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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县有机肥资源利用状况及发展对

(2010-08-06 16:34:05)

魏彬彬    夏金保 

（江苏省高淳县土肥站） 

  高淳县地处南京市西南边陲，北承溧水，南接安微，东邻溧阳，西

积801.8平方公，常住人口42.5万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地势西北低而

亩，其中水田41.7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6.7%，旱地12..76万亩，占耕地面

园1.3万亩。随着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养殖业的发

集中，部分有机肥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浪费较为严重。 

1 有机肥源 

1.1  农作物秸秆 

  全县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农作物秸秆总量25.6万吨。直接用于

化还田10.6万吨（稻草种菇和麦田覆盖等），占41.4%；过腹还田5.5万

万吨，弃置乱丢2.0万吨，分别占总量的9.8%和7.8%。 

1.2 人畜粪尿 

  全县年饲养规模500头以上的养猪场10个，加上散养户全年生猪出

粪。拥有100只以上的养羊专业户8户，产生至少1.2万吨有机粪便。全

泄总量为19.5万吨。全县42.5万人口每年约产生人粪尿15.5万吨。上述有机物料

1.3 绿肥 

  近年来，全县绿肥种植在省绿肥种植以奖代补项目的推动下，年种

产量亩均达到1280公斤，总产量达1.536万吨，直接还田1.226万吨，0.31

占总量85%，夏绿肥占12%，水生绿肥浮萍占3%。 

1.4 家积土杂肥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传统农家肥的数量在逐年减少，山区部分

圩区则由于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作物种植面积减少，农户积制家积肥的



测点统计，全县年积制土杂肥仅2.5万吨。 

2 利用现状 

  近年来，全县在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狠抓耕地质量建设、增施有机肥料的形

肥、沤肥、厩肥、土杂肥，加大绿肥种植补贴力度，加快商品有机肥的推

强沼气肥的推广，全县年有机肥施用量呈增加之势，在农业节本增效上

镇30个行政村300个农户有机肥施用情况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农户无

坚持施用有机肥，一般平均每亩地施用量为600kg（含农家肥）。300个

料不仅能提高作物产量和耕地质量，还能提高作物品质；10%的农户认为

料。80%的农户将秸秆直接出售给菇农，15%的农户将秸秆沤作肥料，少

近2年来未购进商品有机肥的有273户，占91%，只有27户买过。目前，

县农业生产中有机肥的重要形式，少数用含有机质的复混肥（27户，占

种化肥（75户，占25%）和不含有机质的复混肥（18户，占6%）。 

2.1 农作物秸秆 

  据统计，全县有25%的农作物秸秆通过机械翻耕还田、过腹还田、留高

田。其余的85%用来发展生产食用菌，实行秸秆转化。至2009年，全县

效益万元以上，产生的菇渣是优质的农家肥，通过“草-菇-肥”的模式，

分燃料比较困难的地方，将小麦、玉米、豆类等秸秆作为燃料，极少数

和丢弃秸秆。近年来我们推广部分地区冬麦田盖草，面积稳定在1000亩

害，又可作为下茬作物增加有机肥源。 

2.2 绿肥 

  2007年以来，针对绿肥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出现了负增长的状况，县农业

代补项目的契机，以“消灭冬闲田，控制抛荒地，开辟有机肥源，减少化肥用量

植。坚持冬、夏绿肥两季抓，2009年全县八个镇155个村、2055户共计

221%。针对高淳山区岗地多的特点，以增加效益为出发点，创新绿肥种

绿肥种植3000亩，收到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农牧结合区，为了系

量，在东坝等地种植黑麦草，收割后过腹还田，播种面积稳定在2000亩

2.3 商品有机肥 

  2008年高淳县被确立为江苏省有机肥推广应用项目补贴县后，全县

化责任措施，走“大户带小户”的推广模式，至2009年底，年商品有机肥推

2.4 沼渣肥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县养殖业发展达到一定规模，每年产生的畜禽

分利用畜禽粪便，大力发展沼气生产，全县建立各类中、小型沼气工程２

吨。 

3 存在问题 

  2009年，调查显示年亩均有机肥(包括农家肥)施用量不超过800kg

有很大差距。目前，全县空闲田和抛荒地利用率仅85%，焚烧秸秆现象

圾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和利用，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部分地方农业

持续发展。 

3.1 农民认识不到位 

  由于有机肥分解缓慢、周期长，而化肥肥效快，广大农户普遍存在

肥施用比重远大于有机肥料。 



3.2 有机肥资源利用不充分 

  全县有机肥源利用潜力大，总量达155至160万吨，按种植总面积57

理利用，全县每年每亩耕地有机肥投入量可达2771kg，也即尚有123.8

秸秆利用率低，由于土地零小分散，机械化程度不高，导致秸秆利用率低，近年

转化，但转化率还不高。绿肥种植面积还不足，和上世纪60至70年代相比仍存在

3.3 科学化利用程度不高 

  有机肥制造手段还不够科学，使得有机肥出现“三低三大”问题，即

低而强度大、无害化程度低而污染大，传统做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新型农业发

4 对策建议 

4.1 坚持实行种养结合制度 

  以农户为单位推行种养结合，实行循环农业生产方式，可以用农家肥部分替代化肥，

量，降低农本。推行种养结合，农户可以利用自家的耕地（林地、草地）低成本地解

低畜禽养殖成本。农户实行种养结合，可使畜禽粪便得到资源化利用，提升

本又能增收益，对提高有机肥利用率和增加农民收入意义重大。 

4.2 充分调动群众积肥造肥积极性 

  结合实际，建立有效的耕地补偿制度，把制造有机肥与用地养地结

制度化，防止地力下降。概括起来为“种、养、造、还”，即种植绿肥、

田。一要稳步提高绿肥种植面积。力争两年内全县绿肥年播种面积达到

用率达90%以上，圩区水生绿肥播种面积达1万亩以上，严格按照省绿肥

助。二要重点补助积肥设施的基础建设，保证猪有舍、牛有棚、羊有栏

积肥质量。三要加大机械粉碎秸秆还田力度，并配以推广秸秆腐熟剂，用看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