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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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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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金农农业发展（泰州）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金农农业发展（泰州）有限公司、泰州市姜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泰州市

姜堰区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站、泰州市姜堰区畜牧兽医站、泰州市姜堰区淤溪镇农业农村局，泰州

市姜堰区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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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鸭共作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稻鸭共作生产技术规程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品种选用、稻田及配套设施准

备、水稻绿色生产技术、稻田鸭生态养殖技术、收获。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泰州市，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单季稻稻鸭共作区的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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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NY/T391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394 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 5032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5038 无公害食品 家禽养殖生产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稻鸭共作 rice-duck farming

指将12日龄~15日龄的雏鸭放入已插秧（直播）且适于放养的稻田内，实行稻鸭共育、共生

共长、全天候种养结合，并按照绿色食品生产要求进行管理的农业生产方式。

4 产地环境

产地环境符合NY/T 391的规定。

5 品种选用

5.1 水稻品种

选用符合GB 4404.1要求，且品质优良、株型紧凑、茎粗叶挺、抗逆性好（抗病、抗倒

等）、生育期适宜和丰产性较好的大穗型品种。如南粳9108、苏香粳3号、南粳5055等。

5.2 鸭的品种

选用体型适中、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田间活动时间长、活动量大、食谱行广、杂食性

好、成活率高等役用功能较强的役用鸭。如高邮麻鸭、镇江役用鸭等。

6 稻田及配套设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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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稻田选择

选用底土为粘土，同时水、电、道路、通讯条件要比较好，排灌自成体系，且不受附近农

田用水、施肥、施药影响，单个田块6670 m
2
左右的地块。

6.2 田埂加固

前茬作物收获后，要立即对稻鸭共作区周围的田埂进行增高加阔，夯实加固，做到不渗

水、不漏水。一般要求田埂加阔至0.8 m～1 m，增高至0.3 m以上。

6.3 打桩围网

在稻鸭共作区周围的田埂边，用毛竹梢或杂木棍每隔3 m打一桩，并用高1 m，网眼1.5

cm
2
～2 cm

2
的尼龙网进行隔离防护。一般6670 m

2
左右为一天然隔离方。

6.4 搭建鸭棚

在每一隔离方的田埂边搭建一个10 m
2
～12 m

2
的简易鸭棚，作为役用鸭喂食、休息和躲避暴

风雨等恶劣天气的场所。

6.5 围初放区

在每个简易鸭棚旁的稻田内用尼龙网围一个8 m2～10 m2，网高70 cm的初放区，网与鸭棚连

接，以便雏鸭适应环境。初放养时间一般2 d～3 d。

7 水稻绿色生产技术

7.1 水稻育苗

7.1.1 秧大田比

旱育秧为 1：20； 机插秧为1：80。

7.1.2 苗床培肥

7.1.2.1 旱育秧

苗床培肥：冬前每667 m
2
施用碎秸秆150 kg～200 kg、家畜粪1500 kg～2000 kg，分3次翻

耕入0 cm～20 cm土层。春季每667 m
2
施用腐熟有机肥1500 kg～2000 kg翻耕入土拌和均匀。

播前30 d每667 m
2
施用75 kg，45%复混肥撒施于床面，并充分耖耙，使肥料均匀拌和于0 cm～

10 cm土层中，播前7 d做畦，播前1 d，每667 m
2
大田秧池用水稻专用壮秧剂2 kg均匀撒在苗

床，用耙耧平。肥料应符合NY/T394 的要求。

7.1.2.2 机插秧

营养土准备：选用无草害、虫害的沙壤土，先粉碎后用直径5 mm筛子过筛，每667m
2
大田备

足细土100 kg。在播种前30 d，按75 kg细土加水稻专用壮秧剂0.5 kg的要求，充分翻耖2～3

次后集中堆闷进行培肥。

7.1.3 苗床规格

7.1.3.1 旱育秧

苗床畦宽1.4 m，沟宽0.2 m，深0.3 m。

7.1.3.2 机插秧

畦面宽1.4 m，沟宽0.25 m，深0.15 m。

7.1.4 种子处理

种子经日晒、筛选后，每4kg～5kg种子用防治水稻恶苗病和干尖线虫病的药剂及生长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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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如施16%咪鲜·杀螟可湿粉剂(恶线清)10g+35%吡虫啉悬浮剂（施悦）4g兑水8kg搅拌均

匀，浸足48h～60h，捞出催芽露白待播。

7.1.5 播期

旱育秧：5月10日～15日；机插秧：5月20～6月初。

7.1.6 播量

每667 m2秧田播量：旱育秧60 kg，机插秧280 kg。

7.1.7 播种流程

7.1.7.1 旱育秧

精做秧板→浇足底水→均匀播种→覆0.5 cm营养土→喷施除草剂→盖上地膜→膜上铺草。

7.1.7.2 机插秧

铺盘（每667 m
2
大田28张）→撒2.0 cm厚营养土→洒足底水→均匀播种→覆无营养土0.5 cm

→盖上地膜→膜上铺草。

7.1.8 秧田管理

7.1.8.1 旱育秧

在播种后5 d～7 d，秧苗达1.5叶期，趁阴天或傍晚及时揭膜并淋透水；3叶后旱管为主，

如中午发生卷叶，早晚不展开，及时补水。在移栽前1 d，结合施送嫁肥浇透水。

7.1.8.2 机插秧

齐苗后及时揭膜，浇透一次水，揭膜前盘土发白补水，2叶前以湿保养根，3叶后半旱式管

理，秧苗早晨卷叶补水，以跑马水为主，移栽前3 d～4 d 控水炼苗；使用壮秧剂的秧苗一般

不需补肥。

7.1.8.3 病虫草害

秧田病虫草害视草相、病虫种类及发生程度，在当地植保部门指导下选择适当药剂和方

法。药剂使用应符合NY/T393的要求。

7.2 栽培方式选择

人工移栽与钵苗摆栽，其次是毯苗机插。移栽适时时期旱育秧在30 d左右，机插秧15 d～

18 d。

7.3 移栽规格

株行距配置为人工移栽15 cm×16.7 cm～30cm×18.3cm；机插秧30cm×14.6 cm，每667 m
2

栽插1.5～1.7万穴左右，基本苗6万～7万株。

7.4 水浆管理

7.4.1 浅水层

共作期间田面建立浅水层，灌水深度以鸭脚刚好接触泥土为宜，一般保持在8 cm～15 cm，

并根据役用鸭的生育进程由浅到深。

7.4.2 开沟

田间开2～3条丰产沟，沟宽30 cm，便于鸭子窜跑。

7.4.3 搁田

7月下旬有效分蘖临界叶龄期到拔节期，将鸭子赶出搁田。搁田后保持8 cm～15 cm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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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月上旬排水控田，准备水稻收割。

7.5 肥料施用

7.5.1 肥料种类

主要通过秸秆还田、施腐熟有机肥、冬种绿肥、绿（红）萍放养等补充。肥料应符合

NY/T394 的要求。

7.5.2 施肥用量

大田生产，每667m
2
施饼肥100 kg～200 kg；施肥纯氮16kg，N:P2O5:K2O为1.0:0.5:0.8。

7.5.3 施肥时间

7.5.3.1 整地前

每667 m2施入适量的腐熟有机物1000 kg～1500 kg或45%复合肥25 kg，有机肥需要上水沤田

3d～5d，上水后旋耕整平。

7.5.3.2 移栽后

移栽后5d～7d施分蘖肥，每667 m
2
用尿素10 kg～15 kg，分2次施用，以后视水稻生长情

况，适量施肥。

7.5.3.3 穗肥

穗期结合病虫防治，喷施叶面肥，每667 m
2
施45%复合肥15 kg，尿素5 kg。

7.5.3.4 注意事项

共作期间施肥时，须将鸭赶到附近的沟渠中暂养2 d～3 d。

7.6 病虫草防治

7.6.1 防治原则

提倡容忍共存，以生态防控为主，物理与生物防治为辅。鸭子在田时，主要通过农艺、物

理措施进行防控。鸭子离田后，视水稻病虫发生状况用生物农药进行防治。

7.6.2 防治重点

病虫草害的防治重点是水稻纹枯病、稻瘟病、稻曲病与稻纵卷叶螟。

7.6.3 防治方法

7.6.3.1 生物防治

种植诱虫植物（香根草、芝麻、向日葵、茭白等）、放养害虫天敌（瓢虫、蜘蛛、赤眼

蜂）稻飞虱、螟虫与稻纵卷叶螟等。

7.6.3.2 物理防治

安装频振式杀虫灯、铺设黄板、糖醋液、释放性信息素（性诱剂）等来防治稻飞虱、螟虫

与稻纵卷叶螟等。

7.6.3.3 药剂防治

根据发生状况，使用生物农药或低毒高效安全农药，特别是抽穗后水稻要及时用药防治，

农药使用应符合NY/T393的要求。

7.6.3.4 注意事项

共作期间稻田喷洒农药，须将鸭子赶到附近的沟渠中暂时喂养，3 d～4 d后鸭子才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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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8 稻田鸭生态养殖技术

8.1 苗鸭培育

8.1.1 苗鸭准备

种蛋入孵时间为水稻栽插时间向前推28 d。苗鸭必须经产地动物防疫检疫机构的检疫并应

符合NY/T 5038中第5章引种的要求。

8.1.2 苗鸭选择

应选按时出壳，眼突有神，喙爪光泽，绒毛蓬松，卵黄吸收良好，活泼喜动的雏鸭，出壳

体重要求在35g以上。

8.1.3 开饮与开食

雏鸭饲喂原则是先开饮、后开食。开饮时水温控制好，开食时让每只鸭子都吃饱。

8.1.4 锻炼鸭子胆量

利用喂料、喂水、换草等机会多接触鸭子，提高胆量，防止惊群。

8.2 光照要求

舍内应通宵弱光照，明光照强度10～15勒克斯，并备有应急灯。

8.3 免疫程序

1日龄注射雏鸭病毒性肝炎疫苗，20日龄第一次注射鸭瘟疫苗。

8.4 驯水

8.4.1 时间

苗鸭0日龄直接下田。驯水宜在晴天进行，天气阴冷可适当推迟，初放时间宜短。水池深15

cm～20 cm，赶鸭下水要慢，在水池的一面做成30°左右斜面。

8.4.2 方法

一天两次，第一次驯水在上午10点左右，驯水半个小时左右，将鸭子全部赶上岸，在太阳

光下让其梳理羽毛休息。第二次训水时间在下午3点左右，时间宜适当延长，直至达到鸭子能

在水中活动自如、出水毛干的目的。对一些体质较差，羽毛长时间不干的雏鸭要烘干羽毛，减

少死亡率。

8.4.3 标准

只让绒毛稍有潮湿但不能潮湿超过50%，过于潮湿的雏鸭应挑出在温室烘干，不然会虚脱致

死。驯水时间一般5 d～7 d。

8.5 饲喂原则

限量饲喂，保证鸭子的体膘不能太瘦弱或过肥，以保持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于田间工作，

一般饲喂 7～8 分饱。但仍需根据稻田内天然食物的情况、鸭子的膘份情况，进行合理饲喂，

饲料应符合NY 5032的要求。

8.6 饲喂方式

一般采用人工驯化模式，通过敲击和吹哨，让鸭产生条件反射，定时、定点、定量喂食。

8.7 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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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饲养方式

鸭在育雏时以人工饲喂为主，放入稻田后即应逐步转向自由采食为主，适当饲喂为辅。

8.7.2 雏鸭阶段

稻田放养后15 d内，适当补料，每天早、中、晚定时投喂3次。

8.7.3 中鸭阶段

当役用鸭长到0.5 kg左右，饲料投喂次数为早、晚两次，投喂量为早上少，晚上足。或仅

晚上一次。饲料品种可以小麦、秕稻为主，搭配适量中鸭混合料。

8.7.4 育肥阶段

在水稻抽穗前15 d～20 d，对役用鸭进行田间育肥催壮，投喂次数为每天2～3次，以成鸭

颗粒饲料为主，搭配部分小麦、碎米等，投喂量要足。

8.7.5 放萍

放鸭后为满足鸭子取食，每亩可放养绿萍100 kg～200 kg，放萍后每隔15 d可每667 m
2
追施

畜禽粪水300 kg～500 kg（忌施人粪尿）、过磷酸钙1.5kg～2.0kg，以保证绿萍的生长量略大

于鸭子的消耗量。

8.7.6 离田

水稻抽穗扬花时，将鸭子及时从稻田收上来出售或继续育肥，以免对稻穗造成危害。

8.8 役用鸭三防

8.8.1 防疫病

主要根据疫病的流行情况进行防疫。一般入田前，在兽医部门指导下完成禽流感初免、大

肠杆菌等雏鸭常见疫病的免疫工作。其次在鸭子入田后，还需定期消毒鸭舍与注射1～2次禽流

感疫苗。

8.8.2 防中毒

严防周围农药污水流入或渗入,及时清除田内死鸭、死鱼等腐尸杂物，防止产生肉毒梭菌中

毒。一旦发现中毒批量死鸭现象，要及时将中毒区域内的鸭子赶到安全的环境中进行隔离观

察。

8.8.3 防中暑

在高温季节，始终保持田间水层在10 cm～15 cm，以防中暑，同时加强巡田。

9 收获

9.1 稻谷收获

当水稻籽粒黄熟时应及时收割，晾晒去湿，脱粒除杂。遇到阴雨年份，采用低温干燥机缓

慢风干，稻谷含水量≤14%进仓贮藏。

9.2 鸭子收获

水稻抽穗后7 d～10 d，及时将鸭从稻田中收回加工出售或继续择地育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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