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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稻 田施用稻糠及强化栽培配合稻糠稻作的大田试验
,

结果表明
: 稻田施用稻糠确有显

著的抑草效果
,

稻糠施用量以 巧 o o k g / ha 为最佳
。

采用 S IR 与稻糠稻作配合 的综合技术
,

不仅可以显著提

高稻谷产量 巧% 左右
,

而且可 以减少人工除草 2 一 3 次
,

即可达到除草的 目的
,

有利于环境及土壤 的改

善
。

并对稻米品质也有一定的改良作用
。

【关键词】水稻 ; 强化栽培 ; 稻糠 ; 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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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稻糠稻作是在 日本兴起的一项水稻栽培新技

术
,

该技术利用稻糠在水 田中的除草和培肥地力效

应
,

达到部分或完全减少化学除草剂和化学肥料的

施用量
,

促进水稻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改善
【’

,

2 〕 。

水

稻强化栽培体系 ( S RI ) 也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新型

高产栽培技术
〔’

,

4 ’ ,

由于该技术具有小苗移栽
、

大田

稀植
、

湿润灌溉等特点
,

田间易滋生杂草
。

为了探讨

水稻强化栽培与稻糠稻作的有机结合
,

在水稻强化

栽培中利用稻糠除草
,

达到高产
、

优质
、

高效
、

环保

的 目的
,

我们于 2 00 2 一 2 0 0 3 年进行了本试验
。

1
.

材料与方法

1
.

1 稻糠施用 t 试验

2 0 0 2 年分别在西昌市良种场和礼州镇进行试

验
。

西昌市良种场选用 2 个品种
,

泰激 2 号选 6 和 昌

米 0 1 1
,

施稻糠处理为 o k g / h a
( C K )

、

10 0 0 k g / h a 、

15 0 0 k g / h a
和 Zo o o k g / h a 4 个处理 ; 礼州点选用 品

种昌米 0 1 1
,

施稻糠处理为 o k g / h a ( C K )
、

l 0 00 k g / h a

和 15 0 0 k g / h a 3 个处理
。

C K 均采用化学除草
,

即在

移栽后 1周用除草剂水中花 3 0 0 9 / ha
、

节 磺隆 1 50

g / h a
加拌细砂土撒施除草

。

试验采用大区对比法
,

大区面积良种场
、

礼州

点分别为 16 6
.

7 m 2
、

4 4 5
.

0 m 2
,

处理间扎埂并用塑料

薄膜包裹
,

实行单排单灌
。

播种期 3 月 20 日
,

地膜育

秧
,

5 月 8 日移栽
,

栽插密度 30 万穴 / ha
,

每穴栽双

株
。

底肥施尿素 15 o k g / h a ,

移栽后 or d 施稻糠处理

和 C K 分别施尿素 1 1 2
.

s k g / h a 、
1 5 o k g / h a

作追肥
。

移栽后 Z Od 调查 田间杂草数
,

成熟时按小区收

获计产
。

1
.

2 稻糠稻作与强化栽培配合试验

试验于 2 00 3 年在西 昌市良种场进行
,

前作油

菜
,

土壤肥力中等偏上
。

品种为杂交稻宜香优 3 0 03

及常规稻泰激 2 号选 6
。

3 月 16 日播种
,

地膜育秧
。

试验在同田进行
,

各处理面积均在 6“
.

7耐 以上
。

试验处理设
: ①三角形强化栽培配合稻糠稻作

,

于 4 月 2 0 日移栽
,

秧龄 3 5 d
,

泰激 2 号选 6 叶龄 3
.

1

叶
,

宜香优 3 0 03 叶龄 4
.

0 叶
。

栽植密度
:
泰激 2 号选

6
、

宜香优 3 0 0 3 分别为 2 7
.

o e m x 2 7
.

o e m ( 13
.

7 2 万

穴 / h a )
、

3 3
.

3 e m x 3 3
.

3 e m ( 9
.

0 万穴 / h a
)

,

每穴等边

( 1 c0 m ) 三角形栽三株
,

行间错窝
。

5 月 2 日施稻糠

1 5 00 kg / h a ,

撒施前喷水拌匀至手捏不成团
,

使稻糠

在田间不浮在水面
,

达到均匀覆盖在土面上
。

②对照

( C K )于 5 月 s 日移栽
,

秧龄 5 3 d
,

泰激 2 号选 6
、

宜香

优 3 0 03 叶龄分别为 5
.

4 叶
、

6
.

1 叶
。

栽植密度
:
泰激

2 号选 6
、

宜香优 3 0 0 3 分别为 ( 2 6
.

7 + 16
.

7 )
x 13

.

3

e m ( 3 4
.

6 5 万 穴 / h a )
、

( 2 7
.

0 + 17
.

0 )
x 17

.

0 C m

( 2 6
.

7 4 万穴 / h a
)

,

每穴栽单株
。

处理①与处理②施肥方法和施肥量相同 :
底肥

施油枯 3 7 5 k g / h a ,

尿素 7 5 k g / h a ,

过磷酸钙 7 5 0

k g / h a ,

氯化钾 9 0 k g / h a : 追肥
,

5 月 6 日施尿素

1 12
.

s k g / h a ,

5 月 2 3 日施清粪水 3 0 0 担 / h a ,

7 月3

收稿 日期
: 2 0 0 5 一 1 2 一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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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亩施氯化钾 0 9 k g / ha。

处理①于 6 月 2 3日人工

中耕除草一次 ;处理②于 5月 巧 日用水中花 30 0 9 /

ha、

节磺隆 10 5 9 / ha
加拌细沙土进行化学除草

。

水浆管理
: 处理①

,

泥浆状栽秧
,

栽秧后第 d2

开始保持浅水 15 d
,

以后湿润灌溉
,

孕穗至灌浆初期

浅水灌溉
,

灌浆中期至成熟湿润灌溉 ; 处理②
,

浅水

栽秧
,

深水护苗
,

浅水分孽
,

孕穗至灌浆初期浅水灌

溉
,

灌浆中期至成熟湿润灌溉
。

定时观察记载田间杂草生长状况
,

成熟时稻谷

产量单收并各取样 20 株考种
。

2
.

结果与分析

2
.

1 施稻糠的除草效果及其对产 t 的影响

2 0 0 2 年的试验结果表明
,

在分孽盛期田间调

查
,

除礼州点施稻糠 10 o o k g / h a
处理有鸭舌草 0

.

01

棵 / 耐 外
,

其余处理均无杂草生长
,

说明施稻糠

10 00
一

20 00 k g / h。 均可达到与施化学除草剂相同的

表 1 不同施稻糠处理的产 t 结果 ( t/ h a)

T a b le 1 T h e g ar i n y i e l d u n d e r d i ffe
r e n t a p p l y i n g ir e e h u l l

地 点
施稻糠处理 ( kg / h a

)

良种场

礼 州

泰激 2 号选 6

昌米 0 1 1

昌米 0 1 1

0 ( C K )

6
.

8 7

8
.

0 0

6
.

9 3

1 0 0 0

6
.

9 0

8
.

3 2

6
.

6 7

1 5 0 0

6
.

9 5

8
.

3 8

7
.

2 8

2 0 0 0

6
.

7 7

8
.

2 2

效果
。

从表 1结果可见
,

在追肥量减少 37
.

s k g / ha 条

件下
,

施稻糠各处理均比对照增产
,

其中以施稻糠

15 0 o k g / h a
处理产量最高

,

比对照增产 1
.

16% -

5
.

0 5 %
。

上述结果表明
,

稻 田施用稻糠确有除草作用
,

且

有培肥地力的效果
,

从而达到除草
、

增产的目的
。

稻

糠施用量以 巧oo k g / ha 为最佳
。

表 2 水稻强化栽培与稻糠稻作配合试验杂草调查
T a b l e 2 T h e a m o u n t of w e e d s u n d e r a p p l y i n g ir e e h u ll e o o dr i n a ti n g w it h S R I

品 种 处 理
杂草数 (棵 / h a

) 与对照比较

鸭舌草

泰激 2 号选 6

宜香优 3 0 0 3

S R I +
施稻糠

C K

S R I + 施稻糠

C K

9 0 0

7 5 0

4 5 0

3 0 0

稗草

12 1 5

4 5 0

1 1 7 0

3 9 0

合计

2 1 15

1 20 0

16 2 0

6 9 0

士棵 / ha

9 15

9 3 0 1 3 4
.

8

2
.

2 强化栽培配合稻糠稻作的抑草效果

从表 2 可知
,

S RI 与稻糠稻作田的总杂草数多

于对照
,

根据稻糠稻作技术指标 川
,

达到标准
,

这就

是采用物理方法 比化学方法除草稍差 的结果表现
,

但仅需除草一次即可
,

比采取 S IR 法可减少 2一 3 次

的中耕除草
〔, ’

。

从杂草种类来看
,

鸭舌草产生源基本

上是从田间
,

稗草来源除田间外
,

外界也是来源之

一
。

在本试验中
,

对照田多是夹窝稗
,

S IR 与稻糠稻

作田均是散稗
,

估计部分稗草源来源于稻糠
,

还有

待于进一步论证
。

2
.

3 强化栽培配合稻糠稻作的田间苗惰状况

从表 3 可见
,

由于品种和栽插叶龄
、

密度的不

同
,

基本苗在处理和品种间有较大差异
。

S IR 与稻糠

稻作配合处理的最高苗
、

单株茎粟数及有效穗数均

明显高于对照 (常规栽培 )
,

尤其是杂交稻宜香优

3 0 0 3
,

其有效穗数比常规栽培增加 17
.

23 % ; 但两个

品种 S IR 与稻糠稻配合处理的上林率均比对照低
,

尤其是常规稻泰激 2 号选 6
,

降低达 14
.

81 个百分

点
。

说明进一步控制无效分孽
,

提高上林率
,

是强化

栽培的重要技术内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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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水稻强化栽培与稻糠稻作配合试验苗情

T ab l eT 3h epl a nt a nd m a s s

r go
w i ng st at u s u nd er ap pl y i ngr i e eh ul l e o ord i a nt i ng w it R h S I

品 种 处 理
基本苗

(万 /h
a

)

最高苗
(万 /h

a

)

单株茎孽数

(万 /h a )

有效穗数

(万 /h a
)

上林率

%

R S I +施稻糠 9 1
.

8 0

4 2
.

1 5

27
.

0 0

8 1
.

15

58 6
.

0 2

4 3 1
.

25

58 5
.

0 0

4 6 6
.

50

20 7
.

0 0 3 20
.

1

R S I +
施稻糠

7 5 3 1 1
.

25

0 58 0 3
.

70

宜香优 30 0 3 e K

34 2
.

7 5

8 16 3 22
泰激 2号选 6 _~

七入

4 5
.

9 3

6 9
.

4 7

6 3
.

3 9

6 7
.

7 7

2
.

4 稻糠稻作配合强化栽培的产贵及其产 t 构成

表 4 水稻强化栽培与稻糠稻作配合试验籽粒产量

T ab l e4 T h e gr a i ny i el d u nd r e ap pl y i nr g i e eh ul l e or od i a nt i ng w it R h S I

品 种 处 理
面 积

( mZ

)

7 3 3
.

3

产量

(吨 h / a
)

与对照比较

R S I +施稻糠 9
.

7 3

士 t /h a

+ 1
.

25

士 %

+ 14
.

4 7

泰激 2号选 6 c K
16 7 3

.

3

R S I +施稻糠 6 9 3
.

3

8
.

4 8

1 2
.

0 6 + 1
.

5 3 +4 1
.

5 3

宜香优 0 0 3 3 e K
7 3 3

.

3 10
.

5 3

无论常规稻还是杂交稻
,

采用 S RI 与稻糠稻配

合处理的籽粒产量
,

均比对照 (常规栽培 )增产
,

增产

量 达 1
.

25
一 1

.

5 3 吨 / ha
,

增产幅度达 14
.

53 % -

14
.

7 4 % (表 4 )
。

从产量构成因素来看 (表 5 )
,

在西昌稻作生态

条件下
,

无论常规稻还是杂交稻
,

采用 S IR 与稻糠稻

配合处理的每穗总粒数
、

实粒数均略低于对照 (常规

栽培 )
,

千粒重略高于对照
,

而结实率差异较小
。

说明

S R I 与稻糠稻配合处理对穗部性状影响较小
,

其高

产的主要原因是有效穗数的提高 (表 3 )
。

S IR 与稻糠稻配合处理与对照比较
,

株高提高

了 8 一 10 c m
,

表明生物产量有所增加
,

虽然植株变

高
,

但抗倒伏性仍较强
,

根据在收割时的测量
,

s RJ

与稻糠稻配合处 理的稻株茎秆直径 比对照大 2 -

3 m m
,

茎秆紧韧性较强
,

故抗倒伏能力有所增加
。

表 5 水稻强化栽培与稻糠稻作配合试验经济性状
T a b l e 5 T h e y i e l d e o m p o n e n t s u n d e r a p p l y i n g ir e e h u ll e o o r d i n a t i n g w it h S R I

品 种 处 理

,卫,ùQ
ù

0030708orS R I + 施稻糠

泰激 2号选 6 。 二

七 h

S R I + 施稻糠

宜香优 3 0 0 3 C K

株高

(
C m )

1 0 3
.

0

9 3
.

0

1 1
.

0

10 3
.

0

穗 长

(
e m )

2 2
.

3

2 2
.

3

2 5
.

5

2 5
.

8

总粒数

(粒 /穗 )

实粒数

(粒 /穗 )

结实率

(% )

千粒重

(克 )

着粒密度

(粒 / C m )

1 17
.

2

12 4
.

3

1 3 7
.

9

1 3 9
.

6

8 8
.

0

8 7
.

0

7 8
.

2

7 8
.

8

3 0
.

7

3 0
.

6

3 1
.

0

5
.

2 6

5
.

5 7

3 0
.

8

5
.

4 1

5
.

4 1

2
.

5 经济及生态效益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
,

S RI 与稻糠稻配合处理与常规

栽培比较
:①节水

,

全生育期可节水 20 % 以上 ;②省

工
,

每公顷可节省除草
、

施药用工 3 0 一
45 个

,

节约

开支 6 0 0 一 9 0 0 元 ; ③增产增收
,

增产稻谷 1
.

25 一

1
.

53 t/ ha
,

按每公斤稻谷按 1
.

5 元计算
,

可增收

187 5 一 2 29 5 元 / h a ; ④抗逆性增强
,

由于生长健壮
、

茎秆增粗
,

抗倒伏能力明显增强 ;⑤生态效益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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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R与稻糠稻作综合技术后
,

稻米外观品质提高
,

米

饭食 口性好
,

又由于化肥施用量降低及稻糠腐烂后

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

对改 良土壤和水稻持续增

产有 良好的效果
。

3
.

结论与讨论

从本试验结果来看
,

稻田施用稻糠确有除草作

用
,

且有培肥地力的效果
,

从而达到除草
、

增产
、

改

善稻米品质的目的
,

是水稻优质高产和无公害栽培

的一项重要的配套技术
。

稻糠用量以 15 0 o k g / ha 为

宜
,

施用方法为移栽后 10 d 左右
,

田间浅水 ( 0
.

5 -

I C m ) 施稻糠
,

撒施前稻糠喷水拌匀至手捏不成团
,

使稻糠在 田间不浮在水面
,

达到均匀覆盖在土面

上
,

施稻糠后 d5
,

田水浑浊
,

1d0 后土壤表呈白色稀

糊状
,

以后实行湿润管理
。

水稻强化栽培 ( S RI ) 的理念及本土化强化栽培

技术是近年来很受重视的一项新型高产栽培技术
,

但由于要求本田稀植及前期湿润管理
,

极易滋生杂

草
,

如采用人工除草则费工
,

如采用化学除草则对环

境和品质有不良影响
。

经过我们 2 00 3 年及 20 04 年

(试验结果与 2 0 03 年相似 ) 的试验结果表明
,

采用

S R I与稻糠稻作配合的综合技术是完全可行的
,

它

不仅可以显著提高稻谷产量 巧% 左右
,

而且可以减

少人工除草 2 一 3 次并完全不使用化学除草剂
,

即可

达到除草的目的
,

有利于环境及土壤的改善
。

并对

稻米品质也有一定的改良作用
。

所以
,

S IR 与稻糠稻

作配合是一项费省效宏的水稻高产优质
、

环保综合

技术
,

增收节支可达 25 0 0 一 3 2 0 0 元 / h a 。

至于强化栽培稻 田施用稻糠后
,

对稻米品质的

影响及其对稻 田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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