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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尤其对食品安全问题愈发关注。为

了能满足国家的发展需求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在农业发展方面,有机农业种植技术应得到进一步

的推广与运用。基于此,本文在对比有机种植与传统种植的基础上,对有机农业种植技术进行全面的探讨,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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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机农作物而言,食品的质量

是能得到保障的,因为其种植过程中使

用了有机农业种植技术,所以生产出来

的产品是无公害的、纯天然的绿色产品,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因为有机农作

物本身种植技术操作相对复杂,一旦出

错,就会对有机农作物的生产品质带来

影响。因此,注重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的运

用是关键所在。 

1 有机种植的优势 

相比传统种植技术而言,有机种植

技术存在明显的优势：第一,有机农业能

实现轮流作业及间隔作业,这样的方式

能满足生态体系多样性的发展需求；第

二,基于作物秸秆还田方式的有机农业

种植,可以帮助农业养分实现循环处理；

第三,有机农业需要充分利用生态体系

周边的有机物质；第四,为了提升养分管

理效果,有机农业生产直接将种植业与

养殖业相互结合起来。 

针对有机种植所用的肥料而言,主

要有如下4种：第一,按照有机农业生产

标准的实际要求,通过高温发酵处理后

没有任何害处的肥料；第二,含有一定天

然成分的矿物质肥；第三,含有一定微生

物的生物菌肥；第四,通过有机认证机构

认证的有机专用肥和部分微生物肥料

等。葉面施用的肥料有腐殖酸肥、微生

物菌肥及其他生物叶面专用肥等。有机

蔬菜生产中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

有机蔬菜种植应限制使用人粪尿。 

2 有机农业种植技术 

2.1种植环境的要求 

针对有机农业而言,对于种植环境

的选择,主要表现在种植地点、缓冲带的

选择上。 

2.1.1合理选择种植地点 

种植地点是有机农业生产的基础,

所以选好种植地点非常重要,尤其要把

握好种植地点的水、土壤、空气等因素。

在水质方面,为了避免工业废水、城市污

水等对农作物带来的污染,就需要在工

业区水源上游及城市上游设置种植基地,

并且确保水质能满足灌溉的要求。在土

壤方面,应偏向于选择肥沃的土地,并且

近几年没有进行过传统农业生产。在

空气方面,生产基地应与污染源保持一

定的距离,选址时需要考虑实际的气候

条件,掌握主导风向,将基地设置在交通

干线、工厂等上风向。 

2.1.2合理设置缓冲带 

在农业生产中,因为地下水、大风、

传粉昆虫等带来的影响,导致有机农业

生产难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同时,

基地之外的农作物也可能对其带来影响,

外界的污染物在地下水弥散、风力及下

雨等情况下,通过地表径流等直接侵入

基地,这样就会造成污染。另外,蝴蝶、

蜜蜂等昆虫利用传粉的方式,也会让普

通农作物的花粉直接带入有机农作物中,

从而造成基因方面的污染。但在实际农

业生产中,受一些现实条件的限制,有机

农业种植基地不可能完全封闭。所以,

通过设置缓冲带,把有机农作物种植基

地和普通农田隔离开,以达到保护有机

农业种植基地的作用。缓冲带,也就是要

求在一定区域内设置障碍物,或者在有

机农田与普通农田之间种植有机农作物,

以降低外界环境对有机农田带来的影

响。并且可以在缓冲区域提供害虫、田

鼠等有害生物的天敌的栖息地,以防范

虫害与鼠害带来的影响。 

2.2合理设置种植转换期限 

一般用于有机农业种植的地块不可

能完全符合有机农作物的种植要求,而

是需要在地块上种植一段时间的有机农

作物,使土壤条件转变为符合有机农作

物种植要求的条件,这一段缓冲时间就

是种植转换期限。种植转换期限的长短

与实际的地块使用情况有一定的关系,

如荒地等没有被开发利用的土地,一般

需要保持一年左右的种植转换期限。在

北方,一年一茬的土地需要保持2a年以

上的种植转换期；对于南方两年三茬或

一年两茬的地区,其种植转换期需要超

过3a。在种植转换期内,需要按照有机农

业种植技术要求来进行生产,在此期间

收获的农产品不能认定为有机产品。度

过种植转换期后,通过有关机构认证的

农产品,才能称之为有机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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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科学选种 

选种的科学性也会对有机农作物的

产量和质量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应按

照种植的实际技术要求来进行选种。第

一,基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合理选择能适

应当地气候的、具有良好抗病和抗虫性

能的品种。第二,针对某类有机农作物而

言,如果是初次种植,没有市售有机种苗

或者种子,可考虑选择没有受到任何污

染、没有使用施肥或者农药等有害物质

的常规农作物种苗或者种子来进行种

植；如果是非初次种植,则需要使用上一

次种植收获后保留的有机种子。如果选

择市场销售的种子,那么需要经过权威

部门的认证。 

2.4种植 

进行有机农作物种植的时候,其种

植技术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会对种植效

率及有机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带来一

定的影响。在种植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

点：第一,在种植有机农作物的时候要

选择轮作方式,也就是在连续的几年内

在同一地块种植不同种类的农作物；第

二,科学灌溉,也就是需要确保农作物

生长所需的水分充足,同时有效防范水

土流失现象的出现,一般会选择滴灌、

喷灌及渗灌方式来进行灌溉,这样不但

可以大幅度节约水资源,也能保证农作

物对水分的充分、均 吸收。同时,为

满足有机农业灌溉水质的标准要求,要

采取保护措施,确保灌溉用水不受任何

污染。 

2.5病虫害防治 

在有机农业种植过程中,需要注重

病虫害防治。具体而言,在病虫害防治过

程中注重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2种

措施。 

2.5.1物理防治 

在种植有机农作物时,应严格遵守

其自然生长规律,对种植密度进行科学

合理的控制,确保有机农作物健康生长。

有机农作物收获完成后,则要及时整理

种植区域,预防因残茎腐败而滋生病菌

与虫卵。在种植有机农作物时,种植户可

利用防虫网覆盖种植区域,人工切断传

播病虫害的途径；也可以强化对灯光诱

杀技术的应用,因为大多数害虫都具有

趋光性,在夜间通过诱虫灯杀灭种植区

域的害虫,能有效减少害虫数量,达到防

治病虫害的目的。 

2.5.2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现阶段种植有机农作物

时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防治病虫害措施,

因为自然界有害虫的天敌,部分害虫会

为害有机农作物,但其天敌能起到捕杀

害虫的作用,并且不会影响有机农作物

的生长。例如,可在种植区域引入赤眼蜂,

对玉米螟虫进行防控。 

2.6合理使用转基因产品 

在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要注

意禁止使用基因工程产品。当下世界范

围内并没有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形成定论,

尽管转基因产品不管在抵抗病虫害还是

产量方面等表现出良好效果,但是未进

行充分安全性认证的所有产品都是禁止

使用的。 

3 有机农业发展趋势 

实际上,发达国家有机农业发展起

步较早,目前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有机

农业产业体系。我国有机农业发展起步

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可以适当借鉴国外

的先进技术要求及生产标准,促使我国

有机农业迅猛发展。并且随着经济的发

展与市场消费力的不断增大,有机农业

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有机农业种植技

术也在不断提升。现如今,在我国东北、

山东等地区已经形成多区域有机农业种

植模式,依托产品转化逐步建立完整的

有机农业产业发展链条。与此同时,经济

发达城市的周边区域也在积极建设有机

农业种植生态示范园,全国各地都应积

极迎合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不断

丰富有机农业种植项目,推动有机农产

品实现大众化发展,从而带动农业经济

快速持续发展,并确保食品安全。 

4 结语 

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有机农

业种植技术水平正在持续提升。在生产

实践中,农户需明确有机种植与传统种

植之间的异同,积极应用有机农业种植

技术,使种植环境满足既定要求,合理设

置种植转换期限,同时坚持科学选种、掌

握种植要点、加强病虫害防治, 大限度

地发挥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的价值,生产

优质有机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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