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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再生稻、全程机械化，在农村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规模化背景下日益得到重视，对于解决农业用工短缺，
生产效益低等问题效果明显。分析了中稻—再生稻生产模式的优势，总结了中稻—再生稻高产机械化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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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州市地处湘南，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
候，四季分明，日均气温≥１０℃，作物持续生长期
２８６～３１１ｄ，光照、温度和降水量等适宜农作物生
长。永州市是湖南粮食生产基地和双季稻主产区之

一。近两年由于种粮效益低，农村劳动力减少，种植

户普遍增加一季中稻种植面积，水稻生产潜力没有

充分挖掘［１～４］。从２０１４年起，在永州零陵区通过两
年的探索与实践，总结出一套中稻—再生稻机械化

高产栽培模式，可使水稻年总产量达到１２６３０ｋｇ／
ｈｍ２，比双季稻增收 ７２７５元／ｈｍ２，符合农业供给侧
改革趋势。

１　中稻蓄再生稻生产模式优势

１１　有利于规模化生产

当前零陵区拥有规模化种植大户１５０多户，是
粮食规模化生产的主力军。农村劳动力短缺已不可

逆转，未来农业规模化是大势所趋，而规模化需要机

械化支撑。由于受种子、季节、天气等因素影响，现

阶段要使早、晚稻全程机械化大面积推广难度较大，

而中稻—再生稻在季节、气候等方面对于开展规模

化生产有着先天优势。

１２　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早稻易遇倒春寒，双抢时易遇暴雨；晚稻会遇寒

露风等恶劣天气危害。恶劣天气导致水稻减产、失

收时有发生，中稻—再生稻可以避开这些不利因素

的影响。

１３　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

中稻—再生稻模式，较双季稻栽培使用农用物

资减少约５０％，在农药用量减少、秸秆还田使大田
肥力增加和秸秆焚烧减少等方面，符合当前农业供

给侧改革、发展绿色农业的趋势。

１４　有利于降本增效

对两年中稻—再生稻成本和效益进行核算，种

子、农用物资、人工成本等共计２１２５５元／ｈｍ２，双季
稻成本 ２７３７５元／ｈｍ２；中稻蓄再生稻纯收入是
１５９９０元／ｈｍ２，双季稻纯收入是 ８７１５元／ｈｍ２（表
１）。因此，种植中稻—再生稻比种双季稻具有降本
增效的效果。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因地制宜发展

中稻—再生稻是应对农村劳动力紧张，农业规模化

发展而选择的合适方法，可促进永州地区水稻生产

实现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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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稻—再生稻与双季稻生产效益比较

水稻
产量

（ｋｇ／ｈｍ２）

成本

（元／ｈｍ２）

纯收入

（元／ｈｍ２）
中稻—再生稻 １２６３０ ２１２５５ １５９９０
双季稻　　　 １２２３４ ２７３７５ ８７１５

２　中稻—再生稻全程机械化高产栽培技术

２１　选择良田，优选品种

大田选择排灌方便，坡度平缓，耕作层在２０～
３０ｃｍ的田块。规模控制在１３３３～２０ｈｍ２。选用
丰产性优、抗性好、再生能力强、适宜机插机收的深

两优５８１４、深两优８７６、Ｙ９００等为主栽品种［５］。

２２　适时精细播种，加强秧苗管理

播种期安排在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１０日，日平均
温度稳定通过１２℃时抢冷尾暖头播种。秧田用种
量３０ｋｇ／ｈｍ２。先晒种，再浸种催芽。温水浸种８ｈ，
用催芽厢催芽，催芽厢采用淋沐式调节淋水１０ｍｉｎ，
停５ｍｉｎ，温度控制在３３～３４℃，大概２４ｈ。催至露
白后在室内晾干表面水分，做到种子表皮手感不温

润，适合机播。

播种在大棚播种流水线上进行，每公顷播“７
寸”硬盘５２５盘左右，采用湘晖牌水稻机插基质，用
量为３７５ｋｇ／ｈｍ２。基质覆盖均匀，淋透水分以确保
发芽率、出苗率。每２５盘叠一垛，上层保持湿润，在
种子７０％～８０％露芽时摊盘，摊后采用自动浇水设
备立即补充水分。注意大棚内水分及温度调节。

２３　精细平整大田，优质适龄机插

机插之前两犁两耙精细平整大田。为确保稳蔸

全苗，机插前大田要沉淀。根据土质，壤土沉淀３ｄ，
泥沙土沉淀１～２ｄ。

机插秧龄控制在２０ｄ之内，最迟２２ｄ，叶龄３～
４叶。机插前带药下田，于插前３ｄ秧田喷施７５％
艾美乐６０～７５ｇ／ｈｍ２。选用“７寸”盘久保田高速插
秧机。注意插秧深度以不漂秧、不伤秧为宜，尽量浅

插，利于活秧返青。留部分秧补苗，补苗补大穴，以

０３ｍ２以上空穴补秧，确保大田插足基本苗 ２５５
万株／ｈｍ２。

２４　科学施肥灌溉

机插后，因机插秧苗体积小，需灌拦腰水进行护

苗，避免干旱、底肥对其损伤。浅水促蘖，活棵后应

浅水勤灌，使其自然落干达到以水调肥，以水调气，

以气促根，分蘖早生的目的［６］。适时晒田，水稻机

插秧达到有效蘖２５５万／ｈｍ２时即晒田，以出现轻微
开裂为宜，控制无效分蘖，并提高水稻根系活力。水

稻在抽穗之前，保持湿润灌溉，抽穗之后，干湿灌溉

至成熟。

水稻机插秧产量与肥料施用种类、时期、比例关

系极大。氮磷钾要合理搭配，采用配方肥，大田施含

氮∶磷∶钾＝１８∶７∶９的专用测土配方肥６００ｋｇ／ｈｍ２，
其中基肥３７５ｋｇ／ｈｍ２，分蘖肥７５ｋｇ／ｈｍ２；分蘖肥施
尿素１５０ｋｇ／ｈｍ２，氯化钾１５０ｋｇ／ｈｍ２；穗肥施尿素
７５ｋｇ／ｈｍ２，氯化钾１５０ｋｇ／ｈｍ２。零陵区土壤含磷量
高，磷肥不需另外补充。

２５　病虫草害综合防治

水稻机插秧草害防治至关重要。由于机插秧缓

苗期长，大田空间较大，不能灌深水，杂草极易滋生。

各个田块杂草滋生种类不尽相同，应根据田块有针

对性施用除草剂。一般在插秧后１０ｄ左右用化肥
拌施稻杰（五氟磺草胺）９００～１２００ｍＬ／ｈｍ２。在产
生马唐等禾本科杂草的田块，要结合病虫防治施用

双草醚，每公顷用２０％双草醚可湿性粉剂１８０～２７０
ｇ，对水 ３７５～４５０ｋｇ进行防治。对于有游草的田
块，要在游草１０～１５ｃｍ时每公顷施用５％韩乐天
乳油７５０ｍＬ。由于千金子与一般稗草容易混肴，往
往错过防治时机，对于特别容易产生千金子杂草的

田块，施用４０％双草醚·氰氟草酯 ＷＰ２４７５～２７０
ｇ／ｈｍ２。

水稻病虫害防治，推荐每公顷用６０％烯啶虫胺
可湿粉剂１８０ｇ防治稻飞虱、２０％氯虫苯甲酰胺悬
浮剂（康宽）１５０ｍＬ防治稻纵卷叶螟；４０％毒死蜱
１５～１９Ｌ防治三化螟；７０％甲硫三环唑（稻津）
７５０ｇ防治稻瘟病，兼防南方黑条矮缩病。成熟期注
意防治稻飞虱，被稻飞虱危害严重的植株基本没有

再生能力。植株生长中后期要重点加强对纹枯病的

防治工作。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确保环境安全。农

药增效助剂有机硅 ４５０ｍＬ／ｈｍ２搭配农药一起使
用，可减少农药使用量并达到控制病虫害的效果。

２６　科学灌溉、施肥，合理留桩，促进再生稻高产

一般在中稻８０％左右成熟时开始收割，过晚，
水稻倒２倒３芽已出，易损坏再生芽［２，３，７］。在收割

前８～１０ｄ施再生稻促芽肥（１５０ｋｇ／ｈｍ２尿素，收割
后灌水再施７５ｋｇ／ｈｍ２尿素）。再生稻萌发和幼穗
　　 （下转第４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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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时期，对水分较敏感，缺水会造成茎秆失水，再

生芽生长受阻，在不影响机收情况下，保持一定湿

度，有利于再生稻产量形成。中稻收割后，要立即灌

浅水促分蘖早发。

机收后保留稻桩，高度以 ２５～３５ｃｍ为宜［８］。

在排水晒田基础上，抽穗后，要见干见湿。对于有暗

水进田的田块，要堵水或开沟排水。收割机收割时，

尽量不让禾蔸陷入泥里，同时收割后禾蔸上基本无

稻草覆盖，保证禾蔸见光，促进再生稻的生长发育，

为再生稻的高产打好苗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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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邓小华，张华林，黄绿荷再生稻冷浸田半旱式垄作

高产栽培技术［Ｊ］杂交水稻，２００５，２０（２）：３８－４０
［４］　陈爱平，张金艳，伍存生，等超级杂交稻蓄再生稻高

产栽培示范及一体化技术［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６
（５）：２８－３０

［５］　王苏影，吴志青，徐慧芳，等直播—再生稻的品种筛
选初探［Ｊ］作物研究，２０１５，２９（５）：５７２－５７５

［６］　张洪程，龚金龙中国水稻种植机械化高产农艺研究
现状及发展探讨［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４７（７）：
１２７３－１２８９

［７］　蒋　俊，屠乃美再生稻产量形成与栽培技术研究进
展［Ｊ］作物研究，２０１３，２７（１）：７０－７４

［８］　刘爱中，邹冬生，屠乃美，等留桩高度对再生稻生长
发育及产量的影响［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３５（１７）：
５１２０－５１２１，５１７２

２５４ ＣＲＯ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３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