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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有机大米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大,基于此,隆化幽谷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独创的炒土育秧、沼液浸种、沼液施肥和黑地膜插秧的四项核心技术,彻底解决了制约生态有

机水稻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有效提高了产品品质,满足市场对健康的需求,取得了良好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本文以幽谷生态有机水稻栽培技术为核心,并基于此分析其带来的经济社会价值,为区域生态农

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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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稻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在现代科技

发展的条件下,水稻种植已经基本实现机

械化管理,大规模种植,虽然水稻的质量

和产量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对于水稻

质量问题、价格问题、水稻种植问题、栽

培技术问题和病虫害防治等问题等方面,

还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进一步的调整。 

在此背景下,为了向品质农业发展,

做到高质高效。鉴于此,隆化幽谷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独创幽谷生态有机水稻栽培

技术,并形成了集合生态水稻技术研究

实验推广、水稻种植加工和推广、有机

大米包装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科技

公司,该公司目前已成为承德市市级龙

头企业、河北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年销售

有机大米100余万斤。因此,本文以幽谷

生态有机水稻栽培技术为核心,并基于

此分析其带来的经济社会价值,为区域

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1 种植区域概况 

公司核心基地位于承德市隆化县

( E116°47′45″～118°19′07″, 

N41°08′48″～41°50′09″),地处

承德市西北部,七老图山脉西侧,地貌区

划为冀北山地,海拔410～1670m,山场面

积约占国土面积的80%,而耕地面积仅

58.3万亩,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属大陆性中温带季风型半湿润气候区,

年均温度2～8℃,≥10℃积温2200～

3100℃,无霜期天90～140d,年降水量

450～550mm,主栽农作物为玉米、水稻和

杂粮。滦河两岸的低阶地,由于地势平坦,

地下水位较高,靠近水源,灌溉条件较好,

土地生产潜力高,适于种植水稻及发展

设施农业。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

其工业的发展空间有限,因此,为了大力

发展生态有机农业,促进三产融合,这为

生态有机水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2 核心栽培技术 

隆化幽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多

年的实践积累,结合区域生态环境优势,

独创炒土育秧、沼液浸种、沼液施肥和

黑地膜插秧等四项核心技术： 

2.1炒土育秧 

采用独创的炒土机,将大田土爆炒

到70度(高温杀菌灭草),灌袋封闭,作为

育秧土。传统的育秧法,采用山皮土,经

过简单筛选后,用于育秧,作用在于山皮

土有机质多,土壤团粒结构蓬松,草籽少,

但缺点是破坏生态,不利于土循环利用。

而炒土育秧正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

有利于降低育秧过程中农药和化肥的使

用量,即有山皮土的优点,又便于批量应

用,还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其培育健壮

秧苗,促进健康生长,除草率达到100％,

无虫害,且比普通秧苗高,粗壮,水稻分

蘖率提高10%,年增产达到850斤。 

2.2沼液浸种 

沼液浸种的前提是传统做法用农药

包衣和农药浸泡,主要是为了解决稻种

病菌寄生和稻种储存伤热造成的芊根问

题,坏处在于对稻种前期就进行了农药

污染。鉴于此,幽谷生态有机水稻技术实

验了碱性沼液浸种。牛肥、羊肥和猪肥

都是碱性肥,鸡、鸭、鹅、驴、马等产生

的粪肥属于酸性肥,实验结果是碱性肥

的效果优于酸性肥。安装玻璃钢沼气池,

以农家牛粪作为发酵原料,在上一年夏

天发酵充足,留置到第二年春天,与水做

1:1混合,将晾晒后的稻种装袋浸泡五至

七天,捞出晾晒催芽。实验后得出的结论

是发芽率能达到99％,阡根发生率控制

在1‰以下,且分蘖率提高了1％。 

2.3沼液施肥 

水稻生长主要依赖于肥料,肥料主

要是两种,分别为化学肥料和生物肥料。

前者施用方便,针对性明显,容易造成土

壤板结和酸化,有机质弱化,长期施用造

成生态环境恶化,水稻产量不升反降,大

米的营养也单一。至于此,幽谷采取沼液

施肥,高效无污染。所以大米利用养殖畜

禽所产生的粪便,借助玻璃钢沼气池进行

快速生物发酵,通过管道输入到大田里,

可以为后期的分蘖、拔节、抽穗等环节提

供肥料补充。通过实验,水稻的产量得到

了大幅提高,几乎与使用化肥的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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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产能达到1100斤,且水稻的籽粒饱满,

颜色鲜黄,米香味和口感都很好。 

2.4黑地膜插秧 

此项技术的实施是为了提高年积温,

保证水稻的生长。水稻生长在于温度,

确切的说是在于水的温度,传统做法是

通过蓄水积累温度。水稻在零上16度时

生长,低于这个温度就休眠。尤其是初夏

插秧时节,白天的温度比较高,夜晚降温

快,通过铺黑地膜,正好解决了这个问

题。具体做法是采用厚度1.0斯、宽度120

厘米黑地膜,株行距分别为18厘米和30

厘米。覆盖种植,除草率达到95％,粪肥

发酵率100％、年积温提高500到600度,

水循环利用率以及节水等问题上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同时,用工量也大量减少,

单单拔草每亩节省5个工以上。 

3 产品效益 

3.1产量分析 

采用独创的核心栽培技术,经过几

年的实践,公司有机水稻的产量得到了

稳定的发展,第一年产量比常规水稻提

高10％,达到1100余斤；第二年,有机肥

投入增加30％,产量锐减到40％,即450

斤左右；第三年投入增加50％,产量提高

20％,即550斤左右；第四年投入增加30％,

产量提高10％,即700斤左右；第五年投

入稳定到30％,产出提高20％,即850斤

左右；第六年有机肥投入稳定到五吨左

右,产量稳定在1000斤左右。 

3.2品质分析 

水稻中铅、汞、镉等重金属含量均

优于国家标准,重点是无机砷的含量更

优于国家标准且每年以20%的速度在递

减直至第五年完全代谢接近于零,有机

大米的亮度和透明度曲线也越来越清

晰。由暗色逐渐向白色过度,透明度也

随着种植年头的增加在增加。软硬度也

在由原来表面硬到硬度平均过度。胚芽

率也在随着逐年提高,年递增10％左右,

到第五年胚芽率能达到90％,营养更加

均衡。 

3.3生态效益 

从生态效益来说,在采用传统栽培

技术时,稻田内生态环境受施用化肥和

农药的传统耕作方式影响,几乎没有青

蛙和鸟等生物生活,但采用幽谷生态有

机水稻栽培技术后,核心栽培基地内青

蛙数量大幅提升,每平方米净增加5只以

上,且鸟扩充到10多种上千只；在栽培过

程中达到了农药和化肥零使用,与传统

栽培技术相比每亩可降低化肥用量75公

斤、农药0.5公斤,可显著降低面源污染

的发生,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3.4社会效益 

隆化幽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成

为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和市级龙头企业,

公司以现有核心技术为依托,因地制宜

着力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并形成“流转土

地+劳动务工+产业帮扶+销售带动”四种

产业扶贫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自2016年以来隆化幽谷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累计安排400余人就业,覆盖了周围5

个乡镇11个行政村,累计发放薪金300余

万元,累计发放租金200余万元,带动了

400余户1000余贫困人口实现产业脱贫,

帮助5个残疾人实现顺利就业,年均收入

增加1200元。 

4 结论 

隆化幽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有核

心技术经过七年实验,已取得初步成功,

该技术操作性强,区域适应能力强,能显

著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资源消耗,增加水

稻产量,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有利于降低

环境污染,从而促进绿色、生态有机循环

农业发展。“滦河幽谷”品牌已成为京津

冀有机大米的区域知名品牌。 

该技术基于绿色、生态、可循环的

理念,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同

时也符合提出的“绿水青山的发展理

念”。隆化幽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产业

研究、实验、试验、种植到后期生产、

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布局,符合当前产

业发展政策要求。随着帮扶力度的逐渐

加大,田间路项目的实施,住宿餐饮的投

入加大,相关产业链条也在逐渐扩展,届

时生态旅游将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产融合的田园综合体将成为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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