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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水稻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孙国亮　陈　建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推广所，楚雄 675000）

摘要：近年来，水稻生产资料及劳动力价格逐年上涨与稻谷价格低位徘徊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以人工劳作为主的水稻

生产方式效益越来越低，对环境承载压力日益增大，同时为满足人们对绿色、优质稻米的迫切需求，必须加快转变水稻生产方

式和种植技术，加快推进水稻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加快推广水稻绿色、高效的机械化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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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楚雄州主要的粮食作物，全州常年种植

面积 6.67 万 hm2 左右，面积、单产和总产均居首位。

沿袭一家一户靠人工劳作，靠拼资源、拼消耗的传统

种植方式和栽培技术效益低；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

转移，水稻田撂荒或改种其他作物现象呈上升势头，

对本州乃至云南省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结合本州水

稻生产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楚雄州水稻产

业发展对策及绿色、高效的机械化栽培技术。

1　楚雄州水稻生产自然和气候条件
楚雄州地处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

带，海拔 556~3657m，山区、半山区约占总面积的

95%，属典型的山地农业区。本州水稻种植以粳稻

为主，粳稻占水稻面积的 90% 以上，主要分布在海

拔 1500~2200m 区域。该区域日照充足、光质好、

温度适中、降雨偏少、干湿分明。年太阳辐射总量

123.6~159.6kcal/cm2，平均年总日照时数 2446.7h，
年平均气温 16.3℃，其中 3 月、4 月平均温度分别

为 14.2℃和 17.7℃，5-9 月温度在 18.7~20.9℃之间。

年平均降雨量 830.5mm，80% 雨量集中在 5-9 月。

2　水稻生产存在的问题
2.1　种植户规模小，田块零散，发展不均衡、比较效

益低　本州水稻种植区域人均稻田 500m2 左右，平

均每户不到 0.2 hm2。在家庭承包经营之初，为了保

证每户农户都能获得面积、等级相对公平的土地，田

块按好、中、差 3 个等级进行调分，造成田块狭小、

零碎、分散，特别不利于机械化作业，80% 仍以一

家一户靠人工劳作为主；目前水稻每 hm2 平均产量

为 7500kg，高产区产量达到 12000kg，低产区产量为

6000kg，发展不均衡；每 hm2 收益 7500~12000 元，种

植水稻户均收入 1500~2400 元，比较效益低。

2.2　水稻栽、收时节用工矛盾突出　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中青年大量进城务工，留守农

村的大多为 50 岁以上人群，栽、收时节用工矛盾突

出，水稻栽插时间过长（4 月下旬开始到 6 月上旬结

束），一部分田块不能确保最佳节令栽插，造成产量

较低，病虫害发生严重。同时由于水稻种植人员的

老龄化，带来种植技术不易掌握、措施不到位、产量

低等问题。

2.3　水稻栽、收机械化程度低　近年来，通过多年

持续的农机补贴，水稻种植基本实现机耕机耙，但是

水稻栽插、收割这 2 个费工费时和劳动强度最大的

环节机械化程度不到 20%，特别是机械栽插作为农

机和农艺紧密合作的关键技术，推广速度慢，已严重

制约本州水稻生产发展。

2.4　化肥、农药施用不合理，使用量过多　自 2008
年实施水稻高产创建活动以来，配方施肥、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但一些地区仍存在施

肥单一，氮肥施用量过高（纯氮 210~345kg/hm2），施

肥不合理，由此造成土壤板结、酸化（pH 值 3.5~5.5）、
肥料流失等问题；不会对症下药，用药次数多、用药

时间晚造成稻米农药残留超标，品质下降。

2.5　土壤有机质缺乏，秸秆还田推广难度大　一方

面农村猪、牛、羊等养殖业呈现新型化和规模化，农

家肥数量少且集中在少数养殖户中；另一方面楚雄

州秋、冬降雨少，水稻秸秆翻犁入土不容易腐烂，集

中堆沤成本高，部分农户选择秸秆焚烧方式。这些

都造成土壤有机质下降，目前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

为 32.61g/kg，较 1983 年下降 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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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对策
3.1　开展高标准宜机械化农田整治　没有土地的

适度规模化，就没有农业的机械化，更没有农业的现

代化。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与楚雄州农业用

地条件相似，以丘陵或山地为主，但他们的农机化率

达到 90% 以上，共同经验就是大规模开展以提高机

械作业效率为目的的土地整治工作。使耕耙、播种、

施肥、病虫防治、收获等实现机械化作业，大大提高

效率。据初步测算，土地整治后，田埂、厢沟消除，耕

地面积普遍增加 3%~5%，有的甚至达到 10%，再加

上耕作死角得到整治，土地产出率增加 10% 左右。

3.2　加快土地流转，实现水稻种植规模化和机械化　

目前全州农村承包土地流转面积 1.962 万 hm2，占

14.47%，水稻生产规模化种植不到 20%。土地零碎、

散乱是制约土地规模化和机械化的主要障碍，要加

快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促进土地流转，加

快培育水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水稻种植大户和家

庭农场，实现水稻规模化和机械化种植，提高劳动生

产率，从而实现水稻生产节本增收、提质增效。

3.3　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　走农业绿色发展道

路，加大项目和资金支持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归还

于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可降低化肥用量，既实

现资源化利用，又解决农业面源的污染，实现乡村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

3.4　大力推广水稻绿色、高效机械化栽培技术 
3.4.1　选用优质、高产、抗病、抗倒伏品种　温暖稻

区（海拔 1500~1850m）以楚粳 28 号、楚粳 37 号、楚

粳 39 号、楚粳 40 号、云粳 26 号、云粳 39 号等品种

为主。温凉稻区（海拔 1900~2200m）以云粳 12 号、

云粳 25 号、凤稻 17 号、靖粳 14 号等品种为主。

3.4.2　培育适龄、健壮、适宜机插的秧苗　认真做好

育秧前准备　按秧本田比例 1∶80~100 备足秧田，

每 hm2 大田准备种子 45~50kg，58cm×28cm×2.5cm
平底塑盘 350~400 张；秧田精耕细耙，沉实 3~4d 后

开沟做墒，墒面平整无凹陷，苗床秧板宽 1.5m，沟宽

0.3m ；秧盘依次平铺，盘底与床面紧密贴合，播种前

用秧床沟内的稀泥加入适量壮秧剂（60 张塑盘加 1
包 1.25kg 壮秧剂）充分搅匀后装盘、刮平。

严格进行种子处理、精细播种　种子用 25% 米

鲜胺 2500 倍液浸种 72h，催芽至破胸露白；根据墒

面秧盘数量，称种到墒，均匀撒播，然后轻镇压，使种

子三面入土后盖 1cm 厚未加壮秧剂的肥土；每 hm2

用 300 倍杀草丹 1500kg 均匀喷于墒面进行秧田化

除，然后用平铺薄膜或用竹片搭成 30cm 左右高的

拱架盖膜。

抓好苗期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采用间歇

灌溉、干湿交替、以湿为主管理，1 叶 1 心期揭膜，

如遇较冷天气，灌拦腰水护苗，防烂秧死苗；移栽前

3~5d 控水炼苗，苗期一般不施肥，如缺肥喷淋 1%
浓度的尿素；及时防治立枯病和稻飞虱。

3.4.3　合理密植，科学施肥、管水　精细整田、沉实　

要求在 3cm 水层条件下高不露泥、低不淹苗，整田

后沙田沉实 1~2d 栽插，胶泥田沉实 2~3d 栽插。

适时移栽、保证基本苗、确保成熟　塑盘秧要

求苗高 15~18cm，4~5 叶，温暖稻区秧龄 30~35d，温
凉稻区秧龄 35~40d。争取在 4 月底至 5 月初机插，

插秧机固定行距 30cm，可调节穴距至最小 12cm，以

保证栽插密度。特别是海拔 1900m 以上区域应更

加强调早栽，同时要加大用秧量，确保成熟。

精准、定量施肥　在增施有机肥的基础上，

温 暖 稻 区 每 hm2 施 纯 N 总 量 240~270kg、P2O5 
105~120kg、K2O 105~120kg，其中氮肥的 60％和磷、

钾肥全部作基肥施用，40% 的氮肥结合化除作分蘖

肥追施。温凉稻区每 hm2 施纯 N 总量 210~240kg、
P2O5 105~120kg、K2O 105~120kg。

科学管水　做到浅水栽秧、寸水活稞、薄水分

蘖，够蘖晒田，幼穗分化期、孕穗开花期适当深水，后

期干湿管理。每灌一次水，让其自然落干。

3.4.4　病虫害绿色防控　加强病虫害预警监测　在

田间设立稻瘟病、稻曲病、纹枯病、稻飞虱、粘虫、螟

虫等主要病虫监测点，一旦病虫害有重发生趋势或

达到防治指标时，及时防治，并做到精准施药。

实现农药减量控害　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并配合杀虫灯、性引诱剂等实现农药减量控

害。如使用 25% 嘧菌酯悬浮剂、50% 杀草丹乳油、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5% 吡蚜酮悬浮剂、30%
爱苗乳油、6% 戊唑醇微乳剂、20% 氯虫苯甲酰胺

悬浮剂（康宽）、青霉菌丝蛋白粉（多肽保）、枯草芽

孢杆菌、阿维菌素、井冈霉素等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

物农药并配合杀虫灯、性引诱剂等绿色防控技术防

治病虫害。

推行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采用植保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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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动喷雾器等施药机械进行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做到“药、械、人”协调统一，实现农药减量 
控害。

3.4.5　适时收割　完熟期进行机收，待谷壳变黄、子

粒变硬、穗轴上干下黄，有 70% 的枝梗干枯时，采用

水稻联合收割机收割。

该技术通过多年实施省级水稻绿色、高产、高

效项目总结完善并经过生产验证，体现“一高三优”

特点，即以高产为主要目标，通过选用水稻优质、抗

病品种和绿色防控等技术实现优质、绿色优先；通过

集中育秧、机插机收、科学管水等措施，实现省工、

节种、节肥、节药、节水，体现节本增效优先；通过增

施有机肥、配方施肥等技术实现环境保护优先。初

步测算：该技术种植 1hm2 水稻平均节约种子款 200

元，降低田间管理费 3000 元，栽、收环节较人工栽插

降低费用 5000 元，节肥 800 元，共计节本增效 9000
元。大力推广水稻绿色、高效机械化栽培技术是实

现楚雄州水稻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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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备案材料中的问题、成因和解决之道
高　卓 1　高增永 2　刘树勋 3　王志英 2　张　静 2

（1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保定 071001；2 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石家庄 050031；3 河北省引育种中心，石家庄 050031）

摘要：引种由审批改为备案，扩大了引种地域，加快了品种推广。河北省开展引种备案 1 年来，接受引种备案材料 700 多份，

覆盖 5 大作物，涉及 17 个省市种企。通过审查引种备案材料，梳理归纳了 11 类主要问题；分析研究问题成因，主要是不认真、

不重视，不熟悉品种备案规定和品种试验知识，不诚信、不严肃；针对问题及成因，从引种者和管理部门角度分别提出了解决之

道，希望对今后的引种备案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农作物；品种；引种；备案

新《种子法》将主要农作物引种由审批制改为

备案制，减少了行政审批，简化了引种程序，扩大了

引种地域，缩短了引种时间，有利于加快新品种推广

和种子企业做大做强，将对我国种业发展产生重大、

深远的影响。河北省开展引种备案 1 年来，接受引

种备案材料 700 多份，从引种作物来看，覆盖水稻、

小麦、玉米、大豆、棉花 5 大作物，以玉米作物为主，

品种数量占 90% 以上；从引种者注册地址来看，包

括辽、吉、黑、京、津、冀、晋、蒙、陕、甘、新、豫、鲁、苏、

皖、湘、川 17 个省市区，东北、内蒙古种业居多；从备

案材料质量来看，完整齐备的约占 1/2，存在问题的

约占 1/2。下面就引种备案材料中存在的问题、成因

及解决之道提出个人看法，希望对今后的引种备案

工作有所帮助。

1　引种备案材料存在的主要问题
审查引种备案材料，并进行梳理归纳，发现主

要存在 11 类问题。

（1）不认真、不重视造成的错误。笔误、填写不

全、缺少印章、计算错误、组卷错误（品种多时易发

生），申请表审定适宜种植区域与审定公告有差异

（看不出主观故意）。

（2）不按规定格式报送材料。如申请表、承诺

书使用自制或其他省的格式。

（3）材料不完整、看不清。如抗病虫性鉴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