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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稻田养鸭可最大限度地使稻田环境不受污染，实现稻田
可持续种养，节约种养成本，提高种植粮食的比较效益，是生产
无公害优质稻米和家鸭的全新生态农业新技术。为扎实推进“水
稻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活动，探索稻鸭共育综合生态栽培技术模
式。根据临川区 2018 年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实施方案的要
求，2020 年 6 月中旬，临川区农业农村局与抚州市临川区永利农
业专业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在临川区高坪镇三桥村实施了 500
亩稻田养鸭 5000 只的“稻鸭共育生产绿色大米”试验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现将“稻鸭共育生产绿色大米”技术要点及效益分析总
结于下：

一、主要成效
（一）经济效益
实践证明：稻鸭共育技术使水稻有效分蘖增加，提高成熟

度，增加千粒重，因而提高产量。粗略估算：据 11 月 16 日区农
业农村局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测产验收数据表明：稻田养鸭平均
亩产 425.2kg，比稻田正常管理亩产 376.3kg，亩增产 48.9kg（因
9 月中旬末至下旬的寒露风影响，稻田养鸭及稻田正常管理的亩
产均有所下降）。按优质稻谷 3.2 元/kg计，亩增收 156.48 元；稻
田养鸭亩产优质稻谷 425.2kg，按比稻田正常管理稻谷价多 0.4 元
计，亩增收 170.08 元；1 亩稻田养鸭 10 只（番鸭水鸭各半），平
均每只纯收入 20 元，每亩稻田养鸭收入 200 元；稻田养鸭比稻田
正常管理亩节约肥料农药开支 100 元；除去稻田养鸭围网钢筋栏
杆开支 200 元/亩；综合前五项，每亩实际增收 426.56 元，500 亩
稻田养鸭比稻田正常管理增加产值 21.328 万元，经济效益十分显
著。

（二）生态效益
稻田禾苗返青后放养鸭子，既可清除稻田的杂草，减少了

除草剂的使用量，又有助于改善土壤通透性，增加根际含氧量，
增加水稻抗逆性，捕食幼虫和卵块，减少病虫害发生和病虫害用
药；同时，鸭子所产生的粪便又能够培肥地力，加之稻田养鸭，
使用太阳能灭虫灯和捕蛾器，减少用药和环境污染。另外，稻田
养鸭有助于下茬免耕抛栽，生态效益十分可观。

（三）社会效益
“稻鸭共育生产绿色大米”试验示范基地建设的成功实现，

无论从领导干部、农业科技人员，还是广大农户，对该项技术能
够提高水稻产量、改善品质、增加效益等方面，均得到一致认可
和充分肯定，社会效益十分可观，为今后大面积推广应用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二、技术要点
（一）推广优质稻“两优一增”壮秆保优标准化栽培技术
示范基地二晚采取四条措施：一是选用“裕丰 1 号”、象牙

香占优质稻品种达 100% ；二是多效唑浸种，塑盘育秧移栽；三
是优化施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四是优化管水，合理灌溉。

（二）推广稻田养鸭，食虫吃草增肥技术
在水稻活棵返青后，每亩稻田放养 10 只鸭子（番鸭、水鸭

各半），周围设围网，白天鸭子在稻田活动，吃食幼虫、卵块和
杂草，既可松土，促进水稻根系活力，其粪便又能肥田，而且又
能减轻病虫危害。傍晚将鸭子汇聚在临时搭建的棚里，并喂适量
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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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少用化学防治
采用绿色栽培，平衡施肥，科学管水，稻田养鸭，安装太

阳能灭虫灯和捕蛾器控制和减轻病虫危害，确需化学防治病虫害
时，也尽量使用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或生物农药。

（四）推广功能性绿色大米化控技术
在水稻绿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的基础上，于返青分蘖期

撒施纽泰肥精颗粒剂 4kg/亩，以促进根系对营养元素的吸收。并
在水稻返青分蘖期、破口期、齐穗期叶面喷施“欢田喜地、ｒ－
氨基丁酸（含钙）、悬浮锌、康熙宝（含硒）”复配方的植物生
长调节剂，从而把基地稻米真正打造成为“辅助食疗，富含硒、
锌、铁、钙等营养元素”的功能性大米而倍受人们青睐。

三、问题对策
稻鸭共育虽有一定的效益，但因前期购买围网、铁棍栏杆，

盖鸭棚等基础设施投资大，加之日夜需派专人看管鸭子，晚上人
工喂食，开支较大，鸭子市场销售价又偏低。建议给予一定的
“稻鸭共育生产绿色大米”试验示范基地建设补偿经费。

8 月上中旬，水稻已活棵返青，二化螟幼虫较多，本来正是
放养鸭子的好时机，但由于此时气温高，稻田水温也偏高，鸭子
下田容易中暑甚至死亡，直到 9 月底，气温降低，鸭子下田才比
较适宜。故早稻田、一季稻田放养鸭子的时间、效果比二晚田好。

傍晚稻田鸭子集中到鸭棚，在鸭子上市前半个月，很容易
被偷，给示范户造成经济损失，建议乡村积极配合，制定乡规民
约，加大对偷窃行为的惩治力度。

稻鸭共育，结合“功能性大米”措施，稻米优质，又能补充
硒、锌、钙、铁等对人们身体健康有益的营养元素，但生产成本
加大。在目前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情形下，实现优质优价，还
需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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