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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水稻节水栽培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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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节 水 栽 培 条 件 下 不 同 水 稻 品 种 的 产 量 构 成 及 节 水 率 进 行 了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吉 粳 ’# 和 吉

粳 ’" 在 节 水 栽 培 条 件 下 生 长 速 度 快 、分 蘖 多 、产 量 高 ；"与 常 规 栽 培 方 法 相 比 ，免 耕 轻 耙 节 水 "() *# + $$,
*-，节 水 率 -".’/，同 时 增 产 #.-/，水 生 产 效 率 达 到 ".-# 01 + *#；#节 水 灌 溉 比 常 规 灌 溉 节 约 用 水 "%% *# +
$$, *-，节 水 率 ").%/，同 时 产 量 略 有 增 加 ；$安 装 23 卡 的 电 机 井 比 普 通 电 机 井 每 $$, *- 平 均 节 水 4.$/；

%建 有 “5”型 水 泥 灌 水 渠 道 的 稻 田 节 水 效 果 明 显 ，每 $$, *- 少 用 水 "%% *# 以 上 ，平 均 节 水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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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用水量占农业用水总量的 $%/以上 ，由 于 灌 溉 技 术 落 后 ，

灌溉水的利用率只有 4%/左右。因此，开展水稻节水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提高水的利用率对稳定我省

水田面积与保护生态环境，保证粮食安全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为此，我们于 -%%-8-%%# 年进行

了免耕轻耙等节水栽培技术研究，为我省推广节水稻作提供科学依据。

! 试验材料与设计

!,! 节水条件下的品种选择试验

选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高产、优质水稻品种吉粳 ’#!丰优 #%,&、吉粳 ’"!品星 " 号&、吉粳 ’’
!吉 %"9"-4&、秋田小町和吉粳 ’(!特优 -"&，雪光为对照。试验设在 吉 林 市 孤 店 子 镇 ，试 验 地 土 质 较 肥

沃 ，为 草 甸 型 水 稻 土 。 采 用 大 孔 钵 盘 育 苗 方 法 ，4 月 "" 日 播 种 ，) 月 -4 日 插 秧 ，插 秧 方 式 #% :*;-%
:*，每穴 " 钵。品种间采用对比法，每个品种种植 )%% *-，按生育期顺序排列，无重复。施优质农肥 "%
< + =*-、纯氮!>& "%% 01 + =*-、?-@) ,) 01 + =*-、A-6@4 ,) 01 + =*-。

灌水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根据水稻生育特点及需水规律，) 月 -, 日8$ 月 -( 日保持浅水灌溉!#8)
:*&；$ 月 #% 日8, 月 "% 日撤水晒田；, 月 "" 日8’ 月 -% 日浅水灌溉；’ 月 -" 日8( 月 -% 日间歇灌溉 ，

保持田土湿润状态。水稻生育期间进行生长动态调查，收获前每品种取样 "% 株调查产量性状，其余全

部收获实测产量。

!,( 免耕轻耙试验

试验设在孤店子镇红卫村，面积 4.$ =*-，试验品种为吉粳 ’#，以当地常规耕作方法为对照。4 月

"" 日 播 种 ，) 月 "( 日 插 秧 ，免 耕 轻 耙 的 具 体 做 法 是 稻 田 不 秋 翻 ，插 秧 前 #84 B，在 带 稻 茬 的 稻 田 上 施

匀 底 肥 后 直 接 灌 水 泡 田 ，泡 田 #84 B，浸 透 土 层 )8’ :* 后 用 手 扶 拖 拉 机 轻 耙 " 次 ，然 后 插 秧 ，插 秧 方

式 #% :*;-% :*，每穴插 -8# 苗或 " 钵，插秧后田间水层管理采用上述节水灌溉技术。

!,# 节水灌溉试验

试 验 品 种 为 吉 粳 ’# 和 吉 粳 ’’，地 点 设 在 孤 店 村 4 社 ，节 水 灌 溉 措 施 同 上 ，以 常 规 灌 溉 方 法 为

对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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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节水试验

在电机井上安装智能 !" 卡，自动控制灌水 电 闸 的 开 和 关 ，并 控 制 流 量 ，延 长 电 机 使 用 寿 命 ，减 少

水电浪费，以相邻未安 !" 卡电机井为对照。

!"$ 工程节水试验

对“#”型水泥槽灌水渠道的稻田用水量和普通沟渠稻田用水量进行调查比较。

! 结果与分析

%"! 节水栽培条件下品种间生长及产量的差异

从表 $ 可见，分蘖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为 % 月 $& 日’% 月 () 日，分蘖力强，生长量大的品种有吉

粳 )* 和吉粳 )$，其它品种差异不大。

各品种的产量性状及测产结果见表 (。

表 ( 结果表明，在节水灌溉条 件 下 吉 粳 )*、吉 粳 )$、吉 粳 )) 产 量 较 高 ，吉 粳 )+ 和 雪 光 产 量 明 显

较低。综合表 $ 和表 ( 结果，吉粳 )*、吉粳 )$、吉粳 )) 在节水栽培条 件 下 生 长 速 度 快 ，分 蘖 多 ，穗 大

粒多，产量高，因此，在节水种稻中应推广应用上述品种。

%"% 免耕轻耙产量及节水效果分析

从 表 * 可 见 ， 免 耕 轻 耙 栽 培 节 水 效 果 明 显 ， 整 个 生 育 期 节 水 $ , & 以 上 ， 每 -* 水 的 效 率 提 高

&%.&/，而 且 产 量 比 常 规 栽 培 增 加 (01 23 , 4-(，稻 谷 价 格 按 $.)1 元 , 23 计 算 ，可 增 加 收 入 &)%.11 元 ,
4-(，此 外 节 约 耙 地 费 $+5.11 元 , 4-(，节 约 水 费 (+(.51 元 , 4-(，合 计 免 耕 轻 耙 可 增 加 收 入 +0*.51 元 ,
4-(。因此，在草甸轻壤土和粘壤土生产上应大力推广免耕轻耙节水种稻技术。

%"& 节水灌溉和常规灌溉用水量比较

从表 & 可见，节水灌溉比常规灌溉节水 $11 -* , %%0 -(，节水率 $5.1/，节水效果明显。产量增加

$.*/，若大面积推广，可以节约大量灌溉用水。 "下转第 ## 页$

¡ 1  ¡¢£¤¥¦§¨©ª«¬®¯°± 

¡¢£¤(¡¢£) ¡¢£(¡¢£¤¥) ¡¢£ ¡  ¡ 
6¡07 6¡14 6¡21 6¡28 7¡08 7¡15 7¡15 (¡¢£) 
26.8 31.5 36.8 38.6 47.2 56.8 ¡¢ 83 ¡¢(cm) 

¡¢(¡)  4.5  5.5 12.8 26.8 30.0 32.0 1 818 8¡10 

26.5 32.2 42.3 45.6 55.0 57.8 ¡¢ 81 ¡¢(cm) 
¡¢(¡)  4.0  5.6 11.0 20.0 26.0 30.0 1 734 8¡11 

24.0 33.6 39.0 43.0 54.0 54.5 ¡¢ 88 ¡¢(cm) 
¡¢(¡)  3.0  5.9  8.5 16.5 28.0 30.5 1 662 8¡08 

23.5 28.8 40.0 48.5 56.0 58.0 ¡¢£¤ ¡¢(cm) 
¡¢(¡)  4.5  5.4  9.5 15.5 24.0 28.0 1 624 8¡12 

25.0 30.2 38.5 45.6 52.0 55.0 ¡¢ 89 ¡¢(cm) 
¡¢(¡)  4.5  5.6 11.0 16.2 25.5 29.3 1 611 7¡30 

24.5 31.9 48.5 52.4 55.0 58.2 ¡¢(ck) ¡¢(cm) 
¡¢(¡)  4.0  4.6  8.5 16.2 24.8 28.0 1 629 8¡02 

 

¡ 2  ¡¢£¤¥¦§¨©ª«¬®¯°±²³´ 

¡  ¡ ¡¢(cm) ¡¢(¡/m
2
) ¡¢£(¡) ¡¢£(g) ¡¢£(%) ¡¢(cm) ¡¢(kg/hm

2
) 

¡¢ 83  98.0 395 119 24.5  8.5 20.5 8 700 
¡¢ 81 100.0 381 115 25.1  7.8 21.0 8 640 
¡¢ 88  98.5 369 125 23.0  6.5 21.8 8 538 

 ¡¢£¤  99.8 368  97 24.9  6.9 19.2 8 310 
¡¢ 89 105.0 372 120 26.0 11.2 22.1 7 995 
¡¢(ck)  98.0 365 102 25.2  6.7 18.8 7 982 

 

¡ 3  ¡¢£¤¥¦§¨©ª«¬®¯°± 
¡¢£¤¥ ¡¢£¤¥ ¡¢£¤¥¦§ 

¡¢£ 
¡¢£ ¡ ¡ ¡¢£¤¥ ¡ ¡ (m

3
/667 m

2
) (%) (m

3
/667 m

2
) (%) (kg/hm

2
) (kg/m

3
) 

¡¢£¤ 134 27.6 470 29.3 8 670 1.23 
  ¡¢£¤(ck) 185 - 665 - 8 4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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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节水效果分析

!""!#!""$ 年 ，对 装 卡 井 与 常 规 井 稻 田 用 水 量 进 行 了 比 较 ，安 装 %& 卡 的 机 井 ! 年 平 均 用 水 量 为

’($)$ *$ + ,,- *!，常 规 井 用 水 量 ’$.)" *$ + ,,- *!，节 水 率 /)$0#/)10，因 此 ，在 使 用 机 井 水 种 稻 的 地

区，建议采用此方法，不仅可以节约用水，还能延长电机使用寿命，降低种稻成本。

!"$ 工程节水效果分析

在节水灌溉条件下，对“2”型水泥槽灌水渠道的用水量和普通灌水渠道的用水量进行了调查，结

果表明，由于水泥灌水渠减少了渠道渗漏，而且水流速快，!""! 年和 !""$ 年“2”型水泥渠平均用水量

/-’ *$ + ,,- *!，普 通 渠 用 水 量 为 ’-1)’ *$ + ,,- *!，用 水 量 比 普 通 渠 道 明 显 减 少 ，节 水 率 达 (.0以 上 ，

节水效果明显。但由于成本高，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推广应用。

% 结 论

随着水资源日益匮乏，采取科学的灌溉方法，最大限度 地 节 省 灌 溉 用 水 ，提 高 水 的 利 用 效 率 是 目

前稻作生产面临的重大课题。节水稻作是有效利用水资源的可行途径之一。本研究通过对免耕轻耙、

节水灌溉与普通灌溉法的比较明确了免耕轻耙、节水灌溉以及管理节水、工程节水措施对节约灌溉用

水均有明显效果，其中免耕轻耙和节水灌溉节水率尤为突出。各地稻区可因地制宜推广应用。虽然节

水稻作内容不少，但农艺节水，即把节水栽培措施应用于水稻的整个生育过程仍是最重要的内容。发

展节水稻作，对于实现水稻生产可持续发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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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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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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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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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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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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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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