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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42/T 1649《农用地地表径流氮磷减排技术规程》的第3部分。DB42/T 1649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坡耕地； 

——第3部分：稻虾综合种养田。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长江大学、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湖北工程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荆州市农业农村发展中心、湖北省荆州农业气象试验站、潜江市公共检验检测中

心、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中化农业（临沂）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建强、范先鹏、王有宁、李谷、吴启侠、刘凯文、赵恒彦、刘冬碧、邹鲁权、

高红兵，李延锋。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联系电话：027-87665821，邮箱：

hbsnab@126.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长江大学，联系电话：0716-8066314，邮箱：

wqx114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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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氮、磷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对农产品产量和品质起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地表水体富营养

的主要因子。而农用地地表径流流失是农业面源氮、磷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控制农用地氮、磷流

失，减少氮、磷进入水体，是保障水环境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湖北是种植业大省，主要

农业用地有坡耕地、柑橘园、茶园、菜地（露地和设施）、稻田、平原旱地以及稻虾综合种养田等，是

我国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受降雨、施肥、灌溉等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生产过程不可避免地会

产生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因此，为了确保作物产量与品质，使经济与环境效益相统一，实现农业绿色

可持续发展，特制定农用地地表径流氮、磷减排技术规程。受地形、灌溉方式、作物营养特性、耕作方

式、农艺措施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农用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发生规律和特征差异明显，流失风险期

不尽相同，相应的氮、磷减排技术需要分部分进行阐述。DB42/T 1649《农用地地表径流氮磷减排技术规

程》为系列标准，拟由三个部分构成。 

—— 第 1部分：坡耕地。目的在于确立坡耕地地表径流氮磷减排的技术内容、具体操作方法。 

—— 第 2部分：柑橘园。目的在于确立柑橘园地表径流氮磷减排的技术内容、具体操作方法。 

—— 第 3部分：稻虾综合种养田。目的在于确立稻虾综合种养田氮磷减排的原则、方法和可操作

性技术。 

坡耕地、柑橘园是我省丘陵山区重要的农业用地，稻虾综合种养田是我省平原湖区集水稻种植与小

龙虾养殖于一体的高效农田，针对这三种农用地的地表径流发生特点和氮、磷流失规律，采取源头减量、

过程拦截、尾水利用与净化的减排技术措施，是防止农用地水土流失、地力下降和农业水土环境保护的

重要手段。 

针对稻虾（本文件中指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综合种养田在小龙虾养殖期、水稻生长期和种养

转换期存在的由集中排水引起的氮磷流失风险，充分考虑稻虾综合种养周年生产过程肥水培藻、投饲、

植物营养需求和田间灌排管理特点，在大量调研和试验研究与总结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

DB42/T 1649《农用地地表径流氮磷减排技术规程》第3部分，以规范稻虾综合种养田投入品的选用和水

量水质管理，避免氮、磷等营养物质随地表径流流失，减轻农业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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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地表径流氮磷减排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稻虾综合种养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北省稻虾综合种养的稻作期、小龙虾养殖期和稻虾种养转换期田间氮磷减排技术

内容和具体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及类似地区稻虾综合种养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5063  复混肥料 

GB/T 18877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T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程 

HG 3277  农业用硫酸锌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 525  有机肥料 

NY/T 797  硅肥 

NY 884  生物有机肥 

NY/T 2596  沼肥 

NY/T 3442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NY 507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 

NY/T 5117  无公害食品 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SC/T 1135.1  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SC/T 1135.4  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4部分：稻虾（克氏原螯虾）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DB42/T 1137  湖北省中稻平衡施肥技术规程 

DB42/T 1574  虾稻共作模式下稻田养分管理及水稻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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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虾综合种养  integrated farming of rice and crayfish 

通过对稻田进行必要农业工程改造，能够充分利用水土资源进行水稻种植和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

虾，procambarus clarkii）养殖的生产方式，称之稻虾综合种养。根据稻田水稻种植和小龙虾养殖在

季节间和年际间时序不同，稻虾模式可分为稻虾轮作、稻虾共作（共生）和稻虾连作等具体模式。 

 

稻虾轮作  rotation of rice and crayfish 

在同一稻田中有顺序地在季节间或年际间轮换种植水稻和养殖小龙虾的生产方式。稻虾轮作可分

为小轮作和大轮作，稻虾小轮作是指在水稻收获后接着养殖小龙虾的生产方式；稻虾大轮作是指当年水

稻收获后至翌年全田养殖小龙虾，第三年春夏之交小龙虾收获后适时种植水稻，如此循环种养。 

 

稻虾共作（共生）  co-culture（symbiosis）of rice and crayfish 

稻作期小龙虾与水稻在稻田中共同生长的生产方式。其中，稻作期在围沟养虾、田间种稻，即虾不

进田的生产方式，称之为准稻虾共作。 

 

稻虾连作  continuous cropping of rice and crayfish 

在同一稻田中稻作期和非稻作期连续养殖小龙虾的生产方式，或者在两个相连的稻作期连续稻虾

共生的生产方式。前者是稻虾轮作下稻作期进行稻虾共生的生产方式，一年可收获一季稻两期虾，俗称

“一稻两（多）虾”；后者结合再生稻和双季稻生产，分别在再生稻头季和再生季、早稻季和晚稻季在

稻田连续养殖小龙虾，一年可收两季稻、两期虾或多期虾，俗称“两稻两（多）虾”。 

4 总则 

综合防控：根据“渔农兼顾、种养结合、环境友好”的原则，按照源头减量、原位控污、循环利

用、生态拦截、末端治理的总思路，实现稻虾综合种养氮磷减排。 

因地制宜：应根据稻虾综合种养的特点，做好小龙虾养殖期、水稻种植期（包括稻虾共生期）和

种养转换期的氮磷减排，包括投入品选用、养殖水质生态调控和田间水肥管理。 

循环利用：结合田间进、排水工程布置，配置适当的水生态工程，以水为载体，按照外封闭、内

循环的操作准则进行系统内物质的循环利用，以改善养殖水质、节约灌溉用水和减少向外排水。 

源头控制：应根据水稻和小龙虾的目标产量，控制投入品的用量，避免过量使用加剧周边水体环

境负荷、污染水资源。 

生态净化：对于稻虾综合种养集中连片区，应在适当位置布置水处理生态工程措施对尾水进行收

集和集中处理，减少排水对水环境的影响。 

5 稻作期氮磷减排技术 

养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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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所选肥料的质量应对小龙虾安全，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复混肥料应符合 GB/T 15063的要求； 

b)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应符合 GB/T 18877的要求； 

c) 中微量元素肥料硅肥、锌肥的施用应分别符合 HG 3277、NY/T 797的要求。 

5.1.2 肥料施用应符合 NY/T 496的要求，施肥方法参照 NY/T 5117的规定，按稻虾综合种养年限合理

确定水稻基肥和追肥的养分投入量。无测土施肥结果时，养分投入量参考以下数值： 

a) 改造后第一年进行稻虾综合种养的稻田，每 667 m
2
均匀撒施 200 kg～300 kg 经过充分发酵的

有机肥，并翻耕耙匀；或者选用一定量的复合微生物菌肥与复合肥作为基肥； 

b) 养殖小龙虾一年以上的稻田，可少施或不施有机肥。稻虾模式水稻专用肥作为基肥施用时，对

于养殖小龙虾 3年以内的稻田每 667 m
2
纯氮用量为 6 kg～8 kg，3年以上的为 4.5 kg～6 kg。

氮磷钾施用比例（N：P2O5：K2O）以 1:0.3～0.5:0.4～0.6为宜，并配合施用硅肥和锌肥； 

c) 考虑秸秆还田和养殖期残饵以及小龙虾排泄物培肥地力的作用，在DB42/T 1137给出的氮、磷、

钾肥料用量基础上，根据稻虾综合种养年限和肥源不同调减 20%～40%，或者参考 DB42/T 1574

给出的氮磷钾施用量。 

5.1.3 区分水稻栽种方式施入基肥和适时追肥。 

a) 发酵的有机肥作为基肥在水稻插秧前 10 d～15 d 施入田间，复合肥结合整地施入。 

b) 水稻插秧后 5 d（或 35 d）、或抛秧后 7 d（或 25 d）、或直播稻除草后 7 d（或 30 d），适时

追施分蘖肥（或穗肥），或根据土壤肥力和水稻生长状况不追肥。 

5.1.4 稻虾轮作稻田，稻作期田间不养殖小龙虾，施肥以水稻高产稳产为目标。 

a) 施肥时，氮肥按基肥 60%～70%、分蘖肥 30%～40%的比例施用，磷、钾肥全部作基肥施用。 

b) 施肥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开施肥后 7 d 内出现日降水中到大雨及以上的强降水引起养分流失。 

5.1.5 稻虾连作和仅稻虾共作的稻田，参考以下方法施肥： 

a) 水稻播栽前一次性施足基肥，适时施入返青分蘖肥，有条件下采用无人机喷施叶面肥； 

b) 有机质含量偏低、地力不足的稻田，基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或采用有机肥与复合肥配合施

用或选用稻虾模式专用稻肥； 

c) 施基肥前，逐渐排除田面水，将小龙虾驱赶到养殖沟中，同时培实田埂，封堵好田间进水口，

切断小龙虾进田通道，再整田施入基肥； 

d) 追肥宜在小龙虾进田觅食前 10 d～15 d完成，在插秧后 5 d田面无水层时追施分蘖肥。小龙虾

进田后不宜追肥。 

稻虾轮作模式稻作期水分管理 

5.2.1 稻虾轮作，稻作期田间水管理与一季中稻或水旱轮作稻田相同。灌溉用水应符合 GB 5084 的规

定，田间排水以不影响水稻生长和周边水环境为准则。 

5.2.2 根据水稻不同播栽方式科学进行灌排管理，避免向种养单元外排水。 

a) 直播稻稻田，在播前 2 d～3 d施底肥、旋耕，田面无积水时播种。 

b) 人工插秧稻田，在移栽前 1 d～2 d施底肥、旋耕，于田面水层 2 cm～3 cm时插秧。 

c) 人工抛秧的稻田，在抛秧前 1 d～2 d施底肥、旋耕，于田面水层 1 cm～2 cm时抛秧。 

d) 机械插秧的稻田，当田面水层降到 1 cm～2 cm时，耕整、施底肥、耙田，再机械插秧。 

e) 在水稻播栽和施肥后 7 d～10 d内，应降低养殖沟水位，使其可调蓄一场 30 mm～50 mm降水，

减少降水过程田间涝水直接外排。 

5.2.3 根据水稻不同生育期需水特性，科学进行水管理，减少田间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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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有效分蘖期灌水深 3 cm，自然落干后再次灌水，实行干湿交替灌溉；在有效分蘖终止前 3 

d～5 d 停止灌水，使田间水自然落干进入晒田；晒田结束至水稻抽穗，田间水分管理同分蘖

期。 

b) 扬花灌浆期灌 5 cm浅水，然后让其自然落干（保持湿润），反复进行，直至黄熟。 

c) 黄熟初期停止灌水，让其自然落干，减少田间外排水量。 

5.2.4 遇强降水过程，稻田蓄水可至水稻耐淹水深，减少外排水量。同时，适当增加田间积水的滞留

时间，降低排水中氮、磷浓度，减少氮、磷随排水流失。水稻不同生育期田面水的适宜蓄存深度和滞留

时间不同，具体为： 

a) 移栽～返青期适宜蓄水深度为 2 cm～5 cm，适宜滞留时间为 1 d～2 d； 

b) 返青～拔节期适宜蓄水深度为 6 cm～10 cm，适宜滞留时间为 2 d～3 d； 

c) 拔节～孕穗期适宜蓄水深度为 15 cm～25 cm，适宜滞留时间为 4 d～6 d； 

d) 抽穗～扬花灌浆期适宜蓄水深度为 20 cm～30 cm，适宜滞留时间为 4 d～6 d； 

e) 黄熟期适宜蓄水深度为 30 cm～35 cm，适宜滞留时间为 4 d～6 d。 

稻虾连作、共作模式稻作期水分管理 

5.3.1 在水稻有效分蘖末期（达到预期穗数 80%）排水晒田。为减少晒田排水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宜

种植适宜稻虾共生、熟性差异约 5 d～10 d 的水稻品种，通过错期晒田、排为灌用的方法利用好先期晒

田的排水；反之稍后晒田的排水也可作为先期晒田或未实行稻虾模式的稻田灌溉用水。 

5.3.2 晒沟排水，排为灌用，避免外排。在 8 月中旬抽取养殖沟中的水灌溉养殖田内的水稻或周边非

养殖稻田的水稻，排干养殖沟水进行晒沟，直到沟底土面开裂、颜色发白为止。 

5.3.3 水稻收获前 10 d～15 d逐渐降低围沟水位，直至排干田面水。采取机收时，围沟水位应降至田

面下 40 cm～60 cm。避免集中排水，尽可能排为灌用。 

6 小龙虾养殖期氮磷减排技术 

投入品的选用 

6.1.1 消毒与敌害清除用品应不影响小龙虾健康养殖，符合 SC/T 1135.1 和 SC/T 1135.4 关于规范水

产养殖、保证产品质量的要求。 

6.1.2 秋冬季宜采用有机类肥料肥水培藻，所用肥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有机肥应符合 NY 525 的要求； 

b) 生物有机肥应符合 NY 884的要求； 

c) 自制农家肥需腐熟后方能使用，应符合 NY/T 3442和 GB/T 25246的要求； 

d) 沼肥应符合 NY/T 2596 的要求。 

6.1.3 施肥应在 10月至 12月完成，区分田间和养殖沟并视水体和天气情况合理施入。 

a) 进行田间施肥时，落干田面或在浅薄水层下撒施 500 kg/667m
2
经过充分发酵的畜禽粪肥或按照

产品说明书撒施高效磷肥或复合渔（虾）肥，撒肥后旋地，使肥料埋入土中 10 cm以下。 

b) 在放虾前 7 d～10 d，将经过充分发酵的有机肥装袋（25 kg/袋），沿田间养殖沟每隔一定距离

挂袋，使肥袋浸入水中，按每 667 m
2
养殖沟 100 kg～150 kg用量施肥。 

c) 在缺乏畜禽粪肥来源时，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定期均匀撒施专用渔（虾）肥，或者按产品说明

书撒施有机肥或生物有机肥进行肥水培藻，可参照相关产品使用说明书进行合理使用。 

6.1.4 在小龙虾生长阶段，应使用符合 GB 13078和 NY 5072 规定的小龙虾商品配合饲料，也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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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黄豆、小麦等植物性饲料。小龙虾目标产量大于 50 kg/667m
2
时，在成虾起捕前的养殖阶段按在

田虾重量的 2%～5%、在成虾捕捞过程按日捕捞重量的 40%～60%投喂配合饲料。具体投饵量要根据天气、

水温、水质、饲料种类以及小龙虾摄食情况而定，如遇天气突变、阴雨天、持续高温天气等，可不投喂。 

田间水位水质管理 

6.2.1 确保水源充足，水质应符合 GB 11607的要求。 

6.2.2 生产过程因地制宜进行排水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捕捞和水质状况适时排水，排水水质应符合 SC/T 9101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b) 当蓝藻绿藻大量繁殖、水体呈绿色、水温达 35 ℃或水体缺氧时，应及时换水，每次换水量为

总水量的 20%，换水过程排水可用于其他农田灌溉，外排时水质应符合 SC/T 9101的规定； 

c) 水质不达标时，通过生态沟渠、生态塘等生态工程措施实施氮磷拦截和水体自净，实现氮磷资

源化利用，尽可能减少外排水量。 

6.2.3 水稻收获留茬 30 cm～40 cm，晒田 20 d～30 d，待稻蔸枯黄开始灌水，逐渐增加田间水深至 10 

cm～20 cm。应避免一次性加水过多使秸秆腐解过快而引起养殖水质恶化，产生不必要的换水排水。 

6.2.4 在小龙虾饲养过程要适时追肥，促进浮游生物和水草持续生长，每 10 d～15 d 追施专用虾肥一

次，用量视田间水体的肥瘦程度决定，使水体的透明度在高水位时保持在 30 cm～40 cm、浅水位时控制

在 20 cm。应避免施肥不当引起水质恶化而进行换水和排水。 

养殖水质生态调控 

6.3.1 在田间和养殖沟宜适当栽种水草，并视水质监测结果运用微生物生态制剂、生态沟等措施进行

水质调控，以改善养殖水质、节约用水、减少小龙虾养殖过程换水量和氮磷等排放。 

6.3.2 应在 10 月至翌年 2 月底完成在稻田和养殖沟栽种水草，宜按占田、沟面积的 30%～40%合理控

制水草栽种密度。  

a) 栽种水草前宜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养殖 1年以上的稻田，水稻收获后晒虾沟，接着用生石灰化

水立即泼洒，消除野杂敌害生物，将虾沟消毒清整；当年改造的稻田，清理沟内泥土，用生石

灰化水立即泼洒或用适当药剂灭杀有害生物及病原体。 

b) 栽种水草主要在虾种放养前进行，也可随时补栽。 

c) 草种搭配以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为主，以浮叶和漂浮植物为辅。在虾沟栽植轮叶黑藻、马来眼

子菜等水生植物，栽植面积控制在 10%以内；水边可大量栽种双穗雀稗；在水面上移植供小龙

虾采食的芜萍、麦冬草等漂浮水生植物，面积 30%～50%。 

d) 秋冬季节在田面种植伊乐藻，以株距 5 m～6 m、行距 8 m～12 m为宜，3月至 4月视其生长状

况可补种或移除。 

6.3.3 使用微生物制剂进行水质调控，预防小龙虾病害，减少换水排水。 

a) 从 4月中旬开始至 5月，每 10 d用 EM菌泼洒养殖水体，使水质保持活、嫩、爽。 

b) 在梅雨前，培养有益菌、改善虾沟底部环境，对底水进行曝气增氧，配合使用 EM菌；梅雨期

用微生物制剂分解水中的残饵和小龙虾排泄物，减轻氨氮、亚硝酸盐、硫化氢等物质的毒害，

避免大量换水，减少外排水量。 

6.3.4 利用围埂修筑生态沟渠，或对进水渠和排水沟进行适当生态改造，构建不向外排水、可进行水

体内循环自净的水生态工程，通过水泵将养殖水体抽入生态沟处理，使死水变活水，去除氨氮、亚硝酸

盐，增加溶氧，然后将经过处理的水体再次输入田间，实现养殖水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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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稻虾种养转换期氮磷减排技术 

养殖后期排水管理 

7.1.1 在水稻播栽前 5 d～8 d，结合小龙虾捕捞逐渐降低田面水位至满足水稻种植，避免集中排水。 

7.1.2 将养虾稻田待排的养殖水作为周边稻、莲等水生经济植物的灌溉水源，即排为灌用；对于集中

连片进行稻虾综合种养的稻田，相邻种养单元之间可适当错期进行整田播栽。 

水稻黄熟期至秋季养殖前排水管理 

7.2.1 对于稻虾轮作、共作、连作等模式，在水稻黄熟期逐渐降低田间水位，避免集中向外排水加重

周边水体环境负荷。 

7.2.2 对于水稻收获后田间养殖沟内的积水，宜就地就近利用，或利用附近池塘进行滞留净化，避免

直接排向周边水沟。 

水稻收获后至秋季养殖前施肥管理 

7.3.1 选用适宜小龙虾养殖期肥水、培藻、养草的有机肥或有机无机复混肥。 

7.3.2 对于稻虾轮作、共作、连作等模式，在水稻收获后应按 SC/T 1135.4 的要求用生石灰对养殖沟

和稻田进行消毒处理，15 d后向田间均匀撒施适量有机肥或有机无机复混肥，并用旋耕机旋耕。 

尾水消纳与循环利用 

7.4.1 对于稻虾综合种养集中连片区，应统筹水资源配置，做好尾水达标排放和循环利用。 

7.4.2 结合灌区土地利用和水资源水环境状况，宜分出一定土地面积进行稻、莲、菱、茭、水芹菜等

水生经济植物种植，实现尾水消纳与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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