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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深松农业应用技术对比传统农业耕作技术

郝宇佳，李广宇，徐 锋
( 吉林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 通过秸秆还田与深松配合应用农业技术，达到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土壤质量，进而达到提高作物

产量的目的。该研究通过 3 年的对比试验，设置浅旋 ( ＲT) 、翻耕 ( P) 、深松 ( S) 、翻耕 + 秸秆还田 ( P + Ｒ) 和深

松 + 秸秆还田 ( S + Ｒ) 5 个处理土样，通过对比发现，秸秆还田配合深松农业应用技术比传统农作效果好，产量得到

提高，有效改良和培肥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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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w Ｒeturning Field and Deep Pine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 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Farming Technology

HAO Yujia，LI Guangyu，XU Feng
( Jili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Ｒesearch Institute，Changchun Jilin 130000，China)

Abstract: Applying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through straw returning and deep pine to improve soil，improve soil fertility，in-
crease soil quality，and then achieve crop yield． Through three years of comparative experiments，shallow rotation ( ＲT) ，till-
age ( P) ，deep pine ( S) ，tillage + straw returning ( P + Ｒ) and deep pine + straw returning ( S + Ｒ) five treatment soil sam-
ples were set，through comparison，it was found that straw returning with deep pine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 technology wa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farming，yield was improved，effective improvement and fertility．
Keywords: straw returning，deep pine，land preparation

0 引言

秸秆还田可以增肥增产，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

土壤结构，疏松土壤，促进微生物活力和作物根系的

发育［1］。秸秆还田增肥增产作用显著，秸秆中含有

大量的有机物料。还田后经过腐解作用，就可以改善

土壤结构和理化性状，增加土壤养分。深松可以加深

耕层，打破年久形成的犁底层，改善土壤结构，疏松

通气，提高土壤蓄水能力，可提高不同类型土壤透水

率［2-5］。秸秆还田深松农业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土壤

容重，改良了土壤结构; 秸秆覆盖地表减少了水分的

蒸发和养分流失，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生长，增加了土

壤肥力，给作物的增产创造良好条件。传统农作方式

造成土壤肥力下降，有机质减少，作物秸轩在收获后

粗放式烧毁，耕层变浅，土壤结构破坏严重，土壤保

水保墒能力下降［6-10］。改变研究对比秸秆还田深松技

术与传统农作，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秸秆还田深松农业

技术可以减少土壤养分流失，提高土壤保水保墒，增

强地力，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了土壤结构的稳定性，

进而提高作物产量。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设计

试验始于 2017 年，共设 5 个处理，分别为浅旋

( ＲT) 、翻耕 ( P) 、深松 ( S) 、翻耕 + 秸秆还田 ( P
+ Ｒ) 和深松 + 秸秆还田 ( S + Ｒ)

1. 2 样品与分析

采用多点随机取样的方式，在采样区内，每小区

采取多个样点，用硫酸－过氧化氢消煮处理。全氮采

用蒸馏滴定法测定; 全磷采用钼锑抗比色法 ( 分光

光度法) 测定; 全钾采用火焰光度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如表 1 ～ 4 所示，可以看出，秸秆还田

深松农业技术疏松了土壤，打破了犁底层，减少了土

壤有机质流失，提高了土壤养分的利用。秸秆还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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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农业技术，保护了地表土壤有机质层，减少了土壤

养分和水分的流失，保证了作物根系生长和发育。深

松作业后，土壤的保水保墒高于传统农作。秸秆还田

还可促进农田节约成本、增产增效，在农业可持续发

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1-14］。深松能够提高土壤有机

质，改善土壤环境，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秸秆

还田深松农业技术有助于提高产量，改善粮食品质，

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改善农业资源与环境。传统

农作秸秆燃烧，不单造成污染，还会影响交通和农业

土壤表层焦化等。秸秆还田深松农业应用技术保护了

土壤资源，减少了土壤元素流失，促进作物生长，提

高作物产量。

表 1 各处理土样土壤有机质的变化
Tab. 1 Changes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n different soil samples

%
年份 ＲT P S P + Ｒ S + Ｒ
2017 1. 688 1. 685 1. 690 1. 692 1. 695
2018 1. 687 1. 682 1. 689 1. 691 1. 694
2019 1. 686 1. 655 1. 688 1. 690 1. 693

表 2 各处理土样土壤全氮的变化
Tab. 2 Changes of soil total nitrogen in different soil samples

%
年份 ＲT P S P + Ｒ S + Ｒ
2017 1. 028 1. 027 1. 029 1. 030 1. 031
2018 1. 027 1. 026 1. 028 1. 029 1. 030
2019 1. 025 1. 024 1. 027 1. 027 1. 029

表 3 各处理土样土壤碱解氮的变化
Tab. 3 Changes of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in different soil

samples
mgkg

年份 ＲT P S P + Ｒ S + Ｒ
2017 117. 650 116. 550 117. 850 117. 750 117. 950
2018 116. 450 115. 552 116. 750 116. 650 116. 850
2019 115. 150 114. 750 115. 750 115. 750 115. 750

表 4 各处理土样土壤速效磷的变化
Tab. 4 Changes of soil available phosphorus in different soil sam-

ples
mgkg

年份 ＲT P S P + Ｒ S + Ｒ
2017 9. 875 9. 870 9. 872 9. 871 9. 875
2018 9. 860 9. 855 9. 865 9. 869 9. 869
2019 9. 855 9. 850 9. 858 9. 855 9. 859

3 结论

秸秆还田深松农业技术可以护地养地，提高土壤

肥力，同时降低土壤的养分流失。秸秆还田配合深

松，蓄水保苗。秸秆还田深松农业应用技术增加了土

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了土壤通透性，改善了农田的生

态环境，增加土壤养分，改良了土壤结构。

秸秆还田深松农业技术可以减少土壤养分流失，

增加有机质，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同时，减少空气

污染，是一项可持续农业的重要举措［15-19］。秸秆还

田深松作业，打破了犁底层，有效改善了土壤结构，

增强了蓄水保墒能力，促进了作物根系的下扎，对农

业持续增产增效具有积极作用。有效打破犁底层; 改

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蓄水保墒; 加强土壤的透气

性，有利于消除杂草和病虫害。
深松增加了土壤中空气和水分的通透性，促进土

壤微生物的繁殖，加快了土壤矿化和秸秆的分解; 秸

秆还田配合深松耕作，利于秸秆的腐解转化，促进土

壤形成团粒结构、增加粘合力，保水能力增强［20-23］。
良好的耕层土壤物理结构与保墒能力可促进作物

高产，深松秸秆还田由于对作物生长后期的保墒增温

作用，有效保证了作物的收获。深松秸秆还田农业技

术改善作物产量构成要素，促进干物质的积累与转

运，进而提高作物产量。促进作物对养分的吸收。作

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养分吸收与秸秆覆盖地表多少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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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推动 “湘种”与 “湘米”深度融合

近日，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 35 家种企和

34 家米企在长沙召开现场对接会，力推 “产学

研”紧密结合。
会上，湖南省种子协会同省稻米协会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种业与米业将建立多角度、多

层次的协同机制，推动 “湘种”与 “湘米”深

度融合; 11 对种企和米企现场结对并签订合作

协议，种企负责提供好品种，米企负责收购、加

工和销售好大米，强强联手，打造强优势 “湘

米”品牌。
湖南作为稻米产业大省，品种培育、稻谷生

产和大米加工均在全国具有影响力。作为水稻种

业大省，杂交水稻品种培育水平领先全球，种子

产销量全国第一; 作为水稻种植大省，拥有包括

中国粮食第一股在内的 1 000 余家大米加工销售

企业，是全国最大的米线制品供应地。然而，种

企、米企却互不“往来”，习惯在各自行业内谋

求自身发展。长期的各自为战，使上游的种企，

培育的高产品种多、优质品种少，种子库存积压

屡创新高，多数种企生产经营陷入 “倒春寒”;

使下游的米企，农民种什么就收购、加工、销售

什么，不能有效对接市场需求，效益低下。
推动“湘米”产业提档升级，关键在于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稻米全产业链一体化为突破

口，实现从研发到营销、从种子到餐桌及从生产

到消费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种企和米企是稻米产

业链的核心主体，两者应做到 “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种企作为产业链的前端主体，应紧紧

围绕提高“湘米”市场竞争力，加快培育 “农

民喜欢种、米企喜欢收”的好品种; 米企作为

产业链的后端主体，应紧紧围绕满足人们 “吃

得好”的消费需求，引导生产者种植符合这一

需求的好品种，推动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等

各环节提质增效。
湖南省种子管理处处长戴魁根表示，通过政

府搭台，将上游种企与下游米企对接好，必将加

快湖南稻米产业 “好种产好谷、好谷出好米、
好米卖好价”的高质量发展。 ( 吴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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