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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枝江市优质稻减肥增效绿色防控 

综合技术示范效果评价
1
 

胡时友 1,马朝红 1,张舒 1，樊军 1，鲁元 2,程志红 2 

（1.湖北省农科院植保土肥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64;2.枝江市农业局，湖北枝江

443200） 

【摘 要】2018年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与枝江市政府联合，在枝江市建立优质稻减肥增效绿色防控综合技术示范基

地，示范效果显著，优质稻增产 16.2%〜19.6%,增加稻谷产量 1315~1613kg/hm
2
,增加纯收入 110〜140 元/667m

2
;稻

米米质进一步提升；综合技术示范减施化肥 20%，减施化学农药 70%以上，示范效应明显，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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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湖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构建水稻现代农业生产技术（集成）体系，推广应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对水稻生产和湖

北省农业发展意义重大。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与枝江市政府联合，建立枝江市优质稻减肥增效绿色防控综合技术大型示范基地，

该示范基地集成多项新型现代农业技术，在施肥方面，将水田有机肥替代技术、中微量元素肥料与大量元素肥料配施技术与氮

肥后移技术等多项技术有机结合，形成一套节本增效的组合技术；病虫害防控方面，将生态控制技术、物理杀虫技术与生物农

药防治技术结合，形成立体绿色防控体系。良种与良法的结合，与环境友好的水稻生产种植模式，集成的新型水稻生产现代农

业技术的综合效益将得到很好的体现。 

1 示范方案 

在枝江市董石镇石坪村优质稻综合示范区，将化肥减施与病虫绿色防控组合技术有机结合，种植优质稻 E两优 476、广两优

5号示范片 666.67hm
2
,建成优质稻绿色健康种植示范基地。 

1.1化肥减施组合技术 

1.1.1有机肥替代技术。有机肥 50kg,上季作物全部秸秆还田，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取长补短，

培肥土壤，减肥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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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大、中、微量元素肥料配合施用技术。大、中、微量元素肥料配合施用技术：氮磷钾肥与硅锌肥（大粒锌 200g，大

粒硅 4kg）配合，减少化肥用量 20%，增强水稻抗倒伏、抗病虫害能力，提髙产量 10%，改善品质。 

1.1.3 氮肥后移技术。按照基肥：分蘖肥：穗肥=5:3:2 比例，将习惯的返青期一次施肥改为追肥和穗粒肥两次使用，提高

氮肥利用率。 

1.2病虫害绿色防控组合技术 

1.2.1 生态防控技术。田埂种植引诱植物（香根草），诱集水稻螟虫产卵，用以集中杀灭害虫。田埂种植显花蜜源植物（芝

麻、大豆、波斯菊和硫华菊等），增加生物多样性，并可聚集害虫天敌（如寄生蜂、蜘蛛等），保护和利用害虫天敌来控制害虫。

1.2.2 理化诱控技术。杀虫灯诱杀：按 2~3.33hm
2
安一盏黑光灯或太阳能杀虫灯及频振式杀虫灯，安装髙度为 1.7~2m，诱杀鳞翅

目（螟虫、稻纵）、同翅目（稻飞虱）害虫；信息素诱杀：每 667m
2
挂放 1个二化螟信息素诱捕器，诱杀雄成虫，每 30天换一次

诱芯。诱捕器悬挂高度为高出秧苗 15cm，诱杀水稻螟虫。 

1.2.3 生物农药防治技术。Bt:防治螟虫、稻纵等；球孢白僵菌：防治稻飞虱；枯草芽孢杆菌、春雷霉素：防治稻痕病；井

冈霉素、井•腊芽：防治纹枯病、稻曲病等。 

1.3取样、观察记载、测产及考种 

（1） 移栽后 5天，每小区定点 10穴，调查基本苗，并作为分蘖动态调查的定点植株，调查的项目为生育时期出现的时间，

分蘖数和株髙，病虫害和倒伏等。 

（2） 在水稻成熟后收获计产，每个处理取 30m
2
收获产量，计产后，每处理取稻谷样 500g 左右，晾晒干后送农业部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进行稻米品质检测。 

（3） 考种：在每个小区中随机抽取 10个植株样品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分析，取其平均值。生物学特性分析的项目为株高、

穗长、有效穗数、实粒数、结实率、千粒重。有效穗数的调查在田间进行，在进行定点调査分蘖动态的 10株植物调查有效穗数

（单穗实粒不少于 5粒）。 

2 示范效果评价 

2.1综合技术示范促进优质稻生长、增加产量显著，稻米品质明显改善 

与农民习惯栽培对比，综合技术示范无论是对优质稻的前期生长还是中后期的发育都有显著的促进和增产作用，表 1~表 3

调查、测产及品质分析结果表明，减肥增效绿色防控综合技术组合能够明显增加优质稻的株髙、穗长、有效穗数、穗粒数、结

实率、千粒重等构成产量的各项经济因子，从而较大幅度增加水稻产量，示范的广两优 5 号和 E 两优 476 两个优质稻品种分别

增产 16.2%和 19.6%;同时稻米的品质也明显改善，出糙率、整精米率和胶稠度等指标明显提高，直链淀粉、垩白粒率、垩白度

等指标则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稻米米质进一步优化。 

2.2综合技术示范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效果显著 

由生态防控技术和理化诱控技术织成的生态杀虫网将各种害虫全面诱杀，漏网之虫和病害喷施一次 Bt和井冈霉素，井•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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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等到稻谷收获时只有很轻微的纹枯病，农药施用量减少达 70%以上。由此可见，水稻的病虫害防控技术，将生态控制技

术、物理杀虫技术与生物农药防治技术有机结合，形成立体绿色防控体系是可行的。 

表 1董石镇示范区优质稻减施化肥绿色防控综合技术经济性状调查表 

水稻品种 处理 
株高 

(cm ) 
穗长 (cm ) 

有效穗 

(万) 

穗粒数 

(粒) 

穗实粒数 

(粒) 

结实率 

(%) 

千粒重 

(g) 

实测产量 

(kg/hm
2
 ) 

广两优 5 农民习惯 123.0 24.3 17.1 171.0 138.0 80.7 27.9 8135a 

号 综合技术 127.0 26.0 17.6 180.0 144.0 80.6 28.7 9450b 

E两优 农民习惯 117.0 23.1 19.2 161.0 137.0 85.1 30.3 8212a 

476 综合技术 121.7 24.2 19.7 167.7 146.3 87.3 31.1 9825b 

注：试验统计采用 Duncans新复极差测验，字母 ab表示 5%差异显著性分析。 

 

表 2董石镇示范区优质稻减施化肥绿色防控综合技术产量统计结果表 

水稻品种 处理 产量 (kg/hm
2
 ) 

增产量 

(kg) 

增产率 

(%) 

广两优 

5号 

农民习惯 8135a 0a Oa 

综合技术 9450b 1315b 16.2b 

E两优 农民习惯 8212a 0a Oa 

476 综合技术 9825b 1613b 19.6b 

注：试验统计采用 Duncans新复极差测验，字母 ab表示 5%差异显著性分析。 

 

水稻品种 处理 
出糙率 

(%) 

整精米率 

(%) 

胶稠度 

(mm ) 

直链淀粉 

(%) 

垩白粒率 

(%) 

垩白度 

(%) 

广两优 5号 

农民习惯 78.7 58.6 68 19.2 19 1.3 

综合技术 80.8 60.4 70 18.6 18 1.4 

E两优 476 

农民习惯 77.9 59.1 79 15.8 25 5.6 

综合技术 80.7 60.2 86 14.9 23 5.1 

 

2.3综合技术示范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观 

经测算农民习惯栽培方式肥料、农药投入 230 元，示范组合技术投入 235 元，示范的广两优 5 号和 E 两优 476 两个优质稻

品种净增优质稻谷 1315-1613kg/hm
2
,即增加稻谷产量 88~107kg/667m

2
,增加纯收入 110~140 元/667m

2
，同时稻米品质得到明显提

升，市场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2.4综合技术示范的带动作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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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稻减肥增效绿色防控综合技术示范的 7〜10 月期间，示范区稻田杀虫灯、性诱捕器、生物导弹错落配置，田埂上香根

草茂盛生长，蜜源植物波斯菊、硫华菊各种五颜六色的菊花竞相开放，稻花飘香，仿佛水稻长在花海里。由湖北省农科院与枝

江市政府、市农委、市农业局联合组织全市水稻专业合作社的领导、技术人员、种植大户 1000余人去现场观摩、学习、交流，

并开展专家技术培训和各级电视、网络传媒的全方位宣传报道，本项综合技术示范对大力提倡的水稻绿色种植模式将产生巨大

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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