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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田紫云英种植与利用技术规程

为规范双季稻田紫云英种植与利用技术，特制定本规程。

1 紫云英高产种植技术

1.1品种选择

选择符合国家规定的紫云英种子标准三级以上的紫云英种子，即纯度不低于 94%、净

度不低于 93%、发芽率不低于 80%、水分不高于 10%。

湘中、湘南双季稻区采用中熟及早熟紫云英品种，如湘肥 3号、常德种、湘紫 1号、湘

紫 2 号等；湘北双季稻区采用早熟及特早熟紫云英品种，如湘紫 1 号、湘紫 2 号、湘紫 3

号和湘紫 4号等。

1.2整地

1.2.1 排水晒土

晚稻乳熟期排干田水。播种前，田块四周开沟排水，并适当晒田。

1.2.2 开沟

土质粘重或面积较大的田块，除开围沟外，还应每隔 5～10米距离加开中沟，中沟与围

沟要相通。四周围沟深破犁底层，沟深 25～30 厘米；中沟深至犁底层，沟深 15～20 厘米。

1.3种子处理

1.3.1 晒种与擦种

将紫云英种子在阳光下曝晒 1～2 天后，按种子和细砂 2﹕1的比例拌匀后装在编织袋

中搓揉将紫云英种皮擦破。

1.3.2 浸种

擦种后的种子用 15％食盐水选种，去除杂质和菌核，选种后用清水洗出盐分。

1.4接种根瘤菌

选择活菌个数达到 108/毫升的液体或固体根瘤菌剂，在室内阴凉处将根瘤菌剂配成水溶

液。1 千克根瘤菌拌紫云英种子 16 千克，或按产品说明书操作使用。

1.5磷肥拌种

新垦地或磷肥力较低的田块建议用磷肥拌种。将接菌后的紫云英种子放在室内阴凉处保

持 1～2小时后，加入带粘性的湿泥土或浆糊中搅拌，使种子包裹潮泥或浆糊，用米筛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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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筛成球状随即播种。2.5 千克过磷酸钙拌 1.5 千克紫云英种子。

1.6播种

1.6.1 播种期

采用晚稻机械收获留低茬-紫云英生产技术模式或晚稻人工收获留低茬-紫云英生产技

术模式，适宜播期为 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采用晚稻机械收获留高茬-紫云英生产技术模式，

紫云英播种期可以适当推迟至 10月中下旬。

1.6.2 播种量

单播紫云英田块，适宜播种量为 1.5～2.0 千克/亩，第一次播种紫云英的田块、霜冻较

重地区、质地粘重田块可适当提高播种量至 2.5 千克/亩；紫云英与黑麦草混播，紫云英用

种量 1～1.5 千克/亩；黑麦草用种量 0.25～0.4 千克/亩；紫云英与肥田萝卜混播，紫云英用

种量 1～1.5 千克/亩；肥田萝卜用种量 0.2～0.3 千克/亩；紫云英与油菜间作，紫云英用种

量 1～1.5 千克/亩，油菜用种量 0.1～0.2 千克/亩，紫云英播种 15～30 天后再播种油菜。

1.6.3 播种方法

采用人工或电动播种机播种。

1.7开沟清沟

播种前已开沟的田块，要及时清沟。播种前没有开沟的田块要及时补开。

未开沟的田块，在晚稻收割后，采用带碎土抛撒功能的开沟机开沟。面积较小的田块，

在田块四周开围沟，或居中开沟；土质粘重或面积较大的田块，四周开围沟，中间每隔 5～

10米距离加开中沟，中沟与围沟相通。四周围沟深破犁底层，沟深 25～30 厘米；中沟深至

犁底层，沟深 15～20 厘米。

1.8抗旱排渍

冬季如遇到干旱，出现土表发白，紫云英边叶发红发黄时，灌跑马水抗旱。秋冬季或开

春后，如遇到大雨和连续降水，要及时清沟排渍。

1.9病虫害防治

紫云英病害有菌核病、白粉病和轮纹斑病。虫害有蓟马、蚜虫和潜叶蝇。

菌核病发病初期，用 70%可湿性托布津或 50%可湿性多菌灵 50～100 克兑水 1000倍，

进行喷雾防治。

白粉病用 20％三唑酮乳油 5～10 克加水 50 千克或用 30％特富灵可湿性粉剂 20～40

克兑水 1000倍喷雾防治。

轮纹斑病用 0.05%多菌灵 10～20 克兑水 1000倍喷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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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马发生时用 25％的避蚜雾 15 克兑水 50 千克喷雾防治。

蚜虫发生时用 25％的避蚜雾 20 克兑水 50 千克喷雾防治。

潜叶蝇发生时用 20％敌杀死兑水 3000倍喷雾防治。

2 紫云英翻压利用技术

2.1翻压时期

于早稻移栽前 7～15 天、紫云英盛花期翻压。

2.2翻压量

紫云英鲜草翻压量以 1500 千克/亩左右为宜。紫云英鲜草产量高于 2000 千克/亩的，

可将多余的紫云英移出做它用。

2.3翻压方式

以直接耕翻为主，翻压前将 50 千克/亩石灰均匀撒在紫云英上，翻压后田面淹水而不过

水。气温较高、土壤质地轻松、排水良好的稻田，可深翻耕深沤田；土壤粘重、排水条件差

的稻田则应浅翻耕浅沤田，紫云英能被土壤覆盖即可。

2.4翻压后稻田水肥管理

2.4.1 翻压后稻田水分管理

紫云英翻压后分解较快，大量养分溶解于水中，因此在紫云英翻压后至早稻苗期（紫云

英翻压后 1个月内）应做到田间不排水。

2.4.2早稻化肥施用量

早稻化肥施用量根据紫云英翻压量适当减量。紫云英鲜草翻压量 1000～1500 千克/亩时，

氮（N）、磷（P2O5）、钾（K2O）施用量可分别减少 1.5 千克/亩、1.0 千克/亩、1.5 千克/

亩；紫云英鲜草翻压量 1500～2000 千克/亩时，氮（N）、磷（P2O5）、钾（K2O）施用量可

分别减少 2.0 千克/亩、1.5 千克/亩、2.0 千克/亩。

3 技术术语

稻底套播

在晚水稻生育后期将紫云英种子套播在其行间的种植方式。

4 引用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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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0464-2006 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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