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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嘉陵区水稻平衡施肥技术模式初探

秦明均

本区域内水稻生产在肥料使用上存在的问题：忽视有机肥的施用；偏施氮肥和过量施用化肥；农户用肥

量差异较大，肥料用量、氮磷钾配比、施肥时期和方法不合理，从而导致土壤团粒结构遭到破坏，肥料利用率低。平

衡施肥技术模式是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水稻需肥规律和土壤供肥特性，制定施肥方案，提高有机肥用量，能

有效地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增加水稻产量，实现节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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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稻作为本区域内主要粮食作物，它的生长

发育依靠的是从土壤中吸收一定数量的各种营养元素，

如氮、磷．钾、硅、硫、钙、镁、铁、锌、锰、铜、

铂、硼等，才能确保其正常生长发育。在全国范围内水

稻种植面积比较广泛，由于受降雨、气候、土壤等因素

影响，各省种植情况各有不同。倘若水稻栽培技术科

学、合理，那么有利于保障水稻的整体产量及品质，确

保农民增收的同时，有效减少粮食安全问题。水稻一生

对养分平衡状况较为敏感，任何一种营养元素的不足或

过量，都会对正常生长和产量形成以及病虫害轻重程度

造成影响。*

施肥原则

有部分种植户对水稻高质高效栽培技术不了解，不

仅浪费了大量的精力与成本，同时也没有获得理想的经

济收益。在水稻栽培过程中，施肥非常关键，其能够

确保水稻营养充足，保障其整体种植质量及后期产量。

通常，施肥工作在整地完成后进行，化肥、绿肥、草塘

泥、人类粪便等均为常用肥料。在肥料选择过程中，应

对水稻土壤环境进行考量，确保稻田土壤质量，为水稻

供给所需营养。氮、磷、钾配合施用，有机肥和无机肥

配合施用。在施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控制剂量，选择

最佳施肥量及施肥方式。

肥料品种与施肥量

有机肥。主要选择菜籽饼50-100公斤/亩、草木

灰、腐熟的人畜粪便、沼渣沼液等农家水肥1000-1500千

克/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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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区域内不同类型水稻土，确定不同的

施肥量：遂宁组为成土母质的水稻土种植水稻施用氮

(N)8.28— 亩、磷（P2O5）3.96kg/亩、钾（K2O）

1.8— 亩；蓬莱镇组为成土母质的水稻土种植水稻

施用氮(N)7.82— 亩、磷（P2O5）4.20kg/亩、钾

（K2O）1.8— 亩；沙溪庙组为成土母质的水稻土

种植水稻施用氮(N)8.28— 亩、磷（P2O5）3.60kg/

亩、钾（K2O）2.4— 亩；新冲积物为成土母质的

水稻土种植水稻施用氮(N)8.05— 亩、磷（P2O5）

4.08kg/亩、钾（K2O）2.1— 亩；而遂宁组为成土母

质的水稻土和新冲积物为成土母质的水稻土，建议根据

情况可以少施或不施钾肥，以提高水稻种植效益。

选择35%（22-8-5）复合型配方肥或相近配

方。施用量：遂宁组为成土母质的水稻土种植水稻施用

35-45千克/亩，蓬莱镇组为成土母质的水稻土种植水稻施

用35-40千克/亩，沙溪庙组为成土母质的水稻土种植水稻

施用40-45千克/亩，新冲积物为成土母质的水稻土种植水

稻施用30-35千克/亩。

施肥时期与方法

基肥：以有机肥为主，可按每亩1000-1500公斤

的用量施入农家水肥或50-100公斤菜籽饼，配以化肥，

每亩施尿素12-15公斤、普通过磷酸钙25-30公斤、氯化钾

3-5公斤（或等含量的复合肥）施入田中，结合整田提前

1-2天施入。在实施秸秆还田的田块，钾肥用量可减少一

半，对于土壤缺锌的田块可施入硫酸锌1-2千克。

分蘖肥：插秧后到分蘖前（返青后），一般

中稻在插后5-7天，即可追施分蘖肥，每亩施尿素5-7公

斤，对肥料不足的田块，隔5-7天再施1次，每亩施尿素

2-3公斤。

穗肥：穗肥要根据品种、气候、土壤和水稻的

长势等综合考虑。在土壤肥沃、基肥足、长势旺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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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施穗肥，以免贪青晚熟，引起倒伏；对于生育期短的

中、早熟品种，可不施；对生育期长的品种，土壤肥力

又不足的，要施穗肥，施肥量不宜过大，正常情况每亩

施尿素2-3公斤。

粒肥：早施、少施，抽穗时叶片发黄、有脱肥

早衰现象时才施。一般情况亩施尿素1-2千克，另用磷酸

二氢钾0.2千克对水50-6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高产和超

高产栽培田后期应重视叶面肥的施用，如用含硒的液体

肥料进行叶面喷施，可增强水稻的抗病性，提早成熟，

改善水稻的食味性及营养品质，提高商品价。

水稻平衡施肥技术模式适用于四川北部丘陵一季中

稻种植地区，水稻品种属于杂交品种。

充分利用前季作物秸秆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和

肥力。我区主要采用秸秆腐熟剂堆沤还田。秸秆还田是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关键技术措施之一。水稻秸秆还田不

仅省力易行，操作成本低，还能提高土壤肥力，减少秸

杆田间焚烧和废弃对周围环境产生的污染。根据专家分

析得出，水稻秸秆中的养分含量，有机质为78.6%、氮为

0.63%、磷为0.11%、钾为0.85%。按每100公斤鲜秸秆中

以实物量折算，相当于尿素3.5公斤、钙镁磷肥1.2公斤、

氯化钾肥3.6公斤。秸秆还田后能有效地改良土壤的理

化性状，促进土壤养分转化，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提升土壤肥力，改善土壤耕性，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

壤孔隙度，减轻作物病害，促进作物早熟，提高作物产

量，改善农产品的品质[1]。

有机肥要充分腐熟。比如鲜猪粪、鸡粪等用薄

膜覆盖堆沤发酵、油枯要用粪水浸泡覆膜发酵，覆膜能

迅速提高有机质温度，腐熟时间大大缩短。如果露天发

酵，有机质的温度不能够有效保持，堆内提温较慢，发

酵时间会大大延长。等有机质充分腐熟后才能施入田

里，如果将鲜猪粪、鸡粪等直接施入田里，就会造成土

壤有毒物质增加，严重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造成减

产，降低品质[2]。

水稻产量的高低与“土、肥、水、种、密、保、

管、工、气候”等多种因素有关，必须综合兼顾、集成

组装、配套运用，才能保证增产增收。

在冲沟底部分布着不少冷烂田，其特点是：

冷、烂、毒、串，严重影响水稻正常的生长发育，施肥

效果差。具体表现为水稻“坐蔸”，即栽后不能返清，

稻根变黑胡子，秧苗紧缩不分蘖，叶片褐色斑点，叶尖

变黄。又名水稻“赤枯病”，是水稻生产上常见的一种

生理性病害。水稻坐蔸后对产量的影响很大，一般可造

成减产10%～20%，严重的减产50%以上。 坐蔸类型：

有冷害型（烂泥田、深脚田、冷浸田、背荫田，），缺

素型（由于缺乏营养元素而引起，死黄泥田、白鳝泥田

缺钾；冷浸田缺磷；碳酸盐紫色土、大肥田及长期大量

施用磷肥的田缺锌。由于缺素，导致秧苗生理代谢受

阻。），中毒型（长期淹水的深脚田、土壤通透性差的

冲槽田、烂泥田、房前屋后的大肥田或残留、施用大量

未腐熟的有机肥等，由于长期淹水，还原有毒物质积

累、未腐熟的有机肥发酵产生有毒物质使稻根中毒。）

等。要搞好区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改善水、气、热

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土壤生产能力。对冷害型田：培育

以旱育秧为主的壮秧，增强抗寒力；烂泥田、深脚田、

冷浸田采用半旱式栽培，提高土温；开沟引开冷浸水；

浅灌、排水晒田、增温通气，减轻毒害。对中毒型田：

采用半旱式栽培，改善土壤通气性，减少还原有毒物

质，多施有机肥 ，不施未腐熟的有机肥；排水晒田、增

温通气；施用石灰中和毒物，增施磷、钾肥、灰肥增强

抗逆力；浅水勤灌。对缺素型田：根据坐蔸类型及时补

充速效氮、磷、钾肥和微肥[3]。

结束语

根据多年的试验示范，嘉陵区水稻平衡施肥技术

模式根据不同的成土母质用氮(N)7.8-10.1千克/亩、磷

（P205）3.6-4.2千克/亩、钾（K2O）1.8-3.0千克/亩；与

农民习惯施肥相比，亩均减少氮2.2千克、磷2.4千克、钾

0.5千克，总减少化肥使用量5.1千克（纯量），同时水稻

产量增产5-7%，稻谷质量明显改善，亩均节本增收100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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