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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湖南省农业技术规程制定与发布管理规范》相关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技术归口。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长沙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长沙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长沙县农业综合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长沙县植保植检站，浏阳市农业发展事务中心，浏阳

市植保植检站，望城区农技服务中心，望城区植保植检站，宁乡市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宁乡市植保植检站长沙龙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长沙县

建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市望城区太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长

沙县建陆农机专业合作社，宁乡市望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少希，严小兵，李诚，姚艳红，王冲勇，罗冬生，颜军，王志明，

杨福强，王清清，严潜，吴景，胡明勇，邓耀辉，周国强，吴明聪，

刘箐，王杰，戴典，张再仁，马煜霁，唐灿辉，孙新平，徐灵超，刘

琼，刘苏，任正伟，钱艳杰，张其兵，胡忠清，廖聪舜，袁龙，柳涛，

邹熠煌，易建陆，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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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双季稻绿色生产的产地环境、品种选择、培育壮秧、大田耕整、移栽、科学施

肥、科学管水、病虫草害绿色防控、适时收储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双季稻绿色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T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NY/T 1534       水稻工厂化集中育秧技术要求 

HNZ 121         水稻软盘育秧技术规程 

HNZ 215         移栽稻田生物控草有机肥施用技术规程 

HNZ 276         绿色食品 种植业生产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生产 

按照规定的产地环境、品种选择、栽培技术、地力培肥、病虫草害绿色防控、适时收储等技

术要求进行商品粮生产。 

4 产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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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地块平整、土质肥沃、土壤疏松、灌溉良好的田块作为水稻种植田块，土壤质量应符合

GB 15618的规定，生产灌溉用水应符合GB/T 5084的规定。应远离工矿区和公路铁路干线、避开

工业和城市污染源。 

5 品种选择 

以“熟期适宜，抗逆性强”为原则，选用通过国家和湖南省地方审定的高产、优质水稻品种，

种子质量应符合GB 4404.1的规定，并达二级分级标准以上；品种原则上每三年更换一次。 

5.1  早稻品种 

宜选用适合加工专用稻或食用优质稻品种，生育期不长于110天。 

5.2  晚稻品种 

宜选用米质达部颁三等及以上优质米标准，食味佳的优质稻品种，生育期120天左右。 

5.3  品种搭配 

早晚两季品种生育期合理搭配，晚稻应在9月15日前齐穗。 

5.4  单品种植 

坚持按照单品种连片种植，全程防控混杂。种植过程中，从分蘖盛期开始到收获前，进行2

次～3次田间除杂。 

6 培育壮秧  

6.1  播种期  

早稻保温育秧宜在3月10日～15日播种；晚稻一般根据早稻的成熟期确定播种期，宜在6月15

日～18日播种。 

6.2  播种量  

根据品种千粒重大小，早稻每亩大田种子用量杂交稻2.0kg～2.5kg,常规稻4.0kg～4.5kg；晚稻

每亩大田种子用量杂交稻1.5kg～2kg,常规稻3.0kg～4.0kg。 

6.3  种子处理 

用氰烯菌酯或咪鲜胺等药剂按使用说明及浸种技术进行浸种。 

6.4  育秧方式 

早稻宜采用工厂化集中育秧，晚稻采用软盘育秧或毯苗育秧。工厂化集中育秧按NY/T 1534

要求执行，软盘育秧按HNZ 121要求执行，毯苗育秧用 58×23×2.5cm 规格的毯秧或钵毯秧硬塑秧

盘，采用播种流水线或自走式秧盘播种机播种，秧盘底土厚度2cm，盖土以盖没芽谷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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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田耕整 

7.1  大田选择 

稻田土壤、灌溉水、空气质量应符合NY5116的规定，选择适宜机械化操作的稻田。 

7.2  翻耕 

于移栽前3天灌水泡田，用旋耕机或耕整机翻耕整地，翻耕深度15cm以上，要求田面平整，

上实下虚。 

8 移栽 

8.1  密度 

采用增苗节氮技术，早稻每亩2.0万～2.5万穴，常规稻基本苗8.0万～9.0万株，杂交稻基本苗

5.0万～6.0万株；晚稻每亩2.0万～2.1万穴，基本苗7.0万～8.0万。 

8.2  秧龄 

早稻适宜秧龄4叶～5叶期，秧龄期约为25d～28d；晚稻适宜秧龄5.0叶～5.5叶期，秧龄期约为

20d～25d。秧龄期根据不同育秧移栽方式，适龄移栽。 

9 科学施肥 

9.1  原则 

遵循总量控制、有机替代、分期施肥的原则。施肥总量按照早稻450kg～500kg、晚稻500kg～

550kg的目标产量确定，纯氮用量早稻控制在12kg以内，氮磷钾配比1:0.5:0.8；晚稻控制在13kg以

内，氮磷钾配比1:0.4:1。早稻采用绿肥翻压还田，晚稻采用秸秆还田，实现有机部分替代化肥。

根据水稻需肥特性，采用基肥、分蘖肥、穗粒肥分次施用的方法合理施肥。早稻按5:2:3比例施用，

晚稻按5:3:2比例施用。 

9.2  绿肥培肥 

在晚稻高桩收割后，立即采用机械分厢开沟、沟土粉碎覆厢、绿肥机械混播、冬管春发栽培；

选用冬季绿肥作物新品种早花紫云英“湘紫1号”和肥用油菜“油肥1号”，按7：3比例混播；当紫云

英盛花期和肥用油菜结荚期或早稻移栽前15d翻压还田。 

9.3  秸秆还田 

前作收获时，采用配套稻草粉碎均匀抛撒装置的收割机进行收割，稻草粉碎长度5cm左右，

稻田灌水5cm～8cm，浸泡4h左右后，利用旋耕机进行一次性压草浅旋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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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基肥  

整地前1d～2d施用，宜在下午撒施。早稻每亩施氮磷钾总含量42%～48%的早稻专用复合肥

30kg～35kg做底肥，晚稻每亩施氮磷钾总含量42%～48%的晚稻专用复合肥40kg～45kg做底肥。 

9.5  分蘖肥  

移栽后3d～5d，每亩施用尿素5kg～6kg+氯化钾5kg～6kg，当水稻叶片无水珠时撒施。 

9.6  穗肥  

于晒田复水后至幼穗分化2～4期施用，根据田间叶片转色情况，每亩施用尿素3kg～5kg+氯化

钾6kg～7kg，当水稻叶片无水珠时撒施。 

10 科学管水  

10.1  移栽期到幼穗分化期  

秧苗移栽后保持湿润，返青后浅水灌溉，当田间群体苗数达到目标有效穗85%（每亩20万～

22万基本苗）时，排水露田或晒田，控制无效分蘖。  

10.2  幼穗分化期到抽穗期 

晒田结束后复水，至孕穗期前采用干湿交替间歇灌溉；孕穗期到抽穗开花期，保持浅水灌溉。 

10.3  抽穗期到成熟期  

抽穗期间保持浅水层，齐穗后实行湿润灌溉，直到收割前7天断水。 

11 病虫草害绿色防控  

11.1  防控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优选农业防控和生物防控措施，结合病虫草害精准监测，

按实际情况，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补充防治。农药防治应符合GB/T 8321的规定。 

11.2  精准监测  

采用现代智能监测技术和传统人工调查相结合方法，开展系统调查和面上普查，准确掌握水

稻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稻瘟病、稻曲病和稻田杂草发生动态，科学会商，发布病虫草

情预警预报。 

11.3  生物肥控草  

草害防控按HNZ215的要求执行。 

11.4  生态调控 

田埂普遍种植大豆、芝麻等显花作物，涵养寄生蜂、蜘蛛、草蛉等害虫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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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杀虫灯诱杀  

利用害虫对光的趋性，在田间宜选用风吸式益害分离杀虫灯，用棋盘式连片布局，每20亩～

30亩一盏，诱杀二化螟、稻螟蛉、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趋光害虫。杀虫灯安装时底端离地高度

1.5m，灯距180m左右，定期清扫虫袋。 

11.6  性、食诱杀   

按照每亩1个的配置标准连片布局安装“螟虫诱捕器”，配合精准测报在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成

虫始盛期，分别将二化螟性诱剂和稻纵卷叶螟食诱剂放置于诱捕器内，外围区稍密，每隔15m放

置1个，中心区稍疏，每隔28m放置1个；诱芯高于水稻顶端0.1m（水稻穗期），或离地面30cm～

50cm(水稻分蘖期)，对二化螟和纵卷叶螟实行“一筒双芯”诱杀。 

11.7  微生物菌剂防控  

在水稻孕穗破口期，宜选光合细菌菌剂、春雷霉素、井冈霉素、枯草芽孢杆菌等微生物菌剂

防控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等病害，同时配施芸苔素内酯、碧护等生长调节剂及磷酸二氢钾或

硅钾肥等叶面肥。 

11.8  统防统治  

提倡由专业化服务组织进行统防统治。 

12 适时收储 

谷粒黄熟达90%时，选晴好天气用水稻联合收割机分品种及时收割，防止混杂。低温烘干，

稻谷按单品种分别低温储存。 

13 档案管理  

应建立农事操作及田间生产环节档案，包括但不限于品种选择、植保措施、土肥水管理、收

割烘干储藏等水稻绿色生产全过程记录。档案应专人负责，档案记录应清楚、准确和完整，并保

存2年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