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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综合了国家及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创新团队成

员单位，在水稻耕作、栽培、育种等方面的多项科研成果，并吸纳了多

项水稻生产新技术编写而成。第一章主要以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为主，内

容涵盖了：品种选择、种子处理、育苗技术、翻耙地与插秧操作规程、

水分管理、病虫草害防治、收获与晾晒等技术环节并提出了各生产环节

的优化栽培措施；第二章为水稻施肥技术，主要内容有：营养元素的作

用、常用肥料的种类、氮磷钾肥料的增产效益、肥料的使用方法；第三

章为农药使用技术，主要有常用农药的类型、农药的剂型、水田常用农

药的品种及使用方法；第四章为水分管理技术，主要内容为吉林省水资

源状况，水分对水稻生长、发育、产量、品质的影响，水分管理技术；

第五章为抗灾增收措施，主要内容为低温冷害、洪涝、高温、干旱、冰

雹、风灾、暴雨、霜冻、化学物质伤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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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稻生产是水稻在特定的气候条件、土壤类型、水资源环境下进行

的生长过程，这种生长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影响水稻生产的因素除了

环境条件外，品种选择、栽培措施、肥料施用、农药使用、水分管理、

收获时期和晾晒等技术环节亦至关重要。这些技术在现代农业科学中统

称为“栽培技术或作物生产技术”。水稻栽培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较高的

产量，提高投入与产出比例，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获得效益最大化。 

水稻生产受栽培区域的环境影响较大，吉林省东部稻区，降雨量多，

昼夜温差相对较小，不利于水稻干物质积累，加上土壤肥力较高，遇到

高温、多雨、空气湿度较大的年份，稻瘟病较重，稻瘟病成为产量提高

的主要限制因子；而吉林省西部稻区，降雨量少，气候干燥，昼夜温差

大，有利于水稻干物质积累，但是土壤中盐碱含量高，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水稻的生长与发育。水稻栽培技术就是在充分利用有利于水稻生长

和提高产量的环境因子，通过优化栽培措施等手段降低或减少不利因子

的影响，协调水稻的生长发育，取得较高的经济产量。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吉林省研究并推广了水稻旱育苗和超稀

植栽培技术，通过提高秧苗素质，建立合理的群体结构，最大限度地挖

掘个体的生产潜力，获得水稻高产。吉林省水稻创新团队在研究栽培措

施对水稻生育、产量影响的同时，进行了配套措施的研究与筛选，选育

并推广了一大批产量高、适应区广、抗逆性强的新品种，提出了分期施

肥、适时防治病虫害、节水灌溉等配套措施，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和

应用。 

本书得到国家和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资助，在吉林省

水稻创新团队总结吉林省近三十多年来水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多

项水稻生产新技术编写而成，旨在对吉林省水稻生产提供经验和借鉴，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难免在部分章节中出现遗漏和错误，

敬请读者谅解。 

 

                        编著者 

                         2014 年 10 月 



目    录 

 1 

 

目       录 

第一章  水稻高产栽培技术 .........................................................................................1 

第一节  品种选择 .................................................................................................1 

一、选择熟期适合的品种 .............................................................................1 

二、选择抗逆性强、增产潜力大的品种......................................................2 

三、根据品种类型选择品种 .........................................................................3 

第二节  水稻育苗技术 .........................................................................................7 

一、种子处理 .................................................................................................7 

二、整地做床 ...............................................................................................13 

三、播种 .......................................................................................................15 

四、苗田管理 ...............................................................................................21 

五、苗期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22 

六、播种量、育苗形式、秧龄与秧苗素质................................................28 

第三节  翻、耙地与插秧 ...................................................................................29 

一、整地 .......................................................................................................29 

二、插秧 .......................................................................................................31 

第四节  本田施肥技术 .......................................................................................39 

一、肥料的种类与作用 ...............................................................................39 

二、氮肥施用方法 .......................................................................................41 

三、磷肥使用方法 .......................................................................................45 

四、钾肥施用技术 .......................................................................................46 

五、复合肥料及水稻专用肥 .......................................................................47 

六、微量元素肥料施用技术 .......................................................................48 

七、高产施肥技术 .......................................................................................48 

第五节  水分管理 ...............................................................................................49 

一、水稻对水分的需求 ...............................................................................49 

二、干旱时期与产量及产量性状的关系....................................................53 

三、水稻灌溉技术 .......................................................................................54 

四、特殊稻田的水分管理 ...........................................................................57 

第六节  病、虫、草害防治技术 .......................................................................61 

一、病害防治 ...............................................................................................61 



吉林省水稻生产实用技术 

 2 

二、虫害防治 ...............................................................................................65 

三、草害防治 ...............................................................................................67 

第七节  收获与晾晒 ...........................................................................................69 

一、收获时期与产量 ...................................................................................69 

二、晾晒 .......................................................................................................70 

第二章  水稻施肥技术 ...............................................................................................74 

第一节  水稻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与作用....................................................74 

一、水稻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74 

二、各种必需营养元素的主要生理功能....................................................76 

三、水稻缺乏氮、磷、钾养分的典型症状................................................79 

四、水稻营养元素过剩的一般症状 ...........................................................80 

第二节  水稻常用肥料的种类 ...........................................................................81 

一、常用的氮肥品种 ...................................................................................81 

二、常用磷肥品种 .......................................................................................84 

三、常用钾肥品种 .......................................................................................85 

四、中、微量元素肥料品种 .......................................................................88 

五、复合肥料品种 .......................................................................................89 

六、水田常用的叶面肥料 ...........................................................................92 

七、有机肥 ...................................................................................................93 

第三节  氮、磷、钾肥料的增产效益 ...............................................................98 

一、氮肥的增产效益 ...................................................................................98 

二、磷肥的增产效益 .................................................................................102 

三、钾肥的增产效益 .................................................................................104 

第四节  氮、磷、钾肥料的施用方法 .............................................................107 

一、苗田肥料的使用方法 .........................................................................107 

二、本田肥料的使用方法 .........................................................................110 

第三章  农药使用技术 .............................................................................................124 

第一节  常用农药的类型 .................................................................................124 

一、杀虫剂 .................................................................................................125 

二、杀菌剂 .................................................................................................128 

三、除草剂 .................................................................................................130 

第二节  农药的剂型 .........................................................................................132 

一、粉剂 .....................................................................................................132 

二、可湿性粉剂 .........................................................................................133 



目    录 

 3 

三、可溶性粉剂 .........................................................................................133 

四、乳油 .....................................................................................................133 

五、颗粒剂 .................................................................................................133 

六、其他剂型 .............................................................................................134 

第三节  农药的使用方法 .................................................................................134 

一、农药的使用方法 .................................................................................134 

二、农药使用浓度表示及计算方法 .........................................................138 

第四节  水田常用的农药品种 .........................................................................140 

一、防治水稻病害常用的农药品种 .........................................................140 

二、水稻虫害防治常用药剂 .....................................................................148 

三、水田除草剂常用品种 .........................................................................153 

第四章  水分管理技术 .............................................................................................172 

第一节  吉林省水田面积与水资源状况 .........................................................172 

一、吉林省水田面积及分布 .....................................................................173 

二、吉林省水资源状况 .............................................................................174 

三、水稻产业的发展潜力 .........................................................................175 

第二节  水分与水稻生理及产量、品质的关系..............................................176 

一、水的生理作用 .....................................................................................176 

二、水稻对水分的需求 .............................................................................178 

三、水分与产量及产量性状的关系 .........................................................181 

四、水分对品质的影响 .............................................................................183 

五、淹水对水稻生育及产量的影响 .........................................................184 

第三节  水分管理技术 .....................................................................................185 

一、种子含水量与管理 .............................................................................186 

二、种子萌发期水分管理 .........................................................................186 

三、催芽期水分管理 .................................................................................187 

四、苗期水分管理 .....................................................................................187 

五、耙地（泡田）与插秧前水分管理 .....................................................190 

六、插秧至返青期的水层管理 .................................................................191 

七、分蘖期水分管理 .................................................................................192 

八、幼穗分化到出穗期的水分管理 .........................................................193 

九、出穗到成熟期的水分管理 .................................................................194 

第四节  特殊稻田的水分管理 .........................................................................194 

一、缺水地区及节水灌溉田的水分管理..................................................195 



吉林省水稻生产实用技术 

 4 

二、低洼地及冷浆田的水分管理 .............................................................195 

三、井水灌溉田的水分管理 .....................................................................196 

四、地膜稻的水分管理 .............................................................................197 

五、旱稻的水分管理 .................................................................................198 

第五章  抗灾增收措施 .............................................................................................200 

第一节  水稻苗期灾害及防御措施 .................................................................200 

一、播种期低温多雨及防御措施 .............................................................201 

二、苗期冻害及防御措施 .........................................................................202 

第二节  低温冷害及防御措施 .........................................................................204 

一、延迟型冷害及防御措施 .....................................................................204 

二、障碍型冷害及防御措施 .....................................................................206 

第三节  洪、涝灾害及防御措施 .....................................................................207 

一、洪、涝灾害对水稻生育的影响 .........................................................208 

二、涝害及防御措施 .................................................................................209 

三、洪害的治理措施 .................................................................................210 

四、秋季低温多雨及其防护措施 .............................................................210 

第四节  高温热害及其防御措施 .....................................................................211 

一、高温对生育及产量的影响 .................................................................212 

二、高温热害的预防措施 .........................................................................213 

第五节  其他灾害的防御措施 .........................................................................214 

一、干旱及其预防措施 .............................................................................214 

二、风灾及其预防 .....................................................................................217 

三、暴雨灾害及其预防 .............................................................................218 

四、冰雹灾害及其防御措施 .....................................................................220 

五、化学物质伤害 .....................................................................................222 

六、霜（冻）及其防御措施 .....................................................................224 

 

 
 



第一章  水稻高产栽培技术 

 1 

 

第一章   水稻高产栽培技术 
         

水稻高产栽培一直是科技工作者研究的主要课题。如何在特定的环

境条件下获取水稻高产，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也是农民朋友追求的目

标。水稻高产栽培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技术体系，涉及到栽培区的环境（气

候、土壤、灌溉水资源）、品种选择（熟期、品质、产量）、栽培措施（育

苗方式、播种量、插秧密度、肥料种类、肥料用量、施肥时期、水分管

理、病虫草害防治等）等因素。如何在充分利用当地气候、土壤的条件

下，通过改变品种和施以合理的栽培措施，达到高产的目的，才是水稻

高产栽培的最终目标。 

第一节   品种选择 

一、选择熟期适合的品种 

水稻高产栽培，选择品种是基础。在北方寒冷稻区，不同的种植区

积温与无霜期存在着差异，而气温又是影响水稻生长发育的最主要因

素。因此，按照种植区的积温选择水稻品种是获得水稻高产、稳产的关

键。 

按照吉林省目前审定、推广的水稻品种可分为 5 个熟期，即：早熟、

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和晚熟，每个熟期的品种生育期相差 5 天左右。

早熟品种生育期小于 125 天；中早熟品种 130 天；中熟品种 135 天；中

晚熟品种 140 天，晚熟品种 145 天以上，生育积温 2600~2850℃。 

选择水稻品种是否适合于当地种植，首先，要根据当地的无霜期、

活动积温确定所选用品种的熟期。在确定安全出穗期与成熟期的基础

上，选择高产、优质、抗病、抗倒伏，并能安全成熟的水稻品种，安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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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期应当在正常年份初霜期或酷霜期以前 5 天为宜。以梅河口市为

例，初霜期在 9 月 22 日前后，水稻播种期 4 月 10 日，出苗期 4 月 20

日，按照初霜期之前 50 天计算安全出穗期，水稻的安全出穗期应当是

8 月 5 日，适合于种植生育期 140 天的中晚熟品种。其次，由于气候（积

温）、栽培措施（播种期和插秧期）的差异，对出穗期影响也很大。6

月份气温低、氮肥用量过大，水稻生育延迟，出穗期延后；插秧时秧苗

素质差、缓苗时间长、冷水灌溉都会延迟出穗期；有些品种对光温反映

敏感，在低温长日照条件下，出穗、成熟也会延迟，这些因素都会影响

水稻的出穗期。选择品种时还应当根据当年的气候（积温）预测、栽培

水平，品种对光温的反应，同时参考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并能安全

成熟品种的出穗期与成熟期。最后，选择品种，还应当根据保护性栽培

（塑料薄膜保温育苗）及促进生育的措施等因素选择品种。建议选择的

品种比当地安全成熟期提早 3~5 天，尤其是泥炭田和冷水灌溉田等，正

常稻田成熟期最迟不能超过初霜后 5 天。虽然近几年气候有变暖的趋

势，但是阶段性气象灾害、干旱缺水、晚播、晚插等因素都会延迟生育，

造成成熟率下降，产量降低，品质下降。 

二、选择抗逆性强、增产潜力大的品种 

确定所选用的品种熟期后，还应当考虑当地主要病害（稻瘟病）、

灌溉水温度（井水灌溉）与地温（低洼地、泥炭冷浆田）等因素。稻瘟

病是危害北方水稻的主要病害，不同的年份发病率不同，有些年份单一

品种或少数品种发病较重（如：1981 年的宾旭；2001 年的五优稻 1 号），

有些年份气候适合稻瘟病发生与流行，发病的品种就较多，尤其是气温

高、湿度大的山区和半山区危害较重，严重的地块可以达到绝收。选择

品种时在了解该品种在当地的抗病性的基础上，要选择抗病性相对较强

的品种，减少病害造成的减产。 

灌溉水、土壤温度与土壤类型也会对水稻生育及产量产生不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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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井灌田、低洼冷浆田、泥炭冷浆田虽然面积不大，这些稻田在秧苗

插秧后，地温和水温较低，往往会延迟生育，出穗期晚于常规稻田，应

选择耐冷品种。西部地区盐碱度较高，尤其是新垦稻田以及 pH8 以上

稻田，应当选用耐盐碱品种。所以，选择品种时应当考虑到品种的抗病、

耐冷、耐盐碱、耐肥和抗倒伏性等特性。 

水稻产量主要受遗传因素决定，在品种审定时要求新审定品种比生

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品种或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对照品种由于种植年

限较长，存在种性退化，产量下降等现象；而新审定品种聚合了高产亲

本的优良基因，具有较大的增产潜力。耐肥品种（氮肥）、耐密品种、

高光效品种等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种特性和栽培措施获得高产，这些品种

都可以称之为增产潜力大的品种。所以在相同的栽培条件下，选择品种

时应重点考虑新审定品种，增产潜力大和适应性强的品种。 

三、根据品种类型选择品种 

目前生产上种植的品种类型较多。有多蘖型、大穗型、圆粒型、小

粒型、长粒型、高秆型、矮秆型、紧穗型等类型；根据产量和品质还可

以分为高产型、普通型、优质型。不论哪种类型的品种种植后产量符合

预期的栽培目标，说明该品种具有可利用性。虽然品种类型较多，我们

选定只是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类型，无论选择哪种类型品种，通过栽培与

管理获得高产才是最终的目的。 

（一）分蘖类型 

分蘖是水稻本身的一种属性，无论何种类型的品种都会产生分蘖，

只是不同品种的分蘖数量不同而已，这就形成了多蘖型（穗数型）与大

穗型（穗重型）品种的区别。一般分蘖多的品种穗小穗粒数少，植株相

对较矮，主要是以增加单位面积穗数获取产量；分蘖少的品种穗大，茎

秆粗壮，植株高于多蘖型品种，主要以增加穗粒数获取产量。水稻产量

主要取决于单位面积粒数和千粒重，而这两个因素受栽培措施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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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以产量与分蘖率无内在的联系，并不是分蘖率越高，产量就越高。

品种的分蘖率应与栽培密度联系起来，分蘖率高的品种可以适当降低插

秧密度，通过提高分蘖数量，降低插秧密度，保证分蘖穗获取足够的营

养与光照资源，在提高单位面积穗数的基础上，增加穗粒数和成熟率。

少蘖型品种应适当增加插秧密度，在保证单位面积穗数的基础上，提高

分蘖数量和成熟率。无论是多蘖型品种还是少蘖型品种，都可以获得高

产，关键是要建立合理的群体结构，单位面积获得较高粒数、成熟率和

千粒重。 

（二）穗型 

北方粳稻的穗型种类很多，除了上文提到的穗数型和穗重型品种

外，按照成熟期稻穗的状态可分为直立型、半直立型、弯曲型和下垂型；

按照着粒密度可分为密集型、中间型和散开型。穗重型品种通常情况下

分蘖少于穗数型品种，单穗粒数多（如：通系 158）；茎秆粗壮，抗倒

伏性强；穗数型品种分蘖数量较多，单穗粒数相对较少，茎秆较大穗型

品种细（如：吉粳 83）；这两种类型的品种穗型包含了直立穗型、半直

立穗型、弯穗型、紧穗型和散穗型，无论是大穗型品种还是多蘖型品种，

高产群体单位面积的粒重应当趋于相近，都有获得高产的可能性。 

直立型、半直立穗型品种，着粒密度大，出穗到成熟期间有利于群

体的通风透光，如果该类型品种的叶片与茎秆的角度较小，功能叶片趋

于直立，适合于增加栽培密度；弯穗型品种着粒稀，穗较长，一次枝梗

的长度大于直立型和半直立型品种，穗位基部的籽粒成熟度高，有利于

提高成熟度，由于成熟期所占空间较大，适合于稀植栽培。紧穗型品种

穗相对较短，着粒密度大，下部籽粒成熟度偏差，枝梗与主穗茎间隙小，

穗内湿度大，在降雨量较大的山区、半山区及病害较重的地区，稻瘟病

和稻曲病较散穗型品种重。散穗型品种着粒密度较稀，籽粒与枝梗间通

风透光良好，不仅可以减少病害，而且还可以提高下部籽粒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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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粒型 

水稻粒型按照长/宽比可以分为细长型（长/宽比≥3.31）、椭圆形（长

/宽比 2.21~3.30）、阔卵形（长/宽比 1.81~2.20）和短圆形（长/宽比≤1.80），

按照籽粒大小可分为大粒型、中粒型和小粒型。长粒型品种长/宽比较

大，透明度高，垩白率与垩白度较小，外观品质较好。北方粳稻大部分

品种为阔卵形和短圆型品种（长/宽比 1.5~2.2），该种类型的品种有大粒

型也有小粒型，品种特性与稻米品质差异较大，多为高产型品种。大粒

型品种，千粒重≥28 克，籽粒较大，多为高产型品种；小粒型品种，

千粒重≤24 克，籽粒较小，透明度高，垩白率与垩白度相对较小，稻

米外观品质较好，具有较好的市场销售前景。 

（四）株型 

水稻的株型主要是通过叶片与主茎的夹角及植株的高矮来确定，主

要有叶片上举型、叶片平展型（穗上位型）、高秆和矮秆型。理想株型

品种的叶片与主茎的夹角较小（小于 30 度），即：叶片直立株型收敛，

尤其是功能叶片与穗茎的夹角小，此种株型的品种，在水稻成熟期间通

风透光良好，有利于提高产量与成熟度。叶片平展型品种叶片与主茎的

角度较大（60~80 度），出穗成熟期间穗在上层，叶片在穗的下方，如

果是弯穗型品种则对功能叶片的通风透光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下部叶

片（倒数 3~5 片叶），如果是直立穗型品种影响则小。 

根据植株高度可分为高秆型（成熟后植株高度≥110 厘米）、中矮

秆型（株高 70~90 厘米）和矮秆型（株高≤70 厘米）。茎秆的高矮除了

品种特性外还会受到栽培密度和氮肥用量的影响。从品种特性看，高秆

穗较大，茎秆粗壮；矮秆多为分蘖力较高的品种，茎秆较细。从栽培角

度看，密植或氮肥用量大，植株高度增加，抗倒伏能力下降。所以水稻

的株型应与栽培措施密切联系起来，叶片上举的品种和矮秆型品种可以

适当增加栽培密度，叶片平展和高秆型品种要适当减少单位面积的穴

数，增强抗倒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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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稻米品质 

从稻米品质看，虽然北方粳稻的稻米品质优于籼稻和杂交稻。但是，

就粳稻品种间稻米品质差异也很大，通常把粳稻品种分为优质型、普通

型和特用型。优质型品种（稻米国标 1~2 级）要求外观品质好，整精米

率高（70%左右）、透明度好（透明度 1~2 级）、垩白率低（15%以下）、

垩白度小（小于 2%）、直链淀粉含量低（≤18%）、胶稠度高（75 毫米

以上）、蛋白质含量适中（7%左右）、适口性好等特点。普通型品种是

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品种数量较多，产量也较高，适合于做食用稻米，

虽然稻米价格低于优质型稻米，通过品种的增产潜力与高产栽培措施也

可以达到优质品种的收益。特用型稻米多用于工业原料，如“用于提取

食用色素的黑米、用于制酒和膨化食品的糯米、提取植物油的巨胚米”

等，种植特用型稻米也会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 

（六）杂交稻与超级稻 

杂交稻：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利用杂种优势来提高农作

物的产量和品质是现代农业科学的主要成就之一。选用两个在遗传上有

一定差异，同时它们的优良性状又能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杂交，产生具

有杂种优势的第一代杂交种，用于生产，这就是杂交稻。目前辽宁省杂

交粳稻的种植面积较大，吉林及黑龙江省的科技工作者正在选育和推广

该类型的品种，也是今后进一步提高水稻单产的主要措施。 

超级稻：从广义说，是在各个主要性状方面如产量、米质、抗性等

均显著超过现有品种（组合）的水平；从狭义来说，是指在抗性和米质

与对照品种（组合）相仿的基础上，产量有大幅度提高的新品种（组合）。 

超级稻品种（含组合）是指采用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

合的技术路线等途径育成的产量潜力大、配套超高产栽培技术后比现有

水稻品种在产量上有大幅度提高、并兼顾品质与抗性的水稻新品种。超

级稻品种在产量、品质和抗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指标要求。根据农业部

部颁标准，北方一季粳稻，生育期 135 天以下品种产量达到 360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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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5400 千克/公顷），生育期 135 天以上（135~158 天）品种，产量要

达到 390 千克/亩（5850 千克/公顷），品质达到农业部部颁二级以上（含

二级）标准，抗当地两种以上主要病虫害的品种，才能被认定为超级稻。

超级稻须经过农业部通过认定，对达到各项指标的品种确认为“超级稻”

品种，目前吉林省生产上已经选育并推广了“吉粳 88”“长白 25”等品

种。随着科技发展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在未来几年会选育出不同类型、

适合于不同生态区域的中早熟超级稻新品种。 

第二节   水稻育苗技术 

北方稻区水稻育苗多采用塑料大棚、中棚、小棚育苗和防寒纱保温

育苗。育苗方式有盘育苗、抛秧盘育苗、隔离层育苗和旱育苗。无论哪

种育苗形式，其目的都是培育壮秧，获得理想的产量。 

一、种子处理 

（一）种子芽势、芽率、成苗率测定 

选择品种后，首先要在种子处理前检测种子的芽势、出芽率和成苗

率。种子出芽势、出芽率和成苗率检测通常在室温下（14~15℃）用清

水浸泡 5~7 天，放到玻璃皿或塑料盒内，用湿毛巾覆盖，在 30℃恒温

条件下催芽，5 天后统计破胸出芽的种子数量，计算出芽势，7 天统计

出芽率（根和芽的长度达到种子的长度即为出芽种子），同时把出芽的

种子播到育苗盘内，在温室或阳光充足的室内出苗，种子出苗后生长到

2~3 叶期，统计成苗率。种子芽率、芽势和成苗率检测也可以在室内用

30℃左右的温水浸泡后，放到光照发芽箱内或温暖的室内 3~5 天左右，

把水倒出，用湿毛巾覆盖在种子的上方，保温、保湿。5 天查一次芽势

（记录破胸出芽的种子数量），7 天查一次出芽率，如果有条件可以在

光照发芽箱中保持湿度的条件下，保留 14 天，统计芽（已长出叶片，

并变成绿色）和根的长度超过种子长度的数量，计算成苗率。水稻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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