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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是一项以培育适龄壮秧、稀植浅栽和合理运筹肥水为主要内容的综合

高产栽培技术。 

[关键词] 水稻；旱育稀；栽培 

 

1 旱育稀植栽培技术的优点 

1.1省水 

旱育秧播种时,浇一次“走马水”,

三叶期前一般不浇水,三叶期后遇干旱

浇二、三次“走马水”,每次灌水30方左

右,总灌水不超过120方,比水育秧节水

80%以上。 

1.2秧苗素质好 

(1)根系活力强。水稻旱育秧是指

在育秧时秧田不淹水、而采取湿润灌溉

方式的育秧方法。该方法接近在旱地土

壤环境中培育秧苗,稻田通气性好、含

氧量多,促进秧苗根系发达、根毛增多、

活力增强。据测定,旱秧根系生长量、

发根能力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均比水育

秧高,且旱育栽培根系在田间横向分布

均匀,白根多,85%左右的根系集中在

0-12厘米耕层。 

(2)秧苗植株矮壮。由于旱育水分相

对较少,地上部生长变慢,植株矮壮。旱

秧比湿润秧苗矮3.6%,叶挺变短,叶片变

窄,但叶片表面粗糙,绒毛多,叶肉变厚,

单株绿叶数增多,百株地上部干物重增

加67.90%,分蘖株率增加12.6%,是一种

茎基扁蒲的多蘖壮秧。 

(3)抗逆性强。旱育秧苗单株叶面积

小,减少了蒸腾面积。据测定,旱壮秧的

含水量较低,一般为植株干重的70%-75%,

比常规湿润秧低10%左右,其自由水量减

少、束缚水量增加、组织结构严密、体

内高能营养物质如淀粉、可溶性糖及脯

氨酸的相对含量远远高于常规湿润秧,

因此其抗逆性强,有利于水稻早播早插,

缓解双季稻区“双抢”的季节矛盾,为早

稻迟熟高产品种的推广和晚稻早插高产

创造了有利条件,增大了温光资源的利

用程度。 

1.3大田分蘖早、成穗率高,结实

性好 

由于旱育秧根系发达,发根力强,又

是带土移栽,植伤少,移栽后几乎没有返

青期,分蘖发生早、分蘖节位低。据研究,

旱育苗不仅根系发达、深扎,同时还在根

系周围带有大量旱生根系,增强了吸水

吸肥能力,增大了吸收面积。到了结实期,

根系也能保持较高活力,维持植株活棵

至成熟,有利于增穗、增粒、增重。旱育

稀植水稻群体分蘖发展平稳,个体分蘖

旺盛,个体壮,群体稳,成穗率高。 

2 技术要点 

2.1选用良种 

选用具有增产潜力的中晚熟品种。 

2.2整地、配方施肥 

建造肥沃、疏松深厚的旱地苗床,

是培育壮秧的基础。秧田应选择地势高

燥、排水良好的旱田,土壤要疏松肥沃、

透水透气性好、有机质含量高、供肥供

水能力强；在增施有机肥的基础上,合理

配施N、P、K,尤其N、P配合施用更为重

要。一般亩施土杂肥3000—4000公斤,

尿素10—15公斤,过磷酸钙40—50公斤,

氯化钾10—15公斤,或复合肥,30—50公

斤,锌肥1.5公斤。 

综合考虑了降水强度、人口密度和

GDP、海拔地形多种因素,制作了暴雨洪

涝灾害风险区划图。从整体上看,抚松暴

雨灾害风险区划呈现北部大,中部地带

次之,南部小的趋势。抚松北部人口集中,

是生命和经济易损指数较大的区域,暴

雨灾害发生概率大。中部为中风险区；

该区域地势相对平坦,且拔海高度较高,

人口密度相对较少,易形成地质灾害,洪

涝灾害发生概率较低,具有一定的森林

覆盖率,历史发生暴雨灾害概率较低。南

部靠近长白交界处以中风险和低风险区

为主,即由北向南风逐步减小。 

4 结论 

抚松县暴雨的影响的主导系统是夏

季受副高后部切变,高空冷涡系统和台风

系统也是影响抚松降水的重要原因。抚松

县降水量分布呈现北部大、中部少、南部

相对最少的特点。抚松暴雨灾害风险区划

呈现北部大,中部地带次之,南部小的趋

势。采用皮尔森－Ⅲ分布方法拟合得到不

同重现期20年、50年、100年的降水量值

分别为97.1毫米、107.3毫米、162.9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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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种子处理 

播前用育苗灵或多菌灵等浸种,防

止水稻恶苗病等病害。 

2.4稀播育壮秧 

适宜的播种量是培育壮秧的关键技

术措施。一般壤土地亩播量25—35公斤,

粘土地亩播30—40公斤,高产田秧田播

量可降到20—25公斤/亩。 

2.5加强秧田管理 

出苗前以保温保湿为目标,床土不

干不喷水；出苗后至三叶期前一般不浇

水,床土以干燥为主,保证秧苗根系健壮

生长,控制地上部生长,增强秧苗抗逆

性。如遇干旱,可喷湿润水；三叶期后至

移栽前,也要以控水为主,遇到严重干旱

(叶片卷筒,第二天早晨叶片不吐水)时,

应浇“跑马水”,严禁大量灌水和积水。

并根据苗情酌量追施肥料,或喷施1—2%

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拔秧前3

—5天酌情追施“送嫁肥”,每亩施尿素

或复合肥4—5公斤。秧田出现杂草时,

于一叶一心期前亩用50%杀草丹乳油300

—500毫升兑水50—60公斤均匀喷雾,或

在杂草一叶一心后用敌稗1公斤兑水50

公斤喷雾。出现病虫害如蝼蛄、蓟马等

要及时用药防治。 

3 稀植高产的原因 

传统的稻作技术,一直采取密植一

多穗一高产的技术模式,实践证明,这一

技术模式使产量达到500-550公斤/亩还

是可行的,要进一步提高单产却很难。在

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与之相反的技术

模式,即稀植一大穗一高产。 

从植物生理学角度讲,创造水稻高

产最根本的就是要协调好源流库关系,

做到源足、流畅、库大。稀植和密植完

全不同的源流库关系恰恰反映了二者之

间的产量差异。 

从实践角度讲,稀植高产原因主要

有如下几点： 

3.1品种选择合理 

在品种的选择上,采用高抗、大穗、

分蘖力强的中熟品种,如我地普遍推广

的盐丰系列品种,是比较理想的,是增产

的一个主要原因。 

3.2苗壮 

稀植和常规栽培相比,秧苗苗龄提

高l.0-1.5叶,株高增加2-3厘米,每株增

加分蘖1-2个,百株干重提高2-3克,秧苗

素质明显提高1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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