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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循环农业实践模式研究木 
— — 以庙耳岗村食用茵产业模式为例 

周 颖 ，尹昌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首先阐明房山区发展循环农业的现实意义及循环农业发展现状，重点介绍了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情况。 

其次，以房山区庙耳岗村食用菌产业模式为例，对模式的基本原理、结构特征、三大效益进行深入剖析，印证了废弃 

物资源利用型循环农业模式是京郊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产业选择。第三，针对庙耳 岗村食用菌产业模式特点及成效， 

提出三点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即开辟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新途径、采取农民专业协会的组织方式和选择生物质能 

转化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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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加快发展循环农业 

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产业支撑。全国各地运用循环经济理念，结 

合区域优势条件，开展了广泛的循环农业实践。 

各地赋有创新性的生产实践为完善循环农业的实 

证研究奠定了基础，形成的一些典型模式，有利 

地促进了地方农业产业的发展。位于北京市西南 

郊的房山区，以食用菌产业为依托，探索形成的 

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型循环农业模式，充分利用 

农业生物质能资源，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村建设的和 

谐发展。近年来，以青龙湖镇庙耳岗村为代表的 
一 大批示范典型，带动了房山区农业循环经济实 

现跨越式发展，其成功经验为京郊广大农村进一 

步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和产业发展空间开辟了新 

路径。 

一

、 北京市房 山区发展循环农业的现实 

意义 

新农村建设首先体现在生产发展上。房山区 

作为北京市的农业大区，首先，应立足资源、区 

位、产业优势，大力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 

药、节种的节约型农业，发展以农业废弃物资源 

和农副产品综合利用为特征的产业链延伸型农 

业。其次，应围绕农村生活清洁能源供给，组织 

实施生物质工程，推广秸秆气化、固化成型、发 

电、养畜等技术，培育生物质产业。第三，应运 

用 “统一规划、统一用地、统一设计、统一施 

工、统一配套”的 “五统一建设”原则，实行 

新村新镇建设。因此，发展循环农业是房山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根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 

年)》提出 “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空间战略 

本文系科技部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研究专项 “我国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2005DIA3J032)；农业部 2006农业 

结构重大研究专项 “我国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06—07—03B)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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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格局，房山区在空间上定位为西部生态带。房 

山新城的功能定位是要建成北京大都市重要的文 

化旅游区和绿色生态保护区。循环农业就是要结 

合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降低农业资源消耗，减 

少农业面源污染，特别是农药化肥和畜禽养殖业 

对水体的污染，加强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废弃 

物的综合管理与资源化利用，并以此为基础，开 

展产业创新，使农业活动对房山区生态环境的影 

响降至最低程度。因此，循环农业是建设首都西 

部生态屏障、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切人点。 

二、北京市房山区循环农业发展现状 

北京市房山区是北京市的农业大区，农业的 

发展应突破原有的传统农业定位，依托首都的需 

求，率先发展现代农业。循环农业作为一种新的 

发展理念，为房山区率先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突 

破口。近年来，房山区重视农业生态功能在农村 

产业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加快建设与首都经济相 

适应的农业生产结构，立足山区特色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地加快以农产品加工、园艺业、特种养 

殖、清洁乡村 (乡村旅游业)为主体的循环农 

业建设。食用菌、肉禽、乡村旅游、磨盘柿、豆 

类五大主导产业优势不断巩固、扩张，辐射带动 

农民增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现已形成了三种比 

较成熟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一是以农业废弃物 

资源综合利用为特征的循环农业模式；二是以龙 

头企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链延伸型循环农业模 

式；三是以主导产业为纽带的农业产业园区型循 

环农业模式。其中，以食用菌产业为基础的农业 

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型循环农业模式已走向 

成熟。 

目前，房山区已建成了集菌种研发、试验、 

示范、推广及菌袋生产、标准化反季节生产、工 

厂化周年生产、产品深加工、物流配送、废料综 

合处理、科技服务体系于一体的食用菌产业链。 

2008年上半年，房山区主要在琉璃河、蒲洼、 

大安山等10余个乡镇发展40Ohm 林地食用菌； 

在安庄村建设了日生产能力5t的蟹味菇周年生 

产厂。全区食用菌栽培总面积达到600万 m。， 

带动8 500多农户从事食用菌生产，年产鲜菇 

1．6万t，占北京市食用菌总产量的56％。房山 

区以农科所为中心完成了6O个食用菌品种资源 

的收集试验展示，以青龙湖庙耳岗菌棒加工厂、 

格瑞拓普百灵菇、田各庄荃真龙杏鲍菇等集约生 

产为代表的工厂化生产模式初具规模，年产量达 

3 500多t。下文将以房山区庙耳岗村食用菌产业 

模式为例，进行深入剖析。 

三、庙耳岗村食用菌产业模式 

(一)食用菌产业模式的现状和特征 

庙耳岗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东部， 

是北京市科委于2004年指定的循环农业试点村， 

村里建立了北京市庙耳岗食用菌技术开发中心。 

从1997—2007年，庙耳岗村先后投资2 000万 

元，建成了 lOhm 的食用菌标准化生产基地， 

150栋日光温室、菌种厂、配送中心、佛甲草生 

产基地，以及华北地区最大、建筑面积 4 170 

m 、年产菌棒8 800万棒的菌棒加工厂。庙耳岗 

食用菌技术开发中心采取 “合作社 +基地 +农 

户”的组织方式，带动了庙耳岗村、豆各庄村、 

大苑村等地的3 000多户农民发展食用菌种植 

业，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0 595元。 

庙耳岗村食用菌产业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利用 

大量农业废弃物 (棉籽皮、玉米芯、木屑等) 

发展食用菌产业，以菌棒规模生产加工销售为主 

导，实现村域内资金、技术、原材料、生产对象 

的最大集约化，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从事食用 

菌生产。目前已开辟两条菌棒废渣和秸秆等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新途径：一是通过秸秆气化的手 

段，由生物质能转化成化学能，从而有效解决农 

村的生活能源问题。二是将废菌棒加工成屋顶绿 

化植物用培养基，从而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实 

现农林废弃物资源的转化增值。 

(二)食用菌产业模式的产业链结构 

庙耳岗村食用菌产业模式形成了 “农林废 

弃物 菌棒加工 食用菌生产 佛甲草培养基 

生物质气化”闭合产业链条，见图1。 

在生产源头，菌棒栽培基质的主料来源于农 

林废弃物，如：棉籽皮、玉米芯、木屑、秸秆 

等，原料来源广泛，技术相对简单，便于在农村 

推广。在生产过程中，庙耳岗食用菌技术开发中 

心负责菌棒的生产加工，实行统一的引种、制 

一 27 —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09年 第 1期 

种、菌棒生产配送，并为种菇农户提供供销服 

务，包括技术培训、资料发放、新品种推广等； 

指导农户根据不同菇种对培养基营养要求的不 

同，实现菌棒的季节性多级利用，使得菌棒的营 

养价值充分发挥。对于不能栽培蘑菇的废菌棒， 

加工成绿化植物用培养基，开发屋顶绿化植物佛 

甲草，解决了过去废菌棒堆积造成的环境污染， 

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在生产末端，大量的 

菌棒废渣和秸秆废弃物通过秸秆气化的手段，由 

生物能转化成化学能，有效解决了农民的生活用 

能问题。秸秆气化后产生的炉渣，还可以采用先 

进的凝石技术生产出新型建筑材料，改善农村道 

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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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庙耳岗村食用菌产业模式物质循环流程图 

(三)食用菌产业模式的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庙耳岗村菌棒加工产业的投资成本主要包 

括：生产成本、固定成本、能源耗费、人员费用 

等四部分。生产成本是用于购买菌棒生产原料的 

投资；固定成本是设备、厂房、设施三部分的投 

资；能耗费用是指生产消耗的水电费；人员费用 

是指各类工人工资。根据2007年调研数据统计 

分析：庙耳岗食用菌技术开发中心的固定资产原 

值为2 000万元，固定资产的净残值率4．5％， 

预计使用年限40年，采用直线法计算可得，固 

定资产年折旧额为 47．75万元，年折旧率为 

2．39％，则生产投资成本为2 351．85万元。 

菌棒厂的经济收入主要包括三部分：①销售 

菌棒：菌棒加工厂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菌棒 

8 800万棒，但受订单合同、培养室不足、灭菌 

锅炉陈旧等影响，现生产规模为年产4 000万 

棒。每年外销菌棒约2 500万棒，按2元／棒的 

平均市场价格计算，则菌棒销售收入为5 000万 

元。②销售鲜菇：中心从2004年起实现周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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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四季有菇，到2006年底，栽培食f{j菌品种 16 

个，年产鲜菇960万公斤，产值达2 096万元。 

③销售佛甲草坪：中心每年利用废菌棒生产佛甲 

草培养基10万m ，佛甲草作用屋顶绿化材料的 

市场价格为130—150元／m ，则佛甲草的销售收 

入为 1 300多万元。 

综上分析可知：菌棒产业化生产的年经济收 

人约8 396万元，扣除投资成本2 351．85万元， 

水电费用及其它运行成本费用合计5 000万元， 

则一年可获纯利约1 044．15万元。 

2．生态效益 

庙耳岗村以食用菌产业为主导的废弃物资源 

利用型循环农业模式，首先大规模地利用各种廉 

价农林副产物及其加工下脚料，通过生物作用将 

粗纤维转化为人类可食用优质蛋白保健食品，且 

生产过程没有污染物产生，采收后的菌渣是富含 

菌体蛋白的生物饲料和生物有机肥，可用于发展 

畜牧业，培肥地力、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实现了 

物质良性循环。其次，有效地处理了生产食用菌 

残留的废菌棒，将其加工成佛甲草的培养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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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草在屋顶绿化、地下停车场、生态廊道、阳光 

大厅、运动场、高尔夫球场及盐碱地改良等绿化 

建设方面具有广泛用途，尤其是在营造屋顶绿化 

方面更具有绝对优势，对城市热岛现象有明显的 

改善作用。第三，大力发展生物质气化技术，彻 

底解决废菌棒的环境污染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 

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 

保护双赢目标。 

3．社会效益 

庙耳岗村通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做强了食 

用菌产业，通过发展循环农业，获得可持续发 

展。村领导围绕着京郊农村广泛实施的 “亮起 

亮、暖起来、循环起来”三项工程任务，在村 

庄整洁、村民生活质量提高上做文章。通过对路 

面硬化、房屋整洁保暖、上下水及清洁厕所等进 

行全面改造，切实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保持 

了村落风情，为建立一个祥和、富裕、文明、乡 

土气息浓厚的现代化新农村提供了示范。 

四、总结 

房山区庙耳岗村通过对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 

的综合管理与资源化利用，开展产业创新，延伸 

食用菌产业链条，使之发展成为与京郊新农村建 

设相适应的新兴产业。该模式为大城市郊区农村 

提升农业生产方式探明了方向，为保护农村生态 

环境和有效利用农业资源提供了重要手段，为拓 

展农民增收渠道及转移富余劳动力开辟了新的途 

径，其成功经验包括三方面： 
一 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农作物秸秆资源 

化利用和畜禽粪便能源化利用为重点，通过作为 

生产食用菌的基质料，生产单细胞蛋白基质料， 

作为生活能源或工业原料等转化途径，延伸农业 

生态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扭转农业资源 

浪费严重的局面，提升农业生产运行的质量和效 

益。二是在生产组织方式上采取 “农民协会 + 

农户”的方式，把从事食用菌生产的大量分散 

农户，以技术、信息交流和服务为纽带联合组织 

起来，靠专业化服务推动产业化经营。食用菌专 

业协会一方面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代表会员签 

订销售合同，使农户的产品顺利进入市场；另一 

方面为会员提供食用菌加工和贮运等技术服务， 

有效地化解会员的市场风险。三是在生产技术选 

择上深入探索农林废弃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新途 

径，赋予食用菌产业在由种植业、养殖业、林业 

组成的大农业生态系统中 “还原者”的重要地 

位，搭建生产者 (绿色植物)和消费者 (人类、 

动物)之间物质与能量良性循环的纽带。通过 

物理转换、化学转换、生物转换三种生物质能源 

转换技术，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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