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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一年生禾本科植物，茎干直立，空心有节，叶

片狭长而坚韧，叶俏有绒毛，圆锥形花序，每个稻穗有

100 ～ 200 个小穗（即颖花），结的颖果就是稻谷。在不同

的温度条件影响下，水稻会分化形成籼稻和粳稻两个地理

气候生态型。又在不同的日照条件下分化形成三种季节气

候生态型：早稻、中稻和晚稻群。每个稻群又有黏稻和糯

稻两个变种，通常，黏稻和糯稻两个变种的主要区别是淀

粉性质不同，黏米的直链淀粉多，糊化较难；糯米的支链

淀粉较多，糊化容易。

一、优质高产水稻成因简析

从宏观层次来看，优质高产水稻受影响因素包括温度

因素、水分因素、光照因素、种植技术因素等。水稻通常

种植在浅水中，不是水生植物。田中的水除了供给水稻充

足的水分外，还可以保持水稻在稳定的温度下生长。水稻

对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而水的吸热和散热都比较慢，因

此可为水稻提供稳定的温度条件。增加水稻产量和营养物

质，对水稻种植结构进行全面优化，促使水稻产量的增长

指数持续提高，顺应绿色新农业供侧给结构的优化改革趋

势，必须推进传统粗放型种植模式转变为集约型水稻种植

模式，同时，根据农业市场发展需求和改革指导方向，不

断优化水稻种植栽培技术，做好水稻种植管理工作。目

前，在水稻种植作业证，“一种两收”绿色生产管理技术已

诞生，运用该技术有助于提升水稻种植工作效率，增加产

量，改善水稻品质，使水稻营养贮存更有效，实现水稻种

植高质高效双重目标。目前，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在运用

水稻一种两收绿色生产管理技术的过程中结合《省农业厅

关于实施 2018 年省级现代农业转移支付项目的通知》的指

导，对农业市场需求以及国民对大米质量的要求进行了全

面调查，然后，将水稻种植栽培管理作业的主要目标拟定

为提升水稻品质与种植效率，增加产量，节约成本，降低

能耗和种植污染指数，与此同时，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针

对水稻种植生产工作依次实施水稻种植试验示范、小面积

水稻种植、水稻栽培种植规模化发展工作，大幅度提高了

水稻绿色栽培种植水平，推进了水稻种植业发展水平，最

终也实现了绿色水稻种植高质高效的双重目标，水稻种植

结构也步入了绿色化、高效化、集约化和节能减排化，能

够满足一种两收。其次，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农业技术推

广部门为推广以水稻、玉米、麦子等重要粮食作物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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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集约化种植模式示范项目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作

出了巨大贡献，使绿色生态化水稻高质高效生产种植目标

得以顺利实现，一种两收技术的也能够全面贯彻落实。同

时，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为推广水稻绿

色高质高效生产管理技术制定了一套科学完善的绿色种植

方案，明确了“一种两收”种植方法，为收获优质高产水

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种植前管理

（一）科学选择品种

在选择需要种植的水稻品种的时候，需要综合的考虑

种植地的环境情况、气候、温度、湿度等，了解土壤的肥

力，了解种植地的水稻的生长周期和成熟期，要考虑分析

现有的种植技术、种植条件等。在此基础上科学的选种，

确保满足水稻生长的条件和需求，确保水稻的成活率和正

常生长。在品种选择的时候，要选择营养价值高的、耐寒

耐旱能力比较强的、抗病害能力强的品种进行种植。

（二）水稻育苗和直播种植技术

在水稻育苗栽植的过程中，需要针对水稻生长的不同

阶段，采取不同的管理技术，确保水稻的正常生长。在我

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带时常是在 3 月中下旬

进行水稻育种，在 30～40d左右会长出幼苗，在长出 7～8

片叶子的时候移栽。育苗的时候需要合理的设置苗床，尽

量选择方便灌溉、地势相对较高、土壤的肥力和通透性比

较好的地方，确保腰沟、围沟、洼沟保持联通，做好排水

管理工作。采用直播的方式种植，在上一茬的农作物收获

之后，做好翻耕工作，深度保持在 15cm左右，并施用适量

的底肥和堆肥，大约是一亩地施加肥料 2200kg左右。播种

之前需要再次施肥，大约是一亩地施加磷酸钙 25kg左右，

混入 100kg左右的人粪尿。还需要做好间苗的工作，及时

的摘除长势不好的水稻和杂苗病苗，并在水稻长出 4 片叶

子的时候定苗。在应用传统种植模式的过程中，大多数农

民所栽培的水稻株高通常在 1.2m左右，水稻叶子通常长

而扁，圆锥形的花序是由许多小穗共同组成，最终的结子

就是稻谷，稻米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包括比例在 8%左右的

蛋白质、维生素、铁和钙等。在新农业改革背景下，绿色

集约型种植模式和高质高效生产管理技术在中国水稻种植

产业中得以广泛应用，实现了水稻种植一种两收的目标，

同时，能进一步完善水稻种植结构，降低种植污染，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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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高效种植标准，有效增加了水稻产量。需要注意的

是，全面推广水稻种植高质高效生产管理技术，增加水稻

产生，改善种植质量，必须充分确保水稻播种工作的科学

性、生态性、节能性与高效性，制定完善的水稻种植管理

体系。据调查了解，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在开展水稻高质

高效种植管理作业中成功运用了集约型种植模式，分别在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 3 个村子建立了高效高产稻田，面积

多达 2000 亩，同时，各村均建有 50 亩的水稻种植核心示

范基地，所种植的水稻品种为丰两优香一号，这种水稻产

量高、营养丰富，具备良好的耐寒耐旱能力与抗病虫害能

力，生命力顽强，环境适应能力也比较强，成活率高。随

着绿色水稻高质高效生产管理技术和集约型种植模式以及

一种两收方法的同步推广，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将原来的

人工种植模式成功转变成了全过程机械化种植模式，有效

提高了水稻种植业的机械化水平。通常是在 3 月 20 日左右

开展水稻播种作业，平均每亩稻田的用种量是 2kg，等到

了 4 月 15 日左右，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农业种植部门就会

联合种植人员用机器完成水稻插秧作业，水稻的株行距控

制在 12cm×30cm范围内，每穴所插入的稻苗是插入 2 ～ 3

粒，在每亩稻田内平均插进 1.6 万～ 1.8 万蔸的水稻。据统

计，平均每亩稻田的苗数在 7 万～ 8 万。等第一季水稻成

熟之后，通常是在 8 月 10 日左右用收割机械来完成水稻

收割作业，平均每亩稻田的产量达到了 650kg，第二季成

熟的水稻是在 10 月底进行收割，到了这一季，平均每亩

稻田的水稻产量是 250kg，符合一种两收的标准，这也说

明运用高质高效生产管理技术开展水稻栽培工作，能够大

幅度增加产量，减轻工作负担，全面提升绿色水稻种植机

械化水平，实现集约型种植目标。此外，在水稻栽培工作

中，精选播种期和收割期，全面做好水稻病虫害预防工作

和草害控制工作，有时能够将平均每亩稻田的产量增加到

900kg。一般情况下，对于水稻种植中的草害问题，必须

要在开春之后，及时对稻苗进行灌水，这样可以使杂草在

播种水稻之前成功破土，杂草出土之后，则需要对稻田进

行深耕，这样可以使杂草得以全面清除。另外，在完成水

稻收割作业之后，应采取深松处理措施将杂草成功翻入地

下，以此降低杂草的来年萌生率。

（三）水稻栽种和移栽技术

移植水稻的时候需要采用科学的、合理的技术和方

法，要考虑和分析当地的气候特点、天气状况等，要确保

移栽的水稻带有适量的护根土壤，幼苗根系的完整性，确

保移栽后的成活率。在栽种之前需要做好整地工作，适当

的施加肥料，确保水稻正常生长所需要的养分，保证土壤

表面平摊。要根据当地水稻种植的时间、植株生长的环境

和条件、土壤条件、所选择的水稻品种自身的特性等，

科学合理地确定植株的疏密程度，一般情况下保持在每

亩地 11000 株左右。在确定移栽成活之后，需要尽早地施

加适量的尿素、硫酸铵等肥料，确保生成有充足的养分。

水稻在我国有大范围的、大面积的种植，由于种植地的气

候、土壤等条件的不同，则需要选择更加科学合理的栽培

技术，确保水稻的正常生长和种植的效益。确保生长的温

度、光照等充足，要根据种植的条件等，合理的选择水稻

的品种，选择耐寒耐旱能力与抗倒伏能力以及抗病虫害能

力强的品种。

（四）建立规范的水稻种植基地

优化绿色水稻集约型水稻种植模式，实现高质高效生

产管理目标，发展绿色水稻种植产业，必须注重建立规范

的水稻种植基地，根据《省农业厅关于实施 2018 年省级

现代农业转移支付项目的通知》，科学选用高质高效种植

基地，确保种植基地符合优质品种栽培要求。然后，根据

水稻种植规模和产量需求，制定科学的生产模式，设计完

善的稻田道路系统，合理规划稻田灌溉系统与防护系。其

次，农业管理部门应重视引导水稻种植户加强与相关企业

的合作，共建集合优质水稻种植生产、产品加工与销售一

体化的经营管理模式。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县近年来在全面

推广应用一种两收生产管理技术和集约型种植模式的同时

和当地绿叶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不断扩展水

稻种植基地规模，运用签订回收订单的方式依托所合作的

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全面负责集中加工水稻产品包装与销

售工作，成功创建了本地优质品牌化大米。另外，浙江省

嘉兴市平湖县已经将水稻一种两收生产管理技术和集约型

重视模式打造成了一套完善的水稻种植技术体系与绿色水

稻产业链条，在各村大面积推广水稻一种两收模式，建立

了 500 亩的连片再生稻种植实验基地，种植结果表明“丰

两优香一号”的种植产量最高。另外，地方政府与农业管

理部门应注意加大对绿色水稻集约型种植模式、水稻高质

高效生产管理技术以及一种两收种植方法的支持力度，并

为推广应用新技术提供充足的补助资金。

三、种植后管理

（一）做好灌溉和排水工作

为有效地提高水稻种植后的效益、确保水稻的产量，

需要做好种植后的管理工作。做好种植后的灌溉和排水工

作，确保田间的湿度更适宜水稻的生长。在灌溉的时候，

一般采用沟灌的方式，确保水稻生长的水分适宜。需要根

据水稻的实际生长状况，科学的调配施肥的比例，合理的

控制施肥的数量，避免肥料过重对水稻生长造成影响。在

施肥的时候一般采用叶面喷洒和空气中撒施两种方式，一

般采用氮肥、硫铵、尿素等肥料，确保水稻生长的养分充

足。

（二）做好水稻病虫害治理力度

在处理水稻病害问题的过程中，理应结合水稻发病规

律，提前采取防治措施，如果已经出现水稻出现病害，在

采取药控措施的同时应尽力防止病害问题扩大。相比而

言，水稻常见病害问题是斑枯病，这种病主要产生于水稻

叶部，其病原是一种半知菌，当水稻感染斑枯病后，其叶

部会出现多角形暗绿色病斑，这些病斑会渐渐变成灰白

色，还带有小黑点，最后导致叶子枯死。对于斑枯病，必

须对病残组织进行全部清除，集中烧毁感染病害的水稻，

也可以给水稻喷洒 1 ∶ 1 ∶ 100 的波尔多液或 65%代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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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可湿性粉 400 ～ 500 倍液喷雾。对于水稻虫害问题，应

该将物理防治法与生物防治法相结合，从而有效提升灭

虫效果。另外，也可以在 5 月下旬和 6 月中下旬在地面喷

洒 90％敌百虫 800 倍液喷雾或者青虫菌 500 倍液喷雾等药

剂，这样能够杀灭幼虫。

（三）加强冻害防治

我国部分地区在种植水稻时会采用秋季播种，第二年

春季成熟的形式，在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做好水稻的

防冻害工作，确保水稻能够健康越冬，确保水稻的成活

率。最常见的防冻害方法是在冬季的时候施用一次肥料。

在施肥的时候需要控制好肥料的用量。施肥后需要及时补

充水分，确保土壤的含水量，避免施肥不当导致的水稻枯

死和烂根。对于已经受到冻害的水稻，应及时摘除受冻稻

叶。

（四）在水稻种植中推广应用农机农艺

促进水稻增产，提高水稻种植业机械化水平，改善水

稻栽培过程中的农机农艺技术，理应结合信息时代的发展

特色，全面优化信息技术在水稻种植技术推广工作中的运

用，通过搭建农业技术推广平台引导广大农民在水稻种植

栽培过程中正确运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此提高产量，促

进水稻种植业的发展。水稻的产量直接关系着国家粮食问

题，确保农业的稳健发展，方能为民生健康提供良好的基

础保障。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国内的农业耕地目前分布趋

于分散，部分偏远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模式还相对落后，以

人力生产为主，水稻种植业机械化水平偏低。其次，国家

为了在推广水稻种植新技术新工艺，采取了各种下乡措

施，不少县政府及当地农业部门会邀请专家来农村为广大

农民介绍水稻种植业的新技术和新农艺，耐心指导农民操

作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这样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

是推广工作效率偏低。当前已经有不少农业部门借助信息

技术构建了农业技术推广平台，将农业机械设备应用（像

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水稻栽培种植技术、农业机

械维护管理等知识分类别存储于平台数据库中，农民可以

注册本平台查阅相关知识。与此同时，平台具有互动功

能，农民可以提出问题，给平台留言，由客服和专家及时

解答问题。农业技术推广平台能够让广大农民认知应用水

稻种植新技术的重要价值，引导农民提高水稻种植业机械

化水平，从而有效推进现代化农业的持续发展。目前，在

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水稻种植技术推广平台面向全国，从

而有效扩大了推广范围。农民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进入

平台学习农业知识，了解先进的水稻种植栽培技术。在水

稻种植新工艺技术推广工作中，应注意设置农业物联网，

组建相应的栽培管理数据库，农民可以通过进入数据库学

习先进的农作物栽培工艺，转变生产模式。浙江省嘉兴市

平湖县就针对水稻种植业组建了栽培管理数据库，数据库

内部存储了详细的栽培工艺流程，农民可以参考这些资料

做好水稻种植工作。在整地工作中，可以通过平台指导农

民要借助红外线和卫星定位技术来处理农业整地工作，改

善整地质量，这样也能够节省水稻种植栽培时间，降低成

本，促进后期增收。在水稻种植的水肥管理工作中，应指

导农民借助信息技术构建自动化灌溉系统，同步发挥卫星

传感器、农业灌溉网络和自动化控制器的功能，这样能够

迅速检测水稻种植区域内的土壤内部水分含量，根据水稻

的生长需求实施自动灌溉。与此同时，应用水肥自动化管

理系统能够准确检测水稻种植区域内的营养指数，并及时

给农作物补充肥料。

四、结束语

目前，中国为了提高水稻产量，已经全面推出了水稻

“一种两收”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又称“水稻再生产

技术”，主要是在收割第一季水稻之后，采取施肥与管水

措施让稻桩再次发苗和长穗，进而实现“一种两收”的预

期目标，大幅度提升水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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