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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优质水稻生产发展现状与对策

张三元，张俊国，金京德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吉林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对吉林省稻米品质、绿色优质稻米生产现状及自然条件进行剖析指出：①吉林省生产上推广的

品种及优质品种品质中等偏下，与日本、韩国优质米相比有一定的差距。②吉林省是我国优质粳稻主要生产

基地，但名牌稻米产品不多，在国内外优质米市场竞争能力弱。③目前吉林省绿色水稻栽培技术先进，是绿

色优质水稻生产快速发展时期。作者同时提出了发展绿色优质米的生产对策：①吉林省具有独特的优质米

生产环境和自然气候，要加强对稻米品质改良研究，提高稻米品质。②开展对绿色优质水稻栽培研究，建立

绿色优质水稻生产技术操作规程。③科学、合理进行绿色优质水稻种植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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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优质农产品消费已成为世界总体消费的大趋势，稻米质量及其安全性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

质量和身体健康。因此，发展绿色优质稻米备受人们关注，当前水稻生产正朝着生态农业方向发展。

然而，由于生产上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农家肥的施用量逐年减少，甚至多年不施用有机肥，造成土壤

生态系统平衡失调，稻田土壤容重增大，降低了土壤的生产力。因此，作者根据当前吉林省稻米品种质

量现状、栽培技术水平和吉林省自然环境，结合多年研究结果，提出施用有机肥，改善土壤生态条件，

发展吉林省绿色优质稻米生产意见，旨在推进吉林省绿色食品发展。

1 吉林省水稻推广品种品质及绿色稻米生产现状

1.1 吉林省稻米品种品质现状

吉林省水稻品种在 20 年内经历了 3 次较大的更替，每一次品种更换，产量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品质也得到了改良。从 1985～1994 年推广的品种品质分析结果(表 1)可以看出，秋光、通 35、吉 89- 45、

通系 103、藤系 138、吉粳 62 和九稻 12 等推广面积较大的品种在整精米率、垩白米率和垩白度以及直

链淀粉含量等指标与省、国家优质米标准比较差距很大，属于中下等品质。因此，吉林稻谷在粮食市

场上价格比外省要低 5%左右。

1995 至 2001 年吉林省连续举办了 3 届优质米评选活动，参加评选的品种达到 50 多份，其中有

大面积推广品种，也有新育成的新品系，同时还有从国外引入的新品种(系)，评出的优质米品种品质

分析如表 2。从表 2 的优质米品种与 1985～1994 年生产上推广品种的品质相比，平均整精米率、胶稠

度有所提高，垩白度下降，适口性有了较大改善。与省、国家优质米标准相比，达标率最低的是垩白米

率、粒长、透明度及直链淀粉含量。前 3 项主要是外观品质，后 1 项是蒸煮品质。尤其是垩白米率一直

是我省优质米育种中的难点，当垩白米率下降时，米饭的适口性随之下降。

另外，分别对吉林省育成的优质品种的糙米率、精米率、整精米率、粒长、长宽比、糊化温度和蛋

白质含量等几项指标与日本、韩国优质米秋田小町、一目惚、珍富 10 等品种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

而垩白米率、垩白度、胶稠度以及直链淀粉等几项主要指标中差别十分明显，国外优质米品质明显优

于吉林省优质米品种。然而，从评出的优质米品种在食味指标与日本优质米秋田小町、韩国珍富 10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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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差距并不很明显。直链淀粉含量比第 1、2 届下降 1%，说明吉林省近几年育成品种的食味在北方粳

稻区属于一流的水平。

1.2 吉林省绿色优质水稻生产现状

吉林省在引进日本机械化大棚盘育秧栽培技术基础上，经过 20 多年的消化、吸收和改良形成了

适合北方粳稻高产生产栽培技术体制，在全省推广普及。从这套栽培体制中的育苗形式、移植密度、

施肥体系、灌水方式、收获加工以及各种化学激素调控技术措施分析仍以高产为核心，兼顾稻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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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因此，从 90 年代中期科研部门相继开展了对吉林省主要生产稻区的土壤环境、水源质量、空气质

量、施肥技术、灌溉方式、农药类型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制定了 A 级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先后建立了十几处绿色水稻生产基地。通过研究、示范和普及，对大面积推广绿色稻米生产起到了重

要促进作用。

然而，绿色稻米生产技术中如何提高品质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由于绿色优质稻米生产技术与绿色

稻米生产措施在对环境、水源、空气、土壤及化肥、农药有着相同的指标的限制，但绿色优质米生产更

强调的是如何调节肥料种类、施肥时间和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作者从对获得绿色食品证书的水稻生

产基地的稻米品质分析中看出，同一品种分别在 A 级绿色栽培环境和绿色优质栽培环境下整精米

率、蛋白质含量、适口性和粘性有着很大的差别。绿色稻米生产比较过分地强调早播培育壮秧、稀植、

多施氮肥和后期穗肥，在微量元素镁的使用、后期施用氮钾肥对稻米品质的影响作用、灌溉技术以及

减少化肥、农药的用量等一些关键技术并没有规范，而这些指标对稻米品质影响比较大。因此，不少绿

色生产基地生产的绿色稻米品质达不到优质米标准。

2 发展绿色优质水稻生产对策

2.1 划分吉林省绿色优质稻米生产区域

吉林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质稻米生产自然条件，宋克贵等人将吉林省划分四大优质米生产区域，

每一个区域中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有名的御贡米，如九台的饮马河贡米、辽河流域的大泉眼贡米、图们

江流域的龙井米和梅河口优质米等。但是，优质米生产区域生产出来的稻米并不都是绿色优质米，如

有的区域不是优质米生产区域可成为绿色生产基地，优质米生产区域却环境质量达不到绿色要求也

无法生产绿色优质米。目前吉林省优质稻米的种植区域是按自然气候进行区域划分的，而对这些品种

在各生育适应区域的品质变化却无人问津。因此，要划分绿色优质稻米生产区域，一定要从自然环境、

土壤环境、品种特性、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划分，真正做到绿色优质稻米生产区域种植的优质品种品

质得到提高，更有利于创建吉林省的优质名牌产品及产地。

2.2 构造发展绿色优质水稻生产有利条件

绿色优质农业生产是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食品的安全优质、保护环境及市场对绿色优质稻

米需求多样性的条件下应运而生。通过在绿色生产环境下进行优质农产品规模化种植、专业化生产、

区域化布局，实行生产专业化、农产品商品化、产销一体化，加快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向现代农业生产

结构的调整和转变。

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工业环境污染相对比较轻，主要污染源来自于农业本身的农药、化肥以及

城乡生活废水等。因此，在治理上增加有机肥的施用或利用稻草还田技术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利

用稻草不同还田时期抑制杂草的发生。同时利用生物技术防治病虫害的发生，如选用生物农药防治病

虫害、导入抗病虫害基因选育抗逆性强品种等，使水稻生产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量。

2.3 加快绿色优质高产新品种选育

水稻绿色优质是减化肥、农药前提下进行生产的一种持续性生态农业技术，其栽培技术与要求比

较严格，特别是对病虫草害的防治技术要求高，增施有机肥料是属于一种缓效释放性肥料，水稻前期

生长一般比较慢，后期随着温度提高肥料释放加快，很容易造成水稻后期的贪青晚熟。我省生产上推

广的优质品种适用于一般的优质米生产栽培技术，经几年的试验结果表明，在绿色优质栽培下前期水

稻发育较慢，后期容易贪青晚熟，产量达不到预期目标，更容易造成稻米外观品质下降。因此，应加快

绿色优质水稻新品种的选育，重点选育适应于绿色优质生产低垩白米率、低直链淀粉含量、适口性佳

的新品种。

2.4 完善绿色优质水稻生产的操作体系

绿色稻米生产，只有严谨规范的生产技术，才能生产出符合标准的绿色优质稻米。对绿色优质生

产影响的外部环境，如产地有无工业三废污染源及周边环境，如土壤重金属值过高，农药、化肥、除草

剂 等 在 土 壤 中 的 残 留 ，都 必 须 按 标 准 和 规 程 要 求 严 格 控 制 ，不 能 混 同 于 一 般 的 水 稻 生 产 。

3 期 15张三元等：绿色优质水稻生产发展现状与对策



绿色优质农产品执行标准是判断绿色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条件和质量是否合乎规范的惟一尺度，

具有强制性。绿色优质农产品执行标准由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两部分构成。产地环境质

量标准是选择绿色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尺度，是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先决条件，只有符合绿色优质农

产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按优质米生产技术规程生产，才能达到绿色优质稻米水平。

绿色优质生产操作规程是绿色优质技术的核心。绿色优质生产及加工全过程，在各个技术环节

中，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品质都应纳入操作规程规范之内。其操作规程主要涉及品种、栽培、植保、

肥料、收获、贮藏、加工设备及用材等各个技术环节，都必须按绿色优质技术要求做出量化的可操作

的规定，其中涉及农用化学物质使用的技术环节规定尤其严格具体。

3 绿色优质生产技术要点

3.1 有机肥的发酵技术及施用方法

绿色优质生产中使用的肥料为有机肥，各种养分主要来源于动物的排泄物及植物腐烂物。有机物

的发酵要采用吸附有机物释放的氨态氮。一般采用跨年度发酵和春季快速发酵。在有机肥的施用方法

上采用 80%为基肥，20%为返青肥。

3.2 利用稻草还田技术进行杂草的防治

绿色优质水稻生产中杂草的防治是核心技术，利用不同时期的稻草还田技术来防治杂草是非常

有效的。如插秧后 1 周将稻草捆成小捆铺设在行内，用稻草压制杂草的发生，同时稻草在发酵过程中

产生的硫化氢物也可抑制杂草的发生。也可利用水稻田中养鸭来克制杂草的生长。

3.3 合理灌溉，建立有效的绿色优质节水栽培促控系统

绿色优质稻米生产节水促控系统主要分为 4 个环节：

①生育前期要建立浅水层，主要促进水稻前期分蘖和增强根系活力。

②分蘖后期要保持稻田中短期湿润，由于绿色优质稻米生产施用的是绿色优质肥，同时米糠发酵过

程中需用氧，因此稻田土壤中氧的含量会不足，需要适当落水增氧，以促进根系发育和提高根系活力。

③拔节孕穗期间要中水层，常规栽培水稻主要采用深水层来护胎，防止低温冷害发生。而绿色优

质栽培由于稻田土壤结构好，植株健壮，耐冷性明显强于一般栽培稻。

④齐穗后的浅湿交替水层，通过浅湿交替技术防止后期的贪青晚熟，提高结实率。绿色优质稻米

生产田土壤结构良好，保水性能较一般栽培稻田土壤好，后期田间持水时间要长。因此，绿色优质稻

米生产田用水量 600～700 m3/hm2 左右为宜。

3.4 病虫害的防治技术

培育健壮水稻是防治病虫害发生的前提，也可以生物技术来防治病虫害，如从植物体中提取各种

抗逆激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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