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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科研试验田育秧技术规程与作业标准
杨万深　孙玉春　丁玉萍　陈长利　袁龙照　魏新根　马少康　杨久臣　白羊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育秧是水稻科研田间试验工作的关键环节，依据科研试验材料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结合目前水稻生产上的育秧方

法，提出了适应科研试验的水稻育秧操作规程、作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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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重要的口粮作物，占我国粮食作物

总面积的 32%，占国内粮食总产的 36% 左右 [1]，水

稻科研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肩负的我

国粮食安全、藏粮于技的重要任务。各试验基地的

水稻试验田，承担着野生稻保护与利用、水稻种质资

源、水稻种质资源抗逆性评价、水稻功能基因组学、

水稻抗病基因挖掘与利用、水稻籽粒发育与调控、水

稻种子发育与品质改良、水稻株型基因解析、水稻转

基因技术研究、水稻光合生理调控等十余个研究组

的田间试验任务，而试验材料育秧是完成以上任务

的关键环节之一，为此，我们在多年水稻科研试验育

秧管理的基础上，吸收水稻生产田育秧的优点，结合

试验材料的特性，采用大棚和田间小拱棚育秧方法

完成水稻科研试验材料育秧；制订、实施并完善了包

括育秧基质准备、种子处理、播种、催芽和秧苗期管

理等环节的农艺操作规程与作业标准，服务于水稻

科研试验，确保试验材料安全。

1　大棚育秧
指采用硬盘机械铺播育秧基质，在盘内规划播

种单元，在播种单元内人工播种、覆盖育秧基质，棚

内成苗的育秧方法。操作规程为：育秧设备安装与

调试→育秧基质制备→试验种子准备与处理→苗

床准备→播种→催芽→入苗床→苗期管理。此方

法适用于温度较低的早春育秧。壮秧标准为：叶龄

3.5~4.0 片、苗高 12~14cm、根数 9~10 条、百株苗干

重大于 3g[2]。

1.1　育秧设备安装与调试

1.1.1　育秧盘准备　水稻科研试验一般采用

60cm×30cm×4cm 可重复使用的塑胶硬盘育秧。

使用前应清洗干净，在阳光下晒干，可起到杀菌、消

毒作用。盘育秧的数量依育苗规模、批次确定。

1.1.2　育秧基质准备　一般由肥沃旱田土或菜园土

调酸后与适量草炭、肥料或壮秧剂混拌配制而成，操

作规程与作业标准如下。

（1）选择 2 年内没有使用过除草剂、无杂草种

子、肥沃的中壤土（育秧土）和纯净草炭，分别经

6~8mm 孔径的筛子过筛后备用。

（2）用过筛的草炭 50kg，加 15％的稀硫酸 15kg
左右混拌均匀，制成 pH=3 的酸化草炭调酸剂或将

98% 浓硫酸稀释 8~10 倍，配置成硫酸调酸剂备用。

（3）适量氮肥（硫酸铵）、磷肥（磷酸二铵）、钾肥

（氯化钾），经粉碎机磨碎后备用。

（4）将 200kg 育秧土装入专用搅拌器，逐步加

入调酸剂（酸化草炭或稀释后的硫酸）充分搅拌调

酸至 pH=4.5~5.5；将粉碎的硫酸铵 100g、磷酸二铵

150g、氯化钾 100g 加入搅拌器中，搅拌均匀配成育

秧基质。

由于土壤调酸操作复杂不易掌握，可采用

200kg 育秧土加入 50kg 过筛草炭和粉碎的硫酸铵

100g、磷酸二铵 150g、氯化钾 100g 混拌均匀后，在

播种时用 45% 甲霜·噁霉灵或 20% 稻瘟灵 1500 倍

稀释液均匀喷洒在基质上至饱和，取代调酸过程。

在大面积应用中，可根据育秧土酸碱度，按适

当比例加入商品“水稻苗床调理剂”混拌制备育秧

基质，省去调酸和加入化肥环节。在土壤盐碱度

高、调酸效果不明显的地区，可直接选购合格的商品

“水稻育秧基质”育秧。

1.1.3　播种设备调试　按要求安装播种、催芽设备，

并在正式播种前进行育秧基质铺播、喷淋、播种、覆

盖、催芽试运行，确保各环节衔接、运行指标安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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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1.1.4　育秧棚准备　选择地势平坦，背风向阳，排

水良好的水稻田边搭建钢架育秧棚，规格一般为长

15~20m、宽 6~8m、高 2~2.5m ；棚膜要求透光率大于

90%、无滴水、韧性强；将整幅农膜盖在顶部居中，四

周分别设为开闭式，方便通风管理。棚内有供、排水

设施，方便浇水、排水；有增温设施，遇低温寒潮能够

保证棚内温度≥ 12℃。秧畦规范，留有人工步道，

便于秧苗管理，畦面平整压实，便于摆放秧盘。为了

减少土传病害，底面和四周应铺设洁净的塑料薄膜。

棚内距中间步道约 30cm、距棚头 1/3、2/3 处用硬质

材料制成可上下移动的支架，摆放 2 支温、湿度计，

测量棚内苗床温、湿变化；另需准备遮阳网。

1.2　试验种子处理　指对试验种子（材料）分类、脱

芒、精选、发芽率测定、浸种消毒、催芽的过程。

1.2.1　种子分类　按生育期长短确定早、中、晚稻类

型，以此为依据确定播种时间；按水稻籼、粳类型分

类确定育苗管理方式。

1.2.2　晒种、脱芒　种子分类后，选晴天将种子在晒

垫上摊晒 1~2d，每天翻动 3~4 次，有助于减轻霉菌

危害、提高发芽势和发芽率。对需要脱芒的材料应

使用水稻专用脱芒机或人工进行脱芒处理，有助于

种子精选和播种。

1.2.3　精选　去除杂质、杂粒、病粒、瘪粒、破损粒，

留下色泽、形态与试验材料一致的饱满种子，装入尼

龙纱网袋，写好塑质标签，编号。

1.2.4　发芽率测定　按发芽率测定规程测定试验材

料的发芽率，为确定播种量提供依据。

1.2.5　浸种消毒　用氰烯菌酯或咪鲜胺类药剂，按

使用说明配制相应浓度的药液，预防恶苗病等种传

病害；药液量以浸没种子为限，室温下浸种 2~3d，取
出后用清水冲洗 2 遍，沥干种子表面水分备用。

1.3　播种与催芽

将育秧盘依次放入播种传送设备中进行铺播

基质，作业标准为：（1）每盘均匀铺播育秧基质，厚

度 2.0~2.2cm，盘面平整；（2）喷淋 45% 甲霜·噁霉灵

或 20% 稻瘟灵 1500 倍稀释液至育秧基质饱和，沉

降后厚度 1.8~2.0cm ；（3）取下育秧盘，按计划书在

盘内规划播种单元、排序，在播种单元内人工均匀摆

播试验种子，密度为 2~3 粒 /cm2，用平铲将种子压平

至 3 面埋入育秧基质；（4）为避免混杂，试验材料之

间应留有明显分界、插好标签并标明每盘序号；（5）
将育秧盘重新放入播种传送设备中，覆盖育秧基质

1.0~1.2cm。

将育秧盘按顺序码放到催芽室催芽，作业标准

为：（1）封闭催芽室并保持室内温度 33~35℃、湿度

90%~95% 条件 12h，至 90% 以上种子破胸露白；（2）
将温度下调到 30~32℃、湿度 85%~90% 催芽 48h，
当 90% 以上种芽高出基质表面 0.3~0.5cm，即完成

催芽。

1.4　苗期管理　指秧盘入大棚至成苗期的管理。

1.4.1　芽期管理　从秧盘入大棚至第 1 叶展开之前

为芽期。此时秧苗对氧气反应敏感，是影响扎根立

苗的关键期，应保持基质充分湿润、氧气充足。作业

标准为：（1）秧盘摆放平整一致，盘与盘之间衔接紧

实；（2）灌水，水温控制在 20~25℃，水层 1.0~1.5cm
并覆盖遮阳网；（3）棚内湿度保持在 80%~90%，温

度控制在 28~30℃，自然光照条件下，封闭温室 2d，
幼芽 95% 以上变绿后即完成绿化，撤掉遮阳网； 

（4）遇寒潮、霜冻等特殊天气，大棚内应进行加温处

理，控制棚内温度≥ 12℃。

1.4.2　幼苗期管理　指秧苗 1~3 片展开叶期的管

理，此时秧苗通气组织尚未健全，根系生长所需氧气

主要依靠空气供应，应采取露田与浅灌相结合的灌

水方法，2 叶期前以露田为主，2 叶期后以浅灌为主。

2 叶 1 心期胚乳残存率已不足 10%，第 3 叶展开时

胚乳养分耗尽（离乳期），此期及时补充氮肥（断奶

肥），有助于幼苗顺利从异养转入自养，操作规程与

作业标准为。

（1）棚内温、湿度控制与通风炼苗。1~1.5 叶

期要求适温保苗并开始通风炼苗，棚内温度控制在

28±1℃，湿度控制在 75%±10% ；1.5~2.5 叶期逐

步增加通风量，温度控制在 25±1℃，湿度控制在

65%±10% ；2.5~3.0 叶期温度控制在 22±1℃，湿

度控制在 50%±10%。炼苗应逐步增加通气时间、

通风量，采用“两头开门→前后开窗→一边揭开→

日揭夜盖”的办法进行，使秧苗逐步适应环境。通

风时，要“先灌水后开窗”，保持育秧盘下 0.5~1.0cm
水层，防止生理失水死苗。秧苗 3 叶期以后，经过

5~6d 通风炼苗，日均气温稳定在 15℃，便可灌水揭

棚膜。遇到低温时，及时覆盖棚膜并增加覆盖物，防

止低温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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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分管理。秧苗缺水的标志为早、晚看叶

尖无水珠；中午看新展开叶片卷曲，基质表面发白。

浇水应在早、晚进行，1 次浇足浇透；水温控制在

20±2℃，禁用 15℃以下冷水。揭棚膜后可适当增

加浇水次数，秧盘表面保持水层 1.0~1.5cm。苗高达

10cm 左右，按湿润秧田进行管理。

（3）苗床追肥。秧苗 2.5~3 叶期，胚乳养分耗尽，

会出现脱肥（断奶）现象，为保证养分供应，应早施

断奶肥。用硫酸铵 2.0g/m2、硫酸锌 0.25g/m2，稀释成

100 倍液在 1.5~2.0 叶期进行叶面喷施，喷后及时喷

清水冲洗秧苗。三展叶后进入移栽期，为提高秧苗

体内氮、磷、糖浓度，在移栽前 3~5d，一般施用尿素

15g/m2 作为起身送嫁肥，增强秧苗的发根能力。

2　小拱棚育秧
指在田间建立秧畦，在秧畦上规划播种单元，

人工播种，覆盖育秧基质，插建小拱棚加盖塑料薄膜

保湿、增温的育秧方法。

2.1　育秧田的选择与苗床构建

2.1.1　育秧田的选择　选择水源清洁、排灌方便、无

病虫害、邻近试验稻田、肥沃的中壤土地块作为水稻

育秧田，早稻育秧时温度较低，秧田应选在避风向阳

处。北方的麦茬稻、南方的连作晚稻，应选择中壤、

肥力中等、地势高、排水方便的地块，防止土壤水分

过高诱发水稻秧苗徒长。为避免残留药害，应规避

上茬作物用过除草剂的地块，也不能在此取土为育

秧田使用。

2.1.2　秧畦的构建　（1）基肥的施用。北方一季粳

稻、南方的早稻、单季晚粳稻可以在冬闲田上建立秧

畦，一般在冬前施用腐熟有机肥 1.5~2.0kg/m2 后深

耕晒垡；春季将磷酸二铵 15g/m2、氯化钾 7.5g/m2、硫

酸铵 7.5g/m2 均匀撒施地面，结合旋耕整地混入土壤

中。采用干耕、干旋、干耙抹的整地方法作畦，有利

于提高土壤温度和通透性、发苗壮根，提高成秧质

量。

（2）秧畦规格。科研试验育秧田秧畦规格一般

为：畦长 10~15m，畦面净宽 1.0~1.2m，土壤细碎平

整；畦沟宽 25~30cm、深 15~20cm，边沟宽 30~35cm、

深 20~25cm，便于水分管理。四周应安装 80~100cm
高塑料围挡，起到防止风直吹秧苗和防鼠害作用。

（3）病、虫害预防。秧田病、虫害预防应同时

进行。上水浸透秧畦至饱和后，将水面降至畦面以

下，用 95% 敌克松可湿性粉剂 5g/m2 与 20 倍育秧

基质混匀配成药土或用 0.1% 恶霉灵颗粒剂 5g/m2

均匀撒施，预防立枯病、猝倒病、枯萎病、根腐病等；

施用 3% 米乐尔颗粒剂 2~2.5g/m2 或 5% 甲基 - 异

柳磷颗粒剂 1.5g/m2，预防蝼蛄、蚯蚓、蛴螬等地下

害虫；将所用药剂均匀撒施于畦面，用平锹等工具

将畦面抹平。在土壤 pH 大于 7.5、盐碱度较高的地

区，可在畦面铺密度较大、不易漂浮的水稻育秧基质

2.5~3.0cm，浸水至饱和后将秧畦抹平，放置 1d，即完

成秧畦整理。

2.2　播种期管理

2.2.1　催芽　将装在纱网袋中整理好并经药剂浸

种处理的种子，沥干表面水分，按序号分层码放在

恒温催芽箱（室）中，在 30~35℃、相对湿度 90%
条件下催芽 12h，90% 以上种子破胸露白时，温度

降至 25℃、相对湿度 90% 条件下 24h，当 90% 以

上种子芽长达到半粒谷长，根有一粒谷长时，取

出种子，降温到 15~20℃，练芽 6h 左右，达到待播 
状态。

2.2.2　播种　在秧畦纵向、横向划清晰标记线，依科

研需要确定每个单元的面积，规划秧畦成多个播种

单元，并按计划书在每个播种单元内播种相应试验

种子，密度控制在 2~3 粒 /cm2，用平铲将种子三面压

入基质中，插好相应标牌，均匀覆盖育秧基质 0.5cm
并轻压平整。

2.2.3　插建小拱棚　播种完成后，用 2.0m 或 2.5m
长、表面光滑的竹篾，按秧畦宽度插建竹篾间距

50cm、拱高 50cm 的拱棚架；在棚内距棚头 1/3、2/3
处安放 2 只酒精温度计；选用透光率大于 90%、宽

2~2.5m 塑料薄膜拱形覆膜，四周埋土压紧。

2.3　苗期管理　棚内温度和秧畦水分控制是小拱

棚育秧成败的关键。

2.3.1　出苗期　指播种后至芽鞘伸出畦面、第 1 叶

露尖阶段。此期是种子根生长关键时期，一般 5d
左右，白天棚内最适温度 25~28℃，最高温度不超

过 32℃，若超过 32℃，要打开拱棚两侧通风降温，

傍晚关闭通风口；最低温度不低于 12℃，如遇低

温、寒潮等灾害性天气应加盖保温设施防止冻害。

在底墒充足的前提下，一般不浇水，控制秧畦土壤

相对湿度在 70%~80%，促进根系发育；当秧畦表土

发白时，表明水分不足，应适量补 18~20℃水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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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底墒。

2.3.2　幼苗期　指第 1 叶露尖至第 3 叶展开期。

第 1 叶露尖到叶片完全展开，需 5~7d，管理目标为

促下控上，确保叶鞘长度≤ 3cm。拱棚内温度控制

在 23~25℃，夜间温度≥ 10℃。秧畦土壤相对湿

度控制在 70%~75%。晴好天气及时通风，逐步增

加通风量炼苗，避免风直吹秧苗。

第 2 叶露尖到第 3 叶展开，需 10~14d。管

理目标为地下部促根健壮生长，地上部控旺长，

控 制 叶 耳 距 ≤ 1cm。2 叶 期 棚 内 温 度 控 制 在

22℃ ~24℃，3 叶期 20℃ ~22℃，最高温度均应在

25℃，最低温度在 12℃。可采用增减通风口数量、

控制通风口的大小、加盖遮阳网等措施来调节温度

和炼苗，最低气温高于 10℃时可昼夜通风，遇高温

天气尤其遇连续低温突然放晴时，要提早通风，防

止温度变幅过大引发青枯病、立枯病。

当畦面发白、秧苗早晚心叶叶尖无水珠，晴天

午间心叶卷曲时，表明秧畦水分已低于育秧要求，

应在 8：00 前或 17：00 以后浇水，一次浇透，水温

要求 20~24℃，深井水温度一般较低，应将水抽到

水渠或晒水池日照增温至 18℃后，再用于秧畦浇

水。3 叶期以后，最低气温 10℃，经 3~5d 炼苗后，

即可揭膜，按水育秧管理。雨天放干水，晴天满沟

水，烈日水上床；遇较强低温时应保持 1/2 苗高水层

护苗，气温转暖，及时换水，并逐渐降低水层。此期

谷粒中的养分被耗尽，应施好断奶肥，根据秧苗的生

长特性和肥料分解转换特性，以秧苗 1 叶 1 心至 2
叶期施用断奶肥较好，断奶肥以氮素养分为主，一般

施尿素 5g/m2。

2.3.3　成苗期　秧苗 3 叶以后到移栽前，通气组织

已发育健全，为防根系下扎，造成拔秧困难，秧畦不

宜断水，可采取 2~3cm 浅水层管理。秧苗过小移栽

发根力弱，返青慢；过大则因组织老化不易发苗，缩

短了本田生长期，不利于穗部发育；最适移栽期为 5
叶 1 心至 6 叶 1 心期，此时移栽返青快，发根力强。

为提高体内养分含量和秧苗素质，移栽前 3~5d，应
施起身（送嫁）肥尿素 10~15g/m2。

3　病、虫、草害防治
育秧田苗期发生的主要病害为恶苗病、立枯病

和青枯病，多发生在立针至 2 叶期，虫害有稻蓟马、

叶蝉、灰飞虱等，应采取综合措施防治。

3.1　病害防治

3.1.1　水稻恶苗病　是以种子传播为主的病害，发

病后株高比正常稻苗高 1/3 左右，瘦弱、发黄，俗称

“公稻子”，栽种后不能正常结实。做好种子处理是

防治该病的关键，严格执行种子精选和浸种作业标

准，是控制苗期恶苗病发生的有效方法。

3.1.2　立枯病　感病初期植株枯黄，根系发锈，茎基

部变褐，严重时秧苗枯萎，容易拔断，茎基部腐烂，属

土传病害。育秧基质 pH 值、盐碱度偏高，环境温度

过低等有利于发病。主要防治方法为：（1）严格按

操作规程和作业标准配制育秧基质；（2）对于育秧

基质 pH 值、EC 值偏高引起的立枯病可在发病初

期采用灌水至苗高的 1/2 后再将水排净，频繁换水

洗盐的方法降低盐碱浓度，可有效降缓发病程度；

（3）控制棚内温度，籼稻最低气温不能低于 12℃、

粳稻最低气温不能低于 10℃ ；（4）在秧苗 1.5~2 叶

期，严格按甲霜·噁霉灵、精甲·噁霉灵或噁霉灵等药

剂使用说明配制相应浓度药液进行苗床喷雾防治，

喷药后要及时喷淋清水洗苗，防治药剂烧苗；2 次喷

药防治时间应间隔 7d 以上。

3.1.3　青枯病　秧苗 2.5 叶左右是发病主要时期，

发病时幼苗根尖弱，无法从土壤中吸取更多的水分

和养分，表现为叶尖不吐水，叶色青绿、心叶及上部

叶片“打绺”、整株萎蔫，秧苗基部与根部极易拉断，

成片枯死，属生理性病害。主要防治方法为：严格按

要求控制棚内温、湿度，按水分管理规程与标准进行

管理，适度通风炼苗；药剂防治可使用枯草芽孢杆

菌，结合预防立枯病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及

微生物菌剂等，促进水稻生根；后期发病严重时可采

取灌水层为苗高的 2/3 等方法防治。

3.2　虫害防治　稻蓟马危害可至秧苗叶尖甚致全

叶卷曲枯黄；叶蝉危害传播病毒可引起秧苗矮缩病，

病株矮缩僵硬，叶片色泽浓绿，心叶呈现褐绿、白色

点条状，分蘖减少；灰飞虱危害传播病毒可引起条纹

叶枯病，秧苗心叶细长卷曲、下垂呈假枯心纸捻状。

每 667m2 可用 7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5g 或 20%
辛硫三唑磷乳油 60mL 兑水 40kg，在无风的傍晚喷

雾防治。

3.3　草害防治　水稻科研试验材料种类繁多、遗传

背景复杂，抗除草剂能力参差不齐。为了确保试验

材料安全，除标明可使用除草剂的材料外，育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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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收玉米新品种潞玉1611节水栽培关键技术
刘　金 1　王吉昌 1　宋　丽 2　任吉园 2

（1 新疆金天山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昌吉 831100；2 山西潞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治 046000）

摘要：潞玉 1611 是以 LYA54 为母本、LYB21 为父本育成的玉米杂交种，2019 年通过国家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和西北

春玉米组双国审。该品种在新疆多年田间鉴定表现突出，具有抗倒伏能力强、优质高产、脱水快、适宜机收等突出优点，适宜在

新疆中晚熟机收玉米区推广种植。

关键词：玉米；潞玉 1611；特征特性；节水栽培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仅

次于美国，玉米产业在我国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畜牧业和现代工业的发

展，对玉米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玉米产业市场供需

关系正从基本平衡的格局向供求偏紧的方向转 
变 [1]。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第二亚欧大陆桥

的必经之地，粮食安全尤为重要。随着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稳定粮食生

产、 提升粮食产能是新疆地区四大良种攻关的重要

方向，现代种业政策的支持和落地，加快了种子企

业对品种的引进和选育进程 [2]。潞玉 1611 是山西

潞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的中晚熟饲用玉米新

品种，在新疆伊犁地区、博乐地区连续 2 年大面积

示范推广，以其稳产性好、高抗倒伏、适宜机收、抗

青枯病能力强、脱水快而深受种植大户和经销商喜

爱，现就其选育过程、特征特性和节水栽培技术等

总结如下，以期为潞玉 1611 的种植推广提供技术 
指导。

1　选育过程
潞玉 1611 是由山西潞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育自交系 LYA54 为母本、自育自交系 LYB21 为

父本杂交选育而成的玉米新品种，2019 年通过国家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西北区春玉米组审定

编号：国审玉 20190318；东华北中晚熟组审定编号：

国审玉 20196007。母本 LYA54 是由郑 58/PHG39
组建基础材料，通过南北加代连续自交，选育稳定

的耐密、抗性好、脱水快的自交系；父本 LYB21 是以

Mo17/PH4CV 为原始材料通过二环系选育法选育

而成，具有茎秆韧性好、配合力高、适应性广的优良

特性。

2　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潞玉 1611 在西北春玉米区生育期

133d，和对照先玉 335 相当。幼苗叶片绿色，叶缘紫

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株型半紧凑，成株叶片数

20 片，株高 290cm，穗位高 110cm。果穗筒型，穗长

21cm，穗行数 16~18 行，红轴，籽粒黄色、半马齿型，

（尤其是野生稻类、种质资源类、转基因、突变体等试

验材料）不得使用任何除草剂，应以选择杂草种子

基数低的地块作秧田、水旱轮作、结合人工拔除等方

法，控制秧田草害。

水稻科研材料育秧的管理是确保其田间试验

正常进行的关键环节，决定着试验的成败，而育秧过

程中的各操作环节同等重要，每个环节应有相应的

作业标准，并严格按标准执行，才能确保水稻科研工

作的正常进行。各试验基地多年试验材料育秧的实

践表明，以上操作规程及作业标准的制定、完善与实

施，对水稻科研试验材料育秧和整体试验的完成起

到了积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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