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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一种两收”全降解生物地膜覆盖栽培
集成技术推广试验初报

艾兴华1Ǔ张元虎2Ǔ孙立军2Ǔ肖习明2Ǔ常风华2Ǔ张雪芳1

1.��东宝区牌楼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Ǔ湖北Ǔ荆门Ǔ448000

2.��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Ǔ湖北Ǔ荆门Ǔ448000

摘Ȟ要：选取北纬31°以北区域，在水源充足田块实施水稻“一种两收”，覆膜插秧一体机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
栽植与空白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覆膜栽培的生育进程提早4天，对后茬再生稻生长有利；全生物降解地膜降解速率
和水稻生长一致，前期增温控草，后期降解；覆膜栽培的保水保肥，用水量减少近三分之一；对水稻单产提升或亩产

吨粮效果显著，覆膜栽培的水稻“一种两收”稻谷亩产量1004kg，比不覆膜对照942.1kg增61.9kg，增6.165%。
关键词：全降解；生物地膜；单产提升；一种两收

水稻“一种两收”[1]指的是播一次种收两季谷，通过

节本高效栽培技术运用达到丰产丰收目的，达到和接近

亩产吨粮，是荆门市保障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中央和省市一号文件屡次提到要全力抓好水

稻生产，主攻单产提升，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和吨

粮田创建。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把水稻“一种两收”全程

机械化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推广收录在高效模式目录指南

之内。荆门市地处鄂中腹地，是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

地和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近几年来，在科技推广人

员的推动下，荆门市通过水稻“一种两收”技术运用和

产业发展，加快推进再生稻核心技术攻关和示范推广，

促进水稻量质同步提升。但是在推广过程中，水稻“一

种两收”面积扩展受温光水资源[2]条件限制，在北纬31
度以北地区种植，前期地温不高，生长缓慢，头茬生育

期偏长1-3天。在此基础上，荆门市农业技术人员推广应
用了全降解生物地膜[3]覆盖栽培水稻技术[4]，充分利用温

光资源，有效的解决了前期地温不高、草害严重等栽培

技术难点，使水稻“一种两收”面积从我市再生稻主产

区沙洋县毛李镇向北推移了50里，增加了水稻“一种两
收”面积，实现了水稻单产提升[5]，稳定了种植面积，保

障了口粮安全。*

1��材料与方法

（1）试验地点。试验地选在荆门市东宝区牌楼镇牌
楼村新水铺，经度112.293419，维度31.061111，属于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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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度以北区域，土壤质地为黄棕壤，地力均衡，光照充
足，地势平坦，水源条件良好，四周无树木遮挡，试验

面积12亩。
（2）试验材料。覆盖水稻栽培的试验地膜选用湖北

光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生物全降解黑色地膜，其

品质规格为2148mm×0.01mm×10kg，长度400m，地膜指
标参数为拉伸负荷（N）≥ 2.00，断裂标称应变（%）纵
≥ 150横 ≥ 250，直角撕裂负荷（N）≥ 0.80，拉伸强度
（Mpa)纵19.260、横13.222。
（3）水稻品种。水稻“一种两收”试验品种为籼型

两系杂交水稻六两优香11。
（4）播期设置。水稻播种期3月20日，机插期4月19

日，秧龄30d。根据温光资源确定头茬水稻收获期7月底
或8月初，9月中旬二茬再生稻齐穗，10月中下旬收获。
（5）覆膜处理。水稻全降解生物地膜覆盖栽培采用

机插秧，试验共设2个大区处理，即全降解生物地膜覆盖
栽培和不覆膜栽培，插秧机是由乘坐式六行插秧机改进

过来的覆膜打孔插秧一体化机。覆膜处理区连片覆膜不

设沟厢，处理间设置沟厢。栽植密度为行距30cm，株距
14cm，亩插1.58万穴，基本苗数7.9万。
（6）田间管理。大田在机插秧3天前机械旋耕，亩施

入洋丰牌45%水稻专用复合肥50kg作底肥，沉泥2d后采用
插秧覆膜一体机插秧，不施除草剂；在水稻头茬收获前

10-15天追施促芽肥即复合肥20kg+尿素10kg，头茬收获后
上水2cm后追施提苗肥即尿素15kg+钾肥7.5kg；再生稻生
长期间不能断水，保持浅水层管理；在头季破口前5天防
治稻瘟病等。两个大区处理统一水分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7）数据调查。调查不同处理的生育进程，全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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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地膜田间保水性和降解速率，水稻头茬和再生稻理

论和实打产量。

2��结果与分析

（1）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对生育进程的影响。水稻在
4月中旬使用覆膜一体机插秧，采用全降解生物地膜覆盖
后可在早春季节快速提高地温，有利于根系下扎，覆膜后

缩短秧苗返青期，加快活蔸和秧苗生长发育。在秧苗返青

期，地表层温度覆膜的要比不覆膜的高1.5-2度左右。头季

收获时间提前3-5天，头季提早收获有利于后季再生稻充
分利用温光资源提早齐穗和成熟，减少寒露风的影响。试

验结果显示水稻“一种两收”覆膜的比未覆膜的齐穗期提

前4天，收获期提前4天，覆盖全降解生物地膜栽培的全生
育期216天，未覆膜的全生育期220天（见表1）。从生育
进程上分析，相同的温光资源覆膜栽培的生育期提前，不

同维度的温光资源可以用全降解生物地膜覆盖补充，为我

市的再生稻主产区北移50里提供了理论依据。

表1��水稻“一种两收”生育进程

处理 播种期 机插期 齐穗期 头茬收获期 再生稻齐穗期 再生稻收获期 全生育期（天）

覆膜 3月20日 4月19日 7月4日 8月3日 9月10日 10月21日 216
未覆膜 3月20日 4月19日 7月8日 8月7日 9月14日 10月25日 220

（2）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对土壤保水性的影响。水
稻秧苗机插大田后，覆膜栽培有效的控制了田间表层水分

的蒸发，减少了水分的流失，从而减少了田间灌溉用水和

农业用工工时。保水的同时增加了肥料的综合利用率，起

到了保水又保肥的效果，覆膜的明显比未覆膜的秧苗长

势均衡且叶片浓绿一致性好。从表2可以看出，覆盖全生
物降解地膜处理区比未覆膜的用水量减少78m3/667m2，约

占整个水稻生长时期的总用水量的近1/3。
表2��不同田间用水量调查表

处理
水稻机插后用

水量
相同用水量土
壤保持时间

晒田6d后土壤
含水量

覆膜 175.0m3 6d 45%
未覆膜 210.7m3 4d 36%
比较值 -20.4% +33% +25%

备注：相同用水量为66m3，两个处理区土壤表层可见水保

持时间。

（3）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降解速率。4月19日覆膜栽
培水稻，在晴朗天气，黑色全降解地膜吸辐射光热后升

温较快。地膜与温度高低降解速度呈高度正相关，温度

越高降解越快。五月中下旬全降解生物膜开始裂解，六

月上中旬田间地表的全降解生物膜降解成大碎块，压在

泥里的全降解生物地膜降解相对缓慢，六月中下旬全降

解生物地膜降解60%以上，七月上中旬降解80%以上，八

月份再生稻生长期间降解95%以上，水稻一种两收收获后
降解99%以上。在整个水稻生长期间，覆膜前期有效的控
制草害的发生，不需要施用任何除草剂，保持生态多样

性，保障水稻绿色生长；分蘖盛期提升地温加快全降解

生物地膜分蘖速度，充分利用温光资源，头茬可提早收

获；在孕穗期全降解生物地膜完全裂解开了，利于灌溉

深水，促进幼穗颖花分化争取穗粒数，提高头茬产量；

在再生稻生长期间，全降解生物地膜降解了95%以上，利
于肥水管理，争取有效穗和千粒重，保障后季产量，达

到水稻“一种两收”亩产近吨粮。

（4）生物降解地膜覆盖头茬产量结构。从产量结构
三要素上分析，覆膜栽培的有效穗16.9万多于未覆膜栽培
的16.7万，多0.2万穗，多1.183%，说明覆膜栽培的利用
黑色全降解地膜吸收光热促进分蘖，有利于水稻分蘖和

有效穗的形成；穗总粒数覆膜栽培的178.2粒，高于未覆
膜栽培的169.7粒，高8.5粒，高4.77%，说明覆膜栽培有
利于孕穗期减数分蘖和颖花分化，打下高产基础；千粒

重覆膜的和未覆膜的相差不大，对千粒重影响甚小，影

响因子可以忽略不计。头茬收获亩理产覆膜的675kg，比
未覆膜的619.3kg，高55.7kg，高8.251%。水稻“一种两
收”头季实打亩产量覆膜栽培的655.8kg，未覆膜栽培的
601.2kg，覆膜栽培的高于未覆膜的54.6kg，高8.326%。
（见表3）

表3��不同处理前茬经济性状及产量结构调查表

处理
株高
（cm）

穗长
（cm）

有效穗
（万）

穗总粒 穗实粒 结实率
千粒重
（g）

理产

（kg/亩）
实产

（kg/亩）
覆膜 117.5 23.8 16.9 178.2 149.6 84.0% 26.7 675.0 655.8
未覆膜 116.2 23.6 16.7 169.7 138.9 81.9% 26.7 619.3 601.2
百分比± 1.106% 0.840% 1.183% 4.770% 7.152% 2.502% 0.000% 8.251% 8.326%

（5）生物降解地膜覆盖再生稻产量结构。稻桩比是
再生稻的产量的关键因子之一，一株稻桩可以萌发1-4根

稻穗，基部稻穗穗长穗粒相对长和多一些，试验统一留

稻桩25-35cm，可以争取倒四五节再生芽，发挥倒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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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再生芽的优势，桩芽比覆膜的因为前茬提早收获充分

利用了四天的温光资源，桩芽比1∶1.63，未覆膜的桩芽
比1∶1.56，低0.7个百分点，再生稻有效穗相对减少5个
百分点。穗总粒数上覆膜栽培的88.6粒，比未覆膜的83.2
粒高5.4粒，高6.095%；千粒重相差无几。再生稻理论产
量覆膜的423.4kg，未覆膜的371.4kg，覆膜的高52kg，高

12.279%；实打产量覆膜的348.2kg，未覆膜的340.9kg，
覆膜的比未覆膜的高7.3kg，高2.096%。水稻“一种两
收”总产量覆膜的1004kg，未覆膜的942.1kg，总产覆膜
的高61.9kg，高6.165%，生物降解膜覆处理区稻作生长势
较强，经济性状表现较好，增产效应明显（见表4）。

表4��不同处理再生稻经济性状及产量结构调查表

前茬有效穗
（万）

再生穗
（万）

桩芽比 穗总粒 穗实粒 结实率
千粒重
（g）

理产
（kg/亩）

实产
（kg/亩）

覆膜 16.9 27.5 1.63 88.6 58.1 65.6% 26.5 423.4 348.2
未覆膜 16.7 26.1 1.56 83.2 53.7 64.5% 26.5 371.4 340.9
百分比± 1.183% 5.091% 3.954% 6.095% 7.573% 1.574% 0 12.279% 2.096%

3��结论与讨论

（1）增加适宜面积，促进单产提升。粮食安全是中
央提出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其中水稻单产提升

是口粮生产中的重中之重，如何在有限的耕地上通过栽

培技术措施产出更多的粮食，是农业科技人员亟待解决

的技术核心。水稻“一种两收”全降解生物地膜覆盖栽

培集成技术试验，通过增加地温，充分利用温光资源，

旨在解决和增加吨粮田耕地数量，在荆门市水稻“一种

两收”主产区向北移50里以上，在我市北纬31度区域可
以通过栽培技术措施实现种植，水稻单产达到亩产吨粮

或接近亩产吨粮。

（2）完善栽培技术，打造产量高地。水稻“一种两
收”可以实现全程机械化种植，省去了人工割茬的繁

琐，具有七省一增，即省工、省种、省肥、省药、省

水、省秧田、增产。采用机械化覆盖全生物降解地膜种

植水稻后，覆膜具有较好的节水抗旱，增温早发促发，

保水保肥，物理灭草除草，减轻草害，绿色种植，增产

增收的作用。并且高效覆膜插秧一体化设备，可以在机

插秧中自动转换，和普通插秧机种植类似。覆膜后水稻

头茬生育期提前，头茬单产650kg左右，后期充分利用温
光资源，再生稻单产350kg左右，亩产吨粮左右，达到示
范预期，辐射带动农户种植。

（3）依托光合生物，引领水稻生产。水稻“一种两
收”全降解生物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示范推广，核心是地

膜，试验示范用的地膜是湖北光合生物有限公司生产

的，生产厂家在我市掇刀区境内，水稻或者蔬菜等作物

生产中使用相对方便，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根据田块调试铺

膜机械，售后服务健全。在我市稻作区，方正田块都能使

用全降解生物地膜，在水源充足和方便灌溉田块，均可以

开展水稻“一种两收”示范种植，栽培技术和水肥管理得

当，比稻油或稻麦轮作省工省种且容易获得高产，经济

效益不低，对环境友好，有的田块还可以在再生稻收获

后种植绿肥油菜，培肥地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4）推动项目扶持，壮大粮食产业。首先市农业机
械主管部门扶持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采购覆膜插

秧一体机用于周边农户的覆膜插秧田块使用，确保在早

春时节有覆膜插秧机开展农业作业；其次加大项目补

助广度，在家庭农场或合作社等主体开展覆膜插秧亩产

吨粮示范补贴，把水稻“一种两收”施用地膜补贴给厂

家，让农户免费或优惠使用全降解生物地膜，在示范推

广过程中起到以点带面、以面辐面效果；最后农业技术

推广人员跟踪服务，在栽培技术上让农民熟练掌握，通

过产量提升带动农民种植积极性。分类指导，在适宜区

域适宜水资源条件下，大力举办春季培训会和现场观摩

授课，通过舆论宣传，正确传播农业栽培技术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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