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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剑河小红香稻高产栽培技术推广与优化

莫昌辉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农业农村局，剑河 556400）

摘要：剑河小红香稻是贵州省特色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建设核心示范基地、完善农技服务体系、发挥农业合作社主导作用

等策略的实施，有效促进了剑河小红香稻高产栽培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系统梳理并总结了剑河小红香稻从育秧、稻田整耕、施

肥、移栽、水浆管理及病虫草害综合防控等全方位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实践表明，运用优化后栽培技术，剑河小红香稻平均产

量提升至 450kg/667m2，相比传统栽培方法增产 15%，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高。此外，示范区内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率达到

95%，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5%，为推动该地区水稻产业向高质量、高效益方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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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剑河

小红香稻作为贵州省特色优质水稻品种，具有米质

优良、适应性强、抗性好等特点，在黔东南地区具有

广泛的种植基础。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剑

河县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和水土资源优势，通过技

术创新和模式优化，推动剑河小红香稻产业持续发

展。然而，传统栽培技术存在育种质量不稳定、田间

管理粗放、病虫害防控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制约了产

业的提质增效 [1]。因此，系统总结和优化剑河小红

香稻高产栽培技术，对提升区域水稻产业竞争力和

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1　生态环境条件
剑河县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部，属中

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区，区域生态环境优越。该区

域水热同季，年均气温 16.7℃，年总积温 6021.3℃，

无霜期达 326d，年降水量在 1100~1700mm 之间，年

日照总时数平均 1184.1h，具备发展水稻种植的理想

气候条件。区域内清水江流域贯穿全境，水文条件

优渥，土壤肥沃，为剑河小红香稻的生长发育提供了

良好的自然生态基础。

2　技术推广方案
2.1　核心示范种植基地建设　核心示范种植基地

的建设是推动剑河小红香稻品种资源保护、优质高

产栽培技术集成示范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基地建设遵循“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农户参与”

的原则，采用标准化生产模式，确保剑河小红香稻的

高效种植与推广。基地规划总面积 1000hm2，选址

于生态环境优越、水利设施完善的剑河小红香稻适

生区域，重点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包括完

善灌排系统工程、优化田间道路网络和推进农田综

合机械化。通过建设高效节水灌溉系统，优化田间

渠系和排灌泵站，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田间持水能

力；修建硬化田间道路，提升农机作业便利性，确保

运输和管理高效；推广适用于剑河小红香稻的机械

化耕作、插秧、病虫害防治及收割设备，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劳动成本 [2]。

基地实行“五统一”管理模式，即统一品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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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育种、统一栽培、统一农资投入、统一病虫害防治，

并制定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确保栽培管理的科学

化和规范化。基地建设过程中，实施土壤改良与地

力提升工程，通过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有机肥

施用等措施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为剑河小红香稻的优质高产提供基础保障。同

时，建立种子繁育体系，开展剑河小红香稻品种的提

纯复壮工作，保护优良种质资源，确保品种的纯正性

和稳定性。

2.2　农技人员下乡服务　构建完善的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体系是推动现代农业技术普及、提升农业生

产水平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建立县、乡、村 3 级农

技人员联动机制，形成高效、系统的农业技术推广网

络，确保技术指导深入生产一线。具体而言，各级

农业部门应配备专职农技推广人员，并构建“专家 +
农技员 + 示范户”的服务模式，以专家团队提供技

术支持，农技人员开展日常指导，示范户进行推广示

范，共同推动剑河小红香稻高产栽培技术的落地应

用。农技人员需定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技术

指导，及时解决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在技术推广服务模式上，可推行农技人员定点

包村服务，实施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配备 1 名农技

专员，负责 300~500hm2 农田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

服务覆盖范围广、响应速度快、技术指导精准高效。

农技人员需建立详细的技术服务工作档案，记录农

事活动、农资投入、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

节，为农业生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可结合田

间学校的教学模式，定期组织农技培训与示范教学，

采用“理论讲解 + 现场实践”的方式，帮助农户掌握

科学的种植管理技能，增强其技术应用能力，提高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培训内容涵盖剑河小红香稻优

质高产栽培技术、土壤肥力提升措施、水肥一体化管

理、病虫害绿色防控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确保

农户系统掌握种植关键技术，实现技术推广的精准

化和实效化。

2.3　农业合作社主导技术推广　发挥农业合作社

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主体作用，是推动剑河小红香

稻产业化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促进农民增收

的重要手段。农业合作社能够有效整合土地资源、

技术力量和市场渠道，实现现代农业的规模化、集约

化和标准化生产。因此，应构建“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土地流转、统筹管理

和规范化种植，建立万亩示范片，打造集高效生产、

技术示范和推广应用于一体的农业生产体系。合作

社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应协调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

资源，推动剑河小红香稻品种保护、技术创新和农民

技术培训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完善的农业技术推

广机制 [3]。

在生产管理方面，农业合作社需建立标准化生

产技术规程，制定涵盖品种选育、种子繁育、育秧移

栽、田间管理、肥水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的

标准化操作规程，确保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推行集中育秧、机械化插秧、统防统治等先进生产方

式，通过规模化、标准化作业提高劳动效率和土地利

用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结合测土配方施肥，合

理控制施肥量和施肥方式，提高养分利用率，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同时，合作社需建立农事操作记录档

案，详细记录每一块农田的生产管理情况，包括播种

时间、施肥情况、用药记录、田间气象等信息，实现全

过程可追溯，确保农业生产的安全性和可控性。

3　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3.1　育秧

3.1.1　播种　剑河小红香稻采用旱育保姆包衣无纺

布生态旱育技术体系，播种适期为清明节前后（4 月

5-15 日）。育秧基质采用腐熟农家肥与普钙，并按

照特定比例进行调配，具体为每 667m2 苗床施用腐

熟农家肥 1000kg，每 m2 补充普钙 1kg，通过深耕细

作实现基质均匀化。苗床规格标准化设计，厢面宽

度控制在 1.2m，长度因地制宜，过道预留 30cm，以

确保通风透光及田间管理作业便利。

播种采用精量播种技术，每 m2 播种量严格控

制在 50g。种子处理采用物理调质法，即晒种 12h
后浸种 12h，控制种子含水量并达到适宜催芽条件。

播种前将种子与旱育保姆按 1∶3 的质量比进行均匀

拌合，采用撒播方式进行播种作业。播后覆土要求

一致性好，覆土层薄而均匀。苗床覆盖采用无纺布

拱棚覆盖技术，构建适宜的微环境，促进种子萌发和

幼苗生长。

3.1.2　苗期管理　剑河小红香稻苗期管理采用分阶

段精细化调控体系。在秧苗达到 1 叶 1 心期，开展

预防性病害防治工作，重点防控立枯病和苗稻瘟病

等苗期重大病害。当秧苗进入 2 叶 1 心期，实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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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营养调控技术，选用酸性或中性化肥进行追肥，具

体为每 m2 施用尿素 25g，按 1∶20 比例配制肥液进

行叶面喷施，施肥后立即采用清水冲洗，以有效防止

肥害的发生。

秧苗生长过程中，采用智能化覆盖物调控技

术。待出苗整齐度达到要求后，及时揭除平盖地膜；

在秧苗长至 4 叶 1 心期，择期揭除无纺布覆盖物，实

现环境因子的渐进式调控。通过精准的环境调控措

施，培育出茎秆粗壮、根系发达的优质秧苗，当秧苗

长至 6~7 片叶时即具备移栽条件。

3.2　稻田整耕　稻田整地采用三犁三耙精细整地

技术体系，耕作深度控制在 16~20cm 之间。首次深

翻以打破耕盘层为主，二次深翻注重土壤团粒化的

处理，三次深翻则重点改善土壤通透性。每次翻耕

后及时进行耙耖作业，第 1 遍耙耖以打碎大土块为

主，第 2 遍重点改善土壤团粒结构，第 3 遍则着重进

行泥浆化处理，确保泥层充分软化。整地过程中严

格控制田面平整度，采用梯度推平技术，确保高差均

匀可控。水层深度维持在 3~5cm 之间，既能保证泥

浆充分搅拌，又可避免过度泥化。施肥采用全层匀

施技术，将基肥分层拌入耕作层，以提高养分分布均

匀性。

3.3　施肥

3.3.1　农家肥　剑河小红香稻采用以农家肥为基

础的有机—无机配合施肥体系。农家肥投入量为

1500kg/667m2，选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料，确保其碳

氮比例适中，有机质含量和腐殖质组成符合作物生

长需求。有机肥的施用不仅能够提供全面的营养元

素，更能改善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缓冲能力和养

分储存能力。

3.3.2　化肥总量与时期　剑河小红香稻化肥施用量

根据各田块上年产量和施肥情况确定，按目标产量

进行精准计算。以产量 500kg/667m2 为例，基肥阶

段施用复合肥（N∶P2O5∶K2O=15∶15∶15）50kg 和硫

酸锌 2kg；分蘖肥于移栽后 5d 施用硫酸铵 8kg；穗
肥阶段在晒田结束后（7 月上旬）施用氯化钾 10kg
和尿素 8kg；粒肥在抽穗初期施用复合尿素 2kg 左

右。叶面肥吨田宝采用 2 次喷施策略，分别在分

蘖盛期（6 月中旬）和齐穗期（8 月上旬）各喷施

50mL/667m2。

当目标产量提升至 550kg/667m2 时，相应增

加基肥用量：提高复合肥至 50kg，并配合施用尿素

5kg、过磷酸钙 10kg、氯化钾 12kg、硅钙肥 50kg 和

硫酸锌 2kg；分蘖肥增至 10kg；穗肥调整为氯化钾

16kg 和尿素 11kg；粒肥复合尿素增至 5kg 左右，叶

面肥施用方案保持不变。这种梯度施肥方案充分考

虑了不同产量目标下的养分需求差异，可实现精准

施肥。

3.4　移栽　剑河小红香稻采用机械化或人工精准

移栽技术，以单株栽培为主。秧龄控制在 6~7 叶时

进行移栽，选用生长健壮、长势均匀、无病虫为害的

壮秧。移栽密度为 0.85 万~1.00 万穴 /667m2，采用

（31×21）cm+（宽行走道）的宽厢移栽模式，具体

为 8 行分厢、厢间距 43.3cm（1.3 尺），每穴插植 4
粒谷秧。这种宽厢布局有利于后期施肥、植保和晒

田等田间管理作业的顺利开展。

移栽作业选择在早晨或傍晚进行，避开中午高

温时段，严格执行当天育秧、当天移栽的原则，禁止

栽植隔夜秧。田间水层维持在 3~4cm 的浅水状态，

插植深度以 3cm 为宜，保持秧苗直立、根系舒展、栽

植均匀。栽后 2~3d及时查苗，对缺株断垄进行补栽，

确保群体整齐度和均匀性。移栽时期因地制宜，春

季以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为宜，夏季则选择在 7 月

上中旬。

3.5　水浆管理　水浆管理采用全生育期动态调控

技术，依据不同生育阶段的需水特性实施精准灌

溉。移栽期维持 3~4cm 的浅水层，移栽后 5d 内保

持 4~5cm 水层进行护苗活棵，遇寒潮时可适当增加

水层深度以实现保温效果。分蘖始期至有效分蘖临

界叶龄期采用露泥灌溉与间歇性浅水灌溉相结合的

方式，促进分蘖发生；在施用分蘖肥和除草剂时转为

浅水灌溉模式。

当茎蘖数达到目标群体的 85%~90% 时，实施

排水晒田调控措施，待田间出现鸡爪状裂纹后及时

灌水，反复进行排灌交替处理直至幼穗分化期（第 4
片叶展开期）。晒田后至始穗期维持 3~4cm 稳定水

层，以保障孕穗期水分供应；始穗前期进行为期 2d
的轻度晒田，用以改善土壤通气状况。

抽穗扬花期继续保持浅水灌溉，进入灌浆期后

转为间歇性灌溉模式，待浅水自然落干后再次灌入

浅水，严格执行前水消退后再灌新水的原则。成熟

期采用递进式控水技术，蜡熟期保持土壤湿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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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黄熟期前 7d 实施断水晾田。

3.6　病虫草害防治　病虫草害防治采用“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的技术体系，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

和生物防治的基础上，科学实施化学防治 [4]。选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生物或化学制剂，严格禁用国

家规定的高毒、高残留农药品种。

3.6.1　主要病害防治　剑河小红香稻主要面临的病

害包括稻瘟病、纹枯病和稻曲病。稻瘟病防控采用

根部浸渍与茎叶喷施相结合的方式。移栽前用 20%

三环唑可湿性粉剂 500~700 倍液浸渍秧根 3~5min，
然后堆闷 30min 进行预防性处理，可有效减少病菌

侵染的风险。当苗期叶瘟发病率达到 5% 时，及时

喷施三环唑、稻瘟灵、使百克或春雷霉素等药剂可控

制病害扩散。

纹枯病的防治关键时期是分蘖末期和拔节

期，当丛发病率分别达到 10% 和 15% 时需进行化

学防治。每 667m2 可选用 5% 井冈霉素可湿性粉

剂 250g、40% 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200~250g（兑水

60kg）或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施稻

株中下部，确保药剂直达病灶部位，提高防治效果。

3.6.2　主要虫害防治　剑河小红香稻虫害的综合防

治需依据虫害特性、发生规律及关键时期采取针对

性措施。其中，二化螟的防治以分蘖期和孕穗后期

为重点。在分蘖期，当蚁螟孵化高峰后的 3d 内，枯

鞘丛率达到 5% 时及时施药，可减少枯鞘和枯心苗

的发生。每 667m2 可选用 5% 杀虫双大粒剂 1.5kg
拌细土均匀撒施，或使用 20% 杀虫双水剂 300g、
60% 杀螟虱可湿性粉剂 60g（兑水 60kg）喷雾稻丛

基部及上部防治，其中 60% 杀螟虱可湿性粉剂还可

兼治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此外，还可选用必杀螟、

杀虫单和杀螟王子（Bt 乳油复配剂）等药剂。在孕

穗后期至抽穗期，当孵化始盛期至孵化高峰期百穗

率达 1% 以上时，再次施用上述药剂，可减少幼虫对

水稻的伤害，防止枯孕穗和白穗的出现。

稻秆潜蝇的防治时间为水稻分蘖末期至孕穗

初期。当每 100 网捕成虫数量达到 25 头以上时，应

在稻区普遍施药防治。可选用集琦虫螨克（1.8% 阿

维菌素乳油）或大功臣等药剂兑水喷雾，并连续喷

雾 3 次，每次间隔 3~5d，以有效减少幼虫蛀入稻株

心部对幼穗的危害。稻飞虱的防治需在每百丛虫口

密度达到 1000 头时实施。一般采用速杀性和持效

期长的内吸性农药配合使用。持效期长的内吸性药

剂包括噻嗪酮和福戈等，速杀性药剂则包括异丙威、

仲丁威等。稻纵卷叶螟的防治关键时期为主害代 1、
2 龄幼虫的盛发期（即稻叶初卷期）。当分蘖期百丛

稻的幼虫密度达到 65 头以上或孕穗期达到 60 头以

上时，应及时施药。防治稻纵卷叶螟的药剂与防治

二化螟的药剂相同，可有效减少幼虫的为害，保障稻

株健康生长。

3.6.3　主要杂草防治　杂草防治采用化学除草技

术，在水稻移栽后 5~7d 进行。具体方法是每 667m2

使用 70% 除草净 70~80g，与细湿润土或追肥尿素

混合均匀后，均匀撒施于田间。在施药过程中，需

要保持田间水层深度在 3~5cm，并维持 7d，以增强

药效，同时避免淹没秧苗心叶，以防影响稻苗正常生

长。对于生长势较弱的秧苗，可适当推迟施药时间，

待秧苗恢复生长活力后再实施除草操作。

4　效果评估
4.1　技术应用效果　通过示范基地的建设和优化

栽培技术体系的推广，剑河小红香稻种植取得了显

著成效，不仅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双提升，还推动了

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发展。示范区内，剑河小红香

稻平均产量达到 450kg/667m2，比传统栽培模式增

产 15%；种植规模扩大至 10000hm2，实现了规模化

经营。米质检测结果表明，整精米率达到 68%，垩白

度≤10%，蛋白质含量 13.5%，直链淀粉含量 18%，

胶稠度 75mm，各项指标均达到优质稻米标准，显著

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技术集成与推广成效显著，农业生产进一步实

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示范区内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推广率达到 95%，氮肥利用率提升 8%；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 85%；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占总种植面

积的 65%，用水效率提高 25%。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覆盖率达到 90%，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30%，农

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达 100%。

产业链延伸为农户带来了显著的增收效益。

通过建立 5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达到

5000t，产品溢价率提升 40%。“公司 + 合作社 + 基

地 +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辐射带动周边 3000
户农民参与种植，农户每 667m2 平均增收 2000 元，

技术示范户年均收入达到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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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高的数据资料。

6.2　建立健全体制队伍　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具有

专业性、基础性、长期性的特点 [2]，计划借助公费农

科生计划，通过与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鲁

东大学等高校院所、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

合作的方式，培育专业人才，吸引高水平人才参与种

质资源保护工作。定向培育种业方向的农技人员，

以保障基层种业工作的持续性。此外，还要重视在

职人员的培训与继续教育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等

方式提升其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6.3　建设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

建设种质资源库圃，种质资源库圃是我国农业种质

资源长期战略保存的重要设施，是“国之重器”。长

期以来，承担种质资源保护任务的主要是各级科研

院所和高校，但随着种企对种质资源重要性认识的

不断提高，部分种企开始建立自己的种质资源库圃，

收集、保存优异种质资源，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品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要实行积极的种业发

展政策，积极向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争取资金和政

策方面的支持，从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立项等方面加

大对有实力企业的扶持力度 [4]，通过项目的形式建

设一批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以保障种质资源普查能

够常态化开展。与此同时，注重加强同社会资本之

间的合作与交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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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对剑河小红香稻优化栽

培技术示范区的经济效益跟踪调查显示，采用优化

栽培技术后，单产水平显著提升。以 2023 年为例，

小广示范区通过验收的平均产量达到 450kg/667m2，

较传统栽培方式增产 15%。按照 2023 年市场价格

22 元 /kg 计算，每 667m2 产值达到 9900 元。扣除

生产资料投入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1500
元、人工成本 1200 元以及机械作业费用 400 元后，

每 667m2 净收益约达 6800 元，较传统栽培方式收

益得到显著提升。

从规模化经营角度分析，2023 年剑河小红香稻

种植面积达到 133.3hm2（2000 亩），总产量 90 万 kg， 
总产值约 1980 万元。通过规模化生产与优化技术

的结合，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亩均增收效益显著

增加。

4.3　技术推广成效评估　通过科学化栽培技术的

系统推广，剑河小红香稻生产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

技术进步和推广成效。在农艺技术方面，全面推广

旱育保姆包衣无纺布生态旱育秧技术、（31×21）
cm+（宽行走道）的宽厢移栽模式以及水肥综合调

控等关键技术措施。以 2023 年示范基地为例，剑河

小红香稻实现产量 450kg/667m2 的技术水平，种植

效益比传统种植模式显著提高，为优质高产栽培奠

定了坚实基础。

5　结语
剑河小红香稻高产栽培技术体系的建立和推

广实践表明，通过育秧、整地、施肥、水浆管理等关键

环节的技术优化，结合示范基地建设、农技服务体系

完善和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可有效提升水稻产

量和品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本研究不仅为

剑河小红香稻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供了技术支

撑，也为贵州省特色优质水稻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借

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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