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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落地实施，大众对于
自身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地提升，基于千百年来的传统观
念的影响，大众在潜意识中有“病从口入”的想法，有基于此，
大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近年来，随
着媒体报端大肆报道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大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思
考也在不断地扩大，而有机农业种植技术发展，为有效解决大众
的担忧，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一、有机农业种植的定义
所谓有机农业种植技术，即为在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不使用

农药、肥料、化学合成生长剂和各种添加剂的农业种植技术，具
有纯天然、不添加、无公害的特点，放弃农业种植中的转基因技
术和各种其他技术的农业种植方式。现代化的农业种植技术，需
具备高产量、无污染、可循环的特点，而有机农业种植技术，就
是将农业种植技术“变简为繁”，充分遵循农作物的自然生长规
律，采用物理或生物的方法进行农作物的种植和农作物病虫害的
防治，其核心目的，是建立有机循环的生态系统，通过对自然环
境的改善，提升农作物的质量，使得农作物的生产符合大众当下
的现实需求。以当下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虽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但还有巨大的潜力空间亟待挖掘，而这其中起到
基础性作用的，就是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二、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措施
（一）有机农业种植的环境
有机农业的种植，基于有机农业的发展需要，对于种植环

境的要求较高，在实际的农业种植中，尤其是对土壤环境的要求
尤为苛刻，自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化学肥料及化学合成农药的
使用，对土壤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而有机农业种植的首要要求
就是禁用这些化学品，基于此，有机农业的种植，首先，需要选
择无污染或是污染程度较轻、便于调节的土壤环境；其次，有机
农业的种植，对于自然环境的因素，也必须充分地考虑，首当其
冲的，就是大气和水源的因素，自然环境是一个大的生态循环系
统，在生态循环的过程中，任何其他化学污染物都有可能通过这
个循环系统进入到有机农业的种植中，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极大
的影响并最终使得有机农作物变为无机农作物；最后，有机农业
种植中对于杂草、病虫害等影响有机农业种植其他因素的控制，
传统的杂草控制和病虫害的防治，是采用化学药剂进行的，而这
显然与有机农业的种植初衷背道而驰，这些化学药剂的使用，会
对有机种植的环境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因此，在有机农业的种
植过程中，应该摒弃化学药剂的使用，通过生物的方法，进行杂
草的清除和病虫害的防治，从而降低对种植环境的影响。

（二）有机农业种植的选种
对于农业种植而言，农作物的选种，是保证农作物质量的基

础条件，这对于有机农业的种植而言更甚，通过上文对于有机农
业种植环境的概述可知，有机农业的种植，需要摒弃各种化学药
剂的使用，因此有机农业种植的种子需要具备优良的耐药性、抗
虫性和良好的遗传性，而这一切的根本，就是对有机农业的种植
品种进行生物的改良，通过良性的基因改造，使有机农业作物具
备更加高效的产量和更加优良的品质，从而便于有机农业种植的
循环选种，利于完善有机农业的生态系统。

关于有机农业种植技术与发展措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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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众对于自身的安全意识尤其是对与自身安全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意识有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基于此大众对

于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意识的提升也推动了现代农业新技术的发展，而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有机农业种植技术，本文以现阶段我国有机农业种植技术

的发展现状为引，通过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现阶段所遇到的发展瓶颈，力争为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的深化发展，提出契合我国发

展实情的可行措施，从而助力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的进一步提升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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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机农业的种植管理和种植方式
有机农业的种植方式和管理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农业种植而

言，需要更加周到的耐心和更加细致的管理，结合有机农业的种
植概念，在有机农业的种植过程中，需要及时对有机农业进行管
理和补种，具体而言，基于有机农业对于化学药剂的摒弃，在有
机农业的种植过程中，需要及时对农业病虫害进行防治，而这需
要专业的管理人员及时发现种植过程中的，并运用生物或物理的
方式治理病虫害，在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中，对于农作物出现的残
茎、损伤、倒塌等情况，要及时地处理，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
农作物的种植要运用有序的方法进行排列，而对于有机农业种植
而言，最好的排列方法就是采用轮作、立体的方式进行农作物种
植排列。

（四）有机农业种植的肥料施放
对于农业种植而言，肥料的施放，是保证农业种植，保证

农作物产量的重要基础，而有机农业的种植，由于其自身的特性
使然，传统的化学合成肥料必定不能再应用，对于有机农业种植
而言，在保证农业作物产量的情况下，最佳的肥料，就是生物肥
料，人畜粪便、生物霉菌和农作物秸秆都是很好地选择，在肥料
的施放过程中，需要使土壤充分地吸收，这就需要将土壤进行及
时的翻弄，保证肥料中的有益元素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特性，
通过土壤环境的改变，使得整个有机农业的种植形成完整的生态
链，在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增加有机农作物的产量。

三、结束语
有机农业的种植，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是未来的发展趋

势，与此同时，有机农业作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传统农业
作物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在健康生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大
众主流生活观念的背景下，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必须得到
深化与进步，而支撑有机农业种植技术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前提，
就是有机农业种植的基础性技术，只有从源头做起，在有机农业
种植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通过更加精细化
的管理和更加科学化的种植，使得有机农业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再
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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