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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区稻稻油三熟制机插双季稻适宜播期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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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化油稻稻三熟制机插秧条件下双季稻适宜的播种期可为三熟制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的推广提供指导。
选用８个早晚稻品种，在湖南浏阳研究了播种期对机插双季稻产量、生育期、干物质积累、冗余生长和辐射利用率
（ＲＵＥ）的影响。结果表明，随播种期的推迟，早稻全生育期缩短、晚稻全生育期延长，水稻群体干物质积累呈先增
后减变化趋势，同时，冗余度增加、ＲＵＥ变小。水稻产量随播期的推迟呈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后期物质转化利用
率降低影响结实率可能是推迟播种后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本试验条件下，长沙地区机插双季早稻播种期可推

迟至４月７～１２日，机插双季晚稻播种期可推迟至７月５日，既能解决三熟制的季节矛盾，又能保证稳产和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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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气温升高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刚性增
长趋势等均对中国粮食生产和安全提出了许多新的

挑战［１］。全球气温升高对我国作物种植制度产生

了重要影响，如作物种植由少熟制变为多熟制种植

模式、种植界限北移、安全齐穗与安全成熟期推迟

等［２～９］。而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

移，传统的水稻生产模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多熟改两熟甚至一熟的现象普遍出现，这严重

的减少了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

因此，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前提下，实现三熟制双季

稻全程机械化轻简栽培，既能稳定和提高我国水稻

产量，又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行之路。而现在我国

南方油稻稻三熟制双季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水平和机

械化生产的效益较低，主要原因之一是三熟制栽培

中各季节的播种移栽安排存在矛盾。本试验通过播

种期的设置初步探究双季稻全程机械化栽培的适宜

播期，以为油稻稻三熟制的推广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和材料

试验于２０１５年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安镇坪头村
（２８°１４′１５３６″Ｎ，１１３°１８′４２１１″Ｅ）进行。供试土壤
为第四纪红土发育的红黄泥，ｐＨ６３０，有机质１８４
ｇ／ｋｇ，总氮１０９ｇ／ｋｇ，有效磷和速效钾分别为７８１
ｍｇ／ｋｇ和９８６ｍｇ／ｋｇ。早稻供试品种为中早３９、中
嘉早１７、株两优２１１和株两优８１９，晚稻供试品种为
中早３９、中嘉早１７、Ｈ优５１８和深优１２３。

１２　试验设计

早晚稻均设置６个播种期，早稻分别为３月２８
日、４月２日、４月７日、４月１２日、４月１７日、４月
２２日，晚稻分别为６月２５日、６月３０日、７月５日、７
月１０日、７月１５日、７月２０日。采用人工撒播毯状
秧盘育秧，常规稻每盘用种１００ｇ，杂交稻每盘用种
７０ｇ。早晚稻秧龄均为２０ｄ。大田试验采用随机区
组设计，小区面积２０ｍ２，３次重复。早稻栽插密度
为２５ｃｍ×１４ｃｍ，晚稻栽插密度为２５ｃｍ×１１ｃｍ；
早稻施 Ｎ１２０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６０ｋｇ／ｈｍ

２、Ｋ２Ｏ９６ｋｇ／
ｈｍ２，晚稻施 Ｎ１６５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８２５ｋｇ／ｈｍ

２、Ｋ２Ｏ
１３２ｋｇ／ｈｍ２。其中氮肥按基肥 （７０％）和穗肥
（３０％）施用，磷肥全部用作基肥，钾肥按基肥和穗
肥各５０％施用。采用干湿交替灌溉和化学防控病
虫害及田间杂草，其他田间管理同当地高产栽培。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生育期。观测记录不同处理的播种期、移
栽期、孕穗期、抽穗期、成熟期。

（２）干物质积累。于齐穗期，从每个处理选取
生长均匀一致的植株１２穴，其中两株测叶面积，其
余的洗净泥沙，测定株高、茎蘖数，然后剪去根后按

茎、叶、穗分类。１０５℃杀青０５ｈ后转至７０℃烘干
至恒重，测定各部分干物质量。

（３）辐射截获量的测定。参照文献［１０］的方
法，测定出总辐射量和辐射截获率并计算截获量。

辐射截获量＝总辐射量×辐射截获率。
（４）辐射利用率（ＲＵＥ）的计算。辐射利用率是

作物生长时段内干物质的积累量与该时段作物冠层

拦截太阳辐射量中有效光合辐射的比值。以各时段

的干物质和冠层拦截ＰＡＲ累积量构建直线关系，计
算斜率作为各处理的ＲＵＥ值。

（５）生长冗余度。根据金良等［１１］研究，冗余度

包括营养生长冗余和生殖生长冗余，营养生长冗余

即无效分蘖率＝（最高苗数 －有效分蘖数）／最高苗
数×１００％；生殖生长冗余即空粒率 ＝（实粒数 －总
粒数）／总粒数×１００％。

（６）产量和产量构成因素。在成熟期，每个小
区分别从中心区选择５ｍ２作为测产小区，采用人工
脱粒，晒干风选后称取风干重，然后以１４％的吸湿
水来计算稻谷产量。在测产取样的同时，取正方形

测产区的对角线１２蔸，考察水稻产量构成因素。

１４　数据处理

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整理数据，ＤＰＳ软件分析数据，
ＬＳＤ００５法进行多重比较。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播种期对产量的影响

由表１可见，早稻随播期的推迟，产量呈先增后
减的趋势，４月２日和４月７日播种的产量显著高
于３月２８日，４月１２日与３月２８日播种的产量差
异不显著，播期继续推迟，产量显著下降。从产量构

成看，４月１８日和４月２２日播种的结实率显著低
于其他播期。随播期推迟，有效穗数呈先减后增趋

势，每穗粒数呈先减后增再减趋势，４月１２日播种
的有效穗数最低，每穗粒数最高。千粒质量随播期

推迟呈下降趋势。

晚稻产量变化趋势与早稻基本一致，随播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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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呈先增后减的趋势，７月５日播期产量最高，７
月５日与６月２５日和６月３０日播期处理差异不显
著，显著高于７月１０日及以后各播期的。从产量构
成因素分析，结实率随播期的推迟而下降；７月 １０
日播期之前无显著性差异，７月１５日和７月２０日
播种的处理结实率显著下降；７月１０日播种的有效

穗数最低，显著低于７月５日播期，其余播期间无显
著差异；７月５日播期处理的每穗粒数最高，其余播
期处理间差异不显著；６月２５日和６月３０日播期
处理的千粒质量显著高于其他播期的，其余播期的

千粒质量间无显著差异（表１）。

表１　不同播种期的早晚稻产量及产量构成
Ｔａｂｌｅ１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ｗｉｎｇｄａｔｅｓ

季别 播期 产 量（ｔ／ｈｍ２） 结实率（％） 有效穗数（穗／ｍ２） 每穗粒数 千粒质量（ｇ）
早稻 ０３－２８ ６１０ｂ ８８００ａ ３１８４５ａ ９８５７ｂｃ ２５２８ａ

０４－０２ ６８０ａ ８７３２ａ ３１１８５ａ ９３１０ｃ ２５３３ａ
０４－０７ ６７８ａ ８３７７ａ ２９８８０ａｂ １０８２８ｂ ２４７８ｂ
０４－１２ ６３５ａｂ ８５４６ａ ２６４８８ｃ １２３１７ａ ２４５８ｂ
０４－１８ ５２８ｃ ７２１１ｂ ２７７４８ｂｃ １１１１０ａｂ ２４０８ｃ
０４－２２ ４９８ｃ ６９３１ｂ ２８４８０ｂｃ ８６９２ｃ ２４９８ａｂ

晚稻 ０６－２５ ６２４ａ ８０００ａ ３３８１０ａｂ １１０６０ａｂ ２４７３ａ
０６－３０ ６０７ａｂ ８０８６ａ ３３２７５ａｂ １０２４２ｂ ２５１８ａ
０７－０５ ６５２ａ ７９４１ａ ３５４１８ａ １２５３２ａ ２４１０ｂ
０７－１０ ４５１ｂｃ ８０１４ａ ３０４１８ｂ １１７６７ａｂ ２３５８ｂ
０７－１５ ５０５ｂｃ ６３５４ｂ ３３５７３ａｂ １１２１０ａｂ ２３６８ｂ
０７－２０ ３９５ｃ ５９８４ｂ ３３２７３ａｂ １０９７０ａｂ ２３７０ｂ

２２　播种期对生育期和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随播期的推迟，早稻全生育期呈缩短趋势，而晚

稻随播期的推迟，全生育期呈延长趋势。早稻各播

期处理间的全生育期积温无显著性差异；晚稻积温

随播期的推迟呈下降的趋势，７月５日前播种的各
处理积温都超过了２８００℃。早晚稻的干物质积累
和生长速率都是随播期的推迟先增后减，在第三播

期处理时达到最大（表２）。

表２　不同播种期的水稻群体干物质积累和生育期变化
Ｔａｂｌｅ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ｗｉｎｇｄａｔｅｓ

季别 播期 成熟期 全生育期（ｄ） 积温（℃） 干物质积累（ｇ／ｍ２）生长速率（ｇ／ｍ２·ｄ）
早稻 ０３－２８ ０７－１２ １０８ ２１０４８ａ １０６４１ａｂ １２１８ａｂ

０４－０２ ０７－１４ １０５ ２０８０１ａ １０４０１ａｂ １２４５ａｂ
０４－０７ ０７－１９ １０３ ２１１３８ａ １１２４８ａ １３６０ａ
０４－１２ ０７－２２ １０３ ２０８３２ａ １１１０２ａ １３４５ａ
０４－１８ ０７－２５ １０１ ２０８５３ａ １０３０３ａｂ １２６３ａｂ
０４－２２ ０７－３０ １００ ２１０７８ａ ９４７１ｂ １１６５ｂ

晚稻 ０６－２５ １０－１４ １１２ ２８９９６ａ １２２４６ａｂ １３９３ａｂ
０６－３０ １０－２１ １１４ ２８５９２ａｂ １１７６９ａｂｃ １２５５ａｂｃ
０７－０５ １０－２５ １１２ ２８１１２ｂｃ １３５０９ａ １４６８ａ
０７－１０ １０－２７ １１６ ２７５５４ｃ １１３９４ｂｃ １１９８ｂｃｄ
０７－１５ １１－１１ １２０ ２８２３０ｂｃ １０９６９ｂｃ １１０３ｃｄ
０７－２０ １１－１６ １２１ ２７６７９ｃ ９８７３ｃ ９９０ｄ

２３　播种期对干物质的分配和冗余生长的影响

从表３可见，花后干物质积累随播期的推迟总
体呈下降趋势，与早晚稻全生育期干物质积累变化

规律一致，尤其早稻４月１８日和晚稻７月１５日之
后播种的下降明显；而随播期推迟，早晚稻的花前干

物质积累无显著变化；冗余生长一致，都随播期推迟

而呈上升的趋势，早稻营养生长冗余４月７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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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２１％以下，生殖冗余在４月１２日之前都小于
２０％；晚稻营养生长冗余和生殖冗余在７月５日之

前都小于３０％，差异不显著。

表３　不同播期的水稻群体干物质分配动态和冗余生长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ｗｉｎｇｄ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ｒｉｃ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季别 播期 花前干物质积累（ｇ／ｍ２） 花后干物质积累（ｇ／ｍ２） 营养生长冗余（％） 生殖冗余（％）
早稻 ０３－２８ ２４９９５ａ ８４３１５ａ ７０３ｄ １５８３ｂ

０４－０２ ２５３６５ａ ８１３７５ａ １２４５ｃｄ １６４８ｂ
０４－０７ ２９８８２ａ ８７２９８ａ ２０６０ｂｃ １９８８ｂ
０４－１２ ２８０８８ａ ７４９１７ａｂ ２６９８ａｂ １８２５ｂ
０４－１８ ３０２３３ａ ６１６９５ｂ ３１１３ａ ３１０３ａ
０４－２２ ２６２５７ａ ６４１２７ｂ ２８１３ａｂ ３３７０ａ

晚稻 ０６－２５ ６３３４５ａｂ ５９１１３ａ ２９７７ｂ ２５４０ｂ
０６－３０ ７０１９８ａ ４７４８７ａ ２７７１ｂ ２４６０ｂ
０７－０５ ７３２００ａ ６１８９０ａ ２４２３ｂ ２５９５ｂ
０７－１０ ５５４７７ｂ ５８４６５ａ ３２３４ａｂ ２５２８ｂ
０７－１５ ６７３１５ａｂ ４２３７５ａｂ ３２６８ａｂ ４０７５ａ
０７－２０ ７４５２８ａ ２４１９８ｂ ３９２１ａ ４４２０ａ

２４　播种期对辐射截获量和辐射利用率的影响

从表４可知，随播期的推迟辐射截获量（ｉＰＡＲ）
呈先增后减趋势，早稻以４月７日播期处理的截获
量最大；晚稻各播期间的辐射截获量之间无显著差

异；早晚稻的辐射利用率（ＲＵＥ）均随播期的推迟整
体呈下降趋势，早稻 ＲＵＥ与产量呈正相关（ｒ＝
０４１３６），晚稻 ＲＵＥ与产量呈显著正相关（ｒ＝
０８８０６）。

表４　不同播期的水稻群体ｉＰＡＲ和ＲＵＥ变化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ｗｉｎｇｄａｔｅｓｏｎ

ｉＰＡＲａｎｄＲＵＥｏｆｒｉｃ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季别 播期 ｉＰＡＲ（μｍｏｌ／（ｍ２ｓ）） ＲＵＥ
早稻 ０３－２８ ６１０２ｃ １７９ａ

０４－０２ ７０２４ｂ １５２ｂｃ
０４－０７ ７５５７ａ １５６ａｂｃ
０４－１２ ６０６８ｃ １７０ａｂ
０４－１８ ６９３７ｂ １３３ｃ
０４－２２ ６０９４ｃ １５１ｂｃ

晚稻 ０６－２５ ８２５７ａ １５１ａ
０６－３０ ８４６１ａ １４７ａｂ
０７－０５ ９４２９ａ １４５ａｂ
０７－１０ ８７８３ａ １３３ａｂｃ
０７－１５ １００１９ａ １２０ｃ
０７－２０ ８６８８ａ １１４ｃ

３　结果与讨论

多熟制生产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季节矛盾。油菜

一般在 ９月下旬至 １０月上旬播种，５月上中旬成
熟。但油菜早熟品种生育期在１８０ｄ左右，可在１０
月中下旬播种，４月２５日收获［１２］。本研究表明，早

稻播种期推迟至４月７日至４月１２日之间时，早稻
移栽可以推至４月２５日至５月２日，同时早稻平均
产量与常规播期（３月２８日）相比无显著差异；晚稻
播期推至７月５日时，晚稻各品种均能在１０月２５
日前收获，同时产量与常规播种（６月２５日）相比差
异不显著。一般认为气温和光照是影响生育期的主

要气象因子［１３～１６］。早稻随播期的推迟带来温度升

高，作物生长所需积温时间缩短从而导致全生育期

的缩短（表２），能更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适当的推
迟播期同时也能提高日平均生长速率，提高干物质

积累效率；晚稻适当推迟播期同样能提高日平均生

长速率，提高干物质积累效率（表２），但播期过迟将
带来低温，从而影响积温导致生育期的延长。

随播期的推迟，早稻结实率降低，４月１８日和４
月２２日两个播种期处理结实率显著下降的原因是
灌浆结实期受到高温热害胁迫所致，其余因素受影

响相比较小，但粒数和有效穗数同样受温度影响而

下降。晚稻随播期的推迟主要是后期低温影响灌浆

结实速率，结实率和千粒质量下降，而对穗数和粒数

影响不大。从表３和表４可知，播期过于推迟之后，
花后干物质积累和 ＲＵＥ都下降，ＲＵＥ下降导致物
质转运效率降低从而导致产量下降，后期可通过激

素处理等来提高转运率，从而增加结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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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是作物的存储能量，出现逆境时可随时补

充所需能量，对维持系统的稳定性非常重要［１７］。但

冗余生长过大将造成资源浪费，冗余度过小又难以

保持相对稳定［１１］，所以作物生长中存在最佳的冗余

度。本试验下早稻机插秧移栽种植中营养生长冗余

的最佳范围是１２％～２０％，生殖生长冗余是１６％～
２０％，即保证８０％ ～８８％的有效穗，８０％ ～８４％的
结实率早稻能获得高产，晚稻保证７０％ ～７４％的有
效穗，７５％以上的结实率能获得高产。

４　小结

油稻稻三熟制生产因劳动强度大、茬口时间紧，

农民难于接受而面临着困难。本试验表明，早晚稻

适宜的播期调整能解决三熟制之间的季节矛盾，同

时为保证和提高三熟制双季稻的产量提供了理论依

据。在长沙地区，机插秧双季早稻将播期推迟至４
月７日至４月１２日，机插秧双季晚稻将播期推迟至
７月５日，既能协调好季节矛盾，同时又不影响双季
稻的产量，从而可提高复种指数达到增产增收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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