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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昌市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存在的问题及建

议

吴秋虞
*1

（四川省西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四川 西昌 615000）

【摘 要】:分析了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在西昌市推广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从育秧技术、栽插推广力度、田间

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提出机械化育插秧高产稳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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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昌市地处四川省第二大平原安宁河谷平原，水稻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 2 万 hm
2
以上，为西昌市第一大农作物。随着工业

化及城镇化的推进，尤其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愈来愈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二、三产业，这为水稻的全程机械化生

产提出了新的要求，全程机械化生产是指水稻的耕、种、收等关键环节实现机械化。只有推广机插秧技术，才能突破水稻全程

机械化生产的瓶颈。机插秧技术是采用规范化育秧、机械化栽插的水稻移栽技术，关键在于育好适合机械栽插的秧苗。针对西

昌市近年机插秧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今后水稻机械化育插技术提出建议。

1 推广机插秧技术存在的问题

1.1 育秧技术难以掌握

在现有育秧技术中，西昌市主要使用水育旱管育秧，其主要技术流程为：精选苗床→精配营养土→精做秧厢→平铺软盘→

匀铺底土→均匀播种→匀盖种土→浸湿种土→搭拱盖膜→秧田管理。机插育秧技术要求高，播种量、均匀度、苗期温湿度管理

等均对秧苗素质产生较大影响。播种量太小，容易出现无苗空盘现象，造成大田漏插；播种量太大，秧苗生长受到限制，且浪

费种子影响经济效益；播种不均匀，造成秧苗有疏有密，高低不一，粗细不均，影响机插效果；温度过高，易导致不出苗、出

苗不齐和高温烧苗等现象，而温度过低则不利于秧苗生长；水分过多，秧苗生长过快，不利于矮壮苗的培育，后期机插时容易

造成机械损伤，延长返青期，缺少水，不利秧苗生长且易旱死；同时由于低温、干热风、冰雹等极端天气的影响，稍有不慎就

会影响秧苗质量，甚至造成秧苗不适机插的严重后果。

1.2 插秧环节技术不足

西昌市水稻为单季中稻，前作大多为小麦（现在有些田种洋葱可早空出地），生育期较长，而机插秧要求秧龄不宜太长（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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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天，秧苗高 20cm 左右），前后作茬口打紧可能造成不能按时机插。大田平整度差、泥脚过深过浅、栽插密度过大过小及插秧

过深过浅等影响大田栽插质量及基本苗数；整地时间不易掌握，整地过早，沉淀时间过长，泥脚太浅秧苗不易插入土中；整地

过晚，土质太稀，容易发生插秧机臃泥陷轮现象。在西昌市有水稻密植的习惯，特别是北半边常规稻种植区，手插秧宽窄行株

行距为（6+4）× ４寸或（7+4）× ４寸的规格，达到每 666.67m
2
基本苗 2.5 万穴以上，现有插秧机很难达到此密度。

1.3 田间管理措施不到位

在西昌市存在不施底肥或底肥用量不足，重施追肥等现象，重氮肥，忽视磷、钾肥现象普遍，造成机插秧前期开始分蘖迟，

后期无效分蘖多，成穗率低，穗型小，结实率低等现象。在实际生产中，由于对晒田认识不到位，往往把晒田简单的理解为放

水，或者是自然晒田，大部分地方甚至不晒田，这都会导致有效分蘖不足，无效分蘖增加，根系发育不良，抗病能力差，易倒

伏等现象发生，严重影响水稻高产稳产。

1.4 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后勤保障不足

插秧机结构复杂，操作技术要求高，农户购买插秧机，经过简单操作培训后，就匆忙操作机器下田栽秧，如操作不当易出

故障，出现漂倒、伤苗、漏插等现象，影响机插秧质量。同时，农村缺少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插秧机的结构原理、工作过

程不了解，使得插秧机的保养、维修等存在难度，加之插秧机的零件特别、互通性不强，市场上不易买到，田间作业突发故障

后，经常找不到人修、买不到配件，耽误农时，成本比较高。

2 机械化育插秧高产稳产的措施

2.1 熟练掌握育秧技术

一是精细播种，适当控制播种量和大田用种量，按每 666.67m
2
大田用软盘 40 ～ 45 张，一个秧盘用杂交稻干谷种 50 ～

60g，折合露白谷 1.5 ～ 2.0kg，粳稻适量增加播种量。采用人工播种须按盘定量均匀反复播种 3 ～ 4 次，做到精细播种；采

用机播，先进行调机试播工作，确定每盘播种量。人工和机播均要求留部分种子补边角。二是适期播种，以“宁可田等秧，不

可秧等田”为原则，做到秧龄适宜，壮秧机插，安全抽穗成熟。三是控温控水促苗壮，秧苗出土 2cm 长到一叶一心，在日均气

温稳定通过 15℃时，要揭膜炼苗，防止徒长，促进秧苗矮健；遇昼夜温差过大时，日揭夜盖 2 ～ 3 天，方可揭膜；遇寒潮天，

必须盖膜保温。秧苗现青前，苗床处于保湿状态，促进苗全苗齐；秧苗达到一叶揭膜后，床土发白或盘边缘叶片卷曲或早上秧

尖无露水，才进行溜水或喷水；一般情况下切记灌水，有利于控制苗高；大雨过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若气温过高、肥水充

足，秧苗生长过旺，4 叶期可用 300ppm 的多效唑喷施一次，控制苗高。四是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简易大棚、钢架大棚等设施

育秧，即可防治雀鸟危害，也可避免极端天气影响。

2.2 加大机插推广力度

一是大力推广集中育秧，以扶持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育秧专业户等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依托，在其内部调整插秧时间，

以期解决茬口打紧问题。二是提高机械化整地质量，确保大田平整，保持田面高低差在 3cm 以内。根据土壤质地确定沉降时间，

一般粘质土需要沉降 4 ～ 5 天，沙质土需沉降 1 ～ 2 天，浅水栽秧，水面控制在 1 ～ 2cm 以内。三是确保栽插深度及田埂

周围栽插方法，掌握栽插入泥深度控制在 1cm 左右为宜，保证行走的直线性，及时补给秧苗，不漏插、重插，不漂不倒越浅越

好。四是因地制宜的选择插秧机，根据农艺要求确定基本苗数，在西昌市北半边常规稻区，栽插密度要求 2.4 ～ 2.8 穴

/666.67m2，以选择手扶步进式插秧机为主；而在西昌市南半边的杂交稻区，栽插密度要求 1.0 ～ 1.8 穴/666.67m2，可选择较

常见的久保田等乘坐式插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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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强大田管理，确保高产稳产

施肥按照“前促、中控、后保”的原则，创造利于早返青、早分蘖的环境条件。在控制施肥总量的基础上，保证有机肥与

无机肥的合理搭配，并注意稳氮增磷补钾及微肥的使用。施肥的标准是按每 666.67 m
2
施尿素 10 ～ 15kg、过磷酸钙 30kg、氯

化钾 15kg、优质农家肥 750 ～ 1000kg；一般 N：P：K 为 1：0.5：0.6 的比例；氮肥施用上，底肥：分蘖肥：拔节肥为 6：3：

1，磷肥全作底肥，钾肥底肥用 10kg，拔节肥用 5kg。水分管理上，采用“浅水栽秧，寸水返青，薄水分蘖，圆杆晒田，有水抽

穗，以湿为主、干湿灌浆”的管水法，通过科学的肥水调节，提高有效分蘖数，形成合理群体，增加光能利用率，确保大穗足

穗，夯实水稻高产稳产基础。

2.4 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增强后勤保障

农机管理部门要继续加大机插秧操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实时召开机插秧作业现场演示会，不断提高机手的操作技术水平。

同时完善机插秧销售、维修服务网络体系，满足插秧机易损易耗件的供应。针对机插秧作业的季节性特点，出现故障必须立即

修复，要以乡镇农机站为依托，培养一批技术力量，作为快速反应分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排除故障；如有条件，可派技术

人员到厂方学习修理技术，以解决目前机插秧维修技术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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