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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 

技术发展现状及对策
李兆斌　刘　标

（江苏省盐城市种子管理站，盐城 224002）

摘要：对盐城市近年来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介绍，分析了现阶段机械化制种所面临的难题，并提

出推进措施，以加快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技术的推广、应用、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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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是农业大市，也是种子大市，种子的生

产量和使用量居江苏省首位，尤其是杂交水稻制

种历史悠久，闻名全国，是我国重要的杂交水稻制

种基地。常年制种面积 1 万 hm² 左右，平均产量 
3000kg/hm² 左右，每年向我国南方稻区提供优质杂

交水稻种子 3 万 t，其中两系杂交水稻种子生产面

积占全国两系制种面积的 60%，占江苏两系制种面

积的 80% 以上，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也促进了盐城市现代种业的发展 [1]。

近年来，随着盐城市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和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加大，传统的一家一户人工

制种模式彻底消失，农村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的趋

势加剧，造成杂交水稻制种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

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不断下降。因此，杂交水稻

制种必须改变旧的生产模式，大力发展高效节本的

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以更好地发挥盐城市杂交水

稻制种基地优势，促进盐城市杂交水稻制种产业的

发展。

1　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发展的现状
2019 年 盐 城 市 杂 交 水 稻 制 种 生 产 面 积

9333hm²，生产主体有种子企业、制种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生产规模大小不等。盐城市从 2010 年开

始研究示范推广杂交水稻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尤

其是机械化制种的瓶颈——母本机插秧技术。近

几年来，通过农机农艺的融合，将精准印刷播种机、

水稻插秧机、农用无人机等系列农机应用于杂交水

稻制种研发和应用，杂交水稻制种机械化水平稳步

提升。据初步统计，2019 年盐城市 9333hm² 杂交

水稻制种生产中，母本机插秧面积占 20% 左右。其

中盐城育新种业公司 400hm² 制种田机插秧面积占

25%，江苏阜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67hm² 制

种田机插秧面积占 50%，江苏金色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 1000hm² 制种田实现 100% 母本机插。其他生

产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机械化施肥、病虫害防治

和“920”喷施面积达到 80% 以上，无人机赶粉与父

本机插等新技术也已经开始试验示范，并取得初步

成功。

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不仅能够解决劳动

力紧缺的矛盾，提高制种效率和产量，而且还节本增

收。2019 年盐城市杂交水稻机械化制种每 hm² 平

均产量为 2250kg，高产田块达 3750kg 左右，同品种

较人工制种增产约 10%，同时节省 50% 以上的劳

动用工，总体上可节本增收约 4500 元 /hm²，带来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促进了整个杂交水稻制种行业

的良性发展，巩固和发展了盐城市国家级基地市的

优势。

2　存在的问题
经过调研分析，虽然近几年盐城市杂交水稻制

种机械化水平提升较快，但在制种规模、农机装备、

技术队伍、农机服务产业化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问

题，制约了盐城市杂交水稻制种机械化推广普及。

2.1　标准化农田水平不高　目前盐城市杂交水稻

制种面积虽然很大，但标准化农田水平不高，规模不

大，田块分散，大小不一。农户的田块虽然流转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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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房屋等生活设施仍然散落在田块之间和周围，影

响了田块的整体性和沟、渠、路的配套，无法发挥大

型农用机械的使用效率，导致机械化利用率低，作业

成本高，节本增收效果达不到预期。

2.2　农机具配备不足　近几年盐城市农机装备发

展迅速，依靠科技进步，农机工业取得了较快发展，

种类日益增多，质量不断提高。但部分农机设备价

格高、需求量大，难以配备齐全。比如无人机赶粉，

一台无人机每天正常赶粉 4~5hm2，100hm2 制种田

就需要 25 台无人机同时作业，还需要备用无人机 5
台，每台无人机的成本在 8 万元左右，需要投入 240
万元，普通种子企业和家庭农场投入不起，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的普及。

2.3　技术队伍人手不够　随着杂交水稻制种全程

机械化的发展，制种所需要的农机设备种类和数量

也不断增加。目前盐城市从事制种的人员，不论是

制种企业还是制种大户，对制种机械的操作和管理

水平不高，缺少懂机械、懂制种技术的专业人员，造

成全程机械化制种机械使用与技术人员的不配套，

影响了机械化进程。

2.4　农机与农艺结合研究不够　杂交水稻制种技

术含量高、时效性强，机械化制种过程中遇到大量技

术难题需要解决。例如，普通插秧机母本机插后缓

苗期相对较长，一般延迟扬花授粉 5d 左右，影响父

母本花期相遇，造成制种质量、产量不理想，需要科

学安排父母本播差期。高档钵苗机插秧后无缓苗期，

但机械设备特别是秧盘一次性投入成本太高，制约

了钵苗机的推广步伐。

2.5　不同组合适应机械化制种差异较大　不同品

种制种父母本的播差期较大，感光、感温、感肥性也

有差异 [2]，这就造成不同组合对机械化的适应水平

不同。一般来讲，播差期大的组合机插秧风险大，播

差期小的更适合机插秧。三系杂交水稻制种不存在

低温转育质量风险，更适合机械化插秧，但两系杂交

水稻制种不同，使用普通插秧机插秧的母本，它的缓

苗期较长，后期容易遭受低温影响，造成质量不达

标。如何根据不同制种组合来调整机械化制种技术

方案，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3　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发展的推进措施
3.1　加快合并流转，提高标准化农田建设水平　

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借助新农

村建设的契机，合理规划调整杂交水稻制种基地，

充分利用盐城市地势平坦的有利条件，加快土地

合并流转和零星房屋的搬迁，整修田间道路、完善

田间水利设施，提高农田建设水平，使制种基地真

正达到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

的水平，以充分发挥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的 
效率。

3.2　加大项目扶持，提高杂交水稻制种机械配置

水平　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技术的普及应用，

可以巩固提高盐城市国家级制种基地的地位，推动

盐城市现代种业的发展，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但

由于杂交水稻制种近几年来效益不佳，很多制种

企业和制种大户很难购买得起大中型农业机械设

备和配套的设施。因此，建议加大项目和信贷等扶

持力度，建立专项资金补贴，解决机械配备不足的 
问题。

3.3　加强技术培训，打造高水平机械化制种队伍　

目前盐城市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技术已取得一

定成效，但技术人员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

组织观摩和专题培训的形式，对制种企业和制种大

户的技术人员进行系统的强化培训，重点培训农机

农艺配套的新技术，打造技术娴熟的杂交水稻全程

机械化制种队伍，进一步提高盐城市杂交水稻制种

全程机械化水平。

3.4　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农机农艺结合水平　杂交

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技术是一项创新性强、实用性

高、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的新技术 [3]，建议加大技术

研究资金投入，鼓励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开展研究，

对存在的关键疑难技术进行技术攻关。比如开展父

母本机插技术、父母本行比配置技术、“920”使用技

术、无人机赶粉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加快杂交水稻制

种全程机械化技术的推广应用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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