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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虾稻共作模式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采用的一种新型的水稻种植模式。这种种植模式不仅具

有一定的高效性，同时也是集约型耕地种植模式的一种，是充分利用耕地、保护耕地的最优种植方式。奉阳市兴隆

镇采用虾稻共作种养模式，不仅提升了土壤的肥力，也改变了土壤的性状，保证水稻的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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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虾稻共作水稻种植模式来说，共作时间越长，效果就会越明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施肥模式与常规种植模式相比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需要提倡减量施肥，进而保证水稻的稳产增收。如果施肥不科学必然会造成水稻晚熟或者是影响虾的繁殖

率，降低效益。因此，采用科学的施肥技术是促进虾稻共作水稻种植质量的关键。

1、材料与方法

1.1样本与数据采集

水稻种植土壤的样本主要从枣阳市兴隆镇获得，并且得到近三年水稻施肥相关数据。

1.2样品测试方式

第一，土壤样品分析法。对土壤酸碱性程度进行测试主要运用的测试方法就是水土比、pH 值计法等方式。对土壤有机质进

行测定，主要采用的测试方法是重铬酸钾容量法。用碳酸氢钠成分来对原钼锑进行提取，对速效磷的成分进行测定。另外，还

包括对速效钾、土壤容重以及土壤团聚体等测量。

第二，植株样本分析法。对于全氮采旧硫酸—双氧水蒸馏法，对于全磷采用硫酸—双氧水钼锑抗比色法，全钾则采用硫酸

—双氧水火焰光度法等方式。

1.3数据处理

对于测试所得数据进行统计，主要采用的是 SPSS13.0统计软件以及表格处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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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分析

2.1枣阳市兴隆镇土壤养分状况

第一，土壤分类。枣阳市兴隆镇是一个农业大镇，有着枣阳粮袋子之称，有耕地总面积 6350 公顷，其中水田 3446 公顷。

兴隆镇位于南襄盆地东部边缘，属于汉江流域。土壤类型包括水稻土和潮土等类型。虾沟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 10%-20%，虾沟深

度在 1.2米以上。从科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潴育型水稻土或者是潜育型水稻土比较适合虾稻共作模式的实施。

第二，土壤养分分级。根据土壤测定的相关数据以及水稻产量以及施肥情况等因素来进行分析。土壤的养分等级以及酸碱

性可以直接分成五个级别。从相关的数据信息中可以看出，枣阳市兴隆镇土壤养分的各个级别等级评定都带有“缺乏”的字样，

可见，不管土壤测定结果怎样，都需要适当施肥，否则无法达到预期的产量。土壤的酸碱度会受到当地自然环境以及种植结构

的影响。

第三，土壤养分空间变异。通过对土壤进行取样调查分析，以常规五项为主，包括碱解氮、速效钾、速效磷以及酸碱性和

有机质等。为了对土壤中养分含量的偏移程度进行了解，主要采用的是描述性统计的方式。所谓偏移度就是指中值偏斜程度，

根据这一数据信息可以计算出变异系数，进而对变异程度进行掌握。

从具体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当地土壤当中的有机质、碱解氮等养分都为不偏斜养分，只有速效磷是偏斜养分。如果将

土壤的常规五项按照变异强度大小来进行排列，速效磷的变异性最大，最大养分和最小养分之间相差程度可以达到五十倍之多。

这就说明，枣阳市兴隆镇的土壤比较易于吸收磷肥，且流失程度较低。枣阳市兴隆镇速效磷频率分布图。

2.2虾稻共作水稻施肥技术

第一，水稻常规种植施肥指标。从水稻种植的常规产量与施肥量上看。

第二，虾稻共作推荐水稻施肥量。虾稻共作模式主要以水稻秸秆还田为主，秸秆养分中氮磷钾肥料的数量分别为：64-77kg/

hm2、19-22kg/hm2、294-350kg/hm2。虾稻共作田地的肥料不易淋失，秸秆在后期会起到对肥料的补充作用。因此，种植人员需要

对肥料的数量进行控制。通常情况下，如果虾稻共作模式施行一年，则氮磷钾肥料的用量为 263kg/hm2，持续两年的田块肥料推

荐使用量为 248kg/hm2，使用三年的田块肥料使用量为 240kg/hm2，使用四年田块的肥料使川量为 232kg/hm2。

第三，虾稻共作施肥技术。通常情况下，对于虾稻共作模式的田块来说，磷肥可以作为主要的基肥，氮肥和钾肥可以分别

作为基肥和追肥。通常情况下，追氮肥要在分蘖期和孕穗期，每个时期都进行一次施肥。钾肥需要在孕穗期施用。在酸碱程度

为中性的土壤当中施加硅的效果并不明显。施肥的主要原则就是基肥施足，蘖肥早施，穗肥加以控制，在水稻根外进行叶面喷

肥。

3、虾稻共作对土壤理化形状的影响

采用虾稻共作模式可以减少肥料的使用。秸秆还田可以增强土壤的肥效，共作的年限越长，所用肥料数量越少，通过精准

地计算可以得出，如果虾稻共作的年限达到四年，所节约的化肥用量比常规模式栽培可以减少 30%。另外，还可以提升土壤的肥

力。采用虾稻共作模式之后，土壤当中的有机质以及氮磷钾的含量都有所增加，其中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的增幅

分别达到了 8.7%、2.3%、7%和 7.05%。另外，土壤的性状以及团聚体等都有所改善。

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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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虾稻共作模式，土壤的养分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变异性。土壤的常规五项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异。虾稻共作模式实施的年

限不同，肥料的用量也会逐渐降低。我国农业可以推广这种种植模式，提升水稻种植的品质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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