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05 年吉林省第一个超级稻品种吉粳 88
的审定, 便以其卓越的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强、
适应性广等特点，深得广大稻农喜爱。目前已涵盖

吉林省主要 稻区，2008 年种植 面积占 适 应 区 的

70%以上。但随着单一品种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

及种植年限的增加，品种的抗病性下降及品种退

化现象日益显现, 各稻区广大稻农在无理想替代

品种种植的前提下，在栽培管理技术上必须采取

相应的措施,否则将会带来种植风险。

1 现有产量水平及其构成(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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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标产量水平及其构成(表 2)

3 核心技术

3.1 区域技术选择

东部稻作区水稻生产核心技术：水稻冷害防

御技术、旱育稀植栽培技术、绿色无公害栽培技

术、水稻节水栽培技术。
中部稻作区水稻生产核心技术：旱育稀植栽培

技术、绿色无公害栽培技术、优质丰产栽培技术。
西部稻作区水稻生产核心技术：旱育稀植栽

培技术、盐碱地水稻高产栽培技术，绿色无公害栽

培技术。
3.2 生育进程安排

表 1 现有产量水平及其构成

区域
产量

(kg/hm2)
有效穗数
(万 /hm2)

每穗粒数
(粒 / 穗)

结实率
(%)

千粒重
(g)

东部 5 850 330 95 85 22
中部 7 425 375 100 90 22
西部 7 155 360 95 95 22

表 2 目标产量水平及其构成

区域
产量

(kg/hm2)
有效穗数
(万 /hm2)

每穗粒数
(粒 / 穗)

结实率
(%)

千粒重
(g)

东部 6 600 352.5 100 85 22
中部 8 210 375.0 110 90 22
西部 774 352.5 105 9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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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部稻区施肥量

施肥量(kg/hm2) 施肥方式 N、P、K配比390 N(kg) K2O(kg) P2O5 (kg)
N P2O5 K2O 基肥(40%) 蘖肥(30%) 穗肥(20%) 粒肥(10%) 基肥(50%) 穗肥(50%) 基肥(100%) 1∶0.7∶0.5
195 97.5 97.5 78 58.5 39 19.5 48.75 48.75 97.5

表 5 西部稻区施肥量

施肥量(kg/hm2) 施肥方式 N、P、K配比420 N(kg) K2O(kg) P2O5 (kg)
N P2O5 K2O 基肥(40%) 蘖肥(40%) 穗肥(20%) 基肥(50%) 穗肥(50%) 基肥(100%) 1∶0.5∶0.5
210 105 105 84 84 42 52.5 52.5 105

表 3 东部稻区施肥量

施肥量(kg/hm2) N、P、K配比360 N(kg) K2O(kg) P2O5 (kg)
N P2O5 K2O 基肥(40%) 蘖肥(30%) 穗肥(20%) 粒肥(10%) 基肥(50%) 穗肥(50%) 基肥(100%) 1∶0.7∶0.7
150 105 105 60 45 30 15 52.5 52.5 105

施肥方式

吉林省育苗最佳时期 4 月 5～15 日，中、西部

地区因气温提升慢，可适当晚些，在生产过程中，

广大稻农普遍抢早，尤其是西部的松原亚稻区，育

苗过早会因低温的影响，很难培育壮苗，甚至会育

苗失败；最适插秧期 5 月 25 日左右，在生产过程

中，广大稻农也普遍抢早，结果是秧苗发育迟缓，

返苗慢，甚至大面积死苗；最适抽穗期 8 月 1～10
日；收获期 9 月 25～30 日。
3.3 肥料运筹

3.3.1 东部稻区肥料运筹(表 3)

3.3.2 中部稻区肥料运筹(表 4)

3.3.3 西部稻区肥料运筹(表 5)

4 本田管理(各区通用)
4.1 翻耕整地

原则要求：耙碎耙细，要求高低差不过寸。不

漏翻 ,秋翻比春翻好，早翻比晚翻好，翻地深度要

求 15～18 cm，然后采取轻耙即可。
4.2 插秧方式

吉粳 88 耐肥型超级稻一般是 30 cm×12～
15 cm，每穴 2～3 苗，钵盘育苗是一穴一钵苗。本

着地肥宜稀，地瘦宜密，盐碱地宜密的原则。有条

件尽可能机械育苗及插秧。
4.3 本田施肥

本田施肥应以提高肥料利用率为原则，在施

用一定有机肥的基础上，注意 N、P、K 的合理配

比。进行肥料的合理运筹，达到优质、高产的目

的。一般公顷施用有机肥 3 000～6 000 kg，纯氮

225～375 kg，N、P、K 比例为 1 ∶0.7 ∶0.5。具体实施

方法 ：基肥为氮 肥的 40%，磷肥的 全 部 ，钾 肥 的

50%，耙地后，插秧前施用。分蘖 肥为氮肥 的

30%，在插秧后一周，一般在 5 月末或 6 月初施

用。穗肥为氮肥的 20%和钾肥的 50%，在抽穗前

35 d，大约在 7 月 15 日施入。粒肥为氮肥的 10%
在齐穗后施入，一般在 8 月 10 日。施用穗肥和粒

肥时要根据地力和水稻长势灵活掌握，如土壤肥

沃，稻田长势过于繁茂则少施或不施穗、粒肥。

4.4 本田灌溉

以浅 - 湿 - 浅、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具体

是：①插秧期水分保证寸水不露泥的花达水层。②
分蘖期以浅水灌溉为主，保证 3 cm 浅水层，分蘖

末期适当晒田，控制无效分蘖。③孕穗和抽穗期水

分管理以深灌为主，一般从幼穗分化期到抽穗开

花期，深灌 9 cm。这阶段如遇低温深灌到 15～20
cm，抽穗后湿润灌溉。④灌浆结实期，灌浆开始浅

水灌溉，蜡熟以后保持湿润灌溉或落干促早熟。
4.5 本田除草

①插秧后 5～7 d 返青后，每公顷用 60%丁草

胺乳油 1 500 mL 与 10%农得时 300 g 或 10%草

克星 150 g 混合均匀后拌细土或同返青肥一起施

入，保持水层 3～5 cm，保水 6～7 d。
②对三棱草严重的地块，每公顷用48%苯达松

水剂3 000 mL，加水500 kg，排干田水，无风天喷雾。
4.6 病虫防治

以预防为基础，综合群防群治为主的原则。
①二化螟：7 月上中旬用 25%杀虫双水剂每

公顷 2 250～3 000 mL 加水 300～450 kg 喷雾或

拌土撒施。
②稻水象甲：插秧后发现稻水象甲啃食水稻叶

黄时，用 20%三唑磷乳油 1 500～2 250 mL/hm2，按

说明喷雾。
③稻瘟病：稻瘟病的防治是以预防为主，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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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 页)的直径大小应该介于 1～2 mm，太小

很难诱导出愈伤组织，太大只能诱导出质地较硬

的乳白色的Ⅲ型愈伤织织。
基因型是影响愈伤组织诱导的一个重要因素[4-5]，

不同玉米材料在不同培养基中的愈伤组织诱导状

况存在明显差异，对于黄早 4，不管用哪种培养

基，其愈伤组织诱导率均很低；而对于旱 21 这一

优良材料，其愈伤组织诱导频率在所有的培养基

中都高达 100%。由此表明，基因型是影响玉米愈

伤组织诱导的重要因素，黄早 4 不适合作为遗传

转化的受体，其他 6 个材料的愈伤组织诱导频率

都高于 50%，是较理想的受体材料。
培养基配方是影响玉米愈伤组织诱导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 [6，9]，通过设计的 6 种培养基应用于 7
个基因型材料的愈伤组织诱导分析，筛选出了一

种较好的培养基 LM6，在试验材料中，LM6 培养基

比经典的 N6 培养基表现出更高的平均愈伤组织

诱导频率，除了黄早 4 外，所有材料的愈伤组织诱

导频率都高于 70%，该实验结果可为其他玉米材

料建立体外再生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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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治为辅的原则。
A. 叶瘟：每年 7 月中旬用富士一号 40%乳油

或可湿性粉剂，1 500 g/hm2，兑水 300 kg 喷雾。
B. 稻颈瘟：抽穗前 5～7 d 用富士一号 40%

乳油或可湿性粉剂 1 500 g/hm2，兑水 300 kg 喷

雾，稻瘟病发生严重时齐穗期再喷一次。
④稻曲病：发生稻曲病的地块，在抽穗前 5～

7 d，用铜高尚乳油喷雾；或者每公顷用 1 875
gDT 杀菌剂兑水 600 kg 喷雾。

5 主要核心措施(各区通用)
5.1 关键环节

浸种时一定严格正确操作，严防恶苗病；育苗

控制播种量在 250～300 g/m2 催芽种子；本田施肥

量适当多、适当早；增加磷、钾、硅肥用量；加强灌水

管理水平，后期要适当烤田，注重后期地下根系发

育；及时注意防治二化螟虫、水象甲、稻瘟病和冷害。
5.2 重大病虫害及自然灾害应对策略

5.2.1 稻瘟病

吉林省每年均不同程度地发生叶瘟、穗颈瘟、
粒瘟危害，针对稻瘟病的发生，采取如下措施：

A.农业防治：及时处理病谷、病稻草，以减少

菌源；施足基肥，分次追肥，避免过量过迟施用 N
肥，适当增加磷钾肥，灌水以湿润灌溉为主，促进

稻株健壮，增强抗病力。
B. 药剂防治：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分别在

7 月中旬左右，抽穗前 5～7 d 和齐穗期用富士一

号或铜高尚预防稻瘟病。
5.2.2 冷害防止应对策略

①选用抗冷性强的品种；②培育壮秧，确保安

全齐穗期；③深水护胎，在减数分裂期深灌水到

15 cm 防止低温；④增施磷肥，控制氮肥用量。冷

害年份减少氮肥施用量 20%～30%；⑤拢烟增温

驱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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