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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some comprehensive high-yield culture techniques of super-rice in details 
for the reference of field productions in Huizhou City. And the techniques include the variety se-
lection, planting standard, water 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pest control and so on, for the refer-
ence of guiding the field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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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详细介绍了超级稻在惠州区域的品种选择、插植规格、水肥管理及病虫害综合绿色防控等综合高产

栽培技术方法，以供指导大田生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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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超级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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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级稻有籼稻型，

也有粳稻型，有杂交稻组合，也有常规品种。都具有分蘖适中、剑叶挺直、植株矮中求高、茎杆坚韧抗

倒、穗大粒多的形态特征，具有光合效率高、根系活力强、源库流协调的生理机能，具有高产、优质、

抗逆、抗病性状聚合的遗传基础[2] [3]。通过对超级稻不同品种在惠州区域抗逆性、适应性，以及不同插

植规格、施肥水平等产量影响因子的对比研究，总结出惠州区域超级稻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如下，供参考。 

2. 品种选择 

任何良种都有它的区域适应性，只有适应本地客观实际的品种才能发挥它品种特性[4]，为此，千万

不可盲目引种。要选择适应当地气候条件，适应性广、抗病性强、耐肥抗倒性强的超级稻品种[5]。如 Y
两优 900、超优 1000、合美占、合丰占、金农丝苗等，部分优质常规稻也有高产潜力[6]，如黄软秀占、

黄广油占、华航 52 号、黄华占等。 

3. 环境条件 

选择环境条件良好、保肥保水能力较强、土壤地力中上的田块，以充分发挥增产潜力。 

4. 适时播种 

超级稻生育期相对较长，要适时播种，以满足需要[7]。早造一般在 2 月底至 3 月 5 日前播种，3 月

底至清明前插完秧，机插秧和抛秧秧龄 20 d 左右(3 片半叶~4 片叶)、手插秧秧龄 25 d 左右；晚造一般在

7 月上旬播种，7 月底至立秋前插完秧，机插秧和抛秧秧龄 12 d 左右(3 片半叶~4 片叶)、手插秧秧龄 21 d
左右。 

5. 培育壮秧 

超级稻一般每 667 m2 用种量为 1.5 kg、常规稻一般每 667 m2 用种量为 2 kg。播种前要进行种子消毒、

浸种、崔牙。秧地要选择排灌条件良种的田块，整地起畦，以防积水伤牙。旱造用小拱棚覆盖塑料膜保

温，晚造用遮阳网覆盖降温、防雨水冲刷。待 1 叶 1 心~2 叶时及时追肥一次，每 667 m2 用复合肥 5 kg
左右，插秧前 2 d~3 d 施一次“送嫁肥”，每 667 m2 用复合肥 5 kg 左右，打一次“送嫁药”，做好病虫

害的防治。 

6. 整地 

采用桔杆返田培育地力、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8]。移栽前 15~20 d 前将前作桔杆旋耕入

土，放水浸泡，施用适量腐杆灵将枯杆腐烂；插秧前 5 d 左右，每 667 m2 施生石灰 25 kg 调节土壤的酸

碱度，以利水稻生长。  

7. 移植 

1) 插植规格：根据土壤地力的不同，杂交稻一般每 667 m2 插植 1.7~1.8 万穴，常规稻一般每 667 m2

插植 1.8~2.0 万穴，株行距 25 × 15 c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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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证基本苗[9]：杂交稻一般每 667 m2 要有 4 .5~5.0 万条苗，常规稻要有 7.5~8.0 万条苗；杂交稻

每穴插植 1~3 条苗、常规稻每穴插植 3~5 条苗。 

8. 合理使用肥料 

1、基肥：结合整地，每 667 m2 施商品有机肥 200 kg 左右。 
2、追肥：建议选用水稻控释肥或水稻专用配方肥，方便施用和管理。 
1) 50%水稻控释肥(N:P:K = 25:6:19)： 
使用方法：一般每 667 m2 用量为 45~50 kg，作基肥一次性施用，可用于抛秧、插秧或直播田，在最

后一次耙田前均匀撒施。 
注意事项：① 撒施尽可能均匀，由于整造只施一次，必须尽量撒施均匀以免影响水稻后期生长的均

匀性；② 施用前必须调好田水，施肥后 3 d 内不要排水和灌水，以免影响肥料养分在田间分布的均匀性

和降低肥料养分效果；③ 沙质稻田使用水稻控释肥，一半作基肥另一半在抛秧或插秧后 5~7 d 作追肥；

④ 只要根据目标产量施足控释肥，无需再施用其它肥料。 
2) 50%水稻专用配方肥(N:P:K = 24:7:19)： 
使用方法：一般每 667 m2 用量为 45 kg~50 kg，采用测土配方和“三控”施肥技术进行合理施肥。40%

作基肥，结合整地施用，第一次追肥在插植后 8 d~10 d，施肥量为 20%，第二次追肥在插植后 30 d 左右，

施肥量为 30%，第三次追肥在抽穗前施，施肥量为 10%。 

9. 水份管理 

插秧后要保持活水养根、浅水促蘖。移植 40 d~45 d 后，当每穴达到 12~14 条苗时采用多露轻晒的方

式露晒田，如遇够苗后贪青，可适当重晒田，幼穗分化初期回浅水，施肥后保持湿润。幼穗分化初期回

浅水，施肥后保持湿润。抽穗扬花灌回浅水，以后保持湿润，收获前 5~7 d 灌跑马水，忌过早断水。 

10. 病虫害防治 

10.1. 主要病虫害 

主要病害有：稻瘟病、纹枯病、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稻曲病等[10] [11]。主要虫害有：二化螟、

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稻蝽蟓、福寿螺等。 

10.2. 防治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

治为辅”的无害化控制原则。 

10.3. 防治方法 

10.3.1. 农业防治 
针对当地主要病虫控制对象，选用抗性强的品种，合理使用氮肥，增施磷肥和钾肥。发病初期及时

采用药剂防治。 

10.3.2. 物理防治 
采用黑光灯或频振式杀虫灯诱杀害虫。或释放赤眼蜂防治螟虫类害虫。 

10.3.3. 生物防治 
推广使用 BT、鱼藤酮、印楝素等生物农药，注意保护害虫 d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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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化学防治 
严禁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及其混配农药品种，药剂选用要符合农药标签使用说明

书规定的使用作物对象、范围、剂量和方法。交替使用农药，以减轻抗药性发生。化学防治选用药剂详

见表 1、表 2。 
 
Table 1. Chemical control using drugs of common diseases in rice  
表 1. 水稻常见病害的化学防治选用药物 

序号 常见病害 选用药剂 

1 稻瘟病 稻瘟灵(富士一号)、春雷霉素(加收米)、咪鲜胺(保禾利)、苯甲嘧菌酯(多妙\菌无踪)等； 

2 纹枯病 井岗霉素(稻纹散)、丙环唑(敌力脱)、阿维·氟酰胺、三唑酮(粉銹宁)等； 

3 白叶枯病 噻菌铜(龙克菌)、农用硫酸链霉素(克菌康)、甲基硫菌灵(禾晶\甲基托布津)、苯甲嘧菌酯(多
妙\菌无踪)等； 

4 细菌性条斑病 噻菌铜(龙克菌)、硫酸链霉素(克菌康)、甲基硫菌灵(禾晶\甲基托布津)、苯甲嘧菌酯(多妙\
菌无踪)等； 

5 稻曲病 井冈霉素 + 三唑酮、百菌清 + 三唑酮、咪鲜胺等。 

 
Table 2. Chemical control using drugs of common insect pests in rice 
表 2. 水稻常见虫害的化学防治选用药物 

序号 常见病害 选用药剂 

1 二化螟、三化螟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维盐)、福戈、高效氯氟氰菊酯(功夫)、高氯·甲维盐、氯虫苯

甲酰胺(康宽)、苏芸金杆菌(BT 粉)等； 

2 稻纵卷叶螟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维盐)、高效氯氟氰菊酯(功夫)、高氯·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康
宽)、苏芸金杆菌(BT 粉)等； 

3 稻飞虱 吡蚜酮(飞电)、噻嗪酮(扑虱灵)、噻虫嗪(阿克泰)、福戈等； 

4 稻蝽蟓 噻菌铜(龙克菌)、硫酸链霉素(克菌康)、甲维盐、高氯·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等； 

5 福寿螺 密达等。 

11. 讨论与结论 

水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据不完全统计，65%以上的中国人口以稻谷为主食，口粮消费占水稻生

产的 85%以上，水稻安全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进一步影响到国家安全[12]。为此，为确保粮食安全，

开展超级稻的区域间栽培技术研究对有效开发利用超级稻在不同区域的增产潜力具有重要作用，大面积

示范推广超级新品种新技术对水稻产业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了多年的实践，探讨了超

级稻高产栽培技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栽培方案，精良播种、培育壮苗、定量控苗、合理灌溉、精确施

肥、病虫害综合防控等技术，超级稻每亩产量超过了 650 kg，有少数田块甚至超过了 7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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