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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ＱＩＡＮ ＹＡＮ

　 　 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培养新农村建设 “留得住、

用得上”的专业人才，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河北省委组织部、河北省农村工
作办公室和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进 “送教下乡”加快培

养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的意见》，随后，河北省教育厅制定了 《“新农村

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陆续部署

了试点及推广工作。河北省委、省政府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把 “双

带工程”作为重要惠民工程，列入 ２０１０ 年冀发 １ 号文件强力推进；列
入 《河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入实施。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河北省委、省政府在 《关于认真贯彻中央 １ 号文件精神扎实做好 ２０１０
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送教下

乡，实施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培育农民创业致富带头

人。” 《河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明
确要求：“以深入实施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为切入点，扎

实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民培

养，创新农村职教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式，为农村培养改革发展带头

人和科技致富带头人。”

“双带工程”实施近几年来，惠及河北省近 ３０ 多万青年农民，有
力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学生 “边受教育边

生产”，有效促进了农民致富增收；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

步密切了干群关系；明显提升了新农村文明建设水平，使广大农民

“既富了钱袋，也富了脑袋”。通过送教下乡，实施 “双带工程”，增强

了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活力。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全国中等职业教育
招生改革案例推介会上，教育部鲁昕副部长把河北省的 “送教下乡”

与四川省的 “藏区 ９ ＋ ３ 免费教育计划”、重庆市的 “统筹城乡职业教

育”一起，列为三大模式向全国推广。她指出：“‘双带工程’有效拓

宽了职业教育招生范围和服务面向，对农民脱贫致富和农业持续发展有

重要促进作用。”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刘延东国务委员做出重要批示：“河北
省送教下乡的做法很好。职业教育就是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农村，

适应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服务，才能体现价值，才能更有作为。”教育

部杜玉波副部长在出席河北省教育工作会议时指出：“河北教育历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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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讲创新、有特色，特别在职业教育方面，从 １９８９ 年河北在全国率先成立第一家
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到 ２００９ 年面向 ‘三农’开展送教下乡、启动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

人培养工程’，都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河北职业教育要认真落实延东同志批示

精神，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应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农村发展的现

实需要，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切实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为全国职业教育发展

提供更多有益经验。”

加强教材建设是提高 “送教下乡”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保障。为确保中等职业

学校送教下乡工作顺利进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河北省教育厅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
对中等职业学校送教下乡教材建设进行规划，并着手开展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以

供中等职业学校送教下乡教学使用。

这套系列教材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计划规

范管理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

若干意见》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

种植技术等六个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的通知》有关精神组织编写，业经河北省中等职

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增研究员担任

总主编。教材本着 “行动导向、任务引领、学做结合、理实一体”的原则编写，以职

业能力为核心，努力从种植、养殖、农村管理等相关岗位的工作实践中选取典型任务，

有针对性地传授专业知识和训练操作技能。各册教材的学习内容分别划分为若干个单

元，再分为若干个学习任务，每个学习任务包括任务描述及相关知识、操作步骤和方

法、思考与训练等，还插入 “小知识”“小提示”“拓展阅读”等，力求适合农民学生

边讲边练、边学边干、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学习模式和学习特点。经过各方共同努

力，本套专用教材的第一批 ３３ 种教材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出版发行，其中根据教育部办公
厅 《关于组织开展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遴选活动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

〔２０１１〕４１ 号）精神，由河北省教育厅推荐的 １７ 种专业技术课教材，已被教育部确定
为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

《水稻生产技术》是本套专用教材第二批 ３６ 种教材中的一种，内容分为 “生产前

的准备工作”、“水稻育秧”、“水稻移栽”、“本田管理”、“收获加工与储藏”、“水稻高

效栽培模式”六个单元，共计 １８ 个学习任务。主编为伍均锋，副主编为李学文，孙海
燕，刘俊才。

《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送教下乡专用教材》编写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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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

　 　 中国是世界水稻生产大国，也是水稻科技强国。河北省水稻生产历史悠久，
全省种植面积大体在 １２０ 万亩左右，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 １ ２％，单产是主要
粮食作物 （玉米、小麦）中最高的。

水稻播种前的准备工作是水稻生产的重要环节和丰产的前提和基础。本单

元主要介绍河北省水稻生产播种前的准备工作，包括种子准备、土壤准备、机

械准备等。

　 　 　 学习任务 １
种 子 准 备

　 　 本任务主要学习播种前种子准备工作，包括选择良种及种子处理。播种前
要根据当地的生态条件和经济条件，选用经审定且生育期适宜、抗病力强的优

质、高产品种，并做好晒种、选种、浸种和种子消毒、催芽等工作。

一、选择优良品种

（一）优良品种选择的标准

要想获得水稻高产，实现增收，选用优良品种是关键之一。由于各地的气候条件、

地理条件和地势情况、土壤肥力和质地、雨水等条件的不同，形成了生态条件的多样

性，所以要选择适宜本地区生态环境条件，耐肥、抗病、抗倒伏、高产稳产、品质优

良，并能够安全成熟的品种。特殊地区还应注意品种的适应性，如抗寒性、耐涝性、耐



２　　　　

盐碱性等。

图 １ １　 水稻优良品种

１ 根据栽培模式需要选择 　 水稻栽培模
式一般采用大棚旱育苗、钵体育苗，超稀植

栽培，应选择偏大穗型，分蘖力高，抗逆性

强，丰产性好，优质米的品种。

２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 　 要因地制
宜，根据当地的积温、生育期、降水、栽培

水平、土壤肥力、水资源情况、病虫害发生

等情况选择良种。例如在盐碱地带，应选用

耐盐碱的品种，在稻瘟病易发区应选用抗病

性强的品种，在低温冷害易发地区应选用抗低温冷害强的品种，在土质肥沃、栽培水平

高、自流灌溉区应选择耐肥抗倒伏品种，在水源不足地区应选择耐旱品种等。同时还要

做到早、中、晚合理搭配，做到 “种尽其用，地尽其力”。

３ 根据市场经济需要选择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稻米
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外观品质、营养价值及口感均好的稻米，在市场上优质米的

价格明显高于一般稻米，农户也愿种既高产又优质的新品种。因此，要以市场为导向，

选择优良品种。

选择品种熟期的方法——— “两看一定”

　 　 一看：品种的需温指标是否与当地的有效积温相符合。由于水稻光周期的敏
感性，某一生育阶段或全生育期所需积温常会有所变化，要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

或往年的记录指标综合考虑。

二看：品种的生育期是否与当地一致。不同品种在营养生长阶段感温和感光

的程度不同，同一个品种也因管理措施不同出穗时间差异很大，只能作为参考。

一定：确定当地的安全成熟期。当地安全成熟期应定为常年平均枯霜期提前

４５ ～ ５０ 日出穗的品种。再参考以往种植的品种是否在安全出穗期内出穗，选择比
它早点或晚点的品种。

　 　 ４ 根据熟期实际情况选择　 河北省稻区分为冀北一季早熟稻种植区 （冷凉稻区），

冀东、中北部一季中晚熟稻种植区，冀中一季稻、麦茬稻过渡种植区，冀南麦茬稻种植

区。每个稻区水稻成熟期都不一致，因此选择水稻品种要根据成熟期确定，要选择霜前

能充分成熟的品种。

５ 根据是否具有 “三证”选择　 “三证”是种子销售许可证、种子质量合格证和

经营执照。选择国家已经审定推广的、经过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或专家认定的优良

品种、且要达到国家标准，即纯度 １００％、净度 ９８％、发芽率 ９５％，同时还要选择标
准化和规范化良种，如良种包装、合格证、说明书、标签、名称、品种特性、适应范

围、注意事项等。要选择经过试验、示范和丰歉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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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优良品种除具备水稻新品种的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条件：
１ 产量高　 高产是优良品种最基本的条件。
２ 抗逆性强　 包括生物抗性 （如抗稻瘟病、白叶枯病、二化螟虫、稻飞虱等）

和非生物抗性 （包括耐旱、寒、涝和高温）。

３ 品质好　 一要加工出米率高，二要外观好看，三要好吃；在评价米质优劣的
诸多指标中，整精米率、垩白率、垩白度、直链淀粉含量、胶稠度和食味最为重要。

４ 适应性广　 是指在不同的土壤、气侯和栽培条件下大面积生产都能生长良好
并能获得高产。

（二）河北省近几年栽培的水稻新品种

１ 早熟、直穗半紧、高产粳稻品种　 主要包括盐丰 ４７、田丰 ２０２、辽旱 １０９、锦丰
１ 号、辽河 １、辽河 ５ 等品种。其中盐丰 ４７ 包括派迪 ８８８、９９８、８１８、６１６、Ａ１、Ｆ３、
精选 ５—１、精选 ５—８、精选 ６ 等品系。全生育期 １６０ 天，株高 １ｍ，穗直立半紧，每穗
１３０ 粒，结实率 ９０％左右，千粒重 ２６ ～ ２７ ５ｇ，米质中等；分蘖力中等；抗倒伏，对稻
瘟、稻曲、条纹叶枯和胡麻斑病抗性中等；一般亩产 ６００ ～ ７５０ｋｇ，最高亩产 ９１２ｋｇ。可
晚播种晚插秧，适当密植，也可直播。蘖肥少施勤施，穗肥应提早施用，酌施粒肥。注

意防治稻瘟、稻曲和二化螟等病虫害，始穗期用吡蚜酮等防治灰飞虱。

２ 早熟、直穗半紧、高产、抗病、粳稻新品种　 主要包括盐丰 ４７ 新品系———２１８、
Ｄ１０、桥育 ８。株高 １ １ｍ，后期叶尖发褐，抗倒伏，每穗 １５０ 粒，结实率 ９０％以上，千
粒重 ２５ｇ，米质较优，桥育 ８ 穗顶部有短芒；对稻瘟、稻曲、条纹叶枯、胡麻斑和纹枯
病抗性优于盐丰 ４７，可减少防病用药，其他同盐丰 ４７。
３ 晚熟、直穗紧穗、抗病、高产、优质米、粳稻新品种 　 主要包括海繁 ６ （４１７、

５５８）。全生育期 １７５ 天，株高 １ １ｍ，直穗紧穗，每穗 １４０ 粒，４１７ 系无芒，５５８ 系部分
稻穗有短芒，结实率 ９０％以上，千粒重 ２４ ～ ２５ｇ，米质优；分蘖力中等，耐肥，高抗倒
伏，抗稻瘟、条纹叶枯和胡麻斑病，中感稻曲病，熟相好，亩产 ６００ ～ ８００ｋｇ。早播种
早插秧，适当密植，减少穗肥用量，注意防治稻曲病。

４ 晚熟、弯穗半紧、抗病、高产、优质米、粳稻新品种———津原 １２３ （示范品系，
有少量分离） 　 全生育期 １７５ 天，株高 １ １ ～ １ １５ｍ，半紧穗，每穗 １５０ 粒，结实率
９３％，千粒重 ２８ ７ｇ，谷粒偏长，出米率高，米质优；分蘖力较强，较抗倒伏，高抗条
纹叶枯病，中抗稻曲病和纹枯病，中感稻瘟病，亩产 ７００ ～ ８００ｋｇ。早播早插稀植，减
少穗肥用量，注意防倒伏，防稻瘟、稻曲病和纹枯病。

５ 早熟、弯穗半紧、抗病、高产、粳稻新品种———津原 ５３、唐粳 ２ 号 （示范品系，

有少量分离） 　 全生育期 １６０ 天，株高 １ １ｍ，弯穗，半紧穗，颖壳浅黄，结实率 ９０％
以上，出米率高，米质较优，津原 ５３ 每穗约 １５０ 粒，千粒重 ２８ｇ，部分稻穗有芒；唐粳
２ 号每穗约 １６０ 粒，千粒重 ２５ ～ ２６ｇ，无芒；分蘖力较强，较抗倒伏，稻瘟、稻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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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叶枯和胡麻斑病发病均较轻，感纹枯病，亩产 ６５０ ～ ８００ｋｇ。注意防治纹枯病。
６ 晚熟、散穗、大粒、抗病虫、稳产、特优米、粳稻品种———津原 Ｅ２８ 　 全生育

期 １７０ 天，株高 １ １ｍ，散穗，每穗 １１０ ～ １３０ 粒，千粒重 ３２ｇ，结实率 ９５％，谷粒偏
长，颖壳浅黄，出米率高，米质特优；分蘖率中等，抗稻瘟、稻曲、条纹叶枯病和稻飞

虱，中抗胡麻斑病，亩产 ６００ ～ ７００ｋｇ。早播种早插秧，适当密植，稻瘟病、稻曲病和
稻飞虱不需防治，注意防倒伏。

７ 晚熟、散穗、抗病、稳产、特优米、粳稻新品种———津稻 ２０９ 　 全生育期 １７０
天，株高 １ ０５ｍ，叶片宽厚，散穗，每穗 １３０ ～ １５０ 粒，结实率 ９０％，千粒重 ２６ｇ，颖
壳黄白有芒，米质特优；分蘖力强，抗条纹叶枯、稻瘟和胡麻斑病，轻感稻曲病，亩产

６００ｋｇ。注意防倒伏、防稻曲病。

农业部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水稻 ３０ 个主导品种
１ 长江流域 １５ 个：Ｙ两优 １ 号、新两优 ６ 号、丰两优香 １ 号、丰源优 ２９９、南

粳 ４４、秀水 １３４、株两优 ８１９、中嘉早 １７、中早 ３９、天优华占、珞优 ８ 号、内 ５ 优
８０１５、湘晚籼 １７、云光 １７ 号、宜优 ６７３。

２ 华南稻区 ４ 个：天优 ９９８、玉香油占、特优 ５８２、天优 １２２。
３ 西南稻区 ４ 个：Ｑ优 ６ 号、川江优 ５２７、内 ５ 优 ３９、云粳 ２６。
４ 北方稻区 ７ 个：龙粳 ２１、龙粳 ２６、绥粳 ９ 号、通禾 ８３６、沈农 ９８１６、徐稻 ３

号、宁粳 ４３ 号。

　 　 ８ 晚熟、弯穗半紧、高产、抗病稳产、优质黏米、糯稻品种———津糯 １ 号　 生育
期 １７０ 天，株高 １ ０５ｍ，每穗 １２０ 粒，千粒重 ２８ｇ，结实率 ９０％以上，米质优；分蘖力
强，抗条纹叶枯病和稻曲病，中抗稻瘟病、小球菌核病和胡麻斑病，抗灰飞虱，但有的

年份偶发白背飞虱；亩产 ５５０ ～ ７００ｋｇ。早播种早插秧，适当稀植，稻曲病和灰飞虱一
般不需防治。

９ 晚熟、弯穗紧穗、特优黏米、糯稻品种———冀糯 １ 号 　 生育期 １７５ 天，株高
１ １ｍ，分蘖力强，每穗 １１０ 粒，千粒重 ２８ｇ，结实率 ９０％以上；叶色浓绿，高抗倒伏，
抗稻瘟病、稻曲病和稻飞虱，但感条纹叶枯病和胡麻斑病，抗盐碱性差；抽穗晚但灌浆

快，米粒大而洁白，米质优；亩产 ５００ ～ ６００ｋｇ。本应早播种早插秧，但为控制条纹叶
枯病和胡麻斑病，需适当晚播种、晚插秧；播前用药剂浸种，预防恶苗病；不需防治稻

瘟病、稻曲病和稻飞虱，但中后期注意防治二化螟和胡麻斑病。

（三）品种类型

我国种稻历史悠久，分布辽阔，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培育下，形成了许多

类型和品种。我国栽培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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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群，每个群又分为水稻和陆稻两个型，每一个型再分为黏稻和糯稻两个变种以及一

般栽培品种。

１ 籼稻和粳稻　 水稻受纬度和海拔高低 （主要是气温）影响而分化为籼稻和粳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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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亚种，其稻米分别称为籼米和粳米。在世界上产稻国中，只有中国是籼稻和粳稻并

存，而且面积都大，地理分布明显。籼稻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平原，粳稻主要

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及南方的高寒地区。

籼稻是由野生稻演变成的栽培稻，是基本型，分布在热带、亚热带的平川地带，耐

湿、耐热、耐强光；籼稻的叶片宽大，叶色较淡，叶面多茸毛，叶型弯长，株型较松

散；谷粒狭长，颖毛短稀，米粒淀粉黏性较弱，胀性较大；易落粒，耐肥性、耐寒性较

弱，分蘖力较强，对稻瘟病抗性较强。

粳稻是人类将籼稻由南向北、由低处向高处引种后，逐渐适应低温气候下的生态变

异类型。耐弱光；叶片狭窄，叶色较深，叶面较光，叶型短直，株型紧凑；谷粒短圆，

颖毛长密，米粒淀粉黏性较强，胀性较小；不易落粒，耐肥性、耐寒性较强，分蘖力较

弱，对稻瘟病抗性较弱。但是，随着育种上的突破，一些品种的籼、粳稻特征特性已发

生变化。

籼稻、粳稻形态特征比较见表 １ １、图 １ ２、图 １ ３。
表 １ １　 籼稻和粳稻主要形态特征比较

亚种 黏性 粒形 叶片 稃毛 芒 脱粒性

籼亚种 弱 狭长 宽，淡，剑叶开度小 短而稀 多无芒 易

粳亚种 强 短圆 窄，深，剑叶开度大 长而密 长或无 难

籼稻稻谷　 　 　 　 　 　 　 　 　 　 　 　 　 　 粳稻稻谷
图 １ ２　 籼稻、粳稻稻谷比较

图 １ ３　 籼稻、粳稻稻穗

　 　 ２ 早、中稻和晚稻 　 早、中稻和晚稻是水稻适用不同光照条件产生的变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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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育期从播种到成熟在 １２０ ～ １３０ 天以内的叫早稻或早熟种，在 １２０ ～ １３０ 天到 １５０ ～
１６０ 天的为中稻或中熟种，１５０ ～ １６０ 天以上的叫晚稻或晚熟种。

早稻的感光性极弱或不感光，只要温度条件满足其生长发育，无论在长日照或短日

照条件下均能完成由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的转换。

中稻一般在早秋季节成熟，生育期介于早稻和晚稻之间。多数中粳品种具有中等的

感光性，播种至抽穗日数因地区和播期不同而变化较大，遇短日高温天气，生育期缩

短。中籼品种的感光性比中粳弱，播种至抽穗日数变化较小而相对稳定，因而品种的适

用范围较广。

晚稻对日照长度极为敏感，无论早播或迟播，都要经 ９ ～ １０ 月秋季短日照条件的诱
导才能抽穗。由于晚稻的成熟灌浆期正值晚秋，昼夜温差较大，稻米品质比较优良。

北方地区的水稻属于早稻或中稻，这里所说的早、中稻和晚稻和南方双季稻的早

稻、晚稻概念，北方地区是指生育期长短，南方的早稻、晚稻是指播栽季节的早晚。

３ 水稻和陆稻　 根据栽种地区土壤水分的不同，又分为水稻和陆稻。水稻种植于
水田中，需水量多，产量高，品质较好；陆稻则种植于旱地，耐旱性强，成熟早，产量

低，谷壳及糠层较厚，米粒组织疏松，硬度低，出米率低，稻米的色泽和口味也较差。

北方地区只有少量陆稻栽培。陆稻品种可以在水田种植，而水稻品种一般不太适于在旱

地种植。陆稻是由水稻演变来的适用干旱地栽培的生态变异类型，又称旱稻。

４ 黏稻和糯稻　 黏稻与糯稻的主要区别是米质黏性大小。黏稻除含 ７０％ ～ ８０％的
支链淀粉外还含 ２０％ ～３０％直链淀粉，而糯稻几乎全部为支链淀粉，所以可食性、糊
化温度及品质不一样。糯稻是黏稻淀粉粒性质发生变化而形成的变异型，俗称江米、元

米，其质柔黏，口感很好。籼稻、粳稻都有黏稻和糯稻之分 （图 １ ４）。

糯稻　 　 　 　 　 　 　 　 　 　 　 　 　 　 黏稻
图 １ ４　 糯稻、黏稻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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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子质量

根据国家标准 （ＧＢ４４０１ １ ２００８）的规定，水稻种子分为常规种、杂交种、制
种亲本三类，其质量标准如下 （单位：％）：

作物名称 种子类别
纯度不

低于

净度不

低于

发芽率

不低于

水分ａ

不高于

稻

常规种
原种

大田用种

９９ ９

９９ ０
９８ ０ ８５

１３ ０ （籼）

１４ ５ （粳）

不育系、恢复

系、保持系

原种

大田用种

９９ ９

９９ ５
９８ ０ ８０ １３ ０

杂交种ｂ 大田用种 ９６ ０ ９８ ０ ８０
１３ ０ （籼）

１４ ５ （粳）

ａ 长城以北和高寒地区的种子水分允许高于 １３ ０％，但不能高于 １６ ０％，若在长城以南 （高寒地

区除外）销售，水分不能高于 １３ ０％。ｂ 稻杂交种质量指标适用于三系和两系稻杂交种子。

水稻品种混杂退化的原因

在水稻生产中，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优良品种不再优良，出现退化现象。主

要原因是：

１ 机械混杂　 播种、插秧、收获、脱谷、装运、贮藏等一系列过程中，不按或
不认真执行良种生产操作规程，使繁育的品种混入了其他品种的种子，造成机械混杂。

２ 生物学混杂　 水稻通常存在 ０ ２％ ～ ０ ３％的天然异交率。不同品种相邻种
植，相邻部分植株的异交率可上升到 １％以上。特别在低温和过湿的气候条件下，花
药开裂不畅，散粉时间拉长，天然异交率更高，以致群体出现生物学混杂，破坏了

原品种的纯一性。

３ 基因突变、分离　 单一性状基因突变的频率通常很低。但基因数量很多，还
是会出现少数的变异。分离主要是指微效基因的分离。目前生产上推广的大多数是

杂交育成的品种，表面上看其纯度已符合要求，但还可能存在某些细微的分离。经

过几个世代的种植，因微效基因的分离而出现性状表现程度不同的个体。此外，从

外地新引进的品种，由于生态条件的改变，导致品种内个体间表现的差异，引起品

种混杂退化。

４ 选种留种方法不正确 　 留种时没有按照优良品种的各种典型性状去杂去劣。
例如，仅仅考虑单株优势，分蘖力强，穗大粒多等，而这些恰恰在此时又可能是具

有杂种优势的杂合株。多代之后，品种的丰产性就会退化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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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子处理

１ 晒种　 种子出库以后，进行风选、筛选，清除夹杂物。浸种前选晴天，把种子
倒在苫布上，均匀铺 ３ ～ ４ｃｍ厚，在阳光下晾晒。种子要勤翻、轻翻，使种子均匀接受
阳光。一般需要晒 ３ ～ ４ 天。注意：不要在水泥地面或光滑的板面上直接晾晒种子；阳
光充足温度较高时，要增加种子翻动次数。晒种时要薄摊勤翻，用木铣翻动，防止戳破

种皮，晚上收堆苫好，防止低温冻害，严防混杂。

浸种前晒种可增加种皮的透性，增强呼吸强度，有利于贮藏过程中种子呼吸产生的

二氧化碳等废气的排除，也有利于氧气、水分等迅速进入种子内部，加速种子吸水过

程，促进种子内部新陈代谢，增强种子的活力。实践证明，经过翻晒的种子比未晒的种

子发芽率高，发芽势也强。晒种还有消毒杀菌的作用，可杀死附着在种子外表的大部分

病菌，从而减轻由种子传播的某些病害的发生率。晒种还可消除种子间含水量的差异，

使种子干燥均匀，吸水快慢一致，发芽整齐。

２ 盐水选种　 籽粒大小与幼苗生长密切相关。不饱满的种子，幼芽细弱，发根不
良，如遇到不良环境或气温变化，易发生死苗烂秧。因此，要培育壮秧，必须选用充实

饱满的种子，通过选种可以去瘪留饱，缩小种谷间质量差距，使其萌发整齐，苗体强

健。在盐水选种前结合晒种选风选或筛选，除去杂质和部分空秕粒，提高种子净度。然

后用盐水选种，盐水选种是 “水选”的一种方式。由于种子的比重和相同体积盐水的

比重不同，当把种子倒入浓度适宜的盐水中时，饱满完好、比重大的种子下沉；瘪粒、

破粒等不合格种子，因比重小，会浮在水面，从而选出优良种子。另一方面用盐水选种

图 １ ５　 用鸡蛋测盐水比重

还可以消毒，杀死虫卵。

（１）盐水的配制。取大粒盐 １２ ～ １２ ５ｋｇ，对
水 ５０ｋｇ，充分溶解后，搅拌均匀。用比重计或用
新鲜鸡蛋测试，鸡蛋倾斜在盐水表面露出 ５ 分硬
币大小时即为比重 １ １３。用盐水选种，每 １００ｋｇ
种子需要 １ｋｇ左右大粒盐。

（２）盐水选种。将一定数量的种子倒入盛有
比重 １ １３ 盐水的容器中，边倒边用木棒搅动，使
瘪粒、未成熟的种子漂浮在盐水表面，用笊篱捞

出漂浮的稻谷，并继续搅动，直至没有瘪谷漂浮于盐水表面。捞出沉在容器底部的饱满

种子，放入清水中洗净种子表面的盐分。另外要注意，盐水连续使用多次后，盐分会损

失一部分，应及时加盐补充，把盐水比重调到 １ １３ 后再继续选种，以防浓度降低而影
响选种质量。

盐水选后的种子用清水清洗两遍，洗净种子表面附着的盐分，每洗 ３ ～ ４ 次种子要
更换一次清水，以防止种子表面残留盐分过多影响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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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水选种目的：在清水中放入适量的大粒盐，使溶液的浓度变大，比重提高，将

不饱满的种子选除，选出饱满的谷粒做种，提高种子发芽率、发芽势，提高生产用种

质量，减少秧田中的楔子苗，为培育壮苗创造条件。

３ 浸种消毒　 浸种使水稻种子吸足水分，促进生理活动，使种子膨胀软化，胚乳
贮藏物质转化为可溶物质，供幼芽、幼根生长，并降低种子中抑制发芽物质的浓度。当

种子吸水达自身重量的 ２５％时才能发芽，但要发好芽，吸水量要达自身重的 ４０％左右。
因此，在种子消毒过程中未能吸收足够水分的都要用清水浸种补足。一般情况下，浸种

时间为 ２０ ～ ３０ｈ。

　 　 浸好种子的标准：稻壳颜色变深，
稻谷呈半透明状，透过颖壳可以看到腹

白和种胚，米粒易捏断，手碾呈粉状，

没有生心。

药剂浸种的目的主要是杀灭稻种携

带的病菌。水稻种子传播的主要病害有

恶苗病、稻瘟病、稻曲病、白叶枯病，

苗期灰飞虱传播的条纹叶枯病等。常用

的种子消毒方法如下：

（１）温汤浸种。先将稻种在冷水中
浸 ２４ｈ，然后在 ４０ ～ ４５℃的温水浸 ５ｍｉｎ，再移入 ５４℃的温水中，保持水温 ５２℃，浸
１０ｍｉｎ，以后将水温保持在 １５℃左右浸至种子吸水达饱和，可有效地杀死稻瘟病、恶苗
病、白叶枯病、干尖线虫病等病害。

（２）石灰水浸种。用 １％的优质生石灰水 （５０ｋｇ 水加 ０ ５ｋｇ 生石灰）５０ｋｇ，可浸
种 ３０ｋｇ。先将石灰化开，然后将种子放入石灰水内，水面高出种子 １０ ～ １２ｃｍ。在浸种
过程中，注意不要弄破石灰水表面薄膜，以免空气进入而影响杀菌效果。浸种时间根据

气温而定。气温在 １５ ～ ２０℃时，浸种 ３ 天；２０ ～ ２５℃时，浸种 ２ 天。浸种后捞出种子用
清水冲洗干净，再催芽播种。可防治稻瘟病、恶苗病和胡麻叶斑病。

（３）草木灰浸种。选用新鲜草木灰 ５ ～ ８ｋｇ，对清水 １００ｋｇ，充分搅拌后可浸稻种
５０ｋｇ。浸种 ３ 天后捞出催芽播种，既可防稻瘟病和恶苗病，又有肥育稻种的作用。

（４）硫酸铜浸种。选用优质硫酸铜 １００ｇ，对清水 ５０ｋｇ，浸种 ２ 天，捞出催芽播种，
可预防恶苗病和稻曲病。

（５）多菌灵浸种。用 ５０％多菌灵 ５００ 倍液浸种 ４８ｈ，捞出后催芽播种。２ｇ 药对清
水 １００ｋｇ，可浸种 ６０ ～ ７０ｋｇ，成本低，防治恶苗病有特效，也可预防稻瘟病、胡麻叶斑
病等。

（６）福尔马林浸种。用 ２％的福尔马林液浸种。先将稻种用清水预浸 ２４ｈ，再放入
配制好的福尔马林溶液中浸泡 ３ ～ ６ｈ，捞出随即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催芽播种。可预防稻
瘟病、恶苗病、谷枯病、条叶枯病、胡麻叶斑病、稻曲病、褐色叶枯病、稻粒黑粉

病等。

（７）叶枯净浸种。用 １０％叶枯净 ２ ０００ 倍液浸种 ２４ ～ ４８ｈ，捞出后即可催芽播种。
可防细菌性条斑病和白叶枯病。

（８）抗菌素浸种。用 ７０％抗菌素 “４０２”２００ 倍液浸种 ４８ｈ，捞出催芽播种。可防
胡麻叶斑病、稻瘟病、恶苗病、稻曲病、白叶枯病和细菌性条斑病等。

（９）异稻瘟净浸种。用异稻瘟净 ５００ 倍液，浸种 ２４ ～ ４８ｈ，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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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播种，可防稻瘟病。

（１０）克瘟散浸种。用 ４０％克瘟散 １ ０００ 倍液，浸种 ４８ｈ，捞出后随即用清水冲洗
干净，再催芽播种，可防稻瘟病。

（１１）恶苗灵浸种。用 ３５％恶苗灵 ４０ 倍液浸种 ４８ｈ，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催芽播
种，可预防水稻恶苗病。

（１２）杀螟松液浸种。用 ５０％的杀螟松 １ ０００ 倍液，浸种 ２４ ～ ４８ｈ，捞出催芽播种，
可防水稻干尖线虫病。

（１３）强氯精浸种：１０％强氯精晶体 ５００ 倍液 （即 １０ｇ 药对 ５ｋｇ 水）浸种 １２ｈ，然
后捞出用清水洗净催芽播种，预防稻瘟病、稻恶苗病、稻细菌性条斑病等。

４ 稻种消毒注意事项
（１）准确配制药液。浸稻种用的药剂浓度要配制准确，否则容易发生药害，或降

低药剂浸种防病效果。

（２）严控浸种时间。药剂浸种要严格控制浸种时间，浸种时间长了，容易发生药
害；浸种时间短了，又达不到防病目的。

（３）药液要淹没种子。在浸种时，药液要高出种子 １０ ～ １５ｃｍ，以免种子吸水膨胀
后露于空气中，降低浸种防病效果。

（４）充分搅拌。种子放入药液后，要充分搅拌，排除药液内的气泡，使稻种充分
与药液接触，提高药液浸种防病效果。

（５）注意安全。已用药液浸泡过的种子，不能随意堆放，防止畜禽误食中毒。
５ 催芽　 稻种经严格消毒和充分浸泡吸足水后就可以进行催芽。催芽是人为创造

适宜的水、气、热条件，促使稻种集中、整齐地发芽的过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催芽播种比不催芽播种出苗快 ３ 天以上，而且苗整齐一致，成苗率提高 ５％ ～
１０％。因此无论采用哪种育苗方式，都应先催芽再播种。

　 　 催芽技术要求：“快、齐、匀、壮”。
“快”是指在 ２ 天内催好芽，其中破胸需
２４ｈ，适温催芽需 １２ｈ 左右； “齐”是指
９０％以上的稻种达到催芽标准；“匀”是
指芽长整齐一致； “壮”是指幼芽要粗

壮。谷芽催好后应于通风处摊晾 ４ ～ ６ｈ，
防止种子互相粘接。

催芽的基本技术环节是 “高温破胸、

适温催芽、常温晾芽”，做到芽长颜色鲜

白，稻种气味清香，无酒味。

（１）高温破胸。种胚突破谷壳露出
称为破胸。种子吸足水分后，适宜的温

度是破胸快而整齐的主要条件。在 ３８℃
的高温上限内 （即最高温度不得超过

３８℃），温度越高，种子的生理活动越旺
盛，破胸也越迅速而整齐。反之，则破

胸慢，且不整齐，播种后易形成大小苗。将吸足水分的种子放入 ５０℃左右的温水中
（手试不烫手）泡 ５ ～ １０ｍｉｎ （增加能量），起水后立即用湿麻袋包好种子，四周用稻草
覆盖保温 （麻袋、稻草透气、保温、保湿），稻种很快就会升温，温度保持在 ３５℃左
右，隔半天用手摸摸种子，不烫手就可以。切不可用塑料布、塑料编织袋、尼龙袋包

扎，因为其透气性差，容易造成种子缺氧 （种子破胸时要呼吸大量氧气），产生酒精，

使种子中毒死亡。要掌握谷堆上下内外温度一致，必要时进行翻拌，使稻种间受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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