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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在广西百色市的应用潜力。结合乡村振兴的背景，此模型不仅

强调了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还突出了土壤的有机质管理和生态平衡的维护。对比其他农业模型，此

模型更具有环境友好性和经济效益。同时，对于乡村振兴策略，该模型提供了创新的方向和实践思路。

尽管在应用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些挑战，但通过综合策略和持续研究，它在推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和乡村经

济增长中有着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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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ultivation model of earthworms 
and mangoes in Baise City, Guangxi. With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model empha-
size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ighlights the management of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the maintenance of ecological balance. Compared to other agricultural models, 
this approach i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Furthermore, for ru-
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the model offers an innovative direc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De-
spite potential challenges in its application, through integrated strategies and continuous re-
search, it holds vast prospects in advanc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boosting 
rural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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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策略的核心不仅在于经济的提升，更在于在社会、文化和环境上实现全面的进步。国家对

乡村的重视不仅彰显了其在全国发展中的关键位置，还为农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质量。乡村振兴不仅注

重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还追求构建和谐、平衡的社会发展[1]。其中，生态农业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发展

方向。蚯蚓与芒果的生态化养殖模型正是这一方向的典型实践。蚯蚓在改进土壤结构、增强肥力上的作

用，为芒果树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同时，芒果树的生长也为蚯蚓提供了有机物，建立了一个稳定的

生态循环[2]。这种相互促进的模型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质和量，还减少了 37.5%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促

进了环境保护[3]。在广西百色市，这种模型的应用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刚脱贫的地区，百色市拥有大量

的芒果种植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为生态农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发展这种模型不仅可以提供新的经济增

长点，还能有效提升乡村的生态环境质量，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做出贡献。 

2. 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的原理 

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的核心原理在于它们之间的协同互动，通过一种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

创造了可持续、高效、生态友好的农业生产模式。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原理。 
蚯蚓在土壤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首先，它们通过挖掘土壤、通气和排水，改善了土壤结构，使土

壤变得更加疏松。这有利于芒果树根系的生长，提供了更多的空气和水分。其次，蚯蚓是土壤中的有机

物分解者。它们摄食土壤中的有机物，将其消化后排泄成蚯蚓粪，这种粪便富含有机质，被称为“蚯蚓

粪便”，是一种极佳的有机肥料，能够提供芒果树所需的养分。此外，蚯蚓还有益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

增加了土壤中的微生物多样性达 55.9%，有助于维持土壤的生态平衡[4]。 
芒果作为一种热带水果树木，对气候和土壤的要求相对较高。它需要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温度和湿

度，以及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在传统种植模式下，为了提供足够的养分，农民通常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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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药，这可能导致土壤污染和环境问题。在生态化养殖模型中，芒果树得到了更好的生长条件。由于

蚯蚓改善了土壤结构，土壤变得更透气、更有机质，有利于芒果树的根系生长。此外，蚯蚓粪便提供了

丰富的有机质和养分，不仅提高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还减少了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这有助于减少环

境污染和土壤质量的退化[3]。 
蚯蚓与芒果在生态循环中形成了良性互动。芒果树提供了蚯蚓所需的有机物质，包括枯叶、果实残

渣等，为它们提供了食物来源。蚯蚓通过消化这些有机物质，将其转化为蚯蚓粪便，丰富了土壤有机质

的含量。这些蚯蚓粪便富含氮、磷、钾等养分，为芒果树的生长提供了必需的养分。同时，蚯蚓的活动

还改善了土壤的结构，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和水分保持能力，有利于芒果树的根系扎根和吸收养分[4]。
此外，蚯蚓的存在还有助于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提高了土壤的生态平衡。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生

态循环系统，其中蚯蚓、芒果树和土壤之间互相补充和促进，最终实现了高效的生态农业生产。 
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的实施不仅对环境有益，还对农民的经济收入有所提高。通过减少化肥

和农药的使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由于采用了生态农业模式，芒果的品质和产量都得到了提升，

能够获得更好的市场价格。此外，蚯蚓粪便作为一种有机肥料，也可以作为一种收入来源。因此，这种

模型在生态和经济上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因此，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基于它们之间的生态

循环原理，旨在实现可持续、高效、生态友好的农业生产[5]。这种模型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为

未来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3. 生态化养殖模型设计 

 
Figure 1. Ecological cultivation model of earthworms and mangoes 
图 1. 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生态原理高效、环保地进行农业生产成为了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

方向。蚯蚓与芒果的结合，正是这种生态化养殖思路的具体应用，其具体模型设计如图 1 所示。 
第一、在设计这种生态化养殖模型时要考虑的是土地选择。理想的土地应该具有适中的湿度、良好

的排水性、充足的有机质以及适宜的酸碱度。百色市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很适合发展此模型。不过，

由于蚯蚓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即使土地初时不完美，长期的生态化养殖也会逐渐改善土壤质地。 
第二、合理规划芒果树的种植与蚯蚓的放养。这两者应当是同步进行的。在种植芒果树苗时，可以

考虑与蚯蚓同时放入土壤，以确保从一开始，土壤就得到了蚯蚓的改良。随着芒果树的成长，其所产生

的叶落、果实残渣等都为蚯蚓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生态循环系统。 
第三、在生态化养殖模型中，还需要考虑病虫害的防治。与传统农业不同，生态农业更强调的是预

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原则。例如，通过培育强壮的芒果树来增强其抗病性，或引入对某些害虫有天敌的

生物来实现生物防治。 
第四、水资源的管理也是这个模型的关键部分。既要确保芒果树得到充足的水分供应，又要避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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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水分过多导致的根部病害。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灌溉系统，确保水分均匀分布，并在必要时排

除多余的水分。 
第五、经济效益的预测也是模型设计的一部分。尽管初期可能需要一些投资，如购买蚯蚓、芒果树

苗、建立灌溉系统等，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生产成本将大大降低。同时，由

于生态化养殖出产的芒果更为绿色、健康，它在市场上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价格，从而带来更多的收益。 

4. 挑战与解决策略 

随着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的推广，我们看到了其对环境和经济的显著效益。然而，此模型

的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为了确保模型的长期可行性和成功实施，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并解决这些

挑战。 
首先，由于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芒果树可能更容易受到某些病虫害的侵袭。这需要我们寻求

更为生态的解决方法。生物防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例如，引入与芒果害虫为天敌的生物，如某些

益虫，来控制害虫数量。此外，选择或培育具有较强抗病性的芒果品种也是一种方式。还可以通过混合

种植或间作，来打破病虫害的生活循环，从而减少其对芒果树的危害[6]。 
其次，新模型与传统农业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农民可能会对此产生疑虑。为了改变他们的看法并增

加接受度，我们需要进行培训与教育。通过培训课程和工作坊，农民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并掌握新技术。

在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设立示范基地，让农民看到生态化养殖模型的实际效果，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此外，政府也可以通过补贴、低息贷款等措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激励，鼓励他们采纳新的养殖模型[1]。 
另外，市场接受度也是一个挑战。虽然生态农产品具有更高的品质，但由于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产

品的价格可能也会较高。为了促进市场的接受度，我们可以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教育消费者了解生

态农产品的价值，包括其对健康和环境的益处[2]。同时，合理的定价策略和市场推广也很重要。通过与

超市和分销商合作，以及在线销售等多渠道销售方式，可以使更多消费者接触到这些产品。 
最后，蚯蚓的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为了确保蚯蚓能够健康生长并充分发挥其在土壤改良中的

作用，我们需要定期检查土壤的湿度、酸碱度和有机物含量。此外，防止外来种群的入侵，如某些可能

对蚯蚓构成威胁的害虫或病原体，也是非常重要的。 

5. 百色市的应用前景 

首先，百色市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芒果的生长。这里的气温、湿度和降水量都符合芒果生长的要求，

这使得芒果在这里能够产出高质量的果实。同时，百色市的土壤富含有机质，非常适合蚯蚓生活[2]。蚯

蚓可以在这样的土壤中快速繁殖，从而在短时间内为土壤带来显著的改善。 
其次，百色市在农业技术和农民培训方面也有着长足的发展。随着各级政府对乡村振兴的重视，百

色市在农业技术推广、农民培训和农业产业链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大量的投资[7]。这为蚯蚓与芒果生态

化养殖模型在百色市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民不仅可以通过培训学习到这一模型的相关知识，还

可以通过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购买必要的设备和种植材料，进行模型的实践应用。 
此外，百色市的交通和物流条件也为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带来了便利。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

百色市与广西其他地区、甚至与国内外的市场都建立起了便捷的连接。这为芒果的销售和蚯蚓产品的推

广提供了方便。农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传统的农贸市场、电商平台或与超市合作，将自己的产品迅

速销售到各地，获取更高的收益[4]。 
最后，百色市的地方政府对于新技术和新模型的推广持有积极的态度。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

乡村的振兴，地方政府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如提供补贴、减税优惠、提供技术支持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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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农民采纳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8]。这为模型在百色市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因

此，百色市在地理、气候、土壤和政策等多方面都为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的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模型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百色市的农业生产将呈现出更加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发展趋势，为地

方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的振兴带来巨大的机遇。 

6. 讨论 

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在农业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关注，其独特性和潜在价值也使其与传统农业

模式产生鲜明对比。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一模型，我们将从三个关键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第一、与其他模型的对比与区分。传统的农业模型多依赖化学肥料和农药来增加产量，而生态农业

则追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减少对化学物质的依赖。蚯蚓与芒果的生态化养殖模型正是生态农业思

想的具体实践。与常规农业模式相比，这一模型更加强调土壤的有机质管理和生态平衡的维护。而与其

他生态农业模型相比，它特别强调了蚯蚓在土壤管理和有机物分解中的作用，使芒果得到更好的养分来

源。此外，这一模型还考虑了芒果和蚯蚓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模型中很少考虑，为芒果提

供了更为有机和持续的肥料来源。 
第二、对乡村振兴策略的贡献及影响。乡村振兴策略旨在通过创新和技术的应用，推动乡村经济的

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正是这一策略的有力支持[1]。首先，此模型通

过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同时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价值，为农民带来

了更高的经济收益。其次，此模型的推广还为农民提供了技术培训和实践经验，提高了他们的技能和知

识水平。最后，生态农业模式还有助于保护和恢复乡村的生态环境，为乡村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第三、模型的优势、局限性与改进方向。此模型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生态性和可持续性。蚯蚓和芒果

之间的互动关系确保了土壤的持续改良和有机物的循环利用，同时减少了对外部输入的依赖，降低了生

产成本。然而，这一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其对蚯蚓种群管理的要求较高，需要定期进行种

群密度和健康状况的监测。而且，蚯蚓的生活习性和生态功能在不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可能会有所不

同，需要进行地方性的调整和优化。为了进一步完善此模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改进：首先，

进行更多的实地试验，探索蚯蚓与芒果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最佳互动模式；其次，引入更多的生态管理

措施，如生物防治、混合种植等，增强模型的稳定性和鲁棒性；最后，加强农民的培训和指导，确保模

型的有效推广和应用。总之，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为乡村振兴策略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工具和思路，

但为了实现其更广泛的应用和效益最大化，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7. 结论 

经过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显示出了其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和潜

力。该模型不仅减少了对环境的负担，降低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更是为农产品带来了更高的品质和市

场价值。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此模型为乡村地区提供了一种绿色、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有望刺

激乡村经济的增长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然而，每一种模型都有其局限性。为了让此模型更广泛地应

用并发挥其最大潜力，必须持续进行研究，面对并解决各种挑战。政府的支持、农民的培训和技术的创

新都是推动模型成功的关键因素。蚯蚓与芒果生态化养殖模型为农业提供了一个创新方向，具有深远的

发展前景。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此模型能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农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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