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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平市 2021 年水稻水气平衡推广示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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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水稻水气平衡栽培技术模式种植水稻，有利于水稻田土壤变得更加通透，从而有利于水稻植株生长发育，根系更加发达，促进分蘖，提前

形成水稻分蘖高峰；在形成稻穗实粒、提高结实率上都有良好表现，增产效果在 6.38% ～ 8.4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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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平市为双季稻种植的重要产区，每年水稻种植面

积共约 123 万亩，连续 11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为了响应党中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伟

大号召，2021 年桂平市在水稻种植相对集中、宣传带动

作用相对明显的几个稻作区安排了水稻水气平衡种植技

术示范试验，目的是使更多的群众充分认识并掌握这项

技术，以科技促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一、试验目的
通过示范性试验，使试验区周边的群众认识并掌握

水稻水气平衡种植技术、应用这项技术，从而提高水稻

单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材料与方法
（一）试验地点及材料

本试验地点设在桂平市石咀镇水口村、石龙镇福

平村、油麻镇勒竹村、南木镇洛连村、西山镇永培

村等五个地点，每个点面积约 0.2hm2。本试验使用

的插秧机为江苏省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生产

的 2ZGZ-6 型乘坐式高速插秧机，育秧盘使用规格为

30cm×60cm×3cm，育秧营养基质使用粉碎的沙壤土和

壮秧剂。供试的水稻品种为Y两优 143，供试肥料复合

肥、氯化钾、尿素等常规肥料。

（二）试验设计

1.一般设计及播种量。本试验为水稻水气平衡种植

技术模式（A处理）与水稻常规种植模式（B处理）简

单对比试验。将约 0.2hm2 的供试田块对分两半，一半田

块使用水稻水气平衡种植技术模式进行种植和管理，另

一半田块使用水稻常规种植模式进行种植和管理。本试

验实行统一育秧、统一肥水管理方案、统一的观测和记

录方法。育秧用种量设计为每亩机械插秧约 20盘（试

验备育秧苗 22盘）、每盘播种量约 100g，每亩用种量

大约为 2200g。

2.施肥量设计。根据本地区水稻种植大户的用肥习

惯，本次试验的施肥设计如下表 1：

表 1  水气平衡对比试验用肥设计表

施肥时间 基肥（当天）
回青肥（约

7d）

攻蘖大肥（约

15d）

攻胎肥（约

40d）

用肥种类 复合肥 15kg 尿素 5kg 复合肥 25kg 复合肥 7.5kg

尿素 5kg 拌除草剂施肥 尿素 5kg 氯化钾 7.5kg

本设计用肥方案中：有效氮（N）约 11.5kg，有效磷（P2O5）约 7kg，有效

钾（K2O）约 11kg。

3.种植密度设计。本试验设计种植密度行距为

30cm，株距为 17cm，每亩种植水稻的理论密度约为：

x=666.7÷（0.3×0.17）≈ 12346（蔸）。

三、田间主要管理措施
（一）播种育秧和移栽时间

本试验设计在晚造开展，7月 20 日播种，约于 8月

5日左右开展机械移栽，秧龄约 15d，使用的秧苗统一

在桂平市石咀镇善兴种养专业合作社的育秧工厂进行

育秧。

（二）大田翻耕和耙沤

根 据 本 地 区 的 水 稻 种 植 习 惯， 在 插 植 前 的

10 ～ 15d，用拖拉机对试验区域的水稻田进行翻耕并灌

水耙沤，在插植前 1～ 2d再进行耙耕，直到种植水稻的

地块整烂、起浆、整平。

（三）插植移栽

本试验于 8月 5日前后进行移栽，都是使用江苏省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的 2ZGZ-6 型乘坐式高

速插秧机进行机插。

（四）试验田整理

将试验田等分为二，一半利用常规种植方式保留

不变（B处理）；另一半使用水稻水气平衡种植技术模

式进行整理（A处理）：每隔约 3m开一条宽 0.4m、深

0.3m的排水沟（兼做工作行），整田四周开相同规格的

环田排水沟，长度超过 20m长的地块，需要在中间加开

相同规格的排水沟，使各排水沟以“十”字或者“井”

字相互连接。

（五）肥水管理和病虫防治

利用常规种植方式管理的田块（B处理），整个生育

期按照常规管理方法进行常规管理。

使用水稻水气平衡种植技术模式进行管理的田块

（A处理），从移栽之后直到收获的整个生育期，按照

田块表面不留水层、仅在水稻生长或发育对水分非常敏

感的分蘖期和孕穗期、抽穗期、灌浆期利用自然降水或

者少量的人工补灌田水的方式管理稻田，使用只保持田

间土壤湿润，使土壤含水量能保证水稻正常的生长和发

育的“旱管”模式进行管理。

施肥种类和用量：在移栽当天，对试验区按每亩施

尿素 5kg、15-15-15 复合肥 15kg施用；在移栽后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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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日期 8/5 8/10 8/15 8/20 8/25 8/30 9/4 9/9 9/14 9/19 9/24 9/29 10/4 10/9 10/14

水口
A 5.7 5.7 6.2 7.2 11.0 14.4 20.1 22.9 23.8 22.2 17.3 17.0 16.4 14.3 12.5

B 5.7 5.7 6.0 7.1 10.8 14.1 19.1 20.2 22.2 22.1 16.9 16.5 15.1 13.3 11.2

福平
A 5.4 5.4 6.1 7.1 11.1 14.2 20.2 22.8 23.2 22.1 17.1 17.1 16.1 14.1 12.1

B 5.4 5.4 6.1 7.1 10.2 13.1 19.3 19.5 22.4 22.3 17.5 16.4 15.5 14.3 11.4

勒竹
A 5.1 5.1 6.2 7.2 11.0 14.4 20.1 22.6 23.8 22.2 17.3 17.0 16.4 14.3 12.5

B 5.1 5.1 6.1 7.1 10.8 14.1 19.9 20.3 22.1 21.9 16.8 16.4 16.1 13.3 11.5

洛连
A 5.2 5.2 6.2 7.2 11.0 14.4 20.1 23.6 23.8 22.2 17.3 17.0 16.4 14.3 12.5

B 5.2 5.2 6.0 6.9 10.8 13.8 18.6 21.1 22.8 22.6 17.3 17.0 16.4 14.3 12.5

永培
A 5.4 5.4 6.2 7.2 11.0 14.4 20.1 21.6 23.8 22.2 17.3 17.0 16.4 14.3 12.5

B 5.4 5.4 6.1 6.2 9.8 12.8 19.7 20.1 22.2 22.1 14.3 14.1 13.8 13.1 11.1

表 2  水稻水气平衡种植技术与常规种植技术栽培分蘖消长情况记录表
（（单位：苗/蔸）11/20 收割）

对试验区按每亩施尿素 5kg拌除草剂施肥；在移栽后

15d施用攻蘖大肥 15-15-15 复合肥 25kg、尿素 5kg ；在

移栽后 40d施用攻胎肥 15-15-15 复合肥 7.5kg、氯化钾

7.5kg。

病虫防治：根据病虫情况，结合周边的病虫害“统

防统治”对试验田进行病虫害防治。

四、结论与分析
（一）田间调查

为了摸清水稻水气平衡种植技术对水稻植株在营养

生长和生殖生长阶段的影响，本试验设计要求对“分蘖

消长动态、有效穗数、穗粒数、实粒数、秕粒数、结实

率”等多个指标进行观测。

1.分蘖消长情况调查。水稻秧苗移栽后，马上对水

稻种植苗数进行调查记录；对水稻植株分蘖消长动态进

行观测记录的间隔时间约为 5d，到分蘖末期结束，共

观测记录 15次。观测记录的方法和结果：在每个试验

区，各处理分别取固定的、有代表性的 10蔸水稻进行

标志、观测和记录，取平均值记录结果表 2（A处理为

水气平衡技术；B处理为常规种植技术）。

通过表 2可以看出，利用水气平衡技术栽培水稻，

水稻田的土壤通透性好，有利于水稻植株的根系生长

发育，从而促进水稻植株分蘖的时间提早，分蘖质量提

高，分蘖达峰提前。本试验结果数据表明，A处理比B

处理的分蘖高峰提早了约 3～ 5d。

2.分蘖末期有效穗情况调查。根据试验设计要求，

在分蘖末期对试验区水稻进行了有效穗调查，调查记录

表如下（见表 3）。

表 3  水稻分蘖末期有效穗调查情况记录表

（单位：苗/蔸；调查日期 2021 年/10/14）

地点 水口 福平 勒竹 洛连 永培

A处理 12.5 12.1 12.5 12.5 12.5

B处理 11.2 11.4 11.5 12.5 11.1

通过表 3可以看出，水口村试验田块平均每蔸多

1.3穗，福平村试验田块平均每蔸多0.7穗，勒竹村试验

田块平均每蔸多1.0穗，永培村试验田块平均每蔸多1.4

穗；洛连村试验田块的有效穗表现无差异；从总体数据

上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利用水气平衡技术模式栽培水

稻，比常规种植技术模式种植水稻，获得的有效分蘖数

高有普遍性。

3.收获期对产量因子的调查。11月 20 日对各试验

区水稻进行取样、测产记录见表 4。

表 4  水稻产量因子调查情况记录表

（调查日期 2021 年/11/20）

地点 水口村 福平村 勒竹村 洛连村 永培村

处理
A处

理

B处

理

A处

理

B处

理

A处

理

B处

理

A处

理

B处

理

A处

理

B处

理

穗粒数

（粒）
159 158 159 162 160 162 161 158 157 165

千粒重

（克）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实粒数

（粒）
133 131 134 133 134 133 136 128 132 136

秕粒数

（粒）
26 27 25 29 26 29 25 30 25 29

结实率

（%）
8.4 8.3 8.4 8.2 8.4 8.2 8.4 8.1 8.4 8.2

有效穗

（穗/

蔸）

12.5 11.2 12.1 11.4 12.5 11.5 12.5 12.5 12.5 11.1

亩植蔸

数（蔸

/亩）

12346 12346 12346 12346 12346 12346 12346 12346 12346 12346

理论

产量

（kg/

亩）

560.3 494.5 546.5 511.0 564.6 515.5 573.0 539.3 556.1 508.8

实测

产量

（kg/

亩）

550.5 508.2 535.2 503.1 543.5 509.3 553.5 510.3 533.5 501.5

从表 4上看：五个试验田块的A处理的每穗实粒数

分别为 133、134、134、136、132 ；五个试验田块的B

处理的每穗实粒数分别为 131、133、133、128、136 ；

A处理比B处理分别多了 2、1、1、8、-4.从每穗实粒

的获得量上看，处理A比处理B获得更多实粒具有普遍

性。五个试验田块的A处理的每穗秕粒数分别为 26、

25、26、25、25 ；五个试验田块的B处理的每穗秕粒数

分别为 27、29、29、30、29，分另比A处理的多，也有

普遍性。再从结实率数据上看：五个试验田块的A处理

的结实率分别为 0.84、0.84、0.84、0.84、0.84 ；五个

试验田块的B处理的结实率分别为 0.83、0.82、0.82、

0.81、0.82 ；处理A的结实率高于处理B的结实率也具

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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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到图 5上也能直观看出：两种水稻种植技术

在形成穗粒总数上基本没有普遍的差异表现；在获得实

粒数、结实率和实际产量上，使用水气平衡技术栽培的

水稻优于常规种植技术有普遍性。从表 5中可以看出：

使用水气平衡种植技术栽培水稻，比常规技术种植增产

幅度在 6.38% ～ 8.47%。

表 5  实测产量（kg/亩）和增长率（%）

地点 水口村 福平村 勒竹村 洛连村 永培村

A处理 550.5 535.2 543.5 553.5 533.5

B处理 508.2 503.1 509.3 510.3 501.5

增长率% 3.2 3.8 7.2 4.7 3.8

（二）结论

使用水气平衡种植技术来栽培水稻，有利于提高水

稻田块土壤的通透性，有利于水稻根系生长，有利于水

稻植株生长，能促进水稻植株提早分蘖，提前形成分蘖

高峰，在获得稻穗实粒、提高结实率上都有良好表现，

本试验数据的实际增产值分别在 6.38% ～ 8.47%之间，

建议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推广应用这项水稻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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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稻分蘖末期有效穗调查情况记录表

图 4 两种水稻种植技术在实粒数上的表现

图 6  两种水稻种植技术在实测产量上的表现

图 3 两种水稻种植技术在穗粒数上的表现

图 5 两种水稻种植技术在结实率上的表现

图 1  水稻分蘖消长曲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