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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_E5_B9_B4_c36_325468.htm 4月以来，华南和长江中游稻区

早稻生产、西南稻区一季稻生产渐次进入育秧、插秧阶段，

东北稻区等一季稻生产进入备耕阶段。抓好当前春耕备播和

水稻生产田间管理工作，力争今年水稻丰收，对实现全年粮

食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为此，农业部水稻专家指导组在专家

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年水稻春季生产管理技术意见

，供各地参考。 一、华南稻区早稻生产前期管理技术 该区今

年早稻生产播种育秧进度比去年同期略快，到3月底前已基本

完成浸播种任务，南部地区已转入大田插秧阶段，北部地区

也开始播种育秧。但受3月份低温、阴雨、寡照和“倒春寒”

天气的影响，今年早稻的秧苗长势较差，秧苗素质普遍较弱

，一些地方秧苗出现了白叶现象，个别地方还出现寒害烂种

烂秧现象，这对加强栽播后的田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

，要立足抗旱保春耕，抢插抢栽，南部地区清明前后、中部

地区谷雨前后、北部地区“五一”前应插完早稻。重点采取

以下技术措施： 1、下足基肥插足苗，早施重施分蘖肥。在

对秧田施好送嫁肥的基础上，基肥亩施普钙30公斤、氯化

钾7.5公斤、碳铵25公斤，有条件的地方要每亩施用优质农家

肥1000～1500公斤。每亩抛插2.1万～2.5万穴，杂交稻每穴双

苗（两粒谷），常规稻每穴4～6苗。抛插后5～7天，亩施尿

素5～6公斤作促蘖肥；抛插后12～15天，亩施尿素7.5公斤左

右、氯化钾7.5～10公斤，或复合肥12.5～15公斤作壮蘖肥。 2

、薄水插秧，浅水回青。插秧时田间保持薄水1.5～2厘米，插



秧后田间灌水3～4厘米。对于抛秧田块，抛秧时田间不能留

水层，立苗后回灌1.5～2厘米浅水层。返青后进入分蘖期，田

间水层应保持在2厘米以下。插（抛）后15～20天，田间分蘖

苗达到每亩20万苗时开始排水露晒田。 3、防治病虫害。积极

做好稻瘟病（叶瘟）、稻纹枯病、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等病

虫害的综合防治。 二、长江中游地区双季早稻秧苗期管理技

术 3月上中旬该区以阴雨天气为主，早稻播种时间有所推迟

，但由于播种后气温持续偏高，秧苗出苗快，生长健壮。如

果后期仍保持晴好天气，早稻将在4月中、下旬正常移栽。 

早稻秧田期应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1、注重秧田灌水。在天

气低温转晴后，秧田应及时洒水或灌水，尤其是旱育秧更要

多洒水，防止青枯死苗。 2、及时通风炼苗。当气温稳定回

升后，要及时揭开秧厢两头的薄膜通风炼苗，特别是在遇到

高温天气时更要提早揭开薄膜，及时浇水或灌水护苗。 3、

科学施好苗肥。揭膜后，在灌水或浇水前后施匀苗肥，一般

每亩秧田施用3～4公斤尿素；在移栽前3～5天施起身肥，一

般每亩秧田施用4～5公斤尿素。 三、西南稻区一季稻育秧管

理技术 该区当前气温适宜，水源充沛，气象条件优于常年，

种子市场货源充分，有利于水稻育秧管理。但是由于今年农

历润7月，部分农民播种期比常年推迟了2～3天；今年生产用

种种子质量不如比常年，一些地方出苗不整齐，出苗率成苗

率有所下降；旱育秧药剂浸种没有全面落实，苗床感染“恶

苗病”趋重；加之部分农民放松了对苗床的管理，降低了秧

苗素质。 当前应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1、科学安排播种期和

栽插期。冬闲田、绿肥田应按时播种，抓住有利天气及时移

栽，如有可能还应积极推广水稻超高产的强化栽培技术。麦



（油）稻两熟地区，常规水育秧的秧龄期短于旱育秧，机械

插秧的育苗期一般不超过25天，盘育抛秧不超过40天，应按

此标准来合理安排播种期。在常年等雨栽秧的区域，要按照

培育“旱地长龄多蘖壮秧”的技术要求，采用降低播种量、

喷施多效唑等行之有效的技术途径，增大秧龄弹性。 2、认

真做好播前种子处理。主要包括晒种、选种、药剂浸种和催

芽等技术环节，以提升种子的发芽势和整齐度，预防苗床期

病害，并做到足量播种。 3、及时检查种子催芽萌发率和苗

床出苗率。在即将育苗的地区，应根据种子的发芽率确定播

种量，发芽率低于80%，可加大播种量；在已经育苗地区，

应对成秧数量进行评估，如果亩本田秧苗数在计划数量

的80%左右，可强化苗床管理，培育多蘖壮秧，以蘖代苗；

若低于计划的80%，应及时补种。 4、警惕高温烧苗和低温冷

害。重点是加强薄膜的管理和水肥的调控。对出苗期遇高温

的旱育秧苗床，应加盖稻草等覆盖物，避免太阳直射薄模导

致烧苗。如缺水，可在傍晚适当补水。 5、积极防治病虫害

。根据病虫害发生预报，防治蓟马、螟虫以及稻瘟病。 四、

东北稻区一季稻育秧管理技术 近几年东北稻区一季稻育苗均

受低温、多湿不利气候影响。今年3月份气温与正常年持平，

部分地区偏高，但降水较正常年多1倍；预计4月上旬，气温

比常年偏低、降水偏高、大风天数多。 水稻育苗当前应采取

以下技术措施： 1、坚持园田育苗。为保证种子萌发、扎根

温度需要，有条件地区一定要坚持在菜田或庭院育苗，尽量

不在本田育苗。如只能在本田育苗，一定要选择地势高燥、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通透性好的田块，最好筑成高30厘米以

上的高台，并逐渐加以改良，使之成为永久秧田。 2、做好



种子处理。在早春低温条件下，经过催芽的种子，播后扎根

快、分蘖早、出苗整齐，因此一定要严格按程序做好种子晾

晒、盐水选、消毒、催芽、晾芽等种子处理。 3、配制高质

量营养土。营养土配比为：有机质含量3%以上的客土60%

～70%和腐熟、捣碎、过筛的优质农肥30%～40%，同时将营

养土pH值调整到4.5～5.0。按每亩100公斤营养土加硫酸铵150

～200克、过磷酸钠300克、硫酸钾100克。如使用壮秧剂，省

去调酸、加肥的环节。但注意在3.5叶至4.0叶间补充氮肥或移

栽前施送嫁肥，按每平方米40～50克施用。 4、稀播壮秧。根

据普通旱育苗、隔离层育苗、钵盘育苗软盘的不同需要，播

种量控制在每平方米150～300克。 5、控温炼苗。东北地区4

月下、5月上经常出现高温时段，为防止秧苗徒长，在1.5叶

至2.0叶时一定要通风炼苗，床温控制在25～30℃；在2.5叶

至3.0叶时床温控制在20～25℃。 6、防好病虫害。密切注意

苗期青枯病和立枯病的发生，并做好及时防治。农业部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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