可收集资源量
是指某一区域通过现有收集方式可供实际利用的农作
物秸秆的数量物秸秆的数量。

考虑到收集过程中的损耗，可收集资源量与理论资源
量并不相同 受到收集方式 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与量并不相同，受到收集方式、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与
收集技术和收集半径等因素有关。

可以实地调查作物割茬高度占作物株高的比例和秸秆可以实地调查作物割茬高度占作物株高的比例和秸秆
枝叶脱落率，获得收集系数进行进行计算。



收集系数
)Z()]J()L/L(J)L/L[( iiisc,iiijc,i,i −⋅−⋅−+⋅−= 11111η

Li—第i种农作物的平均株高，单位为厘米（cm）；

Li,jc—机械收获时，第i种农作物的平均割茬高度，单
位为厘米（cm）；

Li,sc—人工收获时，第i种农作物的平均割茬高度，单
位为厘米（cm）；

Ji—第i种农作物，机械收获面积占总收获的比例；

Zi—第i种农作物，在收获及运输过程中的损失率。



可收集资源量的计算

∑ ⋅⋅=
n

iiic )G(P λη 1

P 某 地区农作物秸秆资源可收集量 单位为吨

∑
i

ii,ic )(η 1

Pc—某一地区农作物秸秆资源可收集量，单位为吨
（t）；

某 地区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收集系数ηi，1—某一地区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收集系数。



可利用资源量
指某一区域可供实际利用的农作物秸秆资源量，主要
包括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燃用和废弃焚烧的秸秆资源量包括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燃用和废弃焚烧的秸秆资源量。

秸秆可用作肥料、饲料、生活燃料以及造纸、建材、编织、
养殖食用菌等工副业的生产原料。养殖食用菌等工副业的生产原料。

除了扣除为保证土壤肥力外的秸秆还田外（或过腹还田），
还需要考虑当地秸秆资源现有的竞争性用途。

通常实地调查，扣除保障土壤肥力的直接还田、用于
养畜、造纸、种菇以及工业原料等用途之外，选取一
个可利用系数进行计算。



可利用系数

∑−=
m

jii µη 12

j—秸秆的利用方式，主要包括秸秆直接还田 能源

∑
j

j,i,i µη 12

j—秸秆的利用方式，主要包括秸秆直接还田、能源

（不含农户家庭生活用能低效燃烧方式）、养畜以及
工业用途，j=1，2，…，m；工业用途，j 1，2，…，m；

μi,j—第i种农作物秸秆第j用途使用量占可收集资源量
的比例，综合实地调查结果而得。的比例，综合实地调查结果而得。



可利用资源量的计算

∑ ⋅⋅⋅=
n

)P(P ληη

P 某 地区农作物秸秆资源可利用资源量 单位为

∑ ⋅⋅⋅=
i

ii,i,ie )P(P ληη 12

Pe—某一地区农作物秸秆资源可利用资源量，单位为
吨（t）；

第 种农作物秸秆的可利用系数ηi,2—第 i 种农作物秸秆的可利用系数。



人均秸秆资源占有量
人均秸秆资源占有量是指某一区域人均可利用利用秸
秆资源占有的数量 表明秸秆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秆资源占有的数量，表明秸秆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

这一指标越高，则该地区的秸秆资源相对越丰富，扣除
用于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用能外 还有剩余用于其他用途用于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用能外，还有剩余用于其他用途。

反之，这一指标越低，则该地区的秸秆资源相对匮乏。

可用该地区可利用秸秆资源量除以该地区乡村人口进行可用该地区可利用秸秆资源量除以该地区乡村人口进行
计算。



计算方法
P

p e=

pe—某一地区人均可利用秸秆资源占有量，单位为千

R
pe 10

pe 某 地区人均可利用秸秆资源占有量，单位为千
克每人（kg/人）；

R—某一地区乡村人口总数，单位为万人。R 某 地区乡村人口总数，单位为万人。

乡村地区常住居民户数中的常住人口数，即经常在家或
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在家居住 个月 济 活与本户 成 体
的人口。



资源密度
资源密度是指某一区域单位面积农作物秸秆的资源
数量 表明资源的丰度 这 指标越高 从资源分数量，表明资源的丰度。这一指标越高，从资源分
布密度的角度来看，其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的经济性
要好要好。

当资源量分别选取理论资源量、可收集资源量和可利用
资源量时 对应理论能量密度 可收集资源能量密度和资源量时，对应理论能量密度、可收集资源能量密度和
可利用资源能量密度。

区域的面积可以分别选取国土面积、耕地面积和播种面区域的面积可以分别选取国土面积、耕地面积和播种面
积。



计算方法
S/PP e=

P—某区域农作物的资源密度，单位为吨每公顷（t/hm2）；
P—某区域农作物秸秆的可利用资源量，单位为吨（t）；

e

P 某区域农作物秸秆的可利用资源量，单位为吨（t）；
S—分别取某区域的国土面积、耕地面积或农作物播种面积，单
位为公顷（hm2）。

耕地面积 可以种植各种农作物 经常进行耕锄的田地 包括熟地耕地面积。可以种植各种农作物，经常进行耕锄的田地，包括熟地、
当年新开荒地、连续撂荒未满三年的耕地和当年的休闲地（轮歇地）
的面积。以种植农作物为主并附带种植桑树、茶树、果树和其他林
木的土地及沿海、沿湖地区已围垦利用的“海涂”、“湖田”等也包括
在内在内。
农作物播种面积。实际播种或移植有农作物的面积，凡是实际种
植有农作物的面积不论种植在耕地上还是非耕地上，也不论面积大
小 均应包括 还包括因遭灾而重新改种和补种的作物面积小，均应包括。还包括因遭灾而重新改种和补种的作物面积。



收集成本
在农作物秸秆收购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由收购成本与运
输成本组成 与农户期望值 当地的劳动力价格以及运输输成本组成，与农户期望值、当地的劳动力价格以及运输
距离长短有关。通常是由收购成本与运输成本所组成：

收购成本。在秸秆收购过程中，从农户处购买、装收购成本。在秸秆收购过程中，从农户处购买、装
卸、临时贮藏以及短途运输等费用。由于具体计算
较为困难，可采用机会成本替代。较为困难 可采用机会成本替代

机会成本。农作物秸秆用于某一种用途，同时丧
失了用于其他用途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失了用于其他用途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

运输成本。农作物秸秆从临时贮藏点运输至处置地
点的费用，与运输距离成正比。点的费用，与运输距离成正比。



计算方法
Ci=Ci,1+Ci,2

Ci—某一地区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收集成本，单位为元每吨（元
/t）；

某 地区第 种农作物秸秆的收购成本 单位为元每吨（元Ci,1—某一地区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收购成本，单位为元每吨（元
/t）；
Ci,2—某一地区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运输成本，单位为元每吨（元i,2
/t）。
秸秆运输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Ci 2=ci 2•LCi,2 ci,2 L
ci,2—某一地区第i种农作物秸秆的单位运输成本，单位为元每吨
公里（元/t • km）；
L 运输距离 单位为公里（km）L—运输距离，单位为公里（km）。



收集半径
收集半径是指距作物秸
秆处置地点经济合理的
最大距离，与秸秆的成
本、当地的劳动力价格
以及交通运输情况等有
关，可建立农作物秸秆
资源供应曲线进行分析资源供应曲线进行分析。



有效收集时间
在某种农作物收获时，在不影响下茬作物播种、可供
收集秸秆的时间收集秸秆的时间。

由于能源利用项目是一个集中、连续的生产系统，其
原料来源于农业 而我国农业是 个分散 间断的生原料来源于农业；而我国农业是一个分散、间断的生
产系统。所以，需要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地结合起
来，保证持续 稳定的原料供应。来，保证持续、稳定的原料供应。

与耕作制度和气候有关。



耕作制度
长江以南（包括广东、 广西、
福建、湖南、江西、浙江、皖
中南、鄂中南）以双季稻或双中南 鄂中南 以双季稻或双
季稻三熟制占多数，长江以北、
淮河以南以及西南地区则以麦
（油菜）稻两熟居多数。

华北平原小麦－玉米、小麦－
大豆等一年两熟面积扩大。目
前，复种指数约150%。前 复种指数约 5
东北、西北以玉米、春小麦、
谷子等一年一熟为主。



2、调查内容（1）、 （ ）
基本情况

基本概况 包括行政区面积 村镇数量与分布 乡村人基本概况。包括行政区面积、村镇数量与分布、乡村人
口数、农户数等；

主要经济指标 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农民人均纯收入主要经济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
劳动力成本等；

气候状况 包括近三年的平均气温 平均相对湿度 降气候状况。包括近三年的平均气温、平均相对湿度、降
雨量、无霜期等；

交通运输状况。包括当地的公路和水路运输条件及运输交通运输状况。包括当地的公路和水路运输条件及运输
成本等。



调查内容（2）（ ）
农作物秸秆生产情况

农作物种植情况 包括近三年的耕地面积与分布 耕作农作物种植情况，包括近三年的耕地面积与分布，耕作
制度、主要农作物品种、播种面积、产量和收获时间等；

农作物的收获方式和时间，包括人工收获和机械收获的农作物的收获方式和时间，包括人 收获和机械收获的
秸秆割茬高度和面积等。

农作物秸秆的利用现状
秸秆作为饲料利用的情况；

秸秆还田面积和数量；

秸秆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燃料的情况秸秆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燃料的情况；

秸秆其他竞争性用途，包括造纸、建材、编织、种植食
用菌等工副业的生产原料用菌等工副业的生产原料。



调查内容（3）（ ）
农作物秸秆的经济性

秸秆现有的收集 存储和运输模式秸秆现有的收集、存储和运输模式；

秸秆的现有收集成本及构成；

农户出售秸秆的意愿和期望价格等农户出售秸秆的意愿和期望价格等。



3、调查方法（1）、 （ ）
文案调查（文献调查法）

收集地方统计部门定期发布的统计公报 统计年鉴 发收集地方统计部门定期发布的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发
展规划、政府公告、公开出版物、以往的农作物秸秆资
源调查报告等文献资料。源调查报告等文献资料。

适用于调查4.1所规定的内容。

实地调查（现场观察法）实地调查（现场观察法）

实地调研采用座谈、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等形式。

适用于调查4 2～4 4所规定的内容适用于调查4.2～4.4所规定的内容。



调查方法（2）（ ）
座谈。分县、乡（镇）、村三级进行。

县级座谈：参与的部门包括农技推广、土肥、畜牧和农村能源等部
门 通过了解所调查县的秸秆资源现状 选出典型调查乡镇门，通过了解所调查县的秸秆资源现状，选出典型调查乡镇；

乡（镇）级座谈：了解所选乡镇的秸秆资源现状，并在每个乡镇挑
选2个以上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村进行调查；
村级座谈 了解所选村的秸秆资源 根据情况选择不少于15户进行村级座谈：了解所选村的秸秆资源，根据情况选择不少于15户进行
入户调查（详见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
济 种植结构 秸 利 式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地理位置、种植结构以及秸秆利用方式

等的不同，分别选取占总乡镇数量20%~25%的乡镇，每个乡镇选
取1~2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选取不少于15户农民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人员携带调查表入户调查 确保获得准确 完整的数据调查人员携带调查表入户调查，确保获得准确、完整的数据。

选择所调查乡镇和村时，需考虑经济（发达、较发达、不发达）、
农民收入（高、中、低）、农作物品种及播种面积，是否具有典型
性等因素性等因素。



调查方法（3）（ ）
农作物秸秆的特性试验。

补充调查补充调查

当实地调查完成以后，应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和计
算 使调查的资料成为可供分析 预测的信息 对调查算，使调查的资料成为可供分析、预测的信息。对调查
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调整、修改调查内容，进行补充
调查。调查。



4、评价方法（1）、 （ ）
秸秆资源量评价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 包括农作物草谷比 播种面积 产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包括农作物草谷比、播种面积、产
量、收集系数等，分别计算出秸秆理论资源量、可收集
资源量。资源量。

评价秸秆利用现状，计算可利用资源量。

分别选取国土面积 耕地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 计算分别选取国土面积、耕地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计算
可利用秸秆资源密度；计算人均秸秆资源占有量。

根据当地的耕作制度及气候条件，计算秸秆资源的有效根据当地的耕作制度及气候条件，计算秸秆资源的有效
收集时间。



评价方法（2）（ ）
秸秆利用经济性评价

根据当地劳动成本情况和运输状况 计算秸秆的收集成根据当地劳动成本情况和运输状况，计算秸秆的收集成
本、收购成本和运输成本。

评价不同秸秆利用技术潜力 如秸秆能源化（固体成型评价不同秸秆利用技术潜力，如秸秆能源化（固体成型
燃料、秸秆沼气、秸秆气化等）、秸秆饲料化以及秸秆
工业原料化等利用技术，评价内容包括秸秆资源需求数工业原料化等利用技术，评价内容包括秸秆资源需求数
量、收集成本和收集半径等。



评价方法（3）（ ）
秸秆资源未来发展预测

根据当地农业发展规划 发展趋势以及其他竞争性用途根据当地农业发展规划、发展趋势以及其他竞争性用途
的发展趋势，测算未来5~15年秸秆资源可利用资源量。

不确定性分析不确定性分析
不确定性问题影响秸秆资源预期数量的不确定和成本的不确
定，在资源评价中必须加以处理。

不确定性分析对秸秆资源的开发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有时这不确定性分析对秸秆资源的开发决策具有重大影响，有时这
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可采用敏感性分析，考查秸秆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

秸秆资源不确定性问题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和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以及新型秸秆资
源利用技术的出现等。源利用技术的出现等。



调查与评估报告
a) 前言：包括调查与评价的目的与意义、调查任务承

担单位、调查任务合作单位、调查区域和时间；担单位、调查任务合作单位、调查区域和时间；

b) 调查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特征；

c) 调查过程；c) 调查过程；

d) 样品采集分析和数据处理方法；

e) 秸秆资源量评价；e) 秸秆资源量评价；

f) 秸秆经济性评价；

g) 秸秆资源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g) 秸秆资源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h) 不确定性分析；

i) 结论和建议i) 结论和建议。



5、相关附件的说明、
为了合理地安排标准的整体结构，并提供资料性信息，
本标准附有二个附录本标准附有二个附录：

附录A （规范性附录）农作物秸秆含水量试验方法

附录B （资料性附录）调查表格式附录B （资料性附录）调查表格式



三 案例分析三、案例分析

以河南某县麦秸资源调查与－以河南某县麦秸资源调查与
评估为例评估为例



1、前言、
调查目的：通过对河南某县进行调查，获得典型区域
麦秸资源产量 可能源化利用潜力等 指导麦秸的能麦秸资源产量、可能源化利用潜力等，指导麦秸的能
源化开发利用工作。

调查区域 河南某县调查区域：河南某县

调查时间：2007年6月2日-6月5日
调查内容 麦秸资源调查内容：麦秸资源

调查任务承担单位：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2、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特征、
该县位于豫北平原，全县面积1814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171万亩 辖9镇13乡 1020个行政村 总人口121万积171万亩。辖9镇13乡，1020个行政村，总人口121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103万人。

气候湿润 雨量较充沛 年平均气温13 7℃ 平均降气候湿润，雨量较充沛，年平均气温13.7℃，平均降
水量634.3 mm，日照2365.5小时，无霜期201天，适宜
小麦 玉米 大豆 花生 棉花 红薯等农作物生长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红薯等农作物生长。

种植的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油料和棉花等。



3、调查过程、
调研组于6月2日-6月5日小麦收获期赴该县进行了调查。

通过开展座谈会 问卷调查 实地采样测试等方法通过开展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采样测试等方法，
全面了解了该县农作物种植情况、水稻等主要农作物
收割方式 秸秆利用情况 农村生活用能现状等收割方式、秸秆利用情况、农村生活用能现状等。

选取了2个乡、4个村进行了深入调查与评估，召开座
谈会8次 收回入户调查问卷48份谈会8次，收回入户调查问卷48份。



4、样品采集分析和数据处理方法4、样品采集分析 数据处理方

序
麦秸 籽粒

草谷序
号

取样地点
草谷
比收到基

重量(g)
收到基含水

率
风干重量

(g)
收到基重
量（g)

收到基含
水率

标准
重（g)

小铺乡申庄1 小铺乡申庄
村

10.98 47.77% 6.75 12.19 35% 9.06 0.75 

2 小铺乡申庄
村

15 22 54 55% 8 14 14 79 35% 10 99 0 742
村

15.22 54.55% 8.14 14.79 35% 10.99 0.74 

3 半坡乡黄塔
村

20.01 55.36% 10.51 20.53 35% 15.25 0.69 

4 小铺乡申庄
村

19.27 63.41% 8.30 15.46 35% 11.48 0.72 

5 固留程新庄 20 17 71 46% 6 77 15 80 50% 9 03 0 755 固留程新庄
村

20.17 71.46% 6.77 15.80 50% 9.03 0.75 



麦秸草谷比

经测算，该县麦秸的草谷比为0.73（风干，15%含水
量） 标准方差为0 025量），标准方差为0.025。

草谷比

0 6
0.7
0.8
0.9

1
草谷比

0 1
0.2
0.3
0.4
0.5
0.6

0
0.1

1 2 3 4 5 6



5、秸秆资源量评价5、秸秆资源量评价
麦秸的理论资源量

年份
小麦产量
（万吨）

草谷比
理论资源量
（万吨）

2005 68.3 0.73 49.9

2006 72.0 0.73 52.6



麦秸的收集系数麦秸的收集系数
测定麦秸长度，计算平均值。

分别测定机械收割和人工收割的麦秸留茬高度分别测定机械收割和人工收割的麦秸留茬高度。

该县90%的小麦实现机械化收割，其余由人工收割完成。

麦秸平
均高度

留茬高度（cm) 收割系数

损失系数收集系数均高度
（cm）

损失系数收集系数

机械收割
手工
收割

机械收
割

手工收割

64.3 15 6.5 0.766 0.899 0.05 0.74



可收集资源量可收集资源量

年份
小麦产量
（万吨）

草谷比
理论资源

量（万吨）
收集系数

可收集资源
量（万吨）

2005 68.3 0.73 49.9 0.74 36.9

2006 72.0 0.73 52.6 0.74 38.9



麦秸利用现状

秸秆直接还田

根据调查 该县小麦约90％的面积采用机械收割的方根据调查，该县小麦约90％的面积采用机械收割的方
式，大部分直接还田。

工业用途

该县有中等规模造纸厂4家，每年麦秸需求量约10万吨
（鲜重），原料主要是小麦秸秆。



麦秸利用现状调查汇总表
小麦

序号

小麦
播种
面积

家庭燃用
造纸等工业

用途
饲料 直接还田

废弃及焚
烧

亩 ％ ％ ％ ％ ％亩 ％ ％ ％ ％ ％
1 18 100 0
2 7 33.3 66.7
3 10 0 1003 10 0 100
4 10 0 100
5 6 0 100
6 6 0 1006 6 0 100
7 7.5 100
8 10 90 10
9 17 0 1009 17 0 100
10 11 0 100
11 13 100 0
… … … … … … …
合计 356.65 0 15 0 72 13



可利用资源量

该县麦秸资源竞争性用途主要为直接还田和用作
造纸等工业原料 扣除还田量和工业原料 该县实际造纸等工业原料。扣除还田量和工业原料，该县实际
可利用的麦秸资源量约为5万吨（13%）。

通过计算 该县的单位播种面积可利用秸秆资源通过计算，该县的单位播种面积可利用秸秆资源
量为0.44吨/公顷，人均秸秆资源量为48.5kg/人。



6、秸秆资源经济性评价6、秸秆资源 济性评价
根据调查，该县麦秸的收购价格为180元/吨，运

输成本为0 6元/吨 公里 若按照收购半径50公里计算输成本为0.6元/吨 公里，若按照收购半径50公里计算，
则运输成本为30元/吨，则秸秆的收集成本为210元/吨。



7、未来发展预测及不确定性分析7、未来发展预测及不确定性分析
根据对该县农业发展规划、发展趋势以及直接还

田 用作工业原料等竞争性用途的发展趋势分析 在田、用作工业原料等竞争性用途的发展趋势分析，在
未来5~15年该县麦秸资源可能源化利用资源量将保持
相对稳定在5万吨。相对稳定在5万吨。

该县主要的气象灾害有晚霜冻、干热风与青枯雨
等 其中干热风与青枯雨影响较严重 直接影响了小等，其中干热风与青枯雨影响较严重，直接影响了小
麦高产稳产，从而影响了麦秸的产量，可能导致秸秆
减产20%。减产20%。



8、结论与建议
（1）该县作为我国小麦生产第一大县，具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麦该县作为我国小麦 产第 大县 具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麦
秸资源量，依据2006年小麦产量估算，麦秸理论资源量约52.6万
吨，可收集量约38.9万吨。

（2）现有的麦秸利用方式主要是直接还田 充当肥料 另有（2）现有的麦秸利用方式主要是直接还田，充当肥料，另有
15%的麦秸用于造纸原料。扣除这些竞争性用途，该县每年仍
有5万吨剩余麦秸。

目前该县麦秸换 为简单粗放的利用模式 建议 展科学（3）目前该县麦秸换田为简单粗放的利用模式。建议开展科学
详尽的田间土壤测查，考察田间土壤有机质需求量与麦秸有机
质供应量的平衡关系，多余麦秸应当收集，开发能源化利用途质供应 平衡关系 多余麦秸应当收集 开发能源化利用
经。

（4）由于麦秸松散、密度低、不便于运输，可借鉴国外先进经
验 因地制宜 采用田间直接打捆 压缩的方式 并配套相应验，因地制宜，采用田间直接打捆、压缩的方式，并配套相应
的收集机具，在地头完成麦秸的集中收集、运输工作，为能源
化利用（如固体成型、直燃发电等）创造条件，同时，还可增
加农民收入加农民收入。



Q ?Ques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