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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米是居民饮食结构中的重要组成,目前全国超过 60%的人主食是大米。为了保证粮食的总产

量,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科学化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在机械化生产中,水稻增产可达到

5%~10%,并且能够减少水稻发霉腐败的数量。侧深施肥能够使肥料集中,增加吸收压力,进而使水稻吸收

肥料的速度加快,达到增产、稳产的目的。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是一项农业生产中的新技术,具有投入低、

产出高、收益高的特点,它将传统的施肥方式进行改进,进而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减少环境污染的

目的。同时,还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肥料利用率,全面提升了粮食生产的综合能力,推动了农业的健康发

展。本文立足于此,以黑龙江地区为例,浅谈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优势,并分析在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在黑

龙江地区的具体应用,进一步探究水稻侧深施肥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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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地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已经在黑龙

江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20余年,随着水

稻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与水稻栽培相

适应的配套技术日益完善,水稻侧深施

肥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成为水稻增产

的重要技术措施。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

寒地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具有节约肥料、

促进生长、提高产量的作用,是一项适于

寒地水稻栽培的技术。 

1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优势 

1.1提高水稻早期的生长量 

要想保证水稻能够稳产、高产,就要

确保水稻早期生长的茎数较为充实,采

取侧深施肥技术能够有效解决低温年、

冷水田、土地排水不良等情况对水稻生

长量的影响。另外,此项技术的应用能够

显著增加根系处的氮素浓度,在水稻移

栽后,可使茎数增加30%左右,并且会增

加低节位分蘖,避免分蘖过剩以及倒伏

的情况发生。 

1.2提高化肥利用率 

氮肥具有挥发性,在水中施肥容易

使肥料溶解挥发,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侧深施肥将肥料定量、定位的施于水稻

苗的根系侧下方,能够减少氮肥的挥发

量,同时还能够增加土壤对肥料的吸收,

减少养分的流失。使用侧深施肥技术,

相比较常规施肥方法,能够使施肥量减

少20%左右。 

1.3降低肥害发生率 

水稻侧深施肥能够将水稻的根系与

肥料相互隔离,避免肥料对稻苗根系产

生损伤,降低肥害发生率。 

1.4提高水稻产量 

侧深施肥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地提

高水稻对肥料的吸收率,通过对大量的

数据进行分析可知,在普通年份使用水

稻侧深施肥技术,能够增产5%~10%,在低

温年份使用水稻侧深施肥技术能够增产

10%~13%。 

1.5减少肥料对环境地污染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会带来一定

的环境问题,例如污染水资源,导致土壤

板结等,以上问题通常是由于长时间的

过量使用化肥以及土壤中的有机质缺乏

所导致的。侧深施肥技术是将肥料施于

土壤深处,在减少肥料流失的同时,也会

减少稻田地表的氮、磷等元素,在减轻稻

田中的杂草、藻类等危害方面能够起到

较大的作用。 

1.6促进水稻发育、成熟 

与表层施肥和全层施肥相比,釆取

侧深施肥的方式,会增加初期的分蘖数

量,并且使有效分蘖终止期以及 高分

蘖期提前,使得水稻的生长发育速度加

快,促进其提早成熟,并且保证成熟时植

株间距整齐度良好,色调一致性高。 

2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在黑龙江

地区的具体应用分析 

2.1水稻侧深施肥总体装置结构及

参数设计 

(1)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在应用过程

中,需要利用适当的施肥装置,即水田新

型螺旋搅龙侧深施肥装置,其为水田侧

深施肥、插秧联合作业器具,可实现水田

插秧、施肥协同作业。水稻侧深施肥螺

旋搅装置主要包括施肥箱、排肥搅龙、

开沟器等多个模块。在该装置实际运行

过程中,需要装配在插秧机上,将肥料强

制排出至水稻秧苗预定侧深位置,即水

稻秧苗侧3.5cm、深4.5cm左右土层内。

随后覆盖泥土,一次性完成水稻种植田

区插秧、侧身施肥整个过程。 

(2)为保证各条施肥量的一致性,在

水稻侧深施肥装置参数调节过程中,水

稻种植人员可从肥料自流性、开沟器尺

寸两个方面,设置合理的设备参数。根据

黑龙江地区水稻种植用基肥特点,一般

需控制水稻侧深施肥装置内径在8.0至

8.5mm之间,外径在18.0至18.5mm之间,

导程在16.0至16.5mm之间。同时调整水



农业科学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8 

Agricultural Science 

稻侧深施肥设备施肥行间距在30.0至

35.0cm之间,施肥宽度在22.0至28.0cm

之间,作业幅度为6行2.0m。 

3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应用方法 

(1)在一次性水稻侧深施肥装置应

用的基础上,根据不同肥料类型,水稻种

植人员可设置不同的肥料施加剂量。如

在磷肥、钾肥施加过程中,由于磷肥、钾

肥在土壤中移动性相对较弱,可降低调

低磷肥、钾肥施加量至以往肥料的80%,

一次性侧深施加。同时依据常规肥料施

加量的20%进行肥料追施；在氮肥施加半

个月内,氮元素可从横向、纵向两个方向

进行移动,移动距离大多在5至11cm之间,

一个月后趋于稳定。据此,在水稻侧深施

氮肥期间,水稻种植人员可采用水稻侧

深施肥技术与水稻生育后迫施结合的方

法。即采用常规氮肥施加量的55%进行侧

深施加,其余45%依据调节肥/穗肥/粒肥

为1/1.5/1的比例进行追施。 

(2)肥料类型是水稻侧深施肥技术

应用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且由于我国

现有水稻专用肥颗粒硬度低、吸湿性大,

肥料吸入潮气后,经气流吹出后,会发生

颗粒粉化现象,进而堵塞施肥装置施肥

管道。这种情况下,只有将施肥装置拆卸

后清理,并干燥处理后方可继续利用,严

重影响了施肥装置使用效率。因此,依据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应用情况,结合黑龙

江地域气候及地形特点,相关农业技术

人员可利用水稻侧深施肥专用肥。 

4 寒地水稻侧深施肥的技术

要点 

4.1培育壮秧 

水稻侧深施肥是培育壮秧的重要措

施,在应用机械进行插秧的同时实施侧

深施肥,因此必须保证秧苗的均 度,以

满足机械插秧对秧苗的要求,保证插秧

质量。为达到机械插秧的秧苗标准,在进

行旱育秧苗时,应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做

到育秧的规范化和模式化,切实提高旱

育秧的水准,培育出根系发达、茎秆粗

壮、高度一致、质量达标的壮秧。 

4.2耕作标准 

在进行水稻侧深施肥时,土壤的耕

深必须达到施肥的基本要求。侧深施肥

要求土壤的耕深至少在12厘米以上,以

打破犁底层,激活土壤中的有机质。如果

未达到耕深的要求,会导致水稻在生育

的中后期出现缺肥问题。稻田耕作应采

取旋耕、耙耕及轮耕的方式疏松土壤,

水整地的基本要求是使土壤达到适当的

松软度,土壤过于松软或坚硬,都会给插

秧和侧深施肥造成不良影响。 

4.3插秧标准 

寒地水稻插秧 佳时期在5月中旬到

下旬,在这个时期插秧可以为水稻按时抽

穗、提早成熟提供条件,因此必须在适期

内插秧。插秧时的气候温度应在12℃以上,

应根据土壤肥力、水稻品种特点,确定合

理的插秧期。采用侧深施肥技术的稻田,

插秧密度应适当减少,插秧时要减少每

穴的株数,做到秧苗均 一致。 

4.4水层管理 

稻田整地后,以灌水量的多少对土

壤的硬度进行调整,插秧后要保持深水

层,以促进稻苗返青。在水稻进入分蘖期

后,保持水层在4厘米左右。水稻生育中

期,要根据分蘖量及长势的好坏进行晒

田,晒田后的灌溉方法为浅、深交替,间

歇灌溉。水稻进入蜡熟末期时停止灌水,

在黄熟初期时将稻田内的水排干。 

4.5施肥要均  

在插秧作业开始之前,要先调整施

肥器,保障每个施肥口下的肥料量一致,

并且与计划的施肥量相同,在田间施肥

的过程中可以进行反复核对,以保障实

际施肥量与所计划的施肥量相吻合,分

行施肥量的误差要小于5%。 

5 结语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改变了以往水

稻施肥模式,可以将颗粒肥料准确、定

量施加在水稻秧苗根部周边,不仅可

以降低水稻施肥量,而且可以提高肥

料对水稻秧苗周边水系的需求。因此,

在黑龙江地区水稻种植管理过程中,

水稻种植人员可优先采用水稻侧深施

肥技术,节约水稻生产过程育肥成本,

提高水稻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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