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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秸秆还田”的 相关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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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研究表明，相对秸秆焚烧，秸秆还田不但可以减少大气污染，更重要的是秸秆还田可以有效调节土壤
水、肥、气、热，提高土壤孔隙度、提高水分渗透率、增加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含量、提高土壤有机质、提高土

壤有效养分（N、P、K等）、提高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增强各种土壤酶的活性，同时还可以有效降低各种重金
属对土壤的污染；从经济效益来讲，还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总之，秸秆还田可以使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显
著提高，是农业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和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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