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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稻鸭生态养殖技术是稻鸭生产的一种新技术模式，不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任何破坏。在水稻生长发育阶段，利用小鸭子

杂食性的特点，可以更好地清理水田杂草和害虫，有效减少化学

农药的使用。鸭子在水田的持续活动，可以有效地达到水田泥水

栽培的效果，更好地促进水稻根系的生长发育，加快养分的正常

输送，提高农田利用效率。本文首先分析了稻鸭的生态养殖技术

作用，然后从水稻品种选择、鸭品种优化、田间处理和水管理等

方面探讨了稻鸭生态育种技术及特点。试验表明，稻鸭共作生态

模式为农业经济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动力。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迈入新常态。在新常态

下，我国的农村格局将不断出现深层次变革，农村的经济发展与

增收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新常态下，农村健康发展已成为新

时期全社会的重要共识与奋斗目标。稻田综合种养已成为稻鸭

等绿色生态的重要方式。开展水田复合种养，对于提高农民粮食

产量、稳定收入和稻鸭产品的安全质量供应，有着重大意义。适

应了当前推动减肥减药、推动农产品绿色化高效开发的需要，实

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粮收稳定、粮食安全”的良好效果。常

规水稻栽培的生态系统构造复杂，对生物循环和资源利用比较

缺乏，也没有自我调节能力。而大量的农药和除草剂又必须进行

投放，导致了生态系统稳定能力较差，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负

担。为了克服水稻单一种植的弊端，在稻田中引入了营养较高品

种的鸭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水稻种植生态自我调节能

力的不足，形成了多层次循环的生态环境，可以基本控制田间病

虫害和杂草，使系统结构相对完善，更好地实现自我调节。从而

改善水田生态环境。稻鸭共育技术已有大量研究和报道，在防治

病虫害杂草、改善土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产量和稻

米品质等方面已得到证实。在生态农业和绿色理念的倡导下，人

们对稻鸭一体化养殖模式的认同度较高，该模式较为成熟，具有

田间工程简单、易于推广复制的特点。本研究从新型经营主体开

展绿色生态农业生产实际出发，分析了稻田鸭密度对水稻产量

的影响，并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客观比较了不同处理条件下稻

鸭养殖的投入产出比，为“稻鸭养殖”技术的改进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一、稻鸭生态养殖技术作用

稻鸭共养是为我国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生命的一项

重要农业技术。正确合理的应用，将为水稻种植和养鸭带来更大

的经济效益。从技术应用来看，稻鸭间作可以更好地改善水田土

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实现病虫害和杂草的有效防治，进一步

提高水稻亩产产值。同时，稻鸭共养可以提高养鸭的经济效益，

给养殖户带来更多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稻鸭共生试验结果表

明，水田放牧鸭对杂草、病虫害有较好的防治作用，是一种非常

适合推广的生态种养技术。

1、优化群体结构

在稻鸭生态养殖模式下，一只鸭在整个放养阶段可排出约

15 公斤粪便，粪便中氮、磷、钾含量相当于 50、68、30 克，可满足

50 平方米水田种植的养分需求。在水稻的整个生长过程中，不

需要使用其他外源肥料。鸭子在稻田里不断地活动和游动，起到

了在稻田里犁泥水的作用。搅水可以更好地将空气中的氧气融

入水中，促进水稻根系的生长发育。可以产生混水作用，有效抑

制杂草的生长发育。

2、减少病虫草害

鸭子是杂食性禽类，喜欢吃漂浮在水面的其他植物和杂草。

鸭子在水田的活动中，喙和脚起着除草的作用。随着鸭个体的增

长，除草效果会明显增强，有效抑制水田杂草的生长，促进水稻

的健康生长发育。此外，鸭子在活动中喜食各种昆虫和水生小动

物，基本可以消灭稻田害虫，如钉钉、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稻虱

象等。可有效控制水稻病虫害的危害。“优质稻+鸭”生态种养技

术的应用，对水稻纹枯病、抑制性赤霉病、稻卷叶螟、稻飞虱、稻

蚱蜢、黏菌虫、田间杂草等重大病虫害的防治效果较好。在水稻

品种的选择上考虑了稻瘟病的抗性，在田间管理和栽培技术上

进行了稻瘟病的防治。

3、改善生态环境

传统水稻种植过度依赖化肥和农药。在水稻整个生长发育

阶段，氮肥、磷肥、钾肥的施用量都比较高，水稻容易受到多种病

虫害的威胁，需要投入大量的农药以达到高产稳产。传统的生产

方式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大米的品质也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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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往往会导致大米中的药物残留超标。在稻鸭

生态种植模式下，由于鸭子的加入，水稻种植过程中的许多生产

环节都由鸭子承担，减少了农田的环境污染。除草效果好，防虫

防病效果好，增肥效果好，节约人工成本，节省资金投入。

能有效控制化学药剂的污染和破坏。“优质稻+鸭”生态种植

技术的应用，对保持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和生态平衡具有积极

作用。通过鸭子的加入，及时清除了稻秆的老、病、弱叶片和田间

杂草，保证了有效分蘖。同时，还能捕食成虫、幼虫、若虫、菌核菌

等，增强了水稻的抗病虫害能力。减少病虫的生长宿主，减少病

虫的发生概率；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等化学药剂的使用减少，

对水、农田等农业环境的污染基本消除。氧化作用可以中和稻田

中的有毒物质，进一步提高土壤透气性能，促进水稻根系生长。

二、稻鸭生态养殖技术

在对稻鸭混作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中，通过对比水稻种植

和养鸭的相关方法和手段，可以得出稻鸭混作综合种植模式的

重要技术策略和手段。更深刻地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可以实施

更可靠的稻鸭混作综合种植模式。

1、选择适宜的水稻品种

在水稻的选择上，提倡选择抗逆能力更强、生长周期更长、

生长质量更好的优质水稻品种。对于单季水稻种植区，一般选择

植株相对紧凑、茎粗壮、分蘖能力相对较强、抗病性优良的水稻

品种。此外，要确保所选水稻品种质量好，抽穗率相对较高，成熟

度中等，以大穗优质品种为主。此外，结合上思县水稻种植条件

现状，一年以上的水稻品种可以推广应用。

2、优化鸭品种

在稻鸭生态健康养殖模式下，由于抽穗期鸭子在稻田中活

动和生长，对鸭子的适应性和抵抗力有相对严格的要求，鸭子的

体型不能太大。一般应选择抗病性优良、适应性相对较强、抗饲

养粗糙、生活能力相对较强、活动时间长、善于捕捉野生动植物

和杂草的优质鸭种或杂交鸭种。无论什么样的鸭品种都应因地

制宜，一般要选择当地优良品种，鸭群规模大，随着个体的进一

步增大，容易造成水稻植株在鸭子活动过程中不堪重负，不利于

植株的健康生长发育。在品种选择过程中，成年鸭的体重控制在

1.3～1.5 公斤。

3、田间处理

在稻鸭生态健康养殖模式中，为了保证鸭子能够在水田中

正常生长，避免鸭子逃逸或受到外来天敌的侵袭，种植前应进行

有效的围栏处理。一般用尼龙网或铁丝网围住，每隔 1.5 米设一

根小木杆作支撑，以防网下垂。为防止鸭子逃逸或受天敌侵害，

应将围网高度提高到 85 厘米以上，并严格控制网孔直径。直径

大小一般控制在 1 厘米，以免鸭头伸过防护网或鸭头卡死。

4、水分管理

水稻插秧前，对插秧区进行有效翻耕，保证土质疏松干净，

达到插秧状态。要建设排灌畅通的独立水系，不允许水田串灌、

漫灌。由于水田需要养鸭，与传统的水稻种植相比，稻鸭生态养

殖模式水田水层较深。以鸭脚刚好能接触到泥土为宜，这样鸭子

活动时能充分搅动泥土。水层要根据鸭子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

进行不同的管理。雏鸭期水深一般控制在 3～5 厘米，这样既可以

防止天敌的危害，又可以保证鸭子更好地戏水。随着鸭子的进一

步增长，可以保证鸭群在稻田内的正常活动，水深一般控制在

5～8 厘米。水太深影响稻鸭的驱虫效果，水太浅不利于鸭子游

动。一般来说，在稻鸭生态健康的养殖模式下，稻田是不需要犁

地的。为保证植物更健壮，稻田应分片种植，并在稻田边开挖一

定的沟渠，供鸭子暂时戏水。水稻进入抽穗期，田间水分要排干，

保证干、湿交替出现，有利于水稻灌浆增产。一般在插秧后一周

左右，等秧活后将 5～8 日龄的雏鸭放入稻田。雏鸭放养时间以晴

天上午或下午为主。寒冷的天气会使雏鸭体温迅速下降，容易造

成体竭而死。刚出壳的雏鸭在育雏舍内单独饲养，在鸭舍内放置

一些浅水的容器，以帮助雏鸭进行水中训练，放养密度一般控制

在 150～225 只/亩。

5、加强疫病防控

鸭子在稻田活动中会接触到各种病原微生物，可能导致各

种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为了避免投入稻田的小鸭子患病，小鸭

子出生后需要先接种疫苗，进行病毒免疫，以防止疾病传染给幼

鸭。其中，有效预防鸭病需要包括多种疫苗的接种、对鸭的实时

观察等多方面工作。鸭子投入水田后，还需要实时关注鸭子的生

长情况，合理喂养，及时实施不同的防疫方案。在稻鸭生态健康

养殖模式下，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开展病害防控。

无论是搭建简易鸭舍，还是引进鸭苗，都应加强养殖管理，从预

防的角度切断传播途径，杜绝传染源，确保鸭群健康生长，增强

抵抗能力。一般不宜从疫区引进雏鸭，应采用全进全出的养殖管

理模式。对进出稻田的人员和车辆实行严格的卫生防疫制度，建

立种蛋和雏鸭的消毒程序。应努力提高水田养殖和管理水平，提

高鸭体抵抗能力，尽量保证鸭少生病，减少用药量，从正规渠道

或正规厂家购买合格的兽药，根据药品说明书确定最佳剂量，使

用无污染、无残留的药品，如推广使用中成药微生态制剂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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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设定并严格执行休药期。

疫苗免疫，7 日龄使用弱毒疫苗，每只 0.2～0.5mL，注射 7 天

后产生抗体。减毒疫苗在 1 至 3 日龄时皮下注射到颈部。每只

鸭用 0.5mL，2 天后产生抗体。鸭霍乱疫苗于 2 日龄注射，每只鸭

2mL，间隔 10 日龄注射 1 次，连续注射 3 个月。有效预防鸭病不

仅可以为养殖户带来更好的经济收益，还可以大大提高水稻的

生产质量和产量。基于“优质稻+鸭”放牧方案的鸭田养殖方法，

为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养殖效果。

6、鸭子条件调理

投喂鸭子时，不要采取乱投喂的方法投喂合作饲养区内的

鸭子。而且一定要保持按时定点投喂，饲养人员应确定专人，并

利用某种信号促使鸭子在一定时间内定量取食。而通过长期的

规律喂养，鸭子就会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只要听见饲养人员的

信号，就会积极取食。稻鸭进入常熟饲养区前，必须培养鸭的反

应功能。和成鸭比较，雏鸭的喂食时期更长些。所以，在养殖阶

段，饲养者就必须对鸭子进行正确的饲养，应采取早晚双喂模

式，以促进雏鸭尽快完善身体机能，让雏鸭在上田时建立合理的

放养条件，以便在后期进行“优质稻+鸭”放牧方案。实践也证明

了，鸭的调理能够给稻鸭混作带来更科学的养殖效益，从而促使

稻鸭共同成长。

三、效益分析

水田放养鸭苗后，基本不再喷药施肥。按照每亩节省 40 元

的药肥费用计算，3.33 hm

2 水田放养可节省 2000 多元。除了直

接的经济效益外，稻鸭混作模式还带来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稻鸭

混作的做法，水田不喷农药，不施肥，生产的大米是无公害产品，

米质好，可以获得较高的市场价格，经济效益可观。

1、稻鸭混作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关于稻鸭混作能否提高水稻产量的研究较多。研究表明，水

稻种养方式鸭稻产量略低于常规高产水稻，未达到显著差异。结

果表明，当鸭密度为 150 只/hm

2 时，水稻产量高于单作。与以往

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中稻鸭混作模式的水稻产量低于单作，且

随鸭密度的增加而降低。原因可能是鸭子每天只喂一次，这让它

们大部分时间都很饿。另外，鸭子每天吃的杂草和浮游生物繁殖

量少，生长速度慢，不能满足鸭子的生长需要。因此，部分水稻分

蘖被吃掉，影响有效穗数。此外，鸭子还有聚集在一起的行为，随

着鸭子的长大，水稻地上部分逐渐闭合，稻株被绊倒，被鸭子食

用，这也是造成稻鸭混作水稻减产的原因之一。建议开展稻鸭混

作的农户或企业适度降低鸭养殖密度，增加一定量的辅助饲料

或采取轮牧喂养，以保证单位面积有效穗数和水稻稳定生长。

“优质稻+鸭”生态种植技术的应用，消除了新的污染源，稻

田养鸭基本不使用化学农药和除草剂，减少了农药在稻田和水

稻中的残留，促进了稻田微生物的化学反应，减少了化学农药对

稻田土壤和水的污染，提高了水稻的品质。可以保证水稻的健康

安全，是一种优质有效的栽培技术模式。

2、稻鸭混作的经济效益

多数研究者认为，通过综合种植水稻和养殖渔业（家禽），可

以显著提高经济效益。结果表明，稻鸭、稻鱼等稻田综合养殖虽

然增加了田间设施工程和饲养投入，但最终产量大于水稻单养，

提高了经济效益。稻鸭模式纯收益更高，对病虫害和杂草的防治

效果更好，是一种很好的节本增效方式。水田综合种植，节省了

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最终收入。总

体来看，稻区稻鸭混作可以实现资源的同步优化，做到“一田双

收、稳量增效、稻鸭双赢、生态环保”等综合效应，为国家的绿水

青山建设贡献力量。

发展稻鸭生态养殖技术可以构建完善的农业生态系统。稻

田可以为鸭子提供食物，鸭子可以为稻田提供营养。两者的优势

互补，可以更好地促进稻鸭的健康生长发育，提高农田利用效

率，生产出绿色无公害的稻鸭，无公害品质更好，有利于提高农

民经济效益。基层技术人员结合水稻种植现状，积极推广应用稻

鸭生态养殖技术，改变养殖户传统养殖模式和养殖观念，实现水

稻新育种技术的快速推广应用，为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带来了

良好的养殖效果。

（作者单位：1.530301 广西南宁市横州市那阳镇农业水利

站；2.530300 广西南宁市横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3.530300 广西

横州市横州镇农业水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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