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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水稻田建立水稻

、

萍
、

蟹立体结构
，

其中第 �层次是水面上层生长的水稻 �第 �层次是浮在水

面的水生植物细绿萍 �第 �层次是水面下生活的动物河蟹
，

三者利用同一有限的土地资源作为载体
，

多层次

利用太阳光能并充分利用水资源
，

构成一个立体的农业开放系统
。

关健词 �稻萍蟹 �农业生态�模式

中圈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稻萍蟹生态农业模式就是通过人工调控的方法
，

改变传统稻田的结构和功能
，

其核心是将单纯以

水稻为主体的稻田生物群体改变为稻
、

萍
、

蟹三者共存的生物圈
。

� 材料与方法

�
�

� 试验材料

本项试验采用的材料水稻是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优质品种通粳 ���
，

细绿萍是从辽宁

省引进的品种
，

河蟹为中华绒蟹中的辽河蟹种的扣蟹
。

�
�

�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设普通田����
、

使用除草剂
、

人工除草
、

萍处理和萍蟹处理
。

在水稻田里建立以水稻为主体的 �个层次立体结构
。

第 �层是水面上层生长的水稻 �第 �层是浮

在水面上的细绿萍 �第 �层是水面下生长的河蟹
。

在翻地前每公顷施人 �万 ��腐熟的猪粪
，
�月 �� 日育苗�早育苗�

，
�月 �� 日插秧

，

密度 ��
�� �

�� 。 �
，

��
�

��穴 ��
�，

每穴两苗
，

插秧后挖蟹沟
，

在水稻田离池埂 ��
�� 处四周挖沟

，

上宽 ��
��

，

下宽
�� 。 �

，

深 ��
��

，

然后每隔 ��� 再挖一条蟹沟
，

上宽 ����
，

下宽 ����
，

深 ����
，

每隔 �一 ��� 设一

个投料台
，

以便喂蟹饵料
。

为防蟹逃逸
，

在池埂的四周用塑料薄膜围��
�� 高的防蟹墙

。

在 �月 �一 � 日投放 �� �泌耐 的细绿萍
，

到 �月 ��
一
�� 日萍体基本覆盖水面

，

为促进萍体的生

长
，

从 �月 �� 日后每 ���分 �次萍
。

�月 ��� ��日每公顷放 ����
一 ���� 只辽河扣蟹

，

平均每公斤蟹种在 ���
� ��� 只

，

在放蟹前每

公顷用 ��� 一 ��� ��的生石灰消毒
，

以后 �一 ��换 �次水
，

每 巧 �泼洒 �次 ���比 浓度的生石灰

调节水质
。

� 结果与分析

�
�

� 水稻生长�分析

为明确各处理区的水稻生长动态
，

我们在水稻抽穗前�即从 �月 �� 日至 �月 �� 日�每隔 � �调查

�次株高
、

茎数
。

然后将各时段调查的株高 � 茎数 � 生长量
。

从水稻插秧到 �月 �� 日
，

各处理区以同

收稿日期
�����戒场��

�� �修回日期
�����刁�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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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速度生长
，

之后对照区的生长量生长速度明显低于稻萍蟹田和稻萍田处理区 �而稻萍蟹田和稻萍

田处理的生长量进人 �月 �� 日后
，

随着水稻生育进程的不断进展
，

生长量增长速度不断增快
，

稻萍蟹

田的生长量明显高于稻萍田区和对照区
，

稻萍田处理区的生长量高于对照区
，

对照区的生长量表现最

低
。

由此可见
，

稻田养殖河蟹
，

由于河蟹在稻田中不分昼夜的觅食
、

爬行
，

翻动了土壤
，

搅动了田水
，

增

加了水中不溶解氧和土壤含氧量
，

改善了土壤通气状况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进而改善了稻田生态环境
，

促进了水稻生长
。

稻萍蟹田处理区的水稻生长量生长高峰期出现在插秧后的第 �� �
，

即当地时间 �月 �� 日
，

生长

量最大速度生长期为插秧后 ��一 �� �
，

当地时间 �月 �一
�� 日

，

在这 �� �中的生长量占总生长量的

�����
。

稻萍田处理区的生长量生长高峰期出现在插秧后的�� �
，

即当地时间 �月 �� 日�生长量最大

速度生长期为插秧后 �一
�� �

，

最大速度生长天数为 �� �
，

该时段的生长量占总生长量的��
�

��
。

对照

区的生长量生长高峰期出现在插秧后的第 �� �
，

即当地时间 �月 �� 日 �生长量最大速度生长期为插

秧后 �� 一 ���
，

最大速度生长天数为 �� �
，

该时段的生长量占总生长量的 ������表 ��
。

表 � 稠萍盆田和稻萍田的水稻生长�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时间��� �� �� �� �� �� �� 叨 ��

稻萍组田 ��
�

�� �肠
�

�� ��� �� ���
�

�� ���
�

�� ���的 ���
�

�� ����
�

��

稻萍田 ��
�

�� �的
�

�� ���
�

�� ��� �� ���
�

�� ���
�

�� ���
�

�� ���
�

��

��田 ��
�

�� ��
�

�� ���
�

�� �的
�

�� ���
�

�� ���
�

�� ���
�

�� ���
�

���

��� 防除稻田杂草效果分析

经 ����年 �月 �� 日调查分析
，

稻萍蟹田在水稻整个生育期间不施化学除草剂的情况下再辅之

�一 �次人工除草
，

基本上可控制田间杂草
。

一是利用细绿萍覆盖水面
，

对水面以下的杂草能控制在

���左右
，

尤其是对眼子菜
，

对照区为 ���株���
，

而施萍区仅为 �� 株 ��
�，

防效达 ��
�

��� �对萤蔺防

效达 ���
，

鸭舌草防效达 ��
�

�� �而对稗草效果较差
，

仅为 ��
�

�� �二是利用河蟹具有食草的特点
，

特

别是对禾本科杂草
，

防除达到 ��� 以上
，

而且对露出水面的稗草防效更好
，

有些是直接食用
。

这种生

态模式
，

细绿萍田控制水面下的杂草达 ���
，

河蟹除草效果达 ���以上
，

两种措施累加
，

同时还具有

增效作用
，

其结果对稗草的防治效果达 ��
�

�� �野慈菇防效 ��
�

�� �鸭舌草防效 ��
�

�� �萤蔺达 ��� �

眼子菜达 ��
�

�� �其它杂草防效达 ��
�

���表 ��
。

衰 � 细绿萍
、

河公防除稠田杂草调查结果

������������������������������ ������

处理

对照

株数降�效果附 株数曲 效果���株数曲 效果��� 株数降� 效果��� 株数降�效果���株数降�效果��

，自�，‘凡����������������
一城八，内��

���������

曰了﹄挑�︸，矛����

���������������������
使用除草剂
人工除草

萍处理

萍蟹处理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经济效益分析

���
�

� 产成品效益分析

生态水稻 田产水稻 �心�】〕 �泌砰
，

平均每公斤按 �元计算
，

产值 �� �双〕元
，

普通水稻产量 ����

�泌耐 计算
，

每公斤 �
�

�� 元
，

产值 ��加 元
，

生态田比普通田增收 ���� 元 小耐
。

生态蟹产量 ��� ��
，

每公斤按市场价 �� 元计算
，

产值 �仪�〕元
。
以上两项增值为 ����� 元

。

�
�

�
�

� 投入有机肥与化肥农药效益分析

生态稻施用腐熟的猪粪为 �万 �的��，

计 以�〕元
。

普通水稻公顷施用二按 巧� ��
，

每公斤按 �
�

��

元计算
，

费用 ���
�

�元 �尿素用量 ��� �吵砂
，

每公斤 ���� 元
，

费用 ���
�

�� 元
，

硫酸钾用量 �� �泌时
，

每公斤 �元
，

费用 ���元
，

加之防病用的富士 �号等农药公顷成本 巧�元
。

普通栽培水稻化肥和农药

公顷成本 ���
�

�� 元
，

比生态稻田多 ���
�

�� 元
。

���
�

� 投入的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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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田扣蟹种�� �沙耐
，

每公斤�� 元
，

费用 ���� 元
，

细绿萍�� �沙耐
，

每公斤�� 元
，

费用 ����

元
，

蟹围墙及人工费 ���� 元 爪耐
，

人工除草公顷用工 �� 个
，

每个工按 �� 元
，

费用 ��� 元
，

以上 �项

费用 ����元 ��耐
。

生态稻米田增收 ����� 元 爪时
，

加上生态田比普通栽培稻节省化肥农药费用 ���
�

�� 元 爪耐
，

共

计 �� ���
�

�� 元 小耐
，

扣去生态稻田的投人成本 ���� 元 爪耐
，

实际生态田要比普通 田多增收 ����
�

��

元 ����
。

� 讨论与结论

稻萍蟹生态农业模式为现代农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栽培模式
，

但还只是个雏型
，

也可以说只是一

个框架
，

它的内容和各项技术还不尽成熟
，

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

比如说除草效果问题
，

虽然总体

防效达到 ���
，

但剩余的���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

本试验所提出的稻
、

萍
、

蟹生态模式
，

适宜有条件的地区采用如水利资源丰富
，

劳力充沛
，

具有一

定经济实力的农户应该积极示范推广
。

本项研究为生态农业初步探索出一个未来农业生态发展模式
，

既在农田不施化肥
、

不打农药
，

而

依靠农肥种稻
、

萍与水田养蟹的立体栽培生态技术
，

防除田间杂草
，

并利用萍体和蟹粪增加土壤有机

质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

农田无污染
，

环境得到保护
，

效益得到了提高
。

在该农业生态模式中
，

可以产出生态大米和生态河蟹
，

为农民致富提供一条新途径
，

尤其是水利

资源较好的吉林省东部山区更为适宜
。

本项研究初步探讨出利用细绿萍体秋后翻人土壤中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增加了土壤速效氮
，

速

效磷
、

速效钾的含量
，

并为种地
、

养地和生产有机食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

通过本项研究基本摸清了辽河蟹在吉林省的生长发育
，

扣蟹春天暂养
，

成蟹越冬等生活规律
，

为

今后的进一步深人研究奠定了基础
。

从生态效益看稻田养蟹及放萍是根据水稻
、

萍的生物学特征及河蟹的生活习性形成的一种立体

种养模式
。

通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的转换形成其生态的关系
，

从而增加了稻田的生态负载

力
。

生态稻田要比普通稻田多增收 ����
�

�� 元 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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