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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鸭共作生态模式就是利用水稻和牧鸭之间的同生共

长关系构建起来的一种立体种养殖生态农业系统[1]遥最初由
日本学者提出和应用袁后来逐渐在泰国尧越南尧韩国和中国
推广应用遥 稻鸭共作生态模式就是利用牧鸭在稻田中的活
动达到代替施用化肥和农药的作用遥目前袁该模式在我国南
方主要水稻产区应用较多袁 但是在北方特别是西北等稻米
主产区还不常见[2-3]遥 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是新疆南部重要
的水稻产区袁发展绿色种植业一直是该区提高水稻品质尧增
强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遥 笔者研究了新疆农一师稻鸭
共作生态农业系统中土壤肥力的动态变化袁评价分析了该系
统中稻田环境和稻米产品优化程度袁旨在为该区稻鸭共作技
术的改进和完善提供相关科学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为秋田小町袁供试鸭种为当地白鸭遥
1.2 方法
1.2.1 试验设计遥 试验地点设在新疆农一师 16团绿园镇袁
试验田面积为 18.4 hm2遥 试验前袁于 2005年 12月冬翻前人
工撒施堆肥渊 用油渣与有机转换地里的红胶泥土尧稻壳按
1颐1颐0.22比例混合发酵 3个月冤750 kg/hm2遥

试验共设 2个处理袁 即稻鸭共作生态模式和常规水稻
种植模式渊 按照水稻常规栽培方式袁即施用化肥和农药以及
常规管理冤遥 每处理 3次重复袁共 6个小区袁小区随机布置遥
其中袁稻鸭共作模式在 2006年 6月 3日左右袁即水稻分蘖

后袁放入雏鸭 300耀375只/hm2遥 让鸭群全天生活在稻田中袁
每天仅给鸭子补充少量饲料袁 至水稻抽穗扬花时将鸭子赶
出稻田遥期间袁不施任何化肥和农药袁完全利用鸭子来吃草尧
捕虫尧施肥尧中耕袁改善稻田生态环境以及刺激水稻生长等遥
1.2.2 测定项目和方法遥 试验观测时间为 2006 年 6月 8
日耀9月 15日遥 在水稻的各个生育期袁定期采集稻田土壤样
品测定土样有机质尧碱解氮尧速效磷尧速效钾含量曰水稻成熟
收获后袁 随机采取稻米样品和稻田土样以备重金属含量和
农药残留检测遥

土壤养分指标的测定均采用 叶 土壤农化分析技术标准
渊 规范冤曳中提供的方法袁即重铬酸钾-硫酸氧化法测定有机
质含量袁NaOH碱解扩散法测定碱解氮含量袁NaHCO3浸提
钼锑抗比色法测定速效磷含量袁NH4OAc浸提法测定速效钾
含量[4]遥产品和土样送至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检测重金属含量和农药残留量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动态变化 由表 1可见袁无论是稻
鸭共作稻田袁还是常规耕作稻田袁土壤有机质含量均表现为
前期较高袁后期稍低袁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遥 这可能
与播种前施用有机基肥有关遥 2种处理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0.05水平上存在差异遥 稻鸭共作处理土壤有机质含量在每
个生育期均高于常规耕作处理遥 说明鸭群的排泄和日常活
动袁有效地补充了稻田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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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新疆农一师稻鸭共作生态模式和常规模式的对比试验袁分析了土壤养分和试验地土壤尧所产大米的重金属含量和农药残
留指标遥结果发现袁除土壤速效磷含量外袁稻鸭共作稻田的土壤有机质尧碱解氮尧速效钾的含量均比常规耕作稻田有所增加曰生产环境
和所产大米均符合生产有机大米的国家标准遥初步表明袁该区稻鸭共作生态农业模式可以实现水稻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肥和农
药袁且生产出有机大米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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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Rice蛳duck Integrated Farming Ecosystem
LIU Min et 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袁The First Agricultural Division of Xinjiang, Akesu, Xinjiang 843000)
Abstract Rice蛳duck integrated farming ecosystem was applied commonly in Japan and eastern China.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
between rice蛳duck integrated farming ecosystem and general farming system, soil fertility, heavy metal content and pesticide residue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contents of soil organic matter, available nitrogen, rapidly available potassium, especially rapidly available
phosphorus in rice蛳duck ecosystem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ventional system. Rice and soil sample in rice-duck ecosystem accord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organic rice. Rice蛳duck integrated farming ecosystem sustained soil fertility and produced organic rice without using any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in the First Agricultural Division of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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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壤碱解氮含量的动态变化 从不同生育期土壤碱解 氮含量的动态变化来看袁对于稻鸭共作模式袁土壤碱解氮含
量总体保持稳定上升的水平曰而在常规耕作栽培方式下袁土
壤碱解氮含量随着生育期的发展基本上呈现衰减状态渊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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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06蛳08 07蛳20 09蛳15

有机质g/kg 碱解氮mg/kg 速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有机质g/kg 碱解氮mg/kg 速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有机质g/kg 碱解氮mg/kg 速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稻鸭共作 10.28 a 48.56 a 22.15 a 195.2 a 9.35 a 49.36 a 23.24 a 187.4 a 10.14 a 52.45 a 24.51 a 174.5 a
常规耕作 8.76 b 42.15 b 18.75 a 186.7 a 7.58 b 38.54 b 21.35 a 187.5 a 7.65 b 36.78 b 25.58 a 164.5 a

表 1 稻鸭共作模式和常规耕作稻田土壤养分含量比较

注院表中同不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上有差异遥

安徽农业科学袁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粤灶澡怎蚤 粤早则蚤援 杂糟蚤援 圆园园7袁35渊8冤院2343袁2360 责任编辑 金琼琼 责任校对 左 佳



渊 上接第 2343页冤
1冤遥由表 1可见袁各测定时期稻鸭共作处理稻田土壤的碱解氮
含量要高于常规耕作处理袁 二者在 0.05水平上存在差异遥
说明鸭子的粪便排泄及其活动有效增加了稻田土壤碱解氮

的含量遥
2.3 土壤速效磷含量的动态变化 从水稻生育期土壤有

效磷含量的动态变化来看袁无论是稻鸭共作模式袁还是常规
耕作处理袁土壤速效磷含量都有明显增加过程袁但 2种处理
间在 0.05水平上无差异渊 表 1冤遥对于稻鸭共作稻田袁可能是
由于有机肥的分解和鸭子粪便的排放袁 而常规耕作稻田则
有化学肥料渊 磷素冤的补充和有机肥的分解曰同时袁在分蘖期
间袁水稻对土壤速效磷的需求相对少袁其吸收磷的比例大约
为整个生长期的 18.7%[5]袁可能导致了该期间土壤速效磷的
积累相对较多遥
2.4 土壤速效钾含量的动态变化 从土壤速效钾含量的

动态变化来看袁 稻鸭共作模式和常规耕作模式的土壤速效
钾含量总体上表现为衰减过程遥水稻生长前期袁钾元素需求
量相对较少袁 由于有机质的分解袁 土壤有效钾含量减少缓
慢袁 施用肥料还使常规耕作模式的稻田速效钾含量略有上
升遥 但到分蘖期以后袁由于水稻生长需要吸收大量的钾袁因
而袁土壤速效钾含量开始大幅度下降袁其中常规耕作处理土
壤速效钾含量下降更快渊 表 1冤遥 由表 1可见袁稻鸭共作模式
土壤速效钾含量基本上高于常规耕作处理袁 但二者在 0.05
水平上无差异遥
2.5 稻鸭共作模式下土样和大米的重金属含量及农药残

留检测结果渊 表 2冤 从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对稻鸭共作模式的稻米产品尧 产后土样进行重金属及农药
残留检测结果来看袁稻鸭共作模式下袁无论是产品还是生产

环境都已经达到了生产有机大米的标准遥
3 小结

稻鸭共作生态农业模式通过鸭子在稻田里全天候地活

动及其粪便排泄袁对土壤养分起到一定的调控尧缓冲和促进
作用遥 稻鸭共作系统能够使土壤有机质含量保持在一个相
对稳定的水平曰在土壤速效养分方面袁稻鸭共作方式与常规
栽培方式无大的差异袁但有机质尧碱解氮尧速效钾指标含量
则明显高于常规栽培方式袁 说明稻鸭共作模式完全可以实
现水稻生产全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袁 并且能够保证生
产环境和生产的大米符合生产有机食品的标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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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稻鸭共作模式下的土样和大米重
金属含量及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pH值 - 7.92
砷渊以 As计冤 40 1.4 0.5 0.034
铅渊以 Pb计冤 50 2.6 0.4 0.088
汞渊以 Hg计冤 0.15 0.004 5 0.5 未检出
铬渊以 Cr计冤 90 32.8 0.1 0.022
镉渊以 Cd计冤 0.2 0.020 0.2 0.005 1
铜渊以 Cu计冤 50 9.9 - 0.35
锌渊以 Zn计冤 100 60
镍渊以 Ni计冤 40 16
六六六 0.05 未检出渊约0.000 2冤
滴滴涕 0.05 未检出渊约0.000 4冤

项目名称
土样检测 稻米检测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mg/kg

会效益统筹兼顾袁综合治理与综合开发相结合袁治理水土流
失与治穷致富相结合遥水土保持工作以保水保土为中心袁综
合采取合理利用土地渊 含退耕还林还草冤尧生物措施尧工程措
施和农业技术措施等手段袁 来达到改善生态环境和区域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遥 努力做好退耕还林渊 草冤的试点
工作遥 依照叶 水土保持法曳的规定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袁对
25毅以上的陡坡耕地有计划尧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曰不断
加大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力度袁把退耕还林渊 草冤试点工作真
正落到实处[9-10]遥
3.9 多方合作袁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西北地区走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袁需要全国各个地区共同参与袁携手合作遥 对于该
地区而言袁除了有一个适合本地特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外袁
还需要有一个野 支持性的经济环境冶遥 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
环保意识和维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袁 坚持杜绝重污染厂矿
企业从发达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遥
4 结语

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相对落后袁 在此区域聚集着一
大批贫困人口袁要满足当地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袁必然要进行
扩大耕地尧砍伐树木尧开山取石等诱发水土流失的活动遥 所
以要治理水土流失袁必须考虑到当地民众的生存需要袁即必
须符合野 效率与公平冶的均衡遥 可持续发展则是在效率与公

平之间寻求均衡点袁 既关系到资源合理利用及包括生态价
值在内的财富总量的持续增加袁 也关系到社会群体之间利
益的公平分布遥既有时间序列上的持续性袁又有空间上的公
平性遥 目前来讲袁 西北地区水土流失问题尚未得到有效遏
制袁形势仍然严峻遥因此袁要转变观念袁调整思路袁科学指引袁
努力治理水土流失袁以实现野 秀美山川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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