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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方标准《杂交稻栽培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稳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随着中央对粮食生产的重视，在粮食播种面积持续下降的形势下，如何稳定

粮食总产，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亦是农业技术部门的责任所在。 

近年来，我省加大粮食科技创新，开展了一系列高产优良新品种引进试验，

筛选出适于本地栽培的高产优良杂交稻新品种。随着对杂交稻新品种进行高产栽

培技术的探索和研究，摸索出一整套因种栽培技术，促进单季稻单产水平的提高。

目前我省单季杂交稻栽培面积有增加的趋势，根据近几年不同品种统计情况，杂

交稻面积占比从少于常规稻到现在已经超过了常规稻占比，对我省粮食单产水平

提高做了重要贡献。“十三五”期间，粮食亩产从 395.8公斤增长到 406.5公斤，

五年间共增长 10.7 公斤，居南方省份第四。据业务统计，近三年我省杂交稻面

积约 500 万亩左右，约占晚稻种植面积的 60%，其中温州杂交稻种植占比最高，

金华、丽水、衢州、台州等市杂交稻种植面积也较大。 

在良种选定后开展配套技术研究，制定技术标准进行规范，不仅是农技部门

的职责，也是广大农户的迫切需要。技术标准的制定既可以大幅度提高单产，增

加总产，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也可以缓解人增地减的矛盾，促进我国粮食产

业升级。通过高产优良品种栽培试验，摸索出一整套因种栽培技术，促使单季稻

单产水平的提高，从而稳定粮食总产，以取得“农业双增”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目前，关于杂交稻的行业标准主要是《杂交水稻机械化制种技术规程》

（NY/T3767-2020）、《杂交水稻种子机械干燥技术规程》（NY/T3768-2020），

均是关于杂交稻制种以及种子烘干技术的规程，杂交稻栽培技术规程尚没有国家

标准。江西省针对杂交稻栽培有两个地方标准，分别为《一季籼粳杂交稻栽培技

术规程》（DB36/T 1172-2019）和《双季籼粳杂交晚稻栽培技术规程》（DB36/T 

1173-2019）。我省目前水稻相关的标准主要是《机插水稻大田管理技术规程》

（DB33/T 680）和《机插水稻盘式育秧技术规范》（DB33/T 681），这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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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针对机插这项技术在育秧和田间管理部分进行了规范，但对于杂交稻高产

稳产栽培技术尚没有系统完整的规程。本标准主要是针对生产中单季杂交稻栽培

关键环节技术不到位、单产不稳定等问题，重点对单季杂交稻移栽秧龄、种植密

度、肥水管理等关键技术进行规范，促进单季杂交稻稳产高产。 

 

二、工作情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编制任务来源于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第二批

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函》（浙质函[2017]88 号）。本标准由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提出，由浙江省种植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2．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为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17 年 5 月，省质监局下达了标准制定任务，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成

立了标准起草小组，陈叶平担任标准起草负责人，负责项目统筹与起草；秦叶波、

陈少杰、许剑锋、刘鑫、怀燕、张慧、王仪春、欧阳由男、占才水、金芝辉、徐

锡虎等参与试验、修改与讨论。 

（2）调研 

为了切实做好《杂交稻栽培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制工作，从接到任务起，小

组成员对单季杂交稻栽培现状进行调研，并广泛收集国内外高产水稻栽培相关情

况，查阅国内有关科研成果、文献和国家、行业有关标准文本，通过对上述资料

进行汇总分析，确立了标准基本框架。 

（3）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8 年，结合实际，起草小组经多次讨论、修改，于 4 月下旬初步形成了

征求意见稿。2018 年 5月-2019年 7月，进一步完善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形成“标准送审稿” 

2019 年 8 月-12 月，“征求意见稿”与相关专家开会讨论征求意见，收集专

家意见 45条。编制组对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领会、分析，采纳专家意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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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未采纳 3 条，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2020

年 1月-12月，因机构改革及工作任务调整，未及时修改“标准送审稿”。 2021

年 1月-8月，多次修改经审查的“标准送审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及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

编制。以利标准颁布后的推广应用。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 

1．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为：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单季杂交稻秧田、大田管理技术，肥水管理技术，并

针对目前应用的高产杂交稻品种的生理生态特征，制定出相应的施肥指标和病虫

害防治推荐方案等。 

（1）秧苗管理：选择适宜的产地环境，适时稀播壮秧，确保秧苗个体发育

良好。 

（2）大田管理：包括移栽管理，栽后管理等。短龄移栽，控制密度，并超

前搁田，同时加强水浆管理，防止搁田过重对根系和叶鞘的损伤。 

（3）肥水管理技术：包括水浆管理、大田施肥等各项技术指标。 

（4）病虫害防治技术：重点解决高产杂交稻超大的生物产量在病虫害防治

时应采用的对策，如防治工具、药剂用量、防治水量等。 

2．主要内容的依据 

（1）技术依据 

一是国家、省现有的相应技术规范。主要包括：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

1部分：禾谷类、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NY/T 847-2004   

水稻产地环境技术条件、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等。 

二是各地的经验、技术与标准。尤其是衢州、宁波等地高产典型经验和技术

总结。 

（2）技术参数的确定依据 

①关于播种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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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应用的高产籼粳杂交稻品种为例，适时早播能有较长的营养生长期，

确保前期营养物质的积累，在达到大穗要求的同时，提高结实率，提高产量；且

由于籼粳杂交稻灌浆期较长，存在着二次灌浆的生理特性，在生长中后期要求有

足够的积温才能满足其高产要求。通过不同播种期对比试验，确定其最适播种期

在 5月中旬，抢晴播种。 

②关于机插手插密植规格参数 

通过试验设计，对比密植规格为 30 cm×30 cm、30 cm×27cm、30 cm×24 

cm、30 cm×21 cm 的不同处理在相同栽培条件下的产量表现，并进行方差分析、

F测验，分析其差异性。鉴于多年种植经验，最后得出籼粳杂交稻手插移栽密植

规格为 30 cm×23 cm～30 cm，每丛插 1本～2本，机插移栽密植规格在每 667 m2

插 1万丛左右，每丛插 2本～3本。 

③关于移栽秧龄参数 

移栽秧龄对水稻生长发育和产量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大量文献研究表明，

较短秧龄处理下，见穗期有所提前，见穗至完全齐穗多经历的时间较短，抽穗也

会相对集中；而在长秧龄或超长秧龄处理下，由于长秧龄或超长秧龄移栽后迟发

的高位次分蘖比重加大，见穗期推迟，见穗至完全齐穗所经历时间拉长。且与生

育期较短的品种相比较，生育期较长的籼粳杂交稻品种不同秧龄处理间抽穗进程

差异相对更大。 

④关于施肥种类和施肥次数的参数 

氮肥对水稻分蘖、植株生长和产量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过量使用氮

肥不但会降低水稻产量，影响植株抗倒性，还会增加种植成本，污染环境。合理

施用氮肥，确定正确比例施用磷钾肥，是提高稻谷产量和品质、维护农田氮素平

衡、保障土壤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按斯坦福差值法公式计算氮肥的施用总量：

N（kg/667 m2）={目标产量的吸 N量（kg/667 m2）-土壤供 N量（kg/667 m2）}/N

肥当季利用率（%），每亩施氮总量一般为 18 kg。 

四、主要试验的分析报告 

（一）不同播种期试验 

以目前应用的高产杂交稻品种甬优 12为例，甬优 12全生育期较长，约 180

天，适时早播能有较长的营养生长期，确保前期营养物质的积累，在达到大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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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同时，提高结实率，提高产量；且由于甬优 12 灌浆期较长，存在着二次灌

浆的生理特性，在生长中后期要求有足够的积温才能满足其高产要求。甬优 12 

不同播种期对比试验的实施为甬优 12 播种适期参数的制定提供了依据，试验设

三个处理，播种期分别为 5 月 25 日、6 月 4 日、6 月 14 日，在其他种植参数保

持一致的情况下，通过产量表现分析其播种适期。结果表明产量以播种期 5 月

25 日为最佳，播种期 5 月 25 日、6 月 4 日两处理间差异不明显，但与 6 月 14

日相比，增产达到极显著水平（表 1）。为确保甬优 12 各个生长阶段，其最适

播种期在 5月中旬，抢晴播种。 

表 1不同播种期抽穗时间、生育历期与产量 

播种期 始穗期 齐穗期 成熟期 全生育

期 

小区平

均产量 

产量 

（kg/667m
2
） 

差异显著性 

5% 1% 

5月 25日 9月 2日 9 月 8日 11月 17日 176 天 49.58 991.67 a A 

6月 4日 9月 5日 9月 10日 11月 18日 167 天 48.59 971.83 a A 

6月 14日 9月 8日 9月 11日 11月 18日 157 天 46.25 925.08 b B 

②不同种植密度试验 

手插移栽密植规格控制在 30 cm×23 cm～30 cm，是通过试验设计，对比密

植规格为 30 cm×30 cm、30 cm×27cm、30 cm×24 cm、30 cm×21 cm 的不同处

理在相同栽培条件下的产量表现，并进行方差分析、F测验，分析其差异性。其

结果显示四种处理无显著差异（表 2），鉴于多年种植经验，最后得出手插移栽

密植规格为 30 cm×23 cm～30 cm，每丛插 1 本～2 本。机插移栽密植规格在每

667 m2插 1万丛左右，每丛插 2本～3本， 这是针对甬优 12超强分蘖能力，适

时稀播壮秧，保证单株秧苗足够的生长空间与营养物质，确保秧苗根系生长水平，

提高秧苗素质，保证秧苗发根力。 

 

 

 

表 2 不同密度产量结果及显著性测验 

处理 小区产量 显著性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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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平均 5%显著水平 1%显著水平 

30 cm×21 cm 117.78 122.46 128.7 122.98 a A 

30 cm×24 cm 117.39 120.9 123.162 120.48 a A 

30 cm×27cm 113.568 117.78 129.09 120.15 a A 

30 cm×30 cm 112.71 119.34 124.02 118.69 a A 

③移栽秧龄试验 

移栽秧龄对水稻生长发育和产量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大量文献研究表明，

较短秧龄处理下，见穗期有所提前，见穗至完全齐穗多经历的时间较短，抽穗也

会相对集中；而在长秧龄或超长秧龄处理下，由于长秧龄或超长秧龄移栽后迟发

的高位次分蘖比重加大，见穗期推迟，见穗至完全齐穗所经历时间拉长。且与生

育期较短的品种相比较，生育期较长的甬优 12 品种不同秧龄处理间抽穗进程差

异相对更大。将甬优 12 秧龄控制在 20 天～25 天，幼苗早插可增加低位分蘖，

促进大穗的形成。短龄移栽，控制密度，并超前搁田，可幼苗早插减少无效分蘖

消耗，保证成穗率达到 60%以上。 

④施肥种类和施肥次数试验 

针对甬优 12单季晚稻超高产栽培生育期长的特点，采用少量多次施肥方法，

保证各个生育期的肥料需要，增施穗肥，促大穗形成，保证产量。手插栽后 3

天～5 天、机插栽后 5 天～7 天施苗肥，促进分蘖早发充分生长；倒 4 叶尖后看

苗施用穗肥，促进分蘖成穗和大穗形成；齐穗后视群体表现进行追施，防止早衰

和青枯，若群体过大，叶色过深，穗肥要推迟到群体叶色落黄后施用，减少次数

和数量。  

不同类型肥料设置了 4 个处理，处理 1 氮磷钾全肥，施用尿素 375kg/hm2，

过磷酸钙 300kg/hm2， 氯化钾 187.5kg/hm2 ；处理 ２，无氮， 施用过磷酸

300kg/hm2， 氯化钾 187.5kg/hm2 ； 处理３，无磷，施用尿素 375kg/hm2， 氯

化钾 187.5kg/hm2 ；处理 ４，无钾，施用尿素 375kg/hm2 ，过磷酸钙 300kg/hm2。

试验结果显示处理 1 的产量水平较高，即氮磷钾全肥的产量最高（表 3）。 

 

表 3 不同处理对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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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产量（kg/hm
2
） 

1 9898 

2 7666 

3 8680 

4 9615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标准制订过程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预测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建议 

本标准的制定能够全面规范高产杂交稻的栽培技术，提高技术到位率，促进

水稻平衡高产。按目前全省单季晚稻产量平均 500 kg /667 m2 计算，标准制定

后，通过全面推广亩产可增加 20 kg 以上，亩增加收入 60 元以上，该标准的制

定实施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本标准的贯彻实施主要通过在全省各地建立一批技术

示范区（点）、组织技术培训、印发技术资料、组织现场会和交流会、搭建全省

性技术指导与服务平台，引导各地应用实施等形式进行。 

七、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的影响 

    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