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稻（RiceRice））



第一节第一节 概述概述



一、水稻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一、水稻是重要的粮食作物

11、水稻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播种、水稻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小麦。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小麦。

22、水稻是一种稳产、高产的作物，抗、水稻是一种稳产、高产的作物，抗
逆性较强，适应性很广。逆性较强，适应性很广。

33、稻米的营养价值很高。、稻米的营养价值很高。



二、水稻的生产概况二、水稻的生产概况

（一）世界水稻的生产概况（一）世界水稻的生产概况

水稻的栽培已遍及世界各大洲的水稻的栽培已遍及世界各大洲的110110个国家个国家
和地区，但主要集中在亚洲，亚洲的栽培和地区，但主要集中在亚洲，亚洲的栽培
面积和总产量，均占世界的面积和总产量，均占世界的90%90%以上。以上。

20012001年统计，世界水稻收获面积年统计，世界水稻收获面积152042152042千千
公顷，平均每公顷公顷，平均每公顷38523852公斤。公斤。

印度种植面积最大，但单产低。印度种植面积最大，但单产低。

单产较高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埃及，美单产较高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埃及，美
国，韩国，日本及中国。国，韩国，日本及中国。



菲律宾巴纳维稻谷梯田是世界菲律宾巴纳维稻谷梯田是世界
奇观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奇观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金色的稻田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金色的稻田
和一望无际的梯田为美丽的风景和一望无际的梯田为美丽的风景
锦上添花。大米在该国也是主粮。锦上添花。大米在该国也是主粮。
全国各地都生产稻谷。全国各地都生产稻谷。

在在菲律宾菲律宾，大米占热能摄入总量的，大米占热能摄入总量的41%41%，蛋白摄入，蛋白摄入
总量的总量的31%31%。但是当地的稻谷生产不能满足目前的。但是当地的稻谷生产不能满足目前的
需求，使菲律宾成为一个主要的稻谷进口国。需求，使菲律宾成为一个主要的稻谷进口国。



••即使在欧洲，法国亦不是主要的即使在欧洲，法国亦不是主要的
稻谷生产国，但却是在全球范围内稻谷生产国，但却是在全球范围内
可持续稻谷生产的主要贡献者。通可持续稻谷生产的主要贡献者。通
过其国际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合作中过其国际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合作中
心（心（CIRADCIRAD），法国向世界不同国），法国向世界不同国
家的稻谷生产项目提供援助。家的稻谷生产项目提供援助。
••法国人食用稻米不多（大约法国人食用稻米不多（大约77公斤公斤
//人人//年）。卡马格地区的稻谷产量年）。卡马格地区的稻谷产量
在过去十年中停滞不前。利用丰富在过去十年中停滞不前。利用丰富
的法国烹调优势，卡马格的农民转的法国烹调优势，卡马格的农民转
向生产制作特殊佳肴的高质稻谷。向生产制作特殊佳肴的高质稻谷。



巴西生产稻谷可能在几百年巴西生产稻谷可能在几百年
前才开始，但是该国目前是前才开始，但是该国目前是
世界第十大产稻国。世界第十大产稻国。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巴西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巴西
是 大的稻谷生产国。是 大的稻谷生产国。



意大利是欧洲 大的稻谷生意大利是欧洲 大的稻谷生
产国。产国。意大利人食用稻米不意大利人食用稻米不
多，但意大利以其煨饭闻名多，但意大利以其煨饭闻名
于世，并为此目的培育出多于世，并为此目的培育出多
种稻谷。种稻谷。



日本享有悠久的稻米生产和消费历史。日本享有悠久的稻米生产和消费历史。
是世界第九大稻米生产国。是世界第九大稻米生产国。
日本北方的稻谷生长期从日本北方的稻谷生长期从55--66月开始，月开始，
到到99--1010月结束。在日本中部，它的时间月结束。在日本中部，它的时间
是从是从44--55月到月到88--1010月。在日本南方，稻月。在日本南方，稻
谷生长期从谷生长期从44--55月到月到88--99月。月。



印度各邦均有水稻栽印度各邦均有水稻栽
培。培。印度的总人口中印度的总人口中
有有65%65%以稻米为主粮。以稻米为主粮。



越南是稻谷栽培的发源地越南是稻谷栽培的发源地
之一。之一。自自2020世纪世纪9090年代以年代以
来，越南已经成为世界第来，越南已经成为世界第
二大稻谷出口国。二大稻谷出口国。



20032003年十个主要稻米生产者年十个主要稻米生产者

（稻谷产量以公吨为单位）（稻谷产量以公吨为单位）

1. 1. 中国中国 166 000 166 000 000000

2. 2. 印度印度 133 513 000133 513 000

3. 3.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 51 849 20051 849 200

4. 4.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38 060 00038 060 000

5. 5. 越南越南 34 605 40034 605 400

6. 6. 泰王国泰王国 27 000 27 000 000000

7. 7. 缅甸联邦缅甸联邦 21 900 00021 900 000

8. 8. 菲律宾菲律宾 13 171 08713 171 087

9. 9. 巴西巴西 10 219 30010 219 300

10. 10. 日本日本 9 863 0009 863 000



中国是稻米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是世界中国是稻米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是世界
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而且是杂交稻的开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而且是杂交稻的开
拓者。拓者。

华北平原，稻谷种植季节华北平原，稻谷种植季节 5/6 5/6 月，收获月，收获
季节季节 8/9 8/9 月。月。

长江流域，水稻于长江流域，水稻于 4/5 4/5 月播种并在月播种并在 8/10 8/10 
月收割。月收割。

中国东南部地区，早稻（中国东南部地区，早稻（ 3 3 月至月至 7 7 月）月）
和晚稻（和晚稻（ 6 6 月至月至 11 11 月）作物丰富。月）作物丰富。

云南大部分地区的稻作季节较长，从云南大部分地区的稻作季节较长，从 33——
9 9 月月。。南方主产籼稻，而北方则普遍种植
粳稻。香米、糯米和其它特殊品种稻谷的
种植也很广泛。



（二）我国水稻的发展与现状（二）我国水稻的发展与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栽培水稻 古老的国家之我国是世界上栽培水稻 古老的国家之
一，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我国劳动一，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我国劳动
人民在几千年的生产实践中，不仅培育了人民在几千年的生产实践中，不仅培育了
大量的优良品种，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大量的优良品种，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种植
经验。二千多年前的经验。二千多年前的《《汜胜之书汜胜之书》》，一千，一千
五百年前的五百年前的《《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明末的、明末的《《天工天工
开物开物》》较系统的记载了我国古代水稻种植较系统的记载了我国古代水稻种植
经验。经验。



在旧中国，水稻生产发展缓慢，到在旧中国，水稻生产发展缓慢，到19491949
年，全国水稻面积年，全国水稻面积3840038400万亩，平均亩产仅万亩，平均亩产仅
126126公斤。公斤。

新中国成立后，水稻生产得到了迅速发新中国成立后，水稻生产得到了迅速发
展，尤其是在展，尤其是在19851985至至20002000年之间，全国水年之间，全国水
稻的种植面积得到迅速的发展，据稻的种植面积得到迅速的发展，据20012001年年
统计，全国水稻收获面积为统计，全国水稻收获面积为2858728587千公顷，千公顷，
总产量为总产量为181515181515万吨，每公顷万吨，每公顷63506350公斤。公斤。
播种面积居世界第二位，总产量居首位。播种面积居世界第二位，总产量居首位。



19851985及及20002000年水稻分布图年水稻分布图



我国水稻分布及稻作区的划分我国水稻分布及稻作区的划分

19571957年，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丁颖根据我国年，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丁颖根据我国

稻作区域的自然条件、品种类型、耕作制稻作区域的自然条件、品种类型、耕作制
度以及行政区划等特点，将全国水稻产区度以及行政区划等特点，将全国水稻产区
划分为六个稻作带：划分为六个稻作带：

即华南双季稻作带；华中单季稻作带；东即华南双季稻作带；华中单季稻作带；东
北早熟单季稻作带；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北早熟单季稻作带；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
带；华北单季稻作带；西北干燥单季稻作带；华北单季稻作带；西北干燥单季稻作
带等。带等。



全国水稻分为三个稻作区全国水稻分为三个稻作区

11、南方水稻区、南方水稻区 包括广东、广西、福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
云南、贵州和台湾六省区。云南、贵州和台湾六省区。

是全国稻作期 长的地带，一般在是全国稻作期 长的地带，一般在270270天天
以上。地势复杂，自然条件相差很大，无以上。地势复杂，自然条件相差很大，无
霜期在霜期在150150——360360天之间。栽培制度以双季天之间。栽培制度以双季
连作为主，有少数三季连作、双季间作和连作为主，有少数三季连作、双季间作和
单季作。品种类型，以籼稻为主，台湾和单季作。品种类型，以籼稻为主，台湾和
海拔高的地区，多为粳稻，低洼渍水田种海拔高的地区，多为粳稻，低洼渍水田种
有深水稻，丘陵坡地种有陆稻。有深水稻，丘陵坡地种有陆稻。



22、中部水稻区、中部水稻区 包括四川、湖南、湖北、包括四川、湖南、湖北、
江西、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八省市。江西、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八省市。

稻作期一般为稻作期一般为200200——240240天。栽培制度，原天。栽培制度，原
以单季稻为主，现多为双季连作。品种类以单季稻为主，现多为双季连作。品种类
型，双季连作晚稻和单季晚稻多为粳稻，型，双季连作晚稻和单季晚稻多为粳稻，
而早、中稻多为籼稻。近年来，杂交水稻而早、中稻多为籼稻。近年来，杂交水稻
也在迅速推广。此外，还有少数深水稻和也在迅速推广。此外，还有少数深水稻和
陆稻栽培陆稻栽培



33、北方水稻区、北方水稻区 包括青海、西藏、包括青海、西藏、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河北、
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
夏、新疆、北京、天津等十六省市。夏、新疆、北京、天津等十六省市。

稻作期在稻作期在100100——190190天，栽培制度为一天，栽培制度为一

年一季，全部为单季稻，另有少数陆年一季，全部为单季稻，另有少数陆
稻稻



（三）内蒙古水稻生产概况（三）内蒙古水稻生产概况

内蒙古种植水稻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内蒙古种植水稻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19321932年前年前

后，当时，兴安盟、呼伦贝尔盟等地就有少量种后，当时，兴安盟、呼伦贝尔盟等地就有少量种
植，多集中在朝鲜族聚居的村屯，但产量很低，植，多集中在朝鲜族聚居的村屯，但产量很低，
发展不快。发展不快。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开始大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开始大
面积种植水稻。内蒙古的水稻生产，主要集中在面积种植水稻。内蒙古的水稻生产，主要集中在
东部四盟市。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地上地下水源东部四盟市。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地上地下水源
丰富，土质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水稻的种丰富，土质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水稻的种
植，具有发展水稻的巨大潜力。植，具有发展水稻的巨大潜力。



到到20002000年末，仅赤峰市、哲里木盟、兴安年末，仅赤峰市、哲里木盟、兴安
盟、呼伦贝尔盟就已种植水稻近盟、呼伦贝尔盟就已种植水稻近100100万亩，万亩，
平均亩产平均亩产400400公斤左右。栽培方式也由原来公斤左右。栽培方式也由原来

的直播方式发展为育苗插秧及抛秧。的直播方式发展为育苗插秧及抛秧。



三、栽培稻种的起源及类型三、栽培稻种的起源及类型

11、栽培稻的起源、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属禾本科稻属。目前世界上栽培的稻属植栽培稻属禾本科稻属。目前世界上栽培的稻属植

物有两个，即普通栽培稻和非洲栽培稻。物有两个，即普通栽培稻和非洲栽培稻。

普通栽培稻又叫亚洲栽培稻，非洲栽培稻又称为普通栽培稻又叫亚洲栽培稻，非洲栽培稻又称为
光身稻。二种种间杂交，光身稻。二种种间杂交，F1F1完全不育，普通栽培完全不育，普通栽培

稻丰产性能好，类型多，世界各地均有栽培。稻丰产性能好，类型多，世界各地均有栽培。

非洲栽培稻耐瘠薄，但丰产性能较差，只局限于非洲栽培稻耐瘠薄，但丰产性能较差，只局限于
非洲一带，逐渐为普通栽培稻取代。非洲一带，逐渐为普通栽培稻取代。



栽培稻是由野生稻经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演栽培稻是由野生稻经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演
变而来，有关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多，结果不尽变而来，有关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多，结果不尽
一致。一致。
6060年代以前，国外文献，以印度起源占多数。年代以前，国外文献，以印度起源占多数。
707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稻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稻
谷的发现和国外文献交流，认为中国是栽培稻起谷的发现和国外文献交流，认为中国是栽培稻起
源之一的观点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源之一的观点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近年来，许多学者倾向于打破国界，以自然地域近年来，许多学者倾向于打破国界，以自然地域
为对象，认为栽培稻起源于沿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为对象，认为栽培稻起源于沿喜马拉雅山南麓的
印度阿莎姆、尼泊尔、缅甸北部、老挝和中国西印度阿莎姆、尼泊尔、缅甸北部、老挝和中国西
南。南。



中国华南很多地区都有野生稻，野生稻有中国华南很多地区都有野生稻，野生稻有
三种，即：三种，即：

普通野生稻（普通野生稻（O.rufipogonO.rufipogon W. GriffithW. Griffith））
药用野生稻（药用野生稻（O. O. officinalisofficinalis Wall. ex WattWall. ex Watt））
疣粒野生稻（疣粒野生稻（O. O. meyerianameyeriana BaillBaill）。）。

其中普通野生稻分布 广泛，一些特征特其中普通野生稻分布 广泛，一些特征特
性与中国栽培的籼稻相近，杂交容易结实。性与中国栽培的籼稻相近，杂交容易结实。
说明普通野生稻与普通栽培稻的亲缘关系说明普通野生稻与普通栽培稻的亲缘关系
很近，是中国栽培稻种的祖先。很近，是中国栽培稻种的祖先。



22、栽培稻种的类型、栽培稻种的类型

中国栽培稻种可分为籼稻和粳稻两个亚中国栽培稻种可分为籼稻和粳稻两个亚
种，每个亚种各分为早、中稻和晚稻两个种，每个亚种各分为早、中稻和晚稻两个
群，每个群又分为水稻和陆稻两个型，每群，每个群又分为水稻和陆稻两个型，每
个型再分为粘稻和糯稻两个变种和栽培品个型再分为粘稻和糯稻两个变种和栽培品
种。种。



第二节第二节 水稻的品种类型水稻的品种类型

一、栽培稻的起源一、栽培稻的起源

据考证，世界上栽培稻有三个起源地：中国、据考证，世界上栽培稻有三个起源地：中国、
印印

度和印度尼西亚。度和印度尼西亚。



二、稻种的生态类型和生长类型二、稻种的生态类型和生长类型

我国栽培稻可分为籼稻、粳稻两个亚种，我国栽培稻可分为籼稻、粳稻两个亚种，

每个亚种又分为早、中稻和晚稻两个群，每个亚种又分为早、中稻和晚稻两个群，

每个群又分为水稻和陆稻两个型，每个群又分为水稻和陆稻两个型，

每个型又分为粘稻和糯稻两个变种，每个型又分为粘稻和糯稻两个变种，

每个变种又有很多栽培品种。每个变种又有很多栽培品种。



（（11）籼稻和粳稻）籼稻和粳稻

籼稻和粳稻是长期适应不同生态条件，尤籼稻和粳稻是长期适应不同生态条件，尤
其是温度条件而形成的两种气候生态型，其是温度条件而形成的两种气候生态型，
两者在形态生理等特性方面都有明显差异。两者在形态生理等特性方面都有明显差异。



表表44——1 1 籼稻与粳稻的区别籼稻与粳稻的区别

主要特征主要特征 籼稻籼稻 粳稻粳稻

粒型粒型 粒细长而较扁平粒细长而较扁平 粒宽厚而短圆粒宽厚而短圆

颖毛颖毛 均有颖毛，颖毛短而稀均有颖毛，颖毛短而稀 有毛或无毛，颖毛长有毛或无毛，颖毛长
密密

芒芒 多数无芒多数无芒 有芒或无芒有芒或无芒

米质米质 直链淀粉含量高，胀性直链淀粉含量高，胀性
大，粘性差大，粘性差

支链淀粉较多，粘性支链淀粉较多，粘性
较强，胀性小较强，胀性小

石炭酸反应石炭酸反应 谷壳变色，多黑色谷壳变色，多黑色 不变色，有例外不变色，有例外

脱粒性脱粒性 易脱粒易脱粒 脱粒难脱粒难

穗颈长短穗颈长短 一般短一般短 一般较长一般较长

分蘖力分蘖力 分蘖力强分蘖力强 分蘖力弱分蘖力弱

剑叶角度剑叶角度 较小较小 较大较大

叶绿色叶绿色 叶色淡绿叶色淡绿 叶色浓绿叶色浓绿

叶毛叶毛 叶毛多叶毛多 无毛或少毛无毛或少毛

耐寒性耐寒性 弱弱 强强



（（22）早、中稻和晚稻）早、中稻和晚稻

早、中、晚稻一般是按生育期的长短划分的，凡早、中、晚稻一般是按生育期的长短划分的，凡
全生育期即从播种到成熟在全生育期即从播种到成熟在120120————130130天以内的天以内的
称早稻或早熟种；在称早稻或早熟种；在130130————160160天之间的称为中天之间的称为中
稻或中熟种，稻或中熟种，160160天以上的称为晚稻或晚熟种。天以上的称为晚稻或晚熟种。

早、中、晚稻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光照反应的不早、中、晚稻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光照反应的不
同，早、中稻对光照反应不敏感，在全年各个季同，早、中稻对光照反应不敏感，在全年各个季
节种植都能正常成熟。节种植都能正常成熟。
而晚稻对短日照敏感，严格要求在短日照条件下而晚稻对短日照敏感，严格要求在短日照条件下
才能通过光照阶段，抽穗结实。晚稻和野生稻很才能通过光照阶段，抽穗结实。晚稻和野生稻很
相似，是由野生稻直接演变形成的基本型，早、相似，是由野生稻直接演变形成的基本型，早、
中稻是由晚稻在不同温光条件下分化形成的变异中稻是由晚稻在不同温光条件下分化形成的变异
型。型。



（（33）水稻和陆稻）水稻和陆稻

种在水田里的稻叫水稻，种在旱地上的稻叫陆稻种在水田里的稻叫水稻，种在旱地上的稻叫陆稻
也叫旱稻。也叫旱稻。

水陆稻形态上差异较小，生理上差异较大。水陆稻形态上差异较小，生理上差异较大。

水、陆稻均有通气组织，但陆稻种子发芽时需水水、陆稻均有通气组织，但陆稻种子发芽时需水
较少，吸水力强；陆稻的茎叶保护组织发达，抗较少，吸水力强；陆稻的茎叶保护组织发达，抗
热性强。根系发达，根毛多，对水分减少的适应热性强。根系发达，根毛多，对水分减少的适应
性强。性强。

陆稻可以旱种，也可水种，有些品种既可作陆稻陆稻可以旱种，也可水种，有些品种既可作陆稻
也可作水稻栽培，但陆稻产量一般较低，正逐渐也可作水稻栽培，但陆稻产量一般较低，正逐渐
为水稻代替，北方稻区只有少量陆稻栽培。为水稻代替，北方稻区只有少量陆稻栽培。



（（44）非糯稻和糯稻）非糯稻和糯稻

非糯稻和糯稻的主要区别是米质粘性的大小。非糯稻和糯稻的主要区别是米质粘性的大小。

糯稻粘性强，非糯稻粘性弱。糯稻粘性强，非糯稻粘性弱。

粘性强弱主要取决于淀粉结构，糯米的淀粉结构粘性强弱主要取决于淀粉结构，糯米的淀粉结构
以支链淀粉为主，非糯稻则含直链淀粉较多。以支链淀粉为主，非糯稻则含直链淀粉较多。

当淀粉溶解在碘酒溶液中，由于非糯稻吸碘性当淀粉溶解在碘酒溶液中，由于非糯稻吸碘性
大，淀粉变成兰色，而糯稻吸碘性小，淀粉呈棕大，淀粉变成兰色，而糯稻吸碘性小，淀粉呈棕
红色。红色。

一般糯稻的耐冷和耐寒性都比非糯稻强。一般糯稻的耐冷和耐寒性都比非糯稻强。



三、水稻的光温反应

• 水稻生育期包括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品种间生育期的

长短主要是营养生长的差异。

• 营养生长期可分为基本营养生长期和可变营养生长期。

• 可变营养生长期的日数可因环境而变动。

1、水稻“三性”的概念



一定的高温可提早幼穗分化，缩短营养生长期；低温则延一定的高温可提早幼穗分化，缩短营养生长期；低温则延

迟幼穗分化，延长营养生长，这种特性称为水稻的迟幼穗分化，延长营养生长，这种特性称为水稻的““感温感温

性性””。。

水稻是短日植物，缩短日照可提早幼穗分化，缩短营养生水稻是短日植物，缩短日照可提早幼穗分化，缩短营养生

长期；增长日照，则能延迟幼穗分化，增长营养生长期。长期；增长日照，则能延迟幼穗分化，增长营养生长期。

这种特性称为水稻的这种特性称为水稻的““感光性感光性””。。

基本营养生长期是水稻在任何环境下为正常发育所必需的基本营养生长期是水稻在任何环境下为正常发育所必需的

天数，天数，高温和短日照均不能再缩短。这种特性称为水稻的高温和短日照均不能再缩短。这种特性称为水稻的

基本营养生长性。基本营养生长性。



水稻水稻““三性三性””示意示意

图图

基本营养
生长期

感温期 感光期

可变营养生长期

生殖生长期营养生长期

早稻

中稻

晚稻



22、三性的应用、三性的应用

在在栽培上的应用：感温性强的早熟品种，迟播时温度栽培上的应用：感温性强的早熟品种，迟播时温度

高，生育期会大大缩短，营养生长不足，易出现早穗高，生育期会大大缩短，营养生长不足，易出现早穗

和小穗。应尽可能适期早播，早插。感光性强的晚熟和小穗。应尽可能适期早播，早插。感光性强的晚熟

品种，在热量满足的情况下，出穗期较稳定，因注意品种，在热量满足的情况下，出穗期较稳定，因注意

安全齐穗。基本营养生长性强的中熟品种，茬口安排安全齐穗。基本营养生长性强的中熟品种，茬口安排

比较灵活。比较灵活。



在在引种上的应用：南种北引，因日照变长，生育期会延引种上的应用：南种北引，因日照变长，生育期会延

迟，应引早熟品种；北种南引，因日照变短，生育期会缩迟，应引早熟品种；北种南引，因日照变短，生育期会缩

短，应引晚熟品种；成功的把握性更大。短，应引晚熟品种；成功的把握性更大。

对感光性弱、感温性强的品种，应注意引种目的地的有效对感光性弱、感温性强的品种，应注意引种目的地的有效

积温是否满足发育需要。对感光性强的品种，应注意引种积温是否满足发育需要。对感光性强的品种，应注意引种

目的地生长季节光照条件能否满足。目的地生长季节光照条件能否满足。



在在育种上的引用：通过分期播种或增温、遮光等措施，使育种上的引用：通过分期播种或增温、遮光等措施，使

双亲花其相遇。对杂交后代实行遮光和增温处理，可促进双亲花其相遇。对杂交后代实行遮光和增温处理，可促进

发育，增加世代繁殖，缩短育种所限。发育，增加世代繁殖，缩短育种所限。



四、水稻的生育过程及生长类型四、水稻的生育过程及生长类型

（一）生育过程

• 分为营养生长期和生殖生长期。

• 营养生长期以分蘖为界，分为幼苗期和分蘖期；生殖生长

期以出穗为界，分为长穗期和结实期。

• 对育秧移栽稻，分秧田期（幼苗期）和本田期（分蘖期、

长穗期、结实期）



水稻生育时期划分水稻生育时期划分



（二）生长类型

1. 重叠型：长穗先于拔节，幼穗已经分化，分蘖还在继续发

生，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部分重叠。

2. 衔接型：拔节、分蘖终止和幼穗开始分化基本在同一时期

发生，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基本衔接。

3. 分离型：拔节先于长穗，在分蘖终止、拔节之后，往往要

经过10~15天，幼穗才开始分化。



水稻生长类型示意图水稻生长类型示意图



第三节第三节 水稻产量形成与品质水稻产量形成与品质



一、产量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一、产量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水稻产量由有效穗数、每穗颖花数、结实水稻产量由有效穗数、每穗颖花数、结实
率和粒重四个因素构成，因此，单产可用率和粒重四个因素构成，因此，单产可用
下式表示：下式表示：

产量产量==每亩穗数每亩穗数××每穗颖花数每穗颖花数××结实率结实率
(%)(%)××粒重（千粒重）粒重（千粒重）



二、空秕粒形成与防治二、空秕粒形成与防治

11、空壳形成与防治、空壳形成与防治

空壳的谷壳发育完整，但子房不膨空壳的谷壳发育完整，但子房不膨
大，其中没有米粒，所以也叫不实大，其中没有米粒，所以也叫不实
粒。粒。



水稻在正常情况下，由于有机营养水稻在正常情况下，由于有机营养
供应不足，使一些后开的弱势颖花供应不足，使一些后开的弱势颖花
子房不能发育，形成空壳，但一般子房不能发育，形成空壳，但一般
不超过不超过5%5%。。



水稻大量空壳出现的原因之一，是水稻大量空壳出现的原因之一，是
在幼穗分化期间遭到了低温。在幼穗分化期间遭到了低温。

即抽穗前即抽穗前10~1510~15天，如遇到天，如遇到1717℃℃以以
下低温，就会影响花粉发育，不能下低温，就会影响花粉发育，不能
完成受精过程，导致大量空壳。防完成受精过程，导致大量空壳。防
止出现空壳的关键在于选用适宜品止出现空壳的关键在于选用适宜品
种，适时早播早插。种，适时早播早插。



22、秕粒形成与防治、秕粒形成与防治

秕粒是指米粒充实程度不及三分之二秕粒是指米粒充实程度不及三分之二
的谷粒。的谷粒。
秕粒的形成与温度有关，日平均温度秕粒的形成与温度有关，日平均温度
降低到降低到1515℃℃以下，灌浆很困难，籽粒以下，灌浆很困难，籽粒
就不能充实，形成秕粒或青米。就不能充实，形成秕粒或青米。
一般常把常年气温下降到一般常把常年气温下降到 1515℃℃的日的日
期，叫做安全灌浆期。期，叫做安全灌浆期。



造成秕粒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机养分制造累造成秕粒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机养分制造累
积能力差，积能力差，

如叶片早衰，倒伏和病虫草害都影响有机如叶片早衰，倒伏和病虫草害都影响有机
养分的制造积累，都能造成秕粒。养分的制造积累，都能造成秕粒。



防止秕粒形成，首先选用适宜品种防止秕粒形成，首先选用适宜品种

坚持早播早插、保证在安全抽穗期坚持早播早插、保证在安全抽穗期
内抽穗，安全灌浆期内灌浆内抽穗，安全灌浆期内灌浆

还要加强水稻结实期田间管理，保还要加强水稻结实期田间管理，保
证有机养分的制造积累。证有机养分的制造积累。



三、水稻的品质三、水稻的品质

水稻品质指稻米的质量。水稻品质指稻米的质量。

稻米的品质与品种遗传特性有关，又受气稻米的品质与品种遗传特性有关，又受气
候因素、土壤条件、栽培技术和加工方法候因素、土壤条件、栽培技术和加工方法
等影响。等影响。



四、水稻产量与品质的关系四、水稻产量与品质的关系

一般认为，高产品种往往品质欠佳，一般认为，高产品种往往品质欠佳，
优质品质往往产量不高。优质品质往往产量不高。

水稻栽培既高产又优质难度较大。水稻栽培既高产又优质难度较大。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各产量构成因素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各产量构成因素
与一些品质性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与一些品质性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关系。关系。



穗数与糙米率、精米率存在显著正相穗数与糙米率、精米率存在显著正相
关；关；

每穗粒数与整精米率之间存在显著正每穗粒数与整精米率之间存在显著正
相关；相关；

成粒率与白面积、垩白度存在显著负成粒率与白面积、垩白度存在显著负
相关。相关。



在选用优质品种的前提下，采用稀在选用优质品种的前提下，采用稀
植栽培及其配套技术，把单位面积植栽培及其配套技术，把单位面积
穗数控制在适宜范围内，尽量提高穗数控制在适宜范围内，尽量提高
成粒率和增加每穗粒数，可以使产成粒率和增加每穗粒数，可以使产
量和米质在较高的水平上统一起来量和米质在较高的水平上统一起来



第四节第四节 水稻栽培技术水稻栽培技术



一、育秧一、育秧

水稻现代育秧方式很多，水稻现代育秧方式很多，

按水分管理可分为水育秧、湿润育秧和旱按水分管理可分为水育秧、湿润育秧和旱
育秧三种类型，育秧三种类型，

按设施条件可分为露地育秧、保温育秧和按设施条件可分为露地育秧、保温育秧和
加温育秧三种类型。加温育秧三种类型。



水育秧水育秧

从做床、播种至秧田管理，床面始终保持从做床、播种至秧田管理，床面始终保持
有水层，是有水层，是2020世纪世纪5050年代以前所用的育秧年代以前所用的育秧

方式，坏种烂秧严重，北方稻区已淘汰。方式，坏种烂秧严重，北方稻区已淘汰。



湿润育秧湿润育秧

旱做床，水平床，播后不保持水层，后期旱做床，水平床，播后不保持水层，后期
保有水层的育秧方式。保有水层的育秧方式。



旱育秧旱育秧

整个苗期不建立水层的育秧方式。这种育整个苗期不建立水层的育秧方式。这种育
秧方式有利于培育高产壮秧，在旱育秧方秧方式有利于培育高产壮秧，在旱育秧方
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水稻旱育稀植技术是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水稻旱育稀植技术是
现今北方稻区普遍适用的栽培方式。现今北方稻区普遍适用的栽培方式。



水稻旱育稀植技术水稻旱育稀植技术

8080年代初，由日本著名的农民水稻专家藤年代初，由日本著名的农民水稻专家藤

原长作先生传到我国原长作先生传到我国

当时，他应有关方面的邀请，来到我国传当时，他应有关方面的邀请，来到我国传
授他授他5050余年的种稻经验。余年的种稻经验。



黑龙江省农业科技人员在与他合作的过程黑龙江省农业科技人员在与他合作的过程
中，参照我国传统稻作技术和实践经验，中，参照我国传统稻作技术和实践经验，
总结出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模式总结出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模式————寒地寒地

水稻旱育稀植高产栽培技术。水稻旱育稀植高产栽培技术。

由于这项技术非常适合北方寒冷地区水稻由于这项技术非常适合北方寒冷地区水稻
栽培，而且具有投入少、产出多、稻米质栽培，而且具有投入少、产出多、稻米质
量好等优点，深受农民的欢迎，在北方稻量好等优点，深受农民的欢迎，在北方稻
区得到迅速发展。区得到迅速发展。



旱育稀植育秧技术旱育稀植育秧技术

内蒙古稻作区，气温普遍低而不稳，秧苗内蒙古稻作区，气温普遍低而不稳，秧苗
在自然条件下不能正常生长，在自然条件下不能正常生长，

需要人为地采用各种措施，让水稻在良好需要人为地采用各种措施，让水稻在良好
的秧田条件下完成苗期的生长发育，的秧田条件下完成苗期的生长发育，

以延长生育日数，增加生育积温，防御低以延长生育日数，增加生育积温，防御低
温冷害，从而获得高产稳产。温冷害，从而获得高产稳产。



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水稻旱育秧发根能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水稻旱育秧发根能
力强，生育旺盛，而且提早抽穗和成熟，力强，生育旺盛，而且提早抽穗和成熟，
适于寒冷地区早播，早移栽，成为高产稳适于寒冷地区早播，早移栽，成为高产稳
产的育秧技术。产的育秧技术。

该技术自内蒙古东部地区实际加以运用，该技术自内蒙古东部地区实际加以运用，
使技术逐步完善规范，现在已形成适应不使技术逐步完善规范，现在已形成适应不
同生产条件的多种旱育秧技术。同生产条件的多种旱育秧技术。



有适于手插秧用苗的床土直播旱育秧技术、有适于手插秧用苗的床土直播旱育秧技术、

适于机械插秧的子盘育秧技术、适于机械插秧的子盘育秧技术、

适于抛秧的钵盘旱育秧技术等，适于抛秧的钵盘旱育秧技术等，

三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自成体系。三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自成体系。



床土直播旱育秧技术床土直播旱育秧技术

在苗床上面铺垫在苗床上面铺垫33厘米厚的营养土，然后在厘米厚的营养土，然后在

营养土上直接播种的旱育秧方式。营养土上直接播种的旱育秧方式。

主要用于手插秧，是目前比较普遍的育秧主要用于手插秧，是目前比较普遍的育秧
方式之一。方式之一。



11、选用适宜品种、选用适宜品种

水稻品种繁多，各品种对栽培条件亦有所水稻品种繁多，各品种对栽培条件亦有所
不同。不同。

一个品种在一定区域内表现增产，当超过一个品种在一定区域内表现增产，当超过
一定范围就可能不增产，甚至减产。一定范围就可能不增产，甚至减产。

因此，生产上应选用适合当地环境条件的因此，生产上应选用适合当地环境条件的
栽培品种，而且选用的品种应当具有良好栽培品种，而且选用的品种应当具有良好
的丰产性、稳产性和优良品质。的丰产性、稳产性和优良品质。



22、种子处理、种子处理

水稻旱育秧在播种前进行的种子发芽试验、水稻旱育秧在播种前进行的种子发芽试验、
晒种、选种、消毒等过程统称为种子处理。晒种、选种、消毒等过程统称为种子处理。

（（11）发芽试验）发芽试验

（（22）晒种）晒种

（（33）精选种子）精选种子

先进行风选和筛选，去掉空秕粒、草籽、先进行风选和筛选，去掉空秕粒、草籽、
枝梗和其他杂物，然后进行水选。枝梗和其他杂物，然后进行水选。



（（44）种子消毒）种子消毒

在内蒙古稻作区水稻旱育秧过程中，通过在内蒙古稻作区水稻旱育秧过程中，通过
种子传染的病虫害主要是恶苗病。种子传染的病虫害主要是恶苗病。

防治这种病害 简便有效的措施是进行种防治这种病害 简便有效的措施是进行种
子消毒。子消毒。



（（55）浸种）浸种

经消毒过的种子如果已吸足水分，可不再经消毒过的种子如果已吸足水分，可不再
浸种，若没有吸足水分应继续浸种。浸种，若没有吸足水分应继续浸种。

通常稻谷吸水量达到干重的通常稻谷吸水量达到干重的25%25%————30%30%
时可视为已吸足水分，其明显标志是种胚时可视为已吸足水分，其明显标志是种胚
膨大，谷粒变软，咬之无声。膨大，谷粒变软，咬之无声。



（（66）催芽）催芽

催芽时，一般将吸足水分的种子放在催芽时，一般将吸足水分的种子放在4040℃℃
左右的温水里，提温左右的温水里，提温0.50.5————11小时，小时，

捞出后在捞出后在3232℃℃左右条件下破胸。左右条件下破胸。

当温度过高时，进行翻动降温，防止烧芽。当温度过高时，进行翻动降温，防止烧芽。



当温度过低时，可用温水进行调温。当温度过低时，可用温水进行调温。

为增强旱育秧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催为增强旱育秧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催
芽后要进行练芽，芽后要进行练芽，

一般在室内摊开晾芽一般在室内摊开晾芽66小时以上，就可以播小时以上，就可以播

种。种。



33、秧田准备、秧田准备

（（11）选地）选地

土壤肥力高，地势平坦，地下水位适宜，土壤肥力高，地势平坦，地下水位适宜，
有水源，排水方便的田园地或肥沃的旱田。有水源，排水方便的田园地或肥沃的旱田。

（（22）苗床规格与秧田设计）苗床规格与秧田设计

苗床规格要根据地形和地块大小而定，总苗床规格要根据地形和地块大小而定，总
的原则是便于操作，便于运输。的原则是便于操作，便于运输。



（（33）整地做床）整地做床

苗床地要秋翻苗床地要秋翻1515厘米左右。厘米左右。

次年次年44月上中旬进行平整月上中旬进行平整，，耙碎平整床面耙碎平整床面



（（44）床土配制）床土配制

选择透性好、缓冲小、偏酸性、无草籽、选择透性好、缓冲小、偏酸性、无草籽、
疏松肥沃的山根土或渠道沟、林带两侧疏松肥沃的山根土或渠道沟、林带两侧
土壤。土壤。

忌用碱性、粘重和团粒结构不良的土壤。忌用碱性、粘重和团粒结构不良的土壤。

筛后将腐熟过筛农家肥和化肥均匀掺拌筛后将腐熟过筛农家肥和化肥均匀掺拌



配制比例为每平方米苗床用土配制比例为每平方米苗床用土2020————3030千千
克，农家肥克，农家肥1010千克，过磷酸钙千克，过磷酸钙100100克或磷酸克或磷酸
二铵二铵5050克，硫酸钾克，硫酸钾5050克，硫酸铵克，硫酸铵5050克，同克，同
时用浓硫酸进行调酸。时用浓硫酸进行调酸。

具体方法是每具体方法是每100100千克营养土用千克营养土用5050————100100
克浓硫酸，可使营养土克浓硫酸，可使营养土PHPH值降低值降低22左右，使左右，使
PHPH值达到值达到4.54.5————5.55.5。。



然后将配制好的营养床土均匀铺在床面然后将配制好的营养床土均匀铺在床面
上，厚度上，厚度2. 52. 5厘米左右，进行平整压实后，厘米左右，进行平整压实后，

浇透水即可播种。浇透水即可播种。



44、播种、播种

床土直播旱育秧的播种量，一般是每平方米床土直播旱育秧的播种量，一般是每平方米
播芽籽播芽籽400400————500500克。克。

播种要均匀，播后要用轻磙子、木版等工播种要均匀，播后要用轻磙子、木版等工

具将种子压入土中，使种子与床土紧密结具将种子压入土中，使种子与床土紧密结
合，并使种子在床土中的深浅一致，合，并使种子在床土中的深浅一致，

播种后用营养土覆土，厚度约播种后用营养土覆土，厚度约11厘米为宜。厘米为宜。



55、秧田管理、秧田管理

（（11）播种至出苗阶段的管理）播种至出苗阶段的管理

这个阶段叫这个阶段叫““密封期密封期””，一般是不浇水，不通，一般是不浇水，不通

风，以保证出苗所需的水分和温度。风，以保证出苗所需的水分和温度。



（（22）出苗至）出苗至1.51.5片完全叶阶段的管理片完全叶阶段的管理

当秧苗出土立针见绿后，要及时揭掉地当秧苗出土立针见绿后，要及时揭掉地
膜，防止烧苗。膜，防止烧苗。



（（33））1.51.5片完全叶至片完全叶至2.52.5片完全叶阶段的管理片完全叶阶段的管理

这一阶段是立枯病和青枯病发生的时期，也这一阶段是立枯病和青枯病发生的时期，也
是培育壮秧和防止病害的关键时期是培育壮秧和防止病害的关键时期 。。床土床土

水分应控制到一般旱田的状态水分应控制到一般旱田的状态，，棚内温度尽棚内温度尽
量保持在量保持在2020℃℃的适温范围的适温范围



（（44））2.52.5片叶至移栽期阶段的管理片叶至移栽期阶段的管理
生理上需要大量水分生理上需要大量水分，，床土也容易干燥床土也容易干燥 ，，

加强水肥管理加强水肥管理



二、稻田土壤二、稻田土壤

11、水稻土的剖面结构、水稻土的剖面结构
11）耕作层）耕作层是水稻根系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水稻根系活动的主要场所；

22）犁底层）犁底层起保水保肥作用，但不宜过于紧密；起保水保肥作用，但不宜过于紧密；

33）心土层）心土层封闭有空气，常处于氧化态，封闭有空气，常处于氧化态，

对协调水、气有重要作用；对协调水、气有重要作用；

44）底土层）底土层土壤粘重，保水性强。土壤粘重，保水性强。

但位置太高，表示排水不良，土性发冷。但位置太高，表示排水不良，土性发冷。

灌溉水层

氧化层

还原层

犁底层

心土层

底土层

耕作层



22、水稻土的氧化还原特性、水稻土的氧化还原特性

11）氧化层）氧化层：：因水中溶有少量的氧，使稻田表层因水中溶有少量的氧，使稻田表层

土壤呈氧化状态。硝酸铵不变化，硫酸铵则被土壤呈氧化状态。硝酸铵不变化，硫酸铵则被
氧化为硝酸，随水下渗到还原层。氧化为硝酸，随水下渗到还原层。

22）还原层）还原层::内有机质内有机质在淹水缺氧下分解缓慢，肥在淹水缺氧下分解缓慢，肥

效稳长，但发挥慢。且易分解产生有机酸，对效稳长，但发挥慢。且易分解产生有机酸，对
根系产生毒害。有机酸还可进一步还原成甲烷、根系产生毒害。有机酸还可进一步还原成甲烷、
乙烯等气体，对稻根产生抑制作用；还原性更乙烯等气体，对稻根产生抑制作用；还原性更
强时，含硫有机物及硫酸盐还原为硫化氢，对强时，含硫有机物及硫酸盐还原为硫化氢，对
稻根毒害更重。稻根毒害更重。



3)3) 还原层含氮物还原层含氮物的变化：含氮有机物经嫌气分解成铵态的变化：含氮有机物经嫌气分解成铵态

氮，易于被水稻吸收；且易被带阴电荷的土壤胶体吸氮，易于被水稻吸收；且易被带阴电荷的土壤胶体吸

附，不致流失。硝态氮不易被稻根吸收，易流失，而且附，不致流失。硝态氮不易被稻根吸收，易流失，而且

还原状态下的反硝化作用，会造成氮损失。还原状态下的反硝化作用，会造成氮损失。



44））还原层无机养分还原层无机养分的变化：三价铁被还原成溶于水的二价的变化：三价铁被还原成溶于水的二价

亚铁，磷和硅则因有机物嫌气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有机亚铁，磷和硅则因有机物嫌气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有机

酸而提高溶解度；土壤复合体上的钾也有部分被铁、锰、酸而提高溶解度；土壤复合体上的钾也有部分被铁、锰、

铵等离子置换而释放出来；且亚铁可与硫化氢结合成硫化铵等离子置换而释放出来；且亚铁可与硫化氢结合成硫化

亚铁而降低其毒害。亚铁而降低其毒害。



33、稻田土壤耕作、稻田土壤耕作

（（11））耕地耕地：：分干耕和水耕。干耕利于耕分干耕和水耕。干耕利于耕

深，耕后晒垡机促使土壤熟化，改善土壤深，耕后晒垡机促使土壤熟化，改善土壤
结构；水耕可使土壤碎软，肥水混和。结构；水耕可使土壤碎软，肥水混和。

（（22））耙地耙地：：分干耙和水耙。干耙主要作用分干耙和水耙。干耙主要作用

是碎土，水耙作用是起浆。是碎土，水耙作用是起浆。

（（33））耖田耖田：：指耖平田面，高低相差不超过指耖平田面，高低相差不超过
3~5cm3~5cm。。



三、移栽三、移栽

当前生产中有手插秧和机械插秧两种方法。当前生产中有手插秧和机械插秧两种方法。

机械插秧工作效率高，劳动强度小。机械插秧工作效率高，劳动强度小。

从插秧质量上看，密度适宜，规格均匀，从插秧质量上看，密度适宜，规格均匀，
深浅适宜，深浅适宜，

但机械插秧对整地要求较高，如果田面高但机械插秧对整地要求较高，如果田面高
低不平，会造成插秧深浅不一，甚至插空低不平，会造成插秧深浅不一，甚至插空
后漂秧漏穴。后漂秧漏穴。



手插秧的缺点是劳动强度大，插秧深浅一手插秧的缺点是劳动强度大，插秧深浅一
致性难掌握，每穴苗数差异大，造成田间致性难掌握，每穴苗数差异大，造成田间
长势整齐度差。长势整齐度差。



四、需肥特性与稻田施肥四、需肥特性与稻田施肥

需肥特性需肥特性

水稻正常生长必须吸收各种营养元素，包水稻正常生长必须吸收各种营养元素，包
括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括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

其中氮、磷、钾是施肥的主要元素。其中氮、磷、钾是施肥的主要元素。

硅虽不是作物必需元素，但对水稻有重要硅虽不是作物必需元素，但对水稻有重要
作用。作用。



根据对水稻的试验与研究分析，水稻是吸根据对水稻的试验与研究分析，水稻是吸
硅 多的作物，因此水稻又被称为硅 多的作物，因此水稻又被称为““喜硅作喜硅作
物物””，这是水稻吸收营养的一个特点。，这是水稻吸收营养的一个特点。

各种元素在水稻体内，通过有机物的形成各种元素在水稻体内，通过有机物的形成
和转化相互联系、共同作用。和转化相互联系、共同作用。



五、稻田需水与灌溉五、稻田需水与灌溉

（一）、生理需水和生态需水（一）、生理需水和生态需水

１、生理需水１、生理需水

生理需水的指标是蒸腾系数，即生产生理需水的指标是蒸腾系数，即生产1g1g干干
物质所消耗的水分，水稻的蒸腾系数一般物质所消耗的水分，水稻的蒸腾系数一般
在在395395～～635635之间。之间。



水稻一生中的干物质生产速度是早期慢而水稻一生中的干物质生产速度是早期慢而
中期逐渐增加，抽穗期 高，以后又逐渐中期逐渐增加，抽穗期 高，以后又逐渐
降低。降低。

水稻各生育器官的蒸腾系数变化正好相水稻各生育器官的蒸腾系数变化正好相
反，早期较高，中期较低，后期 高。反，早期较高，中期较低，后期 高。

水稻蒸腾系数的大小与品种特性有密切关水稻蒸腾系数的大小与品种特性有密切关
系。系。



一般植株高大、生育期长、自由水含量高一般植株高大、生育期长、自由水含量高
的品种蒸腾系数大；的品种蒸腾系数大；

而植株矮小、生育期短、束缚水含量高的而植株矮小、生育期短、束缚水含量高的
品种蒸腾系数小。品种蒸腾系数小。



生态环境条件对蒸腾系数有直接影响，大生态环境条件对蒸腾系数有直接影响，大
气湿度低、温度高、光照强、风大则系数气湿度低、温度高、光照强、风大则系数
大、反之则系数小。大、反之则系数小。

另外，土壤水分充足时蒸腾系数较大，干另外，土壤水分充足时蒸腾系数较大，干
旱时蒸腾系数往往降低。旱时蒸腾系数往往降低。



２、生态需水２、生态需水

（１）调节土壤供肥能力（１）调节土壤供肥能力

在水层下，造成土壤还原状态，有机物分在水层下，造成土壤还原状态，有机物分
解慢，积累多；增加了铵态氮含量，有利解慢，积累多；增加了铵态氮含量，有利
水稻吸收，减少损失；促进磷、钾、铁、水稻吸收，减少损失；促进磷、钾、铁、
锰、硅等难溶性无机物养分的释放。锰、硅等难溶性无机物养分的释放。



（２）调节田间小气候（２）调节田间小气候

水层对稻田温度和湿度有一定调节作水层对稻田温度和湿度有一定调节作
用，可以缓解气候条件剧烈变化对水用，可以缓解气候条件剧烈变化对水
稻的影响。如低温时间可灌水保温，稻的影响。如低温时间可灌水保温，
高温或干热风时可灌水降温，提高空高温或干热风时可灌水降温，提高空
气湿度等。气湿度等。



（３）调节水稻生长发育（３）调节水稻生长发育

水分状况直接影响水稻生长发育，是水分状况直接影响水稻生长发育，是
栽培调控的重要手段。栽培调控的重要手段。

如分蘖期浅水促进分蘖，有效分蘖终如分蘖期浅水促进分蘖，有效分蘖终
止期晒田或深水控制无效分蘖，灌浆止期晒田或深水控制无效分蘖，灌浆
结实期干湿交替养根保叶等。结实期干湿交替养根保叶等。



（４）抑制稻田杂草（４）抑制稻田杂草

水层对一般旱生杂草及湿生型的稗草水层对一般旱生杂草及湿生型的稗草
都有不同程度的湮灭效果，晒田又能都有不同程度的湮灭效果，晒田又能
抑制某些沼生或水生杂草的发生。抑制某些沼生或水生杂草的发生。

因此，通过水层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因此，通过水层调节，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轻杂草的危害。可以减轻杂草的危害。

另外，敌稗等化学除草剂，也需水层另外，敌稗等化学除草剂，也需水层
的配合才能发挥较好的除草效果。的配合才能发挥较好的除草效果。



（５）改良盐碱土（５）改良盐碱土

水稻是盐碱地的先锋作物，这并不是因为水稻是盐碱地的先锋作物，这并不是因为
水稻特别耐盐碱，而是因为灌水的洗盐、水稻特别耐盐碱，而是因为灌水的洗盐、
稀释作用。实践证明，在盐碱地上种稻是稀释作用。实践证明，在盐碱地上种稻是
一条寓改良于利用的成功之路。一条寓改良于利用的成功之路。



（二）水稻需水规律（二）水稻需水规律

水稻一生中都必须从外部吸收水分，水稻一生中都必须从外部吸收水分，

任何生育阶段缺水或水分过多都会对水稻任何生育阶段缺水或水分过多都会对水稻
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水稻从种子发芽到成熟收割，各个生育阶水稻从种子发芽到成熟收割，各个生育阶
段的生长发育都有其特点，段的生长发育都有其特点，

对水分有着不同的要求和反应。对水分有着不同的要求和反应。



11、种子发芽至幼苗期、种子发芽至幼苗期

种子吸水达自身重量的种子吸水达自身重量的25~30%25~30%，温度在，温度在
1212℃℃以上时，就开始萌发。以上时，就开始萌发。

水稻出苗后，随着叶片增加，蒸腾作用增水稻出苗后，随着叶片增加，蒸腾作用增
强，需要有充足的水分供应，才能维持体强，需要有充足的水分供应，才能维持体
内的水分平衡，内的水分平衡，

这个时期土壤相对湿度在这个时期土壤相对湿度在70~80%70~80%范围内即范围内即

可保证秧苗正常生长。可保证秧苗正常生长。



22、、返青期返青期

秧苗从秧田移栽到本田，因根部受到损秧苗从秧田移栽到本田，因根部受到损
伤，吸水能力减弱，生长相对缓慢，伤，吸水能力减弱，生长相对缓慢，

水分过多、过少对秧苗尽快返青都不利水分过多、过少对秧苗尽快返青都不利

移栽后要维持合适的较浅水层。移栽后要维持合适的较浅水层。



33、分蘖期、分蘖期

分蘖的迟早和多少受温度和水层影响很分蘖的迟早和多少受温度和水层影响很
大，大，

一般水温在一般水温在20~3020~30℃℃，是水稻分蘖的适宜温，是水稻分蘖的适宜温

度，度，

水温低于水温低于2020℃℃和高于和高于3535℃℃都对分蘖不利。都对分蘖不利。

建立浅水层有利于提高水温，又会增强通建立浅水层有利于提高水温，又会增强通
风透光，利于分蘖早生快发。风透光，利于分蘖早生快发。



44、拔节孕穗期、拔节孕穗期

此期水稻开始由营养生长进入生殖生长期，此期水稻开始由营养生长进入生殖生长期，

植株生长旺盛，对水分、养分的吸收进入高峰植株生长旺盛，对水分、养分的吸收进入高峰
期，期，

光合作用也是 强的时期，这个时期决定稻穗大光合作用也是 强的时期，这个时期决定稻穗大
小和每穗粒数多少，此时植株群体叶面积已达到小和每穗粒数多少，此时植株群体叶面积已达到
大，大，

其需水量约占生育期需水量的其需水量约占生育期需水量的40%40%，对缺水表现，对缺水表现
敏感。敏感。

适宜深水层管理适宜深水层管理



55、抽穗扬花期、抽穗扬花期

水稻抽穗后立即开始开花，此期对水分及水稻抽穗后立即开始开花，此期对水分及
温度依然敏感温度依然敏感

适宜保持深水层适宜保持深水层



66、结实成熟期、结实成熟期

此期包括灌浆期、蜡熟期、黄熟期和完熟此期包括灌浆期、蜡熟期、黄熟期和完熟
期，期，

水稻进入灌浆期后，子粒内部开始积累养水稻进入灌浆期后，子粒内部开始积累养
分，此时要有充分的水分。分，此时要有充分的水分。

蜡熟期以后，籽粒中含水量降低，蜡熟期以后，籽粒中含水量降低，

此时对水肥的要求减少，这时田面时常落此时对水肥的要求减少，这时田面时常落
干有利于籽粒充实饱满。干有利于籽粒充实饱满。



（三）稻田灌排技术（三）稻田灌排技术

11、薄水移栽、薄水移栽

移栽期水层深浅对移栽质量影响很大，移移栽期水层深浅对移栽质量影响很大，移
栽时应建立薄水层，以栽时应建立薄水层，以11————33厘米为宜，厘米为宜，

无论是插秧还是抛秧，都要栽得浅、直、无论是插秧还是抛秧，都要栽得浅、直、
匀、齐，不能深栽。匀、齐，不能深栽。

田面无水或水层过深都不利于移栽质量，田面无水或水层过深都不利于移栽质量，
特别是抛秧，田面无水不能抛秧，水层过特别是抛秧，田面无水不能抛秧，水层过
深，造成飘秧。深，造成飘秧。



22、适水返青、适水返青

秧苗刚刚移栽后，根部吸水能力较差，容易造成秧苗刚刚移栽后，根部吸水能力较差，容易造成
水分失衡，因此，必须保证有适当水层，促进水水分失衡，因此，必须保证有适当水层，促进水
稻早生快发。稻早生快发。

此时，早春气温较低，常遇低温冷害，故白天应此时，早春气温较低，常遇低温冷害，故白天应
灌浅水灌浅水11————33厘米，促进水温提高，晚上灌深水厘米，促进水温提高，晚上灌深水
33————44厘米护苗。厘米护苗。

灌深水时，应根据秧苗大小而定，水层过深会妨灌深水时，应根据秧苗大小而定，水层过深会妨
碍呼吸作用，并引起植株生长细弱，所以水层碍呼吸作用，并引起植株生长细弱，所以水层
深不能湮灭秧苗心叶。深不能湮灭秧苗心叶。



33、浅水促孽、浅水促孽

水稻返青后稻田应进行浅水灌溉促进分蘖。水稻返青后稻田应进行浅水灌溉促进分蘖。

浅水状态有利于加强光照，提高根系吸浅水状态有利于加强光照，提高根系吸
收，并可使分蘖节降低，提高分蘖数量。收，并可使分蘖节降低，提高分蘖数量。

生产实践证明，稻田保持水深生产实践证明，稻田保持水深11寸左右，自寸左右，自
然落干后立即再灌，对促进分蘖更为有利。然落干后立即再灌，对促进分蘖更为有利。



44、晒田控孽、晒田控孽

分蘖后期进入分蘖高峰期，应及时晒田控分蘖后期进入分蘖高峰期，应及时晒田控
制无效分蘖，制无效分蘖，

实践证明，晒田有很多好处：实践证明，晒田有很多好处：



一是可改善土壤环境，提高土壤温度，氧气充足，促进有一是可改善土壤环境，提高土壤温度，氧气充足，促进有
机质分解，使还原性物质氧化而消除毒性，为根系生长创机质分解，使还原性物质氧化而消除毒性，为根系生长创
造良好环境。造良好环境。

二是可促进植株健壮，水稻根系在土壤氧气充足条件下，二是可促进植株健壮，水稻根系在土壤氧气充足条件下，
生长加快，新根迅速增加，灌水后吸肥能力随之加强，为生长加快，新根迅速增加，灌水后吸肥能力随之加强，为
壮秆防止倒伏打下基础。壮秆防止倒伏打下基础。

三是可抑制无效分蘖，排水晒田，水肥供应迅速减缓，使三是可抑制无效分蘖，排水晒田，水肥供应迅速减缓，使
进入植株体内的水分和养分减少，植株营养生长受到抑进入植株体内的水分和养分减少，植株营养生长受到抑
制，从而控制了水稻分蘖的发生，制，从而控制了水稻分蘖的发生， 并促使幼小分蘖死亡。并促使幼小分蘖死亡。
这样就保证了主茎和大孽的正常营养需求，巩固有效分这样就保证了主茎和大孽的正常营养需求，巩固有效分
蘖，提高成熟率。蘖，提高成熟率。



55、足水孕穗、足水孕穗

一般水层在一般水层在66————77厘米为宜，自然落干厘米为宜，自然落干

后，再及时补水，防止连续保持水层，时后，再及时补水，防止连续保持水层，时
间过长，造成土壤还原作用增强，根系生间过长，造成土壤还原作用增强，根系生
长不良，并引起倒伏。长不良，并引起倒伏。



66、干湿促熟、干湿促熟

水稻进入灌溉期后，籽粒内部开始积累养水稻进入灌溉期后，籽粒内部开始积累养
分，必须保持根系旺盛的活力，根系的活分，必须保持根系旺盛的活力，根系的活
力与土壤的氧气环境有关，而土壤氧气的力与土壤的氧气环境有关，而土壤氧气的
多少与水层深浅有密切关系，多少与水层深浅有密切关系，

水稻生育后期水层管理应注重减少灌水，水稻生育后期水层管理应注重减少灌水，
增加土壤通气性。增加土壤通气性。



但是不能缺水，如果水分不足，会造成叶但是不能缺水，如果水分不足，会造成叶
片早衰，光合作用减弱，减小养分的输片早衰，光合作用减弱，减小养分的输
送，使灌浆不足，秕粒增多，饱满度差。送，使灌浆不足，秕粒增多，饱满度差。

这个时期的灌水，宜采用这个时期的灌水，宜采用““间歇式间歇式””灌溉，保灌溉，保

持田面干干湿湿，以湿为主的状态，在灌持田面干干湿湿，以湿为主的状态，在灌
一次水后，断水一次水后，断水11————33天再灌。天再灌。



77、成熟收获、成熟收获

水稻进入黄熟期后，生理需水大大下降水稻进入黄熟期后，生理需水大大下降

可以在黄熟期中后期断水促进成熟可以在黄熟期中后期断水促进成熟

一般在断水一般在断水1010天左右后收割。天左右后收割。



六、本田管理六、本田管理

（一）分蘖期管理（一）分蘖期管理
水稻从幼苗的第水稻从幼苗的第44片叶完全长成到拔节开片叶完全长成到拔节开

始，这段时间叫做分蘖期。始，这段时间叫做分蘖期。

分蘖期需要一定的水层，一般以分蘖期需要一定的水层，一般以33厘米为宜厘米为宜



稀植水稻是以增加分蘖、特别是早发分蘖为稀植水稻是以增加分蘖、特别是早发分蘖为

前提前提

插秧插秧33天后，可追施分蘖肥，天后，可追施分蘖肥，

一般分两次施用，第一次在插秧后一般分两次施用，第一次在插秧后33天，第天，第
二次在插秧后二次在插秧后55————77天开始缓苗返青时，天开始缓苗返青时，

多用硫酸铵肥料多用硫酸铵肥料



（二）穗期管理（二）穗期管理

水稻生产中，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控制水稻生产中，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控制
无效分蘖，促进水稻发育由营养生长向生无效分蘖，促进水稻发育由营养生长向生
殖生长转变，促进幼穗分化，达到穗大粒殖生长转变，促进幼穗分化，达到穗大粒
多的目的。多的目的。



这个时期水分管理分为两个阶段这个时期水分管理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排水晒田控制无效分蘖。第一阶段为排水晒田控制无效分蘖。

第二阶段为深水孕穗第二阶段为深水孕穗

施足促穗肥施足促穗肥



（三）结实期管理（三）结实期管理

这个时期水稻要经历两个发育过程，这个时期水稻要经历两个发育过程，

一是抽穗开花阶段，一是灌浆成熟阶段。一是抽穗开花阶段，一是灌浆成熟阶段。



这时田间管理的中心，是通过控制水层来这时田间管理的中心，是通过控制水层来
调节田间水、肥、气、热关系，使其顺利调节田间水、肥、气、热关系，使其顺利
开花、结实、成熟。开花、结实、成熟。

抽穗开花阶段水分管理以浅灌为主，提高抽穗开花阶段水分管理以浅灌为主，提高
水温和地温水温和地温

田间应保持水层田间应保持水层33厘米左右。抽穗后进入灌厘米左右。抽穗后进入灌
浆成熟阶段要实行间歇性水分管理方法，浆成熟阶段要实行间歇性水分管理方法，
即灌一次水，自然落干一次，反复交替进即灌一次水，自然落干一次，反复交替进
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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