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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盐碱地种植水稻的育秧

方法，属于盐碱地水稻种植技术领域。本发明在

盐碱地种植水稻的育秧方法中在秧田施用有机

肥、复合肥和土壤调理剂；并在秧田周围开挖深

沟，有利于降低土壤盐分；采用本发明方式育秧，

能够有效降低秧田的含盐量，提高水稻的出苗

率，起到壮秧的效果，为移栽后水稻的生长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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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盐碱地种植水稻的育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播种前15-20天喷施除草剂，除去秧田内的所有杂草；

(2)在秧田周围挖深度为90-100cm的沟，沟面宽度为50-60cm；

(3)每亩秧田施用有机肥800-1000kg，三元复合肥25-30kg，土壤调理剂50-60kg；

(4)施用肥料后，翻耕土壤使肥料与土壤调理剂均匀混合，翻耕深度为0-25cm，翻耕后

灌水至土壤饱和，水深为3-5cm；

(5)沿着秧田进行围膜，选取120-130cm的竹竿，每隔两米插一根，使用宽度1米的熟料

薄膜沿秧田围一周，固定于竹竿上，下面用土固定住，保证没有空隙；

(6)播种前一天制作秧床，秧床宽1.2-1.5m，秧床间预留25-30cm的间距；

(7)按照每平米播种量为180-200g进行播种，播种深度以种子刚好不露出土壤为准；

(8)水稻在立针后进行第一次灌水，灌水至完全没过秧床即可，不宜过深；

(9)秧苗长至两叶一心施用送嫁肥，保证田间水深2-3cm；

(10)至水稻秧苗三叶一心或四叶一心时进行移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盐碱地种植水稻的育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土

壤调理剂为配制土壤调理剂，其具体组成为：脱硫石膏粉25-30％、酒糟15-20％，腐殖酸20-

25％、草炭土20-25％、磷酸盐(磷酸氢钙Ca(H2PO4)2)5-10％。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盐碱地种植水稻的育秧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有机肥为生物有机肥腐熟猪粪；

所述步骤(9)中的送嫁肥为尿素3-4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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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盐碱地种植水稻的育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盐碱地水稻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盐碱地种植水稻的育秧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世界范围内盐碱地面积广阔，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不完全统计，全

世界盐碱地的面积为9.5亿公顷，其中我国接近1亿公顷，也就是15亿亩。其中，有2.8亿亩盐

碱地是急需改造的，这2.8亿亩盐渍化土地中，有1.4亿亩在18亿亩耕地红线以内的，剩余

1.4亿亩，是国土资源部定义的未利用土地。随着城市面积的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

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类也在面临粮食的严峻挑战。

[0003] 盐碱地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盐度含量高，能够适应在盐碱地生长的作物较少。水稻

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全国有近2/3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水稻栽培面积占粮食种植面积

的1/3，但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40％。因此水稻生产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供给方面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已有研究证明，耐盐碱水稻具备一定的耐盐碱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土壤盐碱

度，达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盐碱地土壤肥力差，有机质含量低，土壤团粒结构差，通常人们

会通过盲目施肥来提高土壤肥力，增加水稻产量。

[0004] 水稻育秧是水稻种植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如何做好盐碱地条件下的水稻育秧工作

成为保障盐碱地水稻种植的重中之重。因此，研究一种盐碱地下的水稻育秧技术显的尤为

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适合盐碱地水稻的育秧方法。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盐碱地水稻的育秧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播种前15-20天喷施除草剂，除去秧田内的所有杂草；

[0009] (2)在秧田周围挖深度为90-100cm的沟，沟面宽度为50-60cm；挖深沟可以使盐淋

溶到土壤深层，随排水沟带走；还可以降低地下水位，降低表层土壤的盐含量；

[0010] (3)每亩秧田施用生物有机肥800-1000kg，三元复合肥25-30kg，土壤调理剂50-

60kg；

[0011] 所述步骤(3)中的生物有机肥为腐熟猪粪(猪粪85％、水稻秸秆15％)。

[0012] 所述步骤(3)中的复合肥为三元复合肥(N-P-K  15-15-15)。

[0013] 所述步骤(3)中的土壤调理剂为配制土壤调理剂(脱硫石膏粉25-30％、酒糟15-

20％，腐殖酸20-25％、草炭土20-25％、磷酸盐(磷酸氢钙Ca(H2PO4)2)5-10％)。

[0014] (4)施用肥料后，翻耕土壤使肥料与土壤调理剂均匀混合，翻耕深度为0-25cm，翻

耕后灌水至土壤饱和，水深为3-5cm；

[0015] (5)沿着秧田进行围膜，选取120-130cm的竹竿，每隔两米插一根，使用宽度1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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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薄膜沿秧田围一周，固定于竹竿上，下面用土固定住，保证没有空隙；

[0016] (6)播种前一天制作秧床，秧床宽1.2-1.5m，秧床上水分不要太多，秧床间预留25-

30cm的间距；

[0017] (7)播种密度不要过大，每平米播种量为180-200g，用平板按压种子，不要过深，以

免不发芽，也不要将种子暴露在地表；

[0018] (8)水稻在立针后进行第一次灌水，灌水至完全没过秧床即可，不宜过深；

[0019] (9)两叶一心左右施用送嫁肥，选择尿素3-4kg/亩，保证田间水深2-3cm；

[0020] (10)至水稻秧苗三叶一心或四叶一心时进行移栽。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这种方式育秧，能够有效降低秧田的含盐量，提高水稻

的出苗率，起到壮秧的效果，为移栽后水稻的生长奠定基础。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在本发明中所使用的术语，除非有另外说明，一般具有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含义。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并参照数据进一步详细的描述本发明。以下实施例只是为

了举例说明本发明，而非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4] 实施例一：

[0025] 在滨州盐碱地含盐含量约为3.4‰的秧田上进行水稻育秧，种植水稻材料为盐丰

47。

[0026] 实验组每个重复播种两个秧床，每个秧床宽1.5m，秧床长10m；对照组与实验组设

置一致。播种前3天进行晒种、浸种、消毒、催芽等工作；播种前18天喷施除草剂，除去秧田内

的所有杂草；实验组在秧田周围挖深度为95cm的沟，沟面宽度为50cm；秧田施用腐熟有机肥

(猪粪85％、水稻秸秆15％)800kg/亩、三元复合肥(N-P-K  15-15-15)30kg/亩、土壤调理剂

(脱硫石膏粉30％、酒糟15％，腐殖酸25％、草炭土25％、磷酸盐(磷酸氢钙Ca(H2PO4)2)5％)

60kg/亩。施用完毕后，用旋耕机翻耕土壤使肥料与土壤调理剂均匀混合，翻耕深度为0-

25cm，翻耕后灌水至土壤饱和，水深4cm；沿着秧田进行围膜，选取125cm的竹竿，每隔两米插

一根，使用宽度1米的熟料薄膜沿秧田围一周，固定于竹竿上，下面用土固定住，保证没有空

隙；播种前一天制作秧床，秧床上水分不要太多，秧床间预留30cm的间距；播种密度不要过

大，每平米播种量为180g，用平板按压种子，不要过深，以免不发芽，也不要将种子暴露在地

表。水稻在立针后进行第一次灌水，灌水至完全没过秧床即可，不宜过深；秧苗长至两叶一

心施用送嫁肥，选用尿素3-4kg/亩，保证田间水深2-3cm；至水稻秧苗三叶一心或四叶一心

时进行移栽。

[0027] 对照组的秧田周围不做挖沟处理，秧田只施用生物有机肥(猪粪85％、水稻秸秆

15％)800kg/亩、三元复合肥(N-P-K  15-15-15)30kg/亩，施肥后的操作与实验组一致。

[0028] 具有试验结果如下：

[0029] 表1.实验数据记录表

[0030] 名称 出苗时间(天) 出苗率(％) 三叶一心时间(天) 三叶一心水稻苗高度(cm)

实验组 5 83.8 26 16.3

对照组 6 67.4 29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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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通过对各项数据的比较发现，育秧时采用秧床挖沟排盐和施用土壤调理剂的方式

优于对照组常规育秧的方式。

[0032] 实施例二：

[0033] 在滨州盐碱地含盐含量约为3.1‰的秧田上进行水稻育秧，种植水稻材料为穗粳

18。

[0034] 实验组每个重复播种两个秧床，每个秧床宽1.5m，秧床长10m；对照组与试验组设

置一致。播种前3天进行晒种、浸种、消毒、催芽等工作；播种前18天喷施除草剂，除去秧田内

的所有杂草；实验组在秧田周围挖深度为95cm的沟，沟面宽度为50cm；秧田施用腐熟有机肥

(猪粪85％、水稻秸秆15％)1000kg/亩、三元复合肥(N-P-K  15-15-15)30kg/亩、土壤调理剂

(脱硫石膏粉25％、酒糟20％，腐殖酸25％、草炭土20％、磷酸盐(磷酸氢钙Ca(H2PO4)2)10％)

55kg/亩；施用肥料后，翻耕土壤使肥料与土壤调理剂均匀混合，翻耕深度为0-25cm，翻耕后

灌水至土壤饱和，水深4cm；沿着秧田进行围膜，选取125cm的竹竿，每隔两米插一根，使用宽

度1米的熟料薄膜沿秧田围一周，固定于竹竿上，下面用土固定住，保证没有空隙；播种前一

天制作秧床，秧床上水分不要太多，秧床间预留30cm的间距；播种密度不要过大，每平米播

种量为200g，用平板按压种子，不要过深，以免不发芽，也不要将种子暴露在地表。水稻在立

针后进行第一次灌水，灌水至完全没过秧床即可，不宜过深；秧苗长至两叶一心施用送嫁

肥，选用尿素3-4kg/亩，保证田间水深2-3cm；至水稻秧苗三叶一心或四叶一心时进行移栽。

[0035] 对照组的秧田周围不做挖沟处理，秧田只施用生物有机肥(猪粪85％、水稻秸秆

15％)1000kg/亩、三元复合肥(N-P-K  15-15-15)30kg/亩，施肥后的操作与实验组一致。

[0036] 具有试验结果如下：

[0037] 表2.实验数据记录表

[0038] 名称 出苗时间(天) 出苗率(％) 三叶一心时间(天) 三叶一心水稻苗高度(cm)

实验组 5 87.2 25 17.0

对照组 6 76.4 28 15.7

[0039] 通过对各项数据的比较发现，育秧时采用秧床挖沟排盐和施用土壤调理剂的方式

优于对照组常规育秧的方式。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

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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