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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安徽芜湖湾沚区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随着优良超级稻种的引进，水稻产量得到

显著提升，其中六郎镇 2022 年的水稻种植达 7 万亩。为进一步

加快农业产业发展步伐，还应加强超级水稻高产栽培种植技术

的引进，加大对各个种植环节的管理力度，助力广大种植户水稻

种植技术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还应有效提出合理化水稻推广

策略，帮助农民获得更大的收益。

1 超级水稻高产栽培种植技术的应用

产量高是超级水稻的主要特点，安徽芜湖属亚热带湿润季

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5～16℃，日照时长约 2000 小

时，年降雨量 1200 毫米。芜湖的气候和土壤状况都适合超级水

稻种植，而超级水稻高产栽培种植技术的应用也为大幅度提高

粮食单产打下基础。

1.1 品种引进

为响应“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农民增收”行动总体要

求，安徽芜湖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为水稻新品种的种植和推广工

作做好准备[1]。选种引种是超级水稻种植推广的重要基础，各级

农业部门对品种引进工作高度重视，邀请省农业农村厅、省农科

院等专家参与到新品种试验中，为湾沚区六郎镇遴选水稻主导

品种。品种引进应以提高产量与质量为目标，助力提高亩均产值

效益。在此期间，应对以往的技术资料、地区自然资源、经济条件

以及技术发展水平等进行综合考量，兼顾高产与优质产业需求，

最终筛选出包括“两优 0293”等在内的多种适宜种植的超级水稻

品种。品种引进是实现水稻提质增效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随

着品种更新换代，应进一步开展新技术推广应用，将更多优良水

稻品种引进来，帮助当地种植户进行“看禾选种”，进而为农业高

质量发展打好基础。

1.2 适时播种

高产水稻的播种需要提前进行耕地苗床的治理，苗床每年

进行 10 厘米的深耕，之后注意播种时间的合理性，选择阳光充

足、便于灌溉的田地，并在气温 5℃左右进行水稻秧苗的播种，避

免出现无法及时插秧，造成秧苗变成弱苗、病苗等现象；为了保

障水稻的高产，需要控制播种量，如平盘育苗播种量为：抓 14 穴

的插秧机每盘用催芽湿种子 1.6-2.0 两，16 穴的插秧机每盘用催

芽湿种子 2.0-2.4 两，以此达到提高秧苗质量的目的；水稻苗床

底部的涂层厚度在 1.5cm 左右，还需要覆土厚度在 0.7-1.0cm 左

右，避免苗床过厚影响出苗率，而过薄则会降低秧苗的质量；苗

盘的摆放需要避免被踩踏，选择底部具有气孔的苗盘，避免种子

出现腐烂问题并保证秧苗不散[2]。

1.3 浸种催芽

先将水稻种子放在阳光下进行充分晾晒，晾晒时间应在 2h

以上；之后将种子洗净去除秕谷，放入清水中浸泡，这样可以打

破种子的休眠状态，提高种子的发芽率与发芽势。值得注意的

是，水稻种子在浸泡之前需要进行发芽实验，检查种子的出芽

数，以此确保种子质量。浸种的目的在于让种子吸收充足的水

分，且该步骤还具有消毒的作用。浸种时间根据温度而定，每天

浸种水温相加后等于 100℃为适宜，在这期间每天将种子上下翻

动一次，确保浸种均匀，该环节结束后将及时将种子进行催芽，

不可将种子长期浸泡。催芽工作在于将种子放在 30℃左右的温

水中浸泡，当种子的出芽率在 80%左右，将其放置在温度较冷的

区域，种子萌发露白后就可以开始播种工作。

1.4 科学育苗

秧苗培育是水稻栽植的基础，只有保证秧苗强壮，可以获得

良好的长势，因此应有效开展科学育苗。在完成播种后一直到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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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都应保证厢面湿润，在 1 叶 1 心状态下喷洒 15%多效唑起到

控制高度、促进分蘖的作用。待秧苗生长到 2 叶 1 心状态，就可

以适当使用尿素来促进秧苗生长。在这一阶段要特别关注水稻

的用水情况，并在移栽之前的 4～5 进行正苗，可以通过适量杀

虫剂来提高水稻防病虫害能力。秧苗移栽应在 5 叶～6 叶前完

成[3]。

1.5 定植移栽

超级水稻种苗生长周期为 14～17d，通常情况下，水稻的定

植移栽一般选择在秧苗长出 4 片叶片之后，这一时期的秧苗质

量好，生长力旺盛，对于培育出高产水稻具有正向影响。超级水

稻生长状态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定植密度的影响，若密度较小对

影响秧苗的透风采光效果，导致出现病虫害。因此在水稻定植过

程中需要控制秧苗的密度，避免秧苗过密带来的不生长问题。结

合实际种植情况来看，超级水稻选择 18×25cm 或 20×20cm 的

定植密度较为合理，每 667m2 插入 1.9 万蔸苗，保证水分、光照与

生长空间充足，以提高禾苗穗成率。水稻定植移栽结束后注意对

田地开展灭虫工作，注意这一时期的秧苗的生长变化，对病虫害

问题进行有效预防。

1.6 水肥管理

在开展超级水稻种植的过程中，应根据水稻生长特性及地

块情况开展科学的水肥管理，进而增强水稻植株长势，促进整体

产量的提升。在进行水分管理的过程中，应明确水稻不同生长期

对水层的不同要求。通常情况下，水稻种植应保证水量达浅水

层，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适时灌溉，起到促进水稻返青做根的作

用。移栽秧苗至成活阶段，应增加水层深度至 8～10cm，待成活后

逐步降低高度。进入到抽穗期过后，水层高度应保持在 10～

13cm，分蘖期间则应控制给水频率，通过间歇给水来为秧苗创造

良好的干湿交替环境，促进根系生长力的提升。特别是在生长中

后期，种植户应及时进行晒田工作，避免因地下水位较高、排水

工作不及时所导致的田块还原现象，促进水稻抗逆性的提升。与

此同时，种植户在进行灌溉工作的过程中，还需要观察水稻长势

与叶色变化情况，其中轻晒晚晒适宜叶色较浅的情况，而叶色较

深的时候则应早晒重晒。值得注意的是，应及时做好排水工作，

避免对后续的收割造成不利影响。为做好水稻灌溉工作，应针对

超级水稻完善灌溉体系，保证水源充足；种植户还应定期开展水

源质量检测工作，避免水源污染对水稻质量造成影响。

在进行水稻种植过程中，仅依靠田块自身肥力不能满足水

稻生长及高产的需求，因此需要进行科学施肥工作。种植户应针

对肥料管理做好规划，避免过量使用化肥造成浪费以及对土壤

层造成永久性破坏。通常来说，种植超级水稻以复合肥为主，并

科学把控氮、磷、钾肥料的配比。水稻不同生长时期的施肥要求

也有所不同，水稻幼苗期以氮肥为主，应控制好用量，施肥过少

会造成秧苗营养不足影响正常生长，而施肥过多则可能造成幼

苗烧死[4]。水稻结穗期应适当添加磷、钾元素，分蘖、孕穗、灌浆期

等都应适当追肥，具体用量应根据水稻生长情况确定采用复合

肥与有机肥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肥料对土壤的伤害，有利于保证

土层养分，并实现重复利用。此外，还应持续开展绿色环保肥料

的研发工作，将水稻施肥管理与生态环保理念相结合，减少肥料

用量的同时实现精准施肥。

1.7 除草防虫

杂草与病虫害是影响超级水稻产量的主要原因。在进行水

稻种植的时候，可以通过喷洒适量除草剂来避免杂草过度生长，

出现与水稻的争肥现象，注意尽可能选择高效、低残留的药剂。

超级水稻主要病虫害包括稻曲病、稻纵卷叶螟等，种植户在进行

病虫害防治期间应做到多种防治手段的综合运用。结合安徽芜

湖的水稻种植情况来看，可以通过农药防治方法，通过植保无人

机或喷杆喷雾机喷洒高效低毒农药，在提升病虫害防治效果的

同时减少对水稻生长及土壤的不利影响。对于水稻虫害还可以

采用杀虫灯、理化诱控等方法，进而做到全程绿色防控，促进水

稻产量与质量的提升。

2 加强超级水稻推广的有效举措

2.1 加大宣传力度

为加强超级水稻推广工作，应加大对稻高产种植知识与技

术的宣传力度，逐步转变种植户思想观念，提升其对超级水稻品

种的接受程度，提高水稻种植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开展宣传工作

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应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为种植户提供帮助

与技术支持，指导其掌握先进种植技术，主动变革水稻种植模

式。与此同时，还可以将现代化宣传技术引入到宣传工作中，例

如在微信群、QQ 群内宣传现代化超级水稻种植理念及相关技

术，种植户若在生产实践中存在问题也可以在群中向技术人员

咨询，这样有效扩大了宣传工作的覆盖范围，带动了宣传成效的

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基层种植户大多受教育水平较低，因此宣

传工作的开展需要更多考虑到其接受能力，对于种植技术可以

选择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达给种植户，便于其可以更好地理解与

掌握，并更加乐意地参与到水稻种植技术学习与实践当中。

2.2 发挥示范作用

为增强超级水稻推广效果，可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结合

安徽芜湖当地情况来看，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示范工作。一是建

立应用示范户。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引导意愿较强烈的种植户率

先开展高产技术的学习与实践，全面引进各种先进技术进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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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种植与病虫害防治。随后，可以鼓励区域内其他种植户进行现

场观摩，了解超级水稻生长情况以及技术优势。技术人员应基于

试验田块对种植技术要点进行讲解，进而不断提升种植户参与

积极性，促进其种植水平的提升，有效加快超级水稻种植技术的

推广步伐。二是建立水稻示范基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县乡

级水稻种植示范基地，让种植户可以切实感受到水稻的增产优

势。基于示范基地还可以进一步开展现场会、产量竞赛等活动，

让现场观摩学习的人员可以切实了解到技术优势，并超级水稻

的大面积推广奠定基础。

2.3 建设推广队伍

超级水稻高产栽培种植技术的推广与推广队伍建设情况息

息相关，因此有必要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加大推广队伍建设力度，

提高队伍综合素质，为技术推广工作顺利完成提供保障。在此期

间，应组织推广人员参与到培训工作中，加强对水稻种植技术、

病害防治技术的掌握，并做到可以有效传递给种植户。除了加强

培训工作以外，还应积极开展人才选拔工作，将更多具有先进技

术及丰富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引入到推广队伍中。

2.4 落实技术培训

安徽省超级水稻推广工作方兴未艾，为提升水稻重视效果，

当地应针对种植户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工作，同时向其发放各种

宣传资料。在此期间，农业管理部门应加强重视，推动科技入户，

实现科技覆盖率的提升。通过落实技术培训可以帮助种植户提

升种植水平，对施肥量等进行科学把控，同时更加自觉地引进超

级水稻品种，引导超级水稻推广工作进入良性循环，促进科技成

果的有效转化[5]。

2.5 引进龙头企业

超级水稻体现出很强的高产优势，为最大限度上发挥出其

优势特征，政府部门需要开展一定的前瞻性工作，通过引进龙头

企业来为种植户水稻生产销售提供帮助。近年来，多家大型粮食

加工企业进入到水稻种植区，通过落实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模式

解决了以往水稻销售上的困难。一方面，实施订单收购模式可以

解决种植户后顾之忧，大大提升了种植超级水稻的自主性与积

极性；另一方面，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实施集约化、产业化生产

有助于发挥超级水稻的生产优势，为提升水稻产量与质量奠定

基础。

2.6 构建保障机制

结合安徽芜湖的实际情况来看，为推动水稻产业提升，针对

超级水稻推广工作构建了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逐步极大超级

稻推广工作力度，进而实现地区水稻生产的跨越式发展。首先是

落实技术保障机制，邀请专家加入到指导工作小组中，采用专家

技术负责制，由农业科技人员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积

极推进超级水稻专题技术培训工作，保证为水稻种植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撑。其次是落实服务运行机制，各县(区)针对水稻引种、

测土配方、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环节实施统一的服务运行机

制，并构建专门的种子供应、测土施肥供应网点，助力生产效能

的提升。最后是落实科技示范机制，在推超级水稻推广工作期

间，选定六郎镇东八村等作为示范村开展水稻品种展示与对比

试验，大力开展优质品种引进与高产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率的持续提升。

2.7 提高机械化水平

随着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农业集约化水平也在持续

增强，对于水稻种植技术推广也起到促进作用。在此期间，应提

高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在机械技术的应用下逐渐转变水稻生

产经营模式。例如，在进行水稻生长期间，可通过插秧机进行水

稻种植，其优势在于对田块有着较强的适应性，种植户可根据地

块地形对机械深度及植株间距进行调整，促进插秧效率及水稻

种植水平的提升。以安徽芜湖湾沚区六郎镇为例，2022 年单季稻

机械化收割率接近 100%，机械化技术的应用不仅有助于扩大水

稻种植面积、提高水稻种植产量质量，还可以有效减少人力资源

成本投入，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进一步为超级水

稻推广工作的开展提供动力。

综上所述，种植超级水稻有助于实现水稻产量的显著提升，

相较于一般杂交水稻，超级水稻可以增产 16%以上，实实在在帮

助农民提高收益。目前安徽芜湖湾沚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应有

效优化对品种引进、适时播种、浸种催芽、科学育苗等环节的管

理，通过超级水稻高产栽培种植技术实现水稻增产增收。同时，

还应开展超级水稻种植的大面积推广，增强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提升农民水稻种植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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