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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肥料深施是科学施肥方式的一种，是相对于表施或浅施等施肥方式而提出的，是提高肥料利用率的重要

途径。水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是集农业机械、专用肥料、配套农艺于一体的集成新技

术，是施肥技术的重大革新。综述了国内外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发展历程、水稻侧深施肥机械和专用肥料研究进展；

归纳总结了该技术对水稻产量、稻田环境、肥料利用率、经济效益的影响；展望了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

为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可持续应用及推广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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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Oryza sativa L.）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

物之一，其产量和质量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方面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施肥是提高水稻产量的

重要措施之一［3］，施肥不仅对水稻生长发育具有

积极影响，还在维护农业可持续性和粮食生产稳定

性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我国水稻施

肥方式常为人工撒施，然后通过耕整地将其翻扣于

土壤深层，这种施肥方式不仅施肥量大，而且撒施

容易造成施肥不均匀，影响水稻秧苗的生长进而影

响其产量［4］，这种做法还造成肥料利用率低，影

响经济效益。此外，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渐

规模化经营条件下，生育期追肥依靠人工撒施已不

适用［5］，对施肥的机械化要求也越来越高［6］。因

此，深入研究和采用先进的施肥技术，以最大程度

提高水稻产量，对确保我国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作为一项有效的栽培手段，

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7-12］。该技术通过在

插秧机上加装侧深施肥装置，在机插秧的同时，把

肥料均匀、定量地施入秧苗根侧 3 ～ 5 cm、深度

4 ～ 6 cm 的位置，并覆盖于泥浆中，避免肥料漂

移，促进秧苗根系对养分的吸收［13］。与传统的水

稻栽培施肥模式相比，水稻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

术通过在插秧的同时进行施肥，可以更为精确、高

效地为水稻提供所需养分。这一技术的引入，旨在

实现对水稻生长全过程中养分供应的科学管理，以

提升水稻的生长发育效果，增加产量。近年来，通

过深入研究该技术在水稻生产中的应用，已经明确

该技术较传统施肥技术有提高产量［14- 15］、提高养

分利用效率［16-19］、减少环境污染［11］、提高经济效

益［20-21］等方面的潜在益处。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

的梳理，总结出该技术近年来在国内外的发展、核

心技术要点（机械与肥料）及其施用效果（水稻产

量、稻田环境、肥料利用率、经济效益），最后根

据目前侧深施肥研究的现状，探讨未来该领域的研

究方向和发展趋势，为该技术的发展和实践提供有

益的参考。

1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发展历程

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在全球主要有两大类型：

一类主要是以欧美为代表采用的直播机械化栽培技

术，另一类是日本等国家采用的移栽机械化栽培技

术［7］。其中日本秋田县早在 1973 年开始了侧深施

肥的相关研究，而后在 1980 年开始进行推广示范，

引入机插秧侧深施肥机械［22］，随着技术普及范围

的扩大，推广面积也逐步提升，1985 年推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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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3559 hm2［23］，1992 年，日本全国机插秧同步侧

深施肥水稻面积已经达到 247306 hm2，占日本全国

水稻种植面积的 12%［24］。2010 年超过 40% 的插秧

机都安装了施肥装置［25］。

我国关于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研究较早，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研制出

多种水田深施肥机具，但是由于机械配套原因及作

业效果不理想而未能大面积推广［4，26-28］。1994 年，

黑龙江省水田机械化研究所引入了水稻侧深施肥

器，并在省内展开示范推广，一系列试验和示范表

明，该技术有节肥增产的优势，因此，在 50% 的

插秧机上都配置了侧深施肥器，截至 2000 年，累

计推广面积达 36.8×104 hm2［4，28-30］。自 2012 年以

来，通过在现有的乘坐式高速插秧机上配置侧深施

肥装置或整机购买等技术方案，成功解决了施肥机

械配套的难题［31］。2014 年，有研究者开始比较不

同厂家的肥料侧深施肥效果［32］，并在水稻基、蘖

肥同时施用的基础上开展肥料梯度减量试验，结果

表明，降低 10% 的肥料施用量仍能达到增产增收

的目的［33-34］。2018 年，该技术被农业农村部列为

10 项重大引领性农业技术之一，也是化肥减量增

效的主推技术之一，并且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积极开

展推广示范。

2　水稻侧深施肥机械

侧深施肥机械的原理是肥料在肥箱内由槽轮等

排肥器将之排到输肥管中，然后在风机的吹动下或

者在螺旋装置的强制输肥作用下将肥料施入开沟器

已开出的特定深度土壤施肥沟中，肥料在水稻根系

附近形成一条贮肥库，从而实现施肥插秧同步进

行。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便已成功研制出多

种水田深施肥料机具，然而作业效果并不理想，因

而难以广泛推广和应用［35］。1976 年，辽宁省营口

市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所对辽河 77（2F6-2）型深

层施肥机进行了水稻插前深施肥和追肥的试验，结

果表明，该机械在作业中展现出了显著的增产效

果［35］。1980 年左右，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制出了

2DS-2 型水田化肥深施机，该机具内部配备了螺旋

搅龙，通过螺旋搅龙的推动作用，化肥能够顺利落

入肥沟内，从而有效改善了化肥堆积导致的架空现

象，并消除了化肥遇水潮解引起的落肥口堵塞问

题。然而，由于化肥仍然会粘在螺旋搅龙的叶片

上，影响了化肥颗粒的下落效果，因此，该机具并

未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36］。1997 年，吉林省

四平市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制的 2BF-630 型水田深

施肥机，具备一机多用的优点，不仅可以用于水田

深施底肥，还可以用于旱田施肥及追肥［37］。2001

年，南京农业大学研制出了 1GH-6 型水稻肥料深

施机，该机具运行稳定、施肥均匀度高，但结构复

杂、成本高［38］。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我国的水稻

侧深施肥机械并未实现大面积推广，相反，日本对

机械移栽和机械施肥的装置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将

系列产品实现了产业化，其中以洋马、东风井关、

久保田等企业为代表，设计并生产了一系列水稻侧

深施肥装置。近年来，随着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不

断发展，国内对水稻侧深施肥机械也有很多的研究

与实践，如苏州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南通富来

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等企业也设计、改进并生产了

系列水稻侧深施肥装置。据王晓丹等［9］不完全统

计，截至 2020 年，全国生产水稻侧深施肥装置的

企业有 36 家（包括国外在华企业），机型达到 50

余个。表 1 列举了国内外生产侧深施肥机械公司的

代表产品，通过各公司官网及农机网等渠道总结了

这些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与机械特点。此外，我国

关于侧深施肥机械的质量也制定了相关标准，根

据《施肥机械质量评价技术规范》（NY/T 1003—

2006），测试机械在排肥时施肥机各行排肥量的一

致性、稳定性、均匀性及断条率等指标均应满足相

应规定。

由于水田作业环境潮湿，而侧深施肥过程中开

沟器和深施肥管在泥水中运动，如果单独依靠无动

力侧深施肥（槽轮等形式排肥，依靠肥料自身重力

落入施肥沟），则会因肥料易遇水潮解、施肥管口

易被泥水堵塞等问题导致下肥不准、肥料断条，从

而影响施肥作业质量［7］。因此，有学者开展了有

关侧深施肥机械的核心部件中输肥动力装置的相关

研究，该装置按输肥动力方式可分为螺旋杆推送

式和气吹风送式两种类型［9］。但这两种输肥装置

也各有其优缺点（表 2），由于气吹风送式侧深施

肥装置对肥料性能的要求较低，因此，目前市面

上常见的机械大部分搭载的是以风机为动力的输

肥器。但是侧深施肥作业过程中仍有肥料堵塞等

问题存在，为了解决输肥管中的肥料堵塞及施肥

量不稳定问题，我国的部分学者也对侧深施肥的

部件进行了研究与改进。陈长海［39］对水稻插秧机

侧深施肥技术及装置进行了研究，设计出螺旋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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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排肥器。左兴健等［40］研制了风送式水稻侧深

精准施肥装置，通过鼓风机强制气吹输送肥料，施

肥深度及肥料距秧苗之间的距离可通过排肥口与滑

动板之间的距离进行调整。王金峰等［41-42］设计了

叶片调节式和气力输送式水稻侧深施肥装置。但是

肥料落入施肥沟后，施肥沟无法快速弥合而导致出

现肥料漂浮在水面的现象，因此，通过安装在插秧

机浮板上的覆土板及时将施肥沟弥合，从而解决肥

料漂浮的问题［43］。此外，肖伟［44］在施肥器上搭

载传感器与报警装置，对肥箱进行监控。由于在

操控机械时施肥量可能会与机械手的操作熟练程

度有关，有研究在高速插秧机上同时搭载 GPS 系

统，计算车速从而调节施肥量，保证机插秧侧深施

肥精准度［40］。目前与侧深施肥机械相匹配的肥料

主要是固体颗粒等肥料，而针对液态肥料，杨秀

丽等［45］设计了滑刀开沟 - 气力引射式液肥雾化侧

深施肥装置，为水田液肥侧深施技术的应用提供 

参考。

表 1　不同型号高速插秧机（搭载侧深施肥装置）技术参数及机械特点

生产厂家 机械型号 技术参数 机械特点

洋马农机（中国）

有限公司

洋马YR60D高速插秧机

搭载2FC-6G侧深施肥

装置

采用纵型筛盘滚筒 + 气吹式送肥，肥箱容量 

78 L（13 L×6），可同时施肥 6 行。适用球型

颗粒状肥料，粒径 2 ～ 5 mm，施肥量可调节为 

60 ～ 915 kg/hm2；施肥位置为深（40±10）mm，

侧面（50±10） mm

可无级调节施肥量，即根据实际需求更

精准地调节施肥量，适应不同种植需求

东风井关农业 

机械有限公司

PZ60ADTLF智能乘坐式

高速插秧机搭载2FH-

1.8B型侧深施肥装置

采用外槽轮排肥 + 气吹式送肥，肥箱容量 60 L，

可同时施肥 6 行。适用颗粒状肥料，粒径 2 ～ 

4 mm，施肥量可调节为 75 ～ 750 kg/hm2；施肥

位置为深 50 mm，侧面 45 mm

发动机的热气被吸入鼓风机，防止肥料

潮湿而堵塞，且可通过旋转手柄轻松调

节排肥量

久保田农业机 

械（苏州）有 

限公司

高速插秧机 2ZGQ-6H

（NSPV-6CMD） 搭 载

2FH-1.8C 侧深施肥装

置、除草剂施药器、

平地辊、GPS

采用带槽滚筒式排肥 + 气吹式送肥，肥箱容

量 73.5 L，可同时施肥 6 行。适用颗粒状肥

料，粒径 2 ～ 4 mm，施肥量可调节为 150 ～ 

900 kg/hm2；施肥位置为深（40±10）mm，侧面 

45 mm

多功能作业，配备 GPS 系统，实现作业

的精确定位和导航，提高了作业效率

苏州久富农业 

机械有限公司

2ZG-6D（G6）乘坐式高 

速插秧机搭载2FH-1.8C

（6F2）深施肥装置

使用外槽轮装置排出配料 + 鼓风机气吹送肥，

肥箱容量为 80 L（2×40 L），可同时施肥 6 行。

适用颗粒状肥料，粒径 2 ～ 5 mm，施肥量可调

节为 150 ～ 900 kg/hm2；施肥位置为深 50 mm，

侧面 40 mm

采用分割式施肥箱，为操作者提供空

间，方便加装秧苗，且配有缺肥和肥料

堵塞报警装置

南通富来威

农业装备有限 

公司

2ZG-6DMF 侧深施肥高

速插秧机搭载 2FC-6F 

侧深施肥装置

肥箱容量 60 kg，可同时施肥 6 行。适用颗粒状

肥料，粒径 2 ～ 5 mm，施肥量可调节为 150 ～

960 kg/hm2；施肥位置为深（40±10）mm，侧面

（50±10）mm

施肥量调节范围宽泛，同时配有缺肥和

肥料堵塞报警装置

表 2　侧深施肥装置不同输肥方式原理及特点

输肥方式 原理 特点 参考文献

螺旋杆推送式 通过螺旋形的输送器，将肥料强

制从输肥管中排出

排肥能力强，不易堵塞，但对肥料的物理性状要求高，尤其是

肥料硬度，否则会在输送肥料过程中将肥料挤压破碎

［46］

风送式 依靠风机的风压及肥料自身的重

力将肥料从输肥管中排出

对肥料的要求低，但在输送肥料的过程中，受机械气压不足及

肥料吸湿性的影响容易堵塞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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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稻侧深施肥肥料

适宜的肥料是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关键，一方

面因为肥料的物理及力学特性是设计侧深施肥机械

中排肥部件的重要参数［35］；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水

田施肥作业环境潮湿等特点需要肥料有更好的吸湿

性、硬度及养分配比等。首先，物理特性包括颗粒

肥料的千粒重、三维尺寸、密度、休止角，而力学

特性包括滑动摩擦角、静摩擦系数以及碰撞恢复系

数。颗粒肥料的三轴尺寸决定了其外形尺寸，对施

肥机关键部件的设计具有重要影响，并为后续的离

散元仿真试验中建立颗粒肥料模型提供了参考依

据。测量结果显示，史丹利三轴尺寸主要分布在

2 ～ 3.5 mm 范围内，其球形度达到 0.95，表明颗

粒肥料具有较好的球形度［48］。颗粒肥料的密度对

施肥机的肥箱结构设计产生显著影响，由于颗粒肥

料外形呈不规则球体，堆积时形成间隙，因此，密

度可分为实际密度和堆积密度。实际密度是指除去

颗粒肥料堆积时的间隙后，单位体积下的颗粒肥料

质量；而堆积密度则包括颗粒肥料堆积时存在的间

隙，单位体积内的颗粒肥料质量，为施肥机肥箱设

计提供了参考依据。在施肥机排肥的过程中，颗粒

肥料与排肥轮、肥箱等结构发生碰撞，因此，需要

测量颗粒肥料与这些结构之间的碰撞恢复系数，为

后续的离散元仿真试验提供参数，以使仿真结果更

贴近真实情况，并为施肥机的研制提供参考。颗粒

肥料与材料表面的接触性质可通过颗粒肥料的摩擦

系数来表现，同时这一参数也可为离散元仿真试验

提供设置依据，为风送式水稻侧深施肥装置的设计

提供支持［48-49］。

当前，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所用的肥料类型主要

包括普通复合肥和缓控释肥料，然而，普通复合肥

常因缺乏包膜而在机械施肥过程中容易吸湿，导致

输肥管堵塞［44］，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施肥作业的效

率，而缓控释肥料有较低的吸湿性，可能更适合

用于侧深施肥。缓控释肥料是指通过各种方式使

养分按照植物生长发育期对养分的需求而释放的肥 

料［50］，目前，我国主要采用硫包衣肥料、树脂包

膜肥料、合成型微溶态脲醛类缓释肥料和包裹型肥

料等多种包衣类型的缓控释肥料［51］。水稻侧深施肥

技术结合缓控释肥料，不仅减少了施肥次数，还提

高了肥料利用率，从而实现了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双

重提升［14］。近年来，许多企业针对水稻侧深施肥技

术的特定需求，研发设计了水稻侧深施肥专用缓控

释肥料，如茂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设计了“稻

坚强”水稻侧深施肥专用肥。然而，肥料的物理性

质如硬度和粒径等也对施肥效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表 3）。如硬度较低的肥料在输肥过程中容易被挤

碎，且机械对肥料的粒径等指标也有要求。王晓丹

等［9］对我国 15 家肥料公司生产的肥料产品的性质

进行了研究，具体包括缓控释肥料、掺混肥、专用

肥、复合肥，研究结果表明，2 ～ 5 mm 粒径的比例

占 93.26% ～ 99.81%。此外，掺混肥在生产、运输、

使用过程中容易导致肥料分布不均匀，很大程度上

影响使用效果，而基础肥料颗粒的平均主导粒径和

休止角是影响掺混肥养分分离的主要因素，原料肥

平均主导粒径值在 340 ～ 348 mm 较适宜掺混，休

止角越小掺混后养分分布越均匀，实际生产过程中，

应选用颗粒相似、休止角间差异小的原料肥进行掺

混，可有效提高肥料产品施用的精准度［52］。

表 3　肥料性质对侧深施肥的影响及适宜范围

肥料性质 影响因素 适宜范围 参考文献

粒型、粒径 影响与施肥机械的匹配度，影响排肥量的稳定性 圆粒状，2 ～ 5 mm ［9-10］

硬度 硬度不足导致肥料破碎，容易吸湿堵塞排肥管，影响排肥量 >20 N ［13］

吸湿性 肥料吸湿结块影响排肥量 24 h 吸湿率 <8% 相对稳定 ［9］

休止角 影响肥料掺混的均匀度与机械排肥 越小越好 ［52］

静摩擦系数 肥料颗粒在排肥器内的流动性、下落速度等均与其摩擦系数

有关

— ［35］

堆积密度 与侧深施肥装置的肥箱容积设计相关 — ［48］

4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效果

许多研究表明，水稻侧深施肥技术较常规撒施

有促进水稻生长发育、提高水稻产量、减少农业面

源污染、提高经济效益等优点（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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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稻侧深施肥效果

注：参考改编自 Li 等［14］；实线箭头连接代表正向效应（增加、改善），虚线箭头连接代表负向效应（降低、减少）。

4.1　产量

研究表明，缓释肥侧深施用较常规施肥可改善

根系形态、结构和生理特征，增强根系吸收养分和

水分能力，防止后期植株早衰，从而提高水稻产

量，达到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实现减氮增产的目 

的［53］，机插秧侧深施氮下，水稻秧苗机插后未明

显变黄，直接扎根生长，促进了返青进程［33，54］。

并且在分蘖盛期能提高水稻的分蘖数［19］，为后续

的高有效穗数奠定了基础。侧深施肥处理可提高叶

面积指数、叶绿素含量、养分吸收、干物质量积累

和每平方米颖花数来提高早、晚稻的产量［21］。王

贵兵［19］通过多点、多品种的试验得出结论，侧深

施肥较常规施肥主要通过增加有效穗数与每穗粒数

来增加产量。此外，侧深施肥很大程度上能减少氨

挥发，进而提高氮肥利用率［14］，因此，该技术还

有很好的节肥增产效应，但具体的肥料减施量尚存

争议，有研究表明，减施化肥 10% ～ 20% 仍可以

使单季稻增产或平产［19］，而 Zhong 等［21］研究表

明，减氮 10% ～ 40% 处理的早、晚稻产量均高于

常规施肥处理。

4.2　氨挥发及温室气体排放

常规的氮肥（如尿素、硫铵）施入土壤，尤其

是过量施用的情况下，很容易通过挥发、硝化、反

硝化或淋溶的方式以氨（NH3）、氧化亚氮（N2O）、

硝态氮（NO3
--N）的形式损失［55-57］。这不仅造成

肥料利用率低，而且 N2O 等温室气体排放也对环

境有负面影响。侧深施肥对环境的良好效应主要表

现在两方面，一是肥料深施；二是施用缓控释肥

料。肥料深施较常规撒施能降低氨挥发损失量，早

稻季和晚稻季氨挥发损失累积量较常规撒施处理 

分别降低了 18.6% ～ 26.9% 和 20.1% ～ 21.8%，这

是因为常规撒施处理的田面水中 NH4
+-N 的含量更 

高［16］，只种植一季中稻时，侧深施肥处理氨挥

发损失累积量较常规撒施处理降低了 39.43% ～ 

47.77%，同时氨挥发的最大峰值也会向后推移，这

是因为侧深施肥处理肥料的氮素从土壤中迁移到

田面水并溶解在田面水中需要经历一段时间［19］。

施用缓控释肥料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途

径之一［56］，与常规撒施相比，早稻季施用控释

尿素及减施 10% ～ 30% 控释尿素处理的 CH4 排

放总量减少 7.2% ～ 28.7%，N2O 排放总量降低

2.1%～ 28.6%；晚稻季 CH4 排放总量减少 14.5%～ 

39.5%，N2O 排放总量降低 13.8% ～ 25.0%［58］，这

可能是因为控释氮肥释放无机氮的速率慢，减少了

淹水期闭蓄态 N2O 的形成，因此，晒田期从稻田细

缝中排放的 N2O 量减少［59］。

4.3　肥料利用率

水稻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通过将肥料直接

施于插秧一侧，为水稻植株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氮素供

应［17］。植物对氮的吸收是生长发育的关键过程，而

该技术精准地将氮素深施于植株根系附近，使得水稻

能够更及时、更充分地吸收所需氮素，有助于减少

氮素的流失和浪费，提高了氮素的利用效率［18］。另

外，施用缓控释氮肥是水稻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

术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利用缓控释氮肥的特性，使

得植株能够在整个生长季节中获得适量的氮素供应，

避免了氮素在短时间内大量释放导致的浪费，通过

延缓氮素的释放速度，减少前期氮投入能有效提高

氮素利用率［60-62］。关于一次性侧深施基肥与基追

结合对肥料利用率的影响尚存争议，如王晓丹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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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一次性侧深施用氮肥可显著提高氮利用

效率；侧深施肥后追施氮肥的增产增效作用与一次

性侧深施肥相比差异不显著或小幅降低。然而，黄

恒等［63］研究表明，相对于一次性侧深施肥，侧深

施肥结合后期追肥会使水稻获得更高的氮利用率。

这可能是由于水稻在我国种植区域辽阔，而各地土

壤肥力差异较大以及水稻类型及不同种植模式等原

因导致水稻氮利用率响应特征不同［15，62］。

4.4　经济效益

缓控释肥料与侧深施肥技术相结合能降低施肥

作业成本、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水稻产量、增

加水稻生产效益，但是缓控释肥料的价格往往较

普通复合肥和尿素等速效肥料高，这影响了农户

对侧深施肥技术的认可及应用［9，14］。因此，在不

影响水稻产量的前提下，选择适合一次性施用的

肥料来减少施肥次数、减少氮肥用量是提高经济

效益的关键。Zhong 等［21］研究表明，侧深施肥减

氮 20% ～ 30% 时，双季稻水稻籽粒的产量和净收

益均高于全量肥料侧深施用处理，是一个实现水稻

增产增收的选择；侧深施肥处理较常规施肥处理经

济效益提高了 9.9% ～ 31.8%，不同试验点的提升

幅度不同。而叶鑫等［20］研究表明，侧深施肥在减

少 17% 左右的施氮量下能与常规撒施肥料获得的

产量相当；并且侧深施肥能节省人工成本和肥料

投入 3.16% ～ 4.53%，增加经济效益 581 ～ 1440

元 /hm2。Li 等［14］通过荟萃分析表明，肥料深施

较常规撒施使水稻总产出和净经济效益分别提高

了 13.6% 和 11.5%。综上，侧深施肥具有良好的减

肥增产增收效应［64］，但该良好效应会因种植区域

土壤理化性质、水稻类型及种植模式有所差异［15］。

因此，需根据种植区域、水稻品种及种植模式等条

件来合理确定肥料减施量，以达到减肥、增产增收

的目标。

5　展望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在推动水稻轻简化生产、化

肥减量增效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目前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并在未来进行更深层次

的研究与发展。

（1）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系统化研究。当前对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水稻产量及

效益方面，关于该技术对“土壤 - 植物 - 环境”的

整体系统研究较少，并且关于该技术的长期定位监

测效果评估也甚少。因此，今后可以加强关于该方

面的研究，进一步探究明确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整

体效果及高产的生理机制等。

（2）侧深施肥与节水灌溉的结合应用。侧深施

肥通过优化养分管理，有节本增效增收等作用。但

是除了养分管理，水分管理也是水稻生产实践中的

一个重要因素。如选用浅湿灌溉的节水灌溉模式能

提高节水率并增加稻谷产量［65］。但是目前在水稻

侧深施肥实践中，水分管理通常是常规漫灌，因

此，研究节水灌溉与施肥管理等管理措施的综合效

应是一个重要方向。

（3）提高农机农艺结合程度。绝大多数农艺研

究集中在如何提高作物产量，农艺研究人员对农机

具的性能及作业特点了解不多，提出的农艺技术模

式常常忽视农机作业的可行性，这对农机制造和推

广应用造成一定困难［5］。因此，未来的发展应当注

重农艺农机的综合管理，并加强科研成果与实际生

产之间的融合度，以确保技术的有效推广。

（4）加强对适宜性质的肥料与侧深施肥机具相

匹配的研究。通过田间试验、土壤测试与分析以及

作物生长监测等手段，可以精确掌握不同区域土壤

养分状况及作物生长特性，进而筛选出适宜的肥料

性质、种类和配比；针对肥料性质及不同地区农业

生产的实际情况，设计能适应不同土壤质地、稻田

作业环境以及能满足所需施肥深度、效率要求的机

具。此外，应在不同区域之间展开联合攻关研究，

促进不同地区在肥料与机具匹配研究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这有助于汇聚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共同攻克

技术难题，对提升施肥效果与农业生产效益、推动

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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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ice side deep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WU Peng-hao1，DAI Zhi-gang2，GONG Xi-min2，LI Xiao-kun1，3*（1．Key Laboratory of Cultivated Land Conserv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Trace Elements Research 

Center，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0；2．Hubei General S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and Fertilizer，Wuhan Hubei 430070；3．Shuangshui and Shuanglv Research Institute，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Deep placement of fertilizers is a scientific fertilization method proposed in contrast to surface application or shallow 

placement．It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improve fertiliz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Rice is one of the main food crops in China，

and  the  technology of  rice side deep  fertilization  is a new  integrated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rice special 

fertilizer and supporting agronomy，which is a major innovation of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In this paper，the development 

of rice side deep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rice side deep fertilization machinery and special fertilizer 

were reviewed and the effects of this technology on rice yield，paddy field environment，fertiliz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benefit were summarized．Finally，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is field were prospected，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rice side deep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side deep fertilization；rice yield；fertiliz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environment-friendly；economic benef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