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畜禽粪污异位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

1.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 
2.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 
3.广东广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广东润田肥业有限公司 
5.河源安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河源市动物卫生技术中心 
7.茂名市冠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1.邓俊劲(完成单位: 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 工
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 
2.王志林(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 
3.韩振林(完成单位: 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 工
作单位: 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 
4.周珊珊(完成单位: 河源市动物卫生技术中心, 工作单位: 河源市动物卫生
技术中心) 
5.吕航(完成单位: 广东广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广东广垦畜
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李家洲(完成单位: 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 工
作单位: 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 
7.刘静(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 工作单位: 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 
8.刘文华(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 
9.郑力维(完成单位: 广东广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广东广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0.陈锦洲(完成单位: 河源市动物卫生技术中心, 工作单位: 河源市动物卫
生技术中心) 
11.刘曾妹(完成单位: 茂名市电白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工作单位: 茂名市电
白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12.陈光辉(完成单位: 河源安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河源安乔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13.何浩然(完成单位: 茂名市冠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茂名市冠
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4.雷锋文(完成单位: 广东润田肥业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广东润田肥业有
限公司) 
15.刘永红(完成单位: 兴宁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工作单位: 兴宁市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16.黄颂粦(完成单位: 兴宁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工作单位: 兴宁市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统原位处理模式因病原微生物扩散风险难以适应疫病防控需求，在《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

治条例》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等政策推动下，异位微

生物发酵处理技术凭借物理空间分离养殖与污染处理的优势脱颖而出。然而，规模化推广仍

面临工艺稳定性差和臭气污染等关键瓶颈，亟需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制约。 

项目依托广东省农业科学院2020年度“市县农科所联系专家制项目”，通过系统性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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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粪污特性解析-工艺优化-臭气治理-应用评价”全链条创新体系。核心突破包括

：（1）多维度粪污特性数据库，揭示不同粪污与辅料来源的发酵特性规律，并证实臭气强度

与粪污成分强相关性，为源头减排提供依据；（2）创新好氧-厌氧耦合工艺与基质复配技术

，通过稻壳、秸秆等辅料优化碳氮比与孔隙度，加速有机质腐殖化，有效磷、速效钾活性提

升30%以上；（3）首次发现吲哚无氧降解酶基因簇，阐明粪臭素低氧降解通路，研发高效除

臭菌株枯草芽孢杆菌，添加后粪便氨气减排71.2%、硫化氢减排78.9%，堆肥过程臭气综合消

减率73.7%。相关成果获授权发明专利3项、SCI论文3篇，技术整体达国内领先水平，臭气降

解机制研究跻身国际前沿。 

项目通过“研发+集成+示范+推广”模式，集成了一套畜禽粪污异位微生物发酵处理技术推广

体系。项目组采用网络、电话、宣传册和培训等途径开展示范推广，建立了多渠道多途径应

用推广模式。在省内建立了包括广东广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示范基地8个和技术服务点

30余个，技术培训1400余人次，发放资料5000多份。推广期间处理畜禽粪污100万吨，生产配

套有机肥47万吨，直接经济效益5亿元，间接效益160余亿元。通过本项目推广，突破了异位

发酵技术的工艺稳定性与臭气控制瓶颈，为畜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广东方案

”，显著推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发展。



项目名称 紫金蝉茶绿色生态种养技术集成与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

1.紫金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2.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3.河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4.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5.紫金县斗记茶业有限公司 
6.广东苏记祥实业有限公司 
7.紫金县金山茶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广东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9.紫金县绿天农肥业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1.凌彩金(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2.韦曼华(完成单位: 河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工作单位: 河源市渔业技术
推广站) 
3.刘宇锋(完成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4.梁冬霞(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5.李伟志(完成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6.张子辉(完成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7.钟仕华(完成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8.王朝红(完成单位: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工作单位: 广东省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9.彭凛然(完成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10.曾海平(完成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单位: 紫金县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 
11.何东波(完成单位: 紫金县斗记茶业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紫金县斗记茶
业有限公司) 
12.曹越(完成单位: 广东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广东黄花
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3.陈宝雄(完成单位: 紫金县绿天农肥业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紫金县绿天
农肥业有限公司) 
14.苏勇平(完成单位: 广东苏记祥实业 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广东苏记祥实
业有限公司) 
15.刘鑫华(完成单位: 紫金县金山茶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紫金
县金山茶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陈文(完成单位: 广东苏记祥实业 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广东苏记祥实业
有限公司)

蝉茶特指采用经茶小绿叶蝉取食后的茶树鲜叶为原料，经特定工艺制成的具显著蜜香特征的

茶产品，以河源市紫金县出品的蝉茶为优，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柱。项目聚焦蝉茶

受“蝉虫-品种-气候-肥料-生态”等制约因素的不明确性；叮咬鲜叶是否都能产生蜜香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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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相关项目的资助下开展技术研究、成果的示范与大面积推广应用，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 

1）创新集成“环境监测-精准施肥-品质调控”技术体系：围绕蝉茶“蜜香”品质和鲜叶原料

特征标志物需求，创新性地建立了“测土配方施肥”与“小绿叶蝉生态调控”相结合的关键

技术，建立蝉茶绿色种养循环模式，显著改善了茶园小气候环境，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有效延长了蝉茶采收期，单产提高10%以上，蝉茶品质显著提升。 

2）建立了“低碳生态+有机”的紫金蝉茶种植新模式。引进集成“错峰修剪+微环境控制+生

态保育+定向培育”的紫金蝉茶低碳生态模式。助力33家企业获得有机认证、56家企业通过省

级生态茶园认定，支撑紫金县荣获首个“广东省生态茶创新试验区”称号。 

3）研发了茶小绿叶蝉的保繁技术，攻克了蝉卵的收集与保存关键技术难关，实现室内规模化

养殖。制定了《人工养殖茶小绿叶蝉质量标准》，填补了虫源标准化技术的空白。 

项目构建了“政研产推用”的联合技术推广体系，采取“边研究、边示范、边推广”、“示

范+培训+研学”等多元推广模式，累计在河源、梅州、江门等地推广面积达105万亩次，亩均

增收超4800元，推广茶叶专用肥超5万吨，累计新增产值超过50.4亿元，线下技术培训超出

50场次，人数超3000人次。“紫金蝉茶标准化生产技术”入选广东省农业主推技术；编制了

“紫金茶树种植技术规程指引”等技术规范2项，授权专利4件，软件著作权6件；产品累计获

奖69项，紫金县获评“中国茶业百强县”、“广东省生态茶创新试验区”，1家企业获广东省

先进集体，1家获得省级科普示范基地、多家省级龙头企业。



项目名称 龙川县水稻绿色高产高效技术应用与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

1.龙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 
3.龙川县良种推广站 
4.龙川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5.龙川县粮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龙川县收成好农资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1.邹利强(完成单位: 龙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工作单位: 龙川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 
2.谢伟东(完成单位: 龙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工作单位: 龙川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 
3.唐铁京(完成单位: 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 工作单位: 龙川县植物保
护与检疫站) 
4.古显新(完成单位: 龙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工作单位: 龙川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 
5.袁兴华(完成单位: 龙川县粮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龙川县粮
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巫娟(完成单位: 龙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工作单位: 龙川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7.刘红国(完成单位: 龙川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工作单位: 龙川县农业科学
研究所) 
8.张军英(完成单位: 龙川县良种推广站, 工作单位: 龙川县良种推广站) 
9.邹弋匕(完成单位: 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 工作单位: 龙川县植物保
护与检疫站) 
10.邹海周(完成单位: 龙川县收成好农资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龙川县收
成好农资有限公司) 
11.王均达(完成单位: 龙川县良种推广站, 工作单位: 龙川县良种推广站) 
12.邹清伟(完成单位: 龙川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工作单位: 龙川县农业科
学研究所)

总结出以“龙川县水稻绿色高产高效技术”进行应用与推广，集成了一套标准化绿色高效技

术模式，采用 “稻一稻一肥”轮作模式，主要推广“优良品种+病虫害绿色防控+水稻三控施

肥”技术体系，同时配套应用秸秆还田、无人机飞防、太阳能杀虫灯等现代化技术。在华农

大、省农科院技术团队大力支持下，选择合适地块（百亩攻关田）作水稻强源活库优米栽培

技术、水稻机械深施肥减量栽培技术、香稻增香栽培技术推广应用，技术体系突出绿色生态

环保理念，注重资源高效利用，有效提升了生产效能。 

2022年-2024年，在龙川县建设共计10个连片1000亩以上的千亩方，辐射带动10万亩以上，项

目区建立示范、观摩、培训平台，方便周边农户学习，辐射带动项目周边区。按照统一标准

设立标志牌，标明项目名称、规模、产量指标、技术路线、技术要点、项目责任单位和负责

人等，接受社会监督。举办培训班观摩会29期，培训1222人次。2022年-2024年，经现场实割

实称计算，折合干稻谷平均亩产分别为600.56公斤、578.6公斤、579公斤，按每公斤2.8元计

算，每亩增收分别为281.57元、220.1元、221.2元，每年增收分别为1238.91万元、2399.1万

元、1446.65万元，2023年百亩攻关田增收42.57万元，2024年百亩攻关田增收23.3万元，项

目减少用药1-2次，节省用药成本40元/亩，节约成本分别为88万元、220万元、132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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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节本增收：1326.91+2661.67+1601.95=5590.53万元。示范区实行“五统一”管理模式，即

统一良种供应、肥水管理、病虫防控、技术指导和机械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率100%，危害

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区节本增效5%以上，绿色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

水平有所提高，期间发表3篇技术论文，实施结果达到了项目要求。



项目名称 红松茸绿色示范种植

主要完成单位
1.河源市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主要完成人

1.巫伟强(完成单位: 河源市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河源市粤
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杨静美(完成单位: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工作单位: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3.叶滔(完成单位: 河源市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河源市粤隆
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曾明清(完成单位: 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 工作单位: 龙川县植物保护
与检疫站) 
5.魏雪英(完成单位: 河源市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河源市粤
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胡小英(完成单位: 河源市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河源市粤
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徐云英(完成单位: 河源市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河源市粤
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黄晓芳(完成单位: 河源市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工作单位: 河源市
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9.黄晓希(完成单位: 河源市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河源市粤
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袁秀娟(完成单位: 河源市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河源市
粤隆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开展了红松茸的高效、绿色示范种植。 

    技术措施：针对红松茸的生长特性进行深入研究与优化。筛选适宜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

的红松茸品种，保证其品质和产量。在种植基质的选择上，利用当地的稻草、玉米芯、秸秆

等农业废弃物，经过科学的发酵处理，为红松茸生长提供充足养分，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实

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精准把控种植过程中的温湿度、光照等。通过搭建智能温室和

遮阳设施，确保红松茸在出菇期处于最佳的生长环境，有效避免因自然环境波动导致的产量

下降和品质受损。 

    组织措施：成立项目团队，涵盖农业技术专家、种植能手和管理人员。专家负责提供技

术指导和解决种植难题；种植人员严格按照标准流程进行日常的栽培管理；管理人员则负责

统筹协调各项工作，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时，与科研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定期邀请

专家进行培训和技术交流，提升团队的专业水平。 

    推广模式：采用“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进行合作。公司作为核心主体，负责红

松茸的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和产品销售。种植基地作为示范窗口，展示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

理经验，吸引周边农户参与。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和劳务合作的方式参与到项目中，按照公司

的标准进行种植，公司则以保底价收购农户的产品，解决农户的销售后顾之忧，实现互利共

赢。 

    经济效益：红松茸市场需求旺盛，销售价格稳定，亩产量逐年提升，目前平均亩产可达

6000斤，亩产值超过6.5万元，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社会效益：项目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带动周边5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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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就业，包括不少低收入人员，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生态效益：通过利用秸秆、玉米芯、木屑、棉籽壳、茶籽壳等农业废弃物作为种植基质

，减少了农业废弃物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红松茸收获后的菌渣还田，用来种植其他农作物

，提高了土壤肥力，改善了土壤结构，实现了农业生态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