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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农业生产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

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水稻品种与雏鸭品种选择：选择茎粗根长、抗

倒伏能力强、米质好、产量高的水稻品种，选择生

长周期短、肉质好的鸭子品种；搭建鸭舍：将稻田

分为稻作区和鸭舍区；直播稻种植；直播稻种植

后13～15天投放第一批雏鸭；直播稻种植后70～

75天发育至抽穗期前，收获第一批投放的鸭，并

投放第二批雏鸭；直播稻种植后130～135天发育

至灌浆期时，收获第二批投放的鸭，投放第三批

雏鸭；早稻收获后，再生稻生长45天至灌浆期时，

收获第三批投放的鸭。本发明不仅能满足南方再

生稻区稻鸭共生需要，而且还显著地延长了稻鸭

共生期，能尽可能地实现生态经济效益最大化。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111011307 B

2021.11.16

CN
 1
11
01
13
07
 B



1.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水稻品种与雏鸭品种选择：选择茎粗根长、抗倒伏能力强、米质好、产量高的水稻品

种，选择生长周期短、肉质好的鸭子品种；

S2、搭建鸭舍：将稻田分为稻作区和供鸭饲喂、保暖、乘凉、夜宿的鸭舍区；鸭舍区内设

置有升降式鸭舍和简易鸭棚，升降式鸭舍包括固定在鸭舍区内的底座，底座上固接有竖向

的三角支架，三角支架的顶端转动连接有圆形的旋转架，旋转架的外缘固定有驱动把手，旋

转架的外缘周向均布固定有六个铰接座，铰接座内均通过球铰连接有鸭笼；球铰的中部设

置有横向的通孔，通孔内穿设有平衡板，鸭笼的底部设置为网板，鸭笼的下部左、右两端均

固定有两个正对设置的连接板，同一端的两个连接板之间均转动连接有辊轮，两个辊轮之

间平行绕卷有传送带，辊轮上偏心位置固定连接有旋转把手；旋转架的左侧固定设置有粪

便收集箱，粪便收集箱的顶部螺纹连接有若干可向粪便收集箱内部喷水的高压喷头，高压

喷头均连通在高压水箱上，高压喷头与高压水箱的连通处转动连接有阀门；粪便收集箱的

右侧壁上部开设有可与传送带的出料端正对的收集口，收集口的下部焊接有从左到右向外

倾斜设置的导料板，收集口的上部焊接有从右向左向内倾斜的导流板，粪便收集箱的底部

设置有导流口；晚间，鸭子会分批次夜宿在鸭笼内；白天，需要将鸭子投放到稻作区内，手动

转动驱动把手，使得旋转架顺时针转动，旋转架在转动过程中会带动鸭笼以旋转架的圆心

为中心顺时针移动，当鸭笼移动到旋转架的最底端时，打开开门放出鸭子；而后继续转动旋

转架，使得下一个鸭笼继续移动到旋转架的最底端，并放出下一个鸭笼内的鸭子；

S3、直播稻种植；

S4、直播稻种植后13～15天投放第一批雏鸭；

S5、直播稻种植后70～75天发育至抽穗期前，收获第一批投放的鸭，并投放第二批雏

鸭；

S6、直播稻种植后130～135天发育至灌浆期时，收获第二批投放的鸭，投放第三批雏

鸭；

S7、早稻收获后，再生稻生长45天至灌浆期时，收获第三批投放的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稻作区

的外围周向设有用于防止雏鸭逃逸的隔离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结

构包括若干固定在稻作区田埂上的固定桩，固定桩之间设有隔离网，隔离网的上、下两端均

穿设有拉绳。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鸭舍区

设置在靠近田埂且地势高的稻田区域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雏鸭投

放时为7‑10日龄，投放密度为225‑300只/公顷。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式

鸭舍与稻作区之间设置有导流沟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稻作区

与鸭舍区之间安装有诱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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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稻田生态养鸭技术由于其增产增效、减排稻田甲烷的功能，得到大力的推广和应

用。传统的稻田生态养鸭一般控制在单季水稻、225‑450只每批每公顷、投放1‑2批鸭，这些

养殖密度能够基本实现杂草和病虫害的控制，但不能完全满足目前稻鸭共生的需要，尤其

在光热资源较为充足的南方稻作区，会有收获一季再生稻的习惯，此时稻鸭共生常会出现

很多空档期，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优势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0003] 通常，直播稻鸭共生期为直播后15～20天至齐穗后0～7天。但是，由于南方收获额

外一批再生稻的特殊性，在再生稻齐穗后0～7天至成熟期通常共生的鸭体型已经接近成

鸭，使得鸭会啄食再生稻的稻穗影响水稻产量，此期间稻鸭不宜共生现有技术中很难克服

齐穗后0～7天至成熟期稻鸭不宜共生的缺点，使得稻鸭共生养殖技术存在区域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直播再生

稻与鸭共生养殖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题。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06] S1、水稻品种与雏鸭品种选择：选择茎粗根长、抗倒伏能力强、米质好、产量高的水

稻品种，选择生长周期短、肉质好的鸭子品种；

[0007] S2、搭建鸭舍：将稻田分为稻作区和供鸭饲喂、保暖、乘凉、夜宿的鸭舍区；

[0008] S3、直播稻种植；

[0009] S4、直播稻种植后13～15天投放第一批雏鸭；

[0010] S5、直播稻种植后70～75天发育至抽穗期前，收获第一批投放的鸭，并投放第二批

雏鸭；

[0011] S6、直播稻种植后130～135天发育至灌浆期时，收获第二批投放的鸭，投放第三批

雏鸭；

[0012] S7、早稻收获后，再生稻生长45天至灌浆期时，收获第三批投放的鸭。

[0013] 本技术方案的原理及有益效果在于：本技术方案中，由于直播稻的种植与早稻的

收获属于现有的成熟技术，在此不再赘述。稻作区用于种植水稻，鸭舍区用于对共生养殖的

鸭提供饲喂、保暖、夜宿和乘凉的场所，通过稻鸭共生养殖既能够利用鸭食草的特点达到生

物除草的效果，同时又能够利用鸭喜食昆虫及水生小动物的特点达到生物杀虫的作用。同

时稻作区还能够为鸭的放养提供场所，能够减少鸭饲料的添加，改善鸭肉的肉质，此外，鸭

子在稻田中不断的活动，使得稻田中的水始终是浑浊的，能够提高稻田的水温和地温，同时

又能够起到松土、透气的效果，为水稻根部提供充足的氧气，达到促进水稻根系生长发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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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同于现有技术的稻鸭共生养殖方法，本技术方案创造性的结合直播再生稻的生长

周期将雏鸭分批投入稻田。在直播再生稻生产过程中设置投放三批鸭，不仅可以实现稻鸭

共生无缝衔接，而且在前期早稻与后期再生稻齐穗后的共生时期，即可收获前一批成鸭，再

投放后一批的雏鸭，投放的雏鸭体型小，不会伤害稻穗，保证产量不受到影响。

[0014] 通过直播稻种植后15天、75天、135天左右投放前后三批雏鸭，三批雏鸭单独栖息

实现直播再生稻全生育期的稻鸭共生。一般而言，水稻直播后约100天左右开始进入灌浆

期，直播后150天左右进入收获期，直播后210天进入再生稻收获期，因此，直播再生稻种植

过程中，稻鸭共生期可达195天。这样一种全新的稻鸭共生养殖模式，不仅能满足南方再生

稻区稻鸭共生需要，而且还显著地延长了稻鸭共生期，能尽可能地实现生态经济效益最大

化。

[0015] 进一步，稻作区的外围周向设有用于防止雏鸭逃逸的隔离结构。

[0016] 本技术方案中，稻作区的外围设置一圈隔离结构能够有效的防止鸭子逃逸，尤其

是雏鸭在未适应稻作区内环境时，便于进行田间管理。

[0017] 进一步，隔离结构包括若干固定在稻作区田埂上的固定桩，固定桩之间设有隔离

网，隔离网的上、下两端均穿设有拉绳。

[0018] 本技术方案中，固定桩起到整体固定的作用，能够支撑固定隔离网，同时在隔离网

的上、下两端均穿设拉绳，能够保证隔离网顶端及底端具有一定的支撑，从而保证隔离网的

有效隔离。

[0019] 进一步，鸭舍区设置在靠近田埂且地势高的稻田区域内。

[0020] 本技术方案中，将鸭舍区设置在地势较高的区域内能够避免在雨季鸭舍区内水流

倒灌。

[0021] 进一步，雏鸭投放时为7‑10日龄，投放密度为225‑300只/公顷。

[0022] 本技术方案中，雏鸭破壳后，不宜立即投放入稻作区内，应进行适应性养殖至7‑10

日龄后投放，能够保证雏鸭的成活率，实验证明，投放密度为225‑300只/公顷为合适的投放

密度。

[0023] 进一步，鸭舍区内设置有升降式鸭舍和简易鸭棚。

[0024] 本技术方案中，升降鸭舍用于鸭子的保暖和夜宿，简易鸭棚则用于鸭子白天活动

的暂时饲喂和乘凉，这样分时段分区域的为鸭子提供休息的场所更加科学合理。

[0025] 进一步，升降式鸭舍与稻作区之间设置有导流沟渠。

[0026] 本技术方案中，由于鸭舍区设置的位置地势较高，导流沟渠能够起到引流的作用，

方便鸭舍区的排水，此外，鸭舍区内产生的鸭粪便等还可沿导流沟渠流至稻作区内，起到辅

助施肥的作用，使鸭子日常生活的排泄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

[0027] 进一步，稻作区与鸭舍区之间安装有诱虫灯。

[0028] 本技术方案中，在水稻虫害高发期内，可在晚间打开诱虫灯，既能够达到消灭害虫

的作用，又能够为鸭子提供活食，补充蛋白质类营养物质，一举两得。

[0029] 进一步，在投放雏鸭时，在稻作区内投入浮萍类水草。

[0030] 本技术方案中，在投放雏鸭的过程中，通过在稻作区内投放浮萍类的水草，既能够

满足雏鸭对青贮饲料的需要，又能够使雏鸭尽快的适应并喜欢新环境，保证雏鸭长势良好。

[0031] 进一步，升降式鸭舍包括若干可升降的鸭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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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技术方案中，通过将鸭舍设置成多个可升降式的鸭笼，能够实现土地的集约化，

同时能够方便操作人员清理鸭笼内的粪便。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稻鸭共生养殖系统的俯视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升降式鸭舍的主视图；

[0035] 图3为图2中鸭笼的主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底座1、旋转架2、鸭笼3、网板4、传送带5、粪便收集

箱6、收集口7、导料板8、高压喷头9、导流板10、开门11、料槽12、加料箱13、加料管14、伸缩杆

15、平衡板16、稻作区17、简易鸭棚18、诱虫灯19、鸭舍区20、升降式鸭舍21、导流沟渠22。

[0038] 采用本发明一种直播再生稻与鸭共生养殖方法具体实施时，包括如下步骤：

[0039] S1、水稻品种与雏鸭品种选择：选择茎粗根长、抗倒伏能力强、米质好、产量高的水

稻品种，选择生长周期短、肉质好的鸭子品种；

[0040] S2、搭建鸭舍：如图1所示，将稻田分为稻作区17和供鸭饲喂、保暖、乘凉、夜宿的鸭

舍区20，稻作区17与鸭舍区20之间安装有诱虫灯19，在水稻虫害高发期内，可在晚间打开诱

虫灯19，既能够达到消灭害虫的作用，又能够为鸭子提供活食，补充蛋白质类营养物质，一

举两得；稻作区17的外围周向设有用于防止雏鸭逃逸的隔离结构，隔离机构具体为：在稻田

直播区田埂四周用尼纶网圈住，每隔2‑3米用小竹竿打桩固定，尼纶网上、下用尼纶绳拉直

圈好；

[0041] 鸭舍区20设置在靠近田埂且地势高的稻田区域内，每667m2用不锈钢架建立大棚，

大棚内设置有升降式鸭舍21，大棚外用竹竿及稻草搭设有简易鸭棚18，结合图2所示，升降

式鸭舍21包括固定在鸭舍区20内的底座1，底座1上固接有竖向的三角支架，三角支架的顶

端转动连接有圆形的旋转架2，旋转架2的外缘固定有驱动把手。旋转架2的外缘周向均布固

定有六个铰接座，铰接座内均通过球铰连接有鸭笼3，结合图3所示，球铰的中部设置有横向

的通孔，通孔内穿设有平衡板16，鸭笼3的底部设置为网板4，鸭笼3内固定有料槽12，鸭笼3

的右侧壁上开设有加料孔，加料孔位于料槽12的上方。鸭笼3上通过合页转动连接有开门

11，开门11与鸭笼3的侧壁之间设置有锁紧件，本实施例中的锁紧件为分别固定在鸭笼3侧

壁和开门11上的锁紧环，锁紧环内穿设有锁紧弯柱。

[0042] 鸭笼3的下部左、右两端均固定有两个正对设置的连接板，同一端的两个连接板之

间均转动连接有辊轮，两个辊轮之间平行绕卷有传送带5，辊轮上偏心位置固定连接有旋转

把手。

[0043] 旋转架2的左侧固定设置有粪便收集箱6，粪便收集箱6的顶部螺纹连接有若干可

向粪便收集箱6内部喷水的高压喷头9，高压喷头9均连通在高压水箱上，高压喷头9与高压

水箱的连通处转动连接有阀门。粪便收集箱6的右侧壁上部开设有可与传送带5的出料端正

对的收集口7，收集口7的下部焊接有从左到右向外倾斜设置的导料板8，收集口7的上部焊

接有从右向左向内倾斜的导流板10，粪便收集箱6的底部设置有导流口，导流口与稻作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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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连通有导流沟渠22，导流沟渠22穿过简易鸭棚，如此可将简易鸭棚18内的部分粪便一

同转移到稻作区17内。

[0044] 旋转架2的右侧设置有用于对料槽12添加饲料的加料组件，加料组件包括加料箱

13，加料箱13的顶端开设有加料口，加料箱13的右侧壁上设有可视窗口，加料箱13的左侧壁

的下部连通有可与加料孔正对的加料管14，加料管14与加料箱13的连通处转动连接有开关

阀。加料箱13的底部固接有四根竖向的伸缩杆15，本实施例中的伸缩杆15为现有技术中常

见的电动伸缩杆15。

[0045]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晚间，鸭子会分批次夜宿在鸭笼3内，此时，可将锁紧弯柱穿设

在鸭笼3侧壁和开门11上的锁紧环内，实现鸭笼3的关闭，鸭子可通过在料槽12内添加的饲

料进食。鸭子在鸭笼3内的期间内会排泄，鸭子的粪便会沿网板4上的网孔下落到网板4下方

的传送带5上，并在传送带5上暂存，如此可保证鸭子鸭笼3内的清洁卫生。

[0046] 白天，操作人员需要将鸭子投放到稻作区17内，此时，操作人员可手动转动驱动把

手，使得旋转架2顺时针转动，旋转架2在转动过程中会带动鸭笼3以旋转架2的圆心为中心

顺时针移动，当鸭笼3移动到旋转架2的最底端时，操作人员打开开门11放出鸭子。而后继续

转动旋转架2，使得下一个鸭笼3继续移动到旋转架2的最底端，并放出下一个鸭笼3内的鸭

子。在此过程中，当鸭笼3内的鸭子被放出之后，在鸭笼3继续顺时针移动到鸭笼3下方的传

送带5的出料端与粪便收集箱6的收集口7正对时，操作人员可转动旋转把手，旋转把手带动

辊轮转动，进而带动传送带5将粪便从右向左传送，当粪便被传送到传送带5的出料端时，粪

便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会下落到粪便收集箱6内，此时导料板8具有导向的作用，可避免粪

便下落到粪便收集箱6的外部，能够保证鸭舍的卫生整洁。操作人员仅需要驱动传送带5转

动即可实现粪便的自动清理以及自动的定点收集，减少了工作量。而后在继续转动旋转架

2，并对下一个传送带5上的粪便进行清理和回收，在转动旋转架2时，鸭笼3可能会发生左右

的摇摆，此时平衡板16的左右两端即可分别抵住鸭笼3，控制其摇摆的幅度，保证鸭笼3移动

的相对平稳性。

[0047] 当粪便收集箱6内收集了一定量的粪便时，部分粪便会粘在粪便收集箱6的内壁

上，此时操作人员可打开高压喷头9向粪便收集箱6内喷淋高压水，一方面能够起到清洗粪

便收集箱6内壁的作用，另一方面高压喷头9喷射出来的水还能够将粪便冲刷下来，使得粪

便与水一起下落到粪便收集箱6的底部，进而通过导流沟渠22快速转移到稻作区17内进行

施肥。在喷射高压水的过程中，由高压喷头9喷出的高压水会呈伞状四散着向外喷射，收集

口7上部的导流板10对喷射出来的水具有阻挡的作用，使得高压水会沿导流板10的内侧壁

下落到粪便收集箱6内，避免其从收集口7外溅到收集箱外，不仅避免了水资源的浪费，而且

还避免粪污外溅保证鸭舍周围的卫生。

[0048] 当清理了粪便之后的鸭笼3转动到鸭笼3上的加料孔与加料箱13的加料管14正对

时，操作人员可打开开关阀，使得加料箱13内的饲料沿加料管14下落到料槽12内，实现自动

加料，可视窗口的设置可方便操作人员随时观测加料箱13内的饲料余量，以便及时的向加

料箱13内补充饲料。当需要对加料箱13补充饲料时，控制伸缩杆15收缩即可使加料箱13高

度降低，进而方便饲料的补充添加；

[0049] S3、直播稻种植；

[0050] S4、直播稻种植后15天投放第一批雏鸭，雏鸭投放时为7‑10日龄，投放密度为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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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只/公顷，在投放雏鸭时，在稻作区17内投入浮萍类水草，既能够满足雏鸭对青贮饲料的

需要，又能够使雏鸭尽快的适应并喜欢新环境，保证雏鸭长势良好；

[0051] S5、直播稻种植后75天发育至抽穗期前，收获第一批投放的鸭，并投放第二批雏

鸭；

[0052] S6、直播稻种植后135天发育至灌浆期时，收获第二批投放的鸭，投放第三批雏鸭；

[0053] S7、早稻收获后，再生稻生长45天至灌浆期时，收获第三批投放的鸭。

[0054] 本发明的直播稻鸭共生养殖模式，包括恰当构建稻作区17、鸭舍区20，使鸭舍尽量

轻简适用，减少占田面积，充分利用光温条件，满足前后三批鸭在稻田中的生活空间、休息

空间和田间饲料，也充分利用鸭养殖实现水稻的生态控治。

[005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分批投放显著提高了单位稻

田的养鸭密度，养鸭密度由常规的225～300只/公顷至675～900只/公顷。

[0056] 通过直播稻种植后15天、75天、135天左右投放前后三批雏鸭，三批雏鸭单独栖息

实现直播再生稻全生育期的稻鸭共生。一般而言，水稻直播后约100天左右开始进入灌浆

期，直播后150天左右进入收获期，直播后210天进入再生稻收获期，因此，直播再生稻种植

过程中，稻鸭共生期可达195天。

[0057] 对比例1

[0058] 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单批次投放雏鸭进行稻鸭共生养殖。

[0059] 通过对实施例的本发明的稻鸭共生系统以及对比例的常规稻鸭共生系统进行经

济收益核算，结果如下：

[0060] 表1

[0061]

[0062]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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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由上表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后，每公顷收入由常规单季稻鸭系统的8444元增长

到了14869元，同比增加收入6425元/hm2，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0065]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技术方案和/或特性等常识

在此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前

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

发明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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