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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能够有效提升土壤肥力，减少土壤水分流

失，增加水稻经济性状，因此越来越被广大农业种植者

所重视。为对水稻秸秆还田的可行性以及优势进行深入

分析，本文进行了水稻秸秆还田试验，通过本文研究

得出，秸秆还田模式应用可行性较高，在众多方面均优

于不施秸秆，而这一方式实际应用中，可以结合实际情

况，选择是否添加腐秆剂，以更好地满足实际需求。

一、材料与方法

（一）试验材料

选择某地区承包田进行试验研究，试验田面积为

658.3 ㎡，属于中潴灰潮砂泥田，试验品种为松粳 10，

土壤为中等肥力。播种时间为 6月 17 日，7月 28 日进

行移栽，具体规格为 20cm×20cm。分两次施肥，第一次

施肥时间为 8月 10 日，施用三元复合肥以及尿素，各自

施用量为 6kg/667 ㎡；第二次施肥时间为 8月 21 日，将

除草剂丁苄与尿素搅拌均匀撒施于田间，尿素施用量为

10kg/667 ㎡。试验田水稻成熟后，适时收割，收割前在

各小区随机选取 3株进行室内考种，对其经济性状进行

考察，各小区进行单割、单打以及单晒处理，获得各自

的产量情况。

（二）试验设计

试验设 3个处理：处理一，“腐秆剂+秸秆还田”；处

理二，秸秆还田；处理三，不施秸秆。为满足秸秆腐熟

分解消耗氮素以及水稻前期生长所需氮素，还应另外施

用 75kg/hm2，每穴插 4株秧苗。当水稻到达成熟期后，

可以选择机械联合收割的方式，也可以选择人工收获的

方式，留高茬 40 ～ 50cm。应用速效氮肥以及秸秆腐熟

剂，在春季选择旋耕的方式。施用腐熟剂后，每隔 7d进

行秸秆腐熟情况的取样观察记录。

（三）测试方法

1.土样采集。每隔 7d采集 1次土样。土样采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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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需要保证浇水与采集存在较大的时间间隔，并且在

间隔上应保持一致，防止由于浇水影响到土壤含水量。

并且，土样采集环节，需要保证土样中不存在石块等

杂质。

2.土样含水量测定。选择烘干称重法进行试验，获

得土样后，需要将其中的杂质去除，在铝盒中放入 5g土

样，并将其置于 110℃烘箱中 6h，随后将土样取出，称

量实际重量，将数据记录下来，处理前与处理后的土样

重量差，就是土样的含水量。为使数据更为可靠，设计

平行对照，最终将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3.经济性状测定。测定各处理的产量情况；通过室内

考种的方式，测定各处理方式下的主要经济指标，包括

株高、穗实粒数、穗长、结实率、穗总粒数以及千粒重

等。用土钻采集水稻池中 2～ 10cm土层中土壤，土壤样

品采集后经风干后研磨、过 1mm筛分装，供土壤酶活性

和土壤养分测定。

（四）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SPSS19.0 数据处理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

及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各处理随时间延长土壤含水量变化情况

重复取样分析后，获得不同处理方法，在不同时间

段中的土壤含水量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各处理随时间延长土壤含水量变化情况

处理时间d 腐秆剂+秸秆还田 秸秆还田 不施秸秆

7 26.0 24.0 22.5

14 24.5 21.5 20.0

21 22.0 18.0 16.5

28 19.0 16.0 14.0

35 16.0 14.5 13.0

如表 1所示，三种不同处理方法下，随着处理时间

的不断延长，各处理方式中的土壤含水量均呈现出逐渐

下降的趋势，不过在下降趋势上存在较大的不同，腐秆

剂+秸秆还田、秸秆还田、不施秸秆处理方式中，腐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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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处理方法中的土壤含水量最高，其次是秸秆还

田处理方式，不施秸秆土壤含水量最低。

（二）各处理产量及经济性状情况

从表 2中可以看出，同等施肥情况下，秸秆还田处

理方式的产量最高，达到了 501.37kg/667 ㎡；不施秸秆

处理方式产量最低，为 462.74kg/667 ㎡；两种处理方式

对比，相差 38.63kg/667㎡；秸秆还田处理方式比不施秸

秆处理方式增产 8.35%，增产效果较为明显。“腐秆剂+

秸秆还田”处理方式单产为 483.28kg/667 ㎡，同不施秸

秆处理方式相比，每 667 ㎡增产 20.54kg

表 2  各处理产量及经济性状情况

对比项 腐秆剂+秸秆还田 秸秆还田 不施秸秆

产量（kg/667㎡） 483.28 501.37 462.74

株高（cm） 102.5 105.7 101.4

穗实粒数（粒） 117.0 100.5 96.0

穗长（cm） 22.5 22.5 21.0

结实率（%） 85.2 85.7 83.6

穗总粒数（粒） 119.0 115.4 112.8

千粒重（g） 23.1 24.7 23.3

增产 4.44%，获得了较为明显的正产效果。从而可以

得出，秸秆还田能够有效增加水稻产量。对不同处理方

式的经济性状情况进行分析，秸秆还田株高为 105.7cm，

是三种方法中最高的一种方式，比“腐秆剂+秸秆还

田”处理方式高 3.2cm，比不施秸秆高 4.3cm.在穗实粒数

（粒）、穗长（cm）、结实率（%）、穗总粒数（粒）、千

粒重（g）上，分别为100.5、22.5、85.7、115.4、24.7，

均高于不施秸秆方式，不过同“腐秆剂+秸秆还田”处理

方式相比，在穗总粒数（粒）上低于“腐秆剂+秸秆还

田”处理方式，其他形状均要高于“腐秆剂+秸秆还田”

处理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稻草还田能够对水稻经济性

状产生较大的影响，能够有效提高穗实粒数、穗长、结

实率、穗总粒数以及千粒重，最终获得良好的增产效果。

（三）秸秆腐熟情况

对不同处理方式下的稻田水颜色、秸秆手感、颜

色、气味以及拉力等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将腐熟

剂应用于还田秸秆上，能够有效促进农家肥与水稻秸秆

的腐熟降解，并且还会有效增加有机质的含量，促进土

壤中形成团粒结构，大大缩短秸秆腐烂时间。

（四）水稻秸秆还田对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中磷酸酶存在酸性磷酸酶、中性磷酸酶和碱性

磷酸酶三种。磷酸酶作为土壤中最重要的酶类，在土壤

磷素循环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土壤内的磷酸酶

活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土壤中有机磷的分解与转化的有效

性。而在本试验中分别探究了水稻秸秆还田对三种磷酸

酶活性的影响。

1.不同方式对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表 3  不同方式对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处理方式 7d 14d 21d 28d 35d

腐秆剂+秸

秆还田
0.73±0.01b 0.76±0.01b 0.83±0.02a 0.91±0.04b 0.83±0.01b

秸秆还田 0.77±0.02a 0.82±0.02a 0.84±0.01a 1.00±0.02a 0.94±0.02a

不施秸秆 0.63±0.01c 0.69±0.01c 0.74±0.01b 0.77±0.01c 0.76±0.04c

从表 3中可以看出，秸秆还田处理方式下，其在不

同时间下的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情况，均高于腐秆剂+秸

秆还田与不施秸秆方式，腐秆剂+秸秆还田中的土壤酸

性磷酸酶活性情况与不施秸秆方式相比也相对较高，可

见，水稻秸秆还田模式下，能够使土壤中的酸性磷酸酶

活性更高。

2.不同方式对土壤中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表 4  不同方式对土壤中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处理方式 7d 14d 21d 28d 35d

腐秆剂+秸

秆还田
0.42±0.023a0.44±0.007a0.51±0.013a0.44±0.010a0.46±0.020a

秸秆还田 0.44±0.004a0.44±0.008a0.52±0.009a0.46±0.009a0.47±0.008a

不施秸秆 0.43±0.001a0.43±0.010a0.48±0.012a0.45±0.004a0.38±0.005b

从表 4中可以看出，秸秆还田在 7d、14d、21d、

28d、35d，土壤中性磷酸酶活性分别为 0.44±0.004a、

0.44±0.008a、0.52±0.009a、0.46±0.009a、

0.47±0.008a，明显高于不施秸秆在 7d、14d、21d、

28d、35d， 土 壤 中 性 磷 酸 酶 活 性 0.43±0.001a、

0.43±0.010a、0.48±0.012a、0.45±0.004a、

0.38±0.005b，而“腐秆剂+秸秆还田”方式，在 7d及

28d时，土壤中性磷酸酶活性略低于不施秸秆，其他时间

内均高于不施秸秆。

3.水稻秸秆还田对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表 5  不同方式对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处理方式 7d 14d 21d 28d 35d

腐秆剂+秸

秆还田
0.63±0.004a 0.71±0.008a 0.74±0.013a 0.72±0.023a 0.67±0.004a

秸秆还田 0.63±0.018a 0.71±0.007a 0.71±0.005a 0.69±0.004a 0.65±0.017a

不施秸秆 0.56±0.011b 0.65±0.019b 0.67±0.009b 0.65±0.003b 0.60±0.008b

从表 5中可以看出，秸秆还田在 7d、14d、21d、

28d、35d，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分别为 0.63±0.018a、

0.71±0.007a、0.71±0.005a、0.69±0.004a、

0.65±0.017a，均高于“腐秆剂+秸秆还田”与不施秸秆

方式，而“腐秆剂+秸秆还田”方式下土壤碱性磷酸酶活

性在不同时间内也均高于不施秸秆。

三、讨论

对水稻秸秆还田试验分析中，主要能够得出以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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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验环节，不同处理方式下，土壤含水量存在较

大的不同，但在整体上，均存在下降的趋势，说明随着

时间的推移，土壤中的水分会不断减少，三种处理方式

相比，“腐秆剂+秸秆还田”、秸秆还田、不施秸秆处理

方式中，“腐秆剂+秸秆还田”处理方法中的土壤含水量

最高，其次是秸秆还田处理方式，不施秸秆土壤含水量

最低。可见秸秆还田可以有效减缓土壤中水分的流失速

度，保证土壤水分。

2.将腐秆剂应用于秸秆还田中，会加快稻草秸秆的

腐解，能够在水稻分蘖以及生长发育中发挥出积极的

作用。稻草还田方式下，会使土壤获得更高的肥力，并

且，还会防止田间秸秆燃烧导致的环境污染情况，属于

具备生态、安全等特点的环保技术。试验中可以看出，

稻草还田能够获得良好的增产效果，这种方式与化肥配

合使用，会有效提升水稻产量。还会有效提高穗实粒

数、穗长、结实率、穗总粒数以及千粒重，与不施秸秆

相比产量更高。

3.从水稻秸秆还田腐熟效果试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将

腐熟剂用于还田秸秆上，会有效促进农家肥与水稻秸秆

的腐熟讲解，同时，会有效提升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

使土壤中更好的形成团粒结构，使秸腐烂时间大大减少

的同时，会有效提升土壤肥力，提升水稻的抗逆性，这

种情况下，还会有助于水稻产量的增加。

4.秸秆还田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土壤磷酸酶活性，

同不施秸秆相比，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中性磷酸酶活

性、碱性磷酸酶活性更高，而“腐秆剂+秸秆还田”，除

了个别时间土壤中性磷酸酶活性略低于不施秸秆，其他

时间内均高于不施秸秆。因此可以得出，秸秆还田模式

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环境，值得大力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刘宇庆，刘燕，杨晓东，孙萍，丁超.水稻秸秆还田对稻田土壤肥

力影响的试验研究[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20，38（11）:1-3.

[2]戚文辉，黄桂花，农秋连.水稻秸秆还田减量施钾试验初报[J].农业

科技通讯，2020（02）:82-84.

[3]王福义.水稻秸秆还田高产耕层构建试验初报[J].农业科技与装备，

2018（06）:16-17.

[4]陈琴.水稻秸秆还田腐熟剂不同用量试验分析[J].贵州农机化，2018

（02）:20-22.

[5]王金丽.水稻秸秆还田及耕层构建作业试验[J].农业科技与装备，

2018（03）:20-21.

[6]龙胜碧，吴平成，黄万花，张玉梅.水稻秸秆还田化肥减量试验研

究[J].农业科技通讯，2018（04）:127-129+195.

[7]崔连群，孟庆雯.寒地水稻秸秆还田培肥地力试验研究[J].农民致富

之友，2018（0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