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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深层铺打孔膜节水高效
栽培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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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 用 二 道 厚 的 聚 乙 烯 无 毒 膜 为 底 膜 ，铺 膜 深 度 为 $’*+’ ,-，插 秧 后 根 据 土 质 和

渗 水 情 况 每 平 方 米 打 孔 ’*"’ 个 !沙 性 土 、漏 水 田 不 打 孔 ，粘 重 不 渗 的 土 壤 适 量 打 孔 )。经 $ 年

的 田 间 试 验 和 技 术 上 的 不 断 创 新 与 完 善 ，达 到 了 良 好 的 效 果 。与 常 规 田 相 比 ，可 节 水 %’#$.；

节 肥 $(#(.；总 根 量 增 加 了 ((#(.；增 加 有 效 分 蘖 $#/ 个 ；提 高 有 效 穗 数 "0#(.；提 早 成 熟 &
1，平 均 增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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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乃至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而水危机则是世界性的问题。采用节水措施

进行高产稳产栽培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为此，梨树县农作物优质品种水稻研究

所与梨树县京梨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密切合作，经过 $ 年试验，成功研究出了稻田深层铺

打孔底膜节水高效栽培技术。此项技术与常规栽培技术相比，由于采用耕层下平铺薄膜

的办法，使本田的水稻处于大营养钵的良好条件下，节水、节肥、节能、降低生产成本，能

够更好的调节水、肥、气、热，具有促进水稻生长发育、提早成熟、增产和一次铺膜多年受

益等优点。因此，此项技术深受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稻农的欢迎。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为武优 " 号新品种。所用底膜为二道厚的聚乙烯无毒膜，打孔直径为

"#+ ,-。

!+( 铺膜方法与打孔技术

铺膜目前采用人工进行 。 首 先 挖 开 稻 池 边 一 角 ，深 $’*+’ ,-，把 土 堆 放 在 田 埂 上 ，

在 挖 出 土 的 地 方 铺 膜 ，然 后 再 依 次 挖 取 新 土 ，放 在 所 铺 膜 上 ，以 此 类 推 。 为 防 止 田 埂 渗

水，紧贴田埂基部垂直挖土，把 靠 在 田 埂 处 的 底 膜 立 起 $’*+’ ,-，压 土 后 薄 膜 的 高 度 与

田面平齐。重新铺下一幅薄膜时，两膜重叠 ( ,- 即可。

插秧后根据土质和渗水情况用钢筋打孔，孔径 "#+ ,-，打孔数量根据土壤渗水情况

而定，每平方米一般打孔 ’*"’ 个。漏水田、新开田、沙性偏大土壤不打孔，依靠膜与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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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缝隙进行微量渗水。保水性能好的黑粘土地块和一般老水田适量打孔，可使土壤具备

良好的通透性，防止有害气体危害根系。

!"# 稻田深层铺膜节水试验

试 验 共 设 ! 个 处 理 ，分 别 为 铺 不 打 孔 底 膜 、铺 底 膜 打 孔 ! 个 " #$、铺 底 膜 打 孔 % 个 "
#$ 和铺不打孔但两幅膜间留 &’( )# 间隙的底膜。试验进行两年，以两年的平均用水量

进行比较。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节肥试验

试 验 地 设 在 梨 树 镇 杏 山 村 示 范 田 ，田 块 属 黑 壤 土 ，肥 力 中 上 等 。 所 铺 底 膜 为 ! 孔 "
#$，孔径为 *’! )#。试验共设 ! 个施肥处理，铺膜 *、$、+ 分别为 $! , " -#$、+& , " -#$ 和

+. , " -#$，不铺膜 +. , " -#$ 为对照。每个处理重复 + 次，所施底肥为腐熟的猪粪。每个处

理分蘖期追施腐熟鸡粪 ( , " -#$。根据底肥施入量比较节肥效果。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水稻根系、分蘖情况对比

本试验分别在 $& )# 耕层内和 $*/!& )# 耕层进行调查。以根数占根系总量的比例

进行对比，同时调查分蘖情况。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灌水次数与间隔时间对比

以本田期灌水为主，从 ( 月 $( 日开始到 0 月 ( 日结束，每次灌水深度 ( )#，每次灌

水前以田面无水，脚窝底部有少量水时为下次灌水标准。底膜打孔孔径为 *’! )#，共设

( 个处理，分别为铺膜不打孔、铺膜打孔 ! 个 " #$、铺 膜 打 孔 % 个 " #$、铺 膜 不 打 孔 两 幅 膜

间留 &’( )# 间隙和不铺膜1对照2。每个处理 *&& #$，+ 次重复。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水稻成熟及产量情况

记录各处理的成熟时期，以各处理的平均产量与常规不铺膜对照田进行产量比较。

! 结果与分析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节水效果

由表 * 可 以 看 出 ， 对 照 全 年 用 水 平 均

每 公 顷 为 *0 %(& #+，而 铺 打 孔 底 膜 的 田 块

平 均 用 水 量 每 公 顷 仅 为 3 %%& #+， 全 年 每

公顷可节约用水 ** 03& #+，节水 .&’+4。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节肥试验

水分微渗，养分不流失，可 有 效 提 高 肥

料利用率。如表 $ 处理!在 施 肥 量 比 对 照

减少 ++’+4的 情 况 下 ，产 量 基 本 持 平 ，仅 减

产 *’*4，可以说肥效提高后节肥 +$’$4。

("# 稻田深层铺 打 孔 底 膜 水 稻 根 量 、分 蘖

情况比较

由表 + 可以明显看出，在 $*/!& )# 耕

层，根系量显著增加，总根量增加 了 $*’0
个百分点。常规水田 0&4的根系分布在 $&
)# 耕 层 内 ，而 深 层 铺 底 膜 $& )# 耕 层 以 下

的根系占 +$4。由于根系向深层扩展，扩大了吸收范围，大大提高了有效分蘖，平均每穴

表 ( 稻 田 深 层 铺 打 孔 底 膜 节 肥 对 比

处 理
农 家 肥 产 量 与 )5 比 较

1, " -#$2 156 " -#$2 142

铺 底 膜 * $! 3 !+(’$ 7*’*&
铺 底 膜 $ +& % $$3’( 0’!!
铺 底 膜 + +. 0 &*0’( *0’03
不 铺 膜 1)52 +. 3 (*%’&

表 ! 稻 田 深 层 铺 打 孔 底 膜 节 水 对 照

处 理
用 水 量

与 对 照 比 较

节 水 量 节 水

1#+ " -#$2 1#+ " -#$2 142

铺 底 膜 不 打 孔 3 *+& *$ 3$& .!’*
铺 膜 打 孔 ! 个 " #$ 3 (&& *$ +(& .$’$
铺 膜 打 孔 % 个 " #$ % &*& ** %!& (0’.
铺 膜 不 打 孔 $ 幅 % %%& *& 03& ((’+
膜 间 留 &’( )# 间 隙

平 均 3 %%& ** 03& .&’+
不 铺 膜 1)5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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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有效分蘖 !"# 个，提高有效穗数 $%"&’。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灌水次数与间隔时间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有利于延长灌溉间隔时间与减少灌溉量，同时减少了田间作

业强度。由于本技术进行微量打孔，有利于土壤的气体交换，渗水量减少，明显减少灌水

次数。每次灌水在浅层 ( )* 的条件下，微量打孔的全年灌水平均 $$"%( 次，灌水间隔时

间平均为 +"+ ,。普通栽培全年灌水 !$"% 次，灌水间隔时间平均为 !"&( ,-表 ./。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水稻成熟、产量对比

由 表 ( 可 以 看 出 ，深 层 铺 打 孔 底 膜 的 水 稻 比 常 规 种 植 的 水 稻 可 提 早 成 熟 ( ,，平 均

增产可达 &0’。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的效益分析

节能效益：采用此技术较常规栽培技术，每公顷可节省燃油-包 括 副 油 /!00 12，燃 油

按 !"00 元 3 12 计算，可节省燃油费用 #00 元 3 4*&。

节肥效益：铺膜后养分不流失、不渗漏，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与常规水田相比节省

肥料达 !&"&’。梨树县当地平均每公顷水田投入肥料款 $ &00 元，采用稻田深层铺打孔

底膜技术可节省肥料款 !+5"00 元 3 4*&。

节省井灌配套设 备 折 旧 效 益 ：井 灌 设 备 配 套 费 用 每 眼 井 为 & .00 元 ，常 规 栽 培 每 眼

井一般可灌 $ 4*&，按 + 年折旧，平均每公顷井灌设备 折 旧 费 !00"00 元 ，而 采 用 本 技 术 ，

表 & 不 同 耕 层 根 系 对 比

处 理
根 数 总 量 &0 )* 耕 层 内 &$ 6 .0 )* 耕 层

-条 / 根 数 -条 / 根 数 占 根 系 总 量 -’/ 根 数 -条 / 根 数 占 根 系 总 量 -’/

铺 打 孔 底 膜 %(# ($5 5+"0 &.! !&"0

不 铺 膜 -)1/ 5&$ ((+ +#"# 5! $0"$

表 # 稻 田 深 层 铺 打 孔 底 膜 灌 水 次 数 与 间 隔 时 间 对 照

处 理
灌 水 量 -*!/ 本 田 灌 水 情 况

泡 田 期 本 田 期 合 计 次 数 灌 水 间 隔 -,/

铺 底 膜 不 打 孔 $#"+0 ($"(0 %$"! $0"!0 $0"00
铺 膜 打 孔 . 个 3 *& &0"00 (("00 %("0 $$"00 #"!0
铺 膜 打 孔 + 个 3 *& &0"$0 50"00 +0"$ $&"00 +"(0
铺 膜 不 打 孔 & 幅 &0"!0 5+"(0 ++"+ $!"%0 %"(0
膜 间 留 0"()* 间 隙

平 均 &0"0( (+"%( %+"+ $$"%( +"+0
不 铺 膜 -)1/ .0"00 $(+"(0 $#+"( !$"%0 !"&(

表 $ 稻 田 深 层 铺 打 孔 底 膜 水 稻 成 熟 、产 量 对 比 情 况

处 理
黄 熟 时 期 产 量 -12 3 4*&/

日 期 -月·日 / 比 对 照 提 前 -,/ 实 测 产 量 增 加 产 量 增 加 -’/

铺 底 膜 不 打 孔 #·$. ( # $&0"0 $ (#."( &$"&
铺 膜 打 孔 . 个 3 *& #·$! 5 # &0&"( $ 5%%"0 &&"!
铺 膜 打 孔 + 个 3 *& #·$. ( + #.0"0 $ .$."( $+"+
铺 膜 不 打 孔 & 幅 #·$( . + +(0"0 $ !&."( $%"5
膜 间 留 0"()* 间 隙

平 均 #·$( ( # 0&+"$ $ (0&"5 &0"0
不 铺 膜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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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节水 !"#$%，亦即相对延长井具设备与配套使用寿命 !"#$%，可延长寿命 &#’(%，因

而按 )(#’( 年折旧，平均每公顷设备折旧费 )’*#(" 元。

节 省 抽 水 工 时 效 益 ：常 规 栽 培 每 公 顷 平 均 抽 水 用 &+ 个 工 日 ，每 工 日 按 (" 元 计 算 ，

每公顷工时费 ,""#"" 元，采用本技术节水 !"#$%，每公顷可节省抽水工时费 +&(#*" 元。

增加的成本费用：采用本技术每公顷需用薄膜 ("" -.，每公斤薄膜按 )" 元计 算 ，需

要薄膜成本费为 ( """ 元，如按使用 (" 年计算，平均每年每公顷底膜成本 )""#"" 元。

人 工 铺 膜 ，每 个 工 日 可 铺 膜 )"" /(，按 每 天 (" 元 计 算 ，每 公 顷 需 工 时 费 ( "")#""
元，一年铺膜多年受益，按 (" 年 计 算 ，平 均 每 年 每 公 顷 铺 膜 工 时 费 为 )""#"+ 元 ，加 上 底

膜成本 )""#"" 元，较常规栽培每年每公顷可增加成本 (""#"+ 元。综合上述结果，每年每

公顷可降低生产成本 ) ’)+#’+ 元。

采用 本 技 术 每 公 顷 可 增 产 ) +"(#! -. 稻 谷 ，按 市 售 价 格 )#"" 元 0 -. 计 算 ，每 公 顷 增

收 ) +"(#! 元。

! 小结与讨论

!"# 稻田深层铺打孔底膜的优点

节水、节油，可减少提水机械的工作时间，降低机械磨损，减少柴油机尾气排放和大

量施用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一年铺膜多年受益。薄膜在耕层下，没有风吹日晒，既不风化也不腐烂变质，可以连

续多年使用。

有利于培肥地力，改良土壤。此技术可以全年施农肥，有利于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促

进农民积攒农肥的积极性，广辟肥源，使水稻生产逐渐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有利于发

展绿色或有机食品，促进生态农业发展。

可以治盐碱。铺膜可以有效防止盐碱从地下上升到地表，结合采用土壤改良措施施

农家肥，可使盐碱地变为良田。

由于铺膜减少了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可减少因施化肥农药带来的污染，有利于人民

身体健康。加之促早熟，子粒饱满，可明显提高米质。经国家农业部米质检测中心检测，

采用本栽培技术生产的稻米符合国家优质米一级标准。

此项技术先进，可操作性强，适应范围广。该技术可适应于北方寒冷稻作区不同的

土壤条件，特别是干旱地区和冷水田等稻田，一般增产达 ("%。

!"$ 出现的问题

薄膜的使用年限和污染问题。聚乙烯无毒膜存在的只是“白色污染”问题。为切实防

止“白 色 污 染 ”，建 议 用 户 可 根 据 实 际 需 要 ，采 用 一 定 年 限 的 可 降 解 膜 1光 解 膜 或 生 物 降

解膜2。
稻田铺打孔底膜深 度 为 $"3&" 4/， 其 深 度 是 能 够 满 足 一 般 作 物 生 长 发 育 需 要 的 ，

如特殊需要改种深根系作物，可采用铺膜时的方法清除底膜。

稻 田 深 层 铺 打 孔 底 膜 ，经 多 年 连 续 使 用 ，如 果 出 现 土 壤 通 透 性 不 良 ，影 响 水 稻 根 系

发育的问题，可通过深松或随时用钢筋打孔增加打孔数量加以解决。

为解决人工铺膜用工多、劳动强度大，现正在研制一次性完成深松、挖土、铺膜和移

土压膜四功能为一体的铺膜机械，并正在研制不损坏底膜的田间整地机械，以适应大面

积 推 广 的 需 要 。 "下 转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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